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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毕力赫大型金矿勘查突破过程及启示意义
!

葛良胜，卿 敏，袁士松，唐明国，邢俊兵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地质研究所，河北 廊坊 ":6"""）

摘 要 内蒙古毕力赫金矿原为一资源严重危机的小矿山。为缓解资源危机，维持矿山可持续发展，笔者等应

邀对该矿床进行了资源潜力评价，并开展接替资源勘查工作。在对该矿床进行详实的野外地质调查和资源潜力分

析的基础上，确定了针对矿山地质工作程度并结合矿床具体特点、采用以现有资料综合分析为基础、以针对性的地

质科研引路、以有效的勘查方法技术组合配套使用为手段、适时设计验证工程、分期分阶段有重点地加以实施的找

矿勘查思路。通过5年多的研究与勘查，实现了找矿的重大突破，在原矿区外围新发现了"号金矿带。通过系统勘

探，发现大型高品位隐伏斑岩型金矿体，提交新增金资源／储量!9;#9:<，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矿一跃而成为大型

金矿床。经验表明，要实现危机矿山的找矿突破，扎实的基础地质工作、科学的资源潜力评价和有针对性的找矿勘

查思路是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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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得到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项目（编号：!""896"99）和第二批全国危机矿山典型矿床及成矿规律总结研究项目（编号：

!""$##!6）的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葛良胜，男，9#::年生，在站博士后，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矿床学研究。,Z?>M：’BM>?@’OAB@’#Y?AGG(NG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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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与

日俱增，但矿产资源的供给形势却十分严峻：已探明

的矿产资源的保有储量在不断下降，很多矿山处于

资源短缺或危机状态。面对日益严峻的矿产资源形

势，加强空白区基础地质研究、深化危机矿山成矿规

律的认识、发现新的矿产资源基地或实现危机矿山

勘查突破，是走出资源困境的当务之急。近年来，笔

者在河北省峪耳崖，河南省东湾（原店房）、前河、祁

雨沟，陕西省东桐峪、秦岭、铧厂沟，山东省黄阜岭、

大尹格庄、夏甸，甘肃李子园，云南老王寨、金厂，内

蒙古毕力赫等资源危机矿山开展了接替资源找矿工

作，取得了一些成效，同时也发现了制约危机矿山勘

查突破的诸多问题。本文以最近取得勘查突破的内

蒙古毕力赫金矿为例，对其近D年半的勘查过程作

一回顾，并对找矿思路及技术方法进行简要梳理，以

期对其他地区的找矿突破有所启迪。

7 毕力赫矿床勘查历史

毕力赫金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

特右旗境内，现为中国黄金集团控股的国营矿山。

其前身为一县办小矿山，始建于7EE6年，当时所依

托的资源量仅为内蒙古黄金公司对该矿区!号矿带

!)!和!)"号6个矿体提交的8FE86吨GHI级

储量#。7EEJ至7EEK年，内蒙古第四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院应邀对毕力赫矿区进行探矿增储工作，经过L
年的努力，将原!)"号矿体分解为!)"和!)$号6
个矿体，并新圈定出!)%号矿体及另外68个小矿

体，新增GHI级矿石量7LF6万 吨，金 的 金 属 量

8FKE吨&。7EEE年，该矿山重新组建为股份公司，归

属中国黄金集团。由于矿山资源日益紧张，688D’
688J年，该矿山相继邀请一些科研和勘查单位对其

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和勘 查，但 均 未 取 得 进 展。至

688M年，在开展资源保证程度评估时发现，该矿山的

保有储量（包括矿柱回采）可供服务年限已不足7
年，进入资源严重危机矿山的行列，急需开展危机矿

山接替资源勘查和增储工作。笔者于688J年N月

应邀对毕力赫金矿区的资源潜力进行科学评价，并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接替资源勘查工作。

