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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概况 

朱拉扎嘎金矿位于华北地台北缘西段阿拉善台隆的雅布赖山-巴音诺尔公断隆的东侧。区内出露的地层

主要为中元古界长城系渣尔泰山群书记沟组浅变质碎屑岩，与下伏新太古界哈布达哈拉片麻岩呈角度不整

合接触。增隆昌组浅变质碎屑岩和碳酸盐岩不等厚互层，与下伏书记沟组呈整合接触；阿古鲁沟组为浅变

质碎屑岩及酸性火山岩夹微晶白云岩和白云质灰岩等，为矿区主要含矿地层。与下伏增隆昌组呈平行不整

合接触。古生界发育二叠系下统苏吉组酸性火山碎屑岩；中生界出露白垩系上统乌兰苏海组湖相碎屑岩；

新生界为第三系渐新统清水营组弱固结的细碎屑岩和第四系冲洪积物。 

区域主要构造格架呈东西向和北东向，东西向构造形成较早。金矿区受南北两条东西向大断裂及其西

侧的一条北东向断裂控制。 

区内侵入岩主要为早古生代辉长岩、闪长岩，晚二叠世—中三叠世二长花岗岩、钾长花岗岩、碱长花

岗岩，其次为石炭纪闪长岩，侏罗纪花岗斑岩。侵入岩发育受构造控制明显，早古生代岩浆岩呈 EW 向展

布，石炭纪以来岩浆活动受 NE 向断裂控制。各岩体与渣尔泰山群的侵入接触界面均为外倾，而且倾角较

小，在渣尔泰山群之下可能发育隐伏岩体，为金矿的富集提供了热源。 

2 矿区地质 

2.1 矿区构造 

朱拉扎嘎金矿区位于中元古代沙布根次-朱拉扎嘎毛道凹陷带内，朱拉扎嘎毛道近 SN向背斜褶皱轴部

及朱拉扎嘎毛道 NNW 向断裂构造的南段。区内渣尔泰山群褶皱构造大体可分为三期:早期为伸展体制下顺

层韧性剪切变形形成的顺层掩卧褶皱、褶叠层；中期是在收缩体制下形成的以板理为变形面、轴面发生褶

皱的大规模线型褶皱，该期褶皱具有区域性产生的轴面劈理总体产出状态与板劈理近平行或斜交；晚期褶

皱是以中期褶皱轴面为变形面产生的宽缓褶皱为主，褶皱轴呈近 NNW 向分布。矿区位于背斜构造的转折

部位，断裂构造十分发育，主要有乌兰内哈沙推覆构造、近 SN 向断层、近 EW 向层间断裂和层间活动裂

隙，其为矿液运移与沉淀提供了空间条件。其中近 SN 向的一组断层规模较大，延伸出矿区外数公里，为

矿区的主干断层，并具有多期活动的特点。该断层将矿区分为东西两部分，断层东部(下盘)以露头矿为主，

西部(上盘)以盲矿体为主。该组断层为矿区内的主要导矿构造之一，在破碎带内具有金矿化，说明在成矿

之前形成；成矿后继续活动并被闪长岩脉侵入充填和错断矿体。 

2.2 赋矿层 

朱拉扎嘎金矿区位于朱拉扎嘎近 NNW 向叠加褶皱构造的轴部，巴彦西别-乌兰内哈沙推覆构造的下

盘，岩层呈 SE 向倾斜的单斜构造。金矿体主要赋存于阿古鲁沟组一段纹层状阳起石变质钙质粉砂岩、变

质钙质粉砂岩地层中。矿区内岩浆活动微弱，仅见一些沿 NE 和 NW 向裂隙侵入的闪长岩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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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矿体规模、形态、产状 

