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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从区域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特征分析了巴升河—根多河地区地质特征，归纳

总结了区域有利的成矿地质条件。 根据找矿靶区的圈定依据，在工作区筛选出找矿远景区 ５ 处

和 ６ 个找矿靶区。 同时对区域内有代表性的找矿远景区特征进行了论述，总结了成矿规律，并
进行了成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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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有色金属矿产勘查在大兴安岭取得了

重要进展，目前已发现了得尔布尔大型铅锌矿床、
三河大型铅锌矿床、小伊诺盖沟金矿床、砂宝斯金

矿床、四五牧场金矿床等以及众多多金属矿（化）
点，并且，在大兴安岭北部和西侧与俄罗斯，蒙古

国接壤，毗邻的俄罗斯、蒙古地区己发现了多个世

界级特大型一大型有色金属矿床。 著名的俄一蒙

多金属成矿带北东向延入大兴安岭，显示该区成

矿潜力巨大。

１　 成矿地质背景

大地构造处于天山—兴蒙褶皱系的大兴安岭

弧盆系，东乌旗早华力西褶皱带；扎兰屯—多宝山

岛弧（Ｐｚ２），与内蒙晚华力西褶皱带间，并有中生

带火山－岩浆活动叠加（见图 １）。 本区属大兴安

岭中段铜、铅锌、银多金属成矿带（黑龙江省地质

矿产局  １９９３）。
区内岩浆活动频繁，时代为中—晚华力西期

和燕山期，尤以燕山期中性、酸性岩浆岩分布最为

广泛，北东向展布的中基性酸性岩浆岩带为成矿

作用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尹志刚等 ２００６）。
构造活动强烈，北东向发育的希力格特一巴升河

断裂构造带为成矿热液的运移提供了理想通道和

赋矿场所（朱志澄等 １９９０）。 区内具有良好的成

矿地质条件，有色金属成矿潜力较大 （邵军等

２００３）。

２　 区域地球物理特征

２ １　 １ ∶５００００ 航磁异常特征

以正磁场为背景，北东向磁异常带贯穿工作

区。 有 ３ 处局部异常，其强度一般 １００ ｎＴ
２００ ｎＴ，异常峰值 １ ５２６ ｎＴ，走向北东，表明该区

受环太平洋构造影响比较大。 结合区域地质背

景，区内稳定宽缓的磁场反映了元古代和新生代

地层或侵入岩， 磁场强度一般为 － ２００ ｎＴ
＋２００ ｎＴ；而大片正负跳跃场则由古生代和中生

代火山岩地层引起的，特别是中基性火山岩地层。
区域内有色金属矿床、矿点多数分布在北东向的

正磁场向负磁场的过渡地段，间接显示出多金属

矿化与区内古生代和中生代火山岩地层具有密切

的联系（姚凤良等 ２００７）。

２ ２　 １ ∶５００００ 高磁异常特征

１ ∶５００００ 高精度磁测圈出南北两条异常带，
呈串珠状平行展布，编号为 Ｃ５１—Ｃ５２。 与本区航

磁异常在平面位置与异常重心上非常吻合，异常

形态也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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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内蒙古东部地区大地构造略图

Ｆｉｇ １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１—地台与地槽界线；２—蛇绿岩带及编号；３—高压低温变质带；４—高温中、低压变质带；５—岛弧火山岩带；６—深大断裂；７—俯冲带；８—
板块缝合线；９—混杂堆积；１０—中新生代盆地；１１—大兴安岭—武夷山重力梯级带北段

