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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坑银矿田成矿条件及矿床特征

黄振强

( 江西省地质矿 产局 9 12 大队 )

冷水坑中生代陆相火山一 次火山岩型银矿 田的成矿地质条件
,

着重论述矿 田层控叠加型
、

斑岩

型矿床的分布规律
、

物质组分
、

矿化分带等基本地质特征
。

关键词 铁锰含矿层 含矿斑岩 银铅锌矿 矿化分带

冷水坑银矿 田位于江西省贵溪县南部
,

距鹰厦铁路富庶岭车站 k7 m
。

是一个 以银为主
、

卫

生和伴生铅锌福金铜的多金属矿田
。

1 成矿条件

1
.

1 区域地质背景

矿 田位于华南褶皱系华夏褶皱带武夷隆起北西部
; 深层构造处于武夷山上地慢凹陷带

`J

上饶一万安深层构造变异带急剧过渡的衔接部位
。

中生代以来本区地壳变动和发展演化 形成

的北东向
、

北西向断裂交汇复合控制了本区月凤山火山断陷盆池的发育
,

矿 田即位于该火山

断陷盆地的北西边缘
。

上述两组断裂同时也构成区域断裂构造的主体
,

制约了本区火山喷发

和次火山侵入活动
,

直接控制了矿田内陆湖盆相火山喷流沉积铁锰矿层的产 出及次火 山期后

银铅
、

锌矿床的定位
。

区内广泛分布震旦系变质岩和侏罗系陆相火 山岩
; 石炭系碳酸岩和碎

屑岩仅在本区北部零星分布
。

震旦系变质岩构成本区最老的褶皱基底
,

其 A g
、

P b
、

Z n 元素

丰度分别是地壳丰度值的 5
.

4 倍
、

3
.

3 倍和 2
.

0 倍
,

可视为矿田银铅锌的矿源层
。

区域岩浆岩

以花岗岩及石英正长岩类为主
,

均来 自上地壳
,

两者与矿 田含矿花岗斑岩同属壳源重熔花岗

岩浆系列产物
,

为酸性 一超酸性岩浆岩
。

1
.

2 赋矿地层

矿田出露地层由老至新有 (图 1 )
:

上震旦统老虎塘组
:

云母石英片岩
、

石英云母片岩
、

黑云斜长片麻岩及混 合花岗岩
。

厚

度大于 9 0 0 n 1 o

下石炭统梓 山组
:

灰白色石英细砂岩
、

砂岩
、

砂砾岩及紫红色粉砂岩
,

间夹薄层碳质页

岩及煤线
。

具轻微变质
。

厚度大于 1 60 m
。

本文于 19 9 3 年 l 月 4 日收到
,

刘广来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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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冷水坑银矿田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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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a t e o a r y ) , 2一 4 上 侏 罗 统鹅 湖岭组 ( U p p e r

J
u ar s s i c E h u l i n g F o r m a t i o n ) . 2一上 段 ( t h e u p p e r

m e m b e r ) , 3一中段 ( t卜e m id d盈e m e m be
r ) , 4一下段 ( t h e l ,

e r m e m b e r ) , 5一上侏罗统打鼓顶组 ( U p p e r
J
u ar s s i e aD g t , d i n g

F o

mr
a t i o n ) . 6一下石炭统梓山组 ( L o w e r e a r

bo
n i fe

r o u 。 2 1油 a n F o r m a t i o n ) ; 7一上展旦统老虎塘组上段 ( t h e u p p e r m e m b e r

o f U p p e r S i n i a n Lao h u a n g F o rm a t i o n ) , 8一 1 0 燕 山中期 第三 阶段岩 体 ( t h e th i r d 一 s t a g e or e k bo d i e s o f m id d l e

Y a n s h a n i a n )
:
8一钾长花岗斑岩 ( m o y i t e p or p h y伴 ) ; ,一流纹斑岩 (山 y o li t e p o r p h y详 ) ; 10一石英正长斑岩 ( q u a r t: 。 y e n i t e

p o r p h y伴 ) ; 1 1一燕 dJ 中期第二阶段花岗斑岩 ( t h。 。 e e o n d一 s t a g e g ar
n i t e p o r p h y r y Of m id d le Y a n s h a n i a n ) ; 1 2一隐爆碎

屑岩 ( l e r y p t o e x p lo s e d e la s t i e s ) ; 1 5一实推侧 断裂及编号 ( m e a s u

耐 af u l t s a n d N o
.

