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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水坑矿 徒我 司近 年 来探 明的 个特 人 型铅锌银矿 川 成矿 类 创 仃斑岩 创

脉 带 塑 和 层控件 生 型等 三 种
,

拜 多成因
、

多 位
·

体的 成矿特点 它的 形成 与我 闷

部中 生代陆相 火 山活动的 火 山喷 气
一

热液 作 用 了「又

矿 田 地处孤萝 山 破 火 山 曰 西侧断陷带 内
, ‘,飞北东 一 南 西 向 展 布 北东 向 从 其陀

套断裂和燕山 中 期的 次火山 岩体均较 发 仃 造 浪 要的 成矿 和控矿 条件 花岗斑岩 坚

舌状浸位 于侏 罗 系 上统鹅 湖岭组 , 、

地 以 位 逆断层的 盘
,

是斑岩 型 和脉

带型矿床的 仁要 含矿围岩 层控柱 生 恻矿床的吠矿 钧岩 为侏 罗 系 统打鼓 贞组 下段

, ‘ 》 项部的 石 英正 长 质 火 山 角砾岩 层 矿体 链 层状
、

似层状
、

透镜状 严格受

层 立控制 矿田 中除铅
、

锌
,

银外 伴 生组份
、 、 、

比 等 均 具综 合 利 用

价值

囚团团回
冷水坑矿田是近年来探明的特大型铅锌银矿

田
。

矿田呈北东一南西向展布
,

面积约 平方公

里 由银路岭
、

鲍家
、

下鲍家和银珠山四个矿区

组成 图
。

冷水坑铅锌银矿田的大地构造位置 处 于华

南褶皱系赣东南褶隆上浇拗陷南西部的孤萝山破

火山口西侧断陷带上
。

成矿类型具有
“

三位一体
”

的特点
。

其成因与我国东部中生代陆相火山活动

不同阶段的火山喷气一热液作用有关
。

矿田的北

东向及其配套断裂和燕山中期的次火山岩体均较

发育 并是 重要的控矿和成矿条件
。

本文侧 重总

结不同成矿类型的基本特点
,

并对矿床成因进行

初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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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拜
龚锹爪 又

矿田地质概况

从那地层

震旦系下统下坊组 、 由黑云斜长片麻

岩
、

云母石英片岩及石英岩组成
,

顶部见含砾片

麻岩夹薄层透镜状大理岩
。

其中大部分经混合岩

化形成混合花岗岩
, 。

石炭系梓山组

由石英砾岩
、

砂砾岩
、

粉砂岩及粉砂岩夹炭质 贞

岩组成
。

侏 罗系上统为一套钙碱性一碱钙性系列

划 冷 水坑铅锌银矿 田 地质略图
一 第四 系 , , 一侏 罗系 七统鹅湖岭

组 一 震 系下统 下坊组 , 兀 , 一

震 性 系下统混 合花岗岩 二 一 花岗斑
岩 孟斤 一 流纹斑岩 亡, 一 石英正长

斑 岩 ‘ 一 钾 长花岗斑岩 一 实

洲逆断层 一 实测 及推侧 正断 层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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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陆相酸性火山杂岩 分下段扣技顶组 , 和上

