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银厂黄铁矿型矿床的

若干地质特征
白银有 色金属公 司露 天矿 成 岗

地质炜矿床

尸
“

白银厂黄铁矿型矿床的成因有沉积和热

液两种观点
。

沉积成因论之间和热液成因论

之间也有明显的分歧
。

本人以矿区多年收集的资料为墓础
,

于

一九七六年提出了 “中温热液成因的后生矿

床 ” 的看法
,

并提出 “矿液主要与隐伏深处

的富钠花岗岩有关 ” 。

现仅据近几年收集的

折
、

火
、

小
、

铜等四个矿床的有关资料作进

一步阐述
,

以供参考
。

有关白银矿田的地层
、

构造等方面的论

述文章较多 ,

本文不作详述
。

矿体与围岩的关系

不少论及本矿床的文章
,

皆有 “矿体与

围岩呈整合接触 ” 或 “矿体形态
、

产状受岩

层片理控制 ” 的提法
,

也就是说矿体产状与

围岩片理产状一致
,

并作为沉积说的证据之

一
。

但实际情况并不一致
,

以折区为例
, 围

岩片理走向为北东 南西
“

左右
,

矿体为

近东西走向
,

它们之间存在
。

的交角
。

围岩的 原生层 理与主 矿体的交 角在矿体下

盘达
“ ,

局部成直角
。

沿矿体倾向
,

虽

与围岩片理倾角一致者不为鲜见
,

但更常见

的是接触线较片理倾角陡 而 截 断 片理 图
,

更有两者产状完全相反的
。

由于矿体与

围岩呈斜交关系
,

故沿矿体走 向围岩多变
。

折区主矿体下盘的围岩就有绿泥板岩
、

石英

角斑凝灰岩
、

硅质板岩
、

凝灰质板岩及层凝

灰岩等
。

从开采资料看
,

火区及小区矿体斜

切围岩
、

与围岩产状反倾等现象均属多见
。

此外
,

各矿区矿体边缘捕获的大量围岩

角砾 图
、

所伸出的矿脉对围岩的穿插

交代现象以及矿体内大量交代残留休的存在

等等
,

均说明矿床明显的后生性质
。

关于含矿围岩的岩性
,

一般认为中寒武

统 第二岩组的石英角斑凝灰岩是唯一 或

主要 含矿层
,

因而得出没有这种凝灰岩找

。 一 绿泥石板岩 故 一 块状含铜黄钦矿
二 ‘ 卜 一 ’ ’

粗粒子英角斑凝灰宕 一 绿泥石化
一 黄铁矿化 一 教化 、 。 一 碳酸盐化 ,

’’一绢“ 毋化 ,

匾〕爆 堆

图 一 阶段 线矿体下盘与别岩的
接触关系

‘

巴困 石英脉 磷婆 块状含铜黄铁矿

胶互 黄钾铁矾化
、

高岭土化石 英角斑凝灰宕
·

图 一 阶段 线附近 号
主矿体上盘与围岩接触关系及矿体中的

围岩角砾

据甘肃省地质局区 测一队级新资料
, 可能为

中奥陶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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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伏 号矿体与构造的关系

