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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尔布干成矿带西南段矿床类型、成矿分带

及找矿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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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得尔布干成矿带的西南段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新巴尔虎右旗至满洲里一带，是大兴安岭成矿省内极

具找矿潜力的地区。铜、钼、铅、锌、银是该区的主要矿种，区内已发现大型矿床>处，小型矿床和矿点多处，分别形成

于燕山早期和燕山晚期这!个主要成矿期，并可划分为=个矿床类型、<个矿床式。燕山早期的成矿元素主要是?@、

(7、-@，以斑岩型和矽卡岩型矿床为主；燕山晚期的成矿元素主要为0&、AB、-C，以次火山热液型和浅成热液型矿床

为主。燕山期隆坳相间的构造格局和超浅成:浅成的中:酸性小岩体，控制着矿床的产出和分布。矿产地集中于燕山

期隆坳交接带及其两侧，并形成以隆坳交接带为中心的、与成矿流体温度和盐度降低相伴的不对称分带。文章提

出，得尔布干成矿带西南段的找矿潜力主要在隆坳交接带及其两侧，具体为已知矿区的深部及边部、乌奴格吐山—

哈拉胜隆坳交接带和甲乌拉—山登脑隆坳交接带的两侧。此外，位于该区西南部的另一个隆坳交接带是潜在的矿

化集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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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尔布干成矿带位于蒙古—鄂霍次克断裂带与

得尔布干断裂带之间（朱群等，BCCD），是中国东北部

地区重要的E95F-5G,、H4、I+、G4成矿带，其工作程

度低，但找矿潜力大。该成矿带的西南段（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的新巴尔虎右旗—满洲里一带）是目前该

带中地质矿产工作程度较高的地段，研究该地段的

矿床类型和成矿规律，对整个成矿带的区域成矿规

律研究和矿产勘查部署都是非常必要的。

D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得尔布干成矿带的西南段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

