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燕山期陆相火山岩有关的金矿床构成了江西省

北部地区一个主要的金矿床成矿系列，已发现 ! 种主

要金矿床类型，包括几十处金矿床、矿点，其中大中型

金矿床 "# 余处 $ " % & 已探明的金矿资源储量占江西省黄

金资源储量 ’#( 以上 & 在产出形式上，以与铜钼矿床

及铅锌银矿床共伴生的斑岩型矿床为主，同时，也存在

独立成型的火山 ) 次火山 ) 斑 *玢 + 岩型和隐爆角砾岩

型金矿床 &

" 金矿床类型划分

本文参照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贵金

属组 *",-.+优选出的中国金矿床成因类型划分方案 $ / %，

并结合研究区地质勘查工作实际，依据成矿物质来源、

成矿作用、矿床产出条件、有用元素组成以及围岩条件

等因素0 将赣北地区火山 ) 次火山 ) 斑岩金矿床成矿

系列岩金矿床划分为 ! 种类型 *表 " + &

/ 典型金矿床地质特征

/& " 火山热液型金矿床——— 银峰尖金矿床 *田 + $ ! %

本类型金矿床多以独立型岩金矿床存在，区内代

表性的金矿床有银峰尖金矿床 *田 +、沙潭、包公尖等金

矿床 &
银峰尖金矿田内己探明 1 个中小型金矿床，即银

峰源金矿床、竹林塘金矿床、虎墟金矿床及老虎崖金矿

床 & 依据赋矿围岩性质，矿田内金矿床分为次火山岩

裂隙充填交代亚型和沿火山喷发中心旁侧次级断裂充

填交代亚型 &
矿田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侏罗系上统陆相火山沉积

岩系和白垩系南雄组陆相沉积碎屑岩，其中侏罗系上

统陆相火山岩系与金矿成矿关系密切 & 矿田内次火山

表 " 赣北地区火山 ) 次火山 ) 斑岩金矿床成矿系列矿床类型划分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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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元素

=7

=7、=>、?7、<@、A8

=7、?7

赋矿围岩

火山碎屑岩 *角砾岩及凝灰岩 + 及火山

熔岩，次火山岩体 ) 石英闪长玢岩体

!B英安斑岩体内、外接触带中元古界双

桥山千枚岩、蚀变石英闪长岩、花岗闪

长斑岩和石英斑岩

石英闪长玢岩、石英斑岩和隐爆角砾岩

矿物组合

镜铁矿 ) 赤铁矿 ) 针铁矿 ) 冰长石、石英

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石英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石英 ) 绢云母 ) 碳酸盐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 石英 ) 绢云母

类型

火山热液型金矿床

次火山 ) 浅成斑岩

热液型

隐爆角砾岩型

矿床实例

银峰尖、

包公尖等

银山、德兴铜

矿、冷水坑等

洋鸡山、尖山、

冷水坑等

地 质 与 资 源

CDEFECG =5H IDJEKI?DJ

摘 要：燕山期火山 ) 次火山 ) 浅成斑岩金矿成矿系列构成了赣北地区一个重要的金矿成矿系列 & 根据其金矿成矿物质来

源、成矿作用及产出的围岩条件可划分为火山热液型、次火山 ) 浅成斑岩热液型和隐爆角砾岩型金矿床 & 对上述 ! 种主要金

矿床地质特征、找矿标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同时对赣北地区该金矿成矿系列进一步找矿方向进行了论述，旨在加强和

推动赣北地区金矿地质勘查工作 &
关键词：火山 ) 次火山 ) 斑岩金矿床；成矿系列；地质特征；赣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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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主要发育于北部竹科山 ! 赛阳关火山穹隆西北部 "
次火山岩有石英闪长玢岩、安山玢岩和橄榄玄武玢岩

