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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东部重力场特征以及寻找内生矿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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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岩石密度特征，应用布格重力异常资料，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推断7个大型岩浆岩活动区(带)。这些岩

浆岩活动区(带)控制着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大部分内生矿床，也就是说每一个大型岩浆岩活动区(带)实际上

是一个成矿系统。因此，应用布格重力异常资料可以推断岩浆岩活动区(带)，预测内生矿床，筛选化探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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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系统是矿产地质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主要

是研究地层、岩浆岩成矿的专属性和构造的控矿因

素。重力资料能够反映岩浆岩活动区(带)和断裂

构造，从三维角度分析、解读成矿系统，对指导找矿

具有现实意义。内蒙古东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内生

矿床成矿带之一。从宏观角度，以物探反映的深部

信息为依托结合地质资料，笔者在内蒙古东部区首

次提出7个岩浆岩活动区(带)。这7个岩浆岩活

动区(带)控制着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大部分内生矿

床成矿，为内生矿床成矿提供了岩浆岩(或热源)条

件，同一岩浆岩活动区(带)上的矿床存在着成因上

的联系。因此，笔者把每一个岩浆岩活动区(带)看

作大型的成矿系统。

1地质概况

内蒙古东部地区与邻国俄罗斯、蒙古交接地带

构成的东北亚地区是巨大的东西向中亚一东亚构造

带与华北、西伯利亚古陆的接合区。它被强烈的中

生代构造一岩浆活动所浸润活化，形成了诸多的铜、

铅锌、锡钼钨等有色金属，金、银等贵金属，铁、镍、铬

钴等黑色金属，铀等放射性金属等矿产，其中有些矿

床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研究区的地质构造划分如下：南部为华北前震

旦纪古陆；北部为前震旦纪西伯利亚古陆；中部为中

亚一东亚古生代构造带的东段，即兴蒙构造带，属古

亚洲洋构造域；东部边缘则为中生代滨太平洋构造

域外带。区内主要出露有太古宇乌拉山岩群、元古

宇加疙瘩岩群和古生界地层。

中生代以来受太平洋构造影响，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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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处于张性构造环境间有挤压或走滑环境

中，岩浆活动强烈，于侏罗、白垩纪形成了宏伟的北

北东向火山—侵入岩带。侵入岩是晚古生代和中一

新生代中一酸性岩体，规模一般较大，主要有石英闪

长岩、花岗闪长岩、黑云母斜长花岗岩和黑云母二长

花岗岩等。火山岩岩石组合以粗安岩一粗面岩及英

安岩一流纹岩为主，少量碱性玄武岩、玄武安山岩、

安山岩。从早到晚主要分布有中侏罗统塔木兰沟组

(J：f)、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J，m)和白音高老组

(J，6)、白垩系的梅勒图组(K，m)、大磨拐河组

(K。d)。塔木兰沟组(J：t)为中基性、中性火山岩，岩

性以中长玄武岩、更长粗安岩、钠质粗安岩为主，夹

少量安山质玄武质火山碎屑岩；满克头鄂博组

(J，m)分布很少，以酸性、中酸性火山岩为主夹沉积

岩，岩性以碱性流纹岩、流纹斑岩、石英斑岩以及火

山碎屑岩等为主，夹少量凝灰岩；白音高老组(J，6)

分布也较少，早期以酸性火山岩为主，中晚期以中酸

性火山岩为主，岩性为一套厚度巨大的流纹岩—安

山质火山熔岩及火山碎屑岩；白垩纪的梅勒图组

(K。m)以中基性火山岩为主夹中酸性火山岩，岩性

以黑、灰紫色玄武岩，安山玄武岩，安山岩，流纹状安

山岩，安山角砾岩为主，夹安山质凝灰岩薄层；大磨

拐河组(K，d)零星分布，岩性主要为灰色凝灰质砾

岩、粗砂岩、砂岩、泥岩互层。

2重力

2．1地层、岩浆岩密度特征．

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古生界、元古宇和太古

宇岩层密度为(2．67—2．73)×103kg／m3，本区广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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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侏罗系火山岩密度为：2．6×103 kg／m3；中一酸

