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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断裂带两侧成矿条件对比及对辽东

地区未来寻找金属矿产资源的启示
!

宋建潮6，:，胡铁军!，王恩德6，贾三石6

（6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辽宁 沈阳 66"""4；!辽宁有色铁岭地质勘查院，辽宁 铁岭 66!""6；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第八支队，新疆 乌鲁木齐 $:""79）

摘 要 鸭绿江断裂带两侧分属中国和朝鲜，在其范围内分布着包括五龙金矿、青城子铅锌矿、造岳金矿和检

德铅锌矿在内的一批世界知名的大型、超大型矿床。其成矿基底构造为形成于古元古代的辽老摩古裂谷，成矿地层

为古元古代形成的辽宁境内的辽河群和朝鲜一侧的摩天岭群，成矿岩浆活动为古元古代和中生代的岩浆侵入事件。

成矿的高峰期集中于古元古代裂谷发育活动期和中生代构造8岩浆活动的活化期。朝鲜的成矿空间根据矿产种类的

分布及密集程度可以划分为平北金成矿带和检德8惠山铜铅锌多金属成矿带，其中平北金成矿带又可进一步划分为

云山8大榆洞金成矿亚带、天摩8造岳金成矿亚带、吉祥8宣川金成矿亚带。在其中国一侧也相应地划分为五龙8白云金

成矿带和万宝8桓仁铜铅锌多金属成矿带，两大成矿带各自进一步划分为五龙8白云、岫岩8大孤山、新房8猫岭金成矿

亚带和桓仁8二棚甸子、五里甸子8向阳、万宝8张家堡子铜铅锌多金属成矿亚带。未来在辽东地区寻找贵金属和有色

金属矿产资源的方向就集中于这些亚带和亚带的局部地段，层控性的铜矿床有可能是未来寻找矿产资源的重大突

破点。通过进一步研究对比，有望在辽东地区寻找到铜资源量6"""万吨；铅锌资源量!"""万吨；金资源量7""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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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断裂带位于中朝边境，沿鸭绿江伸展，由

数条走向北东的断裂束组成，向北经吉林省进入俄

罗斯境内，向南跨海与山东境内的阜平)即墨断裂相

连，是 郯 庐 断 裂 系 的 一 个 重 要 分 支（张 国 仁 等，

NMMQ）。该断裂带是一压)压剪性岩石圈断裂，多处

受到韧性剪切作用，其内岩浆活动强烈（辽宁省地质

矿产局，LRSR），对中朝两侧，特别是中生代以来的地

质构造演化、沉积作用、岩浆活动、矿产分布控制明

显（毛 景 文 等，NMMO；祁 进 平 等，NMMO；赵 海 玲 等，

LRRS），与中生代以来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挤

压作用密切相关（孙卫东等，NMMS；殷长建等，NMMM）。

在朝鲜一侧，距鸭绿江断裂带约NMMT2范围

内，分布着一批重要的有色金属和贵金属矿床（郭海

军，NMMQ），可以划分为N个重要的北西向成矿带（图

L），南为平北金成矿带，该成矿带长NOMT2，宽LNM
T2，集中分布了近百个金矿床（点），其中大型金矿

床有U个；北为检德)惠山铜铅锌多金属成矿带，该

成矿带长NMMT2，宽OMT2，分布有有色金属矿床几

十处，著名的世界级超大型铅锌矿床———检德铅锌

矿床就位于该成矿带内，已累计探明铅锌储量超过

UMMM万吨，铜LNMM万吨。然而在中国一侧，与朝鲜

已探明的资源量相比，相差甚远。

研究表明，朝鲜、辽宁东部同属中朝准地台的一

部分，有着极为相似的地质构造演化史，其大地构造

图L 鸭绿江断裂带两侧中朝矿产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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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均可以概括为“两陷夹一拱”，具体为北部的太

