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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矿种成矿规律综述
!

许立权，张 彤，张 明，张玉清，张永清，康小龙，许 展，韩宗庆
（内蒙古自治区岩浆活动成矿与找矿重点实验室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

摘 要 !""<!!"#7年开展的内蒙古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对铁、铜、铅锌、金、银、钨、钼、铬、镍等重要矿种

进行了区域成矿规律总结，为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提供了基础资料。文章即是对该项工作部分成果的概括总结。主

要进展包括：在全国"级成矿区带划分的基础上，首次进行了覆盖全自治区的#级成矿亚带的划分，共划分出7?个

#级成矿亚带；对内蒙古铁、铜等##个重要矿种的主要矿床类型及成矿特征进行了概述，对其时空分布规律做了归

纳，认为全区<"@以上的矿床数量和资源储量均集中在";8、";$、";:、";#"和";##五个成矿区带。此外，不同矿

种甚至同一矿种，由于成矿地质背景的差异，在不同的三级区带中的分布也不一样。主要成矿期为元古宙和中生

代，次为太古宙和晚古生代，不同矿种的重要成矿期也不完全相同。从区域演化的角度探讨了构造与成矿的关系，

认为不同的构造演化阶段形成不同的矿床类型和不同矿种的矿床，其中，古大陆边缘裂谷带以白云鄂博式铁;稀土元

素矿床为代表，而大兴安岭岩浆岩带则以产出与燕山期中酸性火山侵入杂岩有关的多金属矿产为特点。

关键词 地质学；铁、铜等重要矿种；成矿规律；成矿区带；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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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的成矿规律研究始于?@世纪A@年代，

但多是对于局部地区、某个矿区或某个矿种的，对全

区矿产进行全面总结的工作还不多。其中，内蒙古

地质矿产局（BCCD）曾对全区EF个探明储量的矿种

的地 质 特 征 和 分 布 规 律 进 行 过 总 结；邵 和 明 等

（?@@?）、毛景文等（?@BG）分别对重要矿产划分了成

矿系列，建立了区域成矿谱系；邵和明等（?@@?）将内

蒙古划分为?个!级成矿区，B@个"级、HF个#级、

BBD个$级成矿带；?@@E%?@BG年间开展的内蒙古

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对铁、铝、铜、铅锌、金、银、

钨、钼、铬、镍等重要矿种进行了区域成矿规律的总

结，划分了成矿区带和成矿系列，构建了区域成矿谱

系，为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提供了基础资料，本文即是

对该项工作部分成果的总结与概括。

B 成矿地质背景与资源概况

内蒙古地质构造背景复杂，以高家窑I乌拉特后

旗I化德I赤峰深断裂（传统的槽台断裂）为界，南为华

北陆块，北为天山I兴蒙造山系，西南部涉及塔里木

陆块和祁连造山系。华北陆块具典型的二元结构，

结晶基底由太古宙（麻粒岩相I绿片岩相）兴和岩群、

乌拉山岩群、集宁岩群和色尔腾山岩群构成，中元古

代—古生代为稳定陆表海碳酸盐岩I碎屑岩建造，中

新生代为陆相盆地沉积。在古生代，陆块北缘还发

育有岩浆岩。兴蒙造山系是古亚洲洋发生、发展及

消亡的重要场所。中生代在东部（包括陆块区和造

山带）叠加了北北东向的巨型火山岩带。在整个地

质历史中，地层发育、岩浆活动、热水作用、变质作

用、构造作用等具有长期性、多样性、复杂性，因此，

成矿作用也必然是复杂的、多期次的、多样性的（内

蒙古地质矿产局，BCCB；BCCF；邵和明等，?@@?）。

内蒙古地处古亚洲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

前者呈近东西向带状分布，后者呈北东向叠加在前

者之上，西南端有一小部分跨入秦祁昆成矿域（徐志

刚等，?@@A）。矿产资源集中分布于“四带”和“三盆”

