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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查干德尔斯钼矿床是近年来在内蒙古西部中蒙边境地区新发现的一个具大型规模的隐伏矿床，辉钼

矿化呈浸染状、团块状、细脉状分布在中细粒二长花岗岩中，具斑岩型矿床的特点。笔者在矿区成矿岩体、矿化和蚀

变特征等初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辉钼矿-(<2>测年，获得模式年龄为（!?"@5A5@B）!（!??@!A5@:）)C，等时线

年龄为（!?5@"A!@!）)C〔)3D0E"@=;，#;=2>初始值为（F"@5A!@?）〕，表明区内的钼成矿时代为三叠纪，属印支期

构造<岩浆活动的产物。笔者经研究认为，内蒙古西部中蒙边境地区的额济纳旗—乌拉特后旗—苏尼特左旗一线为

一钼多金属成矿带，并初步总结了该成矿带内成矿岩体和钼矿床的特征及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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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干德尔斯钼矿床位于内蒙古西部乌拉特后旗

赛乌素镇北东约<=>6处，是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地

质矿产勘查开发院近年来新发现的一个具大型规模

的钼矿产地。钼矿化产在查干德尔斯岩体南东边缘

的内接触带，为一隐伏矿床。该矿区内目前所施工

的数十个钻孔，绝大多数见到工业钼矿化，进一步的

勘查工作正在实施中。本文在该矿床成矿岩体、矿

化和蚀变特征等初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辉钼矿

1"23-测年。

? 成矿地质背景

查干德尔斯钼矿床位于华北板块北缘、狼山裂

谷北西侧的宗乃山2沙拉扎山构造带内，夹持于恩格

尔乌苏断裂带与阿拉善北缘断裂带（或称巴丹吉林

断裂带）@条AB向区域性断裂带之间。

该矿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古元古界宝音图群

和第四系。宝音图群分布在矿区的东及东南侧，岩

性组合为灰黑色2灰绿色千枚状碳质板岩、浅变质粉

砂岩等。第四系冲洪积物分布在矿区低洼处和沟谷

中，由砂土和砾石构成。

由于强烈的物理风化及风沙覆盖，区内地表构

造形迹难以识别，但在钻孔岩芯中多处见有构造破

碎带，卫星图片上显示有AB向断裂通过该矿区。

区内岩浆岩发育，主要有呈岩基产出的中细粒

二长花岗岩（查干德尔斯岩体）。此外，矿区内还见

有多条以AB向为主的细晶岩脉穿插于二长花岗岩

体中。钼矿化主要产在中细粒二长花岗岩体南东缘

的内接触带，受AB向构造的控制（图?）。

@ 成矿岩体特征

*C+ 地质特征

该矿区内出露的岩浆岩大致以图?中的虚线为

界，其外侧为“肉红色花岗岩”，内侧为“浅色花岗

岩”。在野外的多条剖面上均可见两者呈渐变过渡

关系；显微镜下观察则表明，两者在矿物成分和结构

构造上并无明显区别，均为中细粒二长花岗岩，其外

观上的差异主要为蚀变作用所致。

“肉红色花岗岩”是二长花岗岩强烈钾化的产

图? 查干德尔斯钼矿区地质简图

?—第四系；@—古元古界宝音图群；=—中细粒二长花岗岩；

D—石英脉；E—勘探线及钻孔；F—蚀变分带及矿化边界；

G—查干德尔斯岩体；H—断裂；<—硅石矿；?I—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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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其主要矿物组成为：石英=ET!DET、钾长石

@HT!=@T、斜长石@IT!@HT、黑云母@T!DT，

副矿物有磷灰石、锆石等。该类岩石钾化强烈，但云

英岩化和硅化较弱。钾化呈面状、脉状、团块状产

出，野外可见从新鲜中细粒二长花岗岩!钾化花岗

岩!钾长石脉的渐变关系。

“浅色花岗岩”是二长花岗岩弱钾化、强烈硅化

和云英岩化的产物，与区内钼矿化的分布范围大致

相当。其主要矿物组成为：石英DIT!EHT、钾长石

@IT!@ET、斜长石@IT!@ET、黑云母?T!=T、

白云母?T，副矿物有磷灰石、锆石等。该类岩石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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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较弱，主要沿裂隙呈线状、不规则团块状不均匀分

