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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北大草坪钼矿地质特征及成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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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大草坪钼矿位于冀北上黄旗构造岩浆岩带钼多金属成矿带中, 赋矿围岩为花岗岩及花

岗闪长岩, 成矿时代为燕山期, 成矿作用受燕山造山带的控制。研究表明, 其成矿物质来源具多源

性、多成因、多期次叠加的特征。包裹体液相成分分析显示成矿热液以大气降水为主, 包裹体均一

化温度为 100~ 360 ,主要在 180~ 220 范围内; Si, S 同位素数据显示成矿流体来源于深部, 并

与侵入岩体同源,说明大草坪钼矿床属与燕山期岩浆作用有关的中低温热液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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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草坪钼矿位于华北地台北缘,北邻撒岱沟门

大型斑岩型钼矿床。1979 1981年,天津华北地质

勘查局 514地质大队发现该矿后,相继对大草坪钼

矿进行了地质、物化探普查, 发现了多处物化探异

常,通过钻孔验证,初步确定矿化分布、强度和规模,

为进一步的勘查工作奠定了基础。

1 矿区地质概况

大草坪钼矿床位于华北地台北缘内蒙地轴中围

场拱断束南部的上黄旗岩浆隆起带内, 区内构造、岩

浆活动频繁而强烈, 活动形式多样,为本区成矿提供

了必要的热源、动力源和成矿空间。

1. 1 地层

大草坪钼矿区内地层不发育,只是沿沟谷和河床

阶地分布有第四系洪冲积层、坡积层,在矿区以北的

断陷盆地内有中生界中酸性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岩。

1. 2 构造

区内构造以断裂为主, 有 NW 向、近 SN 向和

NE向 3组。NW 向断裂最为发育,规模大小不一,

对成矿具有控制作用。汤河断裂是本区最大的断裂

构造(由遥感解译和物探成果得出) ,走向为 300 ,延

长10余km, 具有多次活动特征: 早期活动派生出一

系列 NW 向次级断裂和裂隙, 成为脉岩和含钼石英

脉的主要定位空间, 含矿石英单脉大体呈等间距分

布,倾向相反; 晚期活动出现在第四纪, 表现为河床

的不断下降并向南偏移,河床两侧的阶地呈差异性

上升(河床两侧阶地残留的河床砾石可佐证)。在含

钼石英单脉附近的围岩中,一些节理、裂隙被铁硅质

充填形成稀疏的微细网脉状矿化。

成矿后的断裂规模不大,断距有限, 多属平移正

断层。

1. 3 岩浆岩

矿区岩浆岩发育,主要有石英闪长岩、花岗闪长

岩、花岗岩、花岗斑岩、石英正长斑岩、流纹岩、细晶

岩、煌斑岩等。

石英闪长岩与花岗闪长岩为同期异相的产物。

石英闪长岩多分布于岩体边部,石英、酸性斜长石相

对较少;花岗闪长岩位于岩体中部, 浅色矿物相对较

多,岩石以中性斜长石为主,其次为酸性斜长石、石

英、黑云母、角闪石等。该类岩石分布于矿区中部,

属燕山期岩体, 是本区钼矿化的主要围岩。

花岗岩是印支期南猴顶岩体的一部分, 大面积

分布于矿区西部, 呈正地形地貌特征。接触带附近

石英脉较发育,并见有钼矿化。该岩体和本区的钼



矿化有一定渊源。

1. 4 围岩蚀变

矿区内自北向南有 4条沿 320 ~ 330 方向平行

展布或沿接触带呈弧形分布的蚀变带, 其中 号、

号和 号蚀变带位于汤河以北, 号蚀变带位于汤

河以南(图 1) ,蚀变类型有高岭土化、钾长石化、绢

云母化和硅化等,其中钾化、硅化和绢云母化与钼矿

化的关系密切。地表及浅部围岩蚀变常沿裂隙分

布,蚀变幅度窄,一般在裂隙两侧 20~ 30 cm 的范围