内。“四带”指华北陆块北缘成矿带、突泉I翁牛特旗

成矿带、东乌旗I嫩江成矿带和新巴尔虎右旗I根河成

矿带，蕴藏了内蒙古两大稀土稀有金属矿床，CDJ以

上的有色金属储量和C@J以上的铁矿石储量。“三

盆”即鄂尔多斯盆地、二连盆地（群）和海拉尔盆地

（群），集中了全区C@J以上的煤炭资源，亦是石油、

天然气和铀矿的主要产地。从地域分布上，东部区

以有色多金属为主，其次为能源和非金属矿产；中部

区以能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稀有稀土金

属为主，其次是非金属矿产；西部区以能源、非金属

矿产为主，其次为金属矿产。

? 重要矿种的矿床类型及其主要特征

*K+ 铁矿

内蒙古的铁矿从太古宙—中新生代均有分布，

但以华北陆块北缘西段包头至集宁地区较集中。成

因类型主要包括沉积变质型、矽卡岩型、海相火山岩

型、热液型、沉积型（包括陆相沉积型和海底喷流沉

积型），矿产地数量上以沉积变质型最多，次为接触

交代型及热液型，资源储量以喷流沉积型（本文将白

云鄂博铁矿归为此类）和沉积变质型为主，成矿谱系

见图B。

沉积变质型铁矿是区内重要的铁矿床类型，主

要分布在华北陆块北缘的包头I集宁地区和赤峰地

区。赋存于新太古界色尔腾山岩群、中太古界乌拉

山岩群及古太古界兴和岩群。中、大型矿床主要产

于色尔腾山岩群，主要有三合明、书记沟。赋矿围岩

主要为麻粒岩类（兴和岩群）、片麻岩类（乌拉山岩群

和色尔腾山岩群）。矿体多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

及马鞍状等。延深及延长一般不稳定，几十米至几

百米不等，厚度变化大，在褶皱轴部变厚，向两翼逐

渐变 薄，甚 至 拉 断。一 般 几 米 到 几 十 米。刘 利 等

（?@B?）对选自三合明铁矿的斜长角闪岩中的锆石进

行L>7LMI5:定年，具有核边结构、0.／M比值大于

@NH的锆石，其核部给出了（?DF?OBH）7"的上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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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铁矿，主要分布于东乌旗!多宝山岛弧，成矿岩体