段鹅湖岭组 其间为假整合或喷发不整合
。

构造

除下坊组外
,

摺皱构造均不明显
。

断裂构造

发育 有北东
、

北西
、

近东西和北北东向等四组
,

而以北东向的规模最大
二

矿田的矿化范围受位于

矿田东西两边
、

纵贯全区的北东向「
、

两条断

裂控制
。

其中 为压性断裂
,

下坊组逆掩 于侏 罗

系上统火山杂岩之 上 具先压后张的特征 由

数条至数十条破碎铆且成 宽达数十米 沿

号矿带及其两端延伸 北北东向断裂属压扭性的

逆冲断层
,

频繁地破坏 了矿体的连续性
。

岩浆岩

除侏 罗系上统火山岩外 矿田内发育一套与

其相应的次火山侵入岩体

花岗斑岩是矿田内铅锌银矿的成矿母岩
,

除

下鲍家外
,

也是各矿区的主要含矿岩石和矿体围

岩
。

岩体分布于矿田中部
,

最高侵位 于鹅湖岭组

火山岩层中
。

平面上似呈等轴状
,

实为向南东超

的不规则舌状岩 剖面上具陡一缓陡起伏的特点
。

偶见分枝 对围岩无明显热变
、

烘烤现象 相带

亦不明显
,

仅中部斑晶变粗 钾长石有增多趋势

边部见层纹流理构造 普遍具隐爆特点
,

自岩体

内部向外侧依次为未隐爆岩一隐爆凝灰岩一隐爆

角砾凝灰岩一隐爆角砾岩
。

岩石呈肉红一浅灰色
,

块状
、

流线构造
、

斑状
、

碎斑一显微花岗结构 显

微球粒镶嵌结构
。

钾长石斑晶的三斜度刁 二 一

,

有序度 一 。

岩石化学成分 见表

属强 一超酸性岩类
,

富钾贫钠 一 法同

位素年龄平均为 百万年 相当 燕山中期
、

流纹斑岩呈不规则的岩枝
、

岩脉插入花岗斑

岩中
,

少
。

石英正长斑岩是孤萝山石英正长斑岩体的

分枝
,

一 法同位素年龄值为 一 百

万年
。

钾长花岗斑岩呈不规则脉状
,

切过花岗斑岩

及部分矿体
,

一 法同位素年龄值 为 百

万年
。

矿田中的岩浆活动向富硅
、

富钾方向演化

铅锌银矿与早期岩浆活动形成的花岗岩体有关
、

, ’

图 花岗斑岩体
、

铅锌矿体等 厚度 关 系示 愈图

一 花岗斑岩体等厚线 一 铅锌矿体等厚线

等厚图上 图 呈
’‘

钟状
”

突起
,

边界较规整

成矿类型及矿床地质特征

矿田内的矿体 依所含主要有用组份
,

可分

为铅锌银矿体
、

铅锌矿体
、

硫 铜 矿体和铁锰铅

锌银矿体 根据成矿作用
、

控矿因素
、

成矿方式

和矿床特点
,

可划分为斑岩型
、

脉带型和层控伶

生型等三种成矿类型
。

各类型的氧化
、

次生富集

带均不发育
。

斑岩型

是矿田中的主要成矿类型
,

分布 】鲍家和银

珠山矿区
。

矿体产于花岗斑岩岩体中
,

在岩体接

触带附 助勺火山岩中也有产出 图
。

矿床由多

个矿带
、

数十个矿体组成
。

单个矿体呈似层状
、

透镜状 与围岩呈渐变过渡关系
,

但有分枝复合
、

膨大缩小
、

尖灭再现等现象
。

主要为银铅锌矿体
、

铅锌矿体和硫矿体
。

金属矿物 仁要有辉银矿
、

方

花 阅 斑 岩 平 均 化 学 成 分 》 襄
】 一 之之 一一 才 ,, 烧 失最最

硬飞
。

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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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控 生型

