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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在玉石洼矿体的南端
,

与云驾岭矿体

之间
,

接触界面有突降现象
,

是否为断层接触 会

兰村一云驾岭北东向断层 查明这一现象
,

借

以重新圈定矿体
,

储量仍可望有较大增长
。

邯邢式铁矿找矿远 景

据统计
,

近几年全国冶金地质系统所发现

的铁矿中
,

在老矿区找到的 占
,

新区占
。

这些矿床大多是用综合方法找到的
。

根

据我队 多年的工作实践
,

和五家子
、

玉石洼等

矿区的找矿经验
,

在众多的老矿区内
,

仍有可能

发现新矿体
。

,

就邯邢地区而言
,

迄今已发现大
、

中
、

小型

矿体 个
,

累计探明储量 亿多吨
。

但是
,

这种

类型的铁矿形态复杂多变
,

一次探清确也不易
。

加之本区基础地质工作仍较薄弱
,

找矿手段亦较

单一
,

仪器设备陈旧
,

地质
、

物探工作仍有脱节现

象
,

因此
,

综合找矿能力有限
。

在上述的一百多

个矿体中
,

并未包括为数众多的小矿点
,

可见进

一步开展
“

就矿找矿
”

的潜力仍很大
。

目前
,

除区内已发现的矿体或矿点外 找矿

有望地段甚多
,

特别是许多性质不明的物探 磁

法 异常点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区内自西而东
,

断续出露的符山
、

固镇
、

武

安
、

矿山
、

莱村等岩体
,

实际上是呈北北东向分

布的东
、

西两个岩带
。

东部岩带的剥蚀程度相对

较浅
,

侵入顶板围岩层位也较高
,

中奥陶统有利

成矿的围岩分布也比西部完整
。

可以认为
,

东部

岩带的东侧及向西南隐伏延伸的部位
,

东部各岩

体之间中奥陶统碳酸盐岩分布区
,

仍有较好的找

矿前景
。

此外
,

在山东的济南
、

金岭镇地区
,

山西的

二峰山
、

塔儿山地区以及苏豫皖鲁交界处的徐蚌

地区
,

均有这种类型铁矿分布
,

而且 左右为

富铁矿 约占我国富铁矿总量的
。

因此
,

深

入研究邢邯式铁矿的成矿规律
,

进一步开展这种

类型铁矿的找矿工作
,

意义更显得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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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银山铜铅锌矿床成矿特征

李传明

江 西铜业公 司银 山矿

本文主要从控矿构造和矿化分带两个侧面
,

探讨银山铜铅锌矿床的成矿特征
,

以期指导矿山

生产
,

提出找矿方向
。

矿 区地质概况

矿区位于中生代德乐火山盆地的东北缘
、

赣

东北深大断裂的西侧
。

北东向的银山倾伏背斜一

断裂带 以下简称轴部构造 纵贯全区
,

控制了

本区火成岩的侵入
、

喷发
、

喷滋
、

爆破 ①及成矿
。

展旦亚界双桥山群浅变质岩系广布全区
,

由

绢云母千枚岩与砂岩千枚岩互层组成
,

片理发育
,

走向北东东一北东 与层理一致 图
。

侏罗系

上统鹅湖岭组下部的火山岩系沿轴部构造分布
,

由千枚质砾岩和流纹质碎屑岩及其角闪流纹岩组

成
。

鹅湖岭组上部
,

在西山和南山以南
,

为一套

英安质碎屑岩及熔岩
。

白蟹系下统石溪组呈北东

向分布于矿区南缘
。

本区断裂和裂隙构造发育
,

走向以北北东
、

北东东和北北西向为主
,

次为北东
、

北西和北西

西向
,

再次为南北向
。

与成矿密切相关的石英斑岩体
,

受北东东向

断裂余淞东西向构造控制
,

呈北东东向近等距右

型侧现于轴部构造北西侧 上盘
,

北东东端宽大
,

①刘家远 江西燕山期随蔽 破相岩石及其与成矿关系

的初步研究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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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矿床地质圈