6 矿床基本地质特征

*O+ 区域成矿背景

毕力赫矿区位于华北板块北缘白乃庙)镶黄旗

成矿带内中生代火山盆地的东南部（图7）。从区域

大地构造演化和发展史（朱永峰等，688L；P&1"4#$O，

6887；孟庆任等，6886）看，华北板块北缘经早古生代

末向北增生后，进入造山后伸展阶段；中生代期间，

在滨太平洋板块向西北俯冲的综合影响下，在华北

板块北缘形成了一系列受QR向断裂控制的隆起和

坳陷（李思田等，7EKN；郭锋等，6887）。

区域内出露的地层主要是：上石炭统阿木山组、

下二叠统额里图组和于家北沟组沉积碎屑岩系，分

布于西部白乃庙地区；上侏罗统玛尼吐组（SD!"）和

白音高老组（SD#）为两套火山)沉积岩系，广泛出露于

中、东部，是该矿区内的主要地层和赋矿围岩。

区域岩浆活动强烈，具多期次、多旋回活动的特

点。海西期侵入岩主要为石英角闪辉长岩、辉绿岩、

闪长斑岩、花岗闪长斑岩等；印支期主要为黑云石英

闪长岩、花岗闪长岩、斜长花岗岩，多受近RT向构

造的控制；燕山期主要为花岗斑岩、石英闪长岩、黑

云钾长花岗岩等，与区域成矿关系密切。此外，区内

脉岩也较发育，种类繁多。

区域构造以断裂为主，褶皱次之。北部的武艺

台)德言旗庙断裂带是区域内早古生代缝合线的重

要组成部分，规模大、发育时间长、深度大；南部的川

井)化德深断裂带，是华北板块北缘元古代裂谷带的

北 部边界断裂，也具有多期活动、性质复杂的特征。

# 内蒙古黄金公司O7EE6O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毕力赫金矿勘探地质报告O内部资料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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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毕力赫矿区区域地质构造略图（"，据!#$%万区域地质图修改）及周边构造单元位置图（&）

!—中’新生界；$—石炭系—二叠系；(—中志留统徐尼乌苏组；)—中元古界白云鄂博群；*—中元古界白音都西群；+—中元古界温都尔

庙群；,—晚元古代石英闪长岩；-—海西期花岗岩类；.—燕山期花岗岩类；!%—蛇绿岩体（基性’超基性岩体）；!!—推测或隐伏断裂；

!$—研究区位置；!—华北板块；"—中元古代大陆边缘裂谷；#—岛弧（早古生代增生带）；$—早古生代俯冲带；%—晚古生代增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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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9B4<056F564

早古生代以后，受多种区域构造动力体制的制约，区

域构造线由以近WX向为主转为以UW向为主。古

老的WX向构造和较晚的UW向构造及其交汇部位

控制了区域金多金属成矿带和矿床集中区的展布。

!2! 矿区地质特征

根据区域地质调查资料，毕力赫矿区内出露的

地层主要为上侏罗统玛尼吐组中性火山岩及白音高

老组中酸性火山岩。玛尼吐组火山岩主要分布于矿

区的东部和西南部，与下伏的上二叠统额里图组砂

岩呈不整合接触，其顶部与白音高老组为整合接触，

岩性主要为安山岩、红色晶屑凝灰岩和薄层状沉凝

灰岩等（图$），是主要赋矿地层之一。白音高老组呈

UW向带状展布，以中酸性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为

主，岩性主要为灰白色流纹岩、灰红色晶屑岩屑凝灰

岩、灰白色熔结凝灰岩、青灰色流纹质凝灰熔岩和含

砾凝灰质砂岩等，也是重要的赋矿围岩。高晓峰等

（$%%*）的 研 究 表 明，玛 尼 吐 组 火 山 岩 含 有 较 高 的

"8$N(、U7$N、JB，较低的T和重稀土元素（S3WW），

认为其是造山带下地壳镁铁质岩石部分熔融的产

物。

矿区内断裂构造发育，以UX向为主，UW向次

之。UX向断裂是区域构造的次级构造，走向$.*&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毕力赫金矿区地质略图