主要见于下她家矿区 银珠山
、

银路岭两个

矿区亦有分布
。

矿床产于侏罗系上统打鼓顶组下

部 的顶部石英正长质火山角砾岩层中
。

矿

体呈层状
、

似层状
、

透镜状
,

严格受层位控制 图
。

与打鼓顶组火山岩层整合产出
。

含矿层岩性因所含角砾成分不同而呈肉红色

或灰绿色
,

凝灰角砾结构
,

角砾状构造
。

含矿层

中夹 一 层薄层状铁锰碳酸盐层或钙镁碳酸盐

层
,

是火山一沉积作用的同生产物
。

铁锰碳酸盐

层由菱铁锰矿
、

锰菱铁矿
、

菱铁矿以及石英
、

方

解石等组成 呈灰白色
,

块状
、

条带状
、

胶状构

造
,

隐晶质
、

微细 粒状
、

烦状结构 含锰 一

、

全铁 一
。

钙镁碳酸盐层见于矿田北

段
,

由方解石
、

白云石及少量硅质组成

矿石由辉银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磁铁矿
、

黄铁矿
、

铁锰碳酸盐矿物
、

自然银和方解石 石

英等组成
。

矿石呈块状
、

不规则脉状及角砾状构

造 粒状结构
。

金属硫化物因充填一交代铁锰碳

酸盐矿物
,

而呈细晶粒
、

晶粒集合体及细脉状分

布
,

有时沿铁锰碳酸盐矿物澎】解理交代成环带
。

冲 水 坑 怕 锌 恨 矿 田 不

磁铁矿以充填一交代方式形成粒状集合体
,

构成菱

铁锰矿一 磁铁矿一 方铅矿一闪锌矿一辉银矿矿石
、

菱铁锰矿一 磁铁矿 一 方铅矿一闪锌矿矿石及菱铁

锰矿一磁铁矿矿石
。

铅锌银矿石中所含铅
、

锌
、

银 为斑岩型矿

石的 一 倍
,

但不稳定
,

常迅速变为铅锌矿石

或铁锰矿石

矿床分带不明显
。

大致以紧邻花岗斑岩体接

触带向外依次为铁锰铅锌银矿体一铁锰铅锌矿体
一一

铁锰矿体的递变关系

伴随火山喷气一热液叠生成矿而形成的主要

围岩蚀变类型有 碳酸盐化
、

硅化
、

黄铁矿化等
。

上述三种成矿类型既有区别 又有共性 表
,

均与区内中生代陆相火山活动有关 但由于

受控矿条件
,

成矿多期次
、

多阶段叠生
、

改造的影

响
,

使得三者在空间上的分布界限难以截然分开

矿 床 成 因

成矿控制因素

中生代陆相火山活动及断裂构造是控矿的

主要因素
,

围岩条件对不同成矿类型起着不同的

同 成 矿 类 型 主 , 特 征 对 比 衰

类类型型 控 矿 条 件件 成矿作用用 矿休休 矿 石 特 点点 围岩蚀变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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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 化化

岩岩岩 岗岗 造及任任 岩为主 代代 铅铅 层层 方铅矿矿 交代残残 染状 矿 石 方铅闪闪 型 绢 云 母化化

型型型 斑斑 入接触触 火山碎碎 作作 锌锌 状状 闪锌矿 目目
留 固固 细一微微 锌矿石 黄铁铁铁 黄铁矿化化

岩岩岩岩 带和任任 树岩次次 用用 硫硫 透透 黄铁矿矿 溶体分分 脉浸染染 矿石石石 绿泥 石化化
入入入入体流流 之之 为为为 镜镜镜 离 环环 状状状状

严
酸“““

理理理理构造造造 主主主 状状状 边边边边边边

脉脉脉 花花 裂裂 花岗斑斑 充充 银银 脉脉 辉银矿矿 晶 粒粒 块状状 方铅闪锌辉辉 线线 绿泥石化化

带带带 岗岗 晾晾 岩和火火 填填 铅铅 带带 方铅矿矿 压碎碎 条带状状 银矿 石 黄黄 型型 硅 仕仕

型型型 斑斑 带带 山碎屑屑 作作 锌锌 状状 闪锌矿矿 环边边 角砾状状 铜黄铁矿 石石石 黄铁矿化化
岩岩岩岩 构构 岩岩 用用 硫硫硫 黄铁矿矿 薄膜状状状 金矿 石石石 碳酸盐化化