矿就无望的结论
。

不可否认
,

就本矿田 目前
的地质工作程度及实际情况来看

,

主要含矿

围岩是石英角斑凝灰岩
。

但应着重指出 从

生产揭露和生产勘探的资料证实
,

矿体的围

岩是多样的
,

有中酸性凝灰岩
、

石英钠长斑

岩
、

凝灰质千枚岩以及中基性凝灰岩等
。

矿

体产出并不局限于第二岩组
,

也可在第三岩

组中
。

火区主矿体经钻探及开采证明
,

上盘

的直接围岩从上到下分别为泥质凝灰岩及石

英角斑凝灰岩
、

含角砾集块细碧纷岩
、

凝灰

岩夹透镜体状石膏岩的凝灰质千枚岩和粉砂

岩
、

细碧扮岩凝灰岩等
。

明显可见
,

矿体产
出从上到下逐渐过渡到第二

、

第三岩组交界

处
,

最后进人第三岩组
。

火区 号矿体
,

不单直接围岩是石英

钠长斑岩
,

而且矿体分枝通过断层从第三岩

组进人第二岩组
,

而后与主矿体 号 连

接
。

总之
,

矿体 矿床 赋存部位不仅局限

于第二岩组的中酸性凝灰岩
,

在第三岩组及

超浅成侵入体中皆有出现
。

这些特征表明
,

矿体 矿床 不仅受岩性和层位控制
,

而且

反映了构造因素的重要作用
。

矿体 矿床 的产出部位

对白银矿田
,

不论那种成因论者
,

大多

公认的事实是 矿床产在褶皱构造的核部
。

但涉及断裂构造和矿床的关系时
,

则分歧颇

大
,

有的否认断裂与矿床的成因联系
,

将断

裂视为成矿后的产物
。

白银矿田主要产于西湾一铁匠石复向斜
北冀的白银复背斜内

。

就每个矿床而言
,

主

要产于次级背斜内
。

更确切地说
,

产于背斜

核部及伴随褶皱同时形成的核部断裂带内
。

折区 号背斜南翼有一南倾断裂破碎带

。 ,

北翼见一北倾断 裂 ‘ ,

主 矿

体恰处于该背斜部及两条断裂间 图
,

并多次见到沿 ‘断裂充填的 矿脉
。

这些矿

脉向上与主矿体连成一体 图
。

尤其在

该矿体西端
,

断裂走向由近东西转为南西
“

时
,

矿体亦随之转向
,

而且 向 下变成

了 一 个沿断裂贯人的不规则矿柱 图
,

明显反映了断层的通道性质
。

这是一
。

第二
,

主矿体两端及延深 常 呈 分 枝尖

灭
。

分枝的多少
、

枝体延长及厚度的大小皆
与断裂规模成正相关

。

这种现象在四个矿区

均能见到
,

尤以火区 号矿体及 号矿体
反映最为突出

。

第三
,

火区 号矿体产在第二
、

第三岩

组间的巨大断裂破碎带内
。

矿体上下盘常含

大量围岩角砾
。

在近矿围岩处往往发育有大

量破碎石英脉
,

这类石英脉不含矿
,

且绝不穿
人矿体

,

而多被矿体切断
,

反映了成矿前断

裂带的存在
。

甚至有时还可根据这类石英脉

的形态鉴别断裂的张裂性质
。

第四
,

根据矿区历年穿孔取样分析资料

图 阶段北邦 形戈西 米 断层内

矿脉
’, 二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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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折区主矿体平面透视图

发现
,

凡高品位地段皆处于背斜核部及断裂

发育地段
,

品位较其它地段高出十数至数十

倍
。

离这种地段稍远
,

品位突然下降
,

形成

的峰值曲线十分陡峻 图
。

小铁山矿床产在一 巨大强片理化破碎带

中
。

在该矿生产过程中也发现 断裂发育地

段矿石品位较高
,

尤其被断裂通过的矿体部

位
,

矿石品位明显升高
。

据甘肃省地质局物探队在折区南侧桌子

山一带对一系列断层所做的岩石测量剖面可

以看出 几乎所有断层皆有银含量升高的现

象
,

大多数情况下铂亦相应升高
,

砷仅局部

升高
。

而大多数情况下
,

铜
、

铅
、

锌或则在

断层内升高
,

或则在断层附近升高
。

这些大

小不一的断层之凡 往往有不同规模的矿体

存在
。

第五
,

前已提及的火区 号矿体
,

更

是通过断裂从第三岩组进人第二岩组
,

而与

号
、

号矿体断续相连
。

这一系列特征充分反映出矿床 矿体

与断层构造的密切关系
。

矿床与超浅成侵入体的关系

本区的岩浆活动重要表现为 矿区南部

白马洼地区的小型花岗闪长岩体及一系列同

质岩脉
。

矿区仅见石英钠长斑岩及辉绿岩
,

环绕矿区的地带见有花岗斑岩脉穿插
。

石英

钠长斑岩体主要沿区域性 断 层 及 其

它断裂破碎带两侧分布
,

反映了该断裂之古

老深断裂性质
。

。

马术名

屏 冷谬

。

即石台乙乙革一一一仁一 一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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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线与 线构造地球化学剖面