子河!浑江!利原台陷"中部的宽甸!狼林台拱"南缘

的复州!平壤台陷，所形成的矿产种类和矿床类型也

大致相同，但矿产资源量／储量却差别较大，这一现

象应予以高度重视。

本次研究选择与朝鲜相对应的辽老摩裂谷及其

附近太古代地块范围内的金!铜!铅锌多金属矿床，就

成矿地质背景、矿产类型、矿床成因等方面进行研究

对比，为辽东地区矿产资源预测与找矿提供了有益

的信息。

# 成矿地质条件对比

!$! 构造

中朝准地台是一个活动性较强的一级构造单

元，具有盖层变形强烈和花岗质岩浆活动广泛的特

点，故冠以“准”地台（准克拉通）之称，这一点有别于

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古老地台（米兰诺夫斯基，#%&’）。

准地台具有特征的二元基底，即太古代和古元古代

基底，其形成演化史较复杂。传统观点认为该地台

有着相对较为统一的太古代到元古代结晶基底，但

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资料，特别是地质年代学所提供

的()*+,-和./!+0-!,(测年资料表明，中朝准

地台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分别为西部地块、东部地块

和中部造山带（12345637$，#%%&；#%%%；8998）。辽老

摩裂谷位于东部地块，南北两侧分别为辽南!狼林地

块（也称狼林地块）和辽北!吉南地块（也称龙岗地

块）（图8），均 向 东 进 入 朝 鲜 境 内，主 要 由 形 成 于

8:;’!8:’’<3的太古代==<组成。辽老摩裂谷形

成于8:8!#:%<3，是世界上少有的、保存完整的古

元古代裂谷之一（路孝平等，899;）。距今约#:&’<3
的一次构造事件使得裂谷形成了稳定的克拉通基

底，这次事件也是中朝准地台东部地块、西部地块与

中部造山带拼合的时间（12345637$，899#；899’）。

以往研究认为，辽老摩裂谷向西穿过渤海与燕辽沉

陷（裂谷）带相连。但目前多数人认为，该裂谷带穿

过渤海进入了山东东部，并将其统称为“胶辽吉活动

带”（.>5637$，899?）。朝鲜地盾以往也多被认为是

中朝 准 地 台 与 扬 子 准 地 台 拼 合 的 结 果（07@A57，

#%%B），而C@等（899D）则认为，朝鲜地盾只是中朝

准地台的一部分，没有扬子准地台的参与。

辽老摩裂谷总体走向EFF，而在跨过鸭绿江进

入朝鲜境内时走向转为EC，呈一“肘状”（图8）。有

些研究者把辽老摩裂谷在辽宁的那一部分称为“辽

东裂谷”（陈荣度，#%&;；#%%9），辽东裂谷与吉林部分

统称为“辽吉裂谷”（刘俊来等，#%%#；.>@，#%%D），并

与展布在朝鲜境内的部分合称为“辽老摩裂谷”（孙

洪云等，899;）。

区域构造上，在古元古代，辽东裂谷发展演化过

程中，所形成的断裂构造与裂谷的走向基本相同，为

图8 辽老摩裂谷展布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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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东西向，这些断裂在裂谷两侧呈阶梯状，构成地