为海西晚期花岗岩、二长花岗岩、白岗岩等，围岩为

奥陶系多宝山组，铁矿体平面上呈透镜状、脉状、似

薄层状，如梨子山、罕达盖；! 与燕山期中酸性侵入

体有关的铁矿，主要分布于锡林浩特岩浆弧（黄岗、

神山、哈拉火烧）和东乌旗!多宝山岛弧（朝不愣），在

华北陆块上及北山弧盆系也有出露（额里图、乌珠尔

嘎顺）。其中，朝不愣铁锌多金属矿的成矿岩体为燕

山期 黑 云 母 花 岗 岩（锆 石"#$%&’(!’)年 龄 为

*+,-.&/，许立权等，01*1），围岩为中泥盆统塔尔巴

格特组，矿体呈扁豆体、条带状及豆荚状成群成带平

行断续分布，辉 钼 矿$2!34等 时 线 年 龄（*51-67
*-8）&/（聂凤军等，0116）。黄岗铁锡矿的成矿岩体

为（黑云母）正长花岗岩，围岩为大石寨组顶部火山

岩和哲斯组下部碳酸盐岩，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

马鞍状及楔状，金属矿物以磁铁矿、锡石、锡酸矿、闪

锌矿、黄铜矿、斜方砷铁矿、白钨矿、辉钼矿为主，辉

钼矿模式年龄为*++-,"*5*-0&/（张梅等，01**；

周振华等，01**；翟德高等，01*0）；花岗岩锆石9:!
%;’!&"年龄为（*+.-.,71-86）&/（翟德高，01*0）。

!<! 铜矿

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弧盆系，少量分布在华北

陆块北缘。成因类型包括斑岩型、海底喷流沉积!改

造型、火山!次火山岩型、热液型（狭义）、矽卡岩型以

及与超基性岩有关的铜镍硫化物型等，其中以斑岩

型和喷流!沉积改造型为主。它们在数量上以热液

型居多，储量上则以斑岩型最多；矿床规模以小型和

矿点为主，大型和特大型仅各发现*处；成矿以中生

代为主，次为中元古代和古生代。

斑岩铜矿主要与燕山期斑状中酸性侵入岩体有

成因联系，分布在大兴安岭地区，如乌努格吐山铜钼

矿、敖瑙达巴铜锡矿、车户沟铜钼矿。多与钼矿共、

伴生。矿体主要赋存在斑岩体的内接触带，矿体形

态不规则状、脉状及透镜状，具明显分带性，由蚀变

中心向外，从以细粒浸染状为主到细脉侵染状为主。

乌努格吐山含矿二长花岗斑岩的锆石(!’)年龄为

*88"015&/，矿区辉钼矿$2!34年龄为*66"*8+
&/（赵一鸣等，*..6；秦克章等，*...；李诺等，0116；

佘宏全等，011.；王登红等，01*1）。

与基性!超基性侵入杂岩体有关的硫化物型铜

矿床，主要分布在华北陆块北缘，与深大断裂（槽台

断裂）密切相关，多为深部熔离!贯入型矿床。克布

闪长岩中锆石的"#$%&’(!’)年龄为0.*&/（罗

红玲等，0116），温更七哥陶 橄 榄 辉 长 岩 中 锆 石 的

"#$%&’(!’)年龄为0,.&/（赵磊等，01**），温更