) : 14一地质界 线 ( g e o lo g i e a l

bo
u n d a r y ) ; 15一不整合地质界线 ( u n e o n

fo
r m i t y )

上侏罗统火山岩陆相火山岩系属钙碱性一碱钙性系列
,

可分为两组
:

打鼓顶组
:

下段浅灰色肉红色流纹质晶屑凝灰岩
、

粗晶屑凝灰岩
,

夹铁锰含矿层
。

底部

为复成分火山角砾岩
。

厚度 1 01 一 3 09 m
。

上段灰绿色暗紫色安山岩
、

角砾安山岩及紫红 色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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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质粉砂岩
、

沉凝灰岩
。

厚度 29 一 1“ m
。

鹅湖岭组
:

下段浅灰色肉红色流纹质晶屑凝灰岩
、

含砾品屑凝灰岩
,

丁页部 火熔结凝灰岩
.

并夹铁锰含矿层
。

底部为紫红色凝灰质粉砂岩
、

砂岩
,

灰绿 色沉凝灰岩
。

厚度 1 7 6一 枪只。 中

段 肉红 色灰紫色流纹岩
、

石泡流纹岩
、

球粒流纹岩
.

局部夹角砾 (集块 ) 熔岩
。

厚度 1 4 (〕 )
伟川

上段灰紫色肉红 色流纹质熔结凝灰岩
、

球粒熔结凝灰岩
、

角砾熔结凝灰岩
。

底部为凝灰沛粉砂

岩
,

含植物化石碎片
。

厚度 1 6 0一 1 4 2 9m
。

在上述地层 中
,

打鼓顶组 (下段 ) 及鹅湖岭组 (下段 ) 流纹质品屑凝灰岩分别为铁锰矿

的第一
、

第二含矿岩组
,

并且也是银铅锌矿的主要赋矿围岩
。

鹅湖岭组中段流纹岩及 卜段 济

结凝灰岩均不含矿
。

上震旦统变质岩及下石炭统碎屑岩局部可见银铅锌矿脉
。

1
.

3 控矿构造

矿田分布一缓倾单斜构造
,

由火 山岩组成
,

走向北东
,

倾向南东
,

倾角 l() 3() 从 沿 拄倾

向区内出露地层自北西 向南东方向叠次变新相一 致
。

矿田主要断裂方向与区域主干断裂方向一致
,

以北东向和北西向两组断裂为主
。

!介若以

左旋压扭性 为主
,

多为逆断层 ; 后者以张性
、

张扭性为主
,

多为正断层
,

形成时问相对较晚
。

北东向断裂以 F
, 、

F :

规模最大
。

F ,

为全长 1。。k m 的区域湖石断裂的中段部分
,

属逆断层
.

呈 N E 4 o5 方向延伸
,

倾向北西
、

倾角 60 一 70
“ 。

沿断裂发育有宽数米至数十米的挤仄破碎带
,

并有酸性岩脉贯入
。

银铅锌矿床产于该断裂北西盘 (上盘 )
,

南东盘尚未 见工业矿体
,

{泛于 )
二

)

部见微弱的矿化现象
。

F :

为全长 1 2k m 的区域推覆构造的南东段
,

属推覆构造前缘断裂
.

总

体走 向 N E 35 一 40
。 ,

在平面上呈不规则弯曲状延伸
,

倾向北西
,

倾角浅部 2 5一 3扩
,

中深部 4()

5 00
。

该断裂可分推覆系统 (上盘 ) 及原地系统两部分
。

构成推覆系统的地层有上震旦统变质

岩
、

下石炭统碎屑岩以及位于推覆席体最前缘的打鼓顶组火山岩
。

上述推覆体向南东逆冲街

于鹅湖岭组火山岩之上
,

对成矿起着 良好的屏蔽作用
。

矿 田深部穿过火山岩所 见到的震 「J
_

系

变质岩属原地系统
。

由于推覆作用
,

F Z 断裂形成一系列叠片型羽状断裂
,

直接控制了含矿斑

岩体并呈侧列式产出
,

同时为含矿流体上升沉淀提供了有利通道
。

北西向断裂是一组 横张断裂
,

走向 N W 4 O一 5创
,

倾向南西
,

倾角 5。一 7酬
,

局部 达 8()
`

断

裂长数十米至数百米
,

常为钾长花岗斑岩
、

流纹斑岩等岩脉充填
,

并使早期北东向断裂及其

控制的矿体错位
。

该断裂往往被银铅锌矿脉充填而形成 一 些呈北西向展布的矿脉带
。

火山岩地层中的铁锰含矿层制约了构造裂 隙仅沿此层位发
一

育
,

同时又因该含矿层内岩性

差异较大而形成层间裂隙带
,

为含矿热液充填 交代提供了良好场所
。

1
.

