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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概况 

华北地台北缘内蒙地轴，是一个近东西走向隆起带，前寒武绿岩带广泛分布，为一套高、中、低级变质层状岩系。中太

古界乌拉山群绿岩带，主要分布在乌拉山和大青山南、北两麓，其变质岩石组合可分为基性麻粒岩夹片麻岩组合和片麻岩夹

麻粒岩组合。原岩建造下部为大洋拉斑玄武岩建造，夹少量科马提岩；中部为钙碱系列火山岩建造；上部为沉积岩建造。上

太古界色尔腾山岩群和下元古界马家店群绿岩带，主要分布在大青山东段，主要由糜棱岩化绿泥石英片岩、绢云石英片岩、

绿泥片岩、黑云斜长片麻岩、绿帘角闪片岩夹层大理岩和磁铁石英岩等组成，变质相达绿片岩相-低角闪岩相（李尚林等，

2009；袁华钵等，2009），在韧性剪切作用下多形成构造岩(徐国权，2001)。 

在内蒙古中部乌拉山-大青山一带，分别由乌拉山和大青山复背斜组成，区域性韧性剪切带横贯全区，呈近东西向展布，

以发育糜棱岩系为特征。对本区沉积建造、岩浆活动和金矿成矿有重要的控制作用，是内蒙古中部地区一条重要的金成矿带。 

后期脆性断裂构造极为发育。区域性断裂有山前断裂(乌拉特前旗-呼和浩特大断裂)、山后断裂（临河-集宁大断裂）和

土左旗-固阳断裂 (赵存祥等，1993；陈纪明，l996)，次级断裂主要为近东西，北西和北东向 3组，控制矿床的分布。 

2  矿区地质特征 

哈达门沟金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郊，大地构造位于华北地台北缘西段内蒙古地轴中部阴山隆起中段。矿田西起

梅力更沟，东至哈达门沟，长约 20 km，宽约 5 km，受乌拉特前旗山前深大断裂控制(郎殿有，1994)。 

矿区地质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太古界乌拉山岩群黑云斜长片麻岩、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夹斜长角闪岩、石榴黑云斜长

片麻岩夹磁铁石英岩等。乌拉山是一个复式背斜，山前存在一个次级向斜，金矿脉主要分布在山前向斜的北翼，山前钾化带

位于向斜的南翼，山前断裂沿核部通过。成矿前断裂系统以辉绿岩脉和山前钾化带为代表，为北西西和南北走向；成矿期断

裂主要是近东西向的容矿断裂系统；成矿后断裂系统主要是切割矿体断层，为北东、北东东和北西向 3组。矿田西侧为大桦

背似斑状花岗岩，矿田范围有大量伟晶岩脉出露。伟晶岩脉与金矿脉在时间和空间均有密切的关系。金矿脉呈东西向展布，

底板一般为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赋存在暗色角闪质岩石中的金矿脉品位高，厚度大。容矿围岩为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石

榴黑云斜长片麻岩和黑云斜长片麻岩等。 

矿体特征  哈达门沟金矿床已发现有上百条含金脉体，称为石英-钾长石金矿脉，大致可分为 6 大脉群：1 号脉群、13

号脉群、24号脉群、M113号脉群、49号脉群、59号脉群(图 1)。 

13号脉总长 2 200 m，倾向 164~204°，倾角 45~85°，厚度 1.56~2.30 m，延深 300~500 m，平均品位为 5.0~6.0 g/t。容矿

围岩东段为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西段为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24号矿脉长 1450m，倾向南，倾角 50~68°，厚度 1.28~4.11 

m，延深 50~415 m，金平均品位为 4.59~6.52 g/t。容矿围岩主要为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M113号矿脉总长 3 040 m，厚度

