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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乌旗地区岩浆岩分布广泛，以华力西晚期与燕山早期最为发育。华力西晚期以酸性花

岗岩为主，另有少量闪长岩。燕山早期侵入岩以二长花岗岩、黑云钾长花岗岩为主，其次为花

岗闪长岩。铅、锌矿化多与二长花岗岩有关，铁铜矿化多与黑云母花岗岩关系密切，而铜矿化

多与闪长岩（或闪长玢岩）有关。本区与矿化或异常有关的各（斑）岩体，其铅、锌、钨、锡、银等

成矿元素的平均含量均高于维氏值几倍，因此，在相应地区寻找斑岩矿床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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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背景

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 简称东乌旗）地区位于

中朝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缝合线上（即贺根山深断

裂）。地理坐标为东经 %%,9 - %%*9，北纬 &$9"#:（图

%），向北至中蒙边界。大地构造位置归属于西伯利

亚古板块南缘的东乌旗 ’ 加里东 ’ 早华力西地槽

褶皱带［%］。本区岩浆岩分布广泛，岩浆活动受构造

控制明显，岩性从超基性至酸性均有不同程度的分

布。岩浆活动以华力西晚期与燕山早期最为发育，

且与成矿关系密切［"，)］。

本区最老地层为下 ’ 中奥陶统，主要为浅海相

火山碎屑岩 ’ 碎屑岩建造和形成于较强拉张环境

中的优地槽型细碧角斑岩建造。泥盆系在本区分

布最为广泛，主要为浅海相泥质、凝灰质细碎岩、钙

泥岩、硅质细碎岩夹灰岩。本区在石炭纪发育了巨

厚的陆相安山质火山碎屑岩和陆相碎屑岩建造。

"! 岩浆岩特征

!6 "! 华力西晚期侵入岩

华力西期侵入活动以晚期最为强烈，以花岗岩

为主，另有少量闪长岩（表 %）。副矿物组合类型主

要为磷灰石 ’ 锆石 ’ 榍石型。花岗岩类岩石 2+;"

含量在 +%6 ""< - ++6 +,<，=’"; . >"; 平均含量

+6 **<，>"; ? =’"; 为 #6 (" - %6 )*，属碱性 ’ 偏碱

性岩石（ 图 "’），8$";) 为 %%6 )&< - %,6 *)<，在

8$";) ’ 2+;" 变异图中，主要投在低铝质区，少量投

在铝质区（图 "@）。

!6 !! 燕山早期侵入岩

燕山早期侵入活动可分为 ) 次，以第一次最强

烈，依次减弱。岩性以二长花岗岩、黑云钾长花岗

岩为主，其次为花岗闪长岩（表 "）。副矿物组合类

型主要为榍石 ’ 锆石 ’ 独居石型。2+;" 高于黎彤

等中国花岗岩平均值，8$";) 小于 %&6 "$<，=’"; .
>"; 含量为 +6 (*< - (6 #"<，在（=’"; . >";）’
2+;" 变异图中均投于碱质区（ 图 )’），! 质均小于

&，属钙碱性岩石，在 8$";) ’ 2+;" 变异图中均落于

低铝质区（图 )@）。

)! 岩浆活动与成矿关系

#6 "! 岩浆活动与成矿专属性

（%）从成矿时代专属性来看，华力西晚期的岩

浆侵入活动在泥盆纪、二叠纪地层中发育了宽度不

同的接触变质带并产生一些铜矿化，例如巴彦都兰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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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内蒙古中段大地构造及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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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东乌旗地区华力西晚期侵入体特征

#$%&’ !" ()*’+,&’ -. )*$/$)0’/1201)2 -. 3$0’ 4$/12)$5 150/,21-52 15 6-578,91 $/’$

岩体
所在图幅

（"# $% 万）
产状

规模

8 &+$ 相 主要岩石类型 蚀变 含矿性

布拉格苏
木西

9 & ’% & ::55 岩株 "$ ’ 闪长玢岩

珠尔很
敖老

9 & ’% & ::55 岩基、
岩株

$("