辉长岩中锆石的"#$%&’(!’)年龄为060&/（赵

磊，0118），显示成矿于晚古生代。矿体可以分为0
种：一是熔离型，如克布、额布图，铜镍矿矿体呈层状

或透镜状，多位于岩体底部或中下部；另一种是熔

离!贯入型，如小南山矿体受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或

围岩中的断裂控制，多呈脉状、透镜状及不规则状。

!<" 铅锌矿

铅锌矿是内蒙古的优势矿种，多为多组分共生

复合矿床，铅和锌很少单独产出。铅锌矿主要分布

于华北陆块北缘西段乌拉特中旗、大兴安岭中南段

和得尔布干地区。成因类型主要有矽卡岩型、热液

型、海底喷流沉积型等。矿床规模以小型和矿点为

主，古元古代和中生代是重要的成矿期。

矽卡岩型铅锌是内蒙古最主要的铅锌矿床，主

要分布在大兴安岭中南段，如白音诺尔、浩布高等。

在突泉!林西一带，赋矿地层为下二叠统大石寨组碳

酸盐岩!安山岩建造和中二叠统哲斯组砂板岩!碳酸

盐岩建造；在东乌旗朝不楞一带，赋矿地层为泥盆系

塔尔巴格特组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构造上通常产

于基底隆起和断陷火山盆地交接带的基底隆起一侧

或隆坳交接带位置；与成矿关系密切的岩体主要是

印支期、燕山期的中酸性火山!侵入杂岩或中酸性侵

入岩（张 德 全 等，*..*；江 思 宏 等，01**；易 建 等，

01*0；毛景文等，011=；武广，011=；王登红等，01*1）。

热液型铅锌矿是内蒙古分布最广的铅锌矿，包

括：# 与燕山期中酸性侵入!火山杂岩有关的热液

型铅 锌 矿，如 甲 乌 拉（*50"*5+&/，李 铁 刚 等，

01*5）、比利亚古、李清地、二道河。矿床主要产于隆

坳交接带附近，>?向和>@向断裂构造系统控矿。

成矿与酸性、浅成、浅剥蚀的侵入!火山杂岩体有关，

矿脉周围发育强烈的硅化、铁锰碳酸盐化、绢英岩化

蚀变。$ 与中生代火山岩有关的层控热液型铅锌

矿床，如扎木钦，铅锌矿体赋存于凝灰岩及凝灰质角

砾岩中，矿体呈层状或似层状，赋存于地表以下+11
"=11A之间，为隐伏矿体。

!<# 钼矿

近几年内蒙古在钼矿勘查方面取得了重大突

破，新发现的有岔路口、曹四夭和迪彦钦阿木+个超

大型钼矿，以及查干花、大苏计等大型钼矿，显示了

巨大的找矿潜力。矿床类型以斑岩型和热液型为

主，中生代是重要的成矿期。其中，斑岩型钼矿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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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最为重要的钼矿类型，多与铜矿共伴生，主要形