朱拉扎嘎金矿区内目前已发现金矿体 22 个，工程控制矿体最长 440 m，一般长 25~260 m，含矿层厚

度达 350 m，矿体由 NE 向 SW 方向逐渐变厚，单孔累计见矿厚度由北东部的 8.51 m到南西部达 51.32 m，

单层最大厚度由 7.27 m增加到 15.44 m，其中钻孔控制单层金矿体厚度达 30 m左右。矿体一般呈层状顺层

产出，与控矿地层的产状相一致。 

该矿床主要为原生矿石，其次为氧化矿石(矿体氧化带深度一般 10~15 m)。矿石中金含量一般为 0.5~4 g/t，

平均品位 2 g/t 左右。其他伴生组分含量很低，无综合利用价值。该矿床为巨厚型层控矿床，估算金储量

50余 t。 

2.4 矿石及矿物成分特征 

矿石结构有变余砂状结构、自形粒状结构、它形粒状结构和交代残余结构等。矿石构造有浸染状构造、

团块状构造、脉状构造、条带状构造等。其原生矿石有 2种类型：①蚀变岩型金矿，由硅化、阳起石化、

绿泥石化及硫化物对原岩改造而成。矿体顺层产出，规模较大，品位较低，一般含 Au2~3 g/t；②褐铁矿化

含金石英脉型矿石，沿张性断裂产出，常切穿地层，一般规模较小，但品位较高，一般 3~10 g/t，多产在

蚀变岩型矿体的上部。靠近地表，还发育有氧化矿石，主要由出露于地表的蚀变岩型矿体经风化淋滤形成，

金品位较高，一般大于 4 g/t。 

金属矿物以黄铁矿、磁黄铁矿、毒砂为主，少量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及地表氧化带常见的褐铁矿、

铜蓝、黄钾铁矾等。金属矿物在矿石中主要呈浸染状，部分呈脉状，平均含量小于 5%。脉石矿物主要是

石英、长石、绿泥石、绿帘石、透闪石、阳起石、方解石，少量白云母、黑云母、白云石、锆石、电气石

等。 

矿石中的自然金粒度较细，以微细粒金为主。通过镜下观察，矿石中自然金绝大部分分布于脉石矿物

(主要为石英和长石)颗粒之间，仅个别颗粒赋存于矿石矿物(褐铁矿、磁黄铁矿为主)中部或边部。 

矿石中矿物的生成顺序为：① 毒砂、黄铁矿明显地存在不同的两期，即呈浸染状分布于矿石中和呈

脉状充填于矿石的裂隙内，且浸染状早于脉状；② 毒砂交代石英，并被磁黄铁矿交代；③ 黄铁矿交代石

英，并被磁黄铁矿交代；④ 黄铜矿交代石英、磁黄铁矿。 

2.5 围岩蚀变 

矿区内的围岩蚀变不具分带性，主要有硅化、阳起石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绢云母化、透闪石化、

褐铁矿化、高岭土化、碳酸岩化、云英岩化和冰长石化等，其中硅化、阳起石化、褐铁矿化、高岭土化热

液蚀变与金矿化关系最为密切。在表生作用中发育玉髓化、孔雀石化、黄钾铁矾化、褐铁矿化等蚀变。 

2.6 成矿阶段 

朱拉扎嘎金矿的形成可能经历了两个成矿期，即早期金在地层中的预富集，形成矿源层；晚期金在热

液作用下再次富集成矿。金在热液期成矿可划分为如下 5 个蚀变、矿化阶段：① 硅化阶段:热液蚀变的早

期阶段，局部可能发育云英岩化。形成粗大的乳白色石英脉，不含金；② 阳起石化阶段：以阳起石化为

主，还有少量的透闪石化和透辉石化，热液蚀变温度较高，没有硫化物出现；③ 早期硫化物阶段：随着

热液温度的降低，大量硫化物开始沉淀，以磁黄铁矿为主，其次为毒砂、黄铁矿及少量黄铜矿，呈浸染状

和条带状产出，一般自形程度较差；④ 晚期硫化物阶段：一般呈脉状产出。主要矿物为毒砂、黄铁矿，

少量黄铜矿、闪锌矿、银金矿、自然金等，为成矿主要阶段；⑤晚期碳酸盐化阶段：出现大量的碳酸盐交

代早期形成的阳起石等矿物。见有少量的细粒黄铁矿，其中不含金。有少量自然金形成，一般分布于矿物

裂隙中。局部发育冰长石化。在金矿体形成之后，部分出露地表的金矿体发生了表生氧化次生富集，使得

金在近地表氧化带中进一步富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