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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达茂旗塔林宫地区位于华北板块北缘

与西伯利亚板块南缘的结合带，天山―兴蒙造山系

之温都尔庙俯冲增生杂岩带(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

产局. 1991)，白乃庙―哈达庙铜、金、萤石成矿带

上(邵和明,张履桥. 2001) 。区域上矿产资源较为丰

富，金属矿产主要有铁、稀土、金、铜等，非金属

矿产主要有萤石、石灰岩、石英岩等，比较重要的

矿床有白云鄂博钒钛稀土矿、查干哈达庙铜矿、乌

花敖包金矿、赛乌苏金矿、白乃庙铜金矿、石宝铁

矿等。 

1  区域地质背景 

区内地层出露较多，结晶基底为古元古代宝音

图岩群（Pt1By），上覆锡林浩特－盘石地层分区古

生界地层，大兴安岭－燕山地层分区中生界地层。

宝音图岩群（Pt1By）的岩石组合为黑云斜长片岩、

云英片岩夹大理岩、斜长角闪岩、角闪片岩；包尔

汗图群哈拉组（O1-2h）主要有蚀变玄武岩、安山岩、

安山玢岩、钙质粉砂岩、板岩；西别河组    

[（S3-D1）x]由一套滨浅海相陆源碎屑岩、生物碎屑

灰岩及生物礁组成；阿木山组（C2a)的岩石组合主

要为生物碎屑灰岩、硅质岩、砂岩、钙质粉砂质板

岩、砂砾岩；查干和布组（P1cg），为灰白、紫红色

砾岩、中粗粒岩屑砂岩、粉砂岩；固阳组（K1g），

岩性为泥岩、含砾泥岩、粉砂质泥岩、粉砂岩；白

女羊盘组（K1bn），岩石组合有凝灰岩、安山岩、

火山角砾岩等；二连组（K2e）岩性主要为棕红色

泥岩；古近系地层发育，包括始新统阿山头组、伊

尔丁曼哈组、沙拉木伦组和渐新统乌兰戈楚组，岩

石组合主要为泥岩、砂岩、砂砾岩等；第四系全新

统由洪冲积、冲积及湖积物等。 

区内分布有多个时代的侵入岩。小规模出露的

寒武纪超基性岩（∈Σ ），为浅灰色、黄绿色滑石

蛇纹岩。中奥陶世侵入岩大量出露，总体呈北东向

展布，岩性有细粒闪长岩（O2δ）、细粒黑云石英闪

长岩（O2δo）、中细粒英云闪长岩（O2γδo）、细中

粒花岗闪长岩（O2γδ）、细中粒斜长花岗岩（O2γo）

等。晚二叠世细粒闪长岩（P3δ）等。 

区内褶皱构造按走向可分为近东西向、南北

向、北西向三组。温都尔庙－索伦敖包深大断裂带

从工作区中部通过，在工作区内为一向南凸出的弧

形。沿断裂带分布有一系列规模不等的基性、超基

性岩体。区内的断裂构造可分为北东向和北西向两

组，北西向断裂以压性逆冲为特征，北东向断裂以

压性兼走滑为特征。而且北东向断裂规模最大，具

多期活动的特点。韧性剪切带主要有北东向的百流

图韧性剪切带和近东西向的查干哈达庙韧性剪切

带，岩石发生强烈变形，多为糜棱岩化、碎裂化等。 

2  工作区地球化学特征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在达茂旗

塔林宫地区开展了 1∶50000 水系沉积物（土壤）

测量工作，根据本次工作情况，对该区的地球化学

特征总结如下。 

2.1  元素含量特征 

根据 1∶50000 水系沉积物（土壤）测量成果，

经过数据处理，总结出工作区岩石和水系沉积物中

元素含量特征。相对于地壳丰度，岩石中元素含量

偏高的是 As、Sb、Pb、W，元素含量偏低的是 Au、

Ni、Cu、Hg、Co、Cr、Sn、Bi、Zn，而 Ag、Mo

元素的含量与地壳丰度接近；水系沉积物中元素含

量偏高的是 As、Sb、Pb、Bi、W，元素含量偏低的

mailto:herotale@126.com


地质论评 2016 年 62 卷增刊 

 

