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陈达钦等，!""#$

据陈达钦等，!""#$

! 区域物性特征

!$ ! 密度特征

对本区区域重力场起重要作用的地层和岩浆岩密

度列于表 ! 和表 %$
由表 ! 可见：区内地层可由 % 个密度界面分为 &

个密度层 $ 第四系为第一密度层，密度最小，虽然与另

外 % 个密度层有较大的密度差，但一般厚度下大，对重

力场影响较小 $ 第二密度层侏罗系和第三密度层二叠

系在区内普遍存在，二者之间又存在 #$ ! ’ !#& () * +&

以上密度差，它们的起伏变化对浅部重力场起重要作

用，二叠系对重力场的影响更为显著 $ 区内规模较大

的华力西期和燕山期酸性侵入岩与二叠系分别存在

#$ #% ’ !#& () * +& 和 #$ !, ’ !#& () * +& 的密度差，可形

成局部重力低值异常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区内不同岩石密度有较大变

化 $ 沉积岩中土壤和煤系地层的密度较小，火山碎屑

岩和砂砾岩次之，碳酸盐岩密度较大 $ 岩浆岩的密度

从碱性岩%酸性岩%中酸性岩%中性岩%基性岩逐渐

增大，超基性岩由于受蛇纹石化和风化破碎的影响- 密

度有所减小 $ 变质岩的密度大于沉积岩的密度，且随 变质程度的增强而增大 $
!$ % 磁性特征

受多种地质因素的影响，本区各类岩石和矿石的

磁性变化很大，甚至同类同性的岩 .矿 / 石磁性亦有明

显差异，见表 &$
. ! / 侏罗纪、二叠纪正常沉积岩类，一般为无磁或

弱磁性，航磁显示平稳负磁场 $
. % /火山岩类中的基性、中基性、中性岩磁性较强，

且极不稳定，航磁表现为陡梯度、正负交替变化剧烈的

复杂磁场 $ 中酸性、酸性岩磁性相对较弱，亦不稳定，

易产生波动起伏变化磁场，但与基性、中基性岩相比，

表 % 大兴安岭中段不同岩性密度

!"#$% & ’%()*+*%) ,- .*--%/%(+ /,01) *( 2*..$% ’"3*(4"($*(4 2+)5

表 ! 大兴安岭中段地层及花岗岩密度

!"#$% 6 ’%()*+*%) ,- )+/"+" "(. 4/"(*+%) *( 2*..$%
’"3*(4"($*(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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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区域地质资料和物探资料为依据，对大兴安岭中段地区重、磁异常特征及其对应的地质情况进行综合解释，探讨区

域矿产分布与重磁场的关系，以及不同属性矿产的磁异常特点，指出该区重磁异常对寻找多金属矿床有指导作用 $
关键词：重磁异常= 地球物理解释= 大兴安岭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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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达钦等，$++%,