内。钻孔中(如 ZK83-1)的钾化、硅化蚀变具有呈面

型分布的特点 - 。

图 1 大草坪钼矿床地质简图

Fig. 1 Schemat ic geo log ical map of Dacaoping M o deposit

1.第四系 2.流纹岩 3.花岗斑岩 4.花岗闪长岩

5.花岗岩 6.石英脉 7.蚀变带编号 8.不整合界线 9.钻孔

1. 5 钼矿化

矿床共圈出钼矿体 11 条, 主要赋存于 号、

号蚀变带内, 矿体产状 190 ~ 230 40 ~ 60 , 以

号蚀变带内的矿体为主, 目前已控制主要矿体长

450 m,延深超过 250 m; 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辉

钼矿等,脉石矿物为石英、长石、黑云母、角闪石等。

2 含钼花岗岩类特征

本区含矿围岩主要为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体,

二者呈侵入接触关系。

花岗岩风化面呈灰白色, 新鲜面呈灰白色- 肉

红色,变余细中粒花岗结构、似斑状结构,块状构造。

主要由钾长石、斜长石、石英及

少量黑云母组成, 钾长石 45%

~ 50%;斜长石 25%~ 30% ;石

英 20% ~ 25%, 黑云母< 5%;

副矿物有锆石、磷灰石、磁铁

矿、榍石。粒径以 2~ 5 m m 者

居多, < 2 mm 者次之。钾长石

为微纹长石, 呈他形- 半自形

宽板状,具高岭土化;斜长石呈

半自形板状, 具高岭土化、绢云

母化,局部可见双晶,与钾长石

接触边可见交代净边结构, 少

量已重结晶呈细粒镶嵌状变晶

集合体;石英呈他形、齿形粒状

集合体,粒内具波状消光、亚颗

粒;黑云母呈褐色片状,有的被

绿泥石、白云母取代,局部见钾

长石、斜长石已重结晶,呈细粒

镶嵌状变晶集合体。

花岗闪长岩风化面呈灰白

色- 黄褐色,新鲜面呈灰白色- 浅肉红色,似斑状结

构,块状构造, 斑晶主要由钾长石和少量斜长石组

成,基质为长石、石英、角闪石、黑云母等。斜长石

30%~ 60% ,钾长石 15%~ 35% ,石英 25% ~ 20%,

黑云母< 5%。粒径以< 2 mm 者为主, 2~ 2. 5 mm

者较少。斜长石呈半自形板状,具绢云母化、高岭土

化,见双晶,具环带构造,有的斜长石包于钾长石内;

钾长石为条纹长石,呈他形- 半自形宽板状, 具高岭

土化; 石英呈他形粒状,具波状消光、亚颗粒; 黑云母

呈褐色片状,局部绿泥石化;角闪石呈绿色柱状, 局

部被黑云母交代。岩石中见钾长石和少量斜长石斑

晶,呈半自形- 自形板状, 钾长石为微纹长石, 具高

岭土化、局部碳酸盐化;斜长石具较强绢云母化和碳

酸盐化。副矿物有磷灰石、锆石、磁铁矿、榍石。

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的岩石化学和稀土元素的

组成及特征值列于表 1、表 2, 含矿围岩在岩石化学

和稀土元素地球化学方面存在如下特点:

( 1)花岗岩的 w ( SiO2 ) = 71. 42% ~ 73. 23% ,平

均 72. 49%; w ( K 2O+ Na2O) = 8. 03% ~ 8. 37%, 平

均 8. 13%; N a2 O/ K2 O= 0. 87~ 1. 03, 平均 0. 95。

过碱指数( AKI)为 0. 60~ 0. 63, 平均 0. 61; 碱度率

( A. R. )为 3. 38~ 3. 75, 平均 3. 59;分异指数( DI)为

87. 92~ 91. 40, 平均 9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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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草坪钼矿岩浆岩的岩石化学组成及特征值

Table 1 M ajor element compositions o f the igneous rocks in the Dacaoping M o lybdenum deposit

