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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北山成矿带月牙山–老硐沟地区
金多金属矿床成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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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北山成矿带东南部的月牙山–老硐沟地区发育有月牙山、老硐沟等一

系列金多金属矿床。笔者对该区典型金多金属矿床的地质特征和关键控矿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

结合各类找矿信息开展综合找矿预测工作。研究表明，区内的典型金多金属矿床多伴生 Ag、Pb、
Zn 等元素，矿体受加里东—华力西期中酸性岩体、北西–北西西向断裂控制，为典型的热液脉型

金多金属矿床。高磁异常体、北西–北西西向断裂、Au−Ag−Sb 地球化学异常叠加部位为此类矿

床的有利找矿地段。笔者采用 MRAS 软件对各类找矿信息进行综合，共圈定 4 个找矿靶区，野外

查证在其内均发现重要矿化线索，为研究区下一步勘查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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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Yueyashan–Laodonggou area of Inner Mongolia is located in the southeast of Beishan ore belt,
where has existed a series of gold polymetallic deposits, such as Yueyashan and Laodonggou gold–polymetallic
deposit. Based on th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of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ore–controlling factors of
typical gold–polymetallic deposits in this area, the comprehensive metallogenic prediction is carried out in this
paper.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gold in the area is mostly occurs with silver, lead, zinc. The gold orebodies are
controlled by Caledonian–Hualixi intermediate acidic rock mass and NW–NWW faults, is a typical hydrother-
mal  vein–type  gold–polymetallic  deposit.  The  high  magnetic  anomalies,  NW–NWW faults  and  superposition
sites  of  Au–Ag–Sb geochemical  anomalies  are  favorable ore–prospecting areas of  gold polymetallic  deposits.

 
 

收稿日期：2022-05-20；修回日期：2022-10-03；责任编辑：姜寒冰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然资源厅勘查处综合预算项目“内蒙古北山成矿带金铜矿成矿关键问题研究及找矿预测”资助。

作者简介：陈耀（1996−），男，硕士，主要从事矿床学、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研究。E–mail：1396826568@qq.com。

* 通讯作者：付乐兵 (1984−)，男，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矿床地球化学、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研究。E–mail：fulb@cug.edu.cn。 

第 56 卷 第 2 期 西   北   地   质 Vol. 56　No. 2
2023 年 （总 228 期） NORTHWESTERN   GEOLOGY 2023（Sum228）

https://doi.org/10.12401/j.nwg.2022036
https://doi.org/10.12401/j.nwg.2022036
mailto:1396826568@qq.com
mailto:fulb@cug.edu.cn


The  MRAS software  is  used  to  synthesize  all  kinds  of  prospecting  information,  four  prospecting  targets  have
been delineated, and high–quality mineralization and alteration were observed in four of them by field verifica-
tion, which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next–stage work in this area.
Keywords：Beishan  metallogenic  belt； Yueyashan； Laodonggou； gold –polymetallic  deposits； metallo-
genic prediction

 

