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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蟾山金矿位于位于华北克拉通北缘成矿带

中部，赤峰-开原深大断裂与平泉一八里罕大断裂交

汇处，喀喇沁变质核杂岩北部，该区金矿点分布密

集，金矿床众多，区内还有二道沟、大黑山、黄花

沟等近 20 余处金矿床（点），是我国重要的金矿

化集中区之一。金矿床主分布与岩浆、断裂构造关

系密切，靠近断裂处矿化尤为集中。矿区分东西两

条主矿带，矿化带长一般为数千米，宽可达数百米，

而矿化带的矿体长一般为数十米至百余米，厚度

1～3m 左右，矿体多呈脉状、豆荚状、透镜状等。

为研究该区深部和外围找矿前景，对该区与成矿关

系密切的安家营子岩体及主要构造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岩石化学剖面测量、面积性激电测量及可控源

音频大地电磁（CSAMT）剖面测量数据资料进行

综合分析，从幔枝构造理论出发构建找矿模式，认

为矿体深部和外围仍有一定的找矿潜力。 

1  地质背景 

金蟾山金矿位于华北地洼区冀晋地弯系冀北

地洼列之东部的喀喇沁次级隆起内。区内出露的地

层以太古界变质岩系为主，少量的元古界明安山

群、中生界中侏罗统、上侏罗统、白垩系以及新生

界地层。鸡冠山岩体为区内的主要岩体，呈岩株状

分布于吉旺营子—安家营子一带。长轴方向为南东

—北西，面积 75km
2。岩性主要有二长花岗斑岩、

花岗细晶岩、英云闪长岩、文象花岗岩、钾长花岗

岩、黄铁绢英岩、蚀变二长花岗斑岩、二长花岗岩、

蚀变二长花岗岩等。对安家营子岩体进行了初步分

解，核部以文象花岗岩为主，外围以中细粒的花岗

细晶岩为主，占主体的似斑状花岗岩为两者过渡

相。岩体内部岩性变化较复杂，含有大量变粒岩、

片麻岩等老变质岩捕虏体。测得其成岩年龄为岩体

（141~125Ma；邵济安等，2001；李永刚等，2003；

欧阳志侠，2010；林少泽等 2015）。红山—八里罕

断裂是区内最主要的导矿构造之一，楼子店一带发

育韧性剪切带反应了该区伸展构造为主，由一系列

倾向南东的铲断断层构成，有多次活动特征，红山

—八里罕大断裂，对一系列铲状有一定的左旋剪切

作用。由于喀喇沁岩体的隆升，形成一系列伸展构

造，这些伸展构造沟通了深部含矿热液，为主要的

导矿构造。 

在矿区范围内，矿带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东部

南大洼--漏风峁矿带，另一个是西部拐棒沟--头道沟

--阳坡矿化带。无论是东矿化带还是西矿化带，其

断裂性质都是脆性断裂，局部也有可能有韧性变

形，断裂具有成群成带出现的特征金蟾山金矿田矿

化类型以含金破碎蚀变岩型为主，以含金石英脉型

为辅，但这两种矿化类型的矿体都呈大小不等的透

镜体、扁豆体断续分布在断裂中。蚀变类型有绢云

母化、硅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等。

红化蚀变在东西两个矿带的各个采区均有发育，而

绢云母化则主要出现在阳坡采区，绿泥石化主要出

现在南大洼采区，李麻子沟采区则主要出现黄铁绢

英岩化（张宇等，2014），区内金矿成矿的年代限

定在 132±5 Ma 和 126±2 Ma 之间，与金蟾山金矿床

成矿年龄接近的岩体就是安家营子岩体，金蟾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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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与安家营子岩体同一期构造-岩浆活动的产物

（李永刚等，2003）。 

2  研究方法及过程 

本次研究通过深入井下现场进行地质调查，特

别是加强对矿床新揭露地段和新出现的地质现象

的观察和分析研究。在井下选择几条代表性穿脉进

行系统观察，并系统采集岩矿石标本和化学分析样

品，分析矿体与围岩的特征。在结合井下与地表测

量结果对安家营子岩体进行详细调查分解，对所获

资料进行二次开发。主要是通过编图分析，总结和

发现矿体在空间上的赋存规律和矿化富集规律。对

主要成矿构造解析，探讨物化探异常特征与矿产分

布的内在联系。结合幔枝构造成矿理论，通过对区

域构造演化、矿床地质特征、矿床地球化学特征以

及成矿机理的研究，总结出成矿规律来指导矿区的

找矿工作，圈定预测靶区并结合地球物理资料进行

对比分析，其中使用加拿大凤凰公司生产 V8 仪器

进行 CSAMT 测量等进行验证对比。 

根据 CSAMT 测量解释成果，结合浅部常规激

电测深解释结果并与矿产预测结果进行对比，矿体

开采深部下，构造仍有一定的延续性，有一定的成

矿潜力。 

3  讨论与结论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岩石圈伸展减薄, 进入伸

展构造的演化阶段.由于喀喇沁岩体的隆升，形成一

系列伸展构造，这些伸展构造沟通了深部含矿热

液，为主要的导矿构造。赋矿构造为一向 SE 陡倾

的脆韧性剪切带，矿体被该韧性剪切带上盘之一系

列次级断裂控制，因此深部矿体应沿脆韧性剪切带

的上盘向深部找寻。与地球物理工作结果相对应。 

幔枝构造理论主要研究了幔枝的构造特征、动

力学过程及其对成矿物质的来源、迁移途径、聚集

成矿过程、聚矿部位、矿床类型及其特征；在此基

础上可总结了成矿规律；归纳了成矿模式；以指出

了找矿方向。在充分研究区内已有的地质及物化探

资料的基础上，利用 CSAMT 法和 SIP 法分阶段性

相互配合，亦是寻找深部金矿资源较为合理有效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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