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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石窝子―三个井地区位于华

北板块西北缘与塔里木板块东北缘的结合部位，北

部紧邻西伯利亚板块(郝立波等, 2004)。三级成矿带

属于朱拉扎嘎―甲生盘元古代、古生代金、铅、锌、

硫、铁、铜、铂、镍成矿带（Ⅲ12），四级成矿带属

于朱拉扎嘎金成矿带（Ⅳ123）(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

产局, 1991)。区域上已发现的矿种主要有煤、盐湖、

芒硝、铁、金、磷、石灰岩、石膏、膨润土、滑石、

饰面花岗岩等，代表性矿床有叠布斯格、卡休他他

铁矿，朱拉扎嘎金矿，脑木洪铜多金属矿等。 

1  区域地质背景 

1.1  地层 

工作区地层区划属华北地层区阿拉善分区雅

布赖——吉兰泰小区。区内地层除第三系和第四

系外，分布较少，发育不全，主要有二叠系，上、

下白垩统。二叠系下统大红山组（P1d）以中酸性

火山岩为主，主要为英安斑岩，角砾岩等。下白

垩统庙沟组（K1mg）主要为一套紫红色粗砂岩，

夹粉砂岩、灰白色砂砾岩。上白垩统金刚泉组

（K2j），以灰白色、浅红色砾岩、砂砾岩、含砾

粗砂岩为主。第三系苦泉组（N2k），主要为一套

砖红色砂岩、含砾砂岩、砂砾岩、砾岩。第四系

冲洪积物，坡积物等。 

1.2  岩浆岩 

依据 1∶20 万地质图，工作区内出露的岩浆岩

主要有海西期和印支期两个期次的岩浆岩，海西期

岩浆岩石是工作区内出露面积最大的岩浆岩，为一

套中酸性岩石，岩性变化大，岩石类型较多，主要

有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花岗岩等几种类型。

印支期岩浆活动是区内又一次比较强烈的岩浆侵

入活动，岩体分布范围较广，是一套以花岗岩为主

的酸性侵入岩。工区内脉岩发育，种类繁多，从基

性到酸性的岩石均有。其中，以花岗伟晶岩、花岗

闪长斑岩、花岗细晶岩、闪长玢岩脉最为发育。 

1.3  构造 

工作区位于阿拉善弧形构造带东翼。弧形带是

中国地质科学院 1976 年主编的四百万分之一中华

人民共和国构造体系图中所划分的一个未归属的

构造带。北濒天山一阴山巨型纬向构造体系，南临

祁吕贺兰“山”字型构造体系。自元古宙以来，测

区经历了多次复杂的构造运动，成生了不同形象、

不同规模、不同方位、不同性质和不同时期的各类

构造形迹。断裂发育并普遍具有多期活动的迹象，

是工作区地质构造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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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

右旗石窝子―三个井地区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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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工作区元素含量特征。相对

于地壳丰度，工作区岩石中元素含量偏高的是 Pb、

Ag、Sn，元素含量与地壳丰度接近的有 Zn、Sb，

元素含量偏低的是 Au、Ni、Cu、Hg、Co、Cr、Bi、

As、W、Mo；工作区系沉积物（土壤）中元素含

量偏高的是 Pb，其它元素含量都偏低。因此，可以

得出结论，无论岩石还是水系沉积物（土壤）中，

Pb 元素含量都偏高，Ag、Sn 元素在岩石中含量偏

高，在土壤中含量偏低，其它元素在本区岩石、土

壤中含量都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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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元素分异特征 

根据对区内各元素的变异系数进行分析对比，

工作区岩石中 Ag、Bi、Hg 具有一定分异能力，其

它元素分异能力偏弱；工作区水系沉积物（土壤）

中 Ag、Bi、Sb、W、Mo 及 Co、Au 具强分异能力，

As、Sn 有一定分异能力，其余 Ni、Cr、Cu、Hg、

Zn、Pb 等元素的分异能力相对偏弱。因此，本区岩

石中元素变异系数反映出 Ag、Bi 元素具有一定分

异能力，水系沉积物（土壤）中元素变异系数反映

出 Ag、Bi、Sb、W、Mo 及 Co、Au 具强分异能力，

As、Sn 有一定分异能力。 

2.3  主要地质单元中元素分布特征 

根据岩石组合特征将石窝子―三个井地区的

地质体划分成 7 个地质单元，引入浓集系数 k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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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泉组（K2j）中 Co、Sb、