边缘相
细粒钾长花岗岩、中细
不等粒二长花岗岩

硅化、绢云母化、
绿泥石化、黑云母化

巴彦都兰布拉格苏木一
带的接触带中有辰砂、铅
矿重砂异常

过渡相
中细粒钾长花岗岩、中
粒黑云母钾长花岗岩

绿帘石化
岩体南部与二叠系宝力
格庙组接触附近有辰砂、
铅矿重砂异常

乌兰敖
包吐

9 & ’% & ::55 岩株 (% 细粒黑云母钾长花岗
岩

绿帘石化、绿泥石化

阿布斯格 9 & ’% & ::555 岩株 $% 黑云石英闪长岩 绿帘石化、绢云母化
巴彦都兰铜矿点产于外
接触带

沙尔哈达 9 & ’% & ::5 岩基 $%’ 花岗岩 硅化 与铜矿化有关

麦很温
都尔

9 & ’% & ::55 岩株 ) 中细石英闪长岩、中细
粒黑云母长闪长岩

布拉格
苏木

9 & ’% & ::55 岩株、
岩脉

"$ ’ 次闪辉绿玢岩、辉绿岩 硅化

东方红
公社

9 & ’% & ::5 岩株 %$ ( 闪长岩

阿拉坦
嘎斯

9 & ’% & ::5 岩株 %$ ’ 角闪苏长岩、橄紫角闪
苏长岩

五连
9 & ’% & :5，

:;55 岩滴 %$ ( 石英闪长岩 绿帘石化、绿泥石化

朝布愣西
9 & ’% & :5，

:;55 岩滴 %$ * 辉长岩 ! ! 与铜矿化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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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华力西晚期岩浆岩（!""# % $"#）& %&#"（"）和 ’("#’ & %&#"（)）变异图

*&+, "! -".&/+."0 /1（!""# %$"#）& %&#"（"）"23 ’("#’ & %&#"（)）/1 4"56 -".&78"2 &25.97&/27

图 ’! 燕山早期岩浆岩（!""# %$"#）& %&#"（"）和 ’("#’ & %&#"（)）变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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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矿点和塔尔巴格铜矿点。而燕山早期侵入活动

情况较复杂，一方面成为矽卡岩型铁矿、矽卡岩型

铜矿的成矿母岩，如朝不愣铁矿床，查干敖包铁锌

矿床，另一方面为产于外接触带的热液多金属矿床

的形成提供了热动力和流体，例如查干陶勒盖铅矿

点。

（"）从岩性的成矿专属性看，铅、锌矿化多与二

长花岗岩有关，而铁铜矿化多与黑云母花岗岩关系

密切，闪长岩（或闪长玢岩）多与铜矿化有关。

!, "! 蚀变矿化岩体的地球化学特征

（(）根据微量元素分析结果，本区与矿化或异

常有关的各（斑）岩体，其铅、锌、钨、锡等成矿元素

的平均含量高出维氏值 ( ) ’ 倍，银高出维氏值 *
倍，锌略高于维氏值，钼略低于维氏值。对于铜来

说，除阿 尔 登 陶 勒 盖 正 长 花 岗 斑 岩 含 量（+,# -
(# &+）极高外，其余样品的平均值较低，仅为 "*, . -

(# &+。从元素背景值看，这些岩体对铅、锌、钨、锡

成矿有利，个别对铜矿化有利。镍、钴较低，反映本

区岩体基性程度较低。硫普遍很低，而砷、锑分别

高于维氏值 $ 倍和 ( 倍。表明本区矿化剂组分以

贫硫、富砷锑为特征。

综合比较而言，本区各岩体的微量元素平均含

量，介于含铜岩体与钨锡花岗岩之间。某些岩体有

利于银铜成矿或铅、银、铜成矿，如阿尔登陶勒盖正

长花岗斑岩体，(," 工区闪长玢岩脉；一些岩体对

钨、锡成矿有利，如沙麦花岗岩体和敖勒二长花岗

岩体。

（"）斑岩体及其蚀变岩样品的 >:: 分析结果

表明，">:: 在（$/, ’* ) "’$, ""）- (# &+ 之间，低于

世界花岗岩的平均值 ".# - (# &+，"?6 @"< 为

#, .+ ) $, +’，!:9 为 #, ", ) (, +#，集中区为 #, +( )
#, .$，即为中等负铕异常到无铕异常。

#(

万方数据



!
! 第 " 期 金! 岩等：内蒙东乌旗地区岩浆活动与多金属成矿的关系

表 !" 东乌旗地区燕山早期侵入体特征

#$%&’ !" ()*’+,&’ -. )*$/$)0’/1201)2 -. 3$/&4 5$62*$61$6 160/,21-62 16 7-689,:1 $/’$

期
次

岩体
所在图幅

（"# $% 万）
产状

规模

! "#$ 相 主要岩石类型 蚀变 含矿性

第
三
次

敖包沟特 $ & ’% & %&’’，%’ 岩株 (" 次流纹岩

准阿腊希格 $ & ’% & %%’’’ 脉状 ( 闪长玢岩 铁、锰、铜、铅、锌

第
!
二
!
次

第
!
一
!
次

古尔斑哈达

敦德努如

包丁敖包特

乌兰呼都格

努和特

巴润准昂格尔

汗敖包西

阿尔萨布仁呼
都格! ! ! !

