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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于都银坑矿田银金铅锌矿床地质特征
!

施明兴6，"，高贵荣"

（6 中国地质大学，湖北武汉 8;$$#8）

（" 江西省赣南地质调查大队，江西赣州 ;86$$$）

! ! 摘要：江西于都银坑地区是赣南东部的金银铜铅锌锰等矿集区。本文阐述该区地质背景，

银金铅锌矿体特征、规模及其产状，并分析其与地层、构造等的关系。通过对铅、硫同位素和包

裹体测温，论证该区的成矿年龄、成矿物质来源及资源潜力，提出成矿模式、找矿远景。

! ! 关键词：矿床特征；找矿远景；银坑矿田；江西

中图分类号：<%695 =! ! ! ! ! ! ! 文献标识码：>

6! 区域地质背景

江西省于都县银坑矿田位于赣南东部于都银坑—宁都青塘燕山期构造盆地南段，武夷

块体与罗霄块体交接带上。出露地层为青白口系、震旦系和晚古生界泥盆系、石炭系、二叠

系以及中生界侏罗系；岩浆活动频繁，周边发育较大燕山期中酸性花岗岩体及岩脉；区域构

造以一系列逆冲断层和多层复式褶皱构造为主，走向北东—北北东向，略呈“(”形弯曲。

"! 矿田地质

"5 6! 地层

该区出露晚元古界青白口系、震旦系、晚古生界泥盆—石炭系、二叠系、中生界侏罗系及

新生界第四系（图 6）。

"5 65 6! 青白口系（?!）

分布于矿田中部及南东部，可分库里组（?!"）与上施组（?!##）。

（6）库里组：分布面积、沉积厚度大，走向北—北东，倾向西、北西，倾角 ;$ @ #$A，主要为

变凝灰岩、凝灰质千枚岩、千枚岩等，为一套海底火山—沉积建造，未见底。

（"）上施组：整合于库里组之上，以凝灰质含砾不等粒砂岩、凝灰质细—粉砂岩和板岩、

硅质岩、硅质白云岩为主，其中硅质白云岩为富铅锌矿赋矿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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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银坑矿田地质略图

#$%& !" ’() %)*+*%$,-+ .-/ *0 1$23)2% .$2)
" " !4侏罗系中统罗坳组；54二叠系下统车头组；64二叠系下统小江边组；74二叠系下统栖霞组；84石炭系壶天群；94石