布，云英岩化和硅化则较为强烈，呈面状、脉状产出。

!!! 地球化学特征

本次研究在该矿区内采集了"个新鲜的中细粒

二长花岗岩样品，其主元素、稀土元素及微量元素分

析结果见表#。

主元素特征

由 表#可 见 ，区 内 二 长 花 岗 岩 的!（$%&’）为

表" 查干德尔斯钼矿区内二长花岗岩的主元素、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分析结果

#$%&’" ($)*+’&’,’-./，011$-2.+$3’’&’,’-./3*,4*/5.5*-/*6,*-7*-5.538+$-5.’6+*,.9’:9$8$-2’’+/5,*&;%2’-<,2’4*/5.
组分 ()*#+ ()*## ()*#, ()*#- ()*#. ()*’+ ()*’’ ()*’/

!（0）／1
$%&’ -+!-, 2.!-. -#!.+ -/!2. -,!," -/!3+ -’!’+ -,!3-
45’&/ #,!32 #3!#, #,!’3 #/!/# #/!’, #/!-+ #,!’# #/!#/
67’&/ +!"3/ +!-.. +!.3, +!.+" +!-/2 +!..# +!2.+ +!"/"
67& #!"3 ’!+/ #!3/ #!33 +!2.3 #!## #!3+ #!#,
(8& ’!## ’!2+ #!2/ #!+2 +!-"" #!2# #!2" #!,+
9:& +!-#" +!-’/ +!,"" +!,+2 +!#,/ +!,/# +!,"’ +!/23
;’& /!33 /!,’ ,!+3 ,!#- 3!’" /!-. /!"# /!2"
<8’& ,!+# ,!#3 /!"" /!,2 /!/’ /!-, ,!’, /!3+
=%&’ +!’2, +!’"- +!’/3 +!’/" +!+"# +!#"- +!’+# +!#.-
>’&3 +!##3 +!#,+ +!+"+ +!+,2 +!+22 +!+.’ +!+"- +!#++
9?& +!+,# +!+,’ +!+/’ +!+’/ +!+#3 +!+/# +!+’" +!+’2
灼失 +!32, +!’23 +!/-, +!’,- +!-,’ +!/+" +!,3, +!/",
(&’ +!’,3 +!’’’ +!#"/ +!#-+ +!,#- +!#+/ +!’/’ +!##2
总和 ..!2’ ..!2# ..!3. ..!’" #++!++ ..!3. ..!"# ..!,3

!（0）／#+@2

A8 ’"!" /,!- /,!# 3"!, "!-2 ’’!" #-!3 ’-!/
(7 3+!" 3-!+ 3"!3 ##2 #3!2 /-!- /#!- ,,!2
>B 3!.# 2!’2 2!3. #,!- #!"" ,!3’ /!3- 3!’-
<C #.!- ’+!’ ’#!# 3#!/ 2!/" #3!+ #’!’ #2!.
$D /!,’ /!+" /!/2 #+!# #!3- ’!-/ ’!’, ’!2+
EF +!2" +!-’ +!2" +!-3 +!#" +!33 +!,- +!32
)C ’!2/ ’!/- ’!,. "!+" #!/+ ’!+. #!2. #!.,
=G +!/3 +!’. +!/# #!#. +!’2 +!/+ +!’3 +!’/
*H #!-- #!/’ #!," 2!,+ #!3’ #!3’ #!/+ #!#,
IJ +!/# +!’’ +!’2 #!#3 +!’" +!’- +!’/ +!#.
EB +!"3 +!3. +!-# ’!./ +!"+ +!-/ +!2’ +!3#
=D +!#/ +!+.. +!## +!,- +!#2 +!#/ +!## +!+",
KG +!., +!2/ +!-2 ’!"" #!#2 +!"3 +!-2 +!3,
AF +!#/ +!+"2 +!## +!/" +!#2 +!#’ +!## +!+-2
K .!#+ 2!,’ -!’# ’.!2 "!-" -!2. 2!2" 3!’.