一英安质火山碎屑岩 一火山场陷角砾岩 一角闪流纹岩 一流纹质集块角砾岩
一

千枚质砾岩

一千枚岩及其片理走向 一角闪安山扮岩 一爆破角砾岩 卜英安扮岩及编号 一石英斑岩及编号

一石英闪长岩 一银山背斜一断裂带

南西西端窄小
,

向深部在轴部构造附近收敛
,

显

示出由北东东向南西西向被动侵位的趋势
,

均不

同程度地黄铁绢英岩化和矿化
,

其中 号岩体在

米中段见有英安粉岩侵入
。

俊位于矿区中心的 号英安粉岩体
,

受多组

断裂复合控制
,

剖面上呈筒状
。

而西山 号
、

号和 号英安扮岩体
,

主要受火山机构控制
,

地

表为熔岩被
,

深部与侵入体相连
。

岩石皆以水白

云母化为特征
,

矿化微弱
。

角闪安山扮岩仅侵入火山口的英安质碎屑岩

中
,

蚀变与矿化甚徽
。

姆破角砾岩类常发育在石英斑岩和英安扮岩

的边部和顶部
。

据区域对比
,

上述次火山岩体均属燕山早期

第三阶段产物 ②
。

一断裂 一地表出耳及隐伏的主矿体

西山火山口为塌陷复活性破火山口
,

由大量

英安质和少量流纹质碎屑岩与熔岩充填
,

边部形

成 一 米厚的塌陷角砾岩带
。

根据火成岩特征和相互关系
,

可将火山旋迥

分为三个阶段 次 第一次为流纹质集块角砾

岩喷发
,

角闪流纹岩喷滋
,

石英斑岩侵入及其爆

破 第二次为火山碎屑岩喷发和塌陷
,

英安质熔

岩喷滋
,

英安扮岩侵入及其爆破 最后是安山扮

岩的喷滋和侵入
。

其中以第二次规模最大
。

矿床地质特征

含矿裂赚特征和展布规律 该矿床由北

②韦天设 德兴银山矿区地层
、

火山岩时代划分的愈见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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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