4 含矿斑岩

矿田有一套次火 山岩
,

规模较大的有花岗斑岩
、

石英正长斑岩
、

流纹斑岩等
。

除此尚有

钾长花岗斑岩等岩脉产出
,

常切穿矿体
。

含矿斑岩 R b一 rS 等时线年龄为 1 3 1
.

0士 5
·

IM
。 ;

石

英正长斑岩
、

流纹斑岩
、

钾长花岗斑岩 K 一 A r 同位素年龄分别为 124
.

7一 1 2 5
·

SM
a ; l 0(3

·

9

1 1 0
.

OM a 、

1 0 9
.

6M a 。

含矿斑 岩分布于矿田中部
,

主体侵位于打鼓顶组及鹅湖岭组下段火山岩中
,

受北东向和

北西向两组断裂复合控制
,

沿 F
Z

推覆断裂 自北西向南东方向呈不规则状岩株
_ _

卜侵
,

出露而积

0
.

k4 m
’ 。

岩体水平切面呈椭 圆形
,

长轴走向近于北东
,

倾向北西
。

在 + ZO0n
飞
一 。 m -

一 Z Oo n 、

标高
,

岩体产状呈陡一缓一陡的起伏特点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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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矿斑岩为肉红色
、

灰白色
。

斑状结构
,

斑晶含量 25 %一30 %
,

基质为显微晶质结构
。

造

岩矿物钾长石三斜度 。
.

04 一 。
.

25
,

单斜度 0
.

56 一 0
.

63
,

属过渡正长石
、

低正长石和高微斜长

石
,

表明岩体产出环境为浅成一超浅成
。

银路 岭矿区

鲍 家矿区 /
「

z : , 厂色名家里

图 2 10 。 线矿体剖面图

Fi g
·

2 P
r o fi le s e e t io n o f N o

·

1 0 0 l in e s h o w i
n g d is t r ib u t i o n o f o r e b o d ie s

1一银铅锌矿体 ( ^ g一 P b一 z n o er b司 i e s ) ; 2一铅锌矿体 ( p b一 z n o r e b o d i e s ) ; 3一铁锰含矿层 ( F e一 M n一 b e a r i n g Ia y e r ) ;

4一铜矿体 ( C u o r e b司 i e s ) , 5一不整合地质界线 ( u n e o n fo rm i t萝) , 6一纵切剖面通过位里 (卯
。 i t io n o f e r o s s 一 e u t t in 。

s e e t i o n ) ;
其他图例同图 i ( o t h e sr s a m e in F ig

.

i )

含矿斑岩 51 0
:

平均含量 74
.

58 %
,

总碱量平均 7
.

15 %
,

而 N a
刀 平均含量 0

.

28 %
,

属酸

性 一超酸性富碱富钾钙碱性岩石
。 吕,

S r产
`
S r
初始值为 0

.

71 1 0
,

稀土元素标准化曲线呈右倾斜
“ V

,’
型

,

稀土元素特征值卫R E E 为 1 6 2
.

8 7 X 1 0一
,

L R E E / H R E E 为 3
·

9 1 ,

古E u
为 0

·

5 2
,

占
`日
O

为 10
.