炭系下统梓山组；:4石炭系下统樟岽组4中棚组；;4泥盆系上统云山组；<4震旦系下统沙坝黄组；!=4青白口系上施组；!!4

青白口系库里组；!54闪长玢岩；!64花岗闪长岩；!74石英闪长玢岩；!84志留纪长潭单元；!94石英斑岩（!"）；!:4花岗斑

岩；!;4花岗闪长斑岩；!<4铅锌矿带及编号；5=4银金矿带及编号；5!4剖面线及编号

5& !& 5" 震旦系

仅出露底部沙坝黄组（>! !"），（ 假）整合于上施组上，是以砾岩层为特征的浅变质中—

粗粒碎屑岩。中下部为变质砾岩、变质砂砾岩和变质不等粒砂岩等，上部为变质细砂岩、变

质粉砂岩、板岩，具有正粒序层理。

5& !& 6" 泥盆系

仅在矿田北西 ? 南西部零星出露云山组（@6#）：由灰白色厚 ? 巨厚层状石英砾岩、石英

砂砾岩、砂岩、粉砂岩构成，岩性呈逐渐过渡，发育平行和水平层理。

5& !& 7 " 石炭系

主要分布在银坑盆地。

（!）中棚、三门滩、嶂岽组（A! $% ? A! $&）：整合覆于泥盆系上。由中细粒石英砂岩、粉砂

岩、粉砂质板岩、炭质板岩夹泥灰岩、钙质粉砂岩组成。岩层发育平行层理和水平层理，偶见

交错层理。据植物化石表明，该岩组具穿时特点。

（5）梓山组 ? 壶天群（A! $ ? A’）：平行不整合于嶂岽组上，梓山组为石英砂砾岩，石英

中、细粒砂岩和粉砂岩、粉砂质页岩、炭质页岩夹煤层；壶天群为厚 ? 巨厚层状灰岩、灰质白

云岩夹条带状白云岩组合。

5& !& 8" 二叠系

分布于矿田北部及银坑盆地东缘中、南部，地层产状与盆地走向一致。由下而上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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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栖霞组（"!!）：主要为灰岩、含燧石团块灰岩、生物碎屑灰岩夹薄层状泥灰岩等。

（#）小江边组（"!"）：主要为炭质页岩、钙质页岩、透境状灰岩、瘤状灰岩、泥灰岩等浅

海边缘相沉积。

（$）车头组（"!#）：主要为硅质粉砂岩、硅质页岩、炭质页岩、硅质岩，普遍含磷、锰、菱铁

矿结核，为浅海相硅质—泥砂质建造。

（%）乐平组（"# $）：主要为石英砂岩、长石砂岩、粉砂岩、页岩、炭质页岩夹煤层。

#& !& ’( 侏罗系

主要分布在矿田东部及中部断裂带之间，走向北东，倾向北西或南东，倾角 #) * +#,。

底部为石英砾岩、砂砾岩，中上部为长石石英砂岩、杂色砂—粉砂岩、泥岩等，为湖泊相碎屑

沉积。

#& #( 构造

以基底、盖层褶皱和一系列北东向叠瓦式推覆断裂为主。

#& #& !( 基底褶皱

由晚元古界地层构成，分布于矿田中部 -!.-) 断裂间。由东而西可见轴向近南北的复

式褶皱。向斜以晚元古界青白口系库里组为翼、震旦系沙坝黄组为核，呈线型；背斜则以晚

元古界青白口系库里组为核、震旦系沙坝黄组为翼（图 #）。由于后期构造作用，两个主要向

斜构造（桥子坑—上院坑向斜、芹子坑向斜）受后期近东西向右行断裂错切，位移数十 * 百

余米，且褶皱轴向右变形。

图 #( 基底褶皱剖面图

-/0& #( 123 4356/78 9:; 7< =:439386 <7>?/80
( ( !.侏罗系中统罗坳组；#.震旦系下统沙坝黄组；$.青白口

系上施组；%.青白口系库里组；).石英斑岩、花岗斑岩脉；’.铅

锌矿带；@.钻孔及编号；+.硐探

#& #& #( 盖层褶皱

由古生界地层构成的向斜构造，分布

于矿田北 A 北西侧。该向斜构造走向为北

东东，核部由二叠系车头组组成，两翼由二

叠系小江边组和栖霞组构成；在向斜中、南

段，西翼有泥盆—石炭系，东翼受后期断裂

切割破坏，仅有二叠系，泥盆—石炭系残缺

不全。

#& #& $( 主要断裂

（!）-! 断裂：在矿田范围内，呈南北 A

北东向长 B @& C D9，宽度 )& C * !C 9，地表

倾向北西，倾角 @C * +),，在地下 #CC 9 后

转为倾向南东、倾角由陡（+C,）变缓（%C,），

总体为倾向南东的“ 犁”断裂［!］（ 图 $）。该

断裂带地表主要由构造角砾岩、挤压透境体和挤压片理组成，局部地段有石英斑岩充填。在

深部普遍见及碎裂岩、碎斑岩、糜棱岩、炭质页岩和挤压片理、挤压透境体等，并有花岗闪长

斑岩及石英斑岩岩脉充填。

( ( （#）-# 断裂：走向北东—北东东，倾向南东，倾角 )’ * +),；断裂宽 ) * !C 9，由角砾岩和

挤压片理组成，具硅化、黄铁矿化，并有闪长玢岩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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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断裂形态特征