九区
、

铜区
、

银山和西山等五个矿区组成
。

控制矿体的裂隙有北东东
、

北东
、

北北东
、

匕北

西一北西和北西西向五组
。

北东东向裂隙以压扭性为主
,

右型侧列于轴

部构造上盘
,

两向倾斜
。

各矿带都有数条主矿体

作近等距分布
,

大致平行于围岩片理产出
,

以延

长大于延深和膨缩为特征 富矿地段常发育在先

膨胀
、

后张开的部位
。

各矿区之间有稀疏平行的

小矿体分布
,

是矿化连续的佐证
。

北北西一北西向裂隙以张扭性为主
,

左型侧

列于轴部构造的下盘
,

作等距斜列分布
,

以延长

远小于延深和分支复合为特征 富矿地段常发育

在分支复合处或产状弯转部位
,

即走向变化或倾

角变缓部位
,

并派生北西西向张性小裂隙 以较

晚阶段的矿物组合充填为主
。

它们均斜切围岩片

理
,

倾向南西至南南西
。

北北东和北东向的裂隙分别成群产于 号岩

体接触带与西山东缘
,

倾向以南东为主
,

属压性

或压扭性
。

综上所述
,

银山轴部构造上下盘不同方向含

矿裂隙有规律地展布
,

说明皆属同一构造体系的

不同序次
。

矿石矿物和主要组份分布特征 矿石的

矿物成分复杂
,

共发现 余种矿物 ③
。

特征矿物

的分布因地而异 表
,

反映出各区成矿的特

殊性
。

各矿区成矿元素含量如表
。

显而易见
,

在

同一平面上
,

北区 高 低
,

南区恰好相反
,

铜区富含
,

西山南部富含 及
, 。

各

各矿区成矿元 , 含工 斑 斑

标标高高 矿 区区

米

北 山山 痕痕
。

九九九 区区 痕痕

铜铜铜 区区 乡乡 痕痕

银银银 山山
。 。

③③
。

西西西山南部部 ②②② 叨叨叨

一一 北 痕痕
。 。

九九九 区区 痕痕
。

银银银 山山
。 。

一一 北 山山 痕痕

九九九 区区 痕痕
。

铜铜铜 区区 必必 痕痕

银银银 山山
。

④④
。

西西西山南部部 砂砂砂 田田田

各矿区特征矿物分布衰 斑

矿矿 区区 铁闪锌矿矿 黄铜矿矿 硫砷铜矿矿 细粒方铅百百

毒毒毒 砂砂砂 砷确银矿矿 重晶石
、

石 ,,

北北 山山

九九 区区

钥钥 区区

银银银 东区区 ④④ ④④ ④④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南南南区区区区区

西西山南部部部

资料来派 矿山 年底中段地质 级储 表

江西冶勘一队 “
关于九区钢带中间性勘探报

告
”
和西山南部部分勘探线剖面图

①一 米以上 ②一 米以下 ③一 。米标高 ④一 米标高

区轴部构造附近
,

增高
,

表现出含矿热液

沿轴部构造上升
,

并围绕几个中心向两翼扩散的

趋势
。

伴生元素主要有
, , , , ,

, ,

和
。

其中北山一九区
, ,

含量较高 铜区富含
, , ,

银山

富含 西山南部富含
,

为铜区的 倍

左右
,

④ 最高达 和 为铜区的

倍以上
。

在垂直方向上一上部富含
, 自 深部 ’

含量增高
,

表明矿液在上升过程中
,

其组份由

相对富
,

到相对富
, , 。

以上特征反映了该矿床矿化的多中心和矿液

性质的差异
。

矿化与蚀变分带 矿化元素有规律的分

‘ 徽量
,

极少量
,

少量
,

大量
。

③叶庆同 我国主要内生铅锌矿床的一些成矿地质特征
,

年
。

④矿 山质 管科 对 孔的 检侧报告
,

一 年 月
。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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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
,