　 　 Ｃ５１ 号异常带：该异常带与本区航磁异常在

平面位置与异常重心上非常吻合，总体走向 ６０°，
向北陡倾斜，长 １２ ５ ｋｍ，宽 ２ ３ ４ ２ ｋｍ，横贯

全区。 个体异常受局部构造控制多呈北东、北西

向不等。 在平剖面图上呈现尖峰带状分布较多，
梯度变化较大。 ΔＴ 场值平均为 ４００ ｎＴ±，局部地

段可达 ３ ０００ ｎＴ±。 推测磁场主要是区内花岗岩

与玛尼吐组火山岩场的特征。 它揭示了该复合地

质体具有较强的磁性并且磁性分布不均匀现象。
对比化极图、向上延拓、向下延拓图可以看

出，整个异常带上延 ５００ ｍ 异常形态及规模均无

大的变化，反映出磁性体具有较大的延深。 下延

２００ ｍ 仍未出现奇点，埋深当在 ２００ ｍ 以下。
该异常区出露岩性为侏罗纪黑云母钾长花岗

岩，地层玛尼吐组酸性火山碎屑岩、含角砾熔结凝

灰岩、凝灰熔岩夹凝灰质砂岩。
岩性年龄测定表明花岗岩类中酸性岩浆岩年

龄晚于凝灰岩，物性测定结果表明凝灰岩相对于

花岗岩具有较高的磁性反映，二维小波断裂分析

成果表明该区北东向构造较为发育，异常区位于

构造带中（王升鹏等 ２０１８）。
Ｃ５２ 异常带：
该异常带区内控制长度 １６ ｋｍ，宽 ５ ｋｍ，总体

走向 ５８°，由若干个走向形态各异的不规则异常

组成，总体倾向北西方向陡倾斜。 该异常带与本

区 １ ∶５万航磁异常在平面位置与异常重心上非常

吻合。
综合地质背景分析，初步推断该异常带由推

断的深部中酸性岩浆岩侵位造成局部磁性物质相

对富集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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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１ ∶５００００ 激电异常特征

２ ３ １　 激发极化场特征

该区东南部表现为低缓场特征，极化率普遍

为 １ ３％左右，基本反映了该花岗岩区的电场特

征，该区西北部有明显激电异常，背景值 ３％左

右，总体看为两个条带状异常，异常峰值 ８％ ９％
左右，反映出有构造存在，有矿化蚀变带存在。
２ ３ ２　 视电阻率场特征

总体呈西南高，北东低。 在高视电阻率区也

出现不规律低阻区或低阻带，该区出现的极化率

异常大多出在低阻带内。

３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３ １　 １ ∶ ２０００００ 水系沉积物异常

特征

　 　 １９８５ 年地质矿产部第二综合物探大队完成

本区域 Ｌ－５１－（２）幅 １ ／ ２０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
分析 １８ 种元素，异常下限值为：Ａｕ ３ × １０－９、Ａｇ
０ ５×１０－６、Ｃｕ ５０×１０－６，其它元素略。 圈定综合异

常 ７６ 个，其中本次调查区域内乙类异常 １３ 个、丙
类异常 １３ 个。 在本次工作区内有 Ａｕ ２７ 号乙类

综合异常，面积约 ４ ｋｍ２，异常长轴呈北东向，Ａｕ
高值点 ７×１０－９。 此异常的位置与碰头岭硅化、高
岭石、明矾石化蚀变体位置基本套合。

３ ２　 １ ∶５００００ 水系沉积物（土壤）
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在调查区分析元素 Ａｕ、Ａｇ、Ｃｕ、Ｐｂ、Ｚｎ、Ｍｏ、
Ｓｎ、Ｗ、Ｈｇ、Ｃｏ、Ａｓ、Ｓｂ、Ｍｎ，共圈出甲类异常 ２ 处，
乙类异常 ７ 处， 异常均有浓集中心 （张昱等

２００５）。 具有代表的异常特征为 ＨＳ－６ 组合异常，
主要由 Ｐｂ－Ｚｎ－Ａｕ－Ａｇ－Ｃｏ－Ｃｕ－Ａｓ－Ｓｂ－Ｗ 元素组

成，位于根多河大北沟白音高老组（Ｊ３ｂ）、玛尼吐

组（Ｊ３ｍｎ）、塔木兰沟组（ Ｊ２ ｔ２）地层与晚侏罗世花

岗斑岩（γπ）接触部位。 该组合异常呈带状，规模

较大、强度高，面积约 ６０ ｋｍ２，北东向展布，其中

Ｐｂ 最高值 ２８３ ＰＰｍ，平均值 ６７ ＰＰｍ；Ｚｎ 最高值 １
６６６ ＰＰｍ，平均值 ２１５ ＰＰｍ。 其中 Ｐｂ－Ｚｎ－Ａｕ－Ａｇ、
Ｃｏ－Ｃｕ－Ａｓ－Ｓｂ－Ｗ 元素套合性较好，推测该组合

