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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西坡及邻区中生代火山

岩浆作用的成矿意义
艹

向伟东 胡 绍康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北 京)

提 要 :大 兴安岭西坡及邻区是一个有多种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成矿密集区。研究表明燕山

中晚期强烈的富碱质火山岩浆作用是这一地区众多金属矿床集中出现的根本原因和物质基础,它

也反映了深部壳馒作用过程中物质分异、聚集和演化的地球化学过程。

关键词:大 兴安岭西坡 中 生代火山岩浆作用 成 矿意义

大兴安岭西坡泛指得尔布干断裂以西的我国境内地区,面 积约 120,OO0kmz。 该区已

发现有 Cu、 M。、Ag、 Pb、 Zn等 多种矿产,其 中大型矿床有乌奴格吐山斑岩铜-钼矿床、甲

乌拉铅-锌-银矿床、查干布拉根银-铅-锌矿床和额仁陶勒盖银矿床。这些矿床的形成与中蒙

古-额尔古纳火山岩带的岩浆活动具有密切的时空和成因联系。此火山岩带在俄罗斯和蒙古

境内是著名的多金属和铂矿成矿带。在俄罗斯近额尔古纳地区面积约 50,OO0kmz的 范围内

有规模不同的铅锌矿床 ⒛0多 个[21,包 括 1988年 发现的诺依昂—塔洛格超大型火山岩型铅

锌矿床。在蒙古东部发现了乌兰、本哈尔、查夫 3个 大型火山岩型铅锌 (银 )矿 床。位于

俄、蒙邻区同一火山岩带中的斯特列措夫和多尔诺特两个火山岩型铀矿田是目前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 (图 1)。

1 中 生代火山岩浆作用的特征

大兴安岭西坡及邻区中生代火山岩浆活动十分强烈,火 山岩分布广、厚度大。火山活动

从晚侏罗世早期开始,晚 侏罗世中晚期达到高峰,至 早白垩世逐渐减弱。根据火山岩岩石组

合、喷发间断的沉积岩标志和地层间的接触关系以及火山岩的同位素年代学证据,将 大兴安

岭西坡中生代火山岩浆活动划分为 3个 旋回,从 早到晚依次是:晚 侏罗世的塔木兰沟旋回、

上库力旋回和早白垩世的伊列克得旋回。岩石从基性到酸性类型较齐全,不 具明显的双峰式

分布特征。主要取自我国境内满洲里一额尔古纳地区的这套岩石,其 分异指数 Dr峰 值为 50

~65和 85~90(陈 琦等,1996),表 明这套火山岩不具典型裂谷火山建造的双峰式分布特

征,兼 有活动大陆边缘安山岩建造的某些特点。岩石化学资料●表明这套岩石具有碱质含量

较高的特点,尤 以富钾为特征。岩石的初始锶同位素、稀土元素、微量元素等支持如下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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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 兴安岭西坡超大型、大型矿床分布示意图

识 :偏 基性岩石是来 自深部地幔的

岩浆产物;中 酸性及酸性岩石的原

始岩浆具有壳幔混合特征。伴随火

山作用有大量的中酸性及酸性侵人

岩呈岩株、岩墙及各种次火 山侵人

体产 出,岩 石类型颇多,尤 其与火

山作用 中亚旋 回相伴 ,形 成许多中

酸性和酸性斑岩。侵人岩普遍具偏

碱性特征。各类矿床包括超大型矿

床与这套火山岩系和侵人岩具有密

切的时、空和成因联系。

2银 、铅、锌、铜、钼、

铀成矿作用
Ⅲ一河流;Ⅳ 一矿床及编号;I一 中生代 上盆地;Ⅱ —湖洎;

~4— 斯特列措夫矿田内 4个 超V— 地 名 ;Ⅵ
—

研 究 区 ;矿 床 名 称 :1              银

、 铅 、 锌 成 矿 系 列大型铀 、钼矿床 ;5— 古 尔万 布拉 克超 大型铀 、钼 矿 床 ;6一 多尔 诺特 2· 1

大型铀 、钼矿 床 冖 ~2卜 斯 特列 措 夫 矿 田内 15个 大 型铀 、钼矿 床 ;  大 兴 安 岭 西 坡 及 邻 区 的 陆 相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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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矿床
          山 岩相的浅成、超浅成岩株状 (或

岩脉等)小 侵人体或隐爆角砾岩具有密切的时空联系[1]。但由于具体成矿条件的差异,使

得各矿床、矿体产出的样式又各有特点,如 火山岩构造裂隙中的额仁陶勒盖矿床,爆 破角砾

岩简中的乌兰矿床、木哈尔矿床,次 火山岩盘下部的诺依昂-塔诺格矿床,层 间破碎带中的

甲乌拉矿床,等 (图 2)。 总的看来,这 些矿床颇有
“
异曲同工

”
的特点。大兴安岭西坡及

俄、蒙邻区的这些陆相火山岩型铅锌银矿床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与燕山期火山-次火山岩浆活

动具有成因联系的铅锌银成矿系列。

2.2 斑 岩型铜、钼矿床

乌奴格吐山是个典型的斑岩型铜钼矿床,位 于满洲里市以南约 ” km,于 sO年 代初发

现。按该矿床铜和钼的储量 (潘龙驹,1983),是 我国继江西德兴、西藏玉龙、黑龙江多宝

山之后发现的又一大型斑岩铜钼矿床。矿床处于多组断裂控制的岩浆穹隆构造中。燕山早期

目前出露面积大于 100km2。 成矿前后有大量富挥发分的岩浆有黑云母花岗岩呈岩株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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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人于中心式火山机构之中,形 成了各种斑状次火山岩和爆发角砾岩,成 矿主岩二长花岗斑

