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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金、钼的物理、化学性质有较大的差异，在成矿流体的运移、分异过程中，促使金、钼在不同部位聚集，所以一直

以来认为金、钼不能共生，即使产出位置相同，也认为是不同期次矿化叠加造成的，但随着近年来一系列金-钼共、伴生矿

床的发现，打破了这种传统的认识。目前我国金-钼矿床主要产于华北板块南缘小秦岭一带，如河南罗山金矿深部发现了共

生钼矿床（郭文秀等，2008），河南大湖及泉家峪金矿深部含金石英脉中发现了钼矿化（李厚民等，2007；李诺等，2008），

河南嵩县瑶沟金矿东边扒寺沟发现了金-钼共生矿床，雷门沟钼矿床附近发现金-钼共生矿体，陕西洛南金矿发现伴生钼矿等。

在华北板块北缘内蒙古中西部这类矿床发现较少，目前报道的仅有3处：西部的流沙山钼（金）矿床中部的哈达门沟与柳坝

沟金（钼）矿床，本文对这两处金钼矿床的产出环境、地质特征简要介绍，目的是启发认识，为在华北板块北缘寻找类似矿

床提供依据。 

1  地质背景 

哈达门沟金（钼）矿床和柳坝沟金（钼）矿床位于华北板块北缘阴山隆起带乌拉山隆断带内。区内地层主要出露太古界

乌拉山群变质岩。区内褶皱、断裂构造发育，其中呼-包和临-集两条深大断裂控制区内岩浆及金属矿床（点）的分布。岩浆

岩主要为华力西-印支期中酸性岩体，区内金属矿床（点）主要与之有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指挥部，1995）。流

沙山钼(金)矿床大地构造位置属哈萨克斯坦-北山板块北缘活动带红石山-黑鹰山地体中东段，其北侧为西伯利亚板块。区内

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中上古生界火山-沉积岩系。区内断裂构造发育，其中骆驼山-红石山-黑鹰山深大断裂为本区主要控岩控矿

构造，流沙山钼-金矿床分布在深大断裂南部边缘，侵入岩以海西期花岗岩类岩石最为发育，与金属矿床（点）具密切空间

分布关系（刘雪亚等，1995；聂凤军等，2002）。 

2  矿床地质特征 

2.1  哈达门沟-柳坝沟金（钼）矿田 

矿田位于包头市西北方向约

30km，矿床以矿脉形式赋存于近东

西向乌拉山山前大断裂的次级脆、

韧性断裂中（图1）。赋矿围岩主要

为新太古代乌拉山群变质岩系，矿

化类型包括石英脉型、石英-钾长石

脉型、钾长石化蚀变岩型和黄铁绢

英岩化蚀变岩型。大致分7个脉群，

即13、24、49、1、59、113和313号

脉群，矿脉70余条，矿脉长50～2 200 

m，厚度0.60～9.51 m，平均厚1.85 

m，走向近EW，倾向S，倾角60～70°。其中13号主脉长2 200 m，厚度0.97～9.51 m，Au品位1.75×10-6～21.12×10-6，深部发

现钼矿化沿含金石英脉裂隙面产出，Mo品位0.01%～0.09%；113号主脉长3 040 m，厚度0.3～3.5 m，Au品位1.10×10-6～

8.18×10-6，2009年在1185中段探采过程中发现辉钼矿化，矿化比较连续，经向上追索，上面的四个中段也有不同程度的钼矿

化，辉钼矿呈薄膜状、浸染状在含金石英脉和钾化蚀变岩中产出，Mo品位0.03%～0.2%；柳坝沟313号脉长约6 km，宽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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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哈达门沟-柳坝沟金钼矿田地质简图 

1—第四系；2—乌拉山群变质岩；3—花岗岩体；4—伟晶岩脉；5—花岗岩脉；6—金矿脉及编号；

7—地质界线；8—断层；9—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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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m，Au品位0.80×10-6～13.50×10-6，平均2.49×10-6；Mo品位0.01%～0.16%，平均0.054%。主要金属矿物有黄铁矿、黄铜