异常为矿致异常，通过工作在该异常区内发现银

矿化体一处，分析品位 Ａｇ６７ １５×１０－６，铅锌矿化

体一处，分析品位 Ｐｂ＋Ｚｎ１×１０－６，铁矿点一处，分
析 ＴＦｅ 品位 ２９ ７６％ ４５ ６％。

３ ３　 重砂异常特征

１９８８ 年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区域地质调查队

一分队，在 Ｌ－５１－（２）幅图中有用重矿物 ２１ 种。
本区圈定自然重砂异常 ２５ 个，其中Ⅱ类异常 １１
个，Ⅲ、Ⅳ类异常 ７ 个。 其中金、毒砂异常 １０ 个，
Ⅱ类异常位于该区北东部的碰头岭硅化、高岭石、
明矾石化蚀变体北东延伸部位，异常形态不规则，
面积约 ９ ｋｍ２，取自然重砂样 ９ 个，其中含金异常

点 １ 个，含量Ⅰ级金 ２ 粒（２９６ 点）；含毒砂异常点

２ 个，其中Ⅰ级 １ 个，含量 ２ 粒（１７１４ 点）；Ⅱ级 １
个，含量 １５ 粒（１７２４ 点）。 伴生矿物为萤石、锆
石、钛铁矿等。 异常区地表发现有方铅矿、闪锌

矿、黄铁矿矿化（地质点 ３１２８）。

４　 成矿远景区及找矿靶区的

圈定

　 　 成矿远景区分类的原则是综合考虑成矿条件

有利程度，矿化强度、成矿信息浓缩程度、资源潜

力大小等因素。 参照叶天竺固体矿产预测评价方

法，将成矿远景区分 Ａ、Ｂ、Ｃ 五处和找矿靶区 ６ 处

（见图 ２）。
在测区共划分出成矿远景区五处，其中 Ａ 级

成矿远景区 １ 处，Ｂ 级成矿远景区 ２ 处，Ｃ 级成矿

远景区 ２ 处。

４ １　 成矿远景区

（１）根多河和阿拉马气铅锌多金属 Ａ 级成矿

远景区（Ａ 类），远景区横贯测区东部根多河小海

拉松沟至阿拉马气一带，面积 １４９ ５ ｋｍ２。 区内

大面积分布晚侏罗世玛尼吐组酸性火岩及其碎屑

岩，并有早白垩世白音高老组酸性火山岩覆盖其

上。 南西侧出露少量晚古生界大民山组、红水泉

组、孙家坟组；侵入岩主要有晚侏罗世根多河二长

花岗岩岩体及花岗斑岩脉，后期闪长岩脉、闪长玢

岩脉、花岗斑岩脉。 构造以北东向断层为主，北西

向次之。 局部地段岩石矿化蚀变发育。
区内分布有 ＨＳ－６ 号异常，该组合异常呈北

东向带状展布，异常主要由 Ｐｂ－Ｚｎ－Ａｕ－Ａｇ－Ｃｏ－
Ｃｕ－Ａｓ－Ｓｂ－Ｗ 元素组成，规模较大、强度高，面积

约 ６０ ｋｍ２，其中 Ｐｂ 最高值 ２８３×１０－６，平均值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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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巴升河－根升河一带找矿远景区及靶区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ｒｅａ
１—河漫滩亚粘土、亚砂土、砂砾石及现代河流冲积物；２—白音高老组：酸性火山碎屑岩（凝灰岩、角砾凝灰岩、集块岩）、凝灰熔岩、流纹

