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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锡林浩特东部拜仁达坝

银铅多金属矿勘查过程及远景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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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拜仁达坝银铅矿是内蒙古地矿局最新勘查成果!也是自#)年代开展物化探工作以来!应用综合物化探方法

找到大型银矿床的典型案例之一"在内蒙古大兴安岭中南段西坡!综合物化探找矿方法具有推广使用价值"

关键词!化探#物探#综合找矿#大兴安岭西坡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5!!!文章编号!+)))@"A+"#!))*$)#@)?A*@)*

!!+B!)万区域化探扫面圈出的综合异常!经+B
#万水系沉积物加密测量和!级查证!找到了异 常

源!发现了拜仁达坝银铅矿"据物性前提和物探方

法有效性试验结果!在拜仁达坝开展了激电法和高

精磁法 物 探 普 查!圈 出?CD! 高 视 极 化 率$?E"
+*E%&中低视 电 阻 率$!))"+)))#’D%异 常 和

$!磁异常$!#)""))F;%"槽 探 工 程 揭 露 和 钻 探

验证均见矿!矿区远景规模非常可观"

+!地质概况

本区位于兴蒙古生代地槽褶皱系东缘!华力西

晚期褶皱 系 米 生 庙 复 背 斜 西 段 轴 部"从 板 块 观 点

讲!它位于古生代板块内部的锡林浩特元古代地块

东部边缘"
区内第四系广泛分布"区内主要露头为中上元

古界锡林浩特杂岩系#古生界中上石炭统本巴图组&
阿木山组#下 二 叠 统 盐 池 北 山 组#上 二 叠 统 北 大 山

组#以及中生界中下侏罗统阿拉坦合力群&上侏罗统

查干 诺 尔 组"褶 皱&断 裂 构 造 发 育!有 米 生 庙 复 背

斜&北东向压性断裂&北西向张性和近东西向压扭性

断裂"岩浆岩广泛分布!以华力西期及燕山期侵入

岩为主!呈岩基&岩株状产出!北东向展布"
矿区出露地层中上元古界锡林浩特杂岩系以黑

云斜长片麻岩&二云斜长片麻岩和角闪斜长片麻岩

为主"另有少量石炭系中统本巴图组硬砂岩&长石

砂岩夹灰岩&砾岩及流纹岩地层零星分布于矿区西

南部"矿区内北东向&北西向和近东西向断裂!是燕

山早期银铅多金属矿的导矿&控矿构造"其中!北东

及北西向断裂以导矿作用为主!而近东西向和北西

西向断裂控制着矿体的分布"矿区内华力西期!闪

长岩脉&硅质脉&褐铁矿脉&萤石矿脉及花岗岩脉等

广泛分布!说明岩浆岩侵入后期热液活动仍较强烈"
矿石以褐 铁 矿 化&铅 矿 化&硅 化 构 造 角 砾 岩 为

主!矿体上&下盘具有高岭土化构造角砾岩及高岭土

化围岩蚀变!下盘蚀变强烈!上盘蚀变较弱"矿体内

与5G&/H&4I矿化关系较为密切的蚀变为(褐铁矿

化&铅华矿化!其次为硅化和高岭土化"矿床为岩浆

热液型矿床"拜仁达坝矿区共有"条矿体!其中%&

&&!号矿体规模较大!矿体呈较密集的脉状#维拉

斯托矿区发 现J条 矿 体!其 中%&!号 矿 体 规 模 较

大!矿体为石英脉型和构造角砾岩型"

!!重磁场和莫霍面展布特征

拜仁达坝银铅矿和维拉斯托银铜矿位于重力高

)$@")"@+))%K+)@# D*L!+与 重 力 低)$@+))"
+!#%K+)@#D*L!+间的线性梯级带和正磁异常$)"
+))F;%与负磁异常$@+))" @!))F;%交界处"

在大兴安岭南段莫霍面等深线呈,2-型弯曲并

向西南倾没!沿黄岗梁.巴代艾来!形成一个奇特的

莫霍面凹陷带"拜仁达坝和维拉斯托矿区正好位于

凹陷带西北翼莫霍面陡变带上$图+%"莫霍面凹陷

带东南缘已经发现黄岗梁&大井子&白音诺&浩布高

等大中型矿床#在莫霍面凹陷带的北西缘!近几年发

现的道伦达 坝 铜 矿&超 浩 尔 图&沙 不 楞 铜 银 多 金 属

矿&拜仁达坝银多金属矿和维拉斯托铜银多金属矿

等!有可能发展成为大型铜银多金属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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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大兴安岭南段莫霍面等深度