!LEE ##2!,’ #’-!32 #/+!32 ’-,!-/ ,+!+# ".!/# -’!-3 #+#!.,
"EF! +!2- +!-. +!2. +!’3 +!/" +!2" +!-’ +!-,
(F .!-2 #2!#+ #’!-+ #3!3+ /"!’+ ’’!/+ #’!,+ "3!#+
>G ’/!2+ ’+!.+ ’,!’+ /3!,+ ’,!"+ ’’!++ ’,!2+ ’#!’+
M? 3/!3+ ,3!2+ ,2!#+ ,/!,+ #,!++ ,.!++ ,3!,+ ,/!,+
N +!.2 +!3’ #!’. -!/2 /!/, +!.- +!2, #!’2
$? ’!3+ /!-+ #!"+ ’!"+ ,!/" ’!"+ #!"+ ’!.+
9J #!,+ +!-+ ’!3+ ’!-# 3!’’ /!++ #!2# #+!#+
0% +!#2 +!’, +!+-. +!’+ +!#, +!// +!3’ 3!##
LG ##+ ""!. #/" #/# ’", #2/ #+. #-2
<G .!3/ .!’. "!32 ##!’ #3!+ .!.’ 2!-3 -!-"
=8 #!/’ #!+- #!#. +!2- /!.+ #!2’ +!.2 +!"/
MB ##, #,, #’+ #/, /+!’ "+!, "/!" #+#
IO /!/2 /!"’ /!3, ,!,, #!/- ’!3. ’!2/ ’!-2

!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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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为$#)/%!/#!0%，平均$#$!%。其里特 曼 指 数