岩、粗安岩、凝灰质砂岩；３—玛尼吐组：灰紫色安山岩、英安岩、中酸性火山碎屑岩（凝灰岩、角砾凝灰岩、集块岩、凝灰熔岩）；４—满克头

鄂博组：中酸性、酸性熔结凝灰岩、含角砾熔结凝灰岩、凝灰熔岩夹凝灰质砂岩；５—孙家坟组Ⅱ段：变质中－粗粒杂砂岩、中粒长石杂砂岩

夹变质粉砂岩、板岩；６—孙家坟组Ⅰ段：斑点板岩、粉砂质板岩、变质粉砂岩夹变质中－粗粒杂砂岩；７—红水泉组：变质粉砂岩、粉砂质绿

泥板岩、绢云绿泥板岩；８—大民山组：变质长石石英砂岩、绢云母板岩互层，夹强蚀变安山玄武岩；９—早白垩世花岗闪长岩；１０—早白垩

世花岗斑岩；１１—早白垩世二长花岗岩；１２—晚侏罗世花岗闪长岩；１３—晚侏罗世石英闪长玢岩；１４—晚侏罗世花岗岩；１５—晚侏罗世二

长花岗岩；１６—晚侏罗世钾长花岗岩；１７—花岗斑岩；１８—闪长玢岩；１９—地质界线；２０—不整合地质界线；２１—实测逆断层及编号；
２２—平移逆断层；２３—推测逆断层及编号；２４—土壤地球化学组合异常及编号；２５—元素名称、异常编号、ＮＡＰ 值；２６—Ｃ 级成矿远景区；
２７—Ｂ 级成矿远景区；２８—Ａ 级成矿远景区；２９—找矿靶区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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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Ｚｎ 最高值 １ ６６６×１０－６，平均值 ２１５×１０－６；Ａｕ
最高值 ６ × １０－９，平均值 ２ × １０－９；Ａｇ 最高值 ２ ×
１０－６，平均值 ０ ６×１０－６；Ｃｏ 最高值 ２８×１０－６，平均

值 ２０×１０－６；Ｃｕ 最高值 ５１×１０－６，平均值 ３０×１０－６；
Ａｓ 最高值 ６０×１０－６，平均值 ２０×１０－６；Ｓｂ 最高值 ２×
１０－６，平均值 １×１０－６；Ｗ 最高值 １７×１０－６，平均值

４ＰＰ ｍ。 其中 Ｐｂ－Ｚｎ－Ａｕ－Ａｇ、Ｃｏ－Ｃｕ－Ａｓ－Ｓｂ－Ｗ
元素套合性较好。 在该异常局部 地 段 投 入

１ ∶１００００土壤地球化学测量及 １ ∶５０００ 土壤剖面测

量均发现较好的次生晕异常。 其中 ＨＣ１ 组合异

常，主要由 Ａｇ－Ｐｂ－Ｚｎ－Ａｕ－Ｍｏ－Ｃｕ 元素组成，该
组合异常呈带状分布，规模较大、强度高，面积约

２ ｋｍ２，北东向展布，其中 Ａｇ 最高值 ８ ３×１０－６，平
均值 ０ ４×１０－６；Ｐｂ 最高值 ８８３×１０－６，平均值 ４８ ×
１０－６；Ｚｎ 最高值 ２ ０００×１０－６，平均值 １４０×１０－６；Ａｕ
最高值 １３ ５×１０－９，平均值 ０ ８４×１０－９； Ｍｏ 最高值

８６×１０－６，平均值 ２ １×１０－６；Ｃｕ 最高值 ３９８×１０－６，
平均值 １７ ６×１０－６。 其中 Ｍｏ 元素异常规模较大，
呈北东向带状分布并且与岩体吻合程度较好。