北部的新巴尔虎右旗—满洲里一带，面积约BJCCC
K$B，其北与俄罗斯接壤，西和南部与蒙古国为邻（图

D）。该区的地质构造演化主要经历了西伯利亚板块

南缘的大陆增生、鄂霍茨克洋闭合及受太平洋板块

活动的影响，发生了L个与金属成矿有关的构造旋

回：前寒武纪克拉通化，古生代多旋回开合，中生代

构造5岩浆活化。前B个构造旋回形成了该区内中

生代构造的双重基底（前寒武纪变质基底和古生代

褶皱基底），为中生代活化及相伴随的成矿作用带来

成矿物质。

该区内的矿床主要形成于燕山期，其晚中生代

地质构造具有以下特点。

*M* 断裂构造系统

该研究区内的区域性断裂制约着中生代以来的

火山5岩浆作用及各类矿床的空间分布，多期次的构

造活动造成了该区多组断裂复杂交织的图像，NO5
NNO向和N<向断裂是最主要的B组断裂。

得尔布干断裂带（PD）是该研究区内最重要的

NO向深断裂（图D）。该深断裂在中国境内长逾JCC
K$，向西南延伸入蒙古，与蒙古境内的中蒙古深断

裂相连，向北东经过中国黑龙江省，进入俄罗斯，总

体构成一个向南突出的弧形，据重、磁资料推断其深

切至岩石圈。该断裂是额尔古纳变质地块与鄂伦春

海西褶皱带的重要分界线，中生代以来再次强烈复

合。该断裂西侧发育大量与其大致平行或斜交的规

模不等的NO5NNO向断裂，控制了中生代隆坳构造

带的发育（参见后述）。沿该断裂带发育有一系列铜

铅锌多金属矿，是该区重要的控岩、控矿断裂。

呼伦湖—额尔古纳断裂（PB）是该区内另一条

NO5NNO向深断裂（图D）。该断裂对中5新生代火山

5沉积建造、岩浆活动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尤其是

控制了白垩纪以来的地堑构造。

该区内N<向断裂非常发育（图D），其走向为

N<BQC!LBCR左右，形成于古生代，中生代再次活

动，直接控制了晚中生代火山盆地、岩浆岩及大型矿

田的分布，构成隆坳构造单元的构造边界。其代表

性断裂如哈尼沟断裂（PL）、木哈尔断裂（PS）等。

*M+ 隆坳相间的构造格局

NO5NNO向和N<向断裂系统控制了该区隆坳

相间的构造格局。其隆起区通常由前寒武纪变质岩

和晚古生代花岗岩类组成，其中，震旦系额尔古纳河

组（中国黑龙江省及俄罗斯将该组定为寒武系）大理

岩和碎屑岩是该区及相邻的俄罗斯国重要的赋矿建

造。隆起区边界通常受NO和N<向断裂的共同控

制，面积在数百至上千平方公里之间。坳陷区由侏

罗纪—白垩纪火山5沉积岩及花岗岩组成，一个火山5
沉积盆地通常是一个坳陷区，其基底主要为前寒武

系和晚古生代花岗岩类，与隆起区之间以NO向或

N<向断裂（盆缘断裂）相隔。

以N<向哈尼沟断裂（PL）、木哈尔断裂（PS）为

界，该区内次一级构造单元从北向南可以划分为新

百路克—头道井、甲乌拉—新巴尔虎右旗B个断隆

带，以及与其相间分布的黄花胜和克尔伦B个断陷

带，在这些断隆带与断陷带之间，形成了乌奴格吐山

—哈拉胜、甲乌拉—山登脑、高吉高尔—海力敏L个

N<向隆坳交接带。目前所发现的矿产地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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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得尔布干成矿带西南段区域地质略图

!—第四系及第三系；"—晚中生代火山#沉积岩及花岗岩类；$—前中生代基底（变质岩及花岗岩类）；%—深断裂；&—区域性断裂；’—矿床；

(—矿点；)—主要的化探异常；*—次级构造单元分区。矿产地：!—头道井；"—乌奴格吐山；$—长岭；%—龙岭；&—鼎足；’—哈拉胜；(—甲

乌拉；)—查干布拉根；*—额尔登乌拉；!+—巴彦浩雷；!!—努其根乌拉；!"—额仁陶勒盖；!$—山登脑；!%—特格乌拉；!&—高吉高尔；!’—

海力敏。,-向深断裂：.!—得尔布干深断裂；."—呼伦湖—额尔古纳深断裂。,/向断裂：.$—哈尼沟断裂；.%—木哈尔断裂；.&—甲乌

拉—查干布拉根断裂。次级构造单元分区：!—新百路克—头道井断隆带；"—乌奴格吐山—哈拉胜隆坳交接带；#—黄花胜凹陷区；

$—甲乌拉—山登脑隆坳交接带；%—甲乌拉—新巴尔虎右旗断隆带；&—克尔伦凹陷区；’—高吉高尔—海力敏隆坳交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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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H85Q0C1；"—/@6@:4;@9<8C；$—R<8C160C1；%—J5C160C1；&—D0C1L@；’—S8689<4C1；(—T08A@68；)—R<818CE@6814C；*—-4BH4C1A@68；

!+—U8G4C<85640；!!—J@V014CA@68；!"—-B4C;8564180；!$—W<8CH4C1C85；!%—I414A@68；!&—385Q01854B；!’—S8060=0C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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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Q01854B#S8060=0C75CC47;0C18B48

乌奴格吐山—哈拉胜、甲乌拉—山登脑这"个隆坳

交接带及其两侧，并构成"个矿化集中区（图!）。

总体上看，由于受,-向和,/向网格状断裂

系统的控制，中生代构造表现为断陷带（火山岩带）

与断隆带（火山基底隆起带）呈斜列式相间产出，形

成,-向成带、,/ 向成列的行列式分布格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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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控制了矿床的区域分布。断陷带与断隆带的