成于印支期和燕山期。与中酸性浅成超浅成侵入岩

有关的铜钼矿，成矿时代为燕山期，如乌努格吐山、

八大关等；与酸性浅成超浅成侵入岩有关的钼多金

属矿，与中生代的石英斑岩、花岗斑岩及隐爆角砾岩

具有成因联系，如岔路口（辉钼矿铼!锇同位素等时

线年龄为"#$%&$’(，聂凤军，)*""）、大苏计〔辉钼

矿铼!锇等时线年龄为)))%+’(，石英斑岩中锆石的

,-./’01!02年龄为（))3%"45%*）’(，张彤等，

)**&〕。另外，海相沉积型钼镍矿近年来也有发现，

如阿拉善盟的元山子钼镍矿，其含矿岩系为中寒武

统香山群黑色含碳石英绢云母千枚岩，矿体与围岩

产状完全一致，矿体呈似层状（板状）产出，层位比较

稳定。

!6" 金矿

内蒙古的金矿床主要分布在华北陆块北缘乌拉

特中旗!包头!赤峰地区，成因复杂，类型多样，主要有

岩浆热液型、火山岩型、斑岩型、绿岩型和砂金等，以

岩浆热液型为主，规模以小型及矿点为主。中生代

是最重要的金矿成矿期，其次为元古宙和古生代。

岩浆热液型金矿床较为普遍，主要分布在陆块

区，与华力西期—燕山期侵入岩浆期后热液有密切

关系。陆块区内太古宇—元古宇含金元素较高的地

层受华力西期—燕山期岩浆活动的影响，在地层或

岩体的内外接触带中富集成矿，如赋存在乌拉山岩

群中的金厂沟梁、乌拉山及色尔腾山岩群中的十八

顷壕等金矿，成矿于燕山期（侯万荣等，)*""；苗来成

等，)***）。赋存在中元古代的金矿具有层控特点，

成矿于华力西期，如白云鄂博群中的浩尧尔忽洞金

矿（)$7!)7*’(，王建平等，)*""；)$7!)&*’(，肖

伟等，)*")）和渣尔泰山群中的朱拉扎嘎金矿（)7&!
)3)’(，李俊建等，)**#；)*"*；)7+’(，江思宏等，

)**"）。

斑岩型金矿床分布在锡林浩特岩浆弧内，如哈

达庙、毕力赫等。成矿与晚古生代的闪长玢岩、石英

闪长 岩 和 花 岗 斑 岩 有 关（张 文 钊，)*"*；卿 敏 等，

)*""；路彦明等，)*")；郝百武等，)*"*）。矿体产在

侵入岩的内外接触带上，广泛发育硅化、电气石化、

绢英岩化和黄铁矿化。

绿岩型金矿床分布在华北陆块区大青山东段，

如油 篓 沟、新 地 沟（"&&"!"&33 ’(，李 俊 建 等，

)**+），主要赋存在古元古界二道洼岩群绿泥绢云石

英片岩、糜棱岩、千糜岩、花岗质糜棱岩中，赋矿围岩

主要为绿泥石英片岩，矿体呈层状、似层状、脉状、似

脉状及透镜状与容矿围岩渐变过渡，产状与岩层一

致，且多数分布在褶皱翼部近核部。

!6# 稀土元素矿

内蒙古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稀土元素生

产加工基地，产有世界级的白云鄂博铁稀土元素矿

床和巴尔哲大型稀有稀土元素矿床。元古宙和中生

代是)个重要的稀土元素成矿期。成因类型主要有

沉积型、岩浆型和沉积变质型，以前两种为主。其

中，巴尔哲（八8一）大型稀有稀土矿与燕山期（岩浆

分异晚 期）过 碱 性 花 岗 岩（钠 闪 石 花 岗 岩）有 关

（"))%7’(，丘志力等，)*"#；"))!")+’(，王登红

等，)*"*）。

!6$ 铬铁矿

铬铁矿主要分布于索伦山、贺根山及柯单山蛇

绿岩带内的超镁铁质岩块内，类型为产于蛇绿岩中

变质地幔岩局部熔融改造型。

矿体赋存于纯橄榄岩相内的异离体中，也有少

数矿体围岩为斜辉辉橄岩，矿体呈透镜状、豆荚状等

断续分布。矿体往往集中在纯橄榄岩异离体的中!
上部，向下逐渐减弱。矿体规模不等，产状在各超基

性岩块内也不相同。矿石主要结构为等粒浸染状自

形!半自形结构，构造主要为浸染状、显微网环状、网

状构造，其次为条带状和斑杂状构造。

!6% 锰矿

内蒙古锰矿床成因类型主要有热液型和沉积变

质型。热液型锰矿分布广，但多为矿点、矿化点，共

伴生矿多，有西里庙锰矿和额仁陶勒盖银锰矿等。

西里庙锰矿位于四子王旗卫井苏木，矿体主要产于

中二叠统大石寨组第二段第一岩石组合下部的凝灰

质砂砾岩与青灰色厚层状微晶灰岩接触处，矿体顶

板岩石为厚层状含砂屑微晶灰岩，层理清楚，底板岩

石为凝灰质砂砾岩或流纹质岩屑晶屑凝灰岩。矿体

呈层状，形态规则，与围岩界线明显。沉积变质型锰

矿分布少，但储量大，主要有乔二沟中型锰矿、东加

干锰矿等，赋存于地层中但受到后期变质作用的改

造。乔二沟锰矿床位于华北陆块区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前旗，赋矿地层为中元古界阿古鲁沟组粉砂质板

岩，矿体形态较为简单，与围岩产状一致，主要呈似

层状，局部有分枝复合现象。

!6& 银矿

银多与金铅锌等多金属共伴生，单独银矿较少，

多与燕山期火山!侵入岩浆活动有关，成因类型主要

*7& 矿 床 地 质 )*"$年

 
 

 

 
 

 
 

 



