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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汇集了大兴安岭地区 18 个热液金属矿床的同位素年代学资料，据此提出该地区热液矿床的形

成时代具有从南向北逐渐变新的特点，并进一步论证了该地区热液矿床的形成时代从南向北变新的实质是大兴安

岭晚中生代岩浆活动从南向北迁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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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有色、贵金属矿床成矿区之一，广大地质学界学者对其矿床特征、成因类

型、成矿模型等方面曾有过大量精辟的论述。 
本文依据大兴安岭地区热液矿床的同位素年代学资料，论述该地区热液矿床从南向北在成矿时代上的

演化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其内在原因。 

1  地质概况 

大兴安岭地区北部为额尔古纳地块，南部为古生代华北板块北缘增生带；南侧为华北板块，北侧为鄂

霍次克构造带。 
大兴安岭地区在古亚洲洋构造域演化阶段之后，在中生代中、晚期又经历了较为强烈的构造-岩浆活动，

形成了著名的大兴安岭火山岩带。岩浆活动的强烈时期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2  成矿时代 

大兴安岭地区热液矿床主要形成于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其类型主要有斑岩型、夕卡岩型、热液脉型、

火山热液型（赵一鸣等，1997）和同韧性剪切斑岩型（张炯飞等，1999）、蚀变二长岩型（张炯飞等，1998）、
浅成低温热液型 和蚀变砂岩型（Quan et al，1998）等。斑岩型、夕卡岩型、同韧性剪切斑岩型、蚀变二

长岩型等热液矿床的形成均明显与晚侏罗世－早白垩世中、酸性侵入岩有关。而浅成低温热液型、火山热

液型热液矿床的形成明显与火山活动关系密切，它们常形成于火山机构之中。蚀变砂岩型热液矿床的形成

也与晚中生代岩浆活动关系密切。大兴安岭地区晚中生代岩浆活动不但为该地区热液矿床的形成提供了热

源，而且还提供了热液源和矿源（张德全等，1990；赵一鸣等，1997；Quan et al., 1998；）。因此，可以将

它们称为广义的岩浆热液矿床。 

                                                        
∗本文由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编号：200110200018） 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张炯飞，男，1963 年生，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成矿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310                                      矿   床   地   质                                        2002 年 

表 1  大兴安岭热液矿床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 
矿床名称 测定对象 测定方法 年龄值/Ma 资料来源 

171 白音诺尔铅锌矿 花岗闪长斑岩 Rb-Sr 等时线 张德全等，1990 
148.3 敖脑达巴银锡铜矿 花岗斑岩 Rb-Sr 等时线 赵一鸣等，1997 
120 额仁陶勒盖银矿 流纹斑岩 Rb-Sr 年龄 赵一鸣等，1997 
142 乌奴格吐山铜钼矿床 二长斑岩 Rb-Sr 等时年龄 Qin et al.，1995 

139.2 甲乌拉铅锌矿 石英二长斑岩 U-Pb 年龄 赵一鸣等，1997 
149 毛登锡铜矿 花岗斑岩 Rb-Sr 等时线 赵一鸣等，1997 
131 浩布高铅锌矿 正长花岗岩 Rb-Sr 等时线 赵一鸣等，1997 

177.4 台布呆铜矿 花岗斑岩 Rb-Sr 等时线 赵一鸣等，1997 
140.25 黄岗锡铁矿床 正长花岗岩 Rb-Sr 等时线 赵一鸣等，1997 

127 巴尔哲稀土矿 碱性花岗岩 Rb-Sr 等时线 赵一鸣等，1997 
161.75 莲花山铜矿 闪长玢岩 U-Pb 法 赵一鸣等，1997 
161.84 闹牛山铜矿 闪长玢岩 Rb-Sr 等时线 赵一鸣等，1997 
145.1 下吉宝沟金矿 二长岩 K-Ar 年龄 张炯飞等，1998 

111~110 二道河子铅锌矿 流纹斑岩 Rb-Sr 年龄 张炯飞等，2001 
乌兰铅锌矿（蒙） 青盘岩 K-Ar 年龄 张炯飞等，2001 161±7 
达拉松金矿（俄） 与成矿关系密切岩体 Rb-Sr 年龄 张炯飞等，2001 151±1.3 