泥广石英角斑岩 , 勺 一石英角斑凝灰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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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主要矿区皆有超浅成侵人体分布
,

岩体与围岩成明显的侵人接触
,

有时可见烘

烤现象
。

矿床规模的大小与岩体 主要指石

英钠长斑岩 的大小及多少 似 有 正 相关关

系
。

两者的关系大致有三
。

矿床被岩体包围 折区矿床周围分布

有桌子山
、

家鸽山
、

庙庙山等 岩 体 以 及沿
、 。等断裂两侧分布的岩体

,

对矿床形成

几成 “封闭 ” 的包围圈
。

矿床或矿化围绕岩体分布 火区西端

见
、 、 、

等大小不一的矿

体围绕石英钠长斑岩体分布
。

折区南边坡亦
有所见

。

矿床伴随岩体分布
,

甚或交代岩体

火区 号矿体直接产在一小岩体内
,

并对

其产生强烈交代
,

局部形成交代角砾岩 图
。

小区矿床与岩体关系更为密切
,

矿体
沿走向

、

倾向的变化皆随其下盘的岩体而变

化
。

据甘肃冶金地质三队的 地 质 报 告称
“岩体边缘有大小七个矿体 ” , 据生

产资料
,

离岩体越近
,

矿体规模越大
,

品位

也越高
。

就石英钠长斑岩体本身而言
,

亦常有矿

化现象
。

尤其岩体边缘相或近矿体的部位
,

常发育网脉状铜铅锌矿化
,

脉旁绢云母发育

而使岩石褪色
。

个别岩体经拣块取样已近工

业品位
。

与矿床关系密切的岩体
,

石英斑晶

内常包有黄铁矿细小晶粒
。

上述情况清楚地说明成矿作用发生于岩

浆侵人活动之后
,

成矿作用与超浅成侵人体

有成因联系
,

矿床应为岩浆期后热液活动的

产物
。

矿体的结构
、

构造特点

矿体的一般结构
、

构造不作详述
,

这里

仅讨论矿石的粒度特征 折区主矿体矿石中

黄铁矿的粒度朴 分布具下列明显特征

水平方向
,

东部多为细粒
,

仅上盘可见

中粒结构 中部多为中及细粒 西部

主要为中粒及粗粒结构 , 西端为粗拉
结构

。

下盘 中细粒 较上盘 中粒 细
。

垂直方向
, 班线及沿矿体自上而下均为

细粒结构
。

班 线为中及细拉结构 , 从上

到下由细粒变为中粒 , 姐 线多具粗

粒结构 , 从上到下由中粒变为粗粒
。

上述粒度变化规律结合现场观察发现

①矿体下盘主要为块状黄铁矿及含铜较低的

块状含铜黄铁矿 , 上盘为高品位块状含铜黄
铁矿

。

线又恰是磁 铁 矿
、

磁 黄铁
矿

、

黄铜矿及方黄铜矿的富集部位
。

②在粗

粒级的集中部位
,

见一不规则椭圆形的具格

架状构造的 ‘矿柱 ” 约 、 米

左右
,

格架由黄铁 犷 组 成
,

格内充填胆

矾
。

环绕四周的矿石构造作 “角砾一密集网

状一块状 ” 规律性变化
。

③从上述 “矿柱 ”