" " $% & -·.!/0

强度和变化程度均有明显减弱 ,
# ’ * 侵入岩类的磁性是由酸性%中酸性%基性呈

递增趋势 , 基性岩体磁性较强，且较稳定，易形成具有

一定走向、形态规则的正磁异常 , 大量的同熔 # 0 * 型花

岗岩类具有一定磁性，易形成稳定正磁场，而重熔 # / *
型花岗岩类一般为无磁或弱磁性，易形成平稳的负磁

场 ,
# . * 磁铁矿引起的磁异常强度大、梯度陡、且伴有

负值 , 其他各类矿体或近矿围岩常伴有磁铁矿和磁黄

铁矿，当其含量较多时，可引起较强的磁异常 , 本区以

夕卡岩型和热液型矿床为主，由于在接触带或断裂带

受热液蚀变和矿化作用的影响，岩石磁性增强，常产生

带状分布的磁异常 ,

1 区域重力场特征及地质解释

大兴安岭中段的布伽重力异常主要呈北北东向带

状分布，由数条北北东向、北东向和东西向重力异常带

#区 * 或高低相间的重力异常带 #区 * 所组成 #图 $ *，布

伽重力异常值与莫氏面起伏呈正相关 #图 1 * , 可看出

松辽盆地重力高与大兴安岭重力低主要由高密度地幔

的隆起和拗陷所致，大兴安岭重力梯级带由幔坡引起 ,
布伽重力异常所反映出的不同地质构造单元界线

清楚、变化明显，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这一区域基本构造

框架 , 北北东向嫩江深断裂和北东向黄岗梁 & 甘珠尔

庙 & 乌兰浩特深断裂带以及贺根山 #在霍林郭勒 & 索

伦一线 *断裂均有清楚显示 ,
以嫩江深断裂为界，东西两侧的布伽重力异常特

征有明显差异，东侧以轴向多变的正异常为主；西侧以

北北东向、北东向低值带状异常为主， 自东向西布伽

重力异常值从 2 3 4 $% & 3 ) " 51 的以紧密线性形态急剧

下降至 & 6% 4 $% & 3 ) " 51，形成一条北北东向巨型重力

梯级带 ,
在重力梯级带中多有畸变，沿黄岗梁 & 甘珠尔庙

& 乌兰浩特一带常出现局部封闭异常和等值线同向扭

曲现象，反映了该断裂构造带和岩浆岩分布特征 ,
霍林郭勒 & 索伦一线 #重力梯级带西侧边缘 * 两侧

的重力场亦有显著变化 , 东侧为重力梯级带，西侧为

轴向多变的低值异常区，较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线有深

断裂构造的特点 ,
据上述可知，区域深部构造 #莫氏面的起伏变化 *

表 ’ 大兴安岭中段岩 #矿 *石磁性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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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范：大兴安岭中段地球物理特征及地质解释

图 ! 大兴安岭重力梯级带深部结构示意图

"#$% ! &’()*+ ,- )+( $./0#)1 $./2#(3) 4).5*)5.( #3 2((6 ,-
7#2 8/9#3$/3:#3$

;—布伽重力异常实测曲线 < ,=4(.0(2 >,5$5(. $./0#)1 /3,7/:1 *5.0( ? @ !—

拟合曲线 < -#))#3$ *5.0( ? @ A—莫霍面 <B,+,:( ?

图 ; 大兴安岭中段布伽重力异常平面图

<据陈达钦，;CCD，略有修改 ?

"#$% ; E:/3#7().#* 7/6 ,- >,5$5(. $./0#)1 /3,7/:1 #3 )+( 7#22:( 4(*)#,3 ,- 8/9#3$/3:#3$
<7,2#-#(2 -.,7 FGHI 8/JK#3，;CCD ?

;—正等线值 < 6,4#)#0( #4,:#3( ? @ !—零等线值 < L(., #4,:#3( ? @ A—负等线值 < 3($/)#0( #4,:#3( ?；M—大型矿床 < :/.$( 2(6,4#) ?；N—中型矿床 <7(2#57J4#L(2

2(6,4#) ?；O—小型矿床 < 47/:: 2(6,4#) ?

