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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河北省地质历史演化规律!成矿地质条件!矿床的形成与分 布 特 点 的 基 础 上"把 河 北 省 划 分 为 两

个0级成矿带#阜新$集宁%河北部分&成矿带%0!&!涞 源$武 安 成 矿 带%0%&"六 个2级 成 矿 区#康 保$棋 盘 山

成矿区%2!&!张北$隆化成矿区%2%&!张家口$承德成矿区%2"&!兴隆$山海关成矿区%2,&!涞源$阜平成矿

区%2)&!邢台$武安成矿区%2*&’通过对 区 内 地 质 成 矿 作 用 和 构 造 成 矿 阶 段 特 点 的 研 究"指 出0! 成 矿 带 中

铜!铅!锌!金!银!钼!铁!铀!煤矿相对集中"金属矿床主要形成于太古代!中元古代!海西期!燕山期"煤矿则主要

形成于石炭纪$二叠纪!早侏罗纪"铁矿与基底变质 岩!中 元 古 代 基 性 超 基 性 岩 相 关"铜!铅!锌!金!银!钼!铀 与

海西期$燕山期岩浆岩相关"煤矿则分布在沉积盆地中’0% 成矿带金!铜!铅!锌!钼!铁!煤矿相对集中"金属矿

床主要形成燕山期"与中性$酸性岩浆岩有关"煤矿则主要形成于石炭纪$二叠纪"分布于沉积盆地中’据各矿

带的成矿期次及各期次成矿作用强度!形成的主要矿种及矿床分布的集中区"圈定了七个找矿远景区"预测了各

远景区应重点寻找的矿种和需要加强地质勘查工作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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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运 用 区 域 成 矿 学 理 论%!&!以 活 动 论 的

观点!从地质历史演化出发!探讨河北省基本成

矿规律!指 出 成 矿 条 件 有 利 的 主 要 金 属 矿 产 找

矿方向$

!!成矿区带分布

河北省东濒渤海!北’西部为燕山’太行山!
中东南部 是 平 原 区$可 分 为 坝 上 高 原’冀 北 山

地’冀西北山间盆地’河北平原和内海盆地五个

地形区%%&$在构造上跨越内蒙(大兴安岭褶皱

系和华北地台两个一级构造单元$地质构造十

分复杂!具 多 旋 回 性!构 造 阶 段 演 化 性 明 显!其

突出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吕梁运动之前!
地壳演化 形 成 古 老 的 结 晶 基 底!之 后 地 壳 进 入

稳定阶段!形成稳定沉积盖层*%#以北纬,%W附

近的康保(围场断裂为界划分成相对活动与稳

定的两个 大 地 构 造 单 元!北 部 在 中 生 代 以 前 一

直为活动 性 洋 壳 区"为 兴 蒙 地 槽 的 一 部 分#!南

部则在古元古代以后就形成相对稳定的陆壳区

"华北地台#*"#北纬,##,%W之间!东西向展布

的内蒙地 轴 和 燕 山 裂 陷 带!为 横 亘 中 国 北 部 的

阴山(天 山 巨 型 纬 向 构 造 带 的 组 成 部 分$阴

山(燕山山脉表现了该构造带的地貌景观$中

生代以来!北 北 东 向 大 兴 安 岭(太 行 山 隆 起 带

叠加在纬 向 构 造 带 之 上!大 兴 安 岭(太 行 山 脉

展示了该构造带的地貌景观$在地质历史的演

化过程中!区 内 形 成 的 东 西 向 燕 山 板 内 造 山 带

"天山(阴山造山带的一部分#和北北东向的太

行山板内 造 山 带"兴 安(太 行 山 构 造 岩 浆 岩 带

的一部分#是中国窗棂式构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矿系列 研 究 成 果 表 明)两 条 板 内 造 山 带

都是河北 省 重 要 的 金 属 矿 产 成 矿 带!分 别 称 为

阜新(集宁"河 北 部 分#成 矿 带"0!#和 涞 源(
武安成矿 带"0%#$尤 其 是 兴 安(太 行 山 构 造

岩浆 岩 带 金’银’铅’锌’铜 矿 成 矿 条 件 更 为 优

越%,&$
阜新(集宁"河北部分#成矿带位于华北地

台北缘!华北地台与内蒙(兴安地槽交接处!呈

’[向展布!包括燕山裂陷带’内蒙台背斜’迁西

陆核’怀安陆核’内蒙海西晚期褶皱带五个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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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构造单元!深部构造包括恒山"坝上高原

