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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力赫斑岩型金矿床矿区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境内。该金矿床发现与研究始于 20 世

纪 80年代，迄今累计提交金资源量 24100kg。前人曾对 I号矿带做过较详细的研究，认为毕力赫金矿（Ⅰ

矿带）规模为小型。实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以来，武警黄金地质研究所对毕力赫矿区开展了详细的地

质科研工作，在Ⅰ矿带外围新发现Ⅱ矿带，初步研究认为Ⅱ矿带 I号矿体为大型斑岩型隐伏金矿体，矿体

主要赋存于花岗闪长斑岩体顶(上)部内接触带及上覆火山-沉积围岩中。目前对毕力赫金矿床Ⅱ矿带的研究

已近成熟，但围岩蚀变及其空间分带性，元素组合及其空间分带性等重大问题还未做过系统研究。本次研

究的重点为Ⅱ矿带蚀变围岩岩石学特征，结合蚀变岩地球化学特征，对Ⅱ矿带围岩蚀变进行分带，确定蚀

变与金矿化的关系，总结成矿规律和找矿的蚀变标志，为矿区外围及深部找矿工作提供依据。 

1  矿床地质概况 

毕力赫金矿位于塔里木-华北板块北缘，华北陆块北(外)缘早古生代增生造山带和滨太平洋中生代陆缘

活动带的叠合部位。北和南分别以西拉沐伦断裂和华北陆块北缘断裂为界。燕山期造山后伸展作用形成了

华北板块北部中生代(J-K)著名的陆相火山-次火山岩带，以及与之相伴的金多金属矿产。 

矿区出露地层以下二叠统碎屑沉积岩和上侏罗统火山岩系为主，前者包括额里图组、于家北沟组，以

碎屑岩系为主，后者主要有玛尼图组、白音高老组，以中酸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为主。区内岩浆活动频

繁，地表出露的侵入岩主要为两类，分别为晚期红色钾长花岗岩和早期灰色-浅绿色霏细岩脉。通过钻孔揭

露，隐伏的花岗闪长玢岩、花岗斑岩为主的次火山杂岩体与矿化关系密切区内断裂构造发育，按其产状可

分为 NW向、NE向、和近 EW向断裂及与火山活动有关局部发育的环状和放射状构造。其中 NW向断裂

为矿区的主要控矿构造。金矿体主要赋存于断裂破碎带内的花岗闪长斑岩和二长花岗斑岩中，呈透镜状、

板柱状产出。矿体与围岩界限不明显，全岩矿化。本矿区矿石自然类型为贫硫化物石英网脉状蚀变岩型。

矿石矿物主要有黄铁矿，其次为磁铁矿、黄铜矿、毒砂、闪锌矿、方铅矿、自然金、银金矿、自然银等，

脉石矿物主要有斜长石、石英、钾长石，其次为绢云母、黑云母、白云母、绿泥石、绿帘石、黝帘石、碳

酸盐矿物、电气石、高岭土、粘土矿物等。载金矿物主要为石英，其次是黄铁矿、黄铜矿等。 

2  围岩蚀变主要类型及特征 

该矿床的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钾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电气石化、高岭土化、碳

酸盐化等。蚀变分带明显，具有典型斑岩型矿床蚀变特征。钾化、硅化、黄铁矿化与金成矿关系最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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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化：为矿区分布最广的蚀变类型，在各种岩性中均可出现，多分布在蚀变带中心部位，尤其在断裂

破碎带两侧更为强烈。大致分为 3个期次：早期石英呈乳白色，多含矿热液沿矿物边界及裂隙充填或以脉

状产出；主成矿期石英呈细网脉产出，灰色至烟灰色，含磁铁矿等杂质，石英粒度较小，常伴随有黄铁矿、

黄铜矿和金银矿物产出，与金矿化关系密切；成矿晚期乳白色石英多以细脉状产出，纯净，有时可交代原

岩中的长石、云母类矿物，与成矿关系不大。 

钾化：多出现于花岗闪长斑岩中，蚀变强烈时岩石整体呈肉红色。表现为斜长石多被钾长石交代，蚀

变产物主要为微斜长石和条纹长石。钾化常与高岭土化和绢云母化叠加，与金成矿关系密切。  

黄铁矿化：广泛发育于各种岩性中，是主要的载金矿物，多以浸染状产出，与金矿化关系密切。 

其他蚀变类型特征略。 

3  围岩蚀变的空间分布规律 

对II矿带 0 号剖面 6 个钻孔岩芯进行系统取样研究表明，矿区蚀变类型多，强度变化大，蚀变分带现

象较明显，总的趋势为从下向上，从蚀变内带到外带，依次为石英-绢云母化带，钾质蚀变带，绢英岩化带

和青磐岩化带（蚀变分带示意图略）。绢英岩化带多位于构造破碎带附近，后期常叠加强烈的黄铁矿化和

高岭土化，与金矿化最密切。 

石英-绢云母化带：蚀变矿物主要为石英和绢云母，少量碳酸盐化。石英为成矿前期硅化产物，含矿

热液沿裂隙进入，其中的硅质组分沿矿物颗粒之间交代，形成他形粒状的石英颗粒。此蚀变带有一定的金

矿化显示，对深部找矿具有指导意义。 

钾质蚀变带：带宽 60~80 m，大部分位于矿体底部。蚀变矿物为钾长石、石英和黄铁矿。上部靠近绢

英岩化带部分金含量较高，下部靠近石英-绢云母化部分金含量较低。 

绢英岩化带：带宽约 10 m 左右，蚀变矿物组合主要为绢云母、石英和黄铁矿，还含有少量黑云母、

绿泥石，局部可见黄铜矿化。与矿化关系最为密切。 

青磐岩化带：不同部位厚度变化范围较大，约 40~100 m。离矿体中心较远，蚀变矿物组合主要为绿泥

石、碳酸盐、绿帘石、绢云母和少量石英、黄铁矿。蚀变范围广，强度大，与金矿化关系不大。 

4  围岩蚀变化学成分变化 

对Ⅱ矿带 ZK008不同含金量花岗闪长斑岩进行化学元素分析（数据表略）。结果表明，围岩蚀变过程

中，各化学元素组分的带入带出不是很明显，带入组分为 SiO2、CaO、Na2O和 K2O，带出组分为 Al2O3、

Fe2O3和MgO，表明金矿化与硅化、钾化关系较为密切。 

5  结 论 

（1）毕力赫金矿床产在燕山期花岗闪长斑岩中，矿体展布严格受 NW 向断裂构造带控制，矿区围岩

蚀变强度大，范围广，蚀变类型多。矿区蚀变分带明显，富矿体主要分布在绢英岩化带和钾质蚀变带内。 

（2）通过对矿区围岩蚀变的系统研究表明，硅化、黄铁矿化、绢英岩化和钾化对该区找矿工作具有

重要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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