岩石名称
花岗岩

B2 B4 B6 B8 B10

花岗闪长岩

ZK1901- 205 ZK1901-310 PD1-1 B2006-2 PD1-2 ZK1901-91

S iO2 72. 86 73. 23 72. 74 71. 42 72. 2 65. 56 67. 35 67. 28 68. 5 68. 26 68. 21

TiO 2 0. 13 0. 13 0. 13 0. 18 0. 14 0. 44 0. 4 0. 43 0. 37 0. 43 0. 44

Al2O 3 13. 4 13 13. 46 13. 38 13. 04 15. 2 14. 02 13. 78 13. 67 15. 03 15. 8

Fe2O 3 1. 14 0. 91 0. 79 0. 84 0. 91 1. 02 1. 51 1. 27 2. 26 1. 2 1. 54

FeO 0. 92 0. 7 1. 03 1. 57 0. 92 3. 63 3. 09 1. 68 1. 82 1. 49 1. 8

MgO 0. 4 0. 47 0. 41 0. 57 0. 45 1. 17 1. 23 1. 23 0. 91 1. 18 1. 19

CaO 1. 04 1. 07 0. 99 1. 39 1. 39 1. 96 2. 31 2. 37 2. 32 2. 15 2. 69

Na2 O 3. 99 3. 91 3. 89 3. 89 4. 1 3. 37 3. 38 3. 58 3. 8 3. 67 4. 29

K2 O 4. 04 4. 22 4. 48 4. 14 3. 99 5. 3 4. 27 4. 27 3. 74 4. 6 3. 72

P2 O5 0. 096 0. 046 0. 033 0. 043 0. 034 0. 14 0. 13 0. 16 0. 12 0. 16 0. 18

CO 2 0. 2 0. 042 0. 028 0. 11 0. 028 0. 34 0. 31 0. 42 0. 028 0. 5 0. 11

烧失量 1. 44 1. 3 1. 1 1. 36 1. 56 1. 76 1. 48 2. 78 1. 86 2. 16 0. 55

总计 99. 66 99. 03 99. 08 98. 89 98. 76 99. 89 99. 48 99. 25 99. 40 100. 83 100. 52