堑构造，后为上覆地层掩盖，目前能够确认的主要有

营口!草河口!清河!临江深大断裂和庄河!永宁深大

断裂，是划分辽东裂谷北缘斜坡、中央凹陷和南缘浅

台的标志性断裂。部分矿体的形成、岩浆活动以及

地层的分布特征与此有关。朝鲜一侧古元古代的断

裂构造与裂谷走向大体一致，呈北西向。由此可见，

在古元古代时期，大型的断裂构造是受裂谷控制的，

与裂谷的走向相同，多为正断层，倾向裂谷的中心部

位，这些断层常常成为后期岩浆活动上涌的通道，成

矿物质沿通道沉积于地堑之上或地层中。

中生代断裂构造非常发育，展布方向为北北东

向、北东向和北西向，少部分近南北向。在中国一

侧，断裂以北北东向和北东向为主，性质多为压性或

压扭性，沿这些断裂常有岩浆活动存在，断裂切割深

度较大，大型断裂可以深达下地壳或上地幔。近年

也识别出一些北西向断裂构造，许多矿体就赋存于

北西向构造带中。朝鲜一侧与中国相比，北西向的

断裂构造更为发育，与北东、北东东向断裂构造一起

组成了中生代构造体系。

总体上讲，辽老摩裂谷带是在古元古代早期水

平拉张太古代基底基础上形成的，随后裂谷在发展

过程中沉积了巨厚的火山!沉积建造，并伴随有强烈

的构造运动、岩浆活动和变质变形作用。中国和朝

鲜一侧大地构造环境和演化特征几乎相同，在矿床

类型、矿床规模和成矿作用等方面也应该相似。

!"" 地层

辽老摩裂谷内沉积了一套巨厚的古元古代沉积

!火山岩地层，在不同的区域冠以不同的名称，在辽

宁省境内称为辽河群，又可细分为北辽河群和南辽

河群，在吉林省称为老岭群和集安群，朝鲜境内则称

为摩天岭群。之所以会有南北辽河群、老岭群和集

安群之分，很可能是因为原始沉积岩相变化以及由

其反映的沉积环境的差异所致（王成文等，#$$%）。

北辽河群和老岭群具有可对比性，分布于裂谷的北

缘，靠近太古宙结晶基底的位置；南辽河群、集安群

和摩天岭群具有可对比性，共同位于裂谷的中央凹

陷部位，两者以韧性剪切带和断层带为界。

地层对比揭示，该区地层自下而上都具有由碎

屑岩沉积序列!双峰式火山序列!碳酸盐序列!富

泥质碎屑岩序列的递延层序变换。以辽河群为例，

辽河群自下而上可以分为浪子山组、里尔峪组、高家

峪组、大石桥组和盖县组，由于在中央凹陷部位未发

现浪子山组的存在，故又以中央凹陷为界细分为北

辽河群和南辽河群。分别沉积了陆源碎屑!粘土沉

积建造、基!酸性火山岩建造、碳酸盐!陆源粘土!碎屑

沉积建造、碳酸盐沉积建造和陆源粘土!碎屑岩沉积

建造。摩天岭群自下而上可以划分为&个组：城津

组、北大川组和南大川组。城津组相当于辽河群的

里尔峪组和高家峪组，北大川组相当于辽河群的大

石桥组，南大川组相当于辽河群盖县组。摩天岭群

亦缺失与浪子山组相当的地层，说明摩天岭群的沉

积环境和南辽河群是一致的。

这些地层沉积后，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质作

用，尤其是在约#"$’()的变质事件，致使裂谷范围

内的地层发生了大范围的区域变质作用。北辽河群

主要经历了绿片岩相的变质作用，而南辽河群则经

历了角闪岩相的变质作用，变质岩石为石英岩、变粒

岩、片岩、千枚岩、板岩等，主要变质矿物为石英、石

榴子石、十字石、蓝晶石、红柱石、堇青石和矽线石。

*+等（,’’-）将辽河群划分为.期变质作用（/#!/.）

和&期变形作用（0#!0&）。这些变质变形作用均发

生于辽河群沉积后的#1$’!#12%()。而摩天岭群

目前已知在#1$’()左右发生了中压相系角闪岩相

变质作用，并且表现出由东南向西北变质程度减弱，

岩性上片岩由少到多，成分上钙质由多变少的现象。

!"# 岩浆活动

辽老摩裂谷内的岩浆活动主要集中于古元古代

和中生代，分别受裂谷形成发展和太平洋板块向欧

亚板块俯冲的影响，所以其岩浆活动既有裂谷岩浆

活动特征，又有板块俯冲所形成的岩浆活动特征。

在中国一侧辽东裂谷范围内，与辽河群地层相

伴的是大面积的古元古代花岗岩体和基性侵入岩

体。基性侵入岩包括辉长岩和辉绿岩，大多数经历

了绿片岩相和角闪岩相的变质作用，但是依然还保

留有火成岩的某些组构。花岗质侵入体，也称为辽

吉花岗岩，主要由变形的二长花岗片麻岩和未变形

的斑状二长花岗岩、花岗岩和碱性花岗岩组成。二

长花岗片麻岩呈层状、岩席状，沿太古代基底和古元

古代变质沉积盖层间的韧性剪切带分布，属3型花

岗岩，来源于一次扩张事件过程中新太古宙结晶基

底的部分熔融，形成于区域变质作用之前。斑状二

长花岗岩、花岗岩和碱性花岗岩未发生变形，通常认

为形成于扩张环境下，特别是构造后和非造山环境，

也属于3型花岗岩（*+45)6"，,’’%）。

中生代是辽东裂谷范围内岩浆活动的又一个高

,-. 矿 床 地 质 ,’’$年

 
 

 

 
 

 
 

 