为热液型和矽卡岩型。其中，热液型银矿（额仁陶勒

盖银矿、比利亚谷、三河、甲乌拉、查干布拉根银铅锌

矿等）分布在大兴安岭中南段和德尔布干地区，成矿

与燕山晚期火山!次火山岩等浅成斑岩有关（王登红

等，"#$#；许立权等，"#$%），矿体呈脉状产于中、晚侏

罗世火山岩系中，并严格受断裂构造控制。主要工

业银矿物为自然银、辉银矿（螺状硫银矿）、银黝铜

矿、深红银矿和辉锑银矿等。

矽卡岩型银多金属矿床主要产于白音诺尔!浩

布高一带，近年发现双尖山大型银矿床。矿床均产

于中生代火山凹陷与二叠系隆起交接处的隆起一

侧。矿体产于燕山期花岗闪长斑岩与大理岩接触带

的矽卡岩中，呈透镜状、似层状、脉状。

!&"# 锡矿

内蒙古的锡矿主要为热液型和矽卡岩型，少量

斑岩型，并具有热液型分布广泛，成矿规模较小，矽

卡岩型分布集中、成矿规模大的特点。没有单一的

锡矿床，多与$种或"种以上金属矿物共生。其中，

热液型锡矿集中分布于突泉!林西成矿带，包括与岩

浆热液有关的锡矿（如毛登、孟恩陶勒盖）和与火山’
次火山热液有关的锡矿（如大井子）。毛登铜锡矿的

围岩为二叠系碎屑岩夹火山岩及碳酸盐岩建造，与

成矿关系密切的侵入岩则为燕山期中酸性花岗岩

类。产于成矿侵入岩体围岩地层中的矿体多呈脉

状，受构造裂隙控制，而产于侵入体内接触带的矿体

多为网脉状。矿石类型以锡石!石英脉细网脉型矿

石为主，次为锡石!硫化物型。大井子铜锡多金属矿

在空间上与燕山期次火山岩相伴，地表及深部的次

火山岩顶部均看见隐爆角砾岩。围岩主要为二叠系

碎屑岩建造，无较大的岩体出露，断裂构造发育，且

多被中酸性脉岩及矿脉充填，其控岩、控矿作用十分

明显。矿床水平及垂直元素分带明显，中部以铜锡

矿化为主，向外逐渐过渡为以铅锌矿化为主；剖面

上，浅部铅锌矿化相对发育，向深部铜锡矿化逐渐增

强。矿化主要呈充填脉状产出，仅局部有浸染状和

细脉!浸染状，矿体则由矿脉组成。

此外，矽卡岩型锡矿也是内蒙古大型锡矿的一

种主要类型，成矿时代为燕山期，如黄岗铁锡矿（共

生锡）和朝不楞铁锌多金属矿（伴生锡）等。斑岩型

锡矿则罕见，仅有奥瑙达巴斑岩型锡铜矿，地处大兴

安岭中南段的黄岗!甘珠尔庙!乌兰浩特复背斜中部，

与侵入于二叠系碎屑岩建造中的燕山期石英斑岩密

切相关。矿体主要呈不规则脉状、囊状、透镜状分布

于岩体内外接触带。岩体顶部及边部发育隐爆角砾

岩，岩体边部及接触带裂隙十分发育，是主要的容矿

构造。围岩蚀变非常强烈，岩体中心钾硅酸盐化核，

其外侧发育绢英岩带，岩体顶部是黄玉云英岩带，外

接触带为青盘岩带，最外侧则是较厚大的角岩化带。

在后三个蚀变带中，金属矿物呈浸染状、细脉浸染状

分布，形成全岩型、面型矿化，而在钾硅酸盐化核中

仅见少量黄铁矿化。锡矿体主要赋存在岩体顶部的

黄玉云英岩化带及绢英岩化带中，独立的银矿体见

于黄玉云英岩化带，铜矿体主要赋存于青磐岩带中。

!&"" 镍矿

内蒙古的镍矿有风化壳型、铜镍硫化物型和海

相沉积型，以基性!超基性岩型铜镍硫化物矿床为

主。风化壳型仅见于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的白

音胡硕苏木一带，包括白音胡硕和珠尔很沟中型镍

矿及乌斯尼黑矿点，与中泥盆世—晚泥盆世超基性

岩关系密切，矿体赋存在超基性岩———斜辉、二辉辉

橄岩体中，矿体平面形态为不规则纺锤形，矿石类型

为绿高岭石黏土型及风化蛇纹岩型。

( 成矿区带划分

内蒙古横跨古亚洲成矿域（!!$）、秦祁昆成矿

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叠加在古亚洲成矿域

之上）（!!%）三大成矿域，共涉及到)个"级成矿省

和$%个#级成矿（区）带（徐志刚等，"##*）。本次工

作在全国#级成矿区带的基础上，首次进行全覆盖

$级成矿亚带的划分。成矿区带划分见图"及表$。

% 重要矿种的时空分布规律

$&" 矿床的空间分布规律

截至"#$#年底，内蒙古铁铜等矿床列于储量平

衡表的共计*)"处（单矿种统计为$"("处）。其中，

在#!+、#!)、#!*、#!$#和#!$$成矿带集中了全区

,#-以上的矿床（图(），铅资源储量的.)-，锌资源

储量的.,-，稀土元素资资源储量的../+-，铁资

源储量的."-，金资源储量的,"-，钼资源储量的

*+-，铜资源储量的**-，钨资源储量的."-，锡资

源储量的..-，银资源储量的.*-，硫铁矿资源储

量的*$-，磷资源储量的*"-。此外，不同矿种甚

至 同 一 矿 种，由 于 成 矿 地 质 背 景 的 差 异，

在 不同的三级区带中的分布特征也不一样。如对

$,.第(+卷 第+期 许立权等：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矿种成矿规律综述

 
 

 

 
 

 
 

 



 
 

 

 
 

 
 

 



表! 内蒙古自治区成矿区带划分表

"#$%&!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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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及其后的盖层发育阶段。古生代以

