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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银山矿床的矿化受火山机构和韧性变形带的 控 制
,

它 们

的盛加部位为矿化富集带
。

韧性变形作用对成矿起主导作用
。

关 何 银山多金属矿床 , 成矿构造 , 火山机构 , 韧性变形构造带

江西银 山矿已开采 余年
。

最初以开采

铅锌银矿为主
,

最近 多年新增 铜 矿 储 量

万
,

金
,

银 韦天 设
, ,

使该矿成为大型的铜金铅锌银多金属矿床
。

有关该矿的地质特征 及 成 因 多 有 文 献 论

述
, 备 〕。

笔者根据最新的地质资 料
,

对 该

矿的控矿构造与成因提出新的看法
。

火山机构与金属矿化

的关系

火山机构及其构造体系

西 山火山机构由西 山火山口
、

近火 山口

周边的次火山岩以及火山口周边的环状及放

射状构造裂隙组成 图
。

这是一个小型的

破火山口型的火 山机构
。

该火山机构的构造

体系表现为火山口周边的环形及放射状断裂

裂隙系统
,

多被后期的次火 山岩体及金属矿

脉所侵位
。

例如西 山火 山口南东侧的
、

号英安斑岩侵位于环 形 断 裂 中
, 、 、

、

及 号次火山岩体 英安斑岩或石英

斑岩 均侵位于放射状断裂裂隙中
。

浅部的

金属矿脉也多沿火山机构的构造体系分布
。

例如西 山区和西 山南区的矿脉多沿环形构造

侵位 银 山区
、

北 山区
、

九矿区及部分铜矿

区的矿脉多侵位于放射状断裂中
。

次火 山岩体在沿环形放射状 断 裂 侵 位

时
,

也能够产生强烈的应力作用
,

使早已存

在的断裂裂隙更加扩展
,

并增生出许多新的

断裂裂隙
,

它们随之被金属矿脉充填
,

形成

矿化富集带
。

火山岩次火山岩的控矿作用

火 山岩次火山岩对银 山矿的控矿作用主

要表现在两方 面 其一
,

火山的喷发及其后

的次火山岩的侵位形成一系列环形放射状断

裂裂隙
,

为其后的矿化提供了容矿构造 其

二
,

岩浆的喷发及侵入所提供的巨大热能和

气液流体能够对早已形成的金属矿化带进行

改造
,

使得原来并不富集的金属矿化带成为

富矿带
,

因而在靠近火山岩次 火山岩处的金

属矿体多为富矿体
。

银山矿不月于斑岩型矿床

作者认为
,

银 山矿不属于斑岩型矿床
,

其理 由是 ①矿床的铅锌扩化和铜金矿化主

要以大脉状和脉状产 出
。

脉状工业矿体上要

赋存于双桥山群千枚 岩中
。

火山岩次火 山岩

中多无工业矿体分布
,

仅在局部地段有弱的

金属矿化
,

被认为是成矿 母 岩 的 号 岩 体

图 却无矿或仅有弱的矿化 地 段 ②不

能以火山岩次火山岩中成矿元素的丰度值较

高的资料论证其为成矿母岩
,

因为矿区的 火

山岩次火山岩经过多期多阶段矿化作用的影

响
,

其中的成矿元素含量决不能代表原始岩

浆成矿元素的丰度值 ③被认为是成矿母岩

的次火 山岩体 如 号岩体 规模较小
,

即

使成矿元素全部析出
,

也不可能富集成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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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传明 年资料修改

一元古界双桥山群 , 一英安质火山岩 , 一角闪流纹岩 , 一英安斑岩 , 一石 英 斑 岩 , 一千枚岩质砾岩 ,

一银山铜厂背斜轴部构 造 , 一压扭性断裂 , 一 出露的含矿构造 ,

卜隐伏含矿构造

规模的大型金属矿床
。

韧性变形构造带及其与

矿化的关系

矿床存在韧性变形构造带

在深部铜金矿化富集带及其围岩双桥山

群浅变质岩系中
,

往往可以观察到特征显著

的韧性变形构造带
。

其基本特征是
,

分布有

比较发育的片理化带
、

糜棱岩带 及硅化透镜

体 图
。

金铜矿化主要与硅化岩带有关
。

硅化岩与其围岩没有截然的 自然界限
,

呈渐

变过渡关系
,

为交代成 因
,

它与片理带总体

方 向一致
,

局部斜切片理化带
。

深部的铜金硫矿体主要受韧性变形构造

带控制
,

部分铅锌银矿体也受此构造体系控

田 搜岩一拍锌矿脉索描口

一双桥山群千枚岩 , 一石英压碎 角 砾 岩 , 一

糜梭岩 , 一铅锌矿脉

制
。

在较浅部位
,

该构造体系与火 山机构的

构造体系重合
,

在部分地段使铜金硫矿化与

铅锌矿化叠加
,

形成硫化物的富集带
。

韧性变形带是银山矿成矿作用 的主
导因索



尽管对银 山矿的成因多 有 争 议〔 〕,

但

均认为中生代陆相火 山岩次火山岩作用是银

山矿成因机制的主导因素
。

本文认为
,

火山

岩次火山岩的控矿因素固然不可忽视
,

但银

山矿的控矿主导因素则是韧性变形构造带
。

这是因为 ①从矿床的区域地质背景来看
,

银 山矿位于翰东北深大断裂带的北西侧
,

即

位于该断裂带的上盘部位
。

板块构造学说认

为
,

城东北断裂带是怀玉 山地体和九岭地 体

的碰搜带 郭令智等
, 。

在地体 碰 撞

带及其上盘部位形成一 系列北东至北东东向

韧性剪切带
。

金山剪切带型金矿的发现
,

为

在这一地区寻找剪切带型金属矿床有指导意

义
。

银山多金属矿床在控矿构造和地质特征

上
,

可与金 山金矿类比
。

②银 山矿的矿体
、

特别是探部的金铜矿体
,

呈脉状大脉状产于

双桥山群变质岩系中
,

这种矿脉部分脉体具

有交代成因特征
,

是韧性变形中产生的硅化

岩带
。

③深部铜金硫矿带的总体展布方向呈

北东向至北东东向
,

与矿区区域断裂构造的

走向相吻合
。

显然北东向至北东东向韧性剪

切带是控矿的主要构造
。

④银 山矿床矿化剪

切带主要赋存于双桥山群中
,

该群原岩由浊

积岩和中基性火山岩组成
,

其内成矿元素及

炭质含量较高
,

是银山矿的主要控矿层位
。

韧性剪切带 与双桥 山群控矿层位的组合
,

构

成银 山矿的主导控矿因素
。

根据对银 山矿控矿构造及成 因的分析
,

深部评价应以寻找韧性变形带中的金属矿化

为主
。

韧性变形带具有区域性分布特征
,

因

此银山外围地区亦有可能发现这类矿体
。

在

浅部找矿中
,

应从 火山机构及其构造体系上

分析
,

不仅在火山口的南东侧
,

在火 山口 的

北西侧也有可能发现受环形放射状构造裂隙

控制的金属矿脉
。

深部的韧性变形带与浅部

的火山构造体系交汇部位
,

则可能是金属矿

化的富矿部位
。

作者谨向韦天设和李传明同志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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