"10#/$!(#(2，属钙碱性系列；3／4*.值为0#""!
)#0$，表现为铝弱过饱和。

稀土元素特征

由表)可见，区内二长花岗岩的稀土元素总量

为低至中等，变化大，#566为（&0#0)!($&#$2）7
)08!。其#9566／#:5661!#0"!()#$!，轻、重稀

土元素分馏显著。"6;10#(’!0#$"，铕亏损中等至

强烈。其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呈向右缓倾斜的“<”字

型（图(），具有重熔型花岗岩的特征。

微量元素特征

区内二长花岗岩的!（=>）、!（?@）的平均值分

别为2#&7)08!和0#/’7)08!，与花岗岩维氏值相

比明显富集，4;、AB、CD、E、FD等略有富集或出现贫

化。

其非活动性元素的特征比值为：*B／G+比值

2#/0!)!#$(，CH／:I比值((#0&!22#"2。*B／G+比

值远低于地幔平均值（!0），而接近地壳均值（)0）（黎

彤，)"$!）；CH／:I比值也大都低于地幔均值（2&!
!0），接近地壳均值（EJKJL>MN，)""’）。微量元素特

征比值也显示出该矿区内的二长花岗岩主要为地壳

熔融的产物。

2 矿化及蚀变特征

图( 查干德尔斯矿区内二长花岗岩的稀土元素配分图

O@PQ( 4M>DKH@RJSD>HT+N@UJK566L+RRJHDV>IT>DU>D@R@W
PH+D@RJIH>TRMJ4M+P+DKJJHV@KJL>V@R

!Q" 矿化特征

该矿区内的钼矿体主要隐伏于地表以下，地表

所见则为大量不同方向、规模不一的含矿石英脉，石

英脉的!（=>）为0#0(%!0#0&%，难以圈出工业矿

体。

地表含矿石英脉的特征

在该矿区的地表，石英脉极其发育，主要分布在

弱钾化、强云英岩化和硅化的中细粒二长花岗岩中，

与钼矿化的分布范围大致相当（图)）。含矿石英脉

具有以下特征：

$ 石英脉可分为*6（20!’0X）向、*E（200!
22’X）向、近 F*（*E2’0X!*6)0X）向 和 近 6E

（*6$0X!F6))0X）向&组。不同方向的石英脉中均

见有少量孔雀石化、黄铁矿化和褐铁矿化，其脉壁及

微裂隙中常见有云英岩化。其中，*6向、近F*向

和近6E向2组均出现了早期无矿化石英脉破碎后

被硅质再胶结的现象，构造角砾棱角分明、大小混

杂，表明成矿期的构造活动具有张性特征；*E向石

英脉规则平整，具压性特征，无破碎后再胶结的特

征，表明成矿期张应力的方向为*6SFE向。

% 该矿区的北东段有一个硅石矿采场（图)）。

采场内发育有不同方向的石英脉、石英团块、伟晶岩

脉和伟晶岩团块，以近F*向和*6向(组为主。这

些石英脉、石英团块、伟晶岩脉和伟晶岩团块共同组

成硅化壳或伟晶岩壳，指示出该地段可能是成矿岩

体的凸起部位，而且，该岩凸周边钼矿体的赋存标高

要相对高于其他地段。

钼矿体特征

从现有的工程控制情况来看，该矿区内的钼矿

体主要赋存在地表以下)&!$20T范围内的中细粒

二长花岗岩中，钼矿化分布不均匀，单工程均可圈出

多个矿体，如：C.(钻孔在)0"#")!’22#))T见矿$
层，!（=>）为0#0!%!0#&(/%，最大视厚度’T；

C.2钻孔在20#!0!)"(#$’T见矿!层，!（=>）为

0#0!%!0#2)/%，最大视厚度)$#0/T；C.&钻孔

在&(#")!’0$#’(T见矿))层，!（=>）为0#0!)%
!0#&0(%，最大视厚度))T；C.!钻孔在&)#)$!
)"/#/0T见矿&层，!（=>）为0#0!(%!0#2(’%，

最大视厚度)$#&&T。由于区内勘查工作尚在进行

中，对矿体的划分及连接等工作尚未完善，据初步统

计，区内矿石的!（=>）均值为0#0!%!0#&2%，

!（?@）为0#02%、!（4;）为0#0’%。

矿石特征

矿区内钼矿石的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铁矿、辉钼

矿及少量的黄铜矿、辉铋矿、孔雀石等，呈浸染状、团

块状及脉状产出，分布在石英脉微裂隙中、石英脉边

0/2 矿 床 地 质 (0))年

 
 

 

 
 

 
 

 