9编
,

具壳源重熔岩浆岩特征
。

含矿岩体具隐蔽爆破特征
,

隐爆相岩石在空间上围绕岩体断续展布
。

岩体侵入使附近火

山岩围岩产生接触变质
,

如铁锰含矿层中的铁锰碳酸盐矿物部分重结晶及转变为磁铁矿
,

甚

至使 F e 、

M n
发生再沉淀

,

形成局部产出的穿层脉等
。

.1 5 蚀变分带

矿田围岩蚀变显著
,

以绿泥石化
、

绢云母化
、

碳酸盐化为主
,

黄铁矿化
、

硅化次之
。

矿

田的
“
面型

”

蚀变具中心式多阶段蚀变叠加分带模式
:

由含矿岩体中心向外带火山岩
,

依次

为绿泥石化绢云母化带
、

绢云母化碳酸盐化硅化带和碳酸盐化绢云母化带
。

2 矿床特征
’

冷水坑银矿属中生代陆相火山一次火 山岩型矿床
,

根据成矿作用不同
,

又可分为两类
:

一

为层控叠加型矿床
,

一为斑岩型矿床
。

按其成矿作用
,

前者属内陆湖盆相火山喷流沉积 (铁

锰碳酸盐岩 )
、

次火山气液变质 (磁铁矿 )
、

异源叠加 (银铅锌等 ) 复成矿床
; 后者属浅源陆

壳重熔花岗岩类次火山期后中温热液矿床
,

占矿田银总量 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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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矿体特征

2
.

1
.

1 层控叠加型矿体特征 层控型矿体包括火山沉积 一变质铁锰碳酸盐矿体以及磁铁矿

化铁锰碳酸盐矿体或磁铁矿体
,

均产于侏罗系上统火山岩铁锰含矿层中
,

并受次火山期后热

液交代作用形成的斑岩型矿床中心式多阶段蚀变矿化分带
、

主要是碳酸盐化绢云母化带的叠

加控制
,

从而形成层控叠加型铁锰一银铅锌矿体
。

铁锰含矿层是由长英质火山角砾岩
、

铁锰碳酸盐岩
、

白云岩
、

硅质岩
,

时夹沉凝灰岩等

组成
,

属一套岩石类型较简单
,

而韵律结构较复杂的火山碎屑岩 一碳酸硅质岩建造
。

上述岩

石构成的
“

韵律层
” ,

呈层状
,

复层状或互层状在火山岩中产出
,

具良好的成层性及与火山岩

地层的整合性特点
。

在第一
、

第二含矿岩组
,

各有二个含矿层
,

但其中只有一个含矿层比较

稳定
,

称为主矿层
。

主矿层又由二至若干个分层组成
。

主矿层分布广泛
,

现已控制面积 3
.

k7 m
Z 。

铁锰碳酸盐岩及其沉积相伴的白云岩
、

硅质岩各自成单层产出
,

有时呈
“
云雾状

”

混合层产

出
.

在地质剖面上含矿层距火山岩地层单元界面有一定等距性
,

在纵横剖面 (图 2
、

3) 上虽

有所起伏
,

但总体产状与火山岩地层产状一致
。

鲍 引们
、

订之J米! 11了J

图 3 A 一A
,

银铅锌
、

铅锌矿体纵切剖面图

F ig
.

3 A一 A
` s e e t io n e r o s s 一 e u t t i

n g A g 一 P b 一 Z n a

dn P b一 Z n o r e b o d ie s

i一银铅锌矿体 ( ^ g 一 Pb一 z n o r e b do io s ) , z一铅锌矿体 ( p b一 z n o r e b od i e , ) , 3一铁锰含矿层 ( F e一 M n一 be a r in g l a y e r ) ,

4一不整合地质界线 ( u n e o n
fo mr i t y ) ;

其他图例同图 又 ( o th e r : s a m e in F ig
·

l )

在含矿岩体附近的铁锰碳酸盐矿体
,

环绕岩体外接触带数十米至百余米范围可圈出次火

山气液变质的磁铁矿化带
,

同时银铅锌矿化交代作用也相应增强
.

银铅锌矿化的叠加作用明

显受铁锰含矿层层位及其层间裂隙带控制
,

以顺层交代为主
,

距含矿岩体较远时
,

银铅锌矿

化交代作用相应减弱
。

白云岩层和硅质岩层的矿化交代很弱
。

层控叠加型矿床包括三个矿区
,

即第一含矿岩组的下鲍矿区
、

银坑矿区及第二含矿岩组

的营林矿 区 (图 2
、

3)
。

层控叠加型铁锰一银铅锌矿均为隐伏矿体
,

呈似层状
,

局部透镜状产

出
。

工业矿体的产状变化与火山岩及含矿层的产状变化相一致
:

总体走向北东
,

倾向南东
,

倾

角 1 0一 4 0
0 。

厚度 1
.

