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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矿资源及主要银矿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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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总公 司北 京矿 产地质研完所

世界银矿资源主要分布在苏联
、

墨西哥
、

加拿大
、

美国
、

澳 大 利

亚和秘鲁等国
,

重要银矿床类型是与中一新生代火山岩
、

次火山 岩 有

关的浅 成 热液脉状银矿床
,

斑岩银矿床
,

火山岩中的含银块状硫化物

矿床
,

沉 积 型银多金属矿床
,

碳酸盐岩中的沉积一改造型含银多金属

矿床
。

关 润 世界银矿资源 , 银矿床类型 , 地质特征

地 质
·

矿 床

白银具有良好的物理
、

化

学特性
,

在工业和其他领域的

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

同时
,

白银

作为一种货币
,

还是国际贸易

的支付手段之一
。

因此
,

银矿

的找矿勘探
、

开发对国民经济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世界银矿资源概况

据美国矿业局 年 《矿产实况与问题 》一书

公布的数字
,

世界银矿储量约
,

储量 基 础

为
。

银矿资 源 主要分布在苏联
、

墨西哥
、

加拿大
、

美国
、

澳大利亚和秘鲁等国
,

其储量约占

世界银矿总储量的 ,

其中苏联
、

墨西哥和加拿

大三国的银储量约占世界银总储量的一半
。

从银矿

资源的来源上看
,

约有 的银储量来源于铜
、

铅
、

锌矿床
,

的银来自独立的银矿床
。

锌矿床是银最重要的来源
。

美国矿业局曾对主

要产银国的矿山 矿床 进行分析
,

发现约有

的银储皿来自于锌矿床
。

其中澳大利亚约有 的

银储 产于锌矿床中
,

加拿大为
,

墨西哥
、

秘

奋各为
,

美国为 邢
。

此外
,

葡萄牙
、

印度
、

日本
、

希腊等国所生产的银也大部分来自锌矿山
。

这类矿床的银品位为 、
。

墨西 哥
、

澳 大

利亚
、

秘鲁
、

加拿大产银锌矿山所回收的银的加权

平 均 品位 分别为
、 、 、 。

美国

产银锌矿床银的平均品位为
。

这些矿 床 绝大

多数还没有开发利用
。

独立的银矿床是银的第 大来源
。

国外约有

的银储 来于独立的银矿床
。

其中墨西哥约有

的银产于独立的银矿床
,

美国为
、

秘鲁为
、

加幸大为
。

此外
,

西班牙
、

摩洛哥
、

法国
、

南非

等国 或地区 所生产的银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独立

的银矿床
。

含银铜矿床是银的第 大来源
。

该类矿床中可

回收的银储量占美国可回收银总量的
,

占秘奋

的
、

占加拿大的
。

而智利
、

阿根廷
、

巴拿

马
、

巴布亚新几内亚
、

菲律宾
、

南斯拉夫
、

波兰等

国所回收的银几乎都来自铜矿床
。

这类矿床银品位

普遍较低
。

国外 个大型产银铜矿山中
,

只有加拿

大的基德克里克银品位超过
。

含银铅矿床中可回收银的数最不大
,

且品位较

低
。

该类矿床主要分布在南非
、

美国
,

其次是里西

哥
、

澳大利亚和摩洛哥
。

含银金矿床中银储 所占的比重不大
。

这类矿

床主要分布在南非
、

智利
、

美国和苏联等国 或地

区
。

美国矿业局曾对国外 个含银金矿床进行统

计
,

其平均品位为
。

近几年来
,

该类矿床 中

的银储量和产量都有所增加
,

但银矿资源要取得较

大突破
,

主要取决于能否找到大型或特大型的含银

贱金属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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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银国概况

