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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边境洪格尔钼矿田地质特征及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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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格尔钼矿田位于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北部，东北方向延伸至蒙古苏赫巴特省纳兰（Naran）苏木。该

矿田东西长 184 km，南北宽 120～160 m，分布面积 29 000 km
2。自 2006年至今，人们先后在洪格尔矿田

发现各类钼矿床（点）20处，其中准苏吉花钼（铜）矿床、乌日尼图钼（钨）矿床、乌兰德勒钼（铜）矿

床、乌花敖包钼矿床和达来敖包钼矿床以产出规模大和矿石品位高为特征（邵积东等，2009；陶继雄等，

2009）。需要提及的是，继我国地质学家在洪格尔地区发现钼矿床后，蒙古和加拿大地质工作者也在同一

矿田的蒙古一侧找到 3处钼矿床，它们分别是宝拉格钼矿床、呼都格钼矿床和阿拉盖钼矿点。 

初步找矿勘查结果表明，洪格尔矿田地处华北克拉通与西伯利亚板块之间的显生宙造山带（或称北方

造山带）的核心部位，属中蒙边境巨型成矿带的组成部分（聂凤军等，2007）。鉴于该矿田经历过古生代

以板块俯冲体制为特征的侧向增生和中生代大陆内部垂向增生演化史，因此，矿田范围内古生界和中生界

地层分布广泛，印支期和燕山期岩浆岩发育，各种构造形迹复杂和矿床（点）星罗棋布。从已发现钼矿床

（点）看，除了个别矿床（点）为复合型矿床（斑岩型+矽卡岩型）外，其余均与典型斑岩型钼矿床相似，

属斑岩型钼矿床（点）。钼矿化大都在中生代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石英斑岩和花岗岩株及内外接触

带呈网脉状、细脉－浸染状、条带状和团块状产出，筒状、透镜状、似层状和脉状矿体主要受北东向和近

东西向断裂构造带或角砾岩带控制。少数全岩样品主元素分析结果表明，含矿岩体以相对富含硅和碱质组

分，而相对贫钙和铁镁质组分为特征，属富碱钙-碱质火成岩（陶继雄等，2009；邵积东等，2009）。洪格

尔矿田主要钼矿床大都发育有面型热液蚀变，主要蚀变类型有硅化、钾长石化、绢云母化和泥化，其中硅

化带和绢云母化带与钼矿化带具有密切空间关系。透镜状、筒状和似层状矿体的长度变化范围为 500～1200 

m，宽度为 40～80 m，厚度为 15～65 m。矿石主要由辉钼矿、黄铁矿、黄铜矿、斑铜矿、辉铋矿、石英、

绢云母、钾长石、绿泥石和萤石组成，整个矿田钼的资源量为 200万吨，钼含量为 0.06%～1.6%，平均值

为 0.12%（邵积东等，2009）。初步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洪格尔钼矿田以矿床类型相对单一和成矿时间相对

集中为特点。蒙古宝拉格钼矿床 3件辉钼矿样品和我国乌兰德勒钼（铜）矿床 5件辉钼矿样品铼－锇同位

素等时线年龄分别为（220±2.6）Ma和（134.0±4.2）Ma，暗示了钼的成矿作用分别发生在印支期和燕山期

（陶继雄等，2009），与东秦岭钼矿带的成矿时间段（220 Ma、148 Ma、132 Ma）大体吻合，而与燕辽钼

矿带和拉沐伦钼矿带则存在有一定差别（黄典豪等，1996；李永峰等，2005）。另外，根据大量文献调研

和对比研究结果，洪格尔矿田是迄今为止在中蒙边境地区找到的最大规模钼矿田，其独特的产出环境和地

质特征以及巨大的经济价值为国内外矿业界所关注。 

如前所述，洪格尔矿田所在的北方造山带是华北克拉通、西伯利亚板块、古蒙古洋壳和鄂霍茨克洋壳

多期次相互作用（俯冲、碰撞和对接）的产物。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华北克拉通与西伯利亚板块最终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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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发生在二叠纪末期，但是对于北方造山带自二叠纪以来所经历的板内构造－岩浆活动与金属成矿作用

的关系知之甚少（邵积东等，2009）。事实上，北方造山带自二叠纪末期以来所经历的地质演化历史（如

构造应力挤压与拉张的交替，壳－幔之间的物质交换）是十分复杂和强烈的，不可能不影响到洪格尔矿田。

初步研究结果表明，洪格尔矿田及邻区的构造－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不能仅归咎于受太平洋板块作用影响

的陆内俯冲这样一种机制，而是既有挤压又有拉张作用，并且伴随有不同的金属矿化类型（陶继雄等，2009；

邵积东等，2009；聂凤军等，2007），其根本原因何在？另外，洪格尔矿田及其周边发育有大面积海西期

花岗岩类侵入岩，其形成作用与研究区中生代构造-岩浆活动存在什么样关系？这些问题均还需要深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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