0一 1 7
.

l m
。

品位
:

铁锰 一银铅锌矿 A g 1 9 6 又 1 0
一 `

一 2 7 0又 1 0
一 ` ,

P b + Z n

2
.

6%一 3
.

4 % ; 4

铁锰一铅锌矿 A g l 7 x l o
一 `

一 3 0又 10
一 ` ,

P b+ Z n 2
.

0%一 3
.

4%
。

上述矿体 F e

+ M n
为 3 0%一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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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斑岩型矿体特征 按矿石有用组分的工业价值分为银铅锌矿体
、

铅锌矿体
、

金硫矿体
、

铜硫矿体等
。

以银铅锌矿体和铅锌矿体为主
,

金硫矿体
、

铜硫矿体分布较零散
。

斑岩型矿体

大致呈北东向带状分布
,

紧密影随含矿斑岩体产 出 (图 2 )
。

矿体形态稳定
,

矿石品位低
。

银

铅锌矿及铅锌矿规模大
。

工业矿体边界不清
,

完全依靠化验结果进行圈定
。

矿石的主要矿物

成分简单
,

而次要矿物及微量矿物成分较复杂
。

斑岩型银铅锌矿体可分为三个矿区
,

即银路岭矿 区
、

鲍家犷区及银珠 山矿 区
。

容矿岩石

主要为花岗斑岩
,

次为火 山岩
,

少量为沉积岩及变质岩
。

工业矿体以隐伏矿为主
,

部分 出露

地表
。

矿体呈似层状
、

透镜状均产于岩体前缘带及接触带附近
,

部分产于含矿岩体近根部带

及外带火山岩中
。

工业矿体的产状与含矿岩体的产状一致
,

总体走向北东
,

倾向北西
,

倾角

浅部至中浅部矿体为 10 一 3 00
,

中深部矿体为 35 一 5 00
。

由浅部至深部
,

矿体形态由较简单变

为复杂
,

规模 由大变小
,

矿种由银铅锌矿向铅锌矿演化
。

各矿区由 3一 6 个矿体组成
,

赋存标

高 + 3 6 0一 一 6 1 o m
。

厚度 1
.

7一 2 8
.

o m
,

品位
:

银铅锌矿体 A g l s o 丫 10 一 6

一 2 0 4 丫 1 0
一 ` ,

P b + Z n

2
.

0%一 2
.

8% ; 铅锌矿体 A g Z o火 1 0一 `
一 3 0 又 1 0

一 ` ,

P b + Z n 2
.

1%一 2
.

5%
.

斑岩型金硫矿主要分布于银珠山矿区
,

工业金矿体呈透镜状产于含矿斑岩体内带
。

A t ,

>

0
.

5 x 1 0
一 `

的独立金矿体有 2一 8个
,

赋存标高 + 2 0 0一一 1 5 o m
。

厚度 l一 14 m
。

A u 品位 0
.

5 0

X l o 一 `

一 1
.

3 4又 10 一 6 ,

含 A u 最高 3 2 又 1 0 一 6 。

斑岩型铜硫矿主要分布于银珠 山和鲍家矿区
。

铜矿体呈透镜状产于含矿斑岩体近根部带

至主体带的内带及内接触带附近
。

矿体分散 ( 图 2) C u
平均品位 0

.

4%一 3
.

0 %
,

含 C u 最高

7
.

2%
。

2
.