#%&’ !" ()* +*,-./* 0+ #$ +/,1-./*
" " $2侏罗系；32青白口系；!2$4 号矿体；52钻孔；

" " 62#$ 断裂；72石英斑岩

（! ）#6 断裂：位于矿田东侧，走向北东东，倾向

北西，倾角 68 9 :8;，断裂宽 5’ 8 <，裂面舒缓波状，

由糜棱岩、构造角砾岩、构造透境体及挤压片理组

成。

3’ !" 岩浆岩

矿田岩浆活动较为频繁，岩石类型为酸—中酸

性，以岩株、岩瘤、岩墙及岩脉状产出，除西部长潭岩

体为志留纪，其余为侏罗—白垩纪侵入体。

（$）石英斑岩 主要分布在矿田中部的上元古界

青白口系、沿 #$ 断裂带上侵。走向主要为北东、近

东西向，岩石为浅肉红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造岩

矿物主要为石英、长石；副矿物有黄铁矿、金红石、锆

石，蚀变矿物有绢云母、高岭土。

（3）花岗斑岩 分布于矿田中部，呈岩脉状，岩石

呈浅灰、浅肉红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造岩矿

物为长石、石英；副矿物为磁铁矿、磷灰石、钛铁矿

等。蚀变矿物有绢云母、高岭土、绿泥石等。

（!）闪长玢岩 主要分布在矿田南西部，沿 #$、#3

的分支断裂充填。岩石呈灰绿色，斑状结构，块状构

造，斑晶为中长石、拉长石、角闪石；基质为斜长石、

角闪石；副矿物为磁铁矿、锆石、磷灰石，蚀变矿物有

绿泥石、绢云母、绿帘石、方解石。

（5）花岗闪长岩 分布在矿田东部高山角，呈岩株状，岩石呈浅灰—肉红色，斑状—似斑

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造岩矿物为中长石、石英、正长石、黑云母；副矿物为磁铁矿、磷灰

石、钛铁矿等。蚀变矿物有绢云母、高岭土、绿泥石。

（6）石英闪长玢岩 主要分布在矿田西部，呈岩瘤状、岩脉状，岩石呈紫红色、灰绿色、暗

灰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斑晶为中长石、角闪石、黑云母、石英；基质为中长石、角闪石；副

矿物为黄铁矿、锆石、磷灰石、磁铁矿等。

（7）花岗闪长斑岩 分布在矿田中部，呈岩瘤状，岩石呈浅灰—浅灰绿色，斑状结构，块状

构造，斑晶为斜长石、石英、角闪石、黑云母；基质为长英质；副矿物为磁铁矿、磷灰石、锐铁

矿、金红石等。蚀变矿物有绿泥石、绢云母、绿帘石、方解石。

（4）黑云母花岗岩分布在矿田北西部，为长潭岩体北缘。岩石呈灰白色，似斑状结构，

块状构造，主要造岩矿物为微斜长石、更钠长石、石英、黑云母及白云母；副矿物有磁铁矿、锆

石、磷灰石、榍石、独居石、金红石、电气石等。

!" 矿床特征

银坑矿田有多种类型的金、银、铅锌等矿床：层控型铅锌矿床、蚀变破碎岩型银金矿床、

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床和岩体型多金属矿床等，其中层控型铅锌矿床和蚀变破碎岩型银金矿

床是目前控制程度较高、找矿潜力较大的主要工业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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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铅锌矿床

矿化带赋存于青白口系上施组两层硅质白云岩层中［%］，主要分布于老虎头、桥子坑、芹

子坑一带。其中桥子坑矿区的上下两层（上层为 # 号、下层为 % 号）铅锌矿带，分别位于桥

子坑向斜两翼，同翼二层矿带地表间距约 &’ (，同一矿带在向斜不同翼的地表出露间距为

%’’ ) &’’ (，两翼相应矿带在深部相接，总体剖面形态与向斜一致为西倾“*”形（图 %）。

!" #" #$ 矿体特征

# 号矿带：赋存于青白口系上施组上部，矿带受向斜控制，走向以北北东为主，倾向：东

翼西倾，倾角 !+ ) ++,，西翼东倾（深部倒转倾向西），倾角 !’ ) -’,。矿带水平宽度为 ’" .’
) +" .# (，平均 %" .- (，倾斜延深北部 / &’’ (，往南两翼矿带闭合，并在地表出露转折端。