22 

是 Hg、Ni、Cr、Co、Cu、Au、Zn、Sn、Mo，而

Ag 元素含量与地壳丰度接近。因此，本区含量偏

高的元素是 As、Sb、W、Pb，元素含量偏低的是

Hg、Ni、Co、Cu、Au、Cr、Zn、Sn，而 Ag 元素

含量与地壳丰度接近。 

2.2  元素分异特征 

工作区岩石中 W、Au、Sb、Mo 具较强分异能

力，As、Ni、Cr、Cu、Hg、Co、Bi、Ag 等有一定

分异能力， Sn、Zn、Pb 分异能力相对偏弱；水系

沉积物（土壤）中 Au 具强分异能力，Sb、As、W、

Bi 有一定分异能力，其余 Hg、Cr、Ni、Mo、Ag、

Sn、Co、Cu、Zn、Pb 等元素的分异能力相对偏弱。

因此，本区分异能力较强的元素是 W、Au、Sb 等，

其他元素分异能力不明显。 

2.3  主要地质单元中元素分布特征 

根据岩石组合特征将调查区地质体划分为 12

个地质单元，引入浓集系数 kk(郝立波等,2004)来讨

论元素在各地质单元中的分布特征及痕量元素在

各地质单元的集散程度。浓集系数 kk为该地质单元

元素含量平均值与全区元素背景值比值。 

从统计情况看，古近系地层中没有相对富集的

元素，而 Au、Hg 存在局部富集。二连组地层中 Au

存在次生富集，kk值>1.5，Ag、Cu、W、Mo、As、

Sb 在岩石中存在局部富集现象，故该地层可为 Au、

Cu、W、Mo 等矿的形成提供物质来源。白女羊盘

组和固阳组地层中元素富集特征不明显，前者可为

Au、Mo 等提成物质来源。查干和布组地层中 Au

呈富集状态，变异能力强，能为金矿的形成提供物

质来源。阿木山组、西别河组、哈拉组、晚二叠世

细粒闪长岩中元素分布特征不明显。宝音图群和中

奥陶世侵入岩中 Au、W、Mo 等元素富集比较明显，

为 Au 等成矿提供物质来源。寒武纪超基性岩中铁

族元素富集，具备一定的分异能力。 

2.4  聚类分析特征 

对水系沉积物（土壤）测量结果进行 R 型聚类

分析，从聚类分析谱系图可知 Cu、Co、Zn 与 Cr、

Ni 关系密切；As、Sb 关系密切，同时 As、Sb 与

Hg 关系较密切；Pb、Sn 关系较密切；W、Bi 关系

较密切；另外，Ag、Mo 也有一定的关系度。 

3  工作区找矿前景分析 

根据工作区岩石和水系沉积物中的元素含量

特征、元素分异特征、主要地质单元中元素分布特

征和聚类分析特点，结合本区地质特征，以及矿床、

矿（化）点、矿化带的分布，构造及地层对成矿的

影响等特征，在达茂旗塔林宫地区共划分出 3 个成

矿远景区及 5 个找矿靶区。 

(1)Ⅰ号金铜成矿远景区，面积约 78.56km2。

区内出露地层有阿木山组（C2a）、没世盖礁（mr）

灰岩、宝音图岩群（Pt1by）、二连组（K2e），岩浆

岩有中奥陶石英闪长岩（O2δo）、中奥陶斜长花岗

岩（O2γδ）。化探异常包括 HS8、HS9、HS10、HS11、

HS12，元素组合包括 Au、As、Sb、Hg、W、Mo、

Bi、Ag、Cu、Pb、Zn 等。包括 C-1 金多金属找矿

靶区、C-2 金多金属找矿靶区、B-1 金多金属找矿

靶区，具备形成热液型金多金属矿的条件。 

(2) Ⅱ号金多金属成矿远景区，面积 18.9km
2。

出露二连组（K2e）、阿木山组[（C2-P1）a]、白女羊

盘组（K1bn）和中奥陶石英闪长岩（O2δo）、中奥

陶斜长花岗岩（O2γo）岩体。化探异常包括 HS18

甲 3，元素组合包括 Au、Cu 、Ag、W、 Mo、 Zn、

Sb、Pb、 As 、Hg 、Bi 等。该远景区包括 B-2 金

多金属找矿靶区，高中低温元素异常齐备，具备形

成热液金多金属矿的条件。 

(3) Ⅲ号金成矿远景区，面积约 7.16km
2。远景

区呈南北条带状，出露地层地层有查干合布组

（P1cg）、阿山头组（E2a）、二连组（K2e）、固阳组

（K1g），岩浆岩有二叠纪细粒闪长岩（P3δ）。化探

异常包括 HS20、 HS21，元素组合有 Au、As、Sb、

Ag 、Cu、W、Bi、Sn 等。该远景区包括 C-3 金找

矿靶区，是找寻金矿的较有利远景区。 

总之，塔林宫一带具有较好金多金属矿找矿远

景，达茂旗哈布齐尔金矿点的发现印证了这一观

点，该区值得进一步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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