北山成矿带位于塔里木板块、西伯利亚板块与哈

萨克斯坦结合部位，隶属中亚造山带，成矿带内深大

断裂纵横交错，岩浆岩发育，成矿地质背景优越（王玉

往等，2005；Xiao et al.，2011，2013；苗来成等，2014；赵

鹏彬，2017；高峰，2018；卜建军等，2019；任云伟等，

2019）。内蒙古北山地区已发现月牙山、老硐沟、三个

井、交叉沟、甜水井等一系列金多金属矿床（杨崇文，

2012；杜泽忠等，2015；何毅等，2016；刘怀金等，2021）。

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显示区内与金成矿有关的化探元

素异常规模大、强度高、分带特征明显，是寻找金多

金属矿床的有利地区。但是，以往矿产勘查及科研工

作大多局限于一般性的地质描述，对各类金矿床关键

控矿因素与找矿方向缺少全面和系统的综合性研究。

因此，笔者选择内蒙古北山成矿带东南部的月牙山–

老硐沟地区发育的典型金多金属矿床为对象，在系统

分析月牙山、老硐沟等矿床地质特征和关键控矿因素

的基础上建立了对应的找矿预测模型，并结合地物化

找矿信息开展了综合成矿预测，为区域上下一步金多

金属矿床的找矿勘查工作提供借鉴。

 1　成矿地质条件

月牙山–老硐沟地区处于北山成矿带东南部，以

中部的月牙山–洗肠井蛇绿岩带为界，其南侧为古硐

井隆起，北侧为公婆泉–东七一山早古生代岛弧（图 1）

（郑荣国等，2012；胡新茁等，2015；廖云峰等，2016；邵

积东，2016；杨剑洲，2019）。区内出露地层由老到新

主要有古元古界北山岩群，中—新元古界长城系古硐

井群、蓟县系—青白口系，古生界寒武系—二叠系，中

生界白垩系及新生界新近系、第四系（牛亚卓，2019；

郑灵云等，2019）。其中，北山岩群主体岩性为形成于

前陆盆地滨–浅海沉积环境下的浅变质碎屑岩系；

中—新元古界地层主体岩性为形成于浅海–海岸沉积

环境下的碎屑岩与碳酸盐岩沉积；古生界寒武系—奥

陶系主体岩性为形成于岛弧环境下的中基性火山岩

沉积；古生界志留系主体岩性为形成于岛弧环境下的

中基性火山岩沉积；古生界石炭系主体岩性为形成于

深海相沉积环境下的碳酸盐岩沉积；古生界二叠系主

体岩性为形成于浅海陆棚沉积环境下的碳酸盐岩沉

积。区内韧性/脆韧性剪切带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南部

古硐井群中及月牙山–洗肠井蛇绿岩带内，伴生的褶

皱构造主要分布在炮台山、盘陀山一带（杨合群等，

2010；杨鑫等，2016）。晚期叠加的脆性断层区内广泛

分布，是区内最重要的控矿构造，以近东西向、北西西

向、北西向 3 组最为发育。区内侵入岩整体呈近东西-

北西向带状展布，岩浆活动横跨加里东、华力西、印

支期等，呈现多期侵入特征（杨合群等，2010；郑荣国

等，2012；杨鑫等，2016）。侵入岩岩性变化较大，超基

性、基性岩体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中部月牙山–洗肠井

蛇绿混杂岩带中（赵鹏彬，2019），时代主要为加里东

期和华力西期，另有少量华力西期基性岩呈脉状或者

岩枝的形式产出（廖云峰等，2016；胡醒民，2016）；中

酸性岩体的侵入时代则集中在加里东期—燕山期，主

要以岩基或岩株的形式产出，规模较大，广布于整个

研究区（图 1）。

月牙山–老硐沟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岩浆活动发

育，成矿背景良好。区内现已发现矿床（点）56 个，包

括月牙山金多金属矿床、老硐沟金多金属矿床、梭梭

井铁铜多金属矿床等，主要成因类型有热液脉型、接

触交代型等，矿种有金、银、铜、铅、锌、钨、铁、锰等

（董连慧等，2010；丁建华等，2016）。根据矿种类型可

将已发现矿床（点）分为 3 大类：金多金属矿床（点）、

铜多金属矿床（点）及钨矿床（点），其中主要为金多金

属矿床（点）（图 1），该类矿床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

对象。

 2　典型矿床地质物化探特征

 2.1　老硐沟金多金属矿床

 2.1.1　矿床地质特征概述

笔者在前期资料收集与详实的野外地质调查的

基础上发现，老硐沟金多金属矿床实为金铅锌铁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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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矿床，其主要有 2 种矿化类型：①矿区北部、东部