幔坳#太行山幔坎#燕山幔阶!西北部为地幔坳

陷带$东南 部 为 地 幔 陡 坡 带 和 陡 坎 带!可 分 四

个成矿 区%)&$即 康 保"棋 盘 山 成 矿 区’2!(#张

北"隆化 成 矿 区’2%(#张 家 口"承 德 成 矿 区

’2"(#兴隆"山海关成矿区’2,(!阜新"集宁

’河北部 分(成 矿 带 经 历 了 前 寒 武 纪 成 矿#古 亚

洲成矿#滨太平洋成矿三大成矿阶段$是华北地

台成矿带中重要的次级成矿带之一!该成矿带

成矿历史演化长$成矿地质条件优越$成矿作用

复杂!
涞源"武安成矿带分布在河北省西部太行

山区$可 分 二 个 成 矿 区%*&$即 涞 源"阜 平 成 矿 区

’2)(#邢 台"武 安 成 矿 区’2*(!涞 源"武 安 成

矿带地处太平洋构造域与古亚洲构造域的接合

部位$受地幔陡坡带和陡坎带及深大断裂控制$
主要经历了滨太平洋成矿阶段$是华北地台成矿

带中重要的次级成矿带之一!该成矿带呈>>’
向展布$成矿地质条件优越$成矿作用复杂$包括

了燕山裂陷带#山西断隆两个1级大地构造单元!
由一系 列 隆 起 与 坳 陷 组 成$自 南 而 北 为 武 安 坳

陷#赞皇隆 起#井 陉 坳 陷#阜 平 隆 起#蔚 县"京 西

坳陷$直插燕山腹地!总体特征是隆起与坳陷相

间斜列$构造变动强烈!区域构造以变质核杂岩

为基本构造型式$区域构造单元以阜平变质核杂

岩#赞皇变质核杂岩为主体%$&!

图!!河北省成矿带和矿集区分布图

"#$>!!B-/+0B#2’3-,#?-(#+28+2’-29B#2’3-,#?-(#+2;+2)’2(3-(#+2-3’-:#2U’6’#53+F#2)’
图中阿拉伯数字为矿集区编号

=!不同时期成矿特点

=3!!太古宙!古元古代基底的形成与成矿

太古宙"古 元 古 代 是 结 晶 基 底 形 成 时 期$
区域构造环境为陆核"地槽"裂谷系统!太古

宙的沉积 岩 以 硬 砂 岩 为 主$并 有 基 性 火 山 岩 喷

’#! 地 质 调 查 与 研 究 !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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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是陆核 形 成 时 期 构 造 环 境 的 标 志"古 元 古

代构造环境多样!沉积作用有明显的变化!活动

带中主要 沉 积 了 火 山 质 硬 砂 岩#复 理 石 建 造$
陆内裂 陷 带 中 发 育 着 不 成 熟 的 碎 屑 岩#泥 质

岩#碳酸岩组合"
基底发展演化过程中主要地质作用为区域

变质作用和岩浆作用!太古宙的岩浆活动强烈!
除广泛分 布 中 基 性 火 山 岩 建 造 外!尚 存 在 大 量

的花岗岩类!有紫苏花岗岩%英云闪长岩#奥长

花岗岩&887’%石 英 二 长 岩#花 岗 岩 等 三 个 深

成岩系列!而 以887岩 套 分 布 最 广!并 显 示 出

由早期富钠 的887向 晚 期 富 钾 花 岗 岩 演 化 的

趋势"这些花岗岩类除紫苏花岗岩与麻粒岩共

生外!其他多与角闪岩相变质岩共生!属地壳较

深层次的 产 物"太 古 宙 的 变 质 岩 相!除 少 数 保

存在绿片 岩 相 和 低 角 闪 岩 相 外!一 般 为 角 闪 岩

相和麻粒 岩 相!变 质 相 分 布 一 般 为(面 型)"古

元古代变 质 作 用 受 活 动 带 范 围 的 控 制!相 带 呈

线形带状 分 布!主 要 变 质 类 型 为 中 压 或 低 压 相

系的低绿片岩相和低角闪岩相"
基底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的矿产主要有鞍

山式变质铁 矿!与 基 性%超 基 性 岩 有 关 的 铬%铂

族及铜%锌等矿床*’+"