AKI 0. 60 0. 63 0. 62 0. 60 0. 62 0. 57 0. 55 0. 57 0. 55 0. 55 0. 51

K 2 O+ Na2O 8. 03 8. 13 8. 37 8. 03 8. 09 8. 67 7. 65 7. 85 7. 54 8. 27 8. 01

Na2O/ K 2O 0. 99 0. 93 0. 87 0. 94 1. 03 0. 64 0. 79 0. 84 1. 02 0. 80 1. 15

A. R. 3. 51 3. 74 3. 75 3. 38 3. 55 3. 04 2. 76 2. 89 2. 79 2. 86 2. 53

Q 31. 94 32. 03 30. 47 29. 09 30. 33 18. 11 23. 71 24. 28 26. 53 23. 19 21. 35

C 0. 79 0. 16 0. 49 0. 07 0. 67 0. 46 0. 21

Or 24. 31 25. 52 27. 02 25. 08 24. 26 31. 92 25. 75 26. 16 22. 66 27. 55 21. 99

Ab 34. 37 33. 85 33. 59 33. 75 35. 69 29. 06 29. 18 31. 40 32. 97 31. 47 36. 31

An 4. 68 5. 15 4. 81 6. 81 5. 55 9. 07 10. 69 9. 25 9. 43 9. 86 12. 29

Mt 1. 68 1. 33 1. 17 1. 25 1. 36 1. 51 2. 23 1. 91 3. 17 1. 76 2. 23

DI 90. 62 91. 40 91. 08 87. 92 90. 28 79. 08 78. 63 81. 83 82. 16 82. 21 79. 65

测试单位:华北有色地质勘查局燕郊中心实验室;量的单位: w B/ %。

表 2 大草坪钼矿岩浆岩和含矿石英脉的稀土元素组成及主要特征值

T able 2 The REE contents and character istic va lues o f ro cks and o re

from the Dacaoping M olybdenum deposit, Hebei P rov ince

岩石名称

样号

花岗岩

B2 B4 B6 B8 B10

花岗闪长岩

ZK1901-205 ZK1901- 310 PD1 B2006-2 PD1-1 ZK1901- 91

含矿石英脉

PD1-1 PD1

La 18. 5 22. 1 18. 4 23. 6 22. 9 34. 4 36. 7 36 35. 5 36. 5 36. 5 3. 79 5. 89

Ce 35. 2 40. 8 34. 2 43. 3 41. 3 60. 9 65 63. 9 69. 7 68. 5 66. 7 7. 26 10. 2

Pr 3. 69 4. 37 3. 81 4. 8 4. 59 6. 32 6. 73 6. 71 7. 18 7. 1 6. 7 0. 76 1. 1

Nd 13. 1 15. 3 13. 6 16. 7 16. 1 22. 1 23 22. 7 24. 1 24. 4 23. 1 2. 66 3. 78

Sm 2. 26 2. 65 2. 67 2. 9 2. 71 3. 33 3. 45 3. 33 3. 57 3. 62 3. 36 0. 45 0. 62

Eu 0. 66 0. 65 0. 6 0. 71 0. 74 1. 04 0. 98 1. 04 0. 98 1. 01 0. 97 0. 13 0. 15

Gd 2. 08 2. 35 2. 3 2. 55 2. 43 3. 12 3. 2 3. 14 3. 36 3. 33 3. 19 0. 38 0. 51

T b 0. 28 0. 3 0. 32 0. 33 0. 31 0. 37 0. 39 0. 37 0. 44 0. 35 0. 33 0. 05 0. 06

Dy 1. 2 1. 31 1. 39 1. 44 1. 37 1. 67 1. 65 1. 61 1. 8 1. 77 1. 66 0. 23 0. 26

H o 0. 21 0. 21 0. 24 0. 24 0. 23 0. 32 0. 31 0. 29 0. 34 0. 32 0. 31 0. 05 0. 05

Er 0. 63 0. 63 0. 66 0. 71 0. 69 0. 97 0. 97 0. 92 1. 03 1 0. 98 0. 13 0. 13

T m 0. 09 0. 08 0. 09 0. 09 0. 09 0. 14 0. 14 0. 13 0. 15 0. 14 0. 13 0. 01 0. 01

Yb 0. 53 0. 52 0. 57 0. 56 0. 58 0. 88 0. 92 0. 9 1 0. 96 0. 96 0. 11 0. 12

Lu 0. 08 0. 08 0. 09 0. 09 0. 09 0. 14 0. 14 0. 14 0. 16 0. 15 0. 15 0. 01 0. 01

Y 6. 6 6. 86 7. 38 7. 52 7. 32 9. 58 9. 79 9. 07 10. 7 9. 48 9. 27 1. 37 1. 46

REE 85. 1 98. 2 86. 3 105. 4 101. 5 145. 3 153. 4 150. 3 160 158. 6 154. 3 17. 4 24. 4

L REE/ H REE 6. 27 6. 96 5. 62 6. 79 6. 74 7. 45 7. 76 8. 07 7. 43 8. 06 8. 09 6. 43 8. 33

Eu/ Eu* 0. 92 0. 78 0. 72 0. 79 0. 86 0. 97 0. 89 0. 97 0. 85 0. 87 0. 89 0. 94 0. 79

Ce/ Ce* 0. 97 0. 94 0. 93 0. 93 0. 92 0. 93 0. 93 0. 92 1 0. 96 0. 96 0. 97 0. 9

测试单位: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用等离子质谱法( ICP-MS)测定。量的单位: w B /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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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闪长岩 w ( SiO2 ) = 65. 56% ~ 68. 5% ,平均

67. 53%; w ( K 2O + Na2O ) 7. 54% ~ 8. 67% , 平均

8. 00%; Na2O/ K 2O= 0. 64~ 1. 15,平均为 0. 87。过

碱指数( AKI )为 0. 51~ 0. 57, 平均 0. 55; 碱度率

( A. R. )为 2. 53~ 3. 04, 平均 2. 81;分异指数( DI)为

78. 63~ 82. 21, 平均 80. 59。

数据表明, 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均属于高硅铝

强分异的中酸性火成岩, 两类岩体的 Q- A - P 分

类图解投影均落于二长花岗岩区, 岩石稀土元素地

球化学和 Si, S 同位素研究表明矿体与两种岩体的

同源性特征 。

( 2)从大草坪样品的稀土元素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从花岗闪长岩( 145. 3 10
- 6