结合部通常称之为“隆坳交接带”，是该区最重要的

控矿构造。

!"" 晚中生代火山#侵入岩浆活动

在得尔布干成矿带的西南段，晚中生代火山岩

大面积分布于该区的晚中生代火山#沉积盆地中，自

下而上分为：中侏罗世塔木兰沟组，晚侏罗世满克头

鄂博组、玛尼吐组和白音高老组，早白垩世梅勒图

组。它们属于大兴安岭火山岩带西亚带，为玄武粗

安岩#粗安岩#粗面岩#流纹岩组合。

与上述火山活动相伴的侵入岩广泛发育。这些

侵入岩具有以下特点：

（!）以中#酸性为主，按侵入深度可以分为中#深

成和超浅成#浅成$类。中#深成侵入岩主要为花岗

闪长岩#二长花岗岩#钾长花岗岩组合，呈出露面积较

大的岩株或岩基，绝大多数分布于隆起区的边部，形

成%&向花岗岩带。超浅成#浅成侵入岩主要是花岗

闪长斑岩／英安斑岩#花岗斑岩／流纹斑岩／石英斑岩

组合，具有超浅成#浅成侵入及出露面积小的特点，

主要产于火山盆地的边部或盆地内的火山口附近。

（$）超浅成#浅成的中#酸性侵入岩体与成矿关

系极其密切，其年龄值在!’’()*+（乌奴格吐山矿

区二长花岗斑岩的锆石,#-.年龄，秦克章等，!///）

至!$0*+（额仁陶勒盖矿区石英流纹斑岩的1.#23
等时线年龄，赵一鸣等，!//4）之间。

$ 矿床类型

在得尔布干成矿带的西南段，已发现矿产地!5
处，其中大型矿床6处（乌奴格吐山、甲乌拉、查干布

拉根、额仁陶勒盖）（图!），可划分为)种矿床类型

（斑岩型、矽卡岩型、热液脉型）、5个矿床式（表!）。

#"! 斑岩型

斑岩型矿床是该区内重要的矿床类型，主要为

铜钼矿床。已发现的乌奴格吐山斑岩型矿床，其78
和*9的资源储量均属大型规模（赵一鸣等，!//4；

秦克章等，!///）。该矿床产于靠近基底隆起与断陷

火山盆地交接带的基底隆起一侧（推测断陷火山盆

地一侧也可形成此类矿床），%&向和%:向构造交

汇部控制了岩浆岩和矿田的分布。成矿岩体是浅

成、高位、浅剥蚀、壳幔混合源的中#酸性斑岩体，面

型、环带状的蚀变分带与成矿关系密切，由内向外

为：钾化带（钼矿化）!石英绢云母化带（铜、钼矿化）

!伊利石#水白云母化带（铅、锌、银矿化）。因此，笔

者将其划归为乌奴格吐山式斑岩型矿床。类似的还

有长岭斑岩型铜钼矿点等（表!，图!），目前正在普

查中。

#"# 矽卡岩型

该区内的矽卡岩型矿床通常与斑岩型矿床相伴

产出，乌奴格吐山斑岩型矿床的周边就发现了包括

头道井在内的多处矽卡岩型矿化点。经过近几年的

勘查，头道井已达小型矿床规模（表!，图!）。该矿

床中的铜金矿体受燕山期花岗斑岩和震旦系额尔古

纳河组大理岩侵入接触带的控制，产在矽卡岩化大

理岩内，是典型的矽卡岩型矿床（图$）。得尔布干成

矿带内，在震旦系额尔古纳河组大理岩与燕山期侵

入体的接触带上，矽卡岩化较普遍。在邻近得尔布

干成矿带的俄罗斯境内加积穆尔山地区，已发现库

尔图民、贝斯特林等)个大型铜（金）矿床，全部是斑

岩型伴生矽卡岩型，且其矿床地质特征、成矿时代均

与中国境内的乌奴格吐山及头道井矿床基本一致!，

进一步显示出在得尔布干成矿带内，斑岩型和矽卡

岩型矿床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为此，笔者以头道

井矿床为例，在该区建立了头道井矿床式，其含义是

指产于燕山期花岗岩与额尔古纳河组大理岩侵入接

触带的矽卡岩型铜金矿床。

#"" 热液脉型

得尔布干成矿带西南段已发现的矿床（点）大多

属于热液脉型。根据矿床所处的构造位置和地质特

征，可将该区的热液脉型矿床划归6个矿床式：鼎足

式、甲乌拉式、查干布拉根式、额仁陶勒盖式（表!）。

甲乌拉矿床和查干布拉根矿床是该区的$个大

型矿床，产于同一个矿田内（两者相距;<=），受同

一条%:向大断裂（甲乌拉#查干布拉根断裂，图!）

的控制（潘龙驹等，!//$；李宪臣等!///），矿体呈脉

状赋存于甲乌拉#查干布拉根断裂旁侧的派生断裂#
裂隙带中。甲乌拉矿床中矿体的围岩主要是上二叠

统火山#沉积岩，其次是中侏罗统塔木兰沟组火山

岩；查干布拉根矿床中矿体的围岩是中侏罗统塔木

兰沟组和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火山岩。这说明前

者的成矿深度大于后者。这$个矿床均属于中国国

内文献中所称的“次火山热液矿床”。由于这$个矿

! 张德全，等"$005"内蒙古自治区得尔布干成矿带成矿环境及找矿方向研究"科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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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头道井矽卡岩型铜金矿床!号勘探线地质剖面图

