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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和日图金矿位于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境内角力格太南约 10 km处，大地构造处于华北地台北缘西段，赋存在上太古界色

尔腾山岩群柳树沟岩组中，属绿岩型金矿。长期以来，乌拉特中旗角力格太-哈台山等地，被认为只有中上元古界白云鄂博

超群出露，而无更老地层的报道(内蒙古区测队，1982；李继亮，1982；1987；乔秀夫等，1982；马杏垣，1983；1989；王

鸿祯等，1984；1987；王辑，1987；1989；1992；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产局，1991)。2006 年以来，在该区进行 1∶5 万区

调工作，发现一套含磁铁石英岩、黑云石英片岩和黑云斜长片岩等的片岩系存在，为上太古界色尔腾山岩群的特征，从而确

定本区有上太古界色尔腾山岩群的存在。这一发现不仅对本区区域地质构造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在变质岩区寻找

绿岩型金矿床具有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1  上太古界色尔腾山岩群 

角力格太-哈台山等地的太古界色尔腾山岩群，呈东西向展布。据其岩性组合、变质特征，及其与上下地质体的相互关

系，结合区域对比，将其划归上太古界色尔腾山岩群东五分子岩组及柳树沟岩组。 

（1）东五分子岩组（Ar3d）：岩性为银灰色、灰黑色十字石榴黑云片岩、石榴黑云片岩、黑云石英片岩、浅粒岩、黑云

斜长变粒岩夹磁铁石英岩，局部夹灰绿色斜长角闪片岩、灰绿色阳起片岩等。其中磁铁石英岩局部富集成磁铁矿体。变质相

达高绿片岩-低角闪岩相，恢复原岩为陆源碎屑岩夹中基性火山岩。未见底。 

（2）柳树沟岩组（Ar3l）：岩性为暗灰色石榴黑云石英片岩、角闪斜长片岩及二云石英片岩夹灰白色石英岩和角闪片岩，

局部夹灰白色薄层大理岩等，变质相达高绿片岩-低角闪岩相，恢复原岩为陆源碎屑岩夹中基性火山岩和碳酸盐岩。柳树沟

岩组是金矿的矿源层，局部富集成矿。在柳树沟岩组出露的区域，第四系冲积物中均含有沙金。与下伏东五分子岩组呈断层

接触，与上覆长城系白云鄂博群尖山组呈断层接触。 

本区出露的色尔腾山岩群东五分子岩组、柳树沟岩组与内蒙古中部色尔腾山地区及三合明地区等地的色尔腾山岩群在岩

石组合、变质相、原岩组合及含矿性等均可对比(李尚林等，2007；2008；2009)。 

2  金矿地质特征 

2. 1 地质及矿化特征 

金矿化赋存在柳树沟岩组中的韧性剪切强变形带中，变形与矿化成正比，尤其是发育分层顺层剪切的强变形带，迭加糜

棱岩化则矿化更好。这种强变形柔皱或糜棱岩化为矿液流动和淀积的提供了空间，在整个绿岩内糜棱岩化强变形地段，多数

都有金异常显示，只是在强蚀变和强变形的局部形成工业矿体，背斜转折端易形成厚大矿体。矿化比较好的地段，变质(变

形)分异作用也较强，即出现大量平行片理的硅质条带和长英质条带。这些条带宽窄不，边界渐变，与成分层和片理平行。

这些条带一般黄铁矿含量高，金品位也高。显示了变质流体参与了金元素的迁移富集，变质(变形)分异作用越充分，矿化越

好。后期沿斜切片理的构造裂隙贯入的石英脉一般不具矿化或矿化很弱。在所有圈定的矿体中，呈东西向带状产出，与围岩

呈渐变过度关系。它们同围岩的剪切面理产状一致，沿走向及倾向呈舒缓波状产出，单个矿体形态较为复杂，总体以平行斜

列式产出为主。 

2.2 地球化学特征 

研究区色尔腾山群分布区异常多，强度高，面积大，一般为十几—数十平方千米，多数为复合异常。异常元素以Au、

Sb、As、Bi组合为主，其次为B、Ag、F、Cd、Pb、Mo、Be、Li，还伴有Cu、Zn、Hg、Sn弱异常。其中Au、Bi具有二级浓

度分带，其他元素为一级浓度分带。与Au关系密切的元素有As、Ag 、Zn、Pb、Cu、Mo，其中近矿指示元素为Cu、Mo，

矿头晕元素为As、Ag、Pb、Zn。 

2.3 围岩蚀变 

围岩蚀变主要有褐铁矿化、硅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为主，次为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碳酸盐化、钾化等，分带性不