Zn、Ag 等元素的浓集系数 kk值>1.5，相对富集，

但变异系数<0.8。庙沟组（K1mg）中 Co、Ni、Hg、

Ag 等元素的浓集系数 kk 值>1.5，相对富集，其中

Ag 的变异系数介于 0.8 和 1.5 之间，其他元素的变

异系数小于 0.8。大红山组（P1d）岩石中有 Co、

Ni、Sn 等 11 种元素富集系数 kk>1.5，水系沉积物

中只有 Sn 元素富集系数>1.5，但分异系数除 Cu 外

都<0.8。三叠系侵入岩中 Mo、Pb、Bi、Zn 元素的

浓集系数介于 1.0 和 1.5 之间，其变异系数大于 0.8，

能为 Mo Pb Bi Zn 矿提供一定物质来源。晚二叠纪

世花岗岩中 W、Pb、Au 三种元素相对富集，富集

系数介于 1.0~1.5 之间，但变异系数均小于 0.8，反

映个元素分布比较均匀。早二叠纪世二长花岗岩中

Pb 元素相对富集，富集系数大于 1.5，变异系数小

于 0.8，反映个元素分布比较均匀。 

2.4  聚类分析特征 

对水系沉积物（土壤）测量结果进行了 R 型聚

类分析，聚类分析谱系图（略）显示，Co、Ni、Zn、

Cu、Sb 之间关系密切，As、W、Sn、Bi 之间关系

较密切；同时，Co、Ni、Zn、Cu、Sb 与 As、W、

Sn、Bi 及 Cr 之间关系也较密切；Ag、Mo、Hg、

Pb、Au 之间相关性较差，这 5 个元素与别的元素

相关性也较差。 

3  工作区找矿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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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善右旗石窝子―三个井地区共

划分出 2 个成矿远景区及 2 个找矿靶区。 

3.1  仓吉及其以东一带银多金属Ⅰ号成矿远景区 

成矿远景区位于工作区西北部的仓吉及其以

东一带，面积约 30.8km
2。即 HS2 综合异常所在地

段。远景区出露二叠纪早世花岗闪长岩（P1γδ），西

南部出露有二叠纪早世二长花岗岩（P1ηγ），远景区

外围大部分出露三叠纪花岗岩（Tγ），北部被第四

系覆盖。远景区中发育北东向和北西向的花岗伟晶

岩脉、闪长玢岩脉。元素组合包括 As、Ag、Sb、

Zn、Pb、Cu、Bi、Mo、Cr、Co、Ni、Sn，有多个

异常套合中心。包括 C-1 银多金属矿找矿靶区，是

找寻热液型银多金属矿的较好远景区。 

3.2  塔塔勒―苏亥图一带铅锌银多金属Ⅱ号成矿

远景区 

该远景区位于测区东南部的塔塔勒―苏亥图一

带，面积约 59.5km
2。远景区中南部出露二叠纪下统

大红山组（P1d），北部和南部出露三叠纪花岗岩

（Tγ）。三叠纪花岗岩（Tγ）中穿插有北西向花岗闪

长岩脉和花岗伟晶岩脉。在远景区南部，二叠纪下

统大红山组（P1d）与三叠纪花岗岩（Tγ）接触带上

出现有角岩化。元素组合包括 As、Ag、Cu、Bi、

Mo、Sb、Zn、Pb、Sn、Au 等，有多个异常相互套

合。远景区中高中低温元素异常齐备，包括 C-2 找

矿靶区，是找寻铅锌银多金属热液型矿的有利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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