地表矿带仅发育蜂窝状褐铁矿化，铅锌矿化微弱。铅锌矿体呈大致等间距的透镜状、囊状，

在向斜两翼矿体对称、相对富集。沿走向间隔 #’ ) !’ ( 左右有长 0 ) %’ ( 左右的铅锌矿

包，含矿系数 / &’1；矿带水平宽度为 ’" !& ) !" !’ (，平均 %" ’ (；品位：23（’" ’% ) &" .+）4
#’ 5.；26（0" # ) %00" +%） 4 #’ 5.；78 ’" ##1 )&" #%!1；9: #" %&1 )!+" &.1。

% 号矿带：赋存于 # 号矿带下部约 &’ (，平行产出。矿带（ 体）特征与 # 号矿带（ 体）相

似，地表为网状、蜂窝状褐铁矿化，铅锌矿化微弱。矿带中一般隔 + ) %’ ( 左右有长 % ) #’
( 左右的铅锌矿包，含矿系数 / !’1；水平宽度为 ’" - ) &" +& (，平均 #" -0 (；品位：23

（’" .+ ) !" +&）4 #’ 5.、26（#&" &# ) #!+" .）4 #’ 5.、78 ’" !-1 ) ;" !!1、9: !" ’’&1 )
#." 0%1。

!" #" %$ 矿石类型、组成及结构构造

矿石主要金属矿物有：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和少量磁黄铁矿、黄铜矿、毒砂、银金矿

（微）等。主要脉石矿物为白云石、石英、方解石等。矿石化学成分以 78、9: 为主，23、26 为

伴生组分。平均品位：23 #" !- 4 #’ 5.、26 .0" ;# 4 #’ 5.、78 #" #+&1、9: ##" ’;01。矿石呈

自形 5 半自形粒状、交代残余和乳滴状结构，致密块状、浸染状和碎裂状构造。

!" %$ 银金矿床

赋存于银坑矿田 <# 断裂以南柳木坑、松山背、桥背坑一带的上元古界青白口系库里组

变凝灰岩中，矿带受主推覆断裂（<#）上盘的次级硅化破碎带控制。分布于柳木坑—桥背坑

一带，由北向南依次有银金矿带（体）有 #0、#’、0、.、!%、!# 号共 . 条，矿带规模大、品位高、并

有较大资源潜力。

!" %" #$ 银金矿带（体）特征

#0 号矿带：分布于矿区北部，共有 - 个矿体构成，其中 #0= 号矿体规模最大；该矿体总

体产状为：走向 %;+,，倾向南西，倾角 .-,，矿体中部倾角较缓，下部变陡，从 +’,变为 -’,；长

%+0 (，矿体西端被 <# 断层所截，往东渐趋尖灭，往下延深 %&- (，矿体形态呈不规则带状

（脉状）、透镜状、豆荚状，在垂向上呈透镜状向东南侧伏，单个透镜体呈右侧斜列的“ 多”字

形排列。

#’ 号矿带：分布于矿区北部，由 #’=、#’8、#’> 三个矿体构成矿带。走向 #’’,，倾向南

（局部倾向北），倾角陡，0# ) -+,，平面上具右型侧列，具分段富集、品位呈跳跃性变化，大体

有自西往东 23、?3 含量增高之势。

0 号矿带：分布于 #’ 号矿带南侧，呈脉状，具膨大缩小、尖灭再现。矿带银金矿体主要分

-.#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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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矿带的中—东段，长近 ! "## $，延深 %# &’## $。矿体由西而东具厚度变薄、品位变富。