"—第四系；!—玛尼吐组安山岩；#—玛尼吐组安山质角砾岩；$—玛尼吐组安山质角砾熔岩；%—玛尼吐组玄武岩；&—白音高老组流纹

（斑）岩；’—细晶岩；(—侏罗系砂岩；)—花岗斑岩；"*—石英脉或硅质岩；""—小型环形构造；"!—构造角砾岩；"#—矿化带地表范围；

"$—隐伏矿体在地表的投景范围；"%—!号矿带勘查范围；"&—"号矿带勘查范围；"’—化探剖面；"(—物探剖面

+,-.! /0121-,34256073894:1;<,2,80,-12==0:15,7
"—>?470@A4@B；!—CA=05,701;D4A,7?+1@947,1A；#—CA=05,7,3E@033,41;D4A,7?+1@947,1A；$—CA=05,7,3E@033,470=24F41;D4A,7?+1@947,1A；

%—<454271;D4A,7?+1@947,1A；&—G8B12,70（:@1:8B@B）1;<4,B,A-41241+1@947,1A；’—H:,2,70；(—I?@455,354A=571A0；)—/@4A,70:@1:8B@B；

"*—>?4@7JF0,A1@5,2,342,70；""—K,@3?24@57@?37?@0；"!—H7@?37?@42E@033,4；"#—H?@;4302,9,751;9,A0@42,J47,1A40@4；"$—H?@;430:@1L037,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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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0N:21@47,1A；"(—P@1;,201;RP=,:1204@@4B

#%*S，倾向北东，倾角’*#(&S，断裂破碎带长度大于

!***9，带内岩石破碎，具有张性断裂特征。OM向

断裂规模相对较小，多为受强烈挤压的片理化带。

根据对矿区北部!&号矿化带露采部分的观察，OM

向断裂对矿体具有不同程度的破坏作用，表明其成

矿后活动明显。

矿区内的侵入岩明显受OT向构造的控制，主

要 为燕山晚期$的肉红色花岗斑岩及中基性次火山

$ 内蒙古第四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毕力赫金矿增储（详查）地质报告.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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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和爆发相火山角砾岩，其中，中基性次火山岩和火

山碎屑岩与金矿化关系密切。

!!" 矿床地质特征

"!#!$ 矿（化）带（体）地质特征

本次工作之前，该矿区内已发现的矿带和矿化

蚀变带主要有%条，即!号矿带及""号、"#号和"&
号矿化带（图"）。除!号矿带开展过勘探，以及对

""号和"&号矿化带作过少量调查工作外，对其他矿

化目标体则未做过地质工作。

!号矿带 全长约%’’(，走向)*，倾向)+。

富矿地段明显受)+向和)*向构造交汇部位（火

山机构）的控制，总体呈扁豆状（图#）。根据采矿和

坑道调查资料，发现其深部有蚀变和矿化的闪长斑

岩体。已控制的矿化范围长$,’(，宽$’’(。后期

活动的次火山岩墙（脉）和构造将其切割成多个部

分，共圈定出"$个矿体，主要为!、"、#和$号%
个。矿体形态多呈透镜状、脉状或囊状，走向))*，

一般倾向)++，倾角中等，矿体在空间上有向-+侧

图# 毕力赫金矿区!号矿带地质略图

$—第四系；"—玛尼吐组安山岩；#—玛尼吐组玄武安山岩；

%—安山玢岩脉；,—辉绿岩；&—闪长斑岩；.—矿体及编号；

/—花岗斑岩

012!# 34565217869:4;7<(8=5>)5!!(1?4@861A8;15?A5?4
1?B161<41256CC19;@17;