等 " 石英闪长玢岩在矿田范围内分布最广，以虎墟岩

株为主，矿田内出露面积达 #" $% &’(" 安山玢岩及橄

榄玄武玢岩主要分布于银峰源地段，呈小岩株、岩脉产

出 " 矿田内地质构造复杂，以断裂构造与火山盆地及

火山穹隆构造为主 " 断裂构造主要发育区域性近东西

向断裂和北东向断裂、北西向断裂，前者具明显的多期

次活动特征，早期表现为张性或张扭性，晚期表现为强

烈挤压 " 北东向断裂、北西向断裂为矿田主要赋存断

裂 " 火山穹隆构造分布于矿田北部，由火山喷发沉积

建造和石英闪长玢岩组成，构造形态在平面上呈长轴

为 )* 向的椭圆 "
（#）沿次火山岩裂隙充填交代的亚型金矿床

金矿体均产于次火山岩体——— 石英闪长玢岩体构

造裂隙内 " 矿体呈平行脉状（图 #），走向一般 +#% ,
+-%.，倾向北东，倾角 /- , $-." 矿脉规模大小不一，最

长达 01- ’，一般 #%% , 2%% ’，脉宽 %" -( , #" $0 ’，倾

向延深一般大于 #%% ’，( 号脉最深已控制达 +%% ’"
矿脉沿倾向和走向呈舒缓波状，膨胀狭缩、分支复合明

显 " 金矿化类型主要有硅化石英脉型、晶洞石英脉型

和蚀变岩型 "
矿石特征：矿石类型有硅化石英脉型、硫化物 ! 石

英脉型和蚀变岩型等 + 种 " 以硅化石英脉型为主，金

属矿物成分主要有镜铁矿、赤铁矿、铅黑土、白铁矿、针

铁矿等 "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 " 硫化物 ! 石英脉型矿

石中主要金属矿物成分为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黄

铁矿等 " 矿石金银矿物主要有自然金、银金矿等 " 矿

石结构主要为致密等粒、自形、半自形结构 " 矿石构造

有梳状构造、晶洞状构造、角砾状构造、土状构造、细脉

! 细网脉状构造、条带状构造及蜂窝状构造 " 矿体围

岩蚀变以线型蚀变为主，主要蚀变类型有硅化、绢云母

化、高岭土化、镜铁矿化、黄铁矿化等，略具水平分带，

从矿体向两侧分别为硅化、黄铁矿化 ! 镜铁矿化、高岭

土化 ! 绢云母化和绿泥石化 "
（(）沿火山喷发中心旁侧次级断裂充填交代的亚

型金矿床

金矿体沿火山裂隙喷发中心旁侧次级断裂分布，

矿体围岩岩性主要为火山碎屑沉积岩 " 矿体形态多呈

脉状、似层状、透镜体状，膨胀狭缩、分支复合明显，矿

体长 #%% , +%% ’，厚度 %" -% , +" $0 ’，矿体延深不一，

其产出严格受火山机构中心旁侧次级断裂构造、火山

机构环状、放射状裂隙构造控制 "
矿石类型主要有石英 ! 褐铁矿型、石英 ! 冰长石

! 褐铁矿型、石英 ! 冰长石 ! 绢云母 ! 褐铁矿型及石

英 ! 镜铁矿型等 2 类 " 矿石矿物成分主要有褐铁矿、

针铁矿、镜铁矿，矿石金银矿物主要为自然金、银金矿；

脉石矿物成分以石英为主，次为冰长石、绢云母等 " 矿

体围岩蚀变类型有硅化、褐铁矿化、黄铁矿化、镜铁矿

化、绢云母化、冰长石化、绿泥石化、重晶石化、碳酸盐

化等，从矿体向两侧围岩蚀变分带为：石英黄铁矿镜铁

矿褐铁矿化 ! 石英冰长石化 ! 石英绢云母化 ! 绢云母

黄铁矿绿泥石化 "
矿床成因!：根据虎墟金矿床中黄铁矿、方铅矿、闪

锌矿、黄铜矿中的硫同位素测定结果，" +23 众值范围在

! 24 , 5 24； 铅 同 位 素 测 定 结 果 ， (%$67 8 (%267 为

+$" -02，(%167 8 (%267 为 #-" /+$，(%/67 8 (%267 为 #$" #0$

图 # 虎墟金矿地质平面示意图

（据杨明贵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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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测试中心测定）! 此外，据虎墟金矿 "#
个分别采自矿体、岩浆岩及火山岩中的样品稀土分析