的热液脉型金铅锌多金属矿化，受晚古生代北西–北

西西向断裂构造控制。②南部的矽卡岩型铁铜多金

属矿化，主要受早古生代岩体周缘接触带控制（图 2）。

由于两类矿化之间矿化特征、控矿因素存在显著差异，

导致其内在成因联系尚存争议，故本文重点对矿区内

产出的金铅锌多金属矿化开展解剖。

矿区位于鹰嘴红山岩体东北缘，区内出露地层由

老到新主要有中元古界长城系古硐井群、蓟县系平头

山组及第四系。古硐井群位于矿区西南部，岩性为灰

白色变质石英细砂岩夹变质长石石英砂岩，蓟县系平

头山组位于矿区的东北部，岩性为灰白色白云质灰岩

夹大理岩化白云质灰岩。区内断裂构造发育北西西

向、近东西向及北北西向 3 组（梁巨康等，2017；钱建

平等，2018；张桐，2019），以北西西向和北北西向断裂

构造最为发育，在整个矿区均有分布，是金多金属矿

体的主要控矿构造。区内侵入岩发育较少，可见黑云

二长花岗岩、辉绿岩、花岗闪长岩、闪长玢岩等呈岩

脉或小岩株状产出（图 2）。

矿区内 5 个矿段共圈定 36 个矿体，其中Ⅰ、Ⅱ、

Ⅳ、Ⅴ矿段主要发育金多金属矿体，而Ⅲ矿段发育矽

卡岩型铁铜多金属矿体。Ⅰ、Ⅱ、Ⅳ、Ⅴ矿段受控于

北西向和北北西向断裂，共有 30 个矿体，矿体总体倾

向为北东向，倾角为 60°～80°，呈似层状、透镜状、脉

状产出，其赋矿围岩主要为大理岩。矿体厚度为

0.86～15.52 m，Au 品位为 0.52～24.90 g/t，Ag 品位为

0.01～756 g/t，Pb 品位为 0.57%～18.84%。

矿区内金多金属矿石分为原生矿石和氧化矿石

2 种。原生矿石中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黄铜矿、

毒砂、方铅矿、闪锌矿、铜蓝等；非金属矿物主要有石

英、方解石等。氧化矿石呈土黄色、黄绿色、棕红色，

其内产出大量次生氧化形成的褐铁矿、赤铁矿、水砷

锌矿、黄钾铁矾等矿物（图 3）。矿石构造主要有脉状

构造、稠密浸染状构造、稀疏浸染状构造。多期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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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山地区月牙山–老硐沟一带地质略图（据段海龙等，2021）
Fig. 1　Sketch geological map of the Yueyashan–Laodonggou in Beish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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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热液活动导致了矿区多期次的围岩蚀变作用，由

于后期氧化作用影响，区内常见的与金成矿关系密切

的围岩蚀变仅能识别出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等。

根据野外调查、室内岩相学观察结果综合分析，

可将老硐沟金多金属矿床划分为 2 个成矿期，即热液

成矿期和氧化淋滤期。热液成矿期包含：石英–少量

黄铁矿阶段（S1），此阶段的特征是石英呈乳白色脉状

产出，内部偶见星点状黄铁矿发育（图 3 A、图 3E）；石

英–黄铁矿阶段（S2）发育含大量黄铁矿的石英硫化物

脉，黄铁矿多成脉状或浸染状与石英共生，颗粒普遍

较大，呈自形–半自形产出（图 3B、图 3F）；石英–多金

属硫化物阶段（S3）发育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及黄

铜矿等多金属石英硫化物脉（图 3B、图 3D、图 3G、

图 3H）；石英–碳酸盐阶段（S4），主要见方解石细脉穿

插早阶段的金属硫化物矿石及围岩（图 3H）。氧化淋

滤期：矿物形貌以及矿石的结构构造都发生极大改变，

产出一种特殊矿物——水砷锌矿（图 3I）。

 2.1.2　矿床分布地段多信息显示

老硐沟地段内地层主要出露元古界平头山组白

云质灰岩夹大理岩化白云质灰岩，野马街组含钙质砂

岩、灰岩与古硐井群变质碎屑岩。岩浆岩主要为中部

的鹰嘴红山岩浆岩体，其岩性主要为黑云二长花岗岩。

地段内构造较为发育，北西向构造及其所派生的次级

构造，控制了老硐沟金多金属矿床及铁铜多金属矿床

的产出，成矿条件有利。老硐沟地段内整体处于低磁

场区，变化趋势较缓，区内发育的金多金属矿床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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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泥盆纪黑云二长花岗岩；8.花岗细晶岩；9.金多金属矿体；10.铜多金属矿体；11.断裂；12.矽卡岩化

图 2　老硐沟金多金属矿区地质略图（底图据钱建平等，2018 修改；闪长玢岩年龄引自张国震等，2021）
Fig. 2　Geological map of the Laodonggou gold–polymetallic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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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控制了正磁异常的产出。1∶5 万化探测量

显示矿区以 Au、Ag、As、Sb、Pb 元素形成北西向带状

异常，主要单元素异常规模大、强度高、浓集趋势明

显、套合良好，组合复杂，反映出一套中–低温元素组

合特征（图 4）。整体上看，老硐沟地段是寻找金多金

属矿床的有利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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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老硐沟金多金属矿床各阶段矿石矿化特征

Fig. 3　Mineraliszation and alteration of the Laodonggou gold–polymetallic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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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老硐沟地段地物化多信息剖析图