苏联
,

墨西哥
,

加拿大
,

美国
、

澳大利亚和秘

奋等 国银的年产量约占世界银总产量的 写
。

苏联 银储量约为
,

占世界银总储量的
、

写
,

居世界第 位
。

年银产 最 为
,

比拍 年 增 长
。

苏联银矿资源主要分布在乌拉

尔
、

哈萨克斯坦
、

远东
、

东西伯利亚和亚美尼亚等

地区 ,

所生产的银几乎全来自有色金属和贵金属矿

山
。

西哥 银储量为
,

占世界银总储量的
,

居世界第 位
。

年银 产量 达
,

比 年略有减少
。

据美国矿业局对该国 个产银

矿山的分析
,

的银产自独立的银矿床
,

的

银产自铅锌矿床
, 的银产自铜矿床

。

墨西哥银

矿床主要有两类 ①与中新生代火山岩
、

次火山岩

有关的铅锌铜银火山热液矿床
,

主要分布在瓜那华

托
、

萨卡特卡斯
、

杜兰哥
、

帕楚卡和塔 克 斯 科 地

区
。

大 型 矿 山 有雷尔安格雷斯
、

圣巴巴拉
、

圣马

丁
、

弗雷斯尼约
、

阿维诺
、

塔克斯科和奈卡等
。

②

斑岩型矿床
,

主要分布干该国的北部
。

加水大 银储量
,

占世界银 总 储 量 的
。 ,

居 世 界 第 位
。

年银产量达
,

比 年增长约
。

加拿大约有 的银储 量 在

铅 锌 矿床中
,

另外 在铜矿床中
,

独立的银矿床

主要为安大略省科博尔特地区的中温热液银一钻一

镶矿床
,

以及育空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些与

第三纪火山岩有关的浅成热液银矿床
。

该国主要产

银矿山有基德克里克
、

诺兰达
、

法鲁安维尔
、

沙利

文
、

杰柯和不伦瑞克等
。

自 银储量 玲
,

约占世界银总储量
。

其中约有 纬的银产自独立银矿床
,

的银产自

铜矿床
,

的银产自铅锌矿床
。

美国产银矿床类

型主要有 斑岩铜矿
、

火山岩型贱金属矿床
、

密西

西比型铅锌矿
、

火山热液及浅成低温热液金一银矿

床
、

热液型铅锌矿等
。

银矿资源主要分布在爱达荷

州
、

内华达州
,

获大拿州
、

亚里桑那州
、

犹他州
,

这 个州 年银产量约占美国银总产量的 万
。

主要产银矿区有基韦诺
、

特洛伊
、

雷德道格
、

科尔

达伦
、

密西西比
、

维伯纳姆和宾厄姆坎宁等
。

美国

个主要产银矿山的银产量约占其总产量的
。

年美国银产量达
。

沈大利里 银储量 ,

约占世界银总储量

的
,

其中 的银储量斌存在铅锌矿床中
,

银

资源主要分布在新南威尔士州
、

昆士兰州和卡尔古

利等地
。

矿床类型主要为沉积型铅锌矿床和火山岩

型块状硫化物矿床
。

重要产银矿床有埃卢拉
、

伍韧

朗
、

罗斯伯里
、

芒特艾萨
、

布罗肯希尔和奥林匹克

坝等
。

澳大利亚银矿资源潜力很大
,

在短短的几年

间
,

银储量就由 年代初的 增至 年代 中 期

的
。

秘 银储量
,

约占世界 银 总 储 量 的
,

主 要 分布在该国的中部和南部的安第斯山

脉
。

银主要产自独立银矿床 约占总储量的
、

铜一铅一锌多金属矿床 占 和斑岩铜矿床
。

重要产银矿山有托克帕拉
、

塞罗德 帕 斯 科
、

莫 罗

科查
、

卡萨帕尔卡和朱尔卡尼等
。

秘鲁是 世 界 第

大银出口 国
,

其银产量仅次于墨西哥
,

居世界第

位
。

除上述产银国外
,

波兰
、

智利
、

日本
、

朝鲜
、

瑞典
、

南非
、

摩洛哥
、

南斯拉夫和西班牙等国 或

地区 银的储量和产量也比较大
。

波兰的银主要来

自砂岩铜矿
,

智利产自斑岩铜矿
, 日本

、

瑞典
、

西

班牙和南斯拉夫的银主要产自火山岩型 贱 金 属 矿

床
,

南 非 产 自 热液型金矿床和火山岩型贱金属矿

床
,

摩洛哥产自热液型贱金属床
,

朝鲜产 自沉积型

铅锌矿床
。

中国 银矿储量居世界前列
。

银矿资源主要分

布在中南和华东地区 占全国银总储量的
,

其

次是西南和西北地区 占
。

银主要以共 伴

生形式产于有色金属矿床 占 和金一银矿床

占 中
。

主要银矿床类型有岩浆热液型
、

火

山一次火山岩型
、

沉积型和沉积变质型
。

与世界主

要产银国相比
,

我国的银矿品位较低
,

大约有 的

银储量品位低 于
,

厂的 银 储 量 品 位 低 于
。

而且大多数产银矿床的规模较小
,

大型银

矿床少见
。

从我国所处的大地构造位置和成矿环烧

来看
,

银矿资源的潜力还很大
,

经过最近几年的勘

查工作
,

已确定了一批具有成矿潜力的成矿区带
,

如东蒙
、

冀北
、

东秦岭一桐柏山
、

胶东和川西等地

区
。

综上所述
,

世界银犷资源分布很不均衡
,

美州

的银储量占世界银总储量的 以 上
,

尤以北 美 洲

的银矿资源最为丰富
,

约占世界银总储量的朽

欧洲的银资源约占世界银总储量的 , 其次是大

洋洲
。

亚洲和非洲的银资源比较贫乏
。

总的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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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和澳大利亚是银矿资源潜力最大的地区
。