结果，火山岩与次火山岩分布模式一致$ 只有 %& 明显

亏损，说明岩浆结晶过程中，%& 大部分残留在岩浆中，

矿体稀土配分模式与次火山岩一致，只有 %& 值偏高，

证明成矿物质来源主要来自火山岩岩浆 ! 成矿温度方

面，石英包裹体均一温度变化范围为 "’( ) *+’,，表

明虎墟金矿为中低温条件 !
成矿阶段：研究表明，矿体经历 # 个成矿期 - 个成

矿阶段，即岩浆热液成矿期和次生富集成矿期 ! 其中

岩浆热液成矿期又可分为石英 . 黄铁矿阶段、石英 .
黄铁矿 . 冰长石化阶段、石英 . 镜铁矿化阶段 * 个成

矿阶段 !
#! # 浅成 . 超浅成斑岩型铜金矿床

本类型金矿床在赣北地区分布广泛，金矿化与铜

矿化密切共、伴生，同时也存在独立型的金矿床（体），

代表性的矿床有银山、德兴铜矿床等 !
银山铜金矿床特征 / - 0：矿区内大面积出露中元古

界双桥山群，其次为侏罗系上统鹅湖岭组，两者构成了

矿体主要围岩，白垩系仅零星分布 ! 双桥山群主要为

一套浅变质岩，鹅湖岭组不整合覆盖于双桥山群上 !
分布于矿区西部的西山火山喷发为一套中酸性火山碎

屑岩、英安质熔岩等 ! 矿区位于赣东北深断裂带北西

侧、德兴 . 乐平中生代火山盆地北东边缘 ! 银山倾伏

背斜轴向断裂带和东西向、北西向等断裂和火山构造

控制着火山活动和成矿作用 ! 西山火山口东至南东侧

千枚岩中环状断裂，呈东西—北东—北北东走向，控制

矿体的分布和产出形态 ! 千枚岩广泛发育的片理及鹅

湖岭组与千枚岩间的不整合面，为充填形成的少量缓

倾斜矿体的控制空间 ! 矿区岩浆岩主要是燕山早期火

山 . 次火山岩的喷发和侵入，发育 * 个喷发、侵入旋回 !
加里东期石英闪长岩体与成矿关系不密切；燕山早期

火山活动多次喷发、侵入，除了形成鹅湖岭组外，还形

成了一系列的火山熔岩和次火山岩 ! 与金银成矿关系

密切的主要为第二旋回的中酸性喷发 . 侵入活动，次

分喷发—喷溢—侵入—隐蔽爆破—成矿 1 个过程，形

成一套震碎角砾岩，有英安质集块岩、角砾岩、凝灰岩

. 英安质熔岩 . 英安斑岩 . 爆破角砾岩以及铜、硫、

金、铅、锌、银矿体 ! 矿化范围内主要有硅化、绢云母

化、水云母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高岭土化和地开石

化等 ! 不同蚀变类型在空间上都有一定的分布范围，

与成矿关系密切，它们的发育部位是铜、硫、金矿化最

强烈地段 !