Fig. 4　Geological,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Laodonggou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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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月牙山金多金属矿床

 2.2.1　矿床地质特征概述

月牙山金多金属矿床位于研究区西北部，矿区内

出露地层主要有奥陶系中统咸水湖组硅质灰岩夹少

量砂岩和上统白云山组中细粒砂岩夹少量灰岩。区

内岩浆岩主要为石炭纪辉长岩，该岩体规模较大，以

岩株形式产出，广泛分布于整个矿区内，另可见多条

正长斑岩脉、花岗斑岩脉产出于岩体内部（任益书等，

1998；徐旭升，2011）。区内构造主要表现为断裂构造，

整体呈北西西向和北东向展布，F3、F7、F9 断裂与成

矿有关，矿区内圈出的主要银金矿体多呈脉状产于其

中（图 5）。矿体厚度为 0.40～3.85 m，Au 品位为 1.26～

17.60 g/t，Ag 品位为 17.75～202.06 g/t。

月牙山矿区内矿石主要呈脉状、块状、浸染状产

出（图 6）。矿石内的金属矿物包括自然金、自然银、

碲银矿、辉银矿、黄铁矿、黄铜矿，非金属矿物主要

为石英及少量方解石、绿帘石、钾长石、黑云母。矿

区与金成矿相关的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绢云母化、

黄铁矿化等。根据野外调查、室内岩相学观察结果

综合分析，可将月牙山金多金属矿床成矿作用分为 4

个阶段。石英–少量黄铁矿阶段（S1）的显著特征是

石英呈乳白色脉状产出，同时可见星点状黄铁矿产

于其中，黄铁矿颗粒较小（图 6A）；石英–黄铁矿阶段

（S2）主要发育以黄铁矿为主的石英硫化脉，黄铁矿

颗粒普遍较大，呈自形–半自形产出（图 6B）；石英-多

金属硫化物阶段（S3）以方铅矿、闪锌矿等金属硫化

物产出为标志，矿石整体硫化物含量升高（图 6C）；石

英–碳酸盐阶段（S4）的显著特征是大量碳酸盐矿物

出现，见方解石细脉穿插早阶段的多金属硫化物矿

石及围岩（图 6C）。

 2.2.2　矿床分布地段多信息显示

月牙山地段内地层主要出露奥陶系咸水湖组硅

质灰岩夹砂岩，元古界大豁落山组含硅质碳酸盐岩；

岩浆岩主要见奥陶纪辉长岩及石炭纪花岗闪长岩，发

育构造以北西向为主，局部北东向。月牙山地段

1∶5 万磁法测量显示区内磁场整体呈现南高、北低

的特征，金/铜多金属矿床（点）的分布于高磁异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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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月牙山金多金属矿区地质略图

Fig. 5　Geological map of the Yueyashan
gold–polymetallic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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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Mineraliszation and alteration of the Yueyashan gold–polymetallic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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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吻合程度高；1∶5 万化探显示矿区以 Au、Ag、Pb、

Hg 等元素化探异常为主，伴有 As、Sb、W、Sn、Mo 等

元素异常，主元素异常规模大，强度高，具内带，元素

浓集中心明显，与矿体套合良好，在月牙山南沿浓集

中心形成较大规模的 Au、Pb 等元素的高背景异常区，

反映出以中温成矿元素为主，伴有低温、高温元素复

杂的元素组合特征（图 7）。整体上，月牙山地段具有

寻找金多金属矿床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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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月牙山地段地物化多信息剖析图

Fig. 7　Geological,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Yueyashan district
 