峰期，属于环太平洋构造!岩浆活动带的一部分。在

三叠纪，岩浆活动相对较弱，只在宽甸、赛马地区发

现有碱性霞石正长岩的存在，另外还有少量的花岗

岩类分布，辽东裂谷构造相对稳定。进入后中生代

以来，受燕山运动的影响，大约有近"####$%"的侵

入岩体分布，主要为侏罗纪侵入岩和白垩纪侵入岩，

前者包括含角闪石英云闪长岩和二云母二长花岗

岩，经历了区域韧性变形作用，后者主要为二长花岗

岩和花岗闪长岩，未发生变形作用，两者都属于钙碱

性岩浆系列。火山岩仅局限于早白垩世，岩石类型

包括熔岩、火山碎屑熔岩、火山碎屑岩、火山碎屑沉

积岩和潜火山岩（&’()*+,，"##-）。

朝鲜一侧的古元古代岩浆岩体由老至新可以划

分为：利原岩群、莲花山岩群和安突岩群。利原岩群

呈层状侵入于摩天岭群，主要为片麻状花岗岩、白岗

质花岗岩和辉长岩类。摩天岭群底部的花岗岩为条

痕状角闪花岗岩，与辽东一侧的含硼岩系底部的条

痕状角闪花岗岩，无论是在产出状态、产出层位，还

是岩性特征上完全一致。莲花山岩群和安突岩群可

与辽东古元古代裂谷中的角闪辉长岩系列、巨斑黑

云母花岗岩系列相对比（./*0()*+,，"##1）。

印支期岩浆岩，主要岩性为斑状花岗岩、片麻状

花岗岩，以及石英正长岩和霞石正长岩等碱性岩类，

可与辽东印支期花岗岩类和碱性岩类相对比。燕山

期的侵入岩称为侏罗纪端川岩群和白垩纪鸭绿江岩

群。主要岩性为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和闪长岩类，与

辽东裂谷范围的燕山期岩浆岩基本一致。

" 矿床地质特征对比

辽东裂谷内成矿的高峰期主要集中于古元古代

裂谷发育活动期以及中生代构造!岩浆活动活化期

（骆辉等，"##"；翟安民等，"##-）。在古元古代时期，

辽东裂谷形成的矿产主要有宽甸!凤城一带的硼矿、

青城子!荒北一带的铅锌矿以及大石桥!海城一带的

菱镁矿，另外还有一些铁矿和铜矿，这些矿产均受辽

河群地层层位的控制，形成于辽河群地层层序中的

特定位置（张秋生，2345）。中生代形成的矿产种类

多与岩浆活动关系密切，主要是受岩体控制的金矿、

银矿以及铜钼等多金属矿。矿体主要分布于岩体与

围岩的接触部位或者岩体内部，如五龙金矿、猫岭金

矿、万宝源铜钼矿、桓仁铜锌矿等。朝鲜一侧无论是

矿产种类还是矿床类型都与辽东裂谷相当，但又有

其自身特点，中生代的金属矿床，尤其是金矿床，大

部分超出了裂谷的分布范围。以矿种而论，可以分

为铁矿矿集区、金矿矿集区、铜矿矿集区和铅锌矿矿

集区（田书文，2341），构成了摩天岭成矿区、狼林成

矿区和遂安!银波成矿区。

!," 铁矿矿集区

在朝鲜东北部发现铁矿"##余处，主要形成于

前寒武纪，也有部分属于早古生代，按成因可以分为

沉积变质型、矽卡岩型和风化残积型6种类型。铁

矿石为磁铁矿、赤铁矿与褐铁矿，主要分布于摩天岭

地区与鸭绿江流域，较著名的有茂山、余宁、富宁、虚

川、利原、北川、北山里、德岘等铁矿床。

虚川铁矿位于咸镜南道虚川群，是一个矽卡岩

型矿床，矿体赋存于利原岩群附近的摩天岭群南大

川组变质岩内，整个矿区则位于摩天岭褶皱区的中

部复向斜带中。矿体产状同变质岩的片理方向一

致，其形态较为复杂，以脉状为主，脉宽主要在27-!
"7-%范围内，最大可达1%。矿化作用经历了5个

阶段：矽卡岩形成阶段!磁铁矿形成阶段!矿体交

代阶段!矿化结束阶段。

与朝鲜一侧相比，中国的沉积变质型（磁铁石英

岩型或者89:型）铁矿主要集中于鞍山!本溪一带，

规模巨大。朝鲜茂山铁矿与之产于同一条构造带

内，在裂谷范围内具有一定规模的铁矿多与硼矿共

生，形成硼铁矿型或硼镁铁矿型矿床，如形成于翁泉

沟一带的硼铁矿床。与古元古代岩体有关的矽卡岩

型铁矿则发育有营口的周家、丹东的矿洞沟等，但通

常规模很小。值得指出的是，产于裂谷内的“矽卡

岩”铁矿多呈水平层状产出，意即铁矿产于水平层状

的矽卡岩内。这显然与沿太古代基底和古元古代变

质沉积盖层间侵入的花岗质岩体有关。

!,! 铜矿矿集区

朝鲜东北部的铜矿床主要分布在富宁、上农、万

德!甲山、惠山、和平、德岘、上西、威安等地。较著名

的有上农、甲山、惠山铜矿床（图6）。

上农铜矿分布在咸镜南道虚川群中，发育于结

晶片岩内，同古元古代利原群花岗岩相关，矿体以含

黄铜矿、磁黄铁矿和毒砂为标志。矿区地质构造复

杂，有许多小型褶皱构造，矿体多发育于次级背斜的

翼部。矿脉的形成根据矿物共生组合关系可以分为

两期：第一期主要形成石英、电气石与毒砂，少量黄

铁矿、绿泥石、绢云母、角闪石和黑云母，并含有少量

钴和金；第二期生成磁黄铁矿与黄铁矿，以细脉形态

6-5第"4卷 第5期 宋建潮等：鸭绿江断裂带两侧成矿条件对比及对辽东地区未来寻找金属矿产资源的启示

 
 

 

 
 

 
 

 