矿体特征：矿区内金矿体主要分布在九区铜、硫、

金带和西山铜、硫、金带 ! 其中九区是银山矿区典型的

代表性矿段，铜、硫、金矿体主要赋存于 *2英安斑岩体

南北两侧内外接触带千枚岩、蚀变石英闪长岩和石英

斑岩中，已圈出铜、硫、金矿体 #’ 条 ! 矿体呈脉状、不

规则透镜体状 ! 矿体规模大，主矿体长 ++’ ) 3+’ 4，厚

#1 ) 31 4，最大厚度 5’ 4，最大延深 (*+ 4，矿体产状

在走向或倾向上均与 *2岩体有一致性 ! 矿体围绕岩

体，其产状随岩体变化，在平剖面上常出现分支复合现

象 !
矿石特征：铜、硫、金矿石中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

矿、黄铜矿、硫砷铜矿、砷黝铜矿、闪锌矿、方铅矿、自然

金、银金矿、碲金矿、斑铜矿、白铁矿等；脉石矿物主要

有方解石、石英、绿泥石、绢云母等；金银矿物主要有自

然金、银金矿、自然银等，银金矿成色在 (’# ) 5(#$ 平均

3"(，自然金成色高达 5(#! 矿石构造主要有致密块状

构造、细脉浸染状构造、网脉浸染状构造、角砾状构造

等 ! 矿石结构有自形—他形晶粒结构、交代溶蚀—残

余结构等 !
矿床成因：稳定同位素特征 !*-6 变化很窄，平均值

接近于 ’，与陨石硫相近，成矿物质来源与深源有关，

与该区火山 . 次火山岩属同源的产物，远离 * 号英安

斑岩体和西山火山口，反映出有外来硫的加入；! *#7
89: 为 . -! 3; ) < (! ++;，介于岩浆热液矿床及碳酸

盐岩 ! "*7 值范围（ . *; ) < 3;）之间；矿石中脉石矿

物的 !="3
>#= 为 < -! #3; ) < "! *#;! 以上稳定同位素

特征总体反映出其成矿流体以岩浆水为主，成矿物质

与深源有关，主要来自下地壳或上地幔 ! 矿区稀土元

素 "?%% 在 (1! *- @ "’ . + ) "+*! 35 @ "’ . + 之间，平均

"*"! (( @ "’ . +，含量高；而 "7A B "C 为 "! 1# ) (! ’"，平

均 -! 13，近于 1，为选择分配型，配分模式为轻稀土富

集型；!%& D "，属于正常或无异常型 ! 可见该矿床稀

土元素组成特征及配分均与深部岩浆源有相似之处，

说明成矿物质为来源于下地壳或上地幔的深源产物 !
矿体包裹体中以液体包裹体为主，成矿流体成分属于

EF7G . H7G . 6=-
# . . 7=*

# . . >#= 型，具有中低温、中低

盐度等特点 ! 根据矿物包裹体爆裂温度测定资料，成

矿温度在 -#1 ) "*’,之间，主要分布在 *3’ ) "*’,之

间，为中温—低温条件 !
#! * 隐爆角砾岩型铜金矿床——— 洋鸡山铜金矿床 / 1 0

洋鸡山铜金矿床位于扬子陆块下扬子拗陷带西

部! 矿区主要出露奥陶系至三叠系中统，赋矿地层主

要有中志留统坟头组岩屑石英砂岩夹少量黏土岩、上

#’’+ 年地 质 与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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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盆统至下石炭统五通组含砾砂岩夹粉砂岩、上石炭

统黄龙组白云质灰岩 " 矿区总体为一走向北北东、倾

向南东的单斜构造，北东东向丁家山 ! 大冲断裂为主

要控岩控矿构造，为成矿前断裂构造，具多期活动特

点，见有闪长玢岩脉充填 " 区内出露岩浆岩主要为燕

山早期浅成 ! 超浅成相中—中酸性侵入岩，主岩体为

洋鸡山石英闪长玢岩体呈岩墙状沿北北东向断裂侵入

于志留系上统与三叠系中统地层内，倾向南东，倾角

#$%，东西长 &$$$ ’，南北宽 ($ ) *$$ ’"
隐爆角砾岩呈岩筒状产于石英闪长玢岩体下盘，

平面呈带状，东西长 ($$ ’，南北宽 ($ ) +($ ’，剖面上

呈不规则漏斗状 " 由上而下、由内而外，其角砾由大变

小，含量由多变少，角砾成分主要为石英闪长玢岩，呈

角砾状 ! 浑圆状，胶结物为结构更细的石英闪长玢岩

质熔浆，局部见岩粉、矿质胶结 "
矿体特征：矿体赋存在石英闪长玢岩和隐爆角砾

岩及其与志留系、泥盆系和石炭系地层接触带，并严格

受断裂构造、地层不整合面、层间破碎带控制 " 矿区圈

定出金矿体十余个，矿体形态以透镜体状为主，次为似

层状、脉状 " 其中以产于隐爆角砾岩中的 (,矿体规模

最大，长 *($ ’，斜深 &$ ) +$$ ’- 厚 * ) *$$ 余米（图 *）"
矿石特征：矿石类型主要为块状硫化物铜金矿石"