114~120 巴列依金矿（俄） 冰长石 K-Ar 年龄 张炯飞等，2001 
145~150 日列津钼矿（俄） 花岗斑岩 Rb-Sr 年龄 张炯飞等，2001 

 
笔者通过对该地区及毗邻地区热液

矿床形成时代（表 1）的进一步研究和

总结，发现该地区热液矿床的形成时代

具有从南向北随着纬度的增高逐渐变新

的趋势（图 1）。南部地区热液矿床的形

成时代为 175~125 Ma；而北部地区为

145~110 Ma。可见大兴安岭地区热液矿

床的形成不但具有从南向北逐渐变新的

明显趋势，而且相近纬度地区形成热液

矿的时间跨度，从南至北也是基本一致

的。从表及图 1 还可发现，大兴安岭地

区晚中生代成矿作用持续了约 70 Ma，
而同纬度地区成矿作用持续了约 40 
Ma，从南到北不论是成矿的最老时代还

是最新时代，相差均约 20 Ma。 180 170 160 150 140 130 12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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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兴安岭地区热液矿床的时空关系 

3  讨论及结论 

大兴安岭地区成矿作用与晚中生代岩浆活动关系密切，而该地区晚中生代岩浆活动主要表现为火山活

动。大致以博克图为界，南、北两区的火山岩具有一定的差别。南部从下至上划分为中侏罗世新民组、晚

侏罗世满克头鄂博组、玛尼吐组、白音高老组和梅勒图组；北部划分为中侏罗世南平组、晚侏罗世塔木兰

沟组、上库力组、木瑞组和伊列克得组。 
新民组和南平组皆为含煤的正常沉积岩与火山碎屑岩互层，两者层位基本相当；梅勒图组和伊列克得

组皆以安山质-玄武质火山熔岩为主夹火山碎屑岩，两者岩石地层单位基本相当。因此，介于新民组和梅勒

图组之间的满克头鄂博组、玛尼吐组和白音高老组应与介于南平组和伊列克得组之间的塔木兰沟组、木瑞

组和上库力组的岩石地层单位基本相当。虽然大兴安岭南、北两段晚中生代火山岩岩石地层单位基本可以

对比（图 2），但相关的年代学资料却表明大兴安岭地区晚中生代火山岩具有在空间上自南向北有层位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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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新的规律。 
陈义贤等（1997）测得大兴安岭南部火山岩 Rb-Sr 等时

年龄为 164±4.6 Ma，Ar-Ar 等时年龄为 146.7±1.8 Ma、坪

年龄为 145.9±6.2 Ma；梅勒图组火山岩 Rb-Sr 等时年龄为

125.0±4.0 Ma，Ar-Ar 等时年龄为 123.1±0.8 Ma、坪年龄为

124.2±1.5 Ma、116.5±7.9 Ma。赵国龙等（1989）测得满克

头鄂博组火山岩全岩 Rb-Sr 等时年龄为 152.29±2.69 Ma。 
蒋国源等（1988）曾测得塔木兰沟组火山岩的 Rb-Sr 等

时年龄为 144.6±7.04 Ma、K-Ar 等时年龄 144.5±8.1 Ma，
上库力组火山岩 Rb-Sr 等时年龄为 113.57±2.11 Ma、K-Ar

等时年龄 110.4±7.21 Ma。此外，据内蒙古地质矿产局（1991）资料，塔木兰沟组 Rb-Sr 等时年龄为 145.1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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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兴安岭南、北两区地层对比关系 

从以上同位素年龄资料可见，大兴安岭从南向北火山岩逐渐变新。相关的古生物年代学资料也进一步

证实了这一点。 
前人认为梅勒图组基本与辽西的义县组相当（陈义贤等，1997）。南部与梅勒图相当的义县组和北部

上库力组沉积夹层中均发现Eosestheria和Lycoptera等热河生物群化石 ，而在南部白音高老组、玛尼吐组、

满克头鄂博组和北部木瑞组中均产有Nestoria化石。大量的研究表明Eosestheria与Nestoria两个叶肢介群不

混生，呈上下关系，Eosestheria群在Nestoria两个群之上（王五力等，1995）。这表明梅勒图组和上库力组

在形成时代上应是近于同时的产物。这与相应的同位素年代学资料是完全吻合的，进一步说明了大兴安岭

火山岩具有向北逐渐变新的趋势。 
综上可见，该地区晚中生代火山岩及与成矿关系密切的侵入岩都具有从南向北逐渐变新的特征，它们

共同说明了研究区晚中生代岩浆活动具有从南向北逐渐迁移的特征；而大兴安岭地区晚中生代热液矿床的

形成时代从南向北逐渐变新的实质为该地区晚中生代岩浆活动从南向北迁移的结果。 
致  谢  李之彤研究员、张立君研究员、朱洪森高级工程师和刘世伟高级工程师等对本文提出了许多

宝贵意见，权恒研究员和庞庆邦研究员参加了部分野外研究工作，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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