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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白音诺尔铅锌矿——印支期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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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音诺尔大型铅锌矿床地处天山-蒙古-兴安造山带东部、大兴安岭中南段巴林左旗的北部，白音诺尔

－景峰北东向断裂与白音诺尔－罕庙东西向断裂交汇处。矿区及外围地层、侵入岩和构造形迹均呈北东向

展布，北部产出有白音乌拉火山机构，西部和东部均为晚侏罗世陆相火山岩盆地。矿体主要沿二叠系黄岗

梁组碳酸盐岩与花岗闪长斑岩和石英正长斑岩的接触带产出，并多赋存于背斜两翼的层间滑脱带和褶曲顶

部虚脱带。 

矿区内共发现工业矿体 163条，其总体特征可概述为矿体数量多、形态复杂、产状（厚度、品位）变

化大、矿体成群（或带）分布。单个矿体大多在层间破碎带的矽卡岩内呈透镜状、鞍状和脉状产出，多个

矿体构成层面近于协调或斜交的似层状矿体。以矿区中心地带北东向褶皱轴为界，可将该矿床划分为南、

北两个矿带。一般来讲，矿体大多在矽卡岩中产出，走向一般为 20～40°，倾向南东或北西，倾角一般在

60°左右，长度为 100 m到 450 m不等，延深在 250 m左右，最大倾斜延深大于 400 m。矿体厚度一般为 3～

10 m左右。 

矿区内矽卡岩大多沿燕山期花岗闪长斑岩与下二叠统大理岩或结晶灰岩接触带分布，部分沿石英正长

斑岩与大理岩接触带产出，少量位于侏罗纪火山岩或二叠纪浅变质砂岩与大理岩接触带（张德全等，1991）。

外矽卡岩相对较为发育，矽卡岩类型有辉石矽卡岩、石榴石矽卡岩、石榴石-辉石矽卡岩和辉石-石榴石矽

卡岩，其中矿床西部以石榴石矽卡岩为主，东部则主要是辉石矽卡岩。从岩体到大理岩，变质交代岩具有

明显的分带，它们分别是透辉石-石榴石矽卡岩→石榴石-透辉石矽卡岩→透辉石矽卡岩(含退化蚀变矿物)→

大理岩，其中透辉石矽卡岩和石榴石-透辉石矽卡岩是铅-锌矿体的直接容矿围岩。 

矿石中主要金属矿物有闪锌矿、方铅矿、磁黄铁矿、黄铜矿，其次有黄铁矿、毒砂、磁铁矿。野外地

质调查和室内研究结果表明，白音诺尔铅-锌矿床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分为 2个阶段：早期成矿作用与花岗闪

长斑岩侵位活动有关，并且沿花岗闪长斑岩体和大理岩接触带形成矽卡岩型铅-锌矿体；晚期成矿作用与石

英正长斑岩侵位活动有关，并且沿石英正长斑岩体和大理岩接触带形成矽卡岩型铅-锌矿体（张德全等，

1991）。 

前人对白音诺尔铅锌矿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张德全等，1990；1991；赵一鸣等，1997；曾庆栋等，

2007），取得了许多成果，多数人认为属于典型的夕卡岩型矿床（张德全等，1991；赵一鸣等，1997）；只

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是喷流沉积型（曾庆栋等，2007）。 

前人曾在白音诺尔铅锌矿开展了同位素年代学测定工作，并获得花岗闪长斑岩和矿区火山岩的 Rb-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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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时线年龄分别为 171 Ma和 160 Ma（张德全等，1991）。我们在开展危机矿山项目“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金、

银多金属矿床成矿规律总结研究”过程中，对白音诺尔铅锌矿开展了综合性研究工作，并对矿区内的各类

侵入岩体（脉）开展了年代学研究。LA-ICP-MS 锆石测年结果表明，矿区外围花岗岩岩基的形成年龄为 

（134.8±1.2）Ma，矿区内花岗闪长斑岩的形成年龄为（244.5±0.9）Ma，石英斑岩为（129.2±1.4）Ma。从

测年结果来看，矿区及外围主要岩浆活动仍然是以燕山期为主，但是新发现了印支期侵位的花岗闪长斑岩。

由于花岗闪长斑岩与成矿关系密切，早期铅锌矿体主要产于花岗闪长斑岩与碳酸盐的接触带，因此，花岗

闪长斑岩可以近似代表白音诺尔早期铅锌矿的形成时代，这说明，白音诺尔铅锌矿最早形成于印支早期，

而不是前人认为的是燕山早期（张德全等，1991；赵一鸣等，1997）。当然，受燕山期岩浆活动影响，白

音诺尔部分铅锌矿的形成也确实与燕山期脉岩关系密切。 

白音诺尔铅锌矿与成矿有关的花岗闪长斑岩成岩年代学的精确测定，为探讨本区金属矿床成矿规律提

供了新的思路。众所周知，大兴安岭地区燕山期岩浆活动十分强烈，形成了大量的火山岩与侵入岩，以及

与其有关的众多的金属矿床（张炯飞等，2002）。可能也正是由于本区燕山期岩浆活动强烈，将那些形成

于燕山期以前的矿床改造，从而造成燕山期以前的成矿地质事件被掩盖掉。因此，白音诺尔铅锌矿与成矿

有关的印支期花岗闪长斑岩的形成时代的确定，为在本区大规模燕山期成矿事件当中鉴别出一些更早的成

矿事件提供了实例。关于大兴安岭地区印支期成矿事件，到目前为止还鲜有报道。而白音诺尔铅锌矿与成

矿有关的花岗闪长斑岩的锆石测年结果表明，大兴安岭地区印支期成矿似乎应该不是一个孤立的地质事

件。因此，加强野外地质调查与室内的精确测年工作，有望识别出更多的更早的成矿事件，从而有利于更

加深化对本区成矿规律的认识，丰富本区成矿规律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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