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床分类方案是矿业生产活动由个体手工业式向

工业化生产转化过程中逐步提出的 ! 自 "# 世纪中叶

由 $! %&’()*+, -"./.—"000 1 按矿床形态及位置提出矿

床分类方案后，矿床分类经历了由形态分类到简单成

因分类，再到复杂成因分类几个阶段 ! 总体上看，矿床

分类的逐步细化反映了人们对矿床地质特征及其形成

过程认识的不断深化，银矿床类型的划分当然也不例

外 ! 国内外许多研究者根据矿床产出的内、外部地质

特征对银矿床类型的划分曾提出许多方案，这些方案

对指导银矿床勘查与评价起到了积极作用 ! 本文就银

矿床分类研究的现状和一些有代表性的分类方案作一

简要评述 !

" 银矿床成因分类研究现状

许多矿床地质学者一直比较重视按成因或矿床产

出的地质环境对银矿床进行分类，并做了大量的研究

工作，广泛见于各种文献 2 "，3 4 ! ! 随着银矿床新类型的

发现和银矿床地质资料及测试数据的不断丰富，许多

从事银矿床地质生产、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在已取得资

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或符合某一地区的银矿床分

类方案，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 其中较有影响的银

矿床分类方案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 1以成矿作用为基

础的成因分类； - 3 1 以赋矿岩石组合为基础的分类方

案；- 5 1以矿石建造为基础的分类方案；- . 1以矿化地质

体形态为基础的分类方案 !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其他

方面的有益探索 !

3 主要分类方案评述

3! " 以成矿作用为主要基础的分类方案

在 这 类 分 类 方 案 中 较 有 代 表 性 的 如 靳 毓 贵

- "/60 1、 中 国 地 质 学 会 矿 床 委 员 会 贵 金 属 专 业 组

- "/6" 1、%·7·海尔 - "/8" 1等提出的分类方案 -表 " 1 !
从以上分类方案可以看出，以成矿作用为基础的

分类主要强调了银矿床的热液矿床属性 ! 虽然各自强

调了某种热液的主要作用，但总体上都突出了热液成

矿作用的重要性，认为银矿床是不同性质热液作用的

产物 ! 这在矿床学的研究中业已得到了证明，但在应

用时往往会遇到不易确定具体矿床成矿热液属性的困

难!
3! 3 以赋矿岩石组合为主要基础的分类方案

为了尽可能不涉及在矿床成因研究中一些争议性

大且目前不易确认的要素，我国有不少学者从赋矿岩

石组合角度出发划分银矿床类型 ! 具有代表性的如吴

美德 - "//" 1、李舒 - "//# 1等所提出的分类方案 -表 3 1 !
从表 3 中所列的分类方案中可以看出，这种分类

方案同时强调了成矿地质构造环境和含矿岩系，可以

避免许多有争议的因素，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 但也应

看到，由于银成矿作用的广泛性和成矿地质背景的复

杂多样性，不同的地质环境、不同的岩石组合可以出现

同一类矿床 ! 所以，有时可能会导致银矿床分类的繁

杂，在应用上对各类型的内涵产生岐义 !
3! 5 以矿石建造为基础的分类方案

这种分类以 9·"·库兹涅佐夫 - "/86 1 提出的方

案为代表 ! 具体划分为 - " 1 银 : 砷化合物型；- 3 1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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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银矿床分类研究现状和一些有代表性的分类方案进行了简要评述 ! 其中较有影响的分类方案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 " 1 以成矿作用为基础的成因分类；- 3 1 以赋矿岩石组合为基础的分类方案；- 5 1 以矿石建造为基础的分类方案；- . 1 以矿化地

质体形态为基础的分类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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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型；! " #银 $ 金型：! % #银 $ 锡型 & 这种分类方法实质