部以及蚀变二长花岗岩中；非金属矿物主要有石英、

云母、长石及少量高岭石等。主要矿石矿物为辉钼

矿，呈钢灰色、半自形!自形鳞片状产出，粒径一般为

"#"$!%&&，最大可达’&&。辉钼矿的产出形式

主要有$种：一是以单一的叶片状或团块状集合体

产出；二是与黄铁矿、辉铋矿、黄铜矿等共生产出。

!#" 蚀变特征

由横贯该矿区的路线剖面可见，钼矿化分布区

的外侧为强钾化分布区，形成了所谓的”肉红色花岗

岩”，钼矿化分布区（内带）则为强烈的云英岩化、硅

化以及不均匀分布的钾化、高岭土化、绿泥石化、绿

帘石化、碳酸盐化等，偶见萤石化。强烈的云英岩化

与钼矿化的关系最为密切，经剖面调查大致圈出了

强云英岩化、硅化的分布范围（图%）。矿区内的强云

英岩化、硅化蚀变带总体呈()向分布，与区内构造

线方向及成矿期构造的张应力作用方向基本一致，

大致代表了矿体的走向，实际勘查资料也证实了矿

体为()走向。

钼矿石的金属矿物组合简单，黄铁矿、辉钼矿、

辉铋矿、黄铜矿等共生产出，矿脉之间无相互穿插现

象。矿化强度与云英岩化强度呈正相关关系，经初

步研究，区内的矿化和蚀变应为同期成矿作用的产

物。大面积的钾化（碱性蚀变）及强烈的硅化使矿质

析出，云英岩化（酸性蚀变）使成矿环境由碱性转变

为酸性，形成地球化学障，从而导致矿质沉淀，形成

矿体。钼矿化呈浸染状、脉状、团块状产在中细粒二

长花岗岩中，具有“斑岩型”或南岭地区所谓的“岩体

型”矿化的特征。

* +,!-.同位素测年研究

##$ 样品特征

本次用于+,!-.测年研究的/件样品均采自查

干德尔斯矿区的钻孔岩芯，原始样重$""!’""0。

取样位置及样品简要特征见表$。

##" 分析方法和流程

辉钼矿单矿物的挑选在广西大学矿物工程实验

室完成，各样品的重量见表$。+,!-.同位素分析在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完成，样品处理、分析方法及

流程参照有关文献（杜安道等，%11*；$""%；屈文俊

等，$""2；3456,7,89:#，%11’；;<,89:#，$""*）。

##! 测试结果

/件辉钼矿样品的测定结果列于表2。所有数

据已 经 过 空 白 校 正，实 验 室 的 流 程 用 国 标=;>
（?@A"**2B）控制。

由/件辉钼矿样品得到的模式年龄为（$*"C2D
2C1）!（$**C$D2C’）E9，加权平均值为（$*$C/D
%C2）E9。采用F3-GH-I软件（H<JK50，%111）对所

获得的/个数据进行了等时线计算，得到的等时线

年龄为（$*2C"D$C$）E9（!L/，E3A;L"C/M）（图

2）。

’ 讨论和结论

%#$ 查干德尔斯钼矿床的成矿时代

（%）在%M/-.!%M/+,图（图2）中，/件辉钼矿样品

表" 取样位置及样品简要特征

&’()*" +,-’./,0’01-2’3’-.*3/4./-4,5.2*4’67)*45,31’./08
样品号 取样位置 "（辉钼矿）／0 样品描述

>?;% NO2$!1（B%1!B$%&） "#’ 辉钼矿呈浸染状、团块状分布在石英细小脉及蚀变花岗岩中，粒径%
!$&&，与黄铁矿共生

>?;$ NO2$!1（’$"!’$M&） "#’ 辉钼矿呈浸染状、团块状、脉状分布在石英细小脉及蚀变花岗岩中，

粒径%!$&&，与黄铁矿、黄铜矿共生

>?;2 NO2$!1（*$"!*$%&） "#1 辉钼矿呈宽约$&&的细脉状产于蚀变花岗岩中，粒径"#’!%&&
>?;* NO2$!/（’%/&） "#*M 辉钼矿呈团块状分布在石英脉旁侧的云英岩中，粒径$!2&&，与

细粒黄铁矿共生

>?;’ NO2$!/（$%"!$%$&） "#*’ 辉钼矿呈浸染状、团块状分布在石英脉边部及蚀变花岗岩中，粒径$
!2&&，与细粒黄铁矿共生

>?;B NO2$!/（%//&） "#/’ 辉钼矿呈浸染状分布在蚀变花岗岩中，粒径"#’!%&&
>?;/ NO’B!1（’2$&） "#’ 辉钼矿呈团块状分布在石英脉边部及蚀变花岗岩中，粒径"#’!%

&&，与细粒黄铁矿共生

%M2第2"卷 第2期 蔡明海等：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查干德尔斯钼矿床地质特征及+,!-.测年

 
 

 

 
 

 
 

 