铜、硫、金矿石中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黄铜矿、闪锌

矿、方铅矿、自然金，次见砷黝铜矿、辉铜矿、铜蓝、辉银

矿、磁铁矿等 " 脉石矿物主要有方解石、石英、高岭土

类矿物等 " 金银矿物主要有自然金等，呈不规则状或

粒状，粒度大于 $" $+ ’’ 居多，电子探针分析自然金成

色 ../" 矿石构造主要有致密块状构造、层纹状构造，

次见角砾状、条带状、斑杂状、细脉状构造及浸染状构

造等 " 矿石结构有自形—他形晶粒结构、包含结构、片

状结构、交代溶蚀 ! 残余结构等 "
矿床成因：矿床内各类矿石中黄铁矿 ! &01 变化范

围很窄 2 3 4，! &015 ! $" **6 ) 7 0" 306，平均值 *" #*6，

接近陨石硫同位素特征 2 3 4（江西地科所，+.#(）；矿石中

! +# 8 石 英 值 为 +(" &/6，经 换 算 ! +# 8 9 * 8 为 3" (06
（1:8;）2 3 4，属于正常岩浆水范围（1:8;）；此外，矿石

中方铅矿的铅同位素与石英闪长玢岩中黄铁矿内铅同

位素组成特征基本一致，为 +#" $3* ) +#" +&#$/323 4（江

西地质科学研究所，+.#(）- 并具有正常铅同位素特征"
所有稳定同位素组成特征表明，洋鸡山金矿成矿与壳

幔混源的石英闪长玢岩、隐爆角砾岩有着密切的时空

和成因联系，矿质和成矿流体主要来源于上地幔或深

部壳源 " 根据矿床中矿物包裹体爆裂温度测定结果

（陈纪明，+..(），成矿温度在 *+# ) *#0<之间，为中温

环境 "

& 找矿标志及找矿方向

&" + 找矿标志

（+）构造标志：该金矿成矿系列多产于深部构造幔

隆 ! 幔拗变异带上的深大断裂 " 这些深大断裂往往深

及地幔，具有长期、多次活动性，地幔及下地壳物质熔

浆可由此上升侵位、外溢，其旁侧派生的次级断裂、裂

隙系统构成了良好的渗滤和储集矿液系统，有利成矿 "
已知的德兴斑岩铜金矿田、银山铅锌银金多金属矿田

严格受北东向的赣东北深大断裂带控制；九瑞地区的

洋鸡山等铜金矿床则严格受北西向长江深大断裂带控

图 * 洋鸡山金（铜）矿地质部面示意图

（据包家宝等，*$$*）

=>?" * @ABCB?>D EFBG>CA BG HIJ?K>LMIJ ?BCN O DBEEAF NAEBL>P
Q IGPAF RS8 T>IUVIB AP IC"- *$$* W

+— 第四 系 残坡 积层 （XYIPAFJIFZ FAL>NYIC LC>NAFBD[）；*—第 三 系砾 岩

（\AFP>IFZ DBJ?CB’AFIPA）； & — 黄 龙 组 白 云 岩 （NBCB’>PA BG 9YIJ?CBJ?

G’" ）；0— 五通组含 砾石英 砂岩（EAVVCA ]YIFP^A LIJNLPBJA BG ;YPBJ?