"#$%! &’()($#*+),’*-#(.+)(.$/(%!’01)(2+-#(.)#.’(3
4(56+(7#.,8+2.-91’*(11’2:$()66’1(,#-

床产出的构造位置和成矿元素略有差异（甲乌拉矿

床位于隆起区与坳陷区的过渡部位，即隆坳交接带，

其成矿主元素为;<、=.、>5、?$；查干布拉根矿床产

于距隆坳交接带极近的火山盆地的边部，其成矿主

元素为?$、;<、=.），故将它们归入!个矿床式（甲乌

拉式和查干布拉根式）。

鼎足式以最近发现的鼎足银铅锌矿床为代表，

是指产于隆起区边部额尔古纳河组地层中、受断裂

破碎带控制的热液交代脉状银铅锌矿床。该类矿床

在相邻的俄罗斯境内非常发育，但多为中、小型规模

（阎鸿铨等，@AAB）。鼎足矿床位于隆起区的边部（图

@），矿区内主要出露额尔古纳河组砂岩和大理岩，偶

见燕山期酸性脉岩，矿体呈脉状产于大理岩和砂岩

的层间破碎带中（表@），硅化、铁锰碳酸盐化与成矿

关系密切。

额仁陶勒盖式是以额仁陶勒盖银矿床为典型实

例建立的矿床式。该矿床是与陆相火山:次火山热

液有关的绢云母:冰长石型浅成热液矿床（,’2#*#-’:
+65)+2#+-91’’1#-C’2D+)6’1(,#-）（赵一鸣等，@AAE；李

舒，@AAF），产于侏罗纪火山盆地的边部。其矿体在

空间上与石英流纹斑岩、石英斑岩等岩脉相伴，呈脉

状充填于/G向断裂:裂隙带中，硅化、铁锰碳酸盐

化、冰长石化、绢云母化是其特征的脉旁蚀变。

H 区域成矿规律

!%" 成矿时代

在得尔布干成矿带的西南段，目前所发现的矿

床（点）全部形成于燕山期（表@）。根据赋矿岩石的

时代，并结合年龄测定结果，可以划分出燕山早期

（早:中侏罗世）和燕山晚期（晚侏罗世末—早白垩

世）!个主要成矿期，这与整个大兴安岭地区中生代

成矿时代的划分也是一致的（祝洪臣等，!IIJ）。

乌奴格吐山式斑岩型铜钼矿床、头道井式矽卡

岩型铜金矿床和鼎足式热液脉型银铅锌矿床形成于

燕山早期。乌奴格吐山斑岩型铜钼矿床中与成矿有

关的斑岩的单颗粒锆石的K:;<年龄为@BBLHM+，

全岩的N<:O2等时线年龄为@BHLAM+，矿区内蚀变

绢云母的P:?2年龄为@BHLJM+（秦克章等，@AAA），

表明该矿床形成于早侏罗世。头道井矿区内与成矿

有关的闪长玢岩和花岗斑岩，与相邻的乌奴格吐山

矿区内的次火山:超浅成:浅成岩套完全一致，有些岩

脉甚至可以相连，因此，头道井矽卡岩型铜金矿床也

是燕山早期形成的。鼎足矿床内的矿体产于额尔古

纳河组层间破碎带中，由于缺乏测年数据，暂推断其

形成于燕山早期。

甲乌拉式、查干布拉根式和额仁陶勒盖式矿床

形成于燕山晚期，矿床中与成矿有关的脉岩的年龄

介于@HAL!M+和@IALAM+之间（表@）。

由上可见，得尔布干成矿带西南段燕山早期矿

床的特点是：产于基底隆起区的边部和隆坳交接带；

以斑岩型（乌奴格吐山式）、矽卡岩型（头道井式）为

主；成矿元素主要是>5、M(、?5。燕山晚期矿床的

特点是：成矿作用强（矿产地数目远多于燕山早期）；

产于坳陷区边部的侏罗纪火山岩中；以热液脉型铅

锌银矿床（甲乌拉式、查干布拉根式和额仁陶勒盖

式）为主。

!%# 成矿温度和盐度

表!列出了得尔布干成矿带西南段主要矿床中

石英内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和盐度。这些均一温

度值和盐度值，可以近似地代表成矿流体的温度和

盐度。相比之下，斑岩型和矽卡岩型矿床成矿流体

的温度高于热液脉型矿床；产于基底隆起区边部和

隆坳交接带的矿床（乌奴格吐山、头道井、鼎足）的成

矿 温度和盐度高于产在坳陷区边部（侏罗纪火山岩