表! 查干德尔斯矿区内辉钼矿的"#$%&同位素数据

’()*#! "#$%&+&,-,.+/0(-(,12,*3)0#4+-#&15,2-6#76(8(40##5&+0#.,&+-

样品号 !／!
"（"#）／（!!／!） "（普$%）／（&!／!） "（’()"#）／（!!／!） "（’()$%）／（&!／!） 模式年龄／*+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 /0/’123 ’4503 ’0) /0/332 /01346 ’1’06 ’0’ 3430( 30) 1350( 50)
,-.1 /0/’/16 ’1(04 ’0/ /0/2(/ /0’144 (’0/’ /062 51)02 50/ 1310’ 506
,-.5 /0/’’31 ’360/ ’0’ /0/34) /0’6)/ 4’0)( /0)/ 5)/04 501 1310’ 503
,-.3 /0/’/34 ’2(05 ’03 /0/22’ /0/6’) 44025 /0(( 3/20( 501 13301 502
,-.2 /0/’’16 1’’03 105 /0//(3 /03/5) ’5104 ’03 2550/ 30) 13/05 504
,-.6 /0/’15’ 1/60’ 101 /0/2)5 /0’41) ’1402 ’03 21202 304 1350/ 504
,-.) /0/’13( 25063 /03’ /0/3)1 /0’2() 550)’ /016 ’5603 ’0’ 13105 505

注：普$%是根据78#9值的锇同位素丰度，通过’41$%／’4/$%测量比计算得出的；’()$%是’()$%同位素总量；"#、$%含量的不确定度包括样品和

稀释剂的称量误差、稀释剂的标定误差、质谱测量的分馏校正误差、待分析样品同位素比值测量误差，置信水平42:；模式年龄的不确定度

还包括衰变常数的不确定度（’;/1:），置信水平42:；模式年龄计算中，’()"#衰变常数"<’0666=’/>’’+>’。

图5 查干德尔斯矿区内辉钼矿的"#?$%等时线图

@8!05 "#?$%8%ABC9A&ADEAFGHI#&8J#%D9AEJC#
,C+!+&I##9%8I#KA%8J

的数 据 点 均 排 列 在 一 条 直 线 上，其 相 关 系 数 为

/;444(。该直线对应的等时线年龄值为（135;/L
1;1）*+；*MN.</;)(；’()$%初始值为（>/;5L
1;3），在误差范围内接近零值。该等时线年龄值与

模式年龄〔（13/;5L5;4）#（133;1L5;2）*+〕基本

一致。（1）该矿区内的钼矿化产在中细粒二长花岗

岩中，辉钼矿呈单一片状，或以浸染状、脉状、团块状

产出，或与黄铁矿、黄铜矿、辉铋矿等共生产出，矿脉

之间无相互穿插现象，表明其为同期成矿作用的产

物。

综上 所 述，本 次 所 获 得 的"#?$%等 时 线 年 龄

（135;/L1;1）*+代表了查干德尔斯钼矿床的成矿

年龄。

中蒙边境及邻区地处华北?塔里木板块与西伯

利亚板块之间的中亚造山带内，主体构造为古大陆

边缘地体拼接带，海西期是板块活动的高峰期，两大

古陆块最终碰撞对接拼合为一个整体，大规模成矿

作用与海西期各类岩浆的上侵定位及分异演化过程

有关（ 唐 克 东，’441；聂 凤 军 等，1//3）。 朱 永 峰

（1//)）根据近年来在新疆地区所获得的一批高精度

印支期同位素年龄，提出印支期是中亚地区重要的

成矿时期之一。北山地区小狐狸山钼矿床的"#?$%
等时线年龄〔（11/;/L1;1）*+〕（彭振安等，1/’/+）

以及本次所获得的查干德尔斯钼矿床的成矿年龄，

进一步表明印支期岩浆活动与成矿作用在中亚地区

具有区域性特征，重视印支期成矿作用的研究不仅

对区内新一轮的大规模地质找矿具有指导意义，同

时，对深入认识中亚地区的构造演化也有一定的科

学价值。

90: 区域钼成矿特点

近年来，在内蒙古西部中蒙边境的额济纳旗—

乌拉特后旗—苏尼特左旗一线先后发现了流沙山钼

金矿、额勒根乌兰乌拉钼铜矿、独龙包钼矿、小狐狸

山钼矿、查干德尔斯钼矿、查干花钼矿和乌兰德勒钼

铜多金属矿等一大批钼矿床，规模为中?大型，充分

显示出这一地区为一近ON向展布的钼多金属成矿

带。初步研究表明，该钼多金属成矿带具有如下特

征：

$ 与钼多金属成矿有关的岩石类型均为钙碱

性、铝弱过饱和重熔型花岗岩类。

% 成矿岩体地表发育有大量石英脉，石英脉壁

1(5 矿 床 地 质 1/’’年

 
 