造造造造造造 为为 锅锅锅 黄铜矿矿矿矿矿矿矿
主主主主主主主 金金金 自然 金金金金金金金

层层层 花花 层层 石英正正 沉积
、、

银银 似似 辉银矿矿 粒状状 不规则则 葵铁锰傲铁 方方 不不 碳酸盐住住

控控控 岗岗 间间 长质火火 充填 为为 铅铅 公公 方铅矿矿 鱼百状状 脉状状 铅闪 锌辉银矿矿 规规 硅 引引
斑斑 淆淆 山 角砾砾 仁 交交 锌锌 状状 闪锌矿矿 放状状 角砾状状 石 葵铁锰磁磁 则则 黄铁矿 什什

生生生 岩岩 动动 层中的的 代 为次次 铁铁铁 铁锰碳酸酸酸 块状状 铁方铅闪锌矿矿 型型型
型型型型 裂裂 铁锰碳碳碳 锰锰锰 盐盐物物物 条带状状 石 菱铁菱镁镁镁镁

睐睐睐睐睐 酸盐岩岩岩岩岩 黄铁矿矿矿矿 矿 石石石石
带带带带带 层层层层层 磁铁矿矿矿矿矿矿矿
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
造造造造



作用
。

火山活动 因素 燕山运动时期
,

受环太

平洋构造活动的影响
,

区域上发生北东
、

北西
、

北北东向断裂
,

并导致强烈的火山活动
,

形成一

系列的火山构造
。

矿田位于孤萝山破火山口西侧

断陷带上 即隆拗交接部位
。

破火山 口内发育侏

罗系上统陆相酸性火山杂岩
。

斑岩型
、

脉带型及

层控叠生型铅锌银矿的形成
,

与鹅湖岭组喷发结

束后次火山侵入作用形成的钙碱性系列花岗斑岩

有成因联系 菱铁锰矿层的形成与打鼓丁哗且形成

后的火山喷发间歇期有成因关系
。

成矿作用与易

于富集含矿的火山喷发一热液息息相关
。

作为次火山岩体的花岗斑岩为成矿母岩的依

据是

①斑岩型
、

脉带型铅锌银矿床
,

工业矿石主要

产于岩体中
。

斑岩型矿床的厚大矿体产于花岗斑

岩的钟状突起部位 图
,

层控叠生型的铁锰铅

锌银矿床 含矿围岩虽是打鼓组的火山角砾岩层

但叠 生其上的铅锌银矿与花岗斑岩有成因联系
。

②岩体隐爆作用的强弱与矿化
、

蚀变呈正

相关
。

③矿石具典型而又独特的浸染状
、

细脉浸染

状构造
。

①岩体中所含主要成矿元素
、 、

等
,

分别是同类岩体维氏值的
、

和 倍 与斑岩型

铜铂矿床的斑 岩相比
, 、

丰度为其 一 倍
。

厂

司岩体中长石的
、

含量 是同类岩体中

长石的 和 倍

巡 岩体的面型蚀变
、

类型
、

分带特点等 与

斑岩矿床的模式相似

构造 因素 断裂构造既控岩又控矿
,

层间

滑动破碎带则是铎致叠生成矿作用的主因
。

矿田

受北东
、

北西
、

北北东向 毖 较人断裂交汇区的

控制 花岗斑岩体的形态
、

产状
、

钟状突起的排

列方向 均受北东和北西向两组断裂的双重制约

各种类型的矿带和矿体
,

断裂的控制均很明显
二

围岩因素 逆掩 火山岩层之上的云母

片岩
,

是花岗斑岩体上接触带的 卜要围岩 对含

矿的 火山喷气一热液起着屏蔽隔挡作用
,

导致厚

大的工业矿体形成 上接触带的内带
一

作为层控

叠生型赋矿围岩的石英正长质角砾岩中所夹的铁

锰或钙镁碳酸盐夹层
,

化学性质比较宁舌发
,

有利

于成矿作用的进行
。

成矿期和阶段

矿田中三种成矿类型分属两大成矿期
、

三个

成矿阶段
。

火山一沉积成矿期 晚侏 罗世陆相火山

活动的基底地形起伏较大
,

矿田范围内的陆相火

山湖盆
,

在封闭一半封闭
、

气候干操
、

弱还原
、

弱碱性
、

湖水不深