2 矿体分布规律

层控叠加型铁锰一银铅锌矿体产状与火 山岩产状一致
。

而矿体倾向与斑岩型矿体倾向则

相反
,

均为隐伏矿
。

已控制的矿体高差
,

下鲍
、

银坑矿区为 4 0 0 m
,

营林矿区为 3 00 m
。

上述

矿体分别位于斑岩型矿床鲍家
、

银珠 山
、

银路岭矿区的深部
。

矿体中浅部均遭受 F Z 断裂及含

矿岩体 (或流纹斑岩 ) 破坏
。

顺含矿层倾向下沿一定深度
,

银铅锌矿化逐渐减弱
。

矿 田北部
、

东部及南部远离含矿岩体仅有微弱银铅锌矿化
,

未构成银铅锌工业矿体
。

靠近含矿岩体时
,

围

岩蚀变可见碳酸盐化
、

弱绢云母化及线型绿泥石化
,

但不具分带现象
。

矿体产状稳定
,

形态

较简单
。

斑岩型银铅锌矿体
、

铅锌矿体
、

金硫矿体
、

铜硫矿体等在空间上重叠产出
,

总体展布在

纵向上
、

侧向上均与含矿岩体中心式多阶段蚀变矿化叠加展布规律相一致
。

银铅锌矿化富集

中心在银路岭一鲍家一带
,

金硫矿化及铜硫矿化富集中心在银珠山一鲍家一带
。

矿体赋存空

间上至海拔标高 + 36 o m (因剥蚀未见顶 )
,

下至 一 61 0 m
。

再向深处
,

铅锌矿化及银铅锌矿化

强度减弱
,

而铜硫 (金 ) 矿化
,

强度增加
。

银铅锌矿体主要产于碳酸盐化绢云母化带中
; 铅

锌矿体主要产于绢云母化碳酸盐化硅化带中
; 铜硫 (金 ) 矿体主要产于绿泥石化绢云母化带

中
。

银铅锌矿体及铅锌矿体产出特征显示一定递变性
:

由浅至深
,

由矿田中部向南西
、

北东

两侧
,

矿体形态由规则变为不复杂
,

厚度 由厚变薄
,

规模由大变小
。

2
.

3 矿石物质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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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控型铁锰矿石矿物 中铁锰碳酸盐矿物 (以菱锰铁矿
、

菱铁锰矿为主
,

次为菱铁矿
、

菱

锰矿 ) 占 25 %一 80 %
,

磁铁矿占 8%一 12 %
,

此外还有含水石英
、

白云石
、

碧玉及少量金属

硫化矿物
。

斑岩型矿石以金属硫化矿 物为主
,

其中黄铁矿占 5%一 40 %
,

闪锌矿 占 1
.

5%一

5%
,

方铅矿占 0
.

8 %一 2 %
,

此外还有黄铜矿
、

磁黄铁矿
、

毒砂及含银矿物等
,

并可见大
一

量硅

酸盐矿物
。

含银矿物以螺状硫银矿
、

自然银为主
,

少量硫锡银犷
、

深红银矿等
。

矿石化学成分
:

层控叠加型矿石富含 F e O
、

F e Z
O

3
( 合计含

一

量 2 1%一 3 1% )
、

M : 1 0 ( 4 ;。一

1 3% )
、

M g O ( 1
.

5 %一 7
.

5% )
、

C a O ( 1
.

3%一 2
.

0% )
、

C O
Z ( 2%一 2 0% ) 而贫 5 10

2 ( 17 %

士 )
、

A 1
2
O

。
( 2 %一 6% ) K

Z
O ( 0

.

3%一 0
.

7% )
。

斑岩型矿石富含 5 10
:

( 一 7 0% 士 )
、

A I: 0
3

( 1 1% )
、

K
Z
O ( 2

.

6%一 3
·

O% )
,

而贫 M g O ( 0
·

3%一 o
·

8 % )
、

C a O ( 0
.

2乡石)
。

2
.

4 矿石结构构造

层控叠加型矿石铁锰碳酸盐矿物
、

磁铁矿
,

为鲡状集合体
、

细粒他形结构以及铁锰碳酸

盐矿物的胶状结构
、

磁铁矿的骸晶状 结构等
。

叠加的银铅锌矿石与斑岩型矿石同为细中粒半

自形
、

他形粒状
、

粒间充填
、

裂隙交代
、

溶蚀交代
、

固熔体分离结构等
。

层控叠加型矿石铁锰碳酸盐矿物
、

磁铁矿为块状构造
,

少量角砾状
、

条带状构造
。

叠加

的银铅锌矿石与斑岩型矿石均主要为细脉浸染状构造
,

次为网脉状
、

脉状
、

角砾状
、

团块状

构造等
。

2
.

5 矿石类型

矿石类型除按矿石成 因分为层控叠加型矿石及斑岩型矿石外
,

按有用组分工业价值
,

前

者又分铁锰碳酸盐一方铅闪锌螺状硫银矿矿石及磁铁一 方铅闪锌螺状硫银矿矿石等
,

后者 又

分黄铁方铅闪锌螺状硫银矿矿石
、

黄铁方铅闪锌矿矿石及黄铁黄铜矿矿石等
。

2
.