中心向四周扩展
,

金属矿物有不大明显的环

状分布 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黄铜矿及方黄

铜矿一黄铁矿
、

黄铜矿
、

磁铁矿及少量磁黄
铁矿一黄铁矿

、

闪锌矿
、

黄铜矿及方铅矿
。

④在粗粒级矿石部位微量元素含量较其它部

位普遍为高
,

尤其秘
、

钻
、

镍
、

锡等更为富

集
。

钻镍比约达二十左右
。

上述现象明显反映 线附近有一较大

的热液通道
。

节理

块状含铜黄铁矿

石英钠长斑岩

⋯口翻口

图 ” 。阶段区线南彻 液沿石英钠长班岩节理

贯入形成的角砾状构造

岩石化学特征

据甘肃省地质局区测队的意见
,

白银地

区细碧角斑杂岩系按火山喷发旋回划分为四

个岩组 。 白银矿田主要赋存于第二岩组的石
英角斑凝灰岩中

。

对四个岩组各类岩石及侵

人各岩组的岩体岩石化学资料分别进行特征

系数计算 表 并作图 图
,

可以看
出下述规律

四个岩组的钦铁比值十分接近
,

图上

几乎呈一直线
。

各种侵 人 体 石 英 钠长斑

岩
、

辉绿岩及花岗闪长斑岩等 亦十分接近

朴 粒度分类标准 粗粒 奄米
,

中粒 嗽

米
,

细粒 奄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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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变化值
。

,

由第一岩组到第四岩组
,

氧化系数有

规律的增高
。

冬侵人体的氧化系数与各岩组

墓木接近或偏高
。

分离系数和铁镁比值
,

随火山作用时

间的推移
,

从第一到第四岩组呈波状上升
,

侵入岩的分离系数较喷出岩为高
,

铁镁比亦

较所对应的岩组偏高
。

角斑岩类岩石总碱量较细碧岩类高
,

总碱度曲线成波状上升
,

侵人岩除与第三岩
组对应者近等外

,

余皆偏高
。

硬化系数及钾系数呈缓波状下降
。

侵

入岩普遍较对应岩组偏低
。

。

镁与镁铁之和比呈缓波状上升
。

侵入

岩一般与其近等或稍低
。

上述特点表明 本区火山岩
、

超浅成侵

入休和中深成侵入体为同源浆岩不同演化阶

段的产物
,

分异特征较为明 显
。

但在

对
、

的相关图上 图
虽每一岩组基本上有一独立区 ,

但第一与第
三

、

第二与第四岩组又有不同程度的重叠现

象
,

说明岩浆分异明显但并不彻底
。

关于岩石组合问题
,
从皮科克指数图解

图 上可看出 ①三岩组 属 碱 性 岩组

竟泛
,

趁喊少碘效 惫 如

组合指数 头盆公“

②四岩组属钙性岩组合 钙碱指数为
,

组合指数
。

第一
、

三岩组 氧化
’

钙含

量随二氧化硅的含量增加而增加
,

总碱量则

相反犷因而皮料竟图解上出
’

赫试翰寸币岌燕

印拍

产 第一 下矛绷

一 第二岩组

厂一 第 军于

, ,

“ 一 第四岩组

挂才一
。 ‘ 一一

一
一‘ 一 止一一

二

认饮比

一 了 一 一 一

钊系数

—一 一尹

一

之

一二

产。,

攀
一

一一

一
叫

、、
丫一 二夕

‘

止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

图 各类六石 化学特征 系数图解 二三二生‘
月

‘ ,

乡石

一上

匕

八目日,八‘

凡
、 、 、

少舅代谧于第
吕

, ,

吴于蚤
冬 火 一罕全分异程度 飞

一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各 岩 组 岩 石 化 学 特 征 系 数 表

岩岩性性 氧化系数数 硬化系数数 分离系数数 铁铁 比值值 总镁铁 比值值 总 碱 度度 钾系致致
代代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第第一一 日
。