$—DE8;4@?8@F；"—G?C491;45>H8?1;E05@(8;15?；#—B8986;178?C491;4

5>H8?1;E05@(8;15?；%—G?C491;17=5@=<F@1;4C1:4；,—I18J894；

&—I15@1;4=5@=<F@F；.—K@4J5CF8?C1;994@186?E(J4@；

/—3@8?1;4=@5=<F@F

伏的趋势。$号矿体位于地表!、"、#号矿体（现

已全部采空）的深部，是该矿带内规模最大的矿体，

已控制的长度为$%’(，最大厚度"#(，平均厚度

.L./(，延深&,(，平均品位%L%2／;。

"&号矿化带 位于!号矿带的东北方向（图

"），为一构造破碎角砾岩带，总体呈)**向，倾向

)+，倾角,’%&’M，控制长度$’’余(，其南东端的

控制宽度为"’%,’(。经地表揭露，矿化最好的部

位在该带的中部。其南侧以断层与蚀变流纹斑岩和

凝灰质砂岩接触，界面清晰，其北侧则尚未完全控

制。赋矿围岩主要为玛尼吐组火山岩，岩石破碎，角

砾发育，角砾成分多为石英，其次为凝灰岩、凝灰质

砂岩和流纹斑岩等，大小混杂分布，无定向性，普遍

有不同程度的磨圆或蚀圆现象。胶结物主要为与角

砾同成分的细碎屑，多遭受强烈的高岭石化，胶结松

散。破碎角砾岩带内可见有石英细网脉贯入。前期

勘查表明，局部有特高品位的矿石，尤其是石英细脉

分布的部位。

""号矿化带 位于!号矿带的西侧（图"），走

向)*，倾向)+，倾角近直立，长度大于#’’(。其

围岩主要为玄武角砾岩。矿化较好的部位为充填于

破碎带中的石英脉，地表呈现强烈的褐铁矿化，石英

脉在平面上呈波状弯曲，厚度变化较大。工程揭露

显示，石英脉厚’L&%$L"(，金品位$%$’2／;，其两

侧的碎裂蚀变角砾状玄武岩也具有不同程度的矿

化，含量一般为’L&2／;左右。矿化的蚀变角砾状玄

武岩的表面呈褐黑色，角砾均为玄武岩，大多具有一

定的磨圆，边界清晰；胶结物则多为硅铁质，部分为

细的玄武岩碎屑，胶结紧密。玄武岩中多孔洞，其间

被粉末状黄铁矿充填。此前的地质勘查单位认为该

带不具工业意义，找矿前景不大。

"!#!" 矿石特征

根据含矿岩性的不同，可将矿石分为石英脉型

和蚀变岩型"类。前一类主要产于!号矿带浅部；

后一类主要见于!号矿带深部，为主要矿石类型，占

该矿床总储量的N’O以上。在石英脉型矿石中，石

英脉多以板状形式产出，有时为网脉状；自然金多呈

包体直接产于石英中，少量沿裂隙产出；脉体中还可

见黄铁矿、黄铜矿、斑铜矿、磁铁矿等金属矿物，但含

量较低，一般在$O以下。对于蚀变岩型矿石，金也

主要以包体金的形式产于蚀变所形成的团块状石英

中，仅见少量裂隙金；尽管蚀变岩石中含有一定量的

黄铁矿、黄铜矿等金属矿物，但选矿试验表明，当硫

%N# 矿 床 地 质 "’’N年

 
 

 

 
 

 
 

 



化物含量增高时，金品位则降低，反映出硫化物与金

矿化间的关系不很密切，这与显微镜下的观察结果

相一致。

!"#"# 围岩蚀变特征

该矿区内，围岩蚀变广泛发育，主要有钾长石

化、硅化、绢云母化、泥化及青磐岩化等。因产出位

置不同，蚀变类型及蚀变分带情况明显不同。在!
号矿带，蚀变以面状为主，且具有明显的环形分带：

在地表，从矿体中心向外依次为：钾长石化$硅化、

硅化、绢云母化、泥化及青磐岩化；在垂向上，近地表

部位为泥化$硅化，在中部，钾化程度增高，同时见

有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向深部钾化更强，

硅化则相对减弱。而在!!号及!%号矿化带，蚀变

以线状为主，沿构造破碎带发育，主要有硅化、褐铁

矿化、方解石化$绢云母化、青磐岩化、电气石化，有

时可见钾长石化，主要产于围岩中。野外调查发现，

硅化和钾长石化是毕力赫金矿区的直接找矿标志，

硅化所形成的石英呈团块、细脉及硅质体，与钾长石

共生，油脂光泽强，是主要的载金矿物，凡是含石英&
钾长石团块的矿石，其金就能达到工业品位，金含量

与硅化（石英团块）强弱成正比。

# 资源潜力分析及勘查思路的建立

!"" 资源潜力分析

毕力赫金矿区所在的华北板块北缘地区是兴安

&蒙古古生代&中生代复合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华北地区较有前景但有待突破的金多金属成矿带之