AJ第!B卷 第@期 杨祖龙等：得尔布干成矿带西南段矿床类型、成矿分带及找矿方向

 
 

 

 
 

 
 

 



表! 得尔布干成矿带西南段主要矿床中石英内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和盐度

"#$%&! ’()(*&+,-#.,(+.&)/&0#.10&2#+32#%,+,.,&2(44%1,3,+5%12,(+2,+61#0.-40())#,+(0&3&/(2,.2
,+2(1.78&2.&0+2&5.(0(49&&0$1*#+)&.#%%(*&+,5$&%.

矿床
!!／"

范围 峰值
"（#$%&’(）／) 数据来源

乌奴格吐山 *+,!-., /+,!01,（主要），*+,!1*,（次要） /+!-.，/2,!**2- 秦克章等，*33,；赵一鸣等，*334
头道井 *-,!0+, /+,!1-, /2,!+21 本文

鼎足 *-,!1+, //,!1,, *24!424 本文

甲乌拉 *0,!1+, /0,!1/,（主要），*-,!/,,（次要） *2/!42+ 秦克章等，*33,；赵一鸣等，*334
查干布拉根 */,!1+, //,!/+,（主要），*0,!/-,（次要） *2/!-2- 秦克章等，*33,；赵一鸣等，*334
额仁陶勒盖 */,!13, //,!/+,（主要），*/,!/0,（次要） ,20/!.20 赵一鸣等，*334；本文

中）的矿床。

:2: 成矿深度

成矿深度的估计有/种方法，一是先根据流体

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和盐度估算出压力，然后，再将压

力换算成深度；二是根据矿体形成时代来估算其上

覆地层的厚度。通过上述方法，近似地估计出表/
中所列矿床的成矿深度是：乌奴格吐山*!15167、

头道井*!15167、鼎足/!067、甲乌拉,5+!/51
67、查干布拉根,5+!/67、额仁陶勒盖,5.!*5-
67。尽管这些深度数据不很准确，但也可说明产在

基底隆起区边部（鼎足、头道井）和隆坳交接带（乌奴

格吐山）的矿床的成矿深度大于产在坳陷区边部（侏

罗纪火山岩中）的矿床。按照成矿深度由大到小的排

序（鼎足!头道井!乌奴格吐山!甲乌拉!查干布拉

根!额仁陶勒盖），正好是矿床产出的构造位置从基

底隆起区向火山盆地内部逐步过渡的排列（图1）。

:2; 矿产地的空间分带

中生代隆坳交接带是该区最重要的控矿构造，

主要表现为该区所有的矿产地都沿隆坳交接带及其

两侧有规律地分布。

该区内"级构造单元由/个断隆带（新百路克

—头道井、甲乌拉—新巴尔虎右旗）以及与其相间分

布的/个断陷带构成，在这些断隆带和断陷带之间形

成了1个#8向隆坳交接带。目前所发现的矿产地

主要集中在下列/个隆坳交接带及其两侧，构成了/
个矿化集中区：

乌奴格吐山—哈拉胜隆坳交接带

主要由哈尼沟等#8向断裂控制了该隆坳交接

带。#8向断裂的#9侧是古生代花岗岩和震旦系

额尔古纳河组所构成的基底隆起，:8侧则是由多个

侏罗纪火山盆地构成的断陷带。在该隆坳交接带及

其两侧，集中了*;.万土壤化探异常/,多处（图*），

图1 得尔布干成矿带西南段成矿分带模式

<=>21 ?’@$&&A>’B=CDAB=B>E$@@’FBGAFHAI@!J’H@’FBH’C@AFAGK’’FLI>$B7’@$&&A>’B=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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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现矿产地（矿床、矿点、矿化点）!"多处，包括矿