6 成矿期划分

层控型铁锰矿成矿方式是以火山喷流沉积成矿作用为基础
,

后受到后期次火山气液变质

改造
。

斑岩型银铅锌矿为次火 山期后热液交代作用而成
,

矿化晚于火 山岩
,

也晚于层控型铁

锰矿
。

据此划分为火山喷流沉积及次火山期后热液两个成矿期
。

前者又 分为火 山沉积成矿阶

段
,

成矿温度 170 一 3 1o4 C
,

它包括两套成矿系统
,

即火山喷口 (推测位于矿田北西部
,

已为

F
:

推覆断裂破坏及掩埋 ) 以下的火山热液补给系统和其上的内陆湖盆热水沉积系统
。

在补给

系统中发生内生一后生热液矿化
,

在喷口 以上则是内生的热液成矿与外生化学沉积作用的结

合
,

形成铁锰碳酸盐岩
、

白云岩
、

硅质岩等
; 次火山气液变质阶段

,

成矿温度 3 10 一 4 o 0
O

C
.

主

要使铁锰碳酸盐转变为磁铁矿
。

后者又分为绿泥石绢云母一铜铁硫化物阶段
,

成矿温度 1 98 一

3 6 o7 C ;
绢云母碳酸盐石英一铅锌硫化物阶段

,

成矿温度 180 一 34 o3 C ;
碳酸盐绢云母一 银铅锌

硫化物阶段
,

成矿温度 1 75 一 2 83 ℃ ; 成矿作用以方解石而告终
。

矿田表生氧化作用不强
.

地

表局部可见褐铁矿
、

针铁矿
、

铜蓝
、

蓝铜矿等氧化矿物
。

2
.

7 银的赋存状态

银在各类矿石中的含量
:

磁铁银铅锌矿石 56 7 又 10
一 ` 、

铁锰银铅锌矿石 180
.

94 义 10
“ 、

银

铅锌矿石 17 1
.

91 %
、

铜硫矿石 28
.

00 又 10
6 、

铅锌矿石 2 2
.

7 5%
、

表生铁矿石 4
.

37 丫 10
,

.

依

次递减
。



第 4 期 黄振强
:

冷水坑银矿 田成矿条件及矿床特征

银在各类矿物 中的含量
:

方铅矿 12 5 4 又 1 0 一 6 、

闪锌矿 1 1 5 3 x 10
一

6 、

毒砂 83 2 又 10
一 ` 、

黄铜

矿 4 6 7 又 1 0 一 6 、

黄铁矿 2 3 7 又 1 0 一 6 、

磁铁矿 4 3 义 1 0 一 ` 、

铁锰碳酸盐 1 6 又 1 0
一 6 、

石英绢云母 6
.

5

x 10
一 ` 、

钾长石 4
.

4 只 10
一 6 ,

依次递减
。

可见
,

方铅矿和闪锌矿是最主要的含银载体矿物
。

银在矿石中以硫化态为主
,

占矿石总银量的 80
.

74 %
,

自然银占 18
.

79 %
,

角银矿中的银

及类质同象的银含量极微
。

银矿物在方铅矿
、

闪锌矿及脉石矿物 中的嵌布形式主要有晶隙银
、

裂隙银
、

包体银
、

连

生银
、

分散银等
。

2
.

8 矿化分带

矿化大致呈带状分布
:

纵向上含矿岩体的近根部带~ 主体带~ 近前缘带
,

侧向上含矿岩

体的内带~ 接触带、 外带火山岩 ;
蚀变矿物组合依次出现绿泥石

、

绢云母组合~ 绢云母
、

碳

酸 盐
、

石英组合~ 碳酸盐
、

绢云母
、

绿泥石 (线型 ) 组合
; 金属矿物组合依次出现黄铁矿

、

黄

铜矿 (磁黄铁矿
、

毒砂 ) 组合~ 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组合~ 方铅矿
、

闪锌矿
、

螺状硫银

矿
、

自然银组合
;
特征元素组合依次出现 C u 、

M o 、

S n 、

W~ P b
、

Z n 、

A g
、

~ A g
、

M n 、

A s 、

P b
、

Z n ; 矿石构造类型依次出现浸染型
、

微脉浸染型矿石~ 细脉浸染型
、

浸染细脉型矿石~

细脉
、

脉型和团块
、

角砾型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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