 3　控矿因素及找矿标志

典型金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研究表明，区内金多

金属矿体受断裂控制均产于北西–北北西向断裂构造

中，形成的矿体以脉状、浸染状为主，矿化以金为主，

伴生银、铅、锌等有益组分，矿石类型主要以石英脉

型和蚀变岩型为主；黄铁矿化、硅化、碳酸盐化与矿

体空间关系密切。主要矿物组合为银金矿、自然金、

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以及石英、方解石等，呈现典

型热液脉型金多金属矿床的特征。

断裂构造是重要的控矿因素，研究区内不同级别

断裂从不同尺度上控制了金多金属矿床、矿体的产出，

规模较大的北西向断裂控制了区域性成矿带的展布，

近东西向、北西向和相对次级的北东向断裂则为岩浆

活动和矿液提供了运移通道和沉积场所，更次级的北

西–北北西向断裂控制了矿体的产出位置和形态。同

时，区内矿床（点）多形成于华力西和印支期（江思宏

等，2006）,与同期的侵入岩体具有极为密切的空间关

系，岩浆活动的同时必然会伴随大量的热液活动，可

能为成矿提供了成矿流体和物质来源。化探测量显

示高温到低温元素异常并沿接触带从内到外分带性

明显，内接触带形成矽卡岩型或高温热液型矿床，如

鹰嘴红山钨矿床，梭梭井铁铜、铅铜矿床等；远离内接

触带以 Cu、Pb、Zn、Au 等中–低温热液矿床（点）为主，

如老硐沟金矿床等。这种元素分带异常对于开展找

矿工作具有极大的指示意义。

另外，物探异常显示区内金多金属矿体通常具有

较高的视极化率和较低的视电阻率值，且多位于中酸

性岩体附近，与磁异常套合相对较好。化探异常显示：

矿体附近通常会形成高强度的 Au、Ag、Sb 等元素异

常，同时与靠近岩体的 W、Mo 异常以及岩体与地层

接触带附近的 Cu、Pb、Zn 异常构成异常分带。因此，

高磁、高极化、低电阻的物探异常与套合较好的化探

异常是区内金多金属矿床重要的找矿标志。

 4　物化探找矿信息提取

前人已在月牙山–老硐沟地区完成了 1∶5 万矿

产地质调查工作，已有的磁法和化探数据为本次工作

提供了详实的资料支撑。笔者在传统化极、延拓、求

导等计算的基础上，对磁法数据开展了总水平梯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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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计算，综合分析解译出 23 条推断断裂构造、36 个高

磁性体以提取深层次的找矿信息。需要说明的是，解

译出的高磁性体推测与 2 个因素有关，其一可能表示

月牙山–洗肠井蛇绿岩带内地表或者隐伏的强磁性岩

体，其二可能由老硐沟、梭梭井等矽卡岩型铁铜矿床

内隐伏的磁铁矿体所造成（段海龙等，2021）。区内已

成规模的金矿床如月牙山和老硐沟金多金属矿床，前

者分布于 Y05 高磁性体周围，后者分布于 Y36 高磁性

体周围，在地质上与中酸性岩体的产出关系密切，同

时上述 2 个矿床均位于磁法推断的北西向断裂附近。

整体上，推断解译出的大型断裂构造（尤其北西向、北

西西向）和高磁性体与研究区金多金属矿床具有密切

关系。

同时，本次工作为简化图面结构并突出有效找矿

信息，依据因子分析结果对 1∶5 万化探数据进行了

降维与融合（赵少卿等，2012；黄文斌等，2020），研究

区内 Au、Ag 等成矿元素所属因子包含的元素组合为

Au–Ag–As–Sb–Hg，该因子得分等值线图（图 8）。整

体来看，异常集中分布/因子得分值高的地段主要呈

现 2 个特征：①分布于加里东、华力西及印支期中酸

性岩体周缘，如在鹰嘴红山及盘陀山等地区。②是异

常与区内北西–近东西向断裂套合较好，如在月牙山

及老硐沟等地区。区内异常多呈不规则状，同时规模

相对较大，与区内已发现的金多金属矿床（点）套合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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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月牙山–老硐沟地区磁法与化探找矿信息叠合图

Fig. 8　Superposed diagram of 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prospecting information in Yueyashan–Laodonggou area
 