~ 160 10
- 6

)、花岗

岩( 85. 1 10- 6~ 105. 4 10- 6 )到矿体(石英脉17. 4

10- 6 ~ 24. 4 10- 6 ) , 稀土总量逐步降低(平均值

153. 7 10
- 6

95. 3 10
- 6

20. 9 10
- 6

) , 轻、重

稀土比值也呈降低趋势 (平均值7. 81 6. 48

7. 38) ,具有明显的同源成岩特征 。稀土元素球粒

陨石标准化配分曲线(图 2)显示 LREE 相对富集,

球粒陨石标准化曲线向右倾斜。

图 2 大草坪钼矿不同岩石球粒陨石标准化 REE分布型式

Fig . 2 Chondrite- no rmalized REE patterns of ro cks and

or e from the Dacaoping M olybdenum deposit

3 矿床成因

3. 1 成岩成矿时代

对矿区的岩浆岩进行的同位素年龄测定(单颗粒

锆石 U-Pb 法) , 矿区花岗岩的形成年龄为 219. 4~

267. 8 Ma,获得
206

Pb/
238

U 平均年龄为( 225. 6 1. 6)

Ma;花岗闪长岩的年龄为 134. 2~ 184. 2 Ma, 获得
206

Pb/
238

U平均年龄值( 137. 2 1. 4) Ma,表明区内花

岗岩和花岗闪长岩分属于印支期和燕山期产物[ 8]。

对大草坪钼矿区 3个辉钼矿样品进行的 Re-Os

同位素测试分别获得( 146. 6 2. 3) M a, ( 137. 2

2. 5) M a和( 136. 3 2. 1) M a 的模式年龄, 平均值为

( 140. 0 2. 3) M a。由此可知, 大草坪钼矿形成于矿

区花岗闪长岩侵位之后, 同属燕山早期的产物。

3. 2 成岩成矿环境

大草坪钼矿赋存于花岗闪长岩及花岗岩中, 围

岩与钼矿体具有密切的成因联系。对大草坪钼矿围

岩的原始铅同位素
206

Pb/
204

Pb 和
206

Pb/
207

Pb 进行统

计并投图[ 8] (表 3) , 铅同位素数据投图点位比较集

中,均落在造山带附近(图 3)。据此推断, 矿区花岗

闪长岩和花岗岩是在造山带环境中形成的;中生代

燕山造山活动非常强烈,同构造期的金属元素大规

模成矿无疑受这次构造岩浆活动的制约。

图 3 大草坪钼矿床岩体中初始铅同位素组成

(图中 Pb 演化曲线采用 Doe Za rtman 模式)

Fig . 3 The initial Pb iso tope composition diag ram

o f the r ocks from t he Dacaoping M o depo sit

表 3 大草坪钼矿床岩石中原始铅同位素组成

Table 3 The initia l Pb iso tope compositions of t he

ro cks from the Dacaoping M o deposit

岩石类型 样号 206 Pb/ 204Pb 207Pb/ 204Pb

花岗闪长岩
ZK1901-205-2 18. 513 15. 620

ZK1901-310-2 18. 969 15. 617

花岗岩

B3- 1 18. 365 15. 609

B3- 2 18. 318 15. 609

B4- 1 18. 365 15. 612

B4- 2 18. 302 15. 608

B8- 1 18. 350 15. 611

3. 3 成矿流体的来源

流体的来源是确定矿床成因的重要因素。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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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钼矿石石英的 ( 30SiNBS-28 ) = - 0. 1 10- 3~ 0. 2

10- 3 , 平均值为 0. 07 10- 3 ; 花岗闪 长岩的

( 30 SiN BS-28 ) = 0. 0~ 0. 2 10- 3 , 平均为 0. 1 10- 3 ;