=3=!中元古代!古生代构造与成矿

%3%3!!中!新元古代构造与成矿

中#新元古代是该区地质构造演变的重大

转折时期!为似盖层发育阶段!区域构造环境为

准地台条件下的隆#坳系统"构造运动以裂陷

与升降为 主!区 域 构 造 线 为 东 西 向"中 元 古 代

早期华北地台北缘的内部和边缘出现大规模的

破裂和裂陷!如燕#辽裂陷槽!并伴有大规模的

非造山岩浆活动和大量镁铁质#超镁铁质岩浆

岩的侵入!如 承 德 以 北 的 斜 长 岩#辉 长 岩 建 造

及有关的钒#钛#铁成矿系统*&+"
中#新元古代的深成岩浆作用继续表现为

从较富钠 向 较 富 钾 的 演 化 趋 势!出 现 后 构 造 碱

性花岗岩和非造山的斜长岩!环斑花岗岩套!反

映出陆壳加厚和刚性增强的特征"中#新元古

代时期华 北 陆 块 日 渐 稳 定!陆 内 裂 陷 槽 和 拗 陷

带内主要沉积了成熟的石英岩#页岩#碳酸岩

盐建造!其总的趋势是正常海相沉积岩增多!火

山岩相对 减 少!反 映 了 古 陆 内 部 隆 起 区 经 长 期

风化剥蚀作用!陆源物质丰富!在逐渐增宽的大

陆架上堆积了较厚的沉积岩系"并在一些含少

量喷出岩的 沉 积 岩 系 中 产 有 铅%锌%铁%铜 及 稀

土矿等"
中#新元古 代 是 该 区 的 重 要 成 矿 时 期!成

矿作用主要发生于早期裂陷沉降阶段!以基性%
偏碱性火山#侵入岩浆成矿作用和沉积成矿作

用为主"岩 浆 矿 床 分 布 于 海 槽 边 缘 断 裂 带 中!
沉积矿床及火山热液矿床沿海槽中央裂陷沉降

区分布"

%3%3%!古生代构造与成矿

古生代相当长的时间内表现为稳定的地台

性质!区 域 构 造 环 境!北 部 内 蒙 台 背 斜 长 期 隆

起!南部频繁升降!多次海侵形成广阔的华北陆

表海"沉积了巨厚的盖层!为典型盖层发育期"
以寒武纪及早#中奥陶纪地层最为发育"以后

全区隆升!缺少晚奥陶世%志留纪%泥盆纪%早石

炭世沉积物!直到中石炭世才重新沉积!遭受海

侵!并普遍 发 育 平 行 不 整 合"石 炭 纪 和 二 叠 纪

地层部分 为 海 相!部 分 为 陆 相"从 二 叠 纪 开 始

整体上升转为陆相沉积"石炭纪和二叠纪为本

区重要成煤期"
受古亚洲 构 造 域 控 制!区 域 构 造 线 近 东 西

向"
这一时期地台稳定发展形成了一套沉积矿

产组合"早 古 生 代 成 矿 作 用 集 中 于 南 部 海 侵

区!形成灰岩%白云岩%石膏等蒸发盐类矿床$晚

古生代受海西旋回制约!兴蒙地槽逐渐回返!北

部隆起区构造岩浆活动趋于强烈而逐渐形成东

西走向的 晚 古 生 代 大 陆 边 缘 活 动 带!成 矿 作 用

以岩浆成 矿 作 用 为 主!沿 内 蒙 台 背 斜 南 缘 深 断

裂带形成与基性岩浆岩有关的铬%铂族%铁%钒%
钛%金等矿床"南部以沉积成矿作用为主!形成

煤%铝土等非金属矿产"

=3@!中!新生代构造岩浆成矿系统

中生代以来的构造岩浆成矿系统*!#+比较复

杂"该区受 滨 太 平 洋 构 造 域 控 制!区 域 构 造 线

为北北东 向"区 域 构 造 环 境 为 大 陆 边 缘 活 动

带!为陆相 条 件 下 的 隆 坳 演 化 系 统"三 叠 系 仅

发现在一 些 规 模 不 等 的 盆 地 中!晚 三 叠 世 印 支

运动!本区 进 入 以 变 质 核 杂 岩 为 模 式 的 板 内 造

山阶段!构 造 分 异 加 剧!出 现 大 型 断 陷 盆 地!构

&#!!第%期 !毕伏科等,河北省成矿区带和找矿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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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运动和 岩 浆 活 动 强 烈!沿 深 大 断 裂 带 形 成 幔