图! 朝鲜北部主要铜、铅锌矿床分布示意图

"#$%! &#’()#*+(#,-,./+0-12*34-,)5156,’#(’#-
-,)(75)-8,)(79,)50

存在，与其共生的矿物有绢云母和绿泥石，偶尔有闪

锌矿与黝铜矿，金多赋存于黄铁矿的裂隙中。矿体

呈透镜状、细脉状和囊状充填于矽卡岩内的裂隙中。

铜平均品位:;!<=，至>::?年末，累计产铜（金属

量）@@万吨，伴生金A@:多吨。

甲山铜矿位于两江道甲山群，产于下元古界北

大川统白云岩内，白云岩、云母片岩与石灰岩地层构

成了矿区复式褶皱，主要矿体产于其中一个大背斜

的翼部，其内断裂、裂隙发育，部分充填有玄武岩细

脉。矿体的大小与矿体所处构造部位有关，大的矿

体产于背斜翼部，小规模的透镜状矿体仅见于背斜

核部。矿体由磁铁矿矿石、硫化物矿石与碳酸盐3玉

髓矿石组成，有价值的是硫化物矿石。

惠山铜矿产于虚川江深大断裂的次级断裂中，

矿体呈脉状，矿石由硫砷铜矿、砷黝铜矿、方铅矿、闪

锌矿、黄铜矿及黄铁矿组成，平均品位A;@=，已探

明储量在A::万吨以上。

关于这些铜矿床的成因，很可能与古元古代的

侵入岩体及火山岩有关，许多规模都达到大型、超大

型。而在辽东裂谷范围内，含铜的黄铁矿主要发现

于鞍山东南，上华至草河口长约A::BC的东西向狭

长地带内，矿体赋存于北辽河群里尔峪组下部，和钠

质火山岩密切相关，伴生矿物有石膏和重晶石，通常

被 认为是火山作用的产物，其形成过程也可能受到

盐丘的控制（D0-$5(0E%，AFF<）。近年研究发现，在

裂谷发展早期阶段包括浪子山组、里尔峪组和高家

峪组地层内均发现有与火山碎屑岩有关的层控型铜

矿床，在火山口附近形成块状、浸染状硫化物矿床，

而远离火山口则形成火山3沉积矿床!。裂谷环境是

形成层控型铜矿床的极为有利的地质环境，这是由

附近含有铜的矿源岩3高的地热梯度3沉积盆地中适

宜的沉积相等良好的成矿条件所决定的，如非洲大

西洋边缘盆地中的铜矿床、北欧的含铜页岩和中非

铜带中的矿床等。目前在辽东裂谷内已经发现有层

控性的周家铜矿、上华岩寺铜矿以及尖山子铜矿等，

并且根据化探异常结合地质资料圈定了<个异常

区。有理由相信，未来在辽东裂谷内有可能会发现

具一定规模的层控型铜矿床。

辽东裂谷范围内其形成与中生代岩浆活动有关

的铜矿主要包括桓仁铜锌矿、万宝铜钼矿和华铜铜

钼矿等，不过这些矿床中，铜常常作为成矿系列的一

个单元而存在，很少单独产出。

!%" 铅锌矿矿集区

检德铅锌矿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铅锌矿之一

（图!），由十余个小型矿床组成，均位于摩天岭成矿

区的中部带内。矿区出露地层简单，以摩天岭群北

大川统白云岩、大理岩以及南大川统各种结晶片岩

为主。侵入岩为中生代侏罗纪端川岩群，岩性为花

岗闪长岩。褶皱构造有北大川统和南大川统构成轴

向近南北的紧密线形倒转复式褶皱，并被断裂所切

割。铅锌矿体产于北大川统上部不同颜色的白云岩

中或层间。铅锌矿带呈南北向分布，与地层展布一

致，分布面积达A@:BC>，矿带一般长G;@"A!BC，

宽度不等。矿石矿物主要为闪锌矿、方铅矿，次要矿

物为磁黄铁矿、黄铁矿、毒砂、黄铜矿等，脉石矿物有

石榴子石、辉石、透闪石、方解石、阳起石、石英等，矿

石品位为@="AH=，富含银，银的品位一般为>:
"!:$／(，最高可达@:$／(，总金属储量有?:::"
<:::万吨（王魁元，AFH<）。

辽宁的青城子铅锌矿、吉林的荒沟山铅锌矿以

及朝鲜的检德铅锌矿共同构成了辽老摩裂谷中的三

大铅锌成矿区，均赋存于裂谷内的斜坡与凹陷的接

触部位或其附近，形成于包括碳酸盐岩在内的一套

浊积岩中（陈江，>::>），成因与海底喷流沉积作用有

! 辽宁省有色地质局勘查总院%>::G%辽东古元古代裂谷底部层控型铜钴矿产资源评价地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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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刘志远等，!""#）。世界上产于碳酸盐岩中的矿

床主要分为密西西比河谷型、阿尔卑斯型和爱尔兰

贱金属型$种（刘英超等，!""#；%&’()*+，,-./），均

形成于显生代，而以上三大铅锌矿却形成于古元古

代时期，是有别于以上$种类型的。

!0" 金矿矿集区

朝鲜具有丰富的金矿资源，其北部的平安北道、

平安南道、黄海北道等1个道都分布有金矿床，其中

平安北道金矿集中分布。平安北道位于朝鲜北部，

鸭绿江以南，清川江以北地区。与中国一江之隔，发

现的#个大型金矿床为：云山、大榆洞、竹大、宣川、

造岳、九岩、天水。据资料介绍，金的总储量达,"""
吨以上。

区内地层主要为古元古代摩天岭（狼林）群，出

露有大理岩、云母片岩、黑云母片麻岩等。变质岩多

强烈的混合岩化，并往往成为莲花山花岗岩中的残

留体。

与本区金矿化有关的构造主要为断裂构造。北

东向断裂主要有鸭绿江断裂、清川江断裂；南北向断

裂主要有定义2龟城断裂、大宁江断裂；北西向断裂

主要有平北断裂、天摩2永山断裂，定义2新义州断裂

等。平安北道发现的!#个金矿床（点），皆赋存于$
组断裂交汇部位。其中#个大型金矿床，组成$个

北西向金矿成矿亚带，由北向南依次为云山2大榆洞

金成矿亚带，天摩2造岳金成矿亚带，吉祥2宣川金矿

成矿亚带（图/）。北西向断裂为金的导矿构造，其中

一些低序次、规模较小的北北东向、北西向、或北东

向断裂，往往形成容矿构造。

平北地区出露的岩浆岩从老到新依次为，莲花

山花岗岩（,#""!!"$-3&）、惠山花岗岩（,./!!,/

图/ 朝鲜北部主要金矿床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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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端川花岗岩（#$%!#&%!"）。其中端川花岗