区内分布有 ５ 处航磁，异常该带总体上处于

低缓背景的正磁场区，呈北东向展布；遥感解译异

常区 ３ 处。 区内发现 １ 处铅锌矿点、２ 处铁矿点、
１ 处铅钼矿（化）点。

综上该区对火山热液型、热液充填型及斑岩

型多金属矿产有利，应是测区内最有前景的成矿

远景区。
（２）巴升河三岔铅锌银多金属 Ｂ 级成矿远景

区（Ｂ 类）
位于测区西南巴升河二岔一带， 面积约

２５ ４ ｋｍ２。区内地层为侏罗系上统玛尼吐组及白

垩系下统统白音高老组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 侵

入岩为早白垩世花岗斑岩岩珠。 北东及北西向线

性构造发育，局部地段矿化蚀变发育。
区内分布有 Ｈｓ－５ 化探综合异常，Ｐｂ４１０ ２２－

Ｐｂ５５ ８６－Ｚｎ５６ １７－Ａｇ８４ ６１－Ａｇ９８ ０８－Ａｕ２４４ ６８
元素组合而成，个别异常规模大，元素异常强度

高。 遥感解译异常区亦分布于区内。
该远景区位于二道河大型银铅锌矿成矿带的

北东延长部，因此该区具备形成热液充填型、火山

热液型铅锌多金属矿产的地质条件及地球化学背

景，为一处较好的以铅锌为主的多金属成矿远

景区。
（３）巴升河头岔铅锌银多金属 Ｂ 级成矿远景

区（Ｂ 类）

位于测区西南巴升河三岔一带， 面积约

７２ ５ ｋｍ２。区内地层为白垩系下统统白音高老组

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 侵入岩为早白垩世花岗斑

岩岩珠。 北东、东西向及南北向断裂构造发育，局
部地段矿化蚀变发育。

区内分布有 ＨＳ－３、ＨＳ－４ 化探综合异常，ＨＳ－
３ 异常 Ａｕ１５１０ ３２－Ａｇ６１０ ９４－Ｓｂ３４ ９６－Ｐｂ３１ ７８
－Ｚｎ３１ ２９－Ｗ１５ ２２－Ｍｏ５５ ７８－Ｍｏ７３８ ６２ 元素组

合而成；ＨＳ－４ 异常 Ｐｂ２３ ０７－Ｚｎ２０ ９－Ａｕ９３ ４７－
Ｓｎ２１ ２２。 个别异常规模大，元素异常强度高。 遥

感解译异常区亦分布于区内。
该远景区位于二道河大型银铅锌矿成矿带的

北东延长部，因此该区具备形成热液充填型、火山

热液型铅锌多金属矿产及斑岩型钼矿的地质条件

及地球化学背景，为一处较好的以铅锌为主的多

金属成矿远景区。
（４）巴升河二岔铅锌银多金属 Ｃ 级成矿远景

区（Ｃ 类）
位于测区西南巴升河头岔一带， 面积约

５９ ｋｍ２。区内地层为侏罗系上统玛尼吐组及白垩

系下统统白音高老组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 侵入

岩为早白垩世花岗斑岩岩珠，北东及北西向线性

构造发育。
区内分布有 ＨＳ－１ 化探综合异常，由 Ａｇ３５ ６

－Ａｓ２４ ４ －Ｓｂ２６ ０ －Ａｕ６１ ３Ｍｏ３２４ ６６Ｍｏ２２７ ６４ 元

素组合而成，个别异常规模大，元素异常强度高。
遥感解译找矿靶区亦分布于区内。

因此该区具备形成热液充填型、火山热液型

铅锌多金属矿产及斑岩型钼矿的地质条件及地球

化学背景，为一处较好的以铅锌为主的多金属成

矿远景区。
（５）碰头岭钼多金属 Ｃ 级成矿远景区（Ｃ 类）
位于 测 区 南 部 碰 头 岭 岔 一 带， 面 积 约

７２ ５ ｋｍ２。区内地层为侏罗系上统玛尼吐组及白

垩系下统统白音高老组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 侵

入岩为晚侏罗世二长花岗岩。 构造以北东向断层

为主，北西向次之，北东向中酸性脉岩发育。 区内

分布有 ＨＳ － ８ 化探综合异常， 由 Ａｕ３２１ ５９ －
Ａｓ１０２ ０６－Ｓｂ１４１ ２２－Ｍｏ１１２２ ９５ 元素组合而成，
个别异常规模大，元素异常强度高。 遥感解译找

矿靶区亦分布于区内。 带内目前发现铜矿化点、
明矾石高岭土矿点。

该区斑岩型钼矿的地质条件及地球化学背

景，为一处较好的以钼矿为主的多金属成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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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