 5　成矿预测与验证结果

在前期控矿因素总结及找矿信息提取的基础上，

笔者采用 MRAS 软件对各类找矿信息进行了综合，并

据此进行找矿靶区的圈定。本次选择了区内金多金

属矿点、侵入岩、构造（已有构造＋推断构造）、化探

异常（Au–Ag–As–Sb–Hg）等作为证据因子，进而利用

MRAS 软件计算这些证据因子的权重值，并根据矿点

和其他证据因子的空间关系计算出各证据因子的先

验概率，从而制作了基于证据权重法的成矿预测图

（图 9）。在剔除已有矿权设置地段后，笔者共筛选出

A1、B1、C1、C2 等 4 个找矿靶区，野外针对其开展矿

产检查，结果显示靶区内矿化蚀变现象发育，具较好

找矿潜力。

A1 靶区位于月牙山南部，区内发育地层主要为

奥陶系咸水湖组与罗雅楚山组，岩浆岩主要为早古生

代蛇绿岩及石炭纪花岗闪长岩，另可见北西西向断裂

构造产出。远景区北部出现正、负磁异常，南部为正

磁异常，等值线密集，异常与花岗闪长岩空间分布在

一定程度上吻合，此外 1∶5 万化探在该区圈定东西

向带状展布的多种元素异常，异常以 Pb、Zn、Cu、Au、

Ag 为主，套合有 As、Hg、Sb 等元素，具有三级异常浓

度分带，异常浓集中心明显。野外查证在区内发现蚀

变带、破碎带共 15 条（图 10A），走向多为北西向和北

东向，与月牙山金多金属矿床一致，带内发育明显的

褐铁矿化，偶见绿泥石化；捡块样结果表明该区 Au

最高为 1.16  g/t，Ag 最高为 327  g/t， Pb+Zn 最高大于

10%。

B1 靶区位于月牙山南部，区内发育地层主要为

158 西　北　地　质　　NORTHWESTERN GEOLOGY 2023 年



寒武系—奥陶系西双鹰山组及新元古界大豁落山组，

无岩体或脉岩出露，另可见近东西向及北西向断裂构

造发育。区内不发育明显的物探异常，但 1∶5 万化

探测量显示区内发育 Au、Cu、Ag、Pb、Zn 等多种化探

元素异常，Au 异常极值点可达 24.40×10–9，Cu 异常极

值点可达 107.00×10–6 。野外查证区内见硅化、褐铁

矿化等矿化蚀变现象发育（图 10B），捡块样结果表明

该区 Au 含量最高达 1.2 g/t。

C1 靶区位于月牙山北东，区内发育地层主要为

奥陶系锡林柯博组及第四系，岩浆岩不甚发育，仅可

见少量近东西向石英脉产出，无明显断裂构造发育。

该区北部显示为负磁异常，南部显示为正磁异常，等

值线密集，1∶5 万化探测量显示区内发现有金高值点，

异常高值点可达 11.80×10–9。野外查证区内可见构造

破碎带发育，带内产出褐铁矿化等蚀变（图 10C）；捡

块样结果显示，区内 Au 含量为 0.41 g/t，Cu 含量＞0.5%。

C2 靶区位于鹰嘴红山岩体内部，其主要岩性黑

云二长花岗岩，另有近东西向断裂出露。该区磁异常

强度较低，整体为正磁异常。1∶5 万化探显示远景区

内主要为 Au–As–Sb 异常，具有三级浓度分带，浓集

中心明显且套合性极好。野外查证在区内发现多条

石英脉，走向主要为北西向、北东向及近南北向，延长

可达数百米，带内褐铁矿化较强（图 10D ）。捡块样结

果显示区内 Au 含量最高达 2.62 g/t。

 6　结论

（1）月牙山与老硐沟均为典型热液脉型金多金属

矿床，两者矿石特征相差较小，成矿期次均可在热液

成矿期划分 4 个阶段，老硐沟金多金属矿床还发育氧

化淋滤期，并可见水砷锌矿发育。

（2）区内金多金属矿床主要控矿因素为构造和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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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月牙山–老硐沟地区金多金属矿证据权重法成矿预测图

Fig. 9　Metallogenic prediction map of gold polymetallic deposit in Yueyashan–Laodongg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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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找矿靶区内典型构造蚀变现象

Fig. 10　Typical structural and alteration in the prospecting target

第 2 期 陈耀等：内蒙古北山成矿带月牙山–老硐沟地区金多金属矿床成矿预测 159
 



浆岩，前者提供成矿空间和热液运移通道，后者提供

运移动力和成矿物质。Au–Ag–As–Sb–Hg 为区内金

多金属矿床的代表元素共生组合，元素化探异常套合

性较好、强度高的地区即为找矿有利地段，物探信息

所解译出的高磁异常区、高磁性体和推断断裂也对成

矿具有一定指示意义。

（3）综合地质与物化探找矿信息，结合证据权重

法共圈定 4 处找矿靶区，区内见矿效果较好，可作为

下阶段该类矿床找矿的重点工作区域。

致谢：李奥冰、张维康、刘玉国参加了实地调

查，野外工作得到招金集团圆通矿业何毅、杨晓奇、

宋建成等人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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