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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矽卡岩型磁铁矿矿床中的银矿化

铁矿床分布在以古生代沉积物为基底的
,

以巨厚的中一新生代地台沉积为盖层的构造带

内
,

铁矿带延长 4 00 余公里
。

大地构造位置属大陆边缘火 山带
。

许多矽卡岩型磁铁矿矿床与

火 山岩有关
,

现将一个大型矿床介绍如下
。

矿床产于早石炭世形成的闪长岩体与下石炭统火 山沉积地层的接触带上
。

矿区内广泛发

育着前矽卡岩期的闪长纷岩脉和矽卡岩期后的花岗斑岩脉
。

区域性断裂
,

由于时代和延展方 向不同
,

其特征各不相同
,

形成最早
、

规模最大的是前

矽卡岩期的近南北向和近东西向断裂
,

后者为长期活动的断裂
,

甚至在磁铁矿形成后仍然继

续活动
。

成矿后的北西向断裂内常赋存有花岗闪长岩脉
,

并常伴生有硫化物矿化
、

钠长石化

及方解石细脉
。

北东向的断裂构造形成最晚
,

沿此方 向常有较宽的方解石脉产出
,

其脉壁普

遍绿泥石化并含有大量硫化物
。

接触交代产物 由高温的钠长石岩
、

方柱石岩
、

矽卡岩以及矽卡岩期后的中低温交代岩组

成
。

已查明
,

在矿床内有三个巨大的
、

与围岩产状一致的
、

近南北走向的层状磁铁矿矿体
,

西

倾
,

倾角 4 5一 6宁
。

在磁铁矿体内发育有黄铁矿
、

磁黄铁矿和少量黄铜矿等硫化物矿化 (通常

1 %一 3 % )
。

在较长时期内矿床是露天开采
,

大约 10 年前
,

地质学家们在露天采场发现呈细丝状的自

然银
。

银的工业富集
,

既出现在磁铁矿 中
,

也 出现在围岩里
。

由含银的方解石脉及细脉群构成的含银带分布于北东向和近东西向的断裂带中
,

这些方

解石脉在空间上与二叠一三叠纪花岗斑岩脉有联 系
。

单脉长达 120 m
,

斜深 60 m
,

厚度几十厘

米到 1
.

sm
.

含银带延续长 1 2 0 0m
,

宽 80 一 50 o m
。

脉壁具钠长石化和绿泥石化
,

蚀变带宽 3m
。

整个矿化过程可划分为接触交代和热液作用两大阶段
,

第一阶段形成钠 长石化
、

方柱石

化和矽卡岩
;
第二阶段形成绿帘石一阳起石

,

绿泥石
,

石英一方解石一葡萄石和沸石等交代

岩
,

以及方解石
、

绿泥石
、

石英和石膏的巢状体
、

脉和细脉
。

在接触交代阶段形成了伴有早

期硫化物的矽卡岩型磁铁矿
,

热液作用导致砷化物
、

晚期复硫化物和银矿化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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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银矿体的矿物组分见表 1 ,

主要矿物特征叙述如下
.

表 1 含银矿体的矿物组分

成因分类 数量分类 金 属 矿 物 非 金 属 矿 物

主要的
自然银

` 、

螺状硫银矿
` 、

黄铁矿
、

闪锌扩
. 、

方

铅矿
份 、

肠铜矿
.

方解石
、

绿泥石
、

沸石
、

石英

热液的 次要的
毒砂

、

斜方砷铁矿
’ 、

黄钥矿
. 、

白铁矿
、

赤铁矿
、

石青
、

硬石膏
、

钠长石
、

正长石
、

菱铁矿
、

菊

磁铁矿 萄石

稀少的

硫砷银矿
. 十 、

砷硫锑铜银矿
. 、

硫锑银矿
、

硫锑

钥银矿
、

啼金银矿
、

蹄银矿
、

自然砷
、

斜方砷钻

矿
、

方钻矿
、

砷枯矿
、

辉砷镍矿
、

副斜方砷镇矿
、

自然协
、

硫银协矿
、

啼秘矿

玉妞

氧化的 硫栩银矿
. 、

辉铜矿
. 、

蓝铜矿
、

孔雀石 钻华

.