今

后其银储量还会有大的增长
。

主要银矿床类型

银矿床类型很多
,

但经济意义较 大 的 只 有

类 ①与中一新生代火山岩
、

次火山岩有关的浅成

热液脉状银矿床 , ②斑岩银矿床 , ③火山岩中的含

银块状硫化物矿床 , ④沉积型银多金属矿床 ⑤碳

酸盐岩中沉积一改造型含银多金属矿床
。

现简述如

下

与中一断生代火山岩
、

次火山岩有关的浅

成热液脉状银矿床

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银成矿带
,

其 中 以 墨 西

哥
、

玻利维亚和美国西部银成矿区最为重要 其次

是欧洲地中海地区
、

日本和我国东部
。

矿床大多产

于早第三纪至晚第三纪钙碱性火山岩
、

流纹质凝灰

岩
、

安粗岩
、

火山碎屑岩中
。

容矿岩石部分发生蚀

变
,

蚀变矿物组合受原岩岩性控制
。

大多数矿床产

在火山口 凹陷或再生火山口 凹陷环境中
,

矿体在古

地表附近多呈网脉状
,

随深度加大过渡为受构造控

制的脉状
。

矿体往往产于脉体弯曲处的 膨 胀 带 中

如 奥 特 曼
、

科 姆斯托克等 或产于脉体的交汇

处 如海登山
。

矿脉的矿物组 合 简 单
,

主 要 为

石英
、

方解石
、

绢云母
、

黄铁矿
、

辉银 矿 和 金 银

矿等
。

矿脉具条带状充填和交代结构
。

成矿温度为
,

盐度一般低于
,

成矿作用

是在最晚期的火山作用之后不久发生的
。

矿区广泛

发育青磐岩化
,

并在矿脉周围形成数百米宽的蚀变

晕
。

矿脉附近常发生硅化
、

冰长石化或 钠 长 石 化

即 褪 色蚀变
,

并由此形成厚的脉壁泥
。

这种蚀

变在矿体的上盘附近形成一个狭窄的蚀变晕
,

向上

逐渐变宽
,

一直延伸到 占地表
。 ‘

占是有效的找矿标

志
。

典型矿床有墨西 哥的帕楚卡一需亚尔德山
、

圣

欧拉利亚
、

圣巴 巴拉
、

弗香斯尼约
、

瓜那华托和塔

约尔提塔
,

美国的弗吉尼亚城和托诺帕
,

秘鲁的塞

罗德帕斯科
、

莫罗科查
、

朱尔卡尼
,

玻利维亚的奥

鲁罗等
。

荃 西哥塔 约 尔提塔脉状银一金矿 床 矿床位于

杜兰哥北西西约
,

已产银 万多
,

金 余
,

银品位最高达
。

该矿床由若干矿脉组 成
,

含

矿岩石为安山岩
、

流纹岩
、

安山凝灰岩和火山角砾

凝灰岩
。

矿区岩石广泛发生青磐岩化
。

矿化分 个

阶段
。

第 阶段形成晶质和微晶质石英
、

细拉黄铁

矿
、

粗品闪锌矿和细 讯方沿矿及找铜矿
,

银含聂
,

金
,

银矿物为 辉银矿和银金矿
。

第 阶 段金
、

银 矿化加强
,

银
、

金都达 到工业 品

位
,

并有少量的
、 、

矿 化
。

第 阶 段 形

成大量的乳白色石英
。

矿化温度在 、
,