花岗岩岩体的 (
30

SiN BS-28 ) = 0. 1 10
- 3

~ 0. 2

10
- 3

, 平均为 0. 15 10
- 3
。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

矿石石英的 (
30

SiN BS-28 )值从 0. 15 10
- 3

0. 1

10- 3 0. 07 10- 3依次减小,这既可以反映出三者

之间的继承性关系, 也说明花岗岩与花岗闪长岩具

有同源的特点。

大草坪钼矿床的硫同位素显示,辉钼矿与黄铁

矿中的 ( 34 S)组成基本一致,分布范围介于 2. 8

10- 3~ 4. 4 10- 3之间, 均值为 3. 4 10- 3 ; 具有明

显的深源硫的塔式分布特征, 说明大草坪钼矿床成

矿热液中的硫主要是深部来源, 与花岗闪长岩体具

同源特征。

大草坪钼矿区包裹体液相成分以富 Cl
-

, Na
+

,

SO
2-
4 , K

+
和 Ca

2+
,贫 F

-
, NO

-
3 和 Mg

2+
为特征, 气

相成分以富 CO 2 和 N 2 为特征, w ( CO2 ) = 39. 4% ~

53. 3%。总盐度= 8. 6% ~ 25. 8% ,其中液相溶解物

的总盐度= 7. 5%~ 24. 8 % ,相当于 1. 6~ 3. 3 mol/

kg ,具有天水的特点, 因此认为成矿热液中的水是以

大气降水为主。

图 4 大草坪钼矿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直方图

F ig. 4 F requency histog ram fo r homogenization

temperatur es o f fluid inclusions

in the Dacaoping M o deposit

3. 3 成矿温度的确定

从大草坪钼矿流体包裹体测温资料(表 5)和包

裹体均一化温度频数直方图(图 4)可以看出, 大草

坪钼矿的流体包裹体均一化温度范围为 100~ 360

,众值出现在 180~ 220 之间 。说明大草坪矿

区的热液活动具有中低温热液的特点。

表 5 大草坪钼矿流体包裹体均一化温度及盐度[ 8]

T able 5 H omogenizat ion temperatures and salinity o f fluid

inclusions in the Dacaoping M o deposit

样
号
矿
物

包体

类型

均一温度 ( )