床#处。其中，乌奴格吐山式斑岩型铜钼矿床（如乌

奴格吐山矿床、长岭矿点等）、头道井式矽卡岩型矿

床（如头道井矿床、龙岭矿点等）和鼎足式热液脉型

矿床产于隆坳交接带内或是靠近隆坳交接带的基底

一侧（图!，表!），而查干布拉根式热液脉型矿床（如

哈拉胜矿床以及图!中未标出的多个矿点、矿化点）

则分布于靠近该隆坳交接带的火山盆地中。

甲乌拉—山登脑隆坳交接带

由木哈尔、甲乌拉—查干布拉根等$%向断裂

控制了隆坳交接带。该隆坳交接带的$&侧是侏罗

纪火山盆地，’%侧为基底隆起。沿该隆坳交接带两

侧，集中了!()万土壤化探异常近*"处，以及!"多

处矿产地，包括大型矿床+处（甲乌拉、查干布拉根、

额仁陶勒盖）（图!）。其中，甲乌拉式矿床分布于隆

坳交接带内，查干布拉根式矿床产于距隆坳交接带

很近的火山盆地的边部，额仁陶勒盖式矿床则产于

靠近隆坳交接带的火山盆地中。

不同类型的矿床在上述*个$%向隆坳交接带

及其两侧呈规律性分布，从而构成以隆坳交接带为

中心的不对称分带（图+）。

在平面上，从隆坳交接带向基底隆起区，依次产

出乌奴格吐山式斑岩型矿床（,-，./）!头道井式矽

卡岩型矿床（,-，0-，01）!鼎足式热液交代脉型矿

床（23，45，01）；从隆坳交接带向火山盆地区，依次

产出甲乌拉式次火山热液型矿床（23，45，,-，01）!
查干布拉根式次火山热液型矿床（01，23，45）!额

仁陶勒盖式浅成热液型矿床（01，0-）。在剖面上，

由隆坳交接带向基底隆起区，由浅部向深部依次是

乌奴格吐山式!头道井式!鼎足式；由隆坳交接带

向火山岩盆地区，从深部向浅部依次是甲乌拉式!
查干布拉根式!额仁陶勒盖式。结合表*的数据可

知，无论是在平面上还是剖面上，上述分带都伴随着

成矿流体温度和盐度的降低（图+）。

上述区域成矿分带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向

断裂是区域性导矿构造，流体沿隆坳交接带向两侧

逐步扩散的结果。沿区域性$&向与$%向断裂交

汇部活动的燕山期岩浆作用，所产生的岩浆期后热

流体沿$%向断裂上升到隆坳交接带这一宽大的构

造空间时，大规模地向两侧扩散，在与围岩交代反应

和与大气降水交换后，流体的物理化学条件发生了

改变，其中的有用组分在次级构造空间内淀积成矿。

# 找矿方向

据上述区域成矿分带模式和区域构造分区，并

结合化探异常的分布，可以认为，得尔布干成矿带西

南段的找矿方向是在隆坳交接带及其两侧，具体为：

（!）已知矿区的深部及边部。得尔布干成矿带

西南段已知矿区深部及边部的找矿潜力非常大，主

要是因为区内已详查或勘探过的#个矿区（乌奴格

吐山、甲乌拉、查干布拉根、额仁陶勒盖）的探矿深度

大多只达地表以下+""!)""6，在剖面上，绝大部分

矿体的下部并未尖灭。而且，在这#个矿区的内部

及边部，有许多含矿带在早先被认为价值不大而放

弃工作，但最近，在矿山生产探矿中却被查明为厚大

的工业矿体（如甲乌拉矿区）。据笔者初步估算，与

已探明的资源量相比，上述#个矿区的潜在资源量

可以再翻一番，其中甲乌拉、查干布拉根、额仁陶勒

盖矿区的潜力甚至更大。

（*）乌奴格吐山—哈拉胜隆坳交接带的东北侧，

具有乌奴格吐山式、头道井式和鼎足式矿床的找矿

前景，因为这一带仍有多处较好的!()万土壤异常

未彻底查证。在该隆坳交接带的西南侧，甲乌拉式、

查干布拉根式、额仁陶勒盖式矿床的找矿潜力非常

大，因为这一带仍有多处较好的!()万土壤异常和