来沿华北陆块北缘发生构造岩浆活化，形成内蒙古

地轴（内蒙古地质矿产局，!&&!；内蒙古潜力评价项

目组，’#!(）。不同的阶段形成不同的建造构造，赋

存有不同的矿产。

在太古宙陆核形成时期，原始小陆片边缘增生

形成兴和岩群，地壳逐步增厚。迁西运动使之发生

强烈变形和麻粒岩相变质作用，并伴随混合岩化和

花岗岩化作用。’)##$%左右的阜平运动，使地壳

首次克拉通化，华北陆核形成。在此期间有与海相

基性火山岩相关的条带状铁矿及富含碳质的岩石经

后期变质形成石墨矿，如产在兴和岩群中的壕赖沟

铁矿、乌拉山岩群中的贾格尔其庙铁矿、集宁群中黄

土窑石墨矿等。

在新太古代晚期—古元古代原地台形成阶段，

五台运动使华北地区再次克拉通化，陆块规模进一

步扩大，期间形成有条带状硅铁建造，如三合明铁

矿。与古元古代末期的吕梁运动相关的矿产有条带

状硅铁建造*沉积变质型铁矿（多为矿点）、绿岩型金

矿（赋存在二道洼岩群，新地沟金矿）、与花岗伟晶岩

有关的白云母矿（天皮山）、与透辉石伟晶岩有关的

稀土元素磷矿（旗杆梁）。

在中新元古代陆缘裂谷阶段，在华北陆块的北

缘主要形成与海底喷流沉积作用有关的矿床，南部

裂谷由渣尔泰山群组成，主要赋存有的铜铅锌铁金

硫铁矿如霍各乞、东升庙、甲生盘、朱拉扎嘎等，北支

自白云鄂博向东经四子王旗至化德县一带，由白云

鄂博群组成，形成白云鄂博铁铌稀土元素矿。

在寒武纪—二叠纪，陆块区盖层阶段，古生代地

层的沉积仅出露在鄂尔多斯坳陷盆地的周缘一带，

代表了华北陆块区最稳定的沉积环境，形成有煤、油

气、铁、磷、铝土矿、硫铁矿等沉积型矿产。石炭纪、

二叠纪时期，伴随古亚洲洋板块的向南俯冲，形成矽

卡岩型铁铜矿床（沙拉西别、卡休他他）、硫化物型铜

镍矿床（小南山）和层控热液型金矿（浩尧尔忽洞）。

在三叠纪—白垩纪陆内盆地演化阶段，受中国

东部造山+裂谷活动带的影响，在鄂尔多斯形成了大

型坳陷盆地，蕴藏着丰富的煤、油气资源。

!," 天山*兴蒙造山系

天山*兴蒙造山系记录了古亚洲洋发生、发展及

消亡的全过程，经历了从中、新元古代离散到古生代

汇聚碰撞及造山的洋陆转化过程，形成了一系列与

沉积事件、火山事件、侵入事件有密切关系的赋存在

不同建造构造中的矿产。其中，微陆块区发育有沉

积变质型铁矿，元古代在陆缘裂谷带形成与海底火

山喷发有关的铁矿（温都尔庙式），早古生代在中间

地块形成了与岛弧火山侵入作用有关的白乃庙斑岩

型铜钼矿（李俊建等，’#!-），晚古生代在蛇绿岩带

（洋壳残片）中赋存有铬铁矿，遭受后期风化后可形

成风化壳型镍矿和菱镁矿（索伦山、赫格敖拉、柯单

山等）。在 早 华 力 西 期、晚 华 力 西 期 造 山 带（增 生

带），发育岛弧火山沉积建造及同时代的侵入岩，形