源基性"超基性岩和壳源酸性#碱性花岗岩类!
在北北东向深断裂与东西向深断裂交汇部位附

近形成铁"磷"钒"钛"钼"金矿床$
燕山构造期是中国东部构造#成岩#成矿

的高峰期!是区域活化和板内造山作用最强期!
岩浆活动 和 成 矿 作 用 达 到 鼎 盛!河 北 省 的 基 本

构造格局"主要成矿区带%尤其兴安#太行南段

成矿带&形成于此期$
燕山构造运动以北东和北北东向压性或压

扭性构造 为 特 征!岩 浆 活 动 以 太 行 山 深 断 裂 带

为主干!遍及全省!组成中生代太平洋’火环(的

一部分$主 要 岩 性 为 侵 入 或 喷 出 成 因 的 中"酸

性岩石$多期多阶段的岩浆活动受深断裂和深

部构造带 控 制!形 成 了 以 岩 浆 成 矿 作 用 为 主 的

一大批金"银"铅"锌"铜"铁"钼等矿床$这一时

期是河北省最重要的成矿时期$这一时期形成

的金属矿床是我们今后矿产资源评价工作的主

攻目标$

@!矿床时空分布规律

@3!!矿床空间分布规律

阜新#集宁成矿带%河北部分&主要矿种在

空间上呈矿化集中区展布在不同的地质构造单

元内和不同的成矿区内是矿床空间分布的基本

规律$康 保#棋 盘 山 成 矿 区 分 布 有 金 属 矿 床

%点&!一般规模小!数量少$并有花岗岩石材等

非金属矿床$张北#隆化成矿区分布有金属矿

床%点&!规模大!数量较多!尤其已发现有大型"
超大型矿 床$重 要 的 非 金 属 矿 床 有 煤"黄 铁 矿

等$张家 口#承 德 成 矿 区 分 布 有 矿 床%点&!该

区金属 矿 床 种 类 多"成 因 类 型 多!矿 床 的 规 模

大$煤资 源 丰 富!非 金 属 矿 床 种 类 也 较 多$兴

隆#山海关成 矿 区 分 布 有 矿 床%点&!该 区 金 属

矿 床 种 类 多"成 因 类 型 多!矿 床 的 规 模 大$煤"
石油资源丰 富!水 泥"玻 璃 原 料 充 足!其 它 非 金

属矿床种类也较多$
本区的铜"铅"锌"金"银"钼"铁"铀"煤等主

要矿床相对集中!可划分为$个矿床集中区%图

!!编号为 " # +号&$依次是)"宣化#赤城

矿床集中区!位于龙关隆起中!是该带最重要矿

床集中区 之 一!主 要 成 矿 期 为 中 元 古 代 和 晚 古

生代!分布 有 铁"钛"钒"磷"金"铅 等 矿 床*&大

庙 #烟筒山矿 床 集 中 区!位 于 丰 宁#隆 化 断 裂

与大庙#娘娘庙断裂之间!大庙穹断束北侧!主

要成矿期 为 中 元 古 代 和 中 生 代!分 布 有 铁"磷"
钒"钛"铬"铂"金"银"铅"锌"硫"钼等矿床*’平

泉矿床集 中 区!位 于 马 兰 峪 复 背 斜 与 承 德 拱 断

束东端交接部位!主要成矿期为中生代!分布有

铁"铜"钼"金"铅"锌 等 矿 床*(冀 东 矿 床 集 中

区!位于冀东隆起区上!是该带最重要的矿床集

中区之一!主 要 成 矿 期 为 太 古 代"元 古 代"中 生

代!分布有铁"铬"铂"铜"金"银"铅"锌"硫"锰等

矿床*)官厅矿床集中区!位于涿鹿褶皱束与军

都山岩浆 岩 带 的 交 接 部 位 中!主 要 成 矿 期 为 印

支期和燕山期!分布有铁"磷"钒"钛"金"银"铜"
锰等矿床**沽源矿床集中区!位于沽源陷断束

中!主要成矿期为燕山期!分布有铅"锌"金"银"
铀"钼"铁等矿床*+上黄旗矿床集中区!位于乌

龙沟#上黄旗 深 断 裂 带 的 北 段!主 要 成 矿 期 为

印支期 和 燕 山 期!分 布 有 金"银"钼"铅"锌 等 矿

床$在该成矿带的七个矿床集中区中冀东矿床

集中区范围最大!矿种和矿化类型最丰富$
涞源#武安 成 矿 带!金"铜"铅"锌"钼"铁"