”
·

怪怪
。 。

岩岩组组 今
。 。 。 。 。 。

第第第
。 。

岩岩岩 劣
。 。 。

组组组 俄 扭扭 泥 一一
。

兀 。 泥 。 元 皿 时 。 北 。 泥

成成成
。 。 。 。

了 魂

。 。 。 。

。 。 。

第第第 入
。

入 入。 入。 注 入。 入。 入。

岩岩岩
。 。 。 。 。 。 。

组组组 今
。 。 。

,
、、

小小小
。 。 。

第第四四 允 允 北 兀 ‘ 盆盆 沈 泥 北 成

岩岩组组组 通
。 。 。

住住住 乙沈沈
。 。 。

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岩性代号 日一细碧岩 , 日一细碧凝灰岩 , 小一细碧扮岩 , 中一细碧珍岩凝灰岩 , 一角斑岩 ,

。 一角斑凝灰岩 , 皿 一石英角斑岩 , 血一石英角斑凝灰熔岩 , 介 , 一石英角斑凝灰岩 ,

旅 。 石英钠长斑岩 , 入 一辉绿岩 , 各究一花岗闪长斑岩

图
,

且钙碱指数与 组 合 指 数不太吻

合
。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

可能与岩石的碳

酸盐化 包括钙质杏仁体 等蚀变有关
。

总之
,

白银火山岩是从 碱 钙 性 基 性

岩 向钙性 酸性岩 方向演变的
。

根据上述
,

我们推测本区深部有一隐伏

岩基存在
。

据甘肃省区测队二十万分之一区

测报岩中有关岩体流线
、

流面的资料
,

估计

此岩基埋深约二千米
。

同时推断矿床可能产

子大岩基顶部凹陷与断裂构造的交汇部位
。

指出隐伏岩基的存在
,

目的在于对成矿

作用过程
,

不能因其生于火山岩中就 单纯理

解为火山作用
,

而应对岩浆 作 用 给 予应有

的
、

足够的重视
。

矿液流动方向初探

前已述及
,

折区矿床主要位于背斜褶皱

核部及伴随褶皱而发生的核部 断 裂 破 碎带

内
,

主矿体位于上
、

下盘倾向相背的破碎带

之间
。

通过对主矿体铜锌比值的计算
,

并据

此绘制了平
、

剖面图
。

由图可见

在平面图 阶段
,

图 上 , 矿体

上下盘皆出现正高密度区
,

尤 其 西 端 最明

显
,

但连续性不太好
,

多成 涡 流 状 间断分

布
。

结合矿体水平透视图可看出 这一阶段

矿体虽为一连续整体
,

但 线西的几个涡流

月

刊 , ,

。

⋯
,

二 仪 书。 北 。 ,

‘

又
’

几一一
‘

一
’

气下下一一一 、 产 兀 ,

二 时
, 、

一
丫忿

“ “ 。 “ ” ‘ ,

叭 “ 王 、、‘ 止业二 一 、 。

气

—
一 万

图 皮科克指数图解 岩性代号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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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基本与前面提到的几个
“

矿柱
”

位置吻合
。

在剖面上 图 等值线形态清楚反映
了矿液在上盘由南向北流动

,

下盘则由北向

南
,

并有由下向上贯入的特征
。

矿液流动方向属尝试性的探索
,

而且仅

作了拆区主矿体个别阶段的工作
。

从结果来

看
, 无论在平面或剖面图上等值线反映的特

征恰与前述褶皱
、

断裂的控 矿 特 征 颇相吻

合
,

充分反映了矿床是矿液沿褶皱
、

断裂上

升 贯人 并交代围岩所成
。

因此
,

火山碎

屑岩只是通过构造作用才成为有利围岩
。

硫同位素问题

甘肃冶金地质三队在《 白银厂酸性火山

岩中黄铁矿型矿床地质特征 》一文中
,
全面

地列举近几年所作的本区硫同位素资料
,

并

与国内外有关矿床进行了对比
,

认为成矿物

质来源于上地慢
。

我们将本区硫同位素数据按统一标准换

算成 “ ” 值 表
,

从表中可 见

彝
龟

醛一深鹉犷
︸

龟郧瓤

表

围
侧 定 对 象 峭

块状黄铁矿

浸染状黄侠矿

抉状黄翻犷

及染状黄侠矿

盛 绪 侠 矿

乙乙
沁沁沁

二

⋯竺生竺
’