成

矿深度在 左右
,

矿脉沉淀作用发生 在 年

前
,

与矿区内岩基的平均年龄之 签不足 年
。

斑岩纽银矿床

主要分布在北美西部和拉丁美洲中一新生代造

山带内
。

另外在南美洲
、

苏联和我国 也有产出
。

该

类矿床往往分布于受深大断裂控制的中一新生代陆

缘火山带中
,

矿床常受破火山口 和火山忽味控制
。

容矿岩石为酸性火山岩
、

火山角砾 岩
、

凝 灰 质 砂

岩
,

矿床多产于单一岩性中
,

受岩性控制
。

浸人岩

虽与矿床有空间关系
,

但很少成为容矿岩石
,

它仅

为成矿热液活动提供热源和部分金属
。

岩石为钙碱

性火山岩
、

花岗闪长岩 如哈德谢尔
、

玄武岩一流纹

岩 如德拉马尔
,

银 矿 化常与火山一次火山一浅

成侵人体组成的火山浸人杂岩体密切 扣关
,

并岔集

于斑岩体隆起的顶部与上毅火山岩及其他岩石的接

触带
。

矿体多平行于区域性断裂分布
。

矿石呈浸染

状和细脉状
。

成矿作用一般与中生代晚期和新生代

的造山运动有关
。

矿体与围岩之间常呈明显的面状

接触而无明显的交代晕
,

这与斑岩铜铝矿床截然不

同
。

蚀变作用以硅化为主
,

其次是绢云母化
、

黄铁

矿化
、

碳酸盐化等
。

银矿石的分布范围与硅化的分

布范围相一致
。

矿床金属分带十分普遍
,

但形式不

同
。

哈德谢尔矿床
,

高品位矿石上部富铅
, 一

「部富

锌 , 在弗雷斯尼约矿床浸染状银矿化自上而下分别

为 银矿带
、

错一锌矿脉带
、

铜矿脉带
。

含银斑岩

体与同类岩石相比
, 、

含显 较 高
,

一 般
,

属富钾型岩石
。

斑岩银矿的成矿特征

与斑岩金矿不同
,

前者在深度较大
、

酸度较低
、

盐

度较高
、

了
、

了。 较低
,

可产生铜矿和 自然银的环

境中形成
,

后者往往形成于近地表 条 件 环 境
。

因

此
,

随深度增加
,

矿石中 值增高
。

这类矿床

典 型 实例有美国的德拉马尔
、

弗莱泽德
、

哈 德 谢

尔
,

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和我国的冷水等
。

美 国德拉 马尔斑岩型 一 矿 床 矿 床 位于

美国爱达荷州西部的欧威希山
。

银储量
,

品位
,

是 美 国西部斑岩型 一 矿床中最 早投

产的矿床
。

该矿床产于斯内克河裂谷边缘的欧威希

中新世至上新世火山岩区的流纹岩中
,

矿化受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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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岩层控制
,