电子探针分析
, + X 射线物质结构分析

, 毒砂为目侧鉴定 (显微镜
、

双 目镜等等 )

方解石约占整个脉体的 80 %
,

是主要的非金属矿物
,

白色粗大的晶体
,

常带玫瑰色
,

其

中广泛发育有淋滤空隙
,

空隙内常有 自然银
。

其次是绿泥石
,

分布在方解石脉
、

细脉的近脉

壁部位
;
绿泥石化岩石是含银矿脉的标志之一

。

沸石是生成最晚的含银矿物
,

有钠沸石
、

片

沸石
、

菱沸石和辉沸石
,

最发育的是与自然银共生的辉沸石
,

它的特征是呈不大的放射状球

粒
,

大小 0
.

1一 k m
,

浅黄色至棕色
。

具有重要意义的金属矿物是 自然银
、

螺状硫银矿
、

黝铜矿
、

硫铜银矿
。

自然银是矿床里

主要的银矿物之一
,

主要呈 2 0c m 大小的集合体形态分布在淋滤带
,

集合体由宽几毫米的各种

形态的细脉组成
。

在方解石
、

石膏和石英里可见到 s m m 的单一自然银包体
,

在这种情况下
,

自然银与螺状硫银矿
、

毒砂
、

斜方砷铁矿
、

闪锌矿
、

黝铜矿共生
。

自然银呈白色带有极浅的

黄色
,

在地表氧化环境里
,

具浅黄色或浅红色
。

自然银内未发现混入物 (表 2)
.

黝铜矿的粒

径 0
.

01 一 0
.

l m m
,

形态奇异
,

常与闪锌矿紧密共生
,

有时有小的黄铜矿包体
,

化学成分 中含

砷或锑 一砷
,

含银达 0
.

6% (表 2)
。

硫铜银矿分布十分广泛
,

沿螺状硫银矿边缘呈不规则斑

点状产出
,

与螺状硫银矿的区别是呈灰暗淡兰色的反射色
,

并显非均质现象
。

据哈萨克矿物原料科学研究所完成的两个工艺实验样品的相分析资料
,

“ %的银与硫化

物有关
,

30 %的银呈 自然银状态
,

少量 (4 %一 5% ) 银包含在黝铜矿和其它含银矿物中
。

在银的地球化学异常图上 (矿床 )
,

银异常伴有铅
、

锌
、

砷
、

锑异常以及铜
、

钥
、

秘和钻

的次级异常
。

银与这些元素的比值为十 0
.

63 ( A g / P b) 一 + .0 29 ( A g / oC )
。

按照 B
.

H
.

c M即oH B
的观点

,

以此种矿物成分和成矿因素的组合特征
,

这类矿床应近似属

于银一砷建造的银矿床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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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金属矿物成分 (定量电子探针显微分析资料)

分 ( ,` )

光片号 矿 物
C u

eF Z n A g S bC u F e Z n A` S b A s S C 《】 总和

0
.

6 19
.

9 2 7
.

7 一 9 9
.

8.1 6388“.2“4 3
.

7 6
.

6

从一 0 40 /3一 6

黝钥矿

方铅矿 0
.

2 3 2
。

8 微 9 9
.

8

3 9
.

7 5
.

5 0
.

6 10
.

7 1 2
.

6

7 7一 15 / 3 8

黝铜矿

方铅矿 0 2

2 8
.

1

3 2
。

8 0
.

1

9 9
.

8

9 9
.

9

2 3一 1 5 / 3 8

自然银 一 一

螺状硫银矿 一 一

9 9
.

9

8 6
。

9 1 2
.

7

9 9 9

9 9
.

6

9一 0 8 0 / 1 4
硫铜银矿

硫铜银矿

3 1
。

0

3 1
.

2

一 一 5 2
.

8

一 一 5 2
。

6

1 5
.

5

1 5 7

9 9 3

9 9 5

注
:

对自然银进行了 iB
、

H g 、
A。 、

C u 、
T e 分析

,

但没有显示
.

分析工作是由真斯科奥尔忠尼启则地质勘探学院的

B
.

及
.

反 , o38 用 M A P一 2显 微分析仪完成的
,

仪 器的灵敏度为 。
.

05 %一。
.

1 %
,

探针大小 2一 3尸m
.

在 区域上其它一些铁矿床也见有银矿化
,

但暂未研究
。

此外
,

作者也曾发现远离本 区数

千公里的早 白圣世矽卡岩型磁铁矿矿床里亦有工业银矿
.

这些资料表明
:

第一
,

可以认为在

矽卡岩 一磁铁矿建造的矿床里存在有银富集的一定的规律性
;
第二

,

将银当作矿床内伴生的

有益组分是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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