岩顺火山管道侵入,出 露面积不足 0,5km2(图 2)。 这些事实表明矿床所处位置为一长期热

流体活动中心。

□
1□ 2□ 3围 4田 5圉 6囡 7

图 2 大 兴安岭西坡及邻区大型、超大型矿床成矿模式图

1—前寒武纪变质岩系;2一 花岗岩类;3一 次火山岩侵人体;4一 火山岩;5— 爆破角砾岩筒;6一 大理岩;7一 矿

体:① —斯特列措夫猁铂-钼矿床;② 一乌奴格吐山型铜-钼矿床;③ 一乌兰型铅-锌矿床;④ —诺依昂-塔格剧铅-锌矿

床;⑤ 一额仁陶勒盖型银矿床

2.3 火 山岩型铀矿床

中蒙古—额尔古纳火山岩带上分布着目前世界上已知最大的两个火山岩型铀矿田,即 斯

特列措夫铀矿田和多尔诺特铀矿田。

斯特列措夫矿床位于俄罗斯赤塔州东南角,距 其正东的中俄国界仅 30km。 该矿床于

1963年 发现。尔后俄国地质工作者用 zO年 时间在该矿田内共勘探了彼此相似的 4个 超大型

和15个 大型铀矿床,其 中以斯特列措夫规模最大。矿田位于 NE、 NW及 近 SN向 断裂控制

的火山塌陷洼地内。各矿床的矿体形态多种多样,以 复杂的网脉状、脉状及似层状矿体为

主,受 陡倾裂隙和缓倾的层间破碎带控制,在 两者交汇部位常形成富矿体 (图 2)。 据 Π

JI,HmyKOBa统 计″〕,狂 斯特列措夫矿田 19个 铀矿床中,TT%铀 储量产于粗面英安岩中,

16%产 于玄武岩中,剩 余的产于霏细岩和砾岩中。区域上斯特列措夫铀矿田位于呈近 SW-

NE走 向的中蒙一额尔古纳火山岩带北东端的中部。在同一火山岩带南西端的蒙古境内于 70

年代发现了多尔诺特铀矿田,与 斯特列措夫矿田直线距离为 310km。 两者的地质构造、矿

床特征以及成因特点大同小异。多尔诺特铀矿田位于一断陷式火山沉积洼地中,断 裂构造尤

其陡倾断裂发育程度略差,整 体成矿规模逊色,但 也有大型和超大型铀矿床各一处。

3 中 生代火山岩浆作用的成矿意义

大兴安岭西坡及邻区的银、铅、锌、铜、钼、铀矿床均与中生代的火山岩浆作用有着密

切的时间、空间或成因联系。这些矿床绝大多数直接赋存于火山岩的不同岩相中,如 喷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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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额仁陶勒盖矿床、斯特列措夫矿床、多尔诺特矿床 ,次 火山岩相中查夫矿床、乌奴格吐山

矿床 ,爆 发相中乌兰矿床、木哈尔矿床 ,等 。上述矿床的地质特征已经表明了火山岩浆作用

与成矿的密切联系,但 是为什么这些大型、超大型矿床会在燕山中晚期成群成带集中出现?

根据专题研究成果o,我 们认为研究区及邻区中生代火山岩浆作用存在如下的一些特点对形

成大型及超大型矿床有特别意义。

(1)大 兴安岭西坡及俄蒙邻区燕山期的岩浆作用十分强烈。特别是火山喷发活动 ,从 侏

罗纪中晚期到白垩纪早期 (160× 106~100× 106a)呈 间歇脉动式剧烈喷发 ,火 山岩垂直厚

度大于 400Om(潘 龙驹 ,1985)。 就地球动力学而言,这 可能与大兴安岭西坡及邻区由古亚

洲构造域向太平洋构造域转换过程中所发生的地幔与地壳的相互作用有关。大兴安岭西坡及

邻区深部是一幔壳长期作用的异常区,也 是成矿物质的富集区●②
。燕山中晚期强烈的富碱

质火山岩浆作用是这一地区众多金属矿床集中出现的本质原因和物质基础 ,它 也反映了深部

壳幔作用过程中物质分异、聚集和演化的地球化学过程。

(2)幔 源物质 (如低的锶同位素初始值、接近陨石硫同位素组成 ,矿 石中铂族元素的富

集等)广 泛参与成矿,是 形成本区超大型矿床的关键因素。富金属源岩的部分熔融作用、富

含轻稀土元素和大离子不相容元素的地幔熔体的交代富集作用、岩浆上升过程中的分异作用

等 ,可 使深源岩浆携带巨量的成矿物质到地壳浅部 ,为 形成矿床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如

具较低初始锶 比值 (0.7064)的 乌奴格吐山矿床 ,成 矿斑岩平均含 Cu(74~87)× 10̄ 6

(王 之田等 ,1988)。 JI。 ∏,I/IⅢ yKoBa在 对斯特列措夫铀矿田工作的全面总结中指出[2),在

极有限空间聚集了巨量铀矿的斯特列措夫破火山口地区长期存在着与地幔基性岩浆源的周期

性联系,直 至成矿开始前的幔源玄武质熔岩喷发,后 者含 U量 高出克拉克值 1.5~2.0倍 。

大型、超大型矿床的形成是诸多因素合理匹配的结果 ,火 山岩浆作用为成矿准备了物质

基础及条件 ,但 要真正形成矿床特别是超大型矿床还需其他一些要紊的配合 ,如 构造作用、

浅部地下水的对流循环作用等 ,使 成矿物质在地壳上部的有利场所充分聚集和得到有效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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