４ ２　 找矿靶区

（１）根多河和阿拉马气铅锌多金属找矿靶区

（Ⅰ号 Ａ 类）
位于测区东部根多河大北沟至阿拉马气一

带，根多河和阿拉马气铅锌多金属 Ａ 级成矿远景

区内，面积 ９３ ｋｍ２。 靶区内大面积分布晚侏罗世

玛尼吐组酸性火岩及其碎屑岩，并有早白垩世白

音高老组酸性火山岩覆盖其上。 北西侧出露少量

晚古生界大民山组地层；侵入岩主要有晚侏罗世

根多河二长花岗岩岩体及花岗斑岩脉，后期闪长

岩脉、闪长玢岩脉、花岗斑岩脉。 构造以北东向断

层为主，北西向次之。 局部地段岩石矿化蚀变

发育。
区内分布有 ＨＳ－６ 号异常，该组合异常呈北

东向带状展布，规模较大、强度高，面积约６０ ｋｍ２。
地表岩石矿化蚀变明显，主要为褐铁矿化、硅化、
黄铁矿化等。 区内构造发育，线性构造以北东向、
北西向为主，发育环状火山喷发机构，且可能有隐

伏岩体存在（郑广如等 ２００３）。 １ ∶ ５００００ 航磁资

料显示，本区位于低缓的正磁场区，背景值为０ ｎＴ
２００ ｎＴ。 位于Ⅵ号遥感解译区内。

目前已在该区已发现 ４ 条矿体，主要矿种为

铅、锌、钼、铁，伴生有铜、银。 矿体主要产于玛尼

吐组火山岩及花岗斑岩与玛尼吐组火山岩接触带

附近，因此该区对形成火山热液型或热液充填型

铅锌多金属矿产条件有利，是本区寻找铅、锌、银、
钼等多金属矿产及铁矿最为有利的靶区。

（２）小海拉松一带铁矿找矿靶区（Ⅱ号 Ｂ 类）
靶区位于测区东部根多河小海拉松一带，根

多河和阿拉马气铅锌多金属 Ａ 级成矿远景区内，
面积约 ３７ ｋｍ２。 区内大面积分布的是晚古生界

大民山组、红水泉组，其次为早白垩世白音高老组

酸性火山岩。 南西侧出露少量以晚侏罗世根多河

二长花岗岩岩体为主的侵入岩。
区内分布有 ２ 处航磁异常，总体上处于低缓

背景的正磁场区， 呈北东向展布 （崔志强等

２０１１）；位于Ⅻ号遥感解译异常区内。 区内发现 １
处铁矿点（图 ３）。

图 ３　 １ ∶１００００ 高精度磁测△Ｔ平面等值线图

Ｆｉｇ ３　 △Ｔ ｐｌａｎｅ ｉｓｏｇｒａｍ ｏｆ １ ∶１００００ 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１—河漫滩亚粘土、亚砂土、砂砾石及现代河流冲积物；２—白音高老组：酸性火山碎屑岩（凝灰岩、角砾凝灰岩、集块岩）、凝灰熔岩、流纹

岩、粗安岩、凝灰质砂岩；３—晚侏罗世二长花岗岩；４—地质界线；５—磁异常正等值线；６—磁异常负等值线；７—磁异常零等值线；８—磁异

常高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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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靶区内 １ ∶５万高精度磁测圈出两条磁异