成与海相火山岩有关的硫铁矿（六一、驼峰山）、铁矿

（黑鹰山）、铁锌矿（谢尔塔拉）、铜矿（查干哈达庙）、

萤石矿（苏莫查干脑包），及与岛弧或碰撞花岗岩类

有关的铁铜矿（罕达盖）、铜矿（珠斯楞）、金矿（毕力

赫）等。

中生代受古太平洋板块及蒙古鄂霍次克洋板块

俯冲影响，叠加了北东向的大兴安岭岩浆岩带，形成

了与燕山期中酸性火山侵入杂岩有关的多金属矿

产。在燕山早期阶段，与中酸性浅成*超浅成岩浆岩

有关的铜、钼、铜金矿分布在德尔布干地区的乌努格

吐山*八大关一带及大兴安岭中南段的布敦花*莲花

山等地。在燕山晚期早阶段，与（中）酸性火山侵入

杂岩有关的铁锡铜钼铅锌银金矿主要分布在大兴安

岭中南段突泉*黄岗梁地区，在大兴安岭北段的三河

等地也有分布。燕山晚期晚阶段，与碱性花岗岩有

关的稀土元素铌矿分布在大兴安岭中南段的巴尔哲

地区。

) 小 结

内蒙古的铁、锰矿主要与沉积变质作用有关，类

型有沉积变质型和沉积型，铬铁矿为产于蛇绿岩中

的变质地幔岩局部熔融改造型；铜、金等有色金属、

贵金属多与岩浆热液活动有关，类型有斑岩型、热液

型、矽卡岩型等。

在全国!级成矿区带的基础上，首次进行了覆

盖内蒙古全自治区的"级成矿亚带的划分，共划分

了(.个"级成矿亚带。统计表明，!*-、!*)、!*"、

!*!#和!*!!集中了全区/#0以上的矿床，是内蒙

古的主要成矿区带。’#个主要矿种总体上表现为

“一老一新”的空间分布规律，“一老”即华北陆块，

“一新”即大兴安岭中生代构造岩浆带。内蒙古境内

主要成矿期为元古宙和中生代，次为太古宙和晚古

生代。不同矿种的重要成矿期也不完全相同。

-/&第(-卷 第-期 许立权等：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矿种成矿规律综述

 
 

 

 
 

 
 

 



从区域构造演化的角度看，不同的构造演化阶

段、同一演化阶段的不同构造位置，形成不同类型、

不同矿种的矿床，如白云鄂博式的铁稀土元素矿形

成于大陆边缘裂谷带，而与燕山期中酸性火山侵入

杂岩有关的多金属矿产集中在大兴安岭岩浆岩带。

志 谢 本文是内蒙古重要矿产资源潜力评价

的部分成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还有很多人参与了

这项工作，王登红老师在成文过程中给予了悉心指

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两位审稿人的

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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