岩体分布广泛，且存在于大型金矿床附近，与金矿成

因关系密切。造岳金矿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个，该

矿位于平安北道造岳郡，狼林台背斜的铁山断块上，

容矿围岩为狼林群黑云母片麻岩，附近有燕山期花

岗闪长岩体存在。金赋存于含硫化物的石英脉中，

石英脉长约’()，宽’!$)，最宽处达#*)，延伸

目前控制在$**!%**)，矿石由黄铁矿、方铅矿、闪

锌矿和自然金组成。还有一种富含毒砂的石英脉，

产于正断层中，长+**)左右，宽*,+!#,+)，金品

位最高可达#*!’*-／.，矿石主要由黄铁矿、毒砂和

自然金组成，金的储量达&*吨。

再结合五龙、猫岭、白云金矿可以看出，本区成

矿带内的金矿具有如下特点："时空的不均一性，即

成矿主要集中爆发于中生代，而赋矿层位多为前寒

武纪形成的碎屑岩/碳酸盐岩地层中；#成矿区域的

不均衡性，表现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特定的矿化集中

区，在辽宁主要集中于青城子外围、猫岭和丹东一

带，朝鲜则主要集中于平云山/大榆洞、天摩/造岳和

吉祥/宣川一带；$成矿时期的多重性、叠加性，金矿

的成矿时期多受到裂谷建造期的沉积作用、改造期

的变质作用和活化期的构造/岩浆作用的多重因素

控制，许多矿床具有叠加成矿的特点。

$ 辽东地区未来寻找矿产资源的方向

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成矿地质条件相同，成

矿种类、矿床类型也相似，但金、铜、铅锌的储量却相

差甚远，这种现象值得思考。辽老摩裂谷主体将近

三分之二都分布于辽宁境内，产有世界著名的菱镁

矿和硼矿，规模巨大，也有一批大中型的铅锌矿、金

矿、铜矿等矿床存在。特别是近年在青城子铅锌矿

外围，通过综合运用地、物、化找矿方法和找矿理论，

新发现了%处金、银矿产地，分别是尖山沟特大型金

（银）矿，白云三道沟大型金矿、云山石湖沟银矿和兰

花岭银矿%，另外还有白云、杨树、高家堡子、小佟家

堡子等一批近’*!$*年间发现的金银矿产地，可见

青城子铅锌矿及其周围为一重要多金属赋存矿集

区。另外随着近年找矿热度的提高和找矿力度的加

大，在该区相继寻找到了一批与中生代岩浆岩体有

关的铜、钼等多金属矿床。由此可见，在辽东地区有

着极为宽广的找矿空间。

朝鲜的有色金属及贵金属如前所述，主要分布

于两大北西向成矿带内，通过与朝鲜北部的对比，结

合矿床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构造地质特征可以发现，

辽东地区的成矿空间也可以分为两大成矿带，北侧

的万宝/桓仁铜铅锌多金属成矿带和南侧的五龙/白

云金成矿带（图+），与朝鲜一侧成矿带遥遥相对。

!0" 万宝/桓仁多金属成矿带

该成矿带与朝鲜一侧的检德/惠山铜铅锌多金

属成矿带相对应，成矿带长大于#&*()，宽&*()，

带内有桓仁铜锌矿、万宝源铜钼矿、张家堡子铅锌矿

等中小型矿床以及大量的铜铅锌多金属矿点，累计

探明铅锌金属储量不超过#**万吨，铜储量不超过

+*万吨。该成矿带可以划分为桓仁/二棚甸子、五里

甸子/向阳、万宝/张家堡子$个成矿亚带（图+中&、

’、(）。

（#）桓仁/二棚甸子成矿亚带

桓仁铜锌矿是典型的矽卡岩型矿床，矿体均位

于燕山晚期形成的闪长杂岩体与寒武纪碳酸盐岩接

触部位形成的矽卡岩内。成矿元素具有明显的分带

性，垂向上，自上而下具有12/34/56/（!7）/89的成

矿系列变换；水平方向，从碳酸盐岩一侧向闪长杂岩

体一侧也有如上的变化顺序，只是出现于不同的标

高，矿体呈网脉状、细脉状、囊状充填于矽卡岩内的

裂隙中，并被后期北东向断裂所破坏。矿山在开采

至井下+**!&**)时，发现了有工业价值的钼矿的

存在，但尚不具规模（宋建潮等，’**:）。

目前所寻找到的矿体主要集中于闪长杂岩体的

北接触带上，而南接触带由于有安山岩的覆盖，还没

有开展具体工作，但物、化探资料显示有矿化异常的

存在。另外，在其外围还发现了#*处小型的铜、钼

矿点，通过进一步工作，本区有望成为一个重要的矿

化集中区。

（’）五里甸子/向阳成矿亚带

五里甸子/向阳铜铅锌金成矿亚带，走向北西，

长$+()，宽&()。已发现金矿化体’条，铜矿化体

#条，铅锌矿化体#条。五里甸子金矿（ 化）体 延 长

#**!&**)，脉带宽#+!$*)，单脉宽#!:)，含金

% 辽宁省有色地质局勘查总院0’**%0辽东凤城青城子铅锌矿外围金银矿评价报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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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辽东地区主要金、多金属矿床分布示意图