( 号矿带：分布于 % 号矿带南侧，矿带长 !%## 余米，形态与 % 号矿带相近，呈舒缓波状，

局部富集。

)" 号矿带：分布于 ( 号矿带南侧，工程控制较低。厚度比 !#、%、( 号矿带要大、银金品

位也较高。

)! 号矿带：分布于 )" 号矿带南侧，与 )" 号矿带大致平行。

矿区主要银金矿带规模、产状、厚度及品位见下表 !。

表 !* 矿区主要银金矿带特征表

+,-./ !* +0/ 1/,234/5 61 73、78 64/ -/.2 9: $9:/

矿带编号长度（$）
水平宽度（$）

区间 平均
产 状（;）

73 品 位 < !# =(

区间 平 均

78 品 位 < !# =(

区间 平 均

!% ’’# #> )# & !"> !!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A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A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AA %%> ’ & )#"> ) !%A> A%
)! !?## #> !) & #> (? #> )? )@"(# & ?" %> @? & "%> !’ !)> AA )A> " & ’#"> ? ""#> ’)

)> "> "* 矿石特征

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磁黄铁矿、毒砂及石英和银金矿、硫碲

铅金矿，硫碲铋铅金矿，硫锑银矿，硫锑铅银矿，硫铋锑银矿等。矿石化学成分以 73、78 为

主，局部伴生 B-、C:。矿床平均品位 73：!)> A@ < !# =(、78：!")> !@ < !# =(。矿石主要为半自

形 = 它形晶粒状、交代和乳滴状结构，致密块状、网脉状、团块状和浸染状构造。

)> "> )* 围岩蚀变与成矿阶段

围岩蚀变多分布于矿体附近，为弱硅化、绢云母化及绿泥石化，可见碳酸盐脉穿插矿脉。

矿区铅锌矿化和银金矿化均以内生成矿作用为主，大致可分三个成矿阶段：（高）中温、

中（低）温及低温成矿阶段。各成矿阶段的主要矿物组合为：高（中）温成矿阶段以黄铁矿—

石英为主，石英包体测温为 )A@ & ’@#D；中（低）温成矿阶段为矿区的主成矿阶段，成矿温度

为 ")# & )##D，其矿物组合为：铁闪锌矿—菱铁矿—方铅矿、黄铜矿—闪锌矿—方铅矿—金

银矿物、闪锌矿—方铅矿—菱铁矿—自然银等；低温阶段的成矿温度为 !A# & ""#D，矿物组

合以方解石—黄铁矿—石英为主。

’* 成矿控制因素

’> !* 含矿建造

地球化学研究表明，青白口系库里组、上施组及震旦系下统沙坝黄组是该区银金矿、铅

锌矿含矿建造，地层中主成矿元素均高于地壳丰度值，尤其是 B-。其中 73 含量为 #> #!’A
< !# =(、78 为 #> "# < !# =(、B- "## < !# =(、C: A# < !# =(，地壳丰度值（ 黎彤，!A%(）［)］为 73
#> ##’ < !# =(、78 #> #?A < !# =(、B- !" < !# =(、C: A’ < !# =(，73、78、B- 的浓集系数分别为

)、"> "、!(> (%。

’> "* 控矿构造

矿田基底、盖层褶皱中有一系列北东向叠瓦式逆断层（E! = E@）。基底褶皱的向斜控制

A(!第 "% 卷* 第 " 期* * * * * * 施明兴等：江西于都银坑矿田银金铅锌矿床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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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矿带、矿体的形态与展布；逆冲断层（!"）的次级断裂控制银、金矿体。