控制着区域重力场的背景轮廓 % 由于浅部构造影响，

其背景场上产生局部异常，因而不同地质构造单元上

的重力场各有特点，就这一区域布伽重力异常特征变

化情况，可划分为 M 个带 <区 ? %
< ; ?阿尔山重力低值异常区，位于阿尔山 P 白狼一

带，在重力低值背景上叠加一总体走向北西的负异常

和几处圆形局部异常 % 该异常区的低值背景主要由幔

拗所致，叠加的负异常与浅部拗陷和大面积分布的花

岗岩有关 %
< ! ?玛尼吐 P 霍林郭勒高低相间重力异常带，位于

浩尔吐 P 罕山林场以西地区，异常带以低值重力场为

背景，反映了深部为幔拗区 % 总体异常上叠加着 ! 条

界线分明，走向北东，一高一低的异常带，清晰地反映

了二叠系隆拗变化特征 % 北西侧由沿北东向分布的一

些局部高值异常组成一条高值异常带，沿该带多有老

地层分布，即主要与浅部隆起有关 % 中部及南东侧由

一些北东向和近东西向的局部低值异常组成了一条北

!QC第 M 期



东向低值异常带，浩尔吐、罕山林场盆地及巴彦花 ! 宝

石盆地即在其中，是引起此低值异常带的主要因素 "
# $ % 大兴安岭重力梯级带纵贯穿全区，是此区重力

场的中脊，重力等值线密集平行，从北到南分布方向逐

渐由北北东向转为北东向 " 由于浅部地质因素干扰，

梯级带的曲线多发生弯曲和同向扭曲，亦常出现一些

封闭的局部异常 " 梯级带处于大兴安岭东坡，莫氏面

为北面倾斜的斜坡带，是引起重力梯级带的基本因素，

带内广泛分布古生代地层，异常以褶皱为主，中生代接

受大量沉积，同时受强烈的构造运动影响，断裂构造发

育，岩浆活动频繁，致使岩体星罗棋布，所以在梯级带

上常产生异常现象 "
# & % 音德尔 ! 高力板重力高值异常带，位于大兴安

岭幔坡与松辽幔隆过渡部位，重力场为高值背景 " 嫩

江深断裂沿该异常纵穿而过，沿深断裂及其两侧有高

密度的超基性岩、基性岩和中性岩等分布，造成了一系

列北北东向分布的圆形、椭圆形高值局部异常叠加在

背景场上 "

$ 区域磁场特征及地质解释

区域磁场是地下各种磁性体的综合反映 " 其特征

与地质构造和矿产分布有必然的联系 " 本区磁场的规

律性较为明显，从北到南磁场展布方向由北东向逐渐

转为近东西向，反映了区内构造方向的变化情况，以霍

林郭勒 ! 索伦 ! 杨树沟林场，鲁北 ! 音德尔磁场特征

变异带为界，将本区划分为 $ 个异常特征不同的磁异

常带 #区 % #图 $ % "
（’）五岔沟正负异常交替磁场区，位于霍林郭勒 !

图 $ 大兴安岭中段航磁异常平面图

#据陈达钦，’(()，略有修改 %

*+," $ -./0+1234+5 1/6 78 /2471/,023+5 /071/.9 +0 1+: ;/<+0,/0.+0,
#17:+8+2: 8471 =>?@ ;/AB+0，’(() %

’—正等线值 # 67C+3+D2 +C7.+02 % E F—零等线值 # G247 +C7.+02 % E $—负等线值 # 02,/3+D2 +C7.+02 %；&—大型矿床 # ./4,2 :267C+3 %；H—中型矿床 #12:+I1AC+G2:

:267C+3 %；J—小型矿床 # C1/.. :267C+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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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范：大兴安岭中段地球物理特征及地质解释

索伦 ! 杨树沟林场一线北西，即本研究区北西隅 " 在

负磁 场 的 背 景 上 叠 加 一 些 强 弱 不 等 的 异 常 ，强 度

! #$$ % & ’$$ ()，正负异常交替出现，总体异常北东

向展布 " 区内古生代地层广泛分布，中、新生带火山岩

亦较普遍 " 沿构造轴部有河源、阿尔山、五岔沟等花岗

岩体侵位，并有夕卡岩型铁锌矿床 *点 + 和热液型铜钼

矿床 *点 + 产于花岗岩与碳酸盐岩接触带及北东向断裂

构造带中 "
* # + 甘珠尔庙 ! 音德尔磁场区，位于霍林郭勒 ! 索

伦 ! 杨树沟林场南东和鲁北 ! 音德尔北西地区 " 该区

是一个复杂的磁场区，异常展布方向自北向南由北东

向逐渐转为近东西向 " 从北西侧、中部到南东侧异常

特征也有所不同 " 北西侧主要是弱磁性的二叠系正常

碎屑岩为基底，其上覆有薄厚不均、磁性强而不稳定的

中生代火山岩，所以在大面积负磁背景上叠加有局部

正、负异常，造成正、负异常交替出现 " 中部有乌兰哈

达 ! 乌兰浩特 ! 阿尔本格勒正磁异常，即在较宽缓的

正磁背景上出现一系列局部正异常，走向北北东，此异

常正好与早二叠世火山岛弧相对应 " 显然，火山岛弧

是引起正磁背景的主要因素，而局部异常则与其中的

中 ! 基性火山岩和同熔 * , + 型花岗岩类关系密切 " 东、

南侧二叠系正常碎屑岩区以大面积平稳负磁场为背

景，早二叠世火山岛弧带显示正磁背景，但无论正常碎

屑岩区，还是火山岛弧带，上面常覆有中生代火山岩，

其中同熔 * , + 型、重熔 * - + 型花岗岩类遍布，故正、负磁

场背景上均叠加有诸多强度不等的局部磁异常，而呈

现出正负异常交替显示现象 "
* . + 白城 ! 高力板平稳负磁异常带，位于大兴安岭

隆起带和松辽盆地之间，第四系覆盖较厚，磁场为平稳

负值背景，其上出现一条强度较弱的串珠状磁异常带，

显示了嫩江深断裂的地表投影位置，并且该异常带两

侧磁场特征明显不同，反映了两侧是不同的地质构造

单元 "