查干敖包

哈德南

折根北

沟特

朝不愣东

朝不愣

沙麦

东乌旗农场

伊辛高吉高尔

哈沙图布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岩基 ""$

岩株 )
岩株 $"( ’
岩株 ""
岩株 *
岩株 (
岩株 "’

岩株 "%

岩株 ’’

岩株 $(( ’

岩株 ")

岩株 *)

岩株 +’

岩株 ,%

岩基 $*%%

岩枝 ’
岩滴 )

岩基 "%+

过渡相 中粗粒黑云花岗岩

边缘相 细粒黑云花岗岩

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

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

黑云母花岗斑岩

霏细斑岩

石英正长斑岩

石英二长斑岩

花岗闪长玢岩

过渡相
细粒黑云母花岗岩、细
粒条纹长石花岗岩

边缘相
斑状中粒黑云母花岗岩、
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
细粒条纹长石花岗岩

中细粒黑云母钾长花岗岩

中细 粒 黑 云 母 钾 长 花
岗岩、不 等 粒 状 花 岗
岩、白 云 母 化、云 英 岩
化花岗岩

灰白色中细粒花岗岩、
绿泥石化斜长花岗岩

斑状黑云母花岗岩、细
粒黑云母花岗岩

过渡相
中细 粒 似 斑 状 黑 云 二
长花岗岩

边缘相 细粒黑云二长花岗岩

正长斑岩

花岗岩

过渡相
细粒黑云二长花岗岩、似
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

边缘相
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
黑云钾长花岗岩、斑状
钾长花岗岩

角岩化

角岩化

绢云母化、
云英岩化

矽卡岩化、
次生石英化

外 接 触 带
角岩化、内
接 触 带 云
英岩化

角岩化

接触带有锌金属异常，

外接触带有铜矿点

与铜、铝、锌多金属

矿产有关

与铁、铜、锌矿产有关

铁

铁铜

岩体边缘及接触带

附近分布有一系列

铜、铅、锌金属异常

岩体东端见有 " 级

铜 金 属 异 常、外 接

触带具铅矿化

! ! 本文着重研究阿尔登陶勒盖和麦很温都尔的

正长斑岩体，其蚀变后的 )** 变化规律分述如下：

+( 麦很温都尔正长斑岩在 )** 球粒陨石标准

分布型式图中，未蚀变与蚀变斑岩 - 条曲线大致平

行。未蚀变二长花岗斑岩")** 较高（"’(( *" .
"% &+），",- !". / -( *’，轻稀土富集，!*/ / %( *$，

有轻微负铕异常。发生绢云母化、高岭土化蚀变

后，")** 均降低，",- !". 也降低，!*/ 不变或

有所降低。与乌努土山含铜斑岩相比，变化规律有

一定的相似性，但本区 !*/ 变化不甚明显。从 )**
地球化学方面看，该斑岩体对成矿还是有利的。

0( 在额尔登陶勒盖正长斑岩中，弱蚀变正长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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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斑岩"!"" 较高（"%$# " & ’# () ），#$% &#’ *
%# #%，!"( * ## "+，铕亏损显著。含孔雀石、褐铁矿

正长花岗斑岩"!"" 较低（++# ,) & ’# () ），#$% &

#’ * $# )，!"( * ## -’，具有中等程度铕亏损，其球

粒陨石标准化曲线形态与我国其他地区含铜斑岩

有些类似，但铕亏损程度略低一些，亦表明为有利

的含矿斑岩体。

.! 成矿地质背景的初步认识

（’）从板块学说角度看，东乌旗地区区属西伯

利亚板块增生带［"，.］，但其南侧毗邻卡拉麦里 ( 平

顶山 ( 贺根山板块缝合线，伴随板块俯冲作用，地

层强烈褶皱、断裂发育、岩浆活动频繁，成矿背景条

件有利，)" 向断裂带控制矿带展布，其旁侧次级断

裂控制矿床、矿点的分布，尤以 )* 向断裂控制为

主。

（"）本区岩浆侵入活动频繁，岩石类型多样，

分带性较明显。铜多金属矿化主要与燕山早期侵

入岩有关，其次为华力西晚期。成矿岩体主要为二

长花岗斑岩、闪长玢岩、石英斑岩。对成矿的不利

因素是局部缺乏多期次复成分杂岩体。

（%）从各期岩体（岩脉）来看，其碱质和分异程

度较高对成矿有利，但酸度较高对铜成矿不利。

（.）本区矿化在地表多显示沿破碎裂隙带呈

脉状分布的特点。蚀变以绢云母化、硅化、绿泥石

化、绿帘石化为主，缺失钾长石化、绢英石化、黑云

母化蚀变。蚀变呈线状分布，极少呈面状、环带状

分布，加之本区已有斑岩铜矿点存在，这些均表明

地表所见的热液脉状矿化可能系斑岩铜矿系列的

上部产物，若果真如此，则本区铜矿化是有找矿远

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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