矿化线索未查证，目前，在这一带只发现了小型矿床

一处（哈拉胜铅锌银矿）。

（+）甲乌拉—山登脑隆坳交接带的两侧，找矿潜

力也很大。在该带的火山盆地一侧，已发现一批化

探异常和矿化线索，其中大部分均未彻底查证；在该

带的基底隆起一侧，勘查工作程度很低，虽然在!(*"
万区域调查中已经发现多处矿化线索，但尚无矿床

发现。此外，根据该区成矿分带模式，并结合矿区的

具体情况，可以推断，在甲乌拉矿区旁侧和深部有形

成乌奴格吐山式斑岩型铜矿床的可能，在额仁陶勒

盖矿区的深部及旁侧，有找到查干布拉根式和甲乌

拉式矿床的可能。

（#）该区的矿产地通常分布在隆坳交接带及其

两侧，构成矿化集中区。目前，在该区东北部和中部

的乌奴格吐山—哈拉胜和甲乌拉—山登脑*个隆坳

交接带形成了该区已知的*个矿化集中区。而在该

区西南部的另一个隆坳交接带（笔者暂称其为“高吉

高尔—海力敏”带），不但发育$%向构造，而且也有

不少化探异常和矿化线索，其找矿潜力是很明显的。

!7第*8卷 第!期 杨祖龙等：得尔布干成矿带西南段矿床类型、成矿分带及找矿方向

 
 

 

 
 

 
 

 



! 结 论

综上所述，可将得尔布干成矿带西南段的矿床

类型和区域成矿分带总结如下：

（"）铜、钼、铅、锌、银是该区的主要矿种，可划分

为#个矿床类型（斑岩型、矽卡岩型和热液脉型）、$
个矿床式（乌奴格吐山式、头道井式、鼎足式、甲乌拉

式、查干布拉根式、额仁陶勒盖式）。

（%）区内成矿主要与燕山期构造&岩浆作用有

关，燕山期隆坳相间的构造格局及超浅成&浅成的中&
酸性小岩体，控制了矿床的产出和分布。

（#）在该区，目前所发现的矿床（点）分别形成于

燕山早期（早&中侏罗世）和燕山晚期（晚侏罗世末—

早白垩世）%个主要的成矿期。燕山早期矿床的特点

是：产于基底隆起区边部和隆坳交接带；以斑岩型

（乌奴格吐山式）、矽卡岩型（头道井式）为主；成矿元

素主要是’(、)*、+(。燕山晚期矿床的特点是：成

矿作用强（矿产地数目远多于燕山早期）；产于坳陷

区边部的侏罗纪火山岩中；以热液脉型铅锌银矿床

（甲乌拉式、查干布拉根式和额仁陶勒盖式）为主。

（,）矿产地集中于燕山期隆坳交接带及其两侧，

并形成以隆坳交接带为中心的不对称分带。在平面

上，从隆坳交接带向基底隆起区，依次产出乌奴格吐

山式斑岩型矿床（’(，)*）!头道井式矽卡岩型矿床

（’(，+(，+-）!鼎足式热液交代脉型矿床（./，01，

+-）；从隆坳交接带向火山盆地区，依次产出甲乌拉

式次火山热液型矿床（./，01，’(，+-）!查干布拉根

式次火山热液型矿床（+-，./，01）!额仁陶勒盖式

浅成热液型矿床（+-，+(）。在剖面上，由隆坳交接

带向下，依次是乌奴格吐山式!头道井式!鼎足式；

由隆坳交接带向上，依次是甲乌拉式!查干布拉根

式!额仁陶勒盖式。无论是在平面上还是剖面上，

上述分带都伴随着成矿流体温度和盐度的降低。

（!）根据区域成矿分带模式和区域构造分区，并

结合化探异常的分布，可认为，得尔布干成矿带西南

段的找矿潜力主要在隆坳交接带及其两侧，具体是

在已知矿区的深部及边部、乌奴格吐山—哈拉胜隆

坳交接带和甲乌拉—山登脑隆坳交接带的两侧。此

外，位于该区西南部的另一个隆坳交接带是潜在的

矿化集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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