/ 区域矿产分布与重磁场的关系

与本区铜多金属矿产有关的中生代构造 ! 岩浆活

动均受深部构造的影响 " 莫氏面陡坡带及其弯曲部

位，或幔隆 *幔坡 +、幔拗的过渡地段是地壳最薄弱的地

方，应力集中，易产生断裂，造成有利于岩浆侵入的通

道和赋存空间，为成矿提供了最有利的地质条件 " 矿

床 *点 + 多分布在其中 *图 / + " 这些部位和地段在重磁

场上显示出一定的异常特征，即区域矿产分布与重磁

场有密切的关系 "

* 0 + 本区铜多金属矿床多处于北东向与北西向断

裂构造交汇部位 " 在布伽重力异常图上，均分布在大

兴安岭重力梯级带的同向扭曲部位或低值变异中 "
* # + 花岗岩类与铜多金属矿产密切相关，具有体积

大、密度低而均匀的特点 " 因此在经过提取深部重力

场之后的剩余异常 *剩余异常或视为由地壳物质所引

起 +，在花岗岩分布带 *区 + 呈明显剩余重力低特征，内

部等值线稀疏，边缘相对密集 " 本区多金属成矿带均

分布在剩余重力异常的低值带 *区 + 中，并且矿床 *点 +
多产在局部剩余重力异常的边缘 *图 ’ + "

* . + 由于不同成因的矿床类型受古构造沉积环境

及燕山期花岗岩类的制约，构成了不同的成矿系列 1 0 2，

因而在航磁图上显示了各自的特点 " 在与早二叠世中

期火山岩建造及燕山期中—浅成侵入岩有关的神山 !
黄合吐 ! 碧流台成矿带中3 黄合吐以北铁铜矿床 *点 +
赋矿围岩为安山岩，多分布于正磁背景上的局部正异

常中或其边缘 " 黄合吐以南铅锌银矿床 *点 + 与凝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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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晚华力西期花岗岩 * LA:E MA;69BA( 7;A(6:E + N # % ’—燕山期花岗岩

* OA(9PA(6A( 7;A(6:E +；#—同熔型 * 9K(:EB:6B :KQE +；.—重熔型 * ;E@EF:6(7

:KQE + N /—碱型 * AFCAF6 :KQE +；’—成因不明型 * =(BE;:A6( >;676( + N R—小型矿

床 * 9@AFF DEQ>96: +；S—中型矿床 *@ED6=@T96UED DEQ>96: +；V—大型矿床

* FA;7E DEQ>96: + N 4—莫霍面等深线 * 69><A:P >? H>P>FE +



关系密切，常出现在负磁背景上的相对低值异常中及

其边部 !
嫩江深断裂及其次级断裂控制了与铜多金属矿

床关系密切的同熔 " # $ 型花岗岩，多侵位于几组构造交

汇部 ! 因此不同方向磁异常交叉部位，及不同异常的

交接带与铜多金属矿床 "点 $的产出位置相对应 !
" % $ 矿产分布与反映岩浆岩的局部磁异常关系密

切 ! 不同强度不同符号的磁异常往往反映不同的成矿

专属性 ! 花岗岩类侵入体在形成时受物理化学条件制

约，使不同属性矿产的岩浆系列的岩石磁性有显著差

异 ! 换言之，矿种不同，与其有关的的岩体磁性各异，

所以反映的磁场各有特点 !
分析本区不同磁性花岗岩类与矿产时空关系得出

如下结论：与铁铜矿床 "点 $、铅锌银矿床 "点 $和锡钼矿

床 "点 $ 有关的花岗岩类分别属磁性岩体、弱磁性岩体

和无磁性岩体 ! 在航磁图上，铁铜矿床 "点 $ 分布于局

部正磁异常中或其周围，铅锌银矿床 "点 $ 和锡钼矿床

"点 $ 出现在负磁异常中或其边部 ! 但这些矿床体及近

矿围岩常伴生有磁铁矿或磁黄铁矿，因此矿体上方常

有小范围的正磁异常出现 !
综上所述，本区重磁场的研究对确定本区多金属

矿床的找矿方向有指导作用，局部正磁异常的出现可

用为找矿标志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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