煤相对集中!可划分)个矿床集中区%图!!编号

为 , # ’!%号&!依次是,涞易矿床集中区!位于

阜平隆起 北 段!以 司 格 庄"王 安 镇"柴 厂 等 中 生

代杂岩体为中心!沿乌龙沟#上黄旗"紫荆关#
灵山断裂 带 展 布!是 该 带 中 最 大 的 矿 床 集 中 区

之一$主要成矿期为太古代#古元古代和中生

代!主要矿种为铁"铜"钼"铅"锌"金"银"金红石

等*-阜平 矿 床 集 中 区!位 于 中 生 代 麻 棚"赤 瓦

屋岩体为 中 心 的 阜 平 隆 起 南 部!主 要 成 矿 期 为

中生代!主要矿种为金"铁"石墨等*6井陉矿床

集中区!位于赞皇隆起与阜平隆起之间!与井陉

坳陷区相当!主要成矿期为古生代!主要矿种为

石灰岩"耐火黏土"硫铁矿"煤等*’!!赞皇 矿 床 集

中区!位于赞皇隆起西部!空间上与新太古代#
古元古代 裂 谷 期 变 质 建 造 分 布 区 一 致!主 要 成

矿期为 新 太 古 代 和 古 元 古 代!主 要 矿 种 为 铁"
钛"钒"铜"钴"硫等*’!%武安矿 床 集 中 区!位 于 赞

皇隆起南侧!与武安坳陷区相当!是该带中最大

的矿床集中区之一!主要矿种为铁"煤"石膏"石

灰岩"耐火黏土"铝土矿"硫铁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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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矿床的时间分布规律

阜新!集宁成矿带"河北部分#存在太古代

"KB#$古元古 代"",!#$中 元 古 代"",%#$晚 古 生

代"".%#$三叠纪"8#$侏罗!白垩纪"P!A#六个

成矿集中期%分别与迁西!五台$吕梁$阴山$海

西$印支$燕山旋回相对应&变质铁矿主要形成

于早前寒武纪%钒钛磁铁矿$沉积铁矿形成于元

古代%水泥原料形成于古生代%煤矿形成于晚古

生代 和 中 生 代%岩 浆 热 液 型 铜$铅$锌$金$银$
钼$铁$铀等 矿 床 主 要 形 成 于 燕 山 期 和 海 西 期&
主要矿产在时间上呈集中期特点是其时间分布

的基本规律&
涞源!武安 成 矿 带 存 在 太 古 代"KB#$古 元

古代"",!#$早 古 生 代"".!#$晚 古 生 代"".%#$中

生代"=.#五个成矿集中期%与变质作用有 关 的

铁$硫$钴$石 墨 等 矿 产 主 要 形 成 于 太 古 代 地

槽!裂谷发展阶段%五台期变质作用达到高峰’
与岩浆作 用 有 关 的 黑 色"RN$=6$D$8*#$有 色

"OH$"#$‘6$=4#$贵金属"KH$K2#等矿产 主 要

形成于活 化 和 活 动 阶 段%燕 山 期 岩 浆 成 矿 作 用

达到极盛%矿 种$矿 化 类 型$矿 化 强 度 及 经 济 意

义均居各期各旋回之首’与沉积作用有关的煤$
铝土$石灰岩$耐火黏土$石膏$铁$硫$白云岩等

矿产主要 形 成 于 稳 定 阶 段%古 生 代 沉 积 成 矿 作

用达到极盛%矿 种$矿 化 强 度$经 济 意 义 均 居 重

要地位&

I!优势矿种找矿方向

阜新!集宁成矿带"河北部分#和涞源!武

安成矿 带 的 地 质 找 矿 工 作 主 攻 矿 种 为 金$银$
铅$锌$铜$铁$煤%应 重 点 在 九 个 找 矿 远 景 区 中

开展金$银$铅$锌$铜矿产战略性资源评价和地

质找矿工作&铁矿找矿应重点在冀东变质岩浅

覆盖区寻 找 隐 伏 矿 床%在 大 中 型 矿 区 深 部 及 外

围扩大远景&煤矿找矿应重点在太行山和燕山

山前石炭纪!二叠纪沉积盆地中&
"!#上黄旗!北岔沟门找矿远景区(该区受

乌龙沟!上黄 旗 深 断 裂 及 其 次 级 断 裂 控 制%自

古生代!中生 代%经 历 了 强 烈 的 海 西$印 支$燕

山旋回构造 岩 浆 活 动%由 近’[ 向 的 晚 古 生 代

大陆边缘活 动 带 发 展 转 化 为 >>’向 中 新 生 代

大陆边缘活动带%中生代火山活动最强烈%古火

山机构及次火山岩极为发育&区内分布着棋盘

山$塔 镇$花 吉 营$上 黄 旗$北 岔 沟 门 等 一 系 列

>>’向中生代火山盆地%其中还伴有对成矿极

有意义的 破 火 山$火 山 穹 隆 及 火 山 喷 发 中 心 等

古火山机 构&本 区 出 露 的 深 成$浅 成 侵 入 岩 体

大都是燕 山 期 岩 浆 活 动 产 物&在 火 山 盆 地 边

缘$岩体 周 围 和 构 造 交 汇 部 位 多 有 化 学 异 常&
该区成 矿 条 件 有 利 的 矿 种 为 银$铅$锌$钼$金$
铜%具 有 突 破 大 型!特 大 型 矿 床 的 找 矿 潜 力&
矿床主要产于火山盆地边缘$岩浆岩体周围$古