上是从元素地球化学和矿石工业利用角度对银矿床类

型进行了划分，体现了矿床工业利用的可行性，是一种

有益的尝试 &
’& % 以矿化地质体形态为基础的分类方案

这种分类以 (·)·格雷比尔等 ! *+,- # 提出的方

案为代表 & 具体划分为 ! * # 脉状矿床：! ’ # 块状硫化物

矿床；! " #浸染状矿床 & 这种分类方法将矿床的表部特

征作为了分类的基础，直观明了，易于掌握，但同种矿

化形态的矿床可能形成于多种地质环境和地质过程，

因而不利于指导找矿工作 &
除上述分类方案外，尚有其他一些分类方案，但大

多是在上述分类方案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细化 & 近年

来，通过对产于火山岩区一些银矿床的详细研究，确认

了一系列与浅成低温热液作用有关的银矿床，尤其是

将这一成因类型由环太平洋中、新生代火山活动区逐

步引入到现今大陆内部古构造边缘成矿带，这无疑会

使银矿床类型的研究获得巨大进展 &

" 结语

综上所述，每种分类方案无论繁简，都有自己的矿

床地质事实和理论依据，具有一定的实用意义，也提出

了一些不容置疑的概念，对银矿床分类研究起到了很

大的促进作用 & 应当指出的是，银的成矿作用较之其

他金属元素是一个复杂的地质过程，其形成极具复杂

性 & 首先，银矿床多为共 !伴 #生矿床，独立银矿床相对

较少；其次，成矿物质 !包括成矿物质和成矿介质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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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以成矿作用为主要基础的分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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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以赋矿岩石组合为主要基础的分类方案

!"#$% 6 ’$"(()*)+",)-. -* ()$/%0 1%2-(),( #"(%1 -. -0%37-(,).5
0-+8 *-04",)-.

’"+第 " 期



! "#$%#& ’( )*# +,!--%.%+!)%’( ’. -%,$#" /#0’-%)- %( +*%(!

!"#$% &’()*’(+, -. /+)0*1’(), -.2 3+)
4 !"#$%&$’ ($)*+*,*# -. /#-0-’% &$1 2+$#3&0 4#)-,35#)6 !"#$%&$’ 556677, 7"+$& 8

!"#$%&’$( 9’+: ;<;=> >=?+=@: A+BB=>=)C 1D<::+B+1<C+E) ;D<): EB :+D?=> A=;E:+C: +) &’+)<, @’+1’ ?<>F 0>=<CDF B>EG ;>+)1+;D=:
CE G=C’EA:H IE:C EB C’=G <>= J<:=A E) 45 8 0=)=:+:, 4 K 8 E>=*’E:C+)0 >E1L BE>G<C+E), 4 7 8 E>= BE>G<C+E), <)A 4M 8 GEA= EB
E>=*JEAF E11(>>=)1=H
)*+ ,-%.#( :+D?=> A=;E:+CN 1D<::+B+1<C+E)N &’+)<

作者简介：张春晖 4 5OPO— 8，女，高级工程师，5OO5 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矿产普查专业，现从事矿产地质研究及地质调查项目

管理工作，通讯地址 沈阳市北陵大街 KQ 号，邮政编码 556677，R*G<+D S S :FT1’()’(+U 5P7H 1EG

多源性；第三，成矿作用的演化具多 4长 8期性；第四，矿

床的形成具多 4复 8 成因性 H 虽然目前通过地球化学、

流体包裹体、稳定同位素以及多种实验技术等手段在

银矿床地质研究中的应用，提高了人们对成矿作用的

洞察能力，但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研究程度尚未达到完

全符合客观实际的阶段，目前对银矿床形成的许多基

本问题，诸如成矿物质来源、成矿过程及成矿物化条件

等方面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H 总之，可争议的不确

切之处依然很多 H 显然，根据有争议的成矿作用等来

进行银矿床分类，必然导致具体矿床类型归属的不确

定性 H 即对某一矿床会因不同成因认识而将其归为不

同类型，这就增大了矿床分类中的主观性和争论性，在

具体应用中会遇到许多问题 H 导致许多矿床的成因归

属不仅在勘查之初，而且在开采之后，乃至闭坑仍有争

论 H 另外，不同的研究者采用的分类基础、分类原则和

分类方法不尽相同以及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人们掌握

的矿床地质事实也有不够充分之处，故难以形成一致

公认的银矿床分类方案 H 因此，越来越多的矿床地质

工作者在进行银矿床分类时，倾向于尽可能不涉及有

争议的要素，尽可能把银矿床的一些自然属性、表部特

征等作为分类的基础，并加之对成矿系统的逐步认识，

使银矿床的分类更加科学实用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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