!—桓仁"二棚甸子成矿亚带；"—五里甸子"向阳成矿亚带；#—万宝"张家堡子成矿亚带；$—五龙"白云金成矿亚带；

%—岫岩"大孤山金成矿亚带；&—新房"猫岭金成亚带

#$%&! ’()*+,-$(+,./)01$2%3$/-4$56-$020786,23.09:+*-,99$(04*3*.0/$-/$2;$,0302%,4*,
!—<6,24*2"*4.*2%3$,2=$+*-,990%*2$(/65"5*9-；"—>69$3$,2=$"?$,2%:,2%+*-,990%*2$(/65"5*9-；#—>,25,0"=),2%@$,.6=$+*-,990%*2$(/65"5*9-；

$—>6902%"5,$:62%093+*-,990%*2$(/65"5*9-；%—A$6:,2"3,%6/),2%093+*-,990%*2$(/65"5*9-；&—A$27,2%"+,09$2%%093+*-,990%*2$(/65"5*9-

BC2’DC!!%／-，最高EBCF%／-；永红铜矿体长大于

E!B+，平均厚!CEG+，最厚处达EE+，最高品位H6
为GCDEI，86为DCE%／-，#*为FJCEGI。

带内分布有大量的铜、铅、锌、金、银多元素水系

底沉 积 物 异 常。其 中 五 里 甸 子 铜 异 常 面 积 约!B
K+J，H6异常值为DBLEBMF’EBBLEBMF。

该区的成矿地质环境与朝鲜上农铜金矿区域成

矿环境有许多相似之处，均赋存于裂谷中央凹陷区

内的古老地层中，均与中酸性花岗岩或花岗闪长岩

体有关，以多金属成矿作用为主，赋存层位一般都较

浅。但是朝鲜上农铜金矿区的成矿作用与古元古代

花岗岩体有关，而该区与中生代岩体有关，成矿种类

也比前者更为多样。通过进一步找矿工作，有望找

到大型铜金矿。

（D）万宝"张家堡子成矿亚带

该成矿亚带南东起宽甸县振江镇万宝村，西北

止牛毛坞乡张家堡子村，长!!K+，宽!’EBK+，带

内主要分布有一些铜钼铅锌多金属矿床（点），还有

少量的金、铁矿床（点）。

万宝源铜钼矿床位于鸭绿江断裂与辽东裂谷的

交汇部位，受北东向的鸭绿江断裂与北西向的周家

屯"万宝断裂带控制，矿体产于中生代石柱子花岗岩

体与古生代碳酸盐岩的接触部位或者岩体内部，成

矿类型为浅部的矽卡岩型铜矿以及较深部位的斑岩

型钼矿。辉钼矿主要产在破碎剪切带中的石英脉、

裂隙脉和壁上覆有辉钼矿薄膜的微细裂缝中（NO
P,2/，EQRB）。钼品位一般为BCBEGI’JCSJI，平

均品位为BCEJQI，’、T"U同位素研究认为，成矿流

体为以岩浆水为主，伴有少量同生水或者大气水的

混合流体（宋建潮等，JBBR）。在石柱子花岗岩体与

围岩的接触带上，已经发现了十余处中小型铜钼金

矿床（点），化探和物探资料表明，轴向呈北西向的石

G!S第JR卷 第S期 宋建潮等：鸭绿江断裂带两侧成矿条件对比及对辽东地区未来寻找金属矿产资源的启示

 
 

 

 
 

 
 

 



柱子花岗岩体沿轴向以钼矿为主，向两侧与围岩接

触部位则变化为铜和金，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研究认为，沿鸭绿江断裂带的西侧，自南向北分

