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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王山金矿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南部，大地构

造位置处于内蒙古中部地槽褶皱系向华北地台喀

喇沁断隆过渡部位（张振法等，2014），属温都尔

庙－翁牛特旗加里东地槽褶皱带敖汉复向斜的核

部，西靠老哈河坳陷，东接努鲁儿虎隆起，定位于

近 EW 向赤峰－开源断裂与次一级 NE 向下洼子－

白塔子断裂交汇部位，区域上位于一级北东向兴隆

－承德－撰山子金银铜成矿带与一级围场－赤峰

－阜新纬向金银铜成矿带的交汇复合部位（冯德

胜，2014）。区内分布有峰水山金矿、中井金矿、

撰山子金矿、金厂沟梁金矿、二道沟金矿等一系列

金矿，是我国主要的黄金基地之一。本研究认为矿

化与燕山期岩浆岩关系密切，韧性剪切带控制成矿

流体的运移，其形成的层间滑脱带和脆韧性构造转

换部位是良好的赋矿空间。从而认为本区找矿应从

燕山期岩浆岩和北东向剪切带构造入手，次一级的

韧性剪切带和脆性构造控制着金矿体的产出。 

1  地质背景 

岱王山金矿区位于温都尔庙－翁牛特旗加里

东地槽褶皱带敖汉复向斜的核部。矿区出露地层主

要为古生界沉积变质岩和广泛分布的第四系（Q）。

古生代上石炭统家道沟组（C2j）为一套海陆交互相

或滨海相沉积岩，主要岩性为变质砂岩、板岩夹少

量透镜状灰岩；下二叠统酒局子组（P1j）以陆相、

河湖相沉积碎屑岩为主，主要岩性为红柱石板岩、

变质砂岩、炭质板岩夹石灰岩。其中下二叠统酒局

子组与金矿化关系密切。勘查区处于燕山陆内造山

带内（文霞，2013），燕山期岩浆活动较为剧烈，

中酸性侵入岩呈岩基分布于矿区南部，另外南部和

北部了有少量岩株分布。岩性主要为黑云母二长花

岗岩、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矿区构造主要为一系

列呈北东向展布的韧性剪切带，韧性剪切带内主要

岩石为板岩和变质砂岩，在低温高剪切应变下，发

生同变形变质作用，板岩发生固态塑性流变和韧性

剪切变形，砂岩发生脆性碎裂，在板岩的片理面上

可看到拉伸线理，灰岩发生韧性变形，板岩动态结

晶红柱石化，红柱石沿板理定向排列，部分退变质

绢云母化形成云母鱼、硅质塑性拉长、石香肠、旋

转构造、发育 S-C 组构及糜棱岩发育。 

岱王山金矿目前正处于勘查阶段，已勘查出 54

个矿体，以①、②、③三个矿体为主，金资源量已

达到中型规模。金矿化受构造控制特征明显，矿体

分布与区域构造方向一致，多沿 NE 向和 NNE 向展

布，矿体赋存于由韧性剪切带引起的层间破碎带和

后期的脆性破碎带中。皆呈脉状形态展布，少数呈

“S”形，多呈透镜状，尖灭再现，尖灭旁现，分

枝复合现象明显。矿区矿石金属矿物主要为自然

金、黄铁矿；其次为银矿物（局部富集，可能是多

期成矿叠加所致）、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赤

铁矿、斑铜矿、磁黄铁矿、毒砂及氧化物褐铁矿（黄

铁矿氧化物）；微量软锰矿、硬锰矿及氧化物铜蓝、

孔雀石。脉石矿物占矿石的 60%左右，主要为石英、

泥质矿物，其次为绢云母、方解石、长石、高岭土，

少量绿泥石、绿帘石等。矿区围岩蚀变以黄铁绢英

岩化、硅化、碳酸岩化和绿泥石化为主，另可见高

岭土化、角岩化等。 

2  构造解析与成矿过程 

勘查区处于燕山陆内造山带内，中新生代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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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期构造－岩浆活动，包括多期次燕山期黑云母二

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岩、闪长岩、闪

长玢岩等中－酸性脉岩，在其接触带发生的热液蚀

变和接触热变质作用使金活化，含金热液在层间构

造中进一步富集形成多期次金矿化（曾建国等，

2002；付乐兵，2012；孙珍军，2013；曹毅，2015；

王刚，2015；敖冬，2014）。 

石炭纪以来，本区为北西－南东向拉张环境，

形成北东向海槽，沉积了上石炭统石咀子组和家道

沟组碎屑岩夹碳酸盐岩复里石建造；早二叠世始至

晚侏罗世，构造环境由引张转变为北西－南东向挤

压，它导致北东走向的逆冲推覆格局形成，并伴有

大量酸性岩浆侵入。形成敖汉旗复向斜核部地层，

即酒局子组磨拉石建造。区域上褶皱构造属Ⅲ级敖

汉复向斜的Ⅳ级石匠沟复向斜一部分，沿唐头沟－

中井－白山沟－岱王山一线展布。早白垩世起燕山

地区进入后造山阶段，先后形成了北北东向的伸展

构造和走滑构造，走滑构造使区内岩石发生了强烈

的糜棱岩化、形成北东向的片理化带和层间滑脱

带。为后期热液创造了良好的容矿构造。持续的固

态塑性流变和韧性剪切作用积聚的高温使沉积过

程形成的富金层－砂岩中的金活化，产生含金热液

活动，含金热液在运移过程中，板岩－砂岩－板岩

结构的地层条件制约着含金流体定向运移范围，板

岩固态塑性流变变得致密、柔韧，为含矿热液运移

起屏蔽作用，体现在金矿化体的近矿围岩为高温成

因的红柱石板岩，含金石英脉的裂缝及两侧板岩常

见石墨层，石墨层摩擦镜面和擦痕明显，在同变形

变质过程中石墨化起到了润滑作用。前期的韧性剪

切作用造成了金矿质的初步富集，该期金矿品位不

高，往往以浸染型和蚀变岩型为主。后期的岩浆活

动，烟灰色含矿石英脉伴随着中－酸性岩脉沿片理

化带、层间破碎带、次一级的韧性剪切带和脆性断

裂带侵入，在离热源较远的近地表，中低温顺低压

的条件下富集成矿。 

总之，燕山期是区域上构造岩浆活动的主峰

期，发生了韧性剪切作用→多期次中－酸性脉岩侵

入→晚期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体侵入多期次构造－

热事件，不同期次、不同类型矿化叠加形成了复合

型金矿床，也确定了燕山期为该区金矿主成矿期。 

3  结论与找矿标志 

岱王山金矿处于阜新—赤峰金矿带上，金矿以

石英脉型为主、构造破碎带蚀变岩型和浸染型次

之。矿体受韧性剪切带控制，其中以 NE 向为主要

控矿构造。韧性剪切作用形成的片理化带和脆性断

裂往往是金矿产出部位。矿区主成矿期为燕山期，

燕山期中酸性岩的侵入是成矿的最直接诱因，后续

找矿应围绕中酸性岩体外围的韧性剪切带展开。红

柱石板岩是近矿围岩，其本身有时也含矿；层间破

碎蚀变带中强烈的硅化、褐铁矿化、紫红色赤铁矿

化为直接找矿标志；地层产状明显变化区是富金的

有利部位，地层倾角以 60°～80°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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