 

 
 

 
 

 



及其内的微裂隙中见有云英岩化，石英脉本身的钼

含量并不高，多低于边界品位。

! 成矿岩体的蚀变主要为钾化、硅化、云英岩

化等。钾化和硅化的分布面积广，而云英岩化主要

分布在近矿部位，与成矿的关系更直接。大面积的

钾化（碱性蚀变）及强硅化使矿质析出，云英岩化（酸

性蚀变）使成矿环境由碱性转变为酸性，形成地球化

学障，从而导致矿质沉淀，形成矿体。

" 以钼成矿为主的岩体，如北山地区的独龙

包、小狐狸山（彭振安等，!"#"$）及乌拉特后旗的查

干德尔斯、查干花等，均具有 %&、’(明显富集，)、

*+、,-、.$、/+等贫化或略有富集的特征，因此，%&、

’(的地球化学异常是寻找钼矿的良好标志。

# 钼矿化均具斑岩型成矿特征，规模为中0大

型。成矿元素既有以 %&为主的（小狐狸山、独龙

包），也有以%&0,-（额勒根乌兰乌拉）、%&01-（流沙

山）组 合 为 主 的。成 矿 时 代 有 海 西 期（聂 凤 军 等，

!""!；!""2）、印支期（彭振安等，!"#"3）和燕山期（陶

继雄等，!""4），显示出该成矿带内具有多期成矿。

因此，在该带内寻找钼矿时，不应受岩体时代的限

制，而要重视岩体中的钾化、硅化、云英岩化以及

%&、’(地球化学异常等找矿标志。

志 谢 野外工作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

产勘查开发局生产技术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地

质矿产勘查开发院领导和同行们的热情帮助，在此

表示衷心感谢！

!"#"$"%&"’

5-15，6768，9(+:)，/&-;<，*-+98，*-+5/，,=7+*/

3+><-)?@#44A@1BC->D&+C=7E=7+(-F0&BF(-FG7&H=E&+&FI

7CED&JF&KD$>7+(C7B［?］@1HC3L7K&G(H3*(+(H3，MN（A）：OO40OAP
（(+,=(+7B7Q(C=R+GK(B=3$BCE3HC）@

5-15，/=3&5%，)3+G*;，*-+5/3+>8(-59@!""#@.E7H(B7

S70TB>3C(+GJ&EF&KD$>7+(C7$DU50:VU%*Q(C=,3E(-BC-$7B3FI

WK7WE7W3E3C(&+［?］@S&HX3+>F(+7E3K1+3KDB(B，!"（A）：!AP0!2!
（(+,=(+7B7Q(C=R+GK(B=3$BCE3HC）@

5-15，)-*<，*-+5/，S(H=3E>%6*，?&=+%3+>5F(CED%@

!""A@.E7W3E3C(&+3+>H7EC(J(H3C(&+&JS70TB>3C(+GE7J7E7+H7F3C7I

E(3KB：%&KD$>7+(C768.3+>?5,［?］@L7&BC3+>3E>3+>L7&3+3KDC(I

H3KS7B73EH=，!N（#）：A#02!@

8(V@#4PM@V=773EC=H&+C7+C&JH=7F(H3K7K7F7+C［?］@L7&H=(F(H3，

2（O）：#MP0#PA（(+,=(+7B7）@

:(7Y?，?(3+G*6，/=3&*%，’3(5%，8(-9，/=3&9%，)3+G;