一。区域上与金矿关系密切的地层包括西部地区的

元古 界 中&浅 变 质 岩 系（温 都 尔 庙 群、白 音 都 西 群

等）、古生界徐尼乌苏组、西别河组，以及东部地区的

中生代火山岩等。加里东期&海西期中&酸性侵入岩

与金矿的关系也很密切。金矿床的空间分布严格受

控于川井&镶黄旗深大断裂，其旁侧的次级构造以及

与其形成“入”字型的构造进一步控制着金矿体（脉）

的产出；在’(向挤压应力作用下形成的共轭断裂往

往为容矿构造，以’)向、’))向为主，’*向次之。

该区分布有白乃庙、毕力赫、白音哈尔、巴彦查干、哈

达庙等多处金矿床（点），显示出较大的找矿潜力。

金矿床类型以中低温热液石英脉型为主（白乃庙和

白音哈尔）；近年来，又发现了构造破碎蚀变岩型、火

山岩型、斑岩型和矽卡岩型金矿床，从侧面反映出该

地区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以往的勘查研究表明，在毕力赫地区，容矿火山

岩系（层）出露良好，导矿、配矿和容矿构造发育齐

全，热液活动发育，蚀变强烈，矿化类型多。该矿区

的野外地质调查表明，除!号矿带"号矿体的深部

及周边外，!%号矿化带也有一定的找矿潜力。特别

是，该矿区的外围广泛发育以硅化为主的热液蚀变，

构造活动强烈，许多地段都具有与!号带相似的构

造和蚀变特征，预示着该矿区的外围还有很大的找

矿空间。

!"# 矿床类型

笔者对已采出的矿石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毕

力赫金矿区!号矿带的地表和浅部矿体（!&#号中

段，地表向下+,-.范围内）是受火山机构及相关构

造控制的（次）火山热液型金矿化，但向下至$、"中

段，则具有向斑岩型金矿化过渡的特征，其主要表现

为：% 该矿带内的富矿体与闪长斑岩具有密切的空

间分布关系；& 具有与典型富金斑岩铜矿床（(/00/1
234，!---）类似的环形蚀变分带以及钾长石化、硅化

等高温蚀变组合；’ 在该矿带深部的含矿斑岩中，

发现了大量单向固结结构（图5），表明其明显经历了

岩浆&热液过渡过程（杨志明等，!--6）。但地质勘查

工作（最大深度达#--.）表明，在该矿带!号矿体的

深部并未形成典型的斑岩型金矿体。

经综合分析，并结合国内外陆相火山岩区相关

金矿床的矿化特征，笔者认为，毕力赫金矿床可能具

有斑岩型&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化的套合现象，但斑

岩型矿体不一定产在现存矿体的深部，而可能产在

其他地段。因此，寻找斑岩型矿化是下一步地质勘

查应该考虑的重要方向。

#"# 勘查思路的确立

富金斑岩铜矿描述性及成因模型的应用

迄今，在世界范围内，斑岩金矿少见，仅在智利

的789/:;<=8斑岩铜矿带出现（>/084280"，+??+@）；

在中国，虽有一些关于斑岩型金矿床（如团结沟、小

西南岔、峪耳崖等）的报道，但其特征与该类矿床相

比，有明显差异。因此，目前还缺少可资勘查借鉴对

比的典型实例。但是，对斑岩型铜矿床或富金斑岩

铜矿床则有较长的 研 究 历 史（(/00/234，+?A?；+??A；

!---；>/084280"，+??+8），并建立了较为可靠的描述

性模型及成因模型（(/00/234，!---）。依据与斑岩型

矿床相同或相似的特征，笔者认为，富金斑岩型铜矿

床的成因模型对于指导斑岩型金矿床的勘查具有实

际意义。斑岩型矿床的产出具有如下特点：%矿床

,?#第!6卷 第5期 葛良胜等：内蒙古毕力赫大型金矿勘查突破过程及启示意义

 
 

 

 
 

 
 

 



 
 

 

 
 

 
 

 