布着!个形成于燕山期的岩体：长甸子二长花岗岩

体、腰岭子二长花岗岩体、石柱子花岗闪长岩体和川

沟花岗岩体，均是未来寻找斑岩型"矽卡岩型"热液脉

型矿床的重要地段，成矿种类以#$"%&"’$"()"*+",-
多金属为主。

张家堡子铅锌矿床是一处典型的层控型矿床，

矿体呈层状或似层状分布于大石桥组大理岩中，一

般矿体长.//!0//1，厚.!01，铅品位最高达

023，在其外围分布着与之相似的十余处矿点，与

朝鲜检德铅锌矿同位于一个成矿带上，成矿环境相

同，具有进一步工作的价值。

!4" 五龙"白云金成矿带

五龙"白云金成矿带与朝鲜平北金成矿带相对

应，带长大于.0/51，宽.6/51，内有五龙、四道沟、

猫岭、小佟家堡子、高家堡子、杨树、白云以及新房、

隈子等大"中型金银矿床及大量的金矿点，累计探明

金工业储量约.2/吨。该成矿带也可划出0个亚

带，即五龙"白云金成矿亚带、岫岩"大孤山金成矿亚

带、新房"猫岭金成矿亚带（图2中78、8、87）。目前

五龙"白云金成矿亚带已获工业储量.//多吨，其余

两个亚带工作程度较低。

通过近年来的地质找矿工作，在鸭绿江成矿带

辽东地段已发现了一批矿化信息，预示着能找到类

似朝鲜的中大型矿床。通过对区带资料的综合研究

分析，立足以寻找大"超大型金矿为目标，以下选区

是寻找金矿首选地段。

（.）五龙金矿外围区

通过五龙金矿区及外围9//516的.:2万水系

底沉积物测量，获得了"、#、$类’$、’;、’<、=>综

合异常.!个，呈北东向和北西向展布，主要异常均

与构造交汇部吻合。五龙石英脉型金矿床异常组合

为’$"’;"=>，蚀变岩型金矿床异常组合为’$"’;"
’<，五龙外围异常组合大部分为’$"’;"’<，说明该

区是以蚀变岩型金矿床为主。五龙金矿近?/吨储

量集中在2516极小范围内，与整个分散流异常相

比，五龙矿区外围工作程度较低，尚存在较大范围的

异常区未开展工作，其中部分异常值远大于五龙本

区异常。通过对五龙地区分散流异常进行详细、深

入的查证，有望取得较好的地质找矿效果。

从区域空间位置来看，该区与平北金成矿带更

为接近，在鸭绿江附近，分布着大量的金矿床（点），

它们应属于同成矿作用下的产物，所以该区可以作

为一个主要的金矿远景目标区。

（6）宽甸古楼子地区

根据以往水系底沉积物测量，沿鸭绿江断裂带

中国一侧古楼子地区分布着面积较大的’$异常带，

异常带一般长!@2!2@/51，宽.@2!!@/51，金异

常值为2A./BC!66A./BC，最高为66/A./BC。区

内大面积出露印支期混合花岗岩，北西部为燕山期

五龙背"凤凰山斑状花岗岩。在汞洞沟及老边墙等

处已发现十余条含自然金的石英脉富矿脉，石英脉

一般延长.//!2//1，宽/@0!.@/1，石英脉地表

品位较贫，向深部金矿化富集，充填于石英脉裂隙中

的自然金，品位最高可达.////;／D，可见该区带金

矿异常富集。各种矿化信息显示与朝鲜一侧的大型

"超大型金矿床具有一致性，但该区地质工作程度相

对较低，可以作为未来一个主要的找矿靶区。

（0）岫岩"龙王庙成矿带

该带与朝鲜天摩"造岳金成矿亚带相对应，但带

内目前仅发现有田水金矿、岫岩金矿、石灰窑金铜矿

及龙王庙金矿点等矿（床）点十余处。以往地质工作

非常薄弱，经与朝鲜金矿带对比研究，认为该带具有

很大的找矿潜力，急需加大找矿投入。以往水系底

沉积物测量，在该带的中部岫岩金矿地区发现了较

多的’$、’;、#$、()、*+异常。其中金异常呈北西向

带状分布明显，且面积较大。另外，围绕哨子河流域

是砂金分布较集中的地区，以往有单位提交过哨子

河乡砂金储量，这也间接说明哨子河流域地区应有

岩金矿分布。

! 结论与建议

通过鸭绿江两侧朝鲜和中国辽宁境内成矿地质

条件、成矿特征的对比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辽东地区与朝鲜一侧成矿地质条件均以发

育在板块边缘的陆间型大陆裂谷———辽老摩裂谷为

成矿地质背景，后经历了相似的沉积作用、岩浆活

动、变质变形运动，特别是中生代北东向的发育于中

朝板块边缘的岩浆侵入"喷发活动造成了裂谷的复

活，对区带地质演化及矿产形成意义重大。

（6）辽东地区与朝鲜一侧矿产种类与矿床类型

基本相同，具有两大显著特征：% 矿体赋存于古元

古代形成的辽河群或摩天岭群的某一特定位置，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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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具有显著的层控性，矿产种类相对单一，成矿规模

较大；! 矿体赋存于中生代岩浆岩体与围岩的接触

部位或岩体内部，矿床均有明显的穿层性，矿产种类

以多金属成矿系列为主，成矿规模受岩体控制，多属

中小型矿床。

（!）辽东地区与朝鲜一侧成矿特点均可划分为

不同的成矿带，以北西向为主，朝鲜一侧可划分为平

北金成矿带和检德"惠山铅锌成矿带，中国一侧也可

相应的划分为五龙"白云金成矿带和万宝"桓仁多金

属成矿带，两者具有相似性和类比性。在此基础上

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成矿亚带，层控性的铜矿

床有可能是未来寻找矿产资源的重大突破点。

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辽东地区大量地质矿产资

料，并结合与矿化有关的地层、构造、岩浆岩等成矿

条件等信息，预测辽东地区潜在铜资源量#$$$万

吨；铅锌资源量%$$$万吨；金资源量&$$吨。

通过与朝鲜北部大型有色金属矿床和贵金属矿

床的对比研究，鸭绿江断裂带中国辽东地区一侧，有

着极其广阔的找矿远景和巨大的找矿潜力。加大这

一地区的找矿投入，加强中朝两侧地质成矿规律的

进一步总结对比，势必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极有

可能在辽东地区的有色及贵金属找矿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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