常，呈不规则带状展出，走向 ９０°，总体向北陡倾

斜。 西部异常长 １ ２００ ｍ，宽 ８０ ２００ ｍ，异常峰

值 １ ３８０ ｎＴ ；东部 １ ２００ ｍ，宽 ６００ ｍ，异常峰值

４ ８２４ ｎＴ。结合地质背景分析，初步推断该异常可

能赋存由燕山期中酸性岩浆岩侵位形成的矽卡岩

型铁矿床。
综上该区对火山热液型铁矿有利，是测区内

铁矿最有前景的找矿靶区。
（３）巴升河三岔铅锌银多金属找矿靶区（Ⅲ

号 Ｂ 类）
位于测区西南巴升河三岔一带，巴升河三岔

铅锌银多金属 Ｂ 级成矿远景区内，面积约１９ ｋｍ２。
区内地层为侏罗系上统玛尼吐组及白垩系下统统

白音高老组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 侵入岩为早白

垩世花岗斑岩岩珠。 北东及北西向线性构造发

育，局部地段矿化蚀变发育。
区内分布有 ＨＳ－５ 化探综合异常，个别异常

规模大，元素异常强度高。 位于Ⅴ号遥感解译异

常区内。
该靶区位于二道河大型银铅锌矿成矿带的北

东延长部，因此该区具备形成热液充填型、火山热

液型铅锌多金属矿产的地质条件及地球化学背

景，为一处较好的以铅锌为主的多金属矿找矿

靶区。
（４）巴升河头岔铅锌银多金属找矿靶区（Ⅳ

号 Ｂ 类）
位于测区西南巴升河头岔一带，巴升河头岔

铅锌银多金属 Ｂ 级成矿远景区内，面积约５２ ｋｍ２。
区内地层为白垩系下统统白音高老组火山岩及火

山碎屑岩。 侵入岩为早白垩世花岗斑岩岩珠。 北

东、 东西向及南北向断裂构造发育，局部地段矿

化蚀变发育。 区内分布有 ＨＳ－３、ＨＳ－４ 化探综合

异常，个别异常规模大，元素异常强度高。 位于Ⅲ
遥感解译异常区内。 该靶区位于二道河大型银铅

锌矿成矿带的北东延长部，因此该区具备形成热

液充填型、火山热液型铅锌多金属矿产及斑岩型

钼矿的地质条件及地球化学背景，为一处较好的

以铅锌为主的多金属找矿靶区。
（５）巴升河二岔铅锌银多金属找矿靶区（Ⅴ

号 Ｃ 类）
靶区位于测区西南巴升河二岔一带，巴升河

二岔铅锌银多金属 Ｃ 级成矿远景区内，面积约

２０ ｋｍ２。区内地层为侏罗系上统玛尼吐组及白垩

系下统统白音高老组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 侵入

岩为早白垩世花岗斑岩岩珠。 北东及北西向线性

构造发育。 区内分布有 Ｈｓ－１ 化探综合异常，位
于Ⅰ号遥感解译异常区内。 因此该区具备形成热

液充填型、火山热液型铅锌多金属矿产及斑岩型

钼矿的地质条件及地球化学背景，为一处较好的

以铅锌为主的多金属找矿靶区。
（６）碰头岭钼多金属找矿靶区（Ⅵ号 Ｃ 类）
靶区位于测区南部碰头岭一带，碰头岭钼多

金属 Ｃ 级成矿远景区内，面积约 ３２ ４ ｋｍ２。 区内

地层为侏罗系上统玛尼吐组及白垩系下统统白音

高老组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 侵入岩为晚侏罗世

二长花岗岩。 构造以北东向断层为主，北西向次

之，北东向中酸性脉岩发育。 区内分布有 ＨＳ－８
化探综合异常，Ｗ 元素异常强度高。 Ⅸ号、Ⅹ号

遥感解译找矿靶区亦分布于区内。 带内目前发现

铜矿化点、明矾石高岭土矿点。
该区斑岩型钼矿的地质条件及地球化学背

景，为一处较好的以钼矿为主的找矿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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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凤良，孙丰月  ２００７ 矿床学教程［Ｍ］ 北京：地质出版社  ２３２

－２４４
尹志刚，张跃龙，杨晓平，等  ２００６ 大兴安岭北部中生代火山岩

特征及岩浆演化［Ｊ］ 世界地质，２５（２）：１２０－１２８
朱志澄  １９９０ 构造地质学［Ｍ］  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１

－１０
郑广如，乔春贵，刘英会  ２００３ 高精度航磁资料圈定隐伏岩体的

效果［Ｊ］ 物探与化探，２７（１）：１８－２２
张昱，赵焕力，韩彦东  ２００５ 大兴安岭北段塔木兰沟组玄武岩地

球化学及构造背景［Ｊ］ 地质与资源，１４（２）：８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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