个数 范围 平均值

盐度 w ( NaCl) / %

个数 范围 平均值

PD1石英 23 102~ 260 176. 4 12 0. 71~ 10. 11 5. 7

J J 石英 15 102~ 363 246. 1 12 3. 39~ 7. 17 5. 7

B16石英 30 140~ 357 236. 3 19 3. 39~ 6. 59 5. 0

B18石英 25 96~ 307 222. 4 13 5. 11~ 7. 17 6. 2

B20石英 26 90~ 252 205. 5 20 5. 11~ 9. 86 7. 9

B22石英 21 97~ 281 179. 8 12 3. 06~ 9. 21 7. 0

B23石英 13 120~ 266 214. 8 11 5. 41~ 8. 28 6. 6

B24石英 32 108~ 330 220. 8 10 0. 53~ 6. 30 2. 9

B26石英 26 165~ 292 240. 1 14 1. 23~ 4. 18 2. 6

B28石英 21 136~ 312 181. 8 9 6. 01~ 7. 17 6. 5

B30石英 15 180~ 212 192. 7 9 2. 74~ 4. 49 4. 1

B31石英 21 180~ 234 203. 2 13 1. 23~ 7. 59 3. 5

4 成矿作用

4. 1 区域成矿作用

冀北地区自中生代以来受滨太平洋构造域的控

制,为大陆边缘活动带的环境下的陆相隆坳演化系

统,区域构造线为 NNE 向。三叠系仅发育于部分

沉积盆地中,晚三叠世本区出现以变质核杂岩为模

式的板内造山活动,出现大型断陷盆地, 构造- 岩浆

活动强烈, 沿深大断裂带形成幔源基性- 超基性岩

和壳源酸性- 碱性花岗岩类, 在 NNE 向与 EW 向

深断裂交汇部位附近形成铁、磷、钒、钛、钼、金矿床。

燕山期是中国东部构造- 岩浆活动的鼎盛时期, 同

时出现大规模的成矿作用。印支- 燕山期,冀北的

乌龙沟 上黄旗深断裂带构造- 岩浆- 成矿作用强

烈,形成了一批金、银、铅、锌、铜、铁、钼矿床, 代表性

矿床有丰宁撒岱沟门大型钼矿床、牛圈- 营房银铅

锌多金属矿床、千佛寺铅锌矿床、大草坪钼矿床等。

4. 2 大草坪钼矿的成矿作用

大草坪钼矿区受乌龙沟 上黄旗深断裂及其次

级断裂的影响, 自古生代至中生代, 经历了强烈的海

西、印支、燕山旋回构造- 岩浆活动, 由近 EW 向晚

古生代大陆边缘活动带发展转化为 NNE 向中生代

大陆边缘活动带,中生代燕山期火山活动强烈,深成

- 浅成侵入岩极为发育。大规模侵入作用的晚期,

深部岩浆逐步结晶, 岩浆中释放出大量的结晶水和

挥发组分沿着断裂或岩石中的薄弱界面向深度较浅

的部位和压力较低的部位运移, 在运移的过程中携

带了较多的成矿元素, 并在较浅部有大量的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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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参与其中, 构成了岩浆期后含矿热水溶液。

这种含矿热液贯入早期(或同期)产生的低压区(断

裂、节理等)中, 并在汤河断裂及其旁侧次级断裂中

成矿,形成脉状、细脉状钼矿体。

5 结论

( 1)大草坪钼矿位于冀北上黄旗构造岩浆岩带

钼多金属成矿带中, 赋矿围岩为花岗岩及花岗闪长

岩,钼矿化主要产于呈 NW 向平行产出的 4 个矿化

蚀变带中。

( 2)矿区花岗岩的206 Pb/ 238 U 年龄为 ( 225. 6

1. 6) Ma,为印支期产物;花岗闪长岩的
206

Pb/
238

U 年

龄为( 137. 2 1. 4) M a, 属燕山期产物; 矿石中辉钼

矿的 Re- Os 模式年龄平均值为( 140. 0 2. 3) M a,钼

矿形成于燕山期,与矿区花岗闪长岩为同期产物。

( 2)大草坪钼矿矿石中石英的 (
30

SiNBS-28 ) = -

0. 1 10
- 3

~ 0. 2 10
- 3

, 平均 0. 07 10
- 3

, 与花岗

闪长岩岩体的 ( 30 SiNBS-28 )值( 0. 10 10- 3 )接近, 指

示着矿石中的硅来源于岩体; 钼矿石的硫同位素

(
34

S) = 2. 8 10
- 3

~ 4. 4 10
- 3

,均值为 3. 4 10
- 3

,

说明大草坪钼矿床的硫主要来深部。

( 3)大草坪矿区流体包裹体均一化温度为 100

~ 360 ,多数介于 180~ 220 之间。说明大草坪

矿区的热液活动具有中低温热液的特点,大草坪钼

矿床属于与燕山期岩浆作用有关的中低温热液型脉

状钼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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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sis of Dacaoping molybdenum

deposit in the northern Hebei Province
GUO Zhong, XIAOCheng-dong, WANG Z-i li

( T ianj in N or th China Geological Exp loration Bureau, T ianj in 300170, China)

Abstract: Dacaoping molybdenum deposit is located in M o-poly-metal m etallog enic belt at Shanghuangqi

tectonic- magmat ic belt in northern H ebei Province, hosted by granite and g ranodiorite and formed in

Yanshanian per iod. The m etallog eny is controlled by Yanshan orogenic belt . It is char acterized by mult-i

sources, mult-i genesis and mult-i o re- fo rming- stage. Ore f luid is mainly m eteoric w ater. H omogenizat ion

temperature data of f luid inclusions in r ange of 100 to 360 and concentrat ion betw een 180 to 220 ind-i

cate that Dacaoping M o depo sit is a m eso-epithermal deposit.

Key Words: Dacaoping m olybdenum deposit ; g eo logical characterist ics; deposit g enesis; H 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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