·

“ 一
·

‘

·

“
·

·

“ 一
·

“
·

·

岁

摹鬓

桃
口

称文户卜一 纽
银僻决厂寸 裳
处奏石 弧

蒸

一澎邵

口必

嗯

“昌 ’‘算术平均值为 黄铁矿
为

,

黄铜矿为
,

变 动 范 围
。 。 。

乙 ‘ 算术平均值为 筋 黄铁 矿为
筋 ,

黄铜矿为 筋 ,

变动范围
。

编
。

本矿床硫同位素较陨石硫同位素普遍偏

低
,

主要分布在热液区内
,

具有变动范围较

大的特点
,

因而并非典型火山矿床的特点
。

就其 色 ‘ 的变动范围来看
,

与斑 岩铜矿
、

岩浆铜镍矿床
、

岩浆期后热液矿床等三种类

型中的不少矿床是近似的
,

尤以最后一种类
型的矿床更为接近

。

就各种类型黄铁矿型矿床来看
,

乃 ‘的

整体变化范围约为 一 编 ,

与本矿
床无大区别

。

而所列的这些 矿 床 的 成磷
用 ,

不少与岩浆活动有关
。

我们认为白银矿

髦翼 ⋯
“

闷罕、
产 辫

‘、

冬
二 二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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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二
夭之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升一

七
一一 一 尸

入

‘ 飞

,

丫
厂

、产厂︷

护

,才

护几

吞
‘

正泊。

劳
勺

一铜锌比等演线和比可度 矿体界线

矿液流动方向

图 铜锌比等位线横剖面图

床的成矿作用具有火山作用与岩浆作用的双

重性
,

由是窥知本矿床之岩浆成矿作用的重

要意义之一斑
。

必须指出 本矿床形成后经历了漫长的

变质作用史
,

对硫同位素比值的影响是 肯定

的
。

同时
,

这批样品依矿石自然类型采取
,

未考虑到成因类型及不同成矿阶段
,

属混合

样品
。

因而对硫同位素资料仅作一般参考
。

综上所述
,

对白银矿 田的地质特征应着

重指出 超浅成侵入体及中深成侵人体的侵

人作用发生在火山岩成岩之后的地槽回返变

质作用阶段
,

故而侵人岩切割围岩的层理和

片理
。

据岩石化学资料
,

三者又为同源不同

演化阶段的 产物
。

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超浅

成侵人体的侵人作用之后
, 因此矿休对超浅

成侵人体及火山岩昏有明显的交代及穿切现

象
。

矿床 矿体 主要赋存于背斜褶皱核部

的断裂破碎带中
。

对白银矿床的成因问题
,

提出如下初步

看法 火山喷发及火山岩成岩作用阶段结束

后
,

伴随着地槽的继续回返上升及挤压变质
作用

,

发生了富钠花岗闪长岩及其超浅成端

员的侵人活动
,

并形成了本区沿构造线出露

的石英钠长斑岩及富钠花岗闪长岩
。

岩浆侵

人不仅为成矿作用带来了充分的含矿热液
,

也供给了促使矿液运移的热动力
。

由于热动

力的驱动
,

使矿液沿着有几利的构造部位及适

合的围岩条件上升
,

并不断在这 些 部 位 循
环

,

不但溶解了呈分散状态赋存于火山岩内

的造矿元素
,

也不断对围岩进行渗透交代
。

这样
,

一方面形成巨大的成矿蚀变晕
, 另一

方面使大量围岩被吞食或成交代残留体
。

因

而促使矿液成分发生改变
,

加速了成矿元素

的沉淀
。

最后导致在有利构造部位及适 当的

围岩条件下
,

形成可供工业利用的矿床
。

木文在资料收集和撰写过程中
,

都倾注

了露天矿地测科全体同志的心血
。

尤其黄文

耀工程师更是通力合作
。

各小区地测科的同

志也提供了不少的宝贵资料和意见
,

在此一

并表示诚恳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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