图! 典型富金斑岩铜矿的描述性模型（"#$$#%&’，())*；+,,,）

-.—斑铜矿；//—辉铜矿；/0—黄铜矿；/1—铜蓝；’.234—硫砷铜矿；5’6—赤铁矿；64—磁铁矿；07—黄铁矿

8#49! :’;/3#0%#1’6&<’$&=2%70#/2$0&305737%70’>?@A?<’0&;#%（"#$$#%&’，())*；+,,,）

-.—B&3.#%’；//—>52$/&/#%’；/0—>52$/&073#%’；/1—>&1’$$#.’；’.234@C.234#%’；5’6—D’62%#%’；64—E24.’%#%’；07—F73#%’

以寻找隐伏斑岩体或矿化中心；! 对经地质研究预

测 和（或）物化探测量发现异常的区段，开展工程验

证，检验、修正勘查模型。

G 工程验证前的矿化信息提取

在确定勘查思路之后，于+,,!年H月开始了工

程验证前的各项工作。

!9" 地质填图

通过大比例尺地质填图，进一步查清了区内构

造、岩浆岩、蚀变和脉体的特征及空间分布规律，并

对不同的岩性进行了镜下鉴定，对岩石重新命名，绘

制了矿区第一张大比例尺地质图（图+）。同时认为，

不同构造的交汇部位可能是火山@次火山岩浆活动

中心，应为找矿的重要目标区。在此基础上，圈定了

一系列受IC向和IJ向构造控制并呈近等间距分

布的重点找矿预测区。

!9# 遥感地质

通过对高精度遥感图像的详细解译，发现该矿

区内主要发育K组构造："IC向构造，为一组由多

条线性构造组成的线性构造带，贯穿整个矿区；#
IJ向构造，一条主要的IJ向构造在该矿区东侧

通过，矿区内也发育IJ向构造，贯穿矿区，但多为

单条线性构造，似为后期脉岩（或石英脉）所充填；$
近CJ向构造，在矿区范围内呈近等间距发育。此

外，通过遥感解译，还在矿区及其外围圈出了几个环

形构造。该矿区即是一明显的环形构造体，其内部

发 育多个规模较小的环形构造，有一个与%号矿带

*)K第+H卷 第G期 葛良胜等：内蒙古毕力赫大型金矿勘查突破过程及启示意义

 
 

 

 
 

 
 

 



表! 毕力赫矿区!号蚀变带"#$和"#%地化剖面的金含量

&’()*! +,-./0*/0.12*.-3*#4-’)56.14)*"#$’/7"#%4/8.9#4/*6’)4:’04./(*)016.#;4)43*47*5.<40
!"#$% !"#$& !"#$’ !"#$( !"#$) !"#$* !"#$+ !"#$, !"#$# !"#$- !"#$&% !"#$&&

!（./）／&%0-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 !",$& !",$’ !",$( !",$) !",$* !",$+ !",$, !",$# !",$-

!（./）／&%0- &(1& *1’ ’+1# ’(1’ &1# &1* +1- ’1( )1% &1’

吻合较好。

经对比还发现，地表矿化蚀变较强烈的部位，在

遥感图像上呈现出较明显的浅白色至淡粉红色的过

渡色调，这对于确定找矿有利地段也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通过遥感解译，结合地质填图成果，并参考

&2*万土壤地球化学异常，在上述找矿预测区内，又

进一步圈定了若干个找矿靶区，并确定其中的’+号

矿化带和!号蚀变带为重点工作区（图’）。由于’+
号带已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因此，将找矿勘查重点放