性岩类一般为2．56×103 kg／m3。由此可见，当中一

酸性岩体和侏罗系火山岩侵入或沿老地层喷发，并

且具有一定的规模时，在布格重力异常平面图上表

现为重力低异常。

2．2区域重力场特征

纵贯全国东部地区的大兴安岭一太行山一武陵

山巨型宽条带状布格重力异常梯度带贯穿内蒙古自

治区东部地区，其东侧：△gB一=8×10。In／s2；西
侧：△gBmi。=一146×10。5Ⅱ∥s2。布格重力落差大于

150×10。ln／s2；均衡重力异常(文后彩图1)的特

征同布格重力异常，其东侧：△g一=一2×lO。-n／
s2；西侧：△gIIIi。=一138×10。5 ln／s2，落差大于136×

10。瑚／s2。丹东一海城一赤峰一东乌珠穆沁旗、四

平一甘珠庙一东乌珠穆沁旗和绥芬合一满洲里3条

人工地震资料和磁大地测深剖面在此均反映为北东

向巨型莫霍面陡倾带——上地幔变异带，同一速度

层和电性层落差约为8 km，所以，推断大兴安岭一

太行山一武陵山巨型宽条带状重力梯度带是一条深

大断裂带的反映。该深大断裂带是环太平洋构造运

动的结果。沿深大断裂带喷发、喷溢了大量的中新

生界火山岩。

该地区主要出露的老地层有太古宇乌拉山岩

群、元古宇加疙瘩岩群和古生界，以上地层的密度为

(2．67—2．73)×103 k∥m3；广泛分布的古生界和中

生界岩浆岩密度为(2．5—2．6)×103 kg／m3，地层和

岩浆岩的密度差约为(0．1—0．2)×103 kg／m3。推

断这些大型的中一酸性岩浆岩活动区(带)反映为

重力低异常，它们大多呈北东走向。从地表地质分

析，中一酸性岩浆岩活动区(带)具有如下多期次多

岩性的特点。

(1)得尔布干镇一满归镇重力低异常，位于得

尔布干镇一满归镇。平面形态呈不对称哑铃形，哑

铃南大北小。布格重力异常最小值为：一100×10。

n∥s2，最大幅度约30×10。5 ln／s2，由3个次一级的

重力低异常构成。推断该重力低所反映的岩浆岩活

动区(带)主要由3个岩基组成。

(2)克尔伦一新巴尔虎右旗一满洲里重力低异

常，沿克尔伦一新巴尔虎右旗一满洲里展布，总体走

向北北东，重力低异常西缘延出蒙古国境内。布格

重力异常最小值为一100×lO。5 IIl／s2，最大幅度约

30×10。m／82，由3个北北东向雁行排列的次一级

重力低异常构成。推断3个重力低异是岩浆岩体的

反映。

(3)扎兰屯市西重力低异常，分布在扎兰屯市

西一带，异常走向北北东，呈宽条带状。布格重力异

常最小值为一105×10巧n∥s2，最大幅度约30×

10。n1／s2，由2个次一级重力低异常构成，北部的

次一级重力低异常较南部的次一级重力低异常范围

大。该重力低是中一酸性岩浆岩活动区(带)的表

现。

(4)朝不楞重力低异常，位于朝不楞南一带。布

格重力异常最小值为一115×lO。n∥82，最大幅度

约15×10‘5 In／s2，由2个次一级的重力低异常组

成。地表断断续续出露晚古生界和中一新生代花岗

岩体，认为该重力低异常与晚古生界和中一新生代

花岗岩体有关。

(5)克什克腾旗一霍林郭勒市重力低异常，沿

克什克腾旗一霍林郭勒市分布。布格重力异常最小

值为一140×10．5 In／s2，最大幅度约40×10。5 In／s2，

异常走向北北东，呈宽条带状。地表断断续续出露

中一新生代花岗岩体，推断该重力低异常是中一新

生代的中一酸性岩浆岩活动区(带)引起。

(6)·正镶白旗一多伦县一翁牛特旗重力低异

常，是华北板块北缘达茂旗一镶黄旗一翁牛特旗东

西向巨型重力低异常带的东段，布格重力异常最小

值为一170×10。5 In／s2，最大幅度约40×10。5 In／s2，

异常走向近东西，呈宽条带状，在桑根达赖一多伦县

东形成一个鞍部。根据物性资料，推断化德县一正

兰旗一翁牛特旗重力低异常带是中一新生代的中一

酸性岩浆岩带的反映。