?!拜仁达坝银铅矿的发现

+AA)年"地矿部第一物化探队在内蒙古东部区

开展+B!)万区域化探扫面"圈出!))CD! 综合异

常"异常元素组合以5G#/H#MF#4I#5I等为主"伴

生元素有 N#8%#OP#4Q#R#(P#4S#4%#8F等"由>
个综合异常组成"异常形态为椭圆状或似椭圆状"长
轴方向多为北东向"呈串珠状分布于莫霍面凹陷带

陡变带的北西缘"米生庙复背斜东南翼挤压断裂破

碎带上$各异常元素组合较齐全"套合较好"强度较

大"浓集中心明显"其中5G异常与/H#MF异常吻合

极好"与4I异常也吻合较好">个异常中以>+号和

>#

图"!区域化探异常

#?号!4I"/H"(P";P"4S%>+号!MF"4Q"5L"2F%>!号!4%"4S"$"(P"

;P"4I"OP"5I%>?号!4I"/H"(P";P"4S"4%"8%"$%>*号!5G"/H"

MF"4Q"2H%>#号!5G"4I"/H"MF"4Q"N"OP"O%>>号!MF"4Q"5L’2F

号异常为最佳异常&图!’$+AAA"!)))年"内蒙古

地矿局第九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在+B!)万区域

化探扫面成果的基础上"开展+B#万水系沉积物加

密测量"圈 出+>个 以 5G#4I#/H#MF#5I#2F等 元

素为主的综合异常"其中#号异常面积+)’"CD!"J
号异常面积!#CD!&图?’$!))+年"内蒙古地矿局

第九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选择#号异常和J号异常

进行!级查证$在#号异常&拜仁达坝’发现了"条

矿&化’体"在J号异常&维拉斯托’发现J条矿&化’
体$!级查证"找到了异常源"发现了拜仁达坝银铅

矿和维拉斯托银铜矿$

图#!内蒙古维拉斯托!拜仁达坝水系沉积物

综合地球化学异常!!!!!!

*!综合物探普查

!))!年"在#号异常&拜仁达坝’开展综合物探

普查"采用激电法和高精度磁法"测网&+))DK*)
D’"控制面积*CD! 左右"圈出?CD! 高视极化率#
中低视电阻率 和$! 磁 异 常&J号 异 常 区 尚 未 开 展

物探工作’$

$’!!电性异常特征

&+’?CD! 高视极化率异常呈不规则大面积展

布"近东 西 走 向$西 侧 和 北 西 侧 尚 未 封 闭"JE"
+!E视极化率异常在西和北西方向有大幅度向外延

伸趋势"视极化率最大值为+*E&图*左’$
&!’中低视电阻率异常与高视极化率异常的展

布基本一致"南侧为!#))"##))#(D高视电阻

率异常区$中低视电阻率异常在南#北方向的局部

区段已 封 闭"西 侧 和 北 西 侧"有 大 幅 度 向 外 延 伸 趋

势"最小值为+))#(D&图*右’$

$’"!磁异常特征

磁异常基本与高视极化率异常和中低视电阻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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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拜仁达坝银铅矿!% 等值线平面和"% 等值线平面

图&!拜仁达坝银铅矿!!等值线平面!F;"

异常相一致!$!磁异常值为!#)""))F;"以!#)
F;磁异常等值线封闭形成大小不等的+#个椭圆状

或似椭圆状磁 异 常!$!DTU为*))""))F;!每 个 椭

圆状磁异常!均与高视极化率和中低视电阻率异常

的较好区段对应!仅在异常区南段有!个小椭圆状

磁异常与?E视极化率和!#))##D视电阻率异

常相对应"磁异常最高值为"))F;$图#%"