在!号带。

=1> 地球化学测量

根据收集到的该矿区&2*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

资料，发现!号带所在的区域存在着与该矿区"号

带在规模、形状和强度上均相似的土壤地球化学异

常；此外，在该矿区的其他部位也有异常存在，前人

对这些异常进行了地表探槽控制，但均未发现矿

（化）体。因此，需要进一步验证这些异常的真实性，

并评价其价值。

笔者采用岩屑地球化学剖面法对这些异常，特

别是对!号带所在的异常，进行了地表查证。全区

共测制此类地球化学剖面’*条，总长’%3"。表&
列出了通过!号蚀变带的’条地化剖面（!",和

!"#，参见图’）的金测量结果，均显示强烈的金异

常，并具有良好的对应性，在剖面!"#的西段，连续

,##个样出现高异常，并与原土壤地球化学异常区

基本吻合。由于验证取样为岩屑，因此，更反映出该

区存在强矿化作用，表明其深部具有较好的找矿潜

力，故而，确定!号带为首先开展探矿验证工作的重

点靶区之一。

=1= 地球物理测量

对!号及’+号带开展了系统地球物理测量工

作。共测制&%条剖面，其中!号带+条，’+号带)
条。图+即是!号蚀变带上的一条高密度电法测量

的剖面图（4&，参见图’）。该图内靠近中部的低阻

高充电率异常通常被认为是矿化较好的部位，也正

是笔者建议进行首次钻孔验证的地段。进一步将!
号带的56)和高密度电法测量结果与"号带的典

型剖面相对比，认为 4&剖面左段所显示的高阻高

极化区可能是隐伏岩浆岩分布区，其埋深为)%"左

右，深部（+*#&’%"）显示出高极化特征，可能具有

较好的矿化潜力，由此，进一步肯定了!号带的找矿

前景。

* 工程验证结果

依据所提取到的不同矿化信息，分(个阶段提

出设计，进行工程验证。

第一阶段（’%%+年下半年） 以地表详细观察研

究资料为基础，结合岩矿测试、镜下鉴定和分析，对

’+号带提出了工程验证意见。主要利用槽探对地表

矿化构造带进行系统控制，而不是仅针对其中规模

较小的石英细脉开展工作。

通过系统取样，认为控制’+号带的构造具有多

期活动特征，其内穿插的石英细脉是造成矿化的主

要原因，石英细脉的密度决定了矿化带含矿性的高

低，矿化石英细脉局部含./量可达(%%7／8以上。

根据矿化石英细脉的发育程度，圈出了若干个小的

呈透镜状的矿体，它们在构造蚀变带内呈斜列式展

布，构成相对高品位区，而在这些矿体之间，则是石

英脉稀疏分布的低品位区。高品位区与低品位区不

仅难以分割，更难以分别开采。为此，向矿山建议进

行混合露采，可形成宽约&+"，长约+%"的可采地

段。此建议为该矿山增加了近+万吨矿石，平均品

位可达’9%7／8左右，与"号带的较富矿石配矿，有

效地维持了该矿山’%%+年度的生产。

第二阶段（’%%,年上半年） 主要以物、化探剖

面资料为基础，对!号蚀变带地表强硅化区（对应于

4&物探剖面中部的低阻高充电率区）提出了工程验

证方案。依据化探剖面测量结果及地表地质调查，

发现其异常地段具有较明显的硅化蚀变，但硅化蚀

变所形成的强烈硅化带（位于剖面的东段）与高异常

值并不对应，即剖面西部的高值区的硅化反而相对

较弱。基于勘查模型中硅化地段一般矿化相对较好

的认识，以及物探剖面的特征，于’%%,年初，针对地

#-( 矿 床 地 质 ’%%-年

 
 

 

 
 

 
 

 



 
 

 

 
 

 
 

 



矿石量!""多万吨，平均品位#$#%&%"’!，金金属量

%($()，其中包括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富）类

型富矿体一个（图,），矿石量-#$*万)，平均品位

%-$"#.／)，金金属量/)。估算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

储量（###）类型金金属资源量%%-*0.，矿石量-%"
*%!)，平均品位*$*!&%"’!。其中，控制的经济基

础储量（%**+）1（%**+）（富）占探明总资源储量的

(2$-3。估算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低品

位）类型金金属资源量("#0.，矿石量%-*万)，平均

品位"$!&%"’!。

在整个矿区，本次查明矿产资源矿石量/"#万

)，金属量*%4()，平均品位*4,#&%"’!!。这些发现

基本验证了此前所建立的勘查思路的正确性和工作

方法的有效性，但所发现的是隐伏矿体，而其地表呈

负地形，则是未估计到的。

! 对危机矿山找矿突破的启示

据初步研究，毕力赫矿床是华北板块北缘地区

首例高品位独立斑岩型大型金矿床，它的突破对华

北板块北缘地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找矿实践意

义。据统计，中国约有一半以上的黄金矿山已进入

资源紧缺的危机矿山行列。理论分析表明，绝大部

分危机黄金矿山的接替资源找矿工作大有可为；但

如何针对具体矿山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合理且有效

的找矿勘查思路和技术方法组合，对于危机矿山加

快接替资源找矿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归结起来，主

要有以下几条：

图, 毕力赫金矿区"号矿带"勘探线剖面图

%—第四系；*—第三系红色泥岩；#—花岗闪长玢岩；2—花岗斑岩；-—上侏罗统火山5碎屑岩；!—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富）；