0.52~4.19 m，平均品位 1.10~9.0 g/t。容矿围岩主要为黑云斜长片麻岩等。 

各矿脉的性质比较相似，在组成上各矿脉一般由蚀变碎裂系列岩石(蚀变岩)、含金石英脉及其中的角砾岩等构成。蚀变

碎裂系列岩石以钾长石化蚀变为主要特征，具碎裂结构，可形成蚀变岩型矿化，是矿脉的主体。石英脉呈扁透镜状，含有乳

白色石英、粗粒黄铁矿、方铅矿等矿物，石英与硫化物共生，局部发育细粒黄铁矿和烟灰色石英条带，形成石英脉型矿化。

上述两种矿化类型在空间上呈相互过渡关系，具有在矿脉缓处切片理石英型脉矿化发育，在矿脉陡处沿片理蚀变岩型矿化发

育的规律。 

矿石类型与物质成分  矿石类型可划分为含金钾长石化蚀变岩型、含金钾长石化石英脉型、含金石英脉型、含金黄铁绢

英岩化蚀变岩型 4种矿化类型。 

矿石矿物成分目前已知达 50种以上，其中金属矿物 30多种，主要有黄铁矿、赤铁矿(镜铁矿)；其次是方铅矿、黄铜矿、

闪锌矿、磁铁矿、褐铁矿；少量的矿物有辉铜矿、斑铜矿、铜蓝、磁黄铁矿、白铁矿、碲铋铜矿、自然碲、碲镍矿、碲铅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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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铅矿、白铅矿。脉石矿物以石英、钾长石、铁白云石、方解石为主，其次是重晶石、天青石、绢云母、绿泥石、萤石等。 
 

 

图 5  乌拉山哈达门沟金矿地质图(据陈纪明等，1996，修编) 
1—第四系；2—中太古界乌拉山岩群；3—大桦背花岗岩；4—石英脉；5—石英-钾长石脉；6—花岗岩脉；7—辉绿岩脉；8—伟晶岩脉；9—山前钾

化带；10—矿脉；11—断层；12—105地质队矿脉编号；13—武警黄金十一支队矿脉编号 

 

金矿物主要为自然金，其次是银金矿、碲金银矿、针碲金银矿。金矿物的赋存特征以包体金为主，占统计总数的 57.69%。

载金矿物主要为黄铁矿，少数为石英、钾长石；晶隙金占统计总数的 25.92%，围绕黄铁矿边部产出；裂隙金占统计总数的

16.39%，与方铅矿、黄铜矿、石英共生。本区金矿物的成色为 84.75%~98.98%，平均为 94.49%（李强之等，1999）。 

该矿可分为 3个成矿阶段：钾长石-乳白色石英-黄铁矿阶段；烟灰色石英-细粒黄铁矿-方解石阶段；石英-碳酸盐-镜铁矿

化阶段（郑翻身等，2005）。 

围岩蚀变  钾长石化、碳酸盐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赤铁矿化、镜铁矿化、金红石化、黄铁矿化、钠长石化、硅化。

蚀变岩型矿化是该矿主要矿化类型，其中以红色钾长石蚀变为主要特色。金矿围岩蚀变具有明显的分带性，一般从围岩到矿

体，可明显分为绿泥石-绢云母外部蚀变带和钾长石-碳酸盐内部蚀变带。 

乌拉山金矿赋存在乌拉山岩群绿岩建造中，属于绿岩型金矿。据综合同位素研究成果，金矿成矿物质是混合来源，其中

地幔成分占相当大的比例。在控矿因素和成因上，属于中温钾长蚀变-石英脉型绿岩金矿，成矿时代为印支-海西期，目前探

明储量为 50 t，属大型金矿床(武警黄金指挥部，1995)。 

3  意  义 

（1）从近年来 1∶5万区调所获得的大量资料来看，在色尔腾山和大青山地区等地陆续发现了中太古界乌拉山岩群的存

在。结合内蒙古中部地区相当于中太古界乌拉山岩群的原桑干群的分布，从其分布的特征来看，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呈东西

向岛状或链岛状展布。这对于认识地壳的演化历史有着重要意义。研究区工作程度低，研究程度更低，基础地质问题和地球

物理资料等很少，内蒙古哈达门沟金矿床地质意义在于，随着地质工作的进一步深人，很有可能发现类似哈达门沟金矿床的

存在，在大青山地区，已有后石花金矿的发现，这是今后工作中应当注意的问题。而且对于在中太古界变质岩区寻找金矿床

具有指导作用。 

（2）内蒙古中部，中太古界乌拉山岩群绿岩带存在有利的成矿构造，如临河-集宁断裂、乌拉山-大青山山前断裂、固

阳-土左旗断裂等是主要控矿构造；固阳南-察右中旗韧性剪切带是重要金成矿带（赵存祥等，1993），特别是在片理化带、

破碎带、褶皱的层间滑脱构造和转折端、断层交汇处等构造复合部位是最佳成矿部位（已发现 60多处金矿床(点)发育其中），

寻找金矿具实际意义。 

（3）太古界乌拉山岩群绿岩带中已发现乌拉山、东伙房、摩天等多处绿岩型金矿床(点)，一般工程控制垂向延伸仅 200m

左右，与国内小秦岭金矿(1000~2000 m)相比有很大差异，与国外印度、南非金矿（大于 3000 rn）相比差异更大。据此，内

蒙中部在 200~3 500 m深度，可能蕴藏着大型或超大型绿岩型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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