(7)喀拉沁旗南重力低，位于喀拉沁旗南一带。

近东西向展布，平面形态呈不对称哑铃形，哑铃西大

东小。布格重力异常最小值为一125×10。5 n∥s2。

最大幅度约15×10。—n／s2，推断其与晚古生界和

中一新生代花岗岩体有关。

由地质图和布格重力异常平面图可知，在巨大

的重力低异常上，中一酸性侵入岩有的出露面积大，

有的出露面积小，有的零星分布，无论从形态上还是

从范围上看与重力低异常不尽相同。笔者认为不管

哪一种情况，重力低异常反应深部岩浆岩活动区

(带)是无疑的，只是地表剥蚀程度不同而已。同时

表明，重力低异常范围大，地表出露中一酸性侵入岩

小的地区剥蚀程度较浅，这种成矿环境对保存矿床

更为有利。

3重力场与矿产的关系

内蒙古东部地区是我国内生矿床的重要成矿带

之一。以上述7个岩浆岩活动区(带)之一的克什

克腾旗一霍林郭勒市重力低异常为例，阐述重力场

 

 万方数据



4期 常忠耀等：内蒙古东部重力场特征以及寻找内生矿床的意义

与矿产的关系。文后彩图2是上述克什克腾旗一霍

林郭勒市重力低异常与矿产的关联图，由图可见，绝

大部分的多金属矿产和贵金属矿产分布在布格重力

异常低上或其外围等值线密集带上，如白音诺尔铅

锌矿、浩不高铅矿、拜仁达坝银铅矿、黄岗梁铁锌等，

化探异常也分布在于此，表明这些矿产形成过程中，

中一酸性岩浆岩活动区(带)为其提供了充分的热

源和热流。其余6个重力低异常与矿产也有类似的

关联关系，在此不再赘述。上述现象说明，应用重力

资料推断的每一个岩浆岩活动区(带)实质上是一

个成矿系统。在空间上，这些岩浆岩活动区(带)控

制着内生矿床的分布，在成因上它们存在着内在联

系。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布格重力异常图反应的

7个岩浆岩活动区(带)是成矿最有利地段。

4结束语。

应用不同比例尺的重力资料能够划分和圈定不

同规模的岩浆岩活动区(带)。根据l：100万重力

资料，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划分和圈定出7个

大型岩浆岩活动区(带)，这些岩浆岩活动区(带)控

制着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大部分内生矿床成矿，无论

从空间上还是从成因上岩浆岩活动区(带)与内生

矿床成矿密不可分，结合地质和化探资料可以划分

成矿远景区和筛选化探异常，缩小找矿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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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1一彩图2文字说明见P317—31 9：内蒙古东部重力场特征以及寻找内生矿床的意义

【常忠耀。赵文涛，李虎平．王守光)

彩图3文字说明见P298～301：若尔盖地区区域构造与油气地球化学场的关系

(荣发准．孙长青，张彦霞，吴传芝)

彩图1内蒙古东部地区均衡重力异常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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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圈3若尔盖地区化探鼍蠢异常区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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