火山机构 中$断 裂 构 造 交 汇 部 位&找 矿 工 作 应

以岩浆岩 体 周 围$火 山 盆 地 内 断 裂 和 古 火 山 构

造交汇部 位 为 重 点&目 前 应 在 丰 宁 王 家 窝 铺$
云雾沟$隆化北岔沟门$孙家营重点寻找铅$锌$
银$金$铜矿床%在隆化步古沟$赵小斯沟等地重

点寻找铜$银 矿 床%丰 宁 牛 圈 一 带 重 点 寻 找 银$
金矿床&

"%#沽源!张北找矿远景区(本区受沽源!
张北大断 裂 及 次 级 断 裂 控 制%是 一 晚 侏 罗 世!
白垩纪形成的火山喷发带 &该区分 布 有 沽 源$
丰源店$狮 子 沟$小 河 子$喇 叭 洞$小 沟$赤 城 等

火山盆 地%伴 有 对 成 矿 有 利 的 破 火 山$穹 状 火

山$火山喷 发 中 心 等 古 火 山 构 造&出 露 有 红 旗

营子岩群表壳岩$变质深成岩%燕山期岩浆活动

强烈%岩浆岩体以中酸性岩石为主%地球化学异

常数量多$强 度 高%已 发 现 一 批 大 中 型 矿 床%具

有突破大型!特大型矿床的潜力&该区成矿条

件有利的 矿 种 有 银$铅$锌$铀$钼$金 等&矿 床

主要产于火山盆地边缘$岩浆岩体周围$断裂构

造交汇部 位&找 矿 工 作 应 以 岩 浆 岩 体 周 围$火

山盆地内 断 裂 和 古 火 山 构 造 交 汇 地 带 为 重 点&
目前应 在 康 保 阎 巨 沟$蓝 城 子$张 北 蔡 家 营 外

围$崇礼三 道 沟$赤 城 青 羊 沟$丰 宁 和 顺 店 等 地

寻找铅$锌$银矿床%在赤城彭家沟$丰宁双井子

等地重点寻找银矿床&
""#两间房!烟筒山找矿远景区(本区受丰

宁!隆化深断 裂 控 制%是 一 多 旋 回 构 造 岩 浆 岩

成矿区&出 露 有 红 旗 营 子 岩 群 表 壳 岩$变 质 深

成岩%中元 古 代 基 性$超 基 性 岩%燕 山 晚 期 酸 性

岩浆岩&受 燕 山 晚 期 岩 浆 活 动 和 成 矿 作 用 叠

加%具有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成矿条件有利的

矿种为金$银$铅$锌$钼$硫 等&找 矿 工 作 应 以

!!!!第%期 !毕伏科等(河北省成矿区带和找矿远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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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边界 岩 浆 岩 带!韧 性 剪 切 带 为 重 点"目 前