、

盆底缓慢下降的条件下
,

成

矿以沉积作用为主
。

菱铁锰矿层和火山岩层为整

合关系 层位较稳定 产状一致 矿石具条带状
、

柔

皱状构造
,

鲡状
、

胶状结构 磁铁矿标型组份丁

含量为 一 ,

含量高达
,

与

沉 积变质 型磁铁矿矿床中磁铁矿的同类组份含

量相似
。

火山 喷气一热液成矿期 可划分出以下

两个阶段
。

卫斑岩型矿床成矿阶段 旱期的含矿花岗斑

岩
,

在其侵入一冷凝过程中逐步富集含矿的火山

喷气一热液
,

并由偏碱性转变成偏酸性 随着硫

离子浓度的加大
,

矿物质相对富集 以交代自变

质的方式析出
、 、 、 、

等的硫化物
。

这种交代作用形成的浸染状矿石很独特
,

矿化斑

晶孤立而又均匀地存在于花岗斑岩体中
,

极难发

现有细脉
、

微脉与斑晶相通
。

②脉带型和层控叠 生型成矿阶段 斑岩型矿

床形成后
,

控制斑岩体的
、

仍在继续活动

派生了多组断裂破碎带和层间滑动破碎带
。

这些

破碎带
,

既是含矿的火山喷气一热液的通道 也

是贮矿空间
。

由于成矿温度逐渐降低
,

含矿的火

山喷气一热液便向以热夜为主的 方向演变
,

为银

的富集提供 了条件
。

成矿以充填 方式为 仁
,

交代

方式为次 矿石以脉状
、

角砾状
、

块状构造为主
,

浸染状矿化仅限于矿脉的一壁或两壁
。

至 层控

叠生型矿床 由于原生的碳酸盐层化羊性质活泼
,

而易受火山喷气一热液的影响
,

睁致矿质活化
、

转移和谊结晶 再加上花岗斑岩的侵入接触
,

使

部分菱铁矿转变成磁铁矿 故成矿 方式复杂多样
。

这两种成矿类型的构造条件相似
,

并且均以



富银为特点 应属同一成矿阶段
。

但是
,

由于构

造和成矿的脉动性
,

脉带型矿床还可分为三个亚

成矿阶段 铜 硫 成矿亚阶段 —黄铜矿一黄

铁矿矿石形成的主要阶段
, 、 、 、

的矿

化较弱
,

形成少量磁黄铁矿
、

毒砂
、

辉秘矿等

铅锌银成矿亚阶段 —方铅矿一闪锌矿矿石形成

的主要阶段
、

矿化逐渐增强 铅锌银金和

铁锰碳酸盐成矿亚阶段
,

以 矿化为主
,

的矿

化亦较严重
,

铁锰碳酸盐矿化以蚀变的形式出现
。

三个亚阶段的矿液
,

由酸性向弱碱性
、

硫离 子浓

度逐渐减少
、

增高
、

温度逐渐下降
、

值增

大的方向演化
。

成矿沮度和成矿物质来源

矿田 中不同成矿类型和亚阶段 形成的方铅

矿
、

闪锌矿
、

黄铁矿
、

石英等 件试样的爆裂法

测温结果为 一 亡
,

主要集中 一
。

说明成矿作用始于火山喷气一热液的气化一高温

阶段
,

止于火山热液的低温阶段
,

以高一中温阶

段为主
。

对除石英以外的上述三种硫化牡
’

魂位

素测定结果
,

离差率小 多为正值
,

占 , ‘
的平

均值为 十 。 具陨石硫的组成特征
。

与斑岩型

及某些内生热液硫化物矿床有相似的硫同位素组

成
,

说明硫源于地壳深部
‘

矿床成因

综上所述
,

矿田中三种成矿类型均与中生代

陆相酸性火山岩浆活动有关
,

是火山活动不同演

化时期分异作用的产物
,

可统称
’

三位一体
”

陆

相火山矿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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