构成了矿化的带状分布 图
。

在平面上
,

分带是以 号
、

号
、

号石英斑岩体和 号
、

号英安粉岩体为中心
。

由石英斑岩体中心向外

为 深部 一叫 , , ,

由英安纷岩中心 向外为 无矿核
,

, ,

南
,

南
。

铜

带往深部向南扩展
,

锌铅带变化较小
,

铅银带仅

富集在上部的南缘
,

其他各带逐渐缩小
。

围岩蚀变与矿化分带是相对应的 水白云母

化 无矿核 一黄铁绢英岩化 带 一弱绢英

岩化 带 一绿泥石绢云母化

带 或绢云母绿泥石化 带 一绿泥石碳

酸盐化 带
。

各带又常被晚期的高岭石

化
、

迪开石化至加
。

矿化一蚀变带总体上围绕轴

部构造分布
,

走向北北东
,

同时又受各矿化中心

制约
,

相互衔接过渡
。

一

在空间上
,

受矿化多中心
、

含矿裂隙特征

和各成矿阶段的登加程度所控制
。

近轴部构造次火山岩岩性控矿 石英斑岩

中形成以铁闪锌矿为主的锌铅矿体 英安扮岩均

在接触带上有硫砷振闷
‘ 、

砷麟铜矿矿体
,

如 号
、

号
、

一 岩脉 和 号岩体
,

且自南而北

矿化增强
。

矿区南部为德乐火山盆地的边缘
,

地势低
,

由于北部剥蚀深
,

故在平面上表现出南北矿化不

协调
。

由于构造的等距性
,

以及银山矿带呈左型

向南东侧伏
、

西山矿带呈右型向南西侧伏等因素
,

导致 号与 号岩体之间出现无矿区
。

矿化带西部
,

因受西山火山口塌陷的影响
,

埋藏较深
,

又因距轴部构造较远
,

可能矿化带窄
,

品位低
。

号岩体及其下盘接触带
,

经钻探验证未

发现矿体
。

圈 一 米标高矿床矿化分带圈

一西山火山 口 一 玻角砾岩 一石英斑岩及编号

一英安扮岩及编号 一石英闪长岩 一黄铁绢英岩化

钥矿带 一弱绢英岩化炯铅锌带 一绿泥石绢云母化锌

铅带 一绢云母绿泥石化铅锌带 一绿泥石碳酸盐化铅

银 带

形响矿化分带的因素有

在时间上
,

成矿岩体总是先近岩体中心沉

淀
,

后至外围沉淀
, , 。

成 矿 特 征

控矿条件 根据矿化作用和岩石中主要

成矿元素的含量 表 判断
,

区域内似乎没有

矿源层
。

除前已述及的岩性控矿外
,

砂质千枚岩
、

石英闪长岩
、

第二期爆破角砾岩和绢云母千枚岩

也都有利于成矿
。

强烈的硅化使石英斑岩变脆
,

导致裂隙发育
,

后因多阶段的矿化充填交代
,

致使石英斑岩中铜

铅锌含量高 在构造的驱动下
,

英安扮岩快速侵

位一爆破
,

在冷凝结晶期即开始成矿
,

反映深部

岩浆分异不彻底
,

造成英安纷岩贫铜
、

富铅锌的

结果
。

不同岩体含有不同的伴生元素
,

号
、

号
、

号石英斑岩体富含
, ,

号
、

号

英安扮岩体富含
, ,

号英安

纷岩体富含
, ,

构造活动控制了成岩成矿的期次及其空间分

布特征
。

加里东期以来
,

本区受南北对扭派生的

北西一南东向分压力作用
,

形成了银山背拣 尤

其是燕山早期
,

由于应力持续作用
,

于轴部产生

断裂带
,

并伴有次级北东
、

北东东和北北西向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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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素 在 中 的 含 呈

位

岩 石

矿

样品数
。

备 注
一 巧 米中段 线
一 米中段钢区

米中段南山

号 号
,

号岩体

九区地表

仙人架板地表

号
、

号及 一 脉岩

西山地 表

一
⋯⋯

一
一、‘一

矿

主 共 成 矿

岩 石 类 型

绢 云 母 千 枚 岩

砂 质 千 枚 岩

石 英 闪 长 岩

石 英 斑 岩

流 纹 质 碎 屑岩

角 闪 流 纹 岩

英 安 份 岩

安 山 纷 岩

平 均

千 枚 岩
砂 质 千 枚 岩

古 闪 长 岩

英 安 粉 岩

紫 红 色 细 砂 岩

紫 色 砂 岩

平 均

匹壶岩歹少克拉克值上

根据玲 年长春地质学院郝正平提供

。

。

孔家一带地表

风 化

孔家一带地表

年江西冶金勘探公司周云喜资料摘录整理
。

裂
,

导致酸性火山岩喷发
,

石英斑岩侵入及爆破
,

与此同时 ①形成第一期矿化川 ①
。

其中一阶段

为黄铁矿一石英矿化
,

呈面型浸染状分布 二阶

段为黄铁矿一黄铜矿一石英矿化 三阶段为黄铁

矿一铁闪锌矿一石英 毒砂 矿化 发生在含矿

裂隙张开之后
,

分布在石英斑岩体及接触带中
。

轴部构造复活斜冲
,

致使铜区和西山构造活

动加强
,

成生或改造前述含矿构造
,

导致英安质

火山岩喷发
,

英安粉岩侵入与爆破
,

同时形成第

二期矿化
。

其中四阶段为黄铁矿一黄铜矿一石英

矿化 五阶段为硫砷铜矿 砷瑞铜矿一石英矿化
,

主要分布于英安粉岩体外接触带 六阶段为方铅

矿一硫盐矿物矿化
,

分布于英安扮岩体外围 即

登加在二
、

’