应在丰 宁 陶 卜 沟!隆 化 两 间 房 一 带!承 德 柳 条

沟!温家沟!狮 子 岭 一 带 寻 找 金 矿 床#在 承 德 烟

筒山一带重点寻找铅锌银矿床"
$,%宣化&赤城找矿远景区’本区受尚义&

平泉深断裂和上黄旗&乌龙沟深断裂及其次级

构造体系影响#具多期次岩浆活动及成矿作用#
是一个找矿潜力非常大的金矿集中区"出露的

地层主要 为 太 古 界 迁 西 岩 群!遵 化 岩 群"岩 浆

岩有海西 期 碱 性 二 长 岩!印 支&燕 山 期 中 酸 性

岩"该区已发现矿床$点%!##多处#其中大型金

矿"处#并 分 布 有 规 模 大!强 度 高!浓 度 分 带 明

显的金!银!铅!锌!钼 等 成 矿 元 素 异 常#显 示 该

区具备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和有利的成矿物质

来源#也表 明 该 区 仍 有 扩 大 已 知 矿 床 规 模 和 继

续发现新矿床的希望"本区成矿有利的矿种为

金!银"断裂边界岩浆岩带!韧性剪切带是重要

的找矿靶区"目前应在宣化小营盘!韩家沟!崇

礼东坪!水 晶 屯!赤 城 黄 土 梁!后 沟 等 老 矿 区 继

续扩大资源远景"在宣化葛峪堡!常峪口!石板

沟崇礼 四 台 沟!中 山 沟!两 间 房!三 道 沟!转 帘!
席麻湾!赤城石垛口!赵家沟!三道营!丰宁窄岭

一带寻找金矿床#在赤城梁家沟寻找银矿床"
$)%蘑 菇 峪&马 营 找 矿 远 景 区’本 区 沿 尚

义&平泉深断 裂 产 出 众 多 中 酸 性 岩 体#还 沿 雾

灵山&月明山’[向断裂以完整旋回形式形成

许多古火山机构"已发现小寺沟!寿王坟!蘑菇

峪等一批铜!钼!金!银!铅!锌矿床#根据成矿地

质条件!地球化学异常的规模!强度分析是一个

有一定找矿远景的成矿区"目前应重点在兴隆

蘑菇峪!滦平八亩地!金沟屯等地寻找铜!金!银

矿床"
$*%花市&清 河 沿 找 矿 远 景 区 是 河 北 省 三

大重要金矿集中区之一"出露的地层为太古界

迁西岩 群!遵 化 岩 群!朱 杖 子 岩 群 和 变 质 深 成

岩#中元古 界 海 相 沉 积 岩"岩 浆 岩 主 要 为 中 酸

性岩石#地 球 化 学 异 常 数 量 多!规 模 大#已 发 现

金矿床$点%百 余 处#其 中 大 型 金 矿%处"矿 床

常赋存在复背斜轴部!滑脱构造带!韧性剪切带

中!酸性岩 体 内 及 其 周 边!潜 火 山 岩 体 周 围#基

底与盖层滑脱构造!层间次级滑脱构造!断裂构

造发育处并有燕山期浅&深成岩相的小岩株分

布区是金!银!铜等矿床的重要找矿部位"成矿

有利 的 矿 种 有 金!银!铜"目 前 应 在 兴 隆 花 市!
苇甸子!跑马场!宽城尖宝山!峪耳崖外围!青龙

清河沿!二 拨 子 东 沟!六 柱 坪!迁 安 新 房 子 重 点

寻找金矿床#在兴隆铜洞子!边墙沟重点寻找金

银铜矿床"
$$%大河南&相广找矿远景区’本区受乌龙

沟&上黄旗断裂控制"该断裂形成了许多由火

山喷发&浅 成!超 浅 成 侵 入&中 深 成 侵 入 岩 体

组合的地质体#派生了多组次级构造断裂#出露

有迁西岩群!阜平岩群表壳岩和变质深成岩#有

燕山期大河南杂岩体和大量的中酸性小岩体及

脉岩"物 化 探 异 常 数 量 多!规 模 大!强 度 高#已

发现了 一 批 金!银!铅!锌!铜!钼!锰 矿 床$点%#
表明 了 该 区 具 有 极 好 的 成 矿 远 景 和 找 矿 潜

力(!!)"根据成矿地质条件!地球化学异常规模!
强度#目前 应 在 涿 鹿 相 广!胥 家 窑!黑 山 寺 重 点

寻找锰银矿 床#在 涿 鹿 高 庄!口 前!鲍 家 口 重 点

寻找铜铅锌 矿 床#在 涿 鹿 上 明 峪!金 洞 塔!黄 花

口!涞水北龙门!怀来颜家沟一带重点寻找金矿

床"
$’%涞 源&易 县 找 矿 远 景 区’本 区 受 乌 龙

沟&上黄旗!紫荆关&灵山两条深断裂控制#位

于阜平隆起北段"出露的地层有阜平岩群变质

表壳岩和变质深成岩!中上元古界海相沉积岩"
岩浆岩以 中 生 代 中 酸 性 岩 石 为 主#主 要 岩 体 有

司格庄!王安镇!柴厂等岩体"主要成矿期为中

生代和太 古&古 元 古 代#矿 床 常 赋 存 在 岩 体 的

内外接触 带!拆 离 滑 脱 带 和 断 裂 裂 隙 中"成 矿

条件有利的矿种 有 铁!铜!钼!铅!锌!金!银 !金

红石等(!%)"铅!锌!铜!金!银 化 探 异 常 数 量 多!
强度高#已发现矿床$点%百余处#其中大型有色

金属矿床%处"目前应在涞源镰巴岭!红岭子!
小河!后 湖 海 等 地 寻 找 铅 锌 铜 矿 床#在 易 县 柴

厂!孔各 庄!紫 荆 关!涞 水 苇 家 峪!上 港!涞 源 鲍

家路等地寻找金矿床"
$&%阜平找矿远景区’本区位于阜平隆起南

部#出露的 地 层 主 要 为 阜 平 岩 群 变 质 表 壳 岩 和

变质深成岩#岩浆岩以中生代中酸性岩石为主#
主要岩体有 麻 棚!赤 瓦 屋!高 贡 岩 体#主 要 成 矿

期为中生代#矿床常赋存在岩体外接触带!拆离

滑脱带和断裂裂隙中"金!银化探异常数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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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矿床!点"星罗棋布#成矿条件有利矿种为金$
目前应在阜平寿长寺%银河村%高贡%唐县虎山%
尖稍%塔子沟等地寻找金矿床$