矿、方铅矿、辉钼矿、磁铁矿等。脉石矿物以石英、钾长石和斜长石为主，少量绢云母、铁白云石、方解石、绿泥石等。矿

体顶底板的围岩蚀变主要是钾长石化、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金钼矿石中辉钼矿Re-Os同位素等时线年龄

为（386.6±6.1）Ma（另文发表）。 

2.2  额济纳旗流沙山钼（金）矿床 

矿区位于甘肃酒泉市正北275 km处，属内蒙古额济纳旗管辖。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下石炭统白山组英安岩、流纹岩和

英安质凝灰熔岩。岩浆岩主要为海西期闪长岩、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岩、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等，其中花岗闪长岩和闪长岩

为钼（金）矿床的直接赋矿围岩。钼（金）矿化主要受椭圆形环状断裂带控制，环形带呈北西向展布，长850 m，宽450 m，

由一系列相互平行或大致平行的断层、裂隙和破碎带组成，含钼（金）石英或钾长石脉呈脉状、环状和透镜体状沿上述环状

断裂分布，构成环状矿带（图2）。单个矿体长115～1 000 m，宽4～22 m，延深多数大于400 m。钼（金）矿石的Mo品位为

0.08%～1.22%，平均值为0.24%；Au品位0.90×10-6～14.50×10-6，平均5.40×10-6。钼（金）矿石大体可以划分为3类，即钾长

石脉型、石英脉型和细脉浸染型，主要金属矿物有辉钼矿、白钨矿、自然金、辉铋矿、黄铁矿和黄铜矿，脉石矿物为石英、

斜长石、钾长石、黑云母和角闪石。矿体围岩蚀变有硅化、钾长石化、黑云母化、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成矿作用与海西期

构造-岩浆活动有关，金(钼)矿石中辉钼矿Re-Os同位素等时线年

龄为（260±10）Ma（聂凤军等，2002）。 

3  发现意义 

哈达门沟和柳坝沟金矿床深部钼矿床的发现以及流沙山钼

金矿床发现表明，金钼共、伴生矿床不仅在华北克拉通南缘具有

较大的找矿潜力，在华北克拉通北缘也有类似的成矿条件。同时

我们也认识到，南北缘这种矿床存在着时空差别，南缘成矿时期

主要为燕山期和印支期（李厚民等，2007；郭文秀等，2008；李

诺等，2008），而北缘成矿相对要早，主要为海西期（聂凤军，

2002；侯万荣，2010）。金（钼）矿床的发现为内蒙古中西部找

矿提供了新的找矿前景，注意在已有金矿床的深部及外围寻找钼

矿床及金钼共伴生矿床，在已有钼矿床的外围寻找共伴生金矿

床。 

4  结  论 

金钼共、伴生矿床是近年找到新类型矿床，内蒙西部流沙山

钼（金）矿床和中部哈达门沟与柳坝沟金（钼）矿床的发现，为

华北板块北缘寻找此类矿床提供了成功范例，因此加强金钼矿床

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和华北板块南北缘金钼矿床对比研究，为扩大

金钼矿床找矿远景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对提高金钼矿床理论研

究水平和促进隐伏矿床的找矿勘查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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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额济纳旗流沙山金钼矿床地质简图 

(据聂凤军等，2002) 
1—第四系；2—石炭系流纹岩和英安岩；3—海西期黑云母二长花岗

岩；4—海西期花岗闪长岩；5—海西期石英闪长岩；6—海西期闪长

岩；7—金（钼）矿体；8—地质界线。哈萨克斯坦-北山板块：Ⅰ1—

马鬃山地体；Ⅰ2—公婆泉-月牙山地体；Ⅰ3—红石山-黑鹰山地体；

西伯利亚板块：Ⅱ1—雀儿山地体；Ⅱ2—乌珠儿嘎顺地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