明显，蚀变后的绿片岩地表呈褐黄色褪色带，这种蚀变褪色带往往发生在变形强的糜棱岩化带内，大体平行片理展布。其中

强硅化、黄铁矿化、褐铁矿化与金矿化有关，绿泥石化和碳酸岩化呈面型分布，与金矿成矿关系不大。硅化、黄铁矿化可划

分两个阶段，早期阶段形成蚀变绢云石英片岩型金矿，晚期形成含黄铁矿长英质糜棱岩型金矿。 

2.4 矿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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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有3种：①片岩型：为本区的主要矿石类型，矿石品位、厚度均较稳定，形成的矿体规模较大，但品位较贫；②石

英脉型：矿体规模较小，金品位较高，变化也大；③长英质糜棱岩型：由长英质岩石金矿化形成，可独立形成矿体，金品位

低，平均1-1.5g/t。 

2.5 矿石特征 

矿石矿物成分以黄铁矿、自然银、金矿物为主，次为黄铜矿、方铅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次为绢云母、斜长石、绿

泥石及少量方解石等。矿石结构主要为自形晶粒状结构、半自形-它形粒状结构、交代残留结构、包含结构、糜棱结构、碎

裂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有片状、片麻状、稀疏浸染状等。 

金呈独立金矿物存在，以银金矿为主，有极少量自然金出现。金矿物的粒度极小，一般小于0.02 mm，大部分小于0.005 

mm，呈它形、不规则粒状。金大部分以晶隙金、裂隙金状态发育在脉石、黄铁矿及褐铁矿中，部分发育在褐铁矿与脉石之

间、褐铁矿与黄铁矿之间。少部分为包裹金。 

2.6 成因及成矿期 

柳树沟岩组的原岩建造由中基性火山岩及陆源碎屑岩、碳酸盐岩组成，火山活动提供了金的物质来源，基性火山-沉积

岩层为金的矿源层，经变形变质作用及多期成矿作用形成金矿体。主要与强变质变形作用有关，变质流体参与了金的迁移富

集，从区域上考虑，强变质变形作用主要发生在晚太古代色尔腾山岩群中的早期分层顺层剪切作用有关，该期变质变形是金

的主要富集时期。 

3  意  义 

（1） 在以往的研究中，内蒙古角力格太-哈台山等地发育东西向展布的中上元古界白云鄂博超群被认为是本地区元古

代的地质记录，并以此解释本区的地质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色尔滕山岩群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该区晚太古代地质历史记

录中的空白，从而使本区成为华北地台北缘前寒武纪变质岩石出露较全的地区之一，从地台形成时期的色尔腾山岩群中级高

绿片岩相—低角闪岩相到似盖层沉积的白云鄂博超群低绿片岩相都有记录。色尔腾山岩群的发现对于本区地质构造特征及其

演化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从近年来 1∶5万区调所获得的大量资料来看，在大青山地区的二道洼及乌拉山等地陆续发现了色尔腾山岩群的

存在，表明色尔腾山岩群的分布不仅限于色尔腾山一带。结合内蒙古西部地区相当于色尔腾山岩群的龙首山岩群的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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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力格太

-哈台山等地色尔腾山岩群发现的意义在于，它表明内蒙古西部地区随着地质工作的进一步深人，很有可能发现相当于色尔

腾山岩群的存在，这是今后工作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不仅可以合理划分对比地层，而且对于在变质岩区寻找绿岩型金矿床具

有指导作用。 

（3） 金矿化赋存在柳树沟岩组中的韧性剪切强变形带中，矿化与变形成正比。在该组内的化探异常区，选择变形强的

区域，尤其是发育分层顺层剪切的强变形带，迭加糜棱岩化的地段；分异作用也较强，出现大量平行片理的硅质条带和长英

质条带或含黄铁矿含量高的地段，寻找金矿体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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