J!结语

河北省所 处 的 位 置 地 质 历 史 有 久#冀 东 太

平寨一带分布的变质岩同位素测年达"’亿年#
在地质历 史 演 化 过 程 中#经 历 了 多 次 重 大 地 质

事件#岩 浆 岩 类 型 多 样#构 造 发 育#矿 产 丰 富$
阜新&集宁 成 矿 带!河 北 部 分"%涞 源&武 安 成

矿带的形成是整个区域地质背景和构造历史演

化的综合结果$
在地质发 展 的 过 程 中#由 于 时 间 和 空 间 上

成矿作用的差异性#各区域形成的矿种%矿床类

型%矿床的富集程度有很大不同#形成了各具特

点的!%个矿床集中区$
区内金%银%铅%锌%铜%钼%铁%煤 矿 相 对 丰

富#矿床主 要 形 成 于 太 古 代%中 元 古 代%海 西 期

和燕山期#尤 以 太 古 代 和 燕 山 期 成 矿 最 盛$不

同种类 的 矿 床 在 空 间 分 布 上 具 有 明 显 的 差 异

性#金%银矿床多与海西期%燕山期碱性%中酸性

岩及基性%酸性脉岩有关#矿床常赋存在岩体内

部及其边缘#岩体附近的变质基底地层%中上元

古代地层及火山岩地层中’铅%锌%铜%钼矿床多

与印支期%燕山期中酸性岩有关#矿床常赋存在

岩体内部及其边缘’铁矿床多与沉积变质岩%中

性岩浆岩有关#矿床常分布在变质基底隆起区%
中性岩浆 岩 与 灰 岩 接 触 带 中’煤 矿 床 多 形 成 于

石炭纪&二叠纪%早侏罗纪时期#矿床常分布在

海陆交互相%火山陆相沉积盆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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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蛎礁：大自然的珍贵遗产

受天津市塘沽区排灌管理处委托!我所水环室海岸带近现 代 地 质 环 境 变 化 研 究 小 组$O4)0,)+7N4b
’65*B46(N6,)+O/)62N;N0N)B1/7B4HU!O7’O%承担了塘沽区滨海湖风景区埋藏牡蛎礁的地质勘查任

务&

%YYZ年Z月%]日!来自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赵希涛研究员$$ĉY年代对渤海湾牡蛎礁

曾作过开创性研究%’国 家 海 洋 局 第 一 海 洋 研 究 所 耿 秀 山 研 究 员$山 东 淄 脉 沟’小 清 河 活 牡 蛎 礁 的 发 现

者%’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张忍顺教授$江苏小庙洪活牡蛎礁的发现者%’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

院的俞鸣同教授$福 建 深 沪 湾 埋 藏 牡 蛎 礁 的 主 要 研 究 者%’美 国 北 卡 来 罗 那 大 学 地 质 科 学 系 的 E466)
9HB2N博士$在微米与毫克级别上对牡蛎壳的研究!理论上已使分辨率达到(数日)或(日)的精度%’南京

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高抒教授$对近海海洋沉积动力学有较深的造诣%和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王宏

研究员$进行了渤海湾全新世牡蛎壳的氧’碳稳定同位素地层学和加速器年代学研究%等专家!应邀对牡

蛎礁进行现场考察!并在塘沽区排灌管理处召开了(塘沽区滨海湖牡蛎礁保护与开发专家论证会)&应邀

参加会议的!还有塘沽区计委’建委’水务局’环保局’文化局’博物馆等单位的领导与有关人员&
会上!我所水环室范昌福博士研究生代表课题组向大会介绍了滨海湖牡蛎礁地质勘查的内容 与 结

果!专家们对勘查报告进行了评审!并对礁体保护’开发的社会与经济效益进行了评价!对礁体的具体保

护开发措施提供了诸多意见和建议&评审专家一致认为!保护与开发滨海湖牡蛎礁!是落实党中央开发

建设天津滨海新区伟大战略规划的具体体现!是提升塘沽区综合文化品位的有力措施&它的实施!必将

对天津市沿海地区的开发产生深远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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