成矿作用与火山作用同时进行
,

银矿

化是在 ’ 以下进行的
。

矿化在空间上与喷 出 容

矿岩石的喷出口 紧密相关
,

矿石呈细脉浸染状
,

最

富的矿化在石英细脉和硅化流纹岩一斑岩中
。

。

沉粗纽银多金月矿床

矿床产于冒地槽或弧后陆架环境的 张 性 断 裂

带中
,

受岩性控制
,

容矿岩石有页岩
、

粉砂岩
、

白

云质沉积岩等
,

其时代大多为元古代和古生代
。

矿

床在侧向和垂向上常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

成矿作用

和成岩作用几乎同时进行
。

矿化受缓倾斜盆地
、

深

大断裂控制
,

矿体常产在具有劈理的容矿岩层内
。

矿石呈浸染状
、

条带状
、

层纹状等形态产出
。

这类

矿床典型代表有加拿大的沙利文
、

法鲁一安维尔
、

麦克米伦山口 ,

澳大利亚的芒特艾 萨
、

布 罗 肯 希

尔
、

麦 克 阿 瑟 河
、

朝鲜的检德
,

美国的雷德道格

红狗 和波兰的卢宾等
。

雷德道格 杠构 银铅锌犷 床 矿床位于美国

阿拉斯加西北布奋克斯山脉西部的德朗山
,

矿床银

储
,

品位
。

产于发生构造变形的 密西

西比纪至早宾夕法尼亚期的地层中
,

矿体分布在页

岩
、

泥质岩和健石岩中
。

矿石呈层状
、

条带状
、

块

状构造
。

矿化在垂向和侧向上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

‘ 暇咬盐岩中的沉积一改造型含银多金月矿

床

分布较广
,

主要矿区都集中在 北 美 和 中欧
。

该类矿床银品位为
。

矿床多分 布 在 地 台

区
。

矿化限于大陆剥蚀带和搬运带的古隆起和 占坳

陷边缘冀部的碳酸盐建造内
。

矿体多产于大型盆地

的边缘或背斜的脊部
,

常受基底断裂或溶解作用所

诱 发 的 断 裂控制
。

以充填方式产于构造隆起的礁

石沙洲
、

溶蚀构造和断裂构造内
。

矿体形态多变
,

受断裂带
、

裂隙带
、

角砾岩带和层间破碎带控制
。

该类矿床的成矿时代从晚元古代开始
,

早古生代达

到高峰
,

晚古生代和中生代早期次之
。

成矿温度在

、 之间
。

矿床常具有明显的金 属 分 带 现

象
。

典型矿床有美国的三洲界
、

密西西比河谷
、

密

苏里
,

加拿大的派恩波因特
,

爱尔兰的纸几 和 扫欧

的上西里西亚一克拉科夫等
。

火山岩型银矿床

该 类 矿 床 分布广
,

主要分布于美洲西部
、

日

本
、

苏联东北部
、

外喀尔巴吁山和中天山的火山岩

区
。

银品位不高
,

但储量很大
,

世界上所生产的银

约一半来自这 类矿床
。

矿床多产于古陆缘坳陷带
,

与地槽发育期间的富钾
、

钠玄武岩一流纹岩关系密

切
,

含矿火山岩系具明显的旋回性
。

矿体常分布在

火山岩弯丘以及断裂的交汇处
。

矿床的围岩蚀变较

弱
。

成矿作用与海底火山一沉积作 用 同 时 发生
。

成矿时代以中一新生代为主
,

次为古生代
。

代表性

矿床有日本的别枝矿床
,

加拿大的不伦瑞克
、

基德

克里克
、

斯特金湖
、

弗林弗隆等
。

基德克里 克银一锌一铜矿 床 矿床位于安大略

省科克伦区的基德镇东北
,

是加拿大重 要 的 产 银

区
,

其 储量达
,

品位
。

矿床产于加拿大

地盾的太古代绿岩带西端
,

矿体整合地产于一套长

英质和铁镁质火山岩中
,

且分布在局部变厚的长英

质火山堆上
。

长英质岩石经不同程度的 变 质 和 蚀

变
,

形成中
、

低级绿片岩相
。

矿体顶部为层状
、

透

镜状和条带状
,

下部呈网脉状
。

除了上述矿床外
,

岩浆铜镍硫化物矿床中的伴

生银以及夕卡岩型银矿床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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