#$ %$ "& 铅锌控矿构造

分布于矿田中部 !" ’ !( 断裂间，由西往东有桥子坑—上院坑、芹子坑向斜控制两个铅

锌矿带。前者位于银坑矿田中部，其两翼控制铅锌矿化带，但铅锌矿体目前仅在向斜中—北

部矿带发现；后者分布于银坑矿田东侧，该向斜两翼控制铅锌矿化带出露。

#$ %$ %& 银、金矿带控矿构造

导矿构造为推覆断裂 !"，呈带状，沿南北—北东走向延伸；容矿构造：分布于松山背—

桥背坑一带 !" 断裂上盘，为 !" 断裂内侧次级断裂群（组），控制矿区银、金矿带展布（图 #）。

单条含矿断裂带，长数百—千余米，宽 )$ * + ") 余米，地表多呈正地形脉状硅化破碎带。破

碎带主要由构造角砾岩、多金属矿化角砾、多金属硫化石英细网脉和构造透境体、压扭性构

造片理组成，一般多组构造交汇处和近主断裂接合部位矿化相对较好。

图 #& 银坑矿田银金矿带综合剖面图

!,-$ #& ./0 1234/01,1 1054,63 67 8- 93: 8; 6<0 =0>4 ,3 ?,3@03- A,30
& & "B侏罗系罗坳组；%B青白口系库里组；*B泥岩、细砂岩；#B板岩、变凝灰岩；(B花岗斑岩；CB石英斑岩；DB矿带及编号；EB

断裂及编号；FB坑道；")B钻孔

#$ *& 岩浆岩

矿区与矿化关系密切的岩浆岩主要有花岗斑岩、花岗闪长斑岩及石英斑岩，其多沿近东

西向次级断裂充填，而矿体大多与岩浆岩脉相伴。由表 % 可见，岩浆岩脉除 G=、H6、I,、J3
与地壳丰度值相近或低外，主成矿元素均高于其相应的克拉克值数倍。

(& 找矿远景预测

银坑矿田具优越的地质成矿条件，尤其是矿化标志独特、赋矿规律明确的层控型铅锌矿

和蚀变破碎岩型银金矿，有巨大的找矿远景。

($ "& 层控型铅锌矿找矿远景

矿田的铅锌矿带（体）分布于本区青白口系上施组，受该岩组两层硅质白云岩控制，具

明显层控特点。在老虎头—桥子坑一带，已控制 ’ 预测（*** K **#" ）资源量 L=、J3 矿床规

模达大型，并伴生有较大的 8;、8- 资源。芹子坑、白竹园两区段有铅锌矿含矿层位，已发现

较好铅锌矿化线索，芹子坑区段发现 # 条矿带，长为 " %)) + " ()) A，平均宽 %$ )" A；白竹园

区段有 % 条铅锌矿带，长 ()) + E)) A，平均宽 "$ ( A；用矿床类比方法预测这两个区段 L=、

)D"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C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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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床规模可达大型以上。

表 #$ 桥子坑矿区岩浆岩微量元素含量表

%&’() #$ %*) +,"-)"-. ,/ -0&+) )()1)"-. 2" 23"),4. 0,+5. ,/ 62&,7*25)"3 12")

岩 性 花岗斑岩 花岗闪长斑岩 石英斑岩 酸性岩（维氏）值［8］

9)（ : ;< =>）
变化范围 ;? @ A 8? B #? C A 8? C

均 值 #? D@ 8? < ;#? > C? C

E.（ : ;< =>）
变化范围 C? @ A 8CF >? D A ;@? F

均 值 #8C? FB ;<? @8 C8? ; ;? C

G’（ : ;< =>）
变化范围 >? F A #>F ;#? 8 A #>F

均 值 >D? >8 ;BD? @ @C? ; #<

H’（ : ;< =>）
变化范围 #;? B A 88? F #;? B A #B? <

均 值 #D? ;D ##? DD #>? 8 #<

I,（ : ;< =>）
变化范围 <? 8 A #? ; <? > A #? ;

均 值 <? @F ;? ;D <? # ;? ;