三阶段矿化裂隙的张开部位
。

轴部构

造活动的末期
,

派生一些北西西向张裂隙
,

是最后

阶段浅黄色闪锌矿一细粒方铅矿一胶状黄铁矿
、

碳酸盐矿物矿化 主要分布于银山南端 和安山

质火山岩喷滋与侵入的时期
。

由上推论
,

火山活动与成矿同受构造制约
。

⑤周厚室 江西德兴某铜铅锌矿床的带状分布
,

年
。

⑥中南矿冶学院实习队 九龙上天铜矿带 米中段钥矿

石矿相初步研究
,

年
。

该区火山活动属于德乐火山盆地边缘相
,

为裂隙

式
、

中心一裂隙式
,

规模小
,

不可能形成理想的

火山构造
,

只能使原有不连续的结构面得到加强
。

故火山活动仅是成矿的先驱
,

在空间上相互依存
,

致使矿化紧紧围绕次火山岩体分布
。

成矿温度 据叶庆同〔 “、

周厚室 ⑤
、

郝

正平等同志所提供的硫同位素和爆裂法
、

均一法

测温资料
,

该矿床的成矿温度有以下特点

①变化范围大
,

自 一 ℃
,

个别黄铁矿

爆裂法测温高达
“

②不同成矿期 或阶段 成矿温度不尽相同
。

第一成矿期为 一
“

第二成矿期铜矿化阶

段为肠 一 ⑥ ,

铅锌矿化初阶段 一 ,

最后为 巧 一
“ 。

以上也反映在同一矿物不同

时代成矿温度亦不同

③各矿化中心的成矿温度亦有差异
。

北山一

九区为 一 铜区
“

南侧外围

一 ,

西山南部变化范围可能更大些

④据现场大量观察
,

各区的较高温矿物组合

在近轴部构造附近增多
,

远离则减少
。

在银山东

区的同一矿体中
,

从北至南
,

依次分布黄铁矿一

黄铜石一石英 可有硫砷铜矿
、

瑞铜矿叠加 组

合 黄铁矿一铁闪锌矿一石英组合 方铅矿一硫

盐矿物组合 浅黄揭色闪锌矿一细粒方铅矿一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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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盐矿物组合
。

后者常有部分叠加在前者之中
。

德定同位介特征

矿床金属硫化物的 才 , ‘

值变化范围很窄
,

均值接近于零 编
。

样品频数明显呈塔形

分布 图
。

说明硫来自地壳深部
。

据韦天设

个样品 , ’ ,‘

值变化范围为 一
,

极

差为
,

均值为
,

接近陨石中 , ’

值
。

故认为该矿床的成矿物质与燕山早期第三阶

段火成岩属同源异体
,

口附床与过渡型岩浆体系

有关 据刘家远
, 。

矿区
,

蝙平均位

矿矿 区区 黄铁矿矿 黄锅矿矿 硫砷栩时
,,

闪锌矿矿 方铅矿矿

北北 山山

九九 区区
。 一

钥钥 区区

银银银 枢枢
一 一 。

山山山 枢枢
。

西西 山山 一 一 一

据那正平
、

叶庆同
、

华仁民和韦天设的数据整理
。

矿 床
采样位引矿石名称

铅 同
’”‘ , 。‘

位 价 组 成 襄
, “ ’ ’“‘

沪
‘ , , ‘

铅铅锌锌山区北九

钥铅锌

巧锌银铅铅
捕惰筋

长春地院同位素地质室侧定
,

郝正平提供
。

二 污

’ 一 , ’ ’

万 一 少 ,

“
“ 。。

口
,

口 因 团
‘ 乏口。

曰 矿床中主要犷钧硫同位 组成圈娜
一黄铁矿 一黄炯矿 一硫砷炯矿 一闪锌矿 一方铅矿

此外
,

各矿区的 , 心均值 表 表明

铜区与西山的硫砷铜矿
、

北山一九区与银

山东区的黄铁矿
,

绍
, ‘

均值相近
,

属同阶段
、

相

似物化条件卞的产物
。

铜区
、

北山一九区以及西山
,

黄铁矿 绍
,‘

均值略有偏离
,

标志着不同矿化中心硫分铭的

差异

招 均值大致自北至南呈现递减规律
,

间

接反映了成矿岩体侵位由早到晚和成矿沮度的递

减趋势
。

由表 可知
,

铅同位素变化范围小
,

较均一
,

卜 , 卜 ‘

为 一 ,

略呈方向性变化
,

与心
‘分布特征类似

。

也表明成矿物质来源于地

壳深部
,

与岩浆活动有关
。

成矿通道与中心 综上所述
,

银山轴部

构造是该矿床的导岩导矿通道
,

也是布岩
、

布矿

的主干构造
。

火山活动由北往南推移
,

次火山岩

体相继侵入定位
,

分别以 号
、

号
、

号及

号和 号岩体为中心成矿
,

并向侧向扩散
。

号

岩体位于构造复合中心
,

火成岩活动频繁
,

成矿

规模可观
。

矿床成因 该矿床与燕山早期第三阶段

的中酸性次火山岩系属
‘

三同异体
”

的血缘关系
。

即同时期
、

同通道和同一深度来源的紧密共生体
。

矿床应归属火山期后中高一中低温热液成因〔’乞

承蒙长春地质学院迟实福老师的指导和洪金

峦
、

韦天设
、

郝正平
、

张洪涛等同志的支持
,

在

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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