G’" ）； ( —纱 帽 组 下 段 石 英 砂 岩 （]YIFP^A LIJNLPBJA BG PMA CB_AF BG

1MI’IB G’" ）；3—含角 砾石英 闪长玢 岩（VFADD>IUVAIF>J? ]YIFP^A N>BF>PA

EBFEMZF>PA）；/—石英 闪长玢岩（]YIFP^A N>BF>PA EBFEMZF>PA）；#—破碎 岩

（DFYLMAN FBD[）；.— 矿体（BFA VB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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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东乡银峰尖矿田则受东西向广丰 ! 萍乡深大断裂

带控制 "
该系列金矿床的产出与下列次级构造部位密切相

关：!中生代火山岩盆地、晚古生代拗陷盆地边缘与隆

起区过渡部位；"火山穹隆、破火山口构造及其周边环

状、放射状断裂、裂隙构造部位；#次火山岩体内断裂、

裂隙构造及其中上部接触带附近断裂、裂隙构造部位；

$火山穹隆与火山岩断陷盆地接壤部位；%火山通道

上部和接触带附近或浅成次火山岩与隐爆相接触带；

&火山活动期后复活断裂构造；’多组次级构造复合

部位；(接触带构造、层间破碎带、爆破构造等部位 "
（#）岩性标志：次火山 ! 斑岩型金多金属矿床成矿

岩体产出形态多为小岩株、岩墙和岩脉，多呈复式岩体

形式产出 " 岩体出露面积一般小于 $ %&#’ 受多组构造

复合或火山机构的次火山活动中心控制 " 岩体岩石类

型主要为花岗闪长斑岩、花岗斑岩、石英闪长玢岩及少

量英安斑岩、石英斑岩等 " 火山热液型金矿床矿区若

同时出现中性、中酸性和酸性岩石，往往反映出对金矿

成矿有利；若多种岩相并存，则对成矿有利；而单一岩

相广泛分布地段，则找矿远景局限 "
（(）围岩蚀变标志：次火山 ! 斑岩型、含隐爆角砾

岩型金矿床主要发育钾长石化、黑云母化、硅化、绢云

母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及硫酸盐化等，常形成钾化

带 ! 石英绢云母化带 ! 青磐岩化带等分带现象 " 火山

热液型金矿床围岩具有典型的中低温热液蚀变特征，

主要发育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冰长石化、明矾石

化、地开石化、绿泥石化、重晶石化和碳酸盐化等蚀变，

其中硅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与金矿化关系密切 " 围

岩蚀变越强烈、蚀变分带越明显对金矿成矿越有利 "
（)）地球化学特征：该系列金矿床均伴有多元素地

球化学异常和分带特征，其分散流找矿指示元素有

*+、*,、-+、./、01、*2、3, 等元素组合异常，各元素浓

集中心吻合较好 " 其次生晕异常表现为形态规则、规

模大、浓度高、元素组合复杂，以 *+、*,、-+ 等元素组

合异常为特征 " 该系列矿床重砂矿物异常表现为毒

砂、黄铁矿、黄铜矿、辉钼矿、方铅矿、自然金、自然银等

组合 "
(" # 找矿方向

根据赣北地区已有的各类地、物、化遥资料，结合

燕山期火山 ! 次火山 ! 斑岩金矿床成矿系列所属金矿

类型的地质特征、形成条件及找矿标志，笔者认为在赣

北地区寻找该系列金矿床应注意以下几个方向：

（$）次火山 ! 斑岩型矿床依然是赣北地区铜矿找

矿的主攻类型，同时也是赣北地区金矿找矿的重点类

型 " 其找矿方向应注意加强对以往发现和勘查的矿

床、矿点、矿化信息点（百余处）信息资料的综合开发、

利用，加强尚未有明确评价意见的矿点、矿化信息的再

查证，同时应加强已探明的大中型矿床的“探底、摸边、

找盲”工作，扩大其资源储量 "
（#）火山热液型矿床金矿找矿方向应紧紧围绕萍

乡 ! 广丰深大断裂两侧中生代火山岩盆地边缘开展、

部署，重点部署应在以下地段开展，如德兴、东乡、铅山

沙潭 ! 东田、铅山篁村 ! 篁碧及广丰等中生代火山岩

盆地边缘及周边地区 "
（(）基于本区隐爆角砾岩型矿床产出特征，即可与

上述 ( 种类型矿床产出于同一矿田、矿区，由此，在上

述所提及区域应加以注意 " 同时，在该类型金矿床的

找矿过程中，应加强对火山机构发育地段的找矿评价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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