#!综合解释

由表+知!矿区原生块状银矿体电阻率)’*A"
+!’?>##D!极化率+#’#>E"#J’>E&黄铁矿化构造

岩电阻率!’#?">!"##D!极化率!)’JE"!J’JE&黄
铁矿化 花 岗 岩 电 阻 率+’"A"?A’J"##D!极 化 率

!’"?E"+"’+>E"其中原生银矿体的高极化率’低
电阻率特征最明显!黄铁矿化构造岩和花岗岩高极

化率’低电阻率特征较明显"其余岩石的极化率均

小于!’?E!地表氧化矿体的极化率+’A!E"!’)?E!
均为低极化率特征"原生矿体磁黄铁矿含量相对较

高!其余岩石的磁黄铁矿含量相对较少!甚至不含磁黄

铁矿!与原生矿体之间不但存在显著的电性差异!而且

磁性差异亦明显"
从上述岩$矿%石物性特征和岩芯光片鉴定结果可

知!引起大面积激电异常的矿物主要是原生银多金属

矿体!其次为黄铁矿化岩矿石"引起磁异常的矿物则

是原生矿石中的磁黄铁矿"而氧化矿石和其余岩石都

不可能引起高极化率’低电阻率异常和$!磁异常"

表!!拜仁达坝工区岩!矿"石电性参数统计

岩$矿%石名称 样品数(件 采集位置
电阻率($##D% 极化率(E

变化范围 平均值 变化范围 平均值

中粒花岗闪长岩 ?+ 探槽钻孔 #’>""+)J’+! #?’>) )’A)"!’## +’#*
片麻岩 > 探槽 "’++"?!’)) +A’A) +’!)"?’#> !’!>

褐铁矿化花岗岩 # 探槽 !’J""+"A’J! ##’J? +’>>"!’+? +’">
黄铁矿化花岗岩 ! 钻孔 +’"A"?A’J" !)’"* !’"?"+"’+> +)’*A

石英闪长岩 > 探槽钻孔 +"’#?"+)"’+? >!’*) +’+)"!’J) +’A!
细粒闪长岩 " 探槽钻孔 +>’A+"?#!’)> +*#’>A )’*#"!’!! +’!+
块状氧化矿 +? 探槽 >’>!"+!>’?" ?!’## +’!#"?’+) !’)?

细脉状氧化矿 +) 探槽 *’"!"+)!’"! *J’>* +’!>"!’JA +’A)
黄铁矿化构造岩 ! 钻孔 !’#?">’!" *’*+ !)’J+"!J’J+ !*’!+
块状矿体$原生% +) 钻孔 )’*A"+!’?> #’J) +#’#>"#J’>) ?*’+!

构造角砾岩 ! 钻孔 ?#’J!"#J’?A *>’## +’!J"+’*? +’?#
细粒斜长角闪岩 * 探槽 +)’"A"A>’)* #?’J" +’)+"+’A+ +’*J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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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尚未封闭的?CD! 高视极化率#中低视电阻率

激电异常主要是原生银多金属矿体引起"其次为黄

铁矿化岩矿石所致$$!磁异常主要为原生矿体和

黄铁矿化矿 石 中 的 磁 性 矿 物 引 起$自 行 封 闭 的+#
个椭圆 状 磁 异 常 强 度 较 高%*))""))F;&"可 能 是

原生矿体磁性矿物相对富集或原生矿体相对隆升所

致$激电异常和磁异常向西和北西方向大幅度延伸

趋势"推测是深部原生矿体亦向外延伸的反映$

>!验证结果

在拜仁达坝%#号异常&尚未封闭的?CD!综合

异常东段布设+J个钻孔%图*##&"均在!A"+)*D
深处见厚度分别为+’*#++’?##+JD的矿体"5G品

位%+""!"))&K+)@>"/H品位)’+E""’"!E"MF
品位)’+E"A’))E$钻探结果证明"?CD! 激电异

常中东段为原 生 银 铅 多 金 属 矿 体 引 起"$! 磁 异 常

为原生矿体中所含磁性矿物所致$激电异常和磁异

常向西和北西方向大幅度延伸"应该是深部原生矿

体也向西和北西方向大幅度延伸的反映$

!))!年"查证维拉斯托%J号&异常时"对J条矿

体中的%号矿体和&号矿体进行了探槽揭露"见矿"