,—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钻孔及编号

67.4, 89:;:.7<=;>9<)7:?=;:?.@:A9BC;:D=)7:?;7?9:E@:*F7?9D=;7G=)7:?G:?97?H7;7I97.:;JJ9C:>7)
%—KL=)9D?=DM；*—N9D)7=DMD9JFLJ>):?9；#—8D=?:J7:D7)7<C:DCIMD7)9；2—8D=?7)9C:DCIMDM；-—OCC9DPLD=>>7<Q:;<=?7<;=>)7<D:<0；

!—R:?)D:;;9J7?)D7?>7<9<:?:F7<D9>:LD<9SL=?)7)M（##*D7<I）；,—R:?)D:;;9J7?)D7?>7<9<:?:F7<D9>:LD<9SL=?)7)M（##*+）；/—T?E9DD9J
7?)D7?>7<9<:?:F7<D9>:LD<9SL=?)7)M（###）；(—UD7;;I:;9=?J7)>>9D7=;?LF+9D

! 武警黄金地质研究所4*""/4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毕力赫金矿区TT号带%,—2"线详查地质报告4内部资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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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是一项成矿理

论和找矿实践密切联系的综合性研究工作，既要求

对典型矿床成矿模型有透彻的理解，对矿床地质特

征、控矿关键因素有清晰的认识，又要求对矿山深部

及外围找矿有清晰的思路和创新的思维。因此，理

论研究需与找矿实践密切结合。例如，笔者在毕力

赫矿床制定找矿勘查计划之前，对原!号矿带的矿

床地质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地表和坑道观察及研究，

形成了矿区存在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化和斑岩型矿化

套 合现象的初步认识，这一认识为我们借用富金斑

岩模型指导勘查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制定出相

关的技术方案。

（"）资源潜力分析是实现找矿勘查突破的前

提。在对危机矿山进行接替资源勘查前，应对其开

展符合实际的资源潜力分析，包括矿山所处位置、成

矿地质条件、矿山发现与开采历史、资源类型及工作

程度、有无潜力及多大潜力等，都要搞清楚。只有具

找矿潜力的矿区才有实现找矿增储的空间。要搞清

楚一个地区的资源潜力，不仅要对该区的区域构造

演化和成矿地质环境有较明确的分析，同时，还要对

区域金属矿床的成矿规律有清醒的认识。详细的基

础地质调查工作是矿区资源潜力分析不可缺少的方

法手段。

（#）在具有找矿潜力的前提下，找准制约矿山

勘查突破的关键问题，是实现增储的出发点。只有

关键问题搞清楚了，建立了符合矿山实际的找矿勘

查模型，才能对症下药，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技术方

法。毕力赫矿床的找矿突破，就是抓住了浅成低温

热液型和斑岩型矿化套合成矿这一关键问题，并以

此来部署工作。

（$）以现有资料的综合分析为基础，以针对性

的地质科研引路，以有效的勘查方法技术组合配套

使用为手段，适时设计验证工程，分期、分阶段有重

点地加以实施，是危机矿山找矿勘查增储的基本思

路。

迄今，"号矿带的勘查工作仍在进行。值得指

出的是，根据"号带的找矿成果，目前又对!号矿带

的深部和边部以及"%号带提出了新的勘查方案，现

已取得明显效果。这将在以后的有关文章中予以介

绍。

志 谢 野外工作期间，得到了毕力赫金矿董

事长段希刚、原总经理马满福、现总经理庞继尧以及

矿区负责人冯建兵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论文写作

过程中，得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侯增谦、杨

志明等同志的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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