J2（ : ;< =>）
变化范围 @? C A ;<D #>? 8 A C8? D

均 值 8<? FC 8>? #D B>? @ B<

K4（ : ;< =>）
变化范围 8? < A >>? ; ;? @ A D? #

均 值 ;>? DC B? <D D? # #<

E3（ : ;< =>）
变化范围 <? <; A 8? @F <? #C A ;? <C

均 值 <? #F <? C@ <? #C <? <C

!"（ : ;< =>）
变化范围 8>? 8 A #C; DF? B A ;;<

均 值 @;? >B FF? @ ;<# ><

$ $ 资料来源：江西于都银坑矿田贵多金属矿外围评价地质报告（#<<# 年，高贵荣等）

$ $ 通过以上控矿因素分析，本区银金、铅锌矿化有如下特征，见表 8。

表 8$ 本区主要控矿因素特征表

%&’() 8$ %*) ,0) = +,"-0,((2"3 /&+-,0 /)&-40). ,/ -*) &0)&

类别 主要项目 特征或参数

地质特征

地质构造背景

岩浆岩

岩性

形态产状

活动时代

赋矿围岩

围岩蚀变

矿化露头

罗霄、武夷块体对接西侧，多金属成矿区

花岗闪长斑岩、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玢岩

岩枝、岩滴、岩脉

L; = L#

青白口系库里组、上施组：变凝灰岩、变凝灰质砂岩、千枚岩、硅质白云岩

硅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绢云母化

褐铁矿化、铁锰帽

同位素

硫同位素

铅同位素

氢氧同位素

!M8B值为 = 8? #CN = O;? 8#N
#<> G’ P #<B G’ 为 ;@? <;，#<D G’ P #<B G’ 为 ;C? @#
模式年龄（Q = Q）为 ><C? @< = >@D? BI&
!;@R 为 ;D? >@ = ;D? @>N，!SQ#R 值为 = @B? ;N（MIRT）

$ $ 资料来源：《江西省于都县银坑地区银金矿地质特征及成矿规律的初步研究报告》（陈广伟等，;F@B? ;#）

C? #$ 蚀变破碎岩型银金找矿远景

矿田中银金矿带赋存于青白口系，受推覆断层的次级配套硅化破碎带控制，具明显构

造控矿特点。在该区 U;、UC 两条推覆断裂间，分布有大面积含矿岩系，尤其在断裂走向变化

部位，相应有一系列次级硅化破碎带发育。据目前桥子坑区段勘查成果，该区段发现 C 条银

金矿体，长 B<< A @<< 1，延深 ;>< 1 左右，厚度 <? D@ A ;? >@ 1，品位为 E4（#? #> A F? ##）:
;< =>、E3（C<? BF A ;>B? >F） : ;< =>、K4 <? ;<<V A <? D;FV、G’ <? >D<V A B? ;F@V、!"

;D;第 #D 卷$ 第 # 期$ $ $ $ $ $ 施明兴等：江西于都银坑矿田银金铅锌矿床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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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共计算（!!) * +++）类资源量：矿石量 $)" , 万吨，金属量：金 ’" )- .，银

!+’" ,$ .，铅 !" ) 万 . ，锌 #" ! 万 .，铜 -" ’/ 万 .；（++#!）类资源量：矿石量 $+ 万 .，金属量：金

’" !(.，银 $(.，铅 -" ( 万 . ，锌 #" ’ 万 .，铜 -" ’ 万 .。该区段已查明的资源量，01、02 矿床规

模均达中型，若加上其它区段如本区的桥背坑（其矿体规模见上述的 /、,、+)、+! 号矿带）及

外围北部的金塘下、老屋、槽坑等地段，其与目前所控制的矿体均有相似的矿化标志及矿化

类型，因此该区资源潜力较大。

/3 结论

综上所述，该区银金、铅锌矿成矿条件优越，资源潜力大，在现有勘查基础上仍有寻找与

桥子坑、柳木坑矿床规模相近或更大矿床的前景。

（!）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成矿物质来源于岩浆岩及青白口系地层。

（)）该区控矿的主要因素为断裂，既控制了成矿岩浆岩，也控制了矿带的赋存部位。

（+）仅对本区有限的破碎蚀变型银多金属矿带进行了评价，其它矿带的了解程度较低。

因此，在总结区内银多金属矿成矿规律的基础上，再对上述区段进行地质勘查，可获得较大

的找矿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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