5G平均品位%+##"#)*&K+)@>"4I品位)’++E"
!’)!E"/H品位)’!E"MF品位)’+>E$

J!远景规模评述

%+&拜仁达坝探槽揭露"条矿体"其中%号和&
号矿体长*#)"++))D"平均厚!’?>">’+JD"银

平均品位#)AK+)@>’铅平均品位*’+"E其余>条

矿体长#)D 左 右"平 均 厚!D 左 右"银 平 均 品 位

%>J’)"#**’)&K+)@>$"条 矿 体 估 算 银 储 量 可 达

中型规模$
%!&拜仁达坝?CD! 综合异常东段经钻孔揭示"

见到?层矿体"显然会使银的远景储量大大增加$
%?&拜仁达坝?CD! 综合异常区"深部银多金属

矿体规模很大"加上向外大幅度延伸部分"该矿区银

的远景储量可达大型矿床规模$
%*&J号 异 常 尚 未 进 行 物 探 普 查"仅%号 和&

号矿体经槽探揭露"其余#条矿体尚未揭露$初步

估算银远景储量可达中型"铜的远景规模亦相当可

观$
据此推断"#号异常#J号异常等综合异常区"可

能会发展成为大型银多金属矿床$

"!结束语

%+&大兴安岭中南段西坡化探异常区#号圈出

?CD! 综合物探异常"异常在西#北西方向有大幅度

向外延伸趋势"可能是深部原生矿体向外延伸的反

映"远景储量可达大型矿床规模$
%!&J号异常"银#铜矿远景规模相当可观$
%?&对"号异常进行踏勘性检查"发现"条褐铁

矿化蚀变带"规模均较小"银含量一般为%+!"#*&K
+)@>"也具有一定规模$

该区+>处综合异常区"可能会发展成为银铅多

金属超大型矿田"为在大兴安岭中南段的地质矿产

勘查和矿产资源评价开创了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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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张立为等!江西省八字脑"鄣公山地区金锡成矿区域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特征

合浓集区#后一组有!个组合浓集区#显示了区内经

历了多期矿化富集#以2G$J 为主的组合元素异常

主体走向为北 西#而 以 5I为 主 的 组 合 元 素 异 常 主

体走向为北东#其异常强度和规模均很大#异常面积

达!))TC!#在数个异常区内已发现原生锡$钨$金$
铜矿体%其找矿前景可观%

洞里"段莘二 级 资 源 富 集 远 景 区&-’!处 于 鄣

公山东西向构造带背斜核部南翼#岩体主要呈岩瘤$
岩株状产出#岩体接触带角岩化$硅化发育#主要出

露双桥山群上亚群浅变质岩%北东向$北东东向$近
东西向$北西向区域断裂发育%区内有数处锡石重

砂异常和锡矿点%异常带由洞里$杨北坑$青山岭$
理坑$虹关$浙源$段 莘 等 锡 异 常 组 成#2G异 常 浓 度

高$规 模 大#具 明 显 的 三 级 浓 度 分 带#元 素 组 合 为

2G$J$NH$8%$4I$5I$5D$5M$/K$LG等#2G异 常

直接或间接受&隐伏’岩体&脉’影响%含矿石英脉充

填于板桥组千枚岩$板岩中#矿石品位2G!)’*#!#Y$

J.>!)’!A!#Y%老窿岩样中#2G&)’!*Y$)’)"Y’$

J&+’+#Y$AY’$5M&#!M(=$>>’+M(=’$4I&+’++Y$

)’"Y’#5D$8%$NH异常也较明显#证实了矿&化’体

的存在%该区经历了后期矿化的叠加过程#成矿作

用较复杂%锡矿成因类型可能为岩浆岩型或云英岩

化型#锡矿资源富集特征明显#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结束语

江西省 八 字 脑"鄣 公 山 地 区 地 质 工 作 程 度 很

低#具有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地壳$基底或盖层结

构变异带#对区内地层展布$后期构造产生$发育$岩
浆的侵入和金属矿物源的产生$移运$储集和分布起

到了重要的控制了作用%区域化探资料直观地反映

了以5I$2G为主的成矿元素先天富有$后生强烈叠

加改造富集作用形成的巨大的金锡资源潜力%在区

域地球化学高背景区中的构造"岩浆岩带$重磁异

常及其梯级变异带$化探异常展布区等重要成矿部

位推测的金锡资源富集远景区内#经物探$化探$地

质矿产调查后必将取得新找矿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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