83+>*-;;@!""!@L7&K&G(H3KJ73C-E7B3+>F7C3KK&G7+(HCDW7&J

C=78(-B=3B=3+G&K>（F&KD$>7+-F）>7W&B(C(+RZ(+[(（WE7J7HC-E7），

Q7BC7EU++7E%&+G&K(3［?］@L7&K&GD0L7&H=7F(BCED，O"（#）：#0P（(+

,=(+7B7Q(C=R+GK(B=3$BCE3HC）@

:(7Y?，?(3+G*6，/=3+G9，8(-93+>6-.@!""A@L7&K&G(H3KJ73I

C-E7B3+>&E(G(+&JW&EW=DEDH&WW7E>7W&B(CB(+,=(+30%&+G&K(3

$&E>7EE7G(&+3+>(CB+7(G=$&E(+G3E73B［?］@%(+7E3K57W&B(CB，!O
（!）：#PM0#N4（(+,=(+7B7Q(C=R+GK(B=3$BCE3HC）@

:(7Y?，<-)?，8(-9，5-153+>?(3+G*6@!""2@S70TB(B&C&W(H

3G7>3C(+G&JF&KD$>7+(C7B7W3E3C7BJE&F RK7G7+W&EW=DED%&
（,-）F(+7E3K(\7>3E73，+&EC=Q7BC7E+1K]3，Q7BC7E+U++7E%&+G&I

K(3［?］@%(+7E3K57W&B(CB，!A（M）：MON0MAM（(+,=(+7B7Q(C=R+GI

K(B=3$BCE3HC）@

.7+G/1，8(66，<-)?，/=3+G*<，5(+G6?，,=7+;S，/=3+G

’，/=3+G9/，;-%3+>,3(%6@!"#"3@%&KD$>7+(C7S70TB

3G7&J;(3&=-K(B=3+F&KD$>7+-F>7W&B(C(+’7(B=3+3E73，U++7E

%&+G&K(3［?］@%(+7E3K57W&B(CB，!4（O）：2#"02#M（(+,=(+7B7Q(C=

R+GK(B=3$BCE3HC）@

.7+G/1，8(66，/=3+G*<，;-%，,=7+93+>,3(%6@!"#"$@

,=3E3HC7E(BC(HB&J%&0F(+7E3K(\7>GE3+(C7(+C=7;(3&=-K(B=3+>7I

W&B(C，’7(B=3+3E73，U++7E%&+G&K(3［?］@L7&K&GD3+>R]WK&E3C(&+，

AM（!）：!4#0!4P（(+,=(+7B7Q(C=R+GK(B=3$BCE3HC）@

<-)?3+>5-15@!""O@V=77K7HCE&H=7F(H3K$7=3̂(&E&J>&W3F(+7

&+.&KD（H(+H=&F7E&+(H3H(>）F&>(J(7>GK3BBDH3E$&+7K7HCE&>73+>

(CB>7C7HC(&+［?］@S&HX3+>%(+70

E3K1+3KDB(B，!!（A）：!2A0!2P（(+,=(+7B7Q(C=R+GK(B=3$BCE3HC）@

*=(E7D*’3+>)3KX7ES?@#442@,3E(-BC-$7>(G7BC(&+J&EK&Q0$K3+X

E=7+(-F0&BF(-F3+3KDB(B，1+3K［?］@,=7F@，MP：!#OM0!#A#@

V3+G_5@#44!@V7HC&+(H7̂&K-C(&+3+>F(+7E&G7+7C(HE7G-K3E(C(7B&J

C=7J&K>$7KC3K&+GC=7+&EC=7E+F3EG(+&J*(+&0_&E73+WK3C7［%］@

’7(Z(+G：.7X(+G‘+(̂7EB(CD.E7BB@!PPW（(+,=(+7B7）@

V3&?;，)3+GV，,=7+/6，8-&//，;-8<，63&;93+>,-(8

)@!""4@V=7S70TB(B&C&W(H>3C(+G&JF&KD$>7+(C7JE&FC=7)-I

K3+>7K7F&KD$>7+-F0H&WW7EW&KDF7C3KK(H>7W&B(C(+*&+(>/-&[(&J

U++7E%&+G&K(33+>(CBG7&K&G(H3KB(G+(J(H3+H7［?］@S&HX3+>%(+70

E3K1+3KDB(B，!N（O）：!A40!2O（(+,=(+7B7Q(C+R+GK(B=3$BCE3HC）@

)7>7W&=K_6@#442@V=7H&FW&B(C(&+&JC=7H&+C(+7+C3KHE-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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