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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相火山岩中银矿床的地质特征与成矿作用

林 枫

冶金部第三地质勘 查局
·

太 原市

本文概述了陆相火山岩的特点
,

论述了陆相火山岩中银矿床的 共

同特征
,

并从岩石化学成分
,

硫 ,
’

铅同位素
,

成矿温度及碳
、

氧同 位

素等方面推论其成矿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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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质
·

矿 床

陆相火山岩的特点

陆相火山岩系指在大

陆环境中喷发
、

沉积的火

山岩类
。

其主要特点是相

变大
,

岩性不稳定
,

往往

由厚度较大的熔岩
、

凝灰岩
、

熔结凝灰岩及

角砾岩组成
。

它和海相火山岩的区别是
,

没

有海相火山岩所特有的枕状构造
,

而常见与

湖盆一沼泽相有关 的 豆 状 结构
。

在共生的

沉积层中可有植物化石
、

淡水动物化石
、

硅

化木
,

以及特征性的火山喷出 物
,

如 火 山

弹
、

火山泥球等
。

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种特殊

的火山灰流
,

称之为 “ 熔结凝灰岩
” ,

是由

炽热的火山灰流与从空中落下的火山碎屑物

在沉积盆地中熔结而成
。

其中含 有 大 量 晶

屑
、

玻屑和岩屑
,

尤其是特有的浆屑
,

可作

为鉴别标志
。

从化学成分看
,

陆相火山岩

含量偏 高
,

常 而 海 相 火

山岩钠 化普遍
,

常
。

又 由于

陆相火山岩氧化作用较 强
,

致 使
,

而海相火山岩 则 相 反
。

此外
,

陆相

火山岩附近还伴有次火山岩
,

这在海相火 山

岩中并不多见
。

从分布范围来看
,

陆相火 山

岩多局限于内陆盆地
,

其规模要比海相火山

岩小
,

但赋存其中的矿床规模却不 一定小
,

而且矿床种类也多
,

所以不容忽视
。

陆相火山岩银矿床

地质特征

陆相火山岩型银矿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银矿类型
,

目前世界上已知 个万吨级的银

矿床中有 个属于此类
。

它主要分布于环太

平洋成矿带 中
,

发育于偏大陆一侧
。

主要容
矿火山岩是中酸性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及次

火山岩
。

成矿时代以早第三纪为主
,

其次是

中生代 燕山期
。

其共同特征是

矿床都分布于大陆边缘火山断裂带

或陆相火山断陷盆地中
,

赋存千隆起与断陷

边部
。

例如
,

美国内华达州的银峰矿区就是

一个与破火山口洼地有关的银矿床 图
。

其中心部位为很厚的安粗岩
,

四周为比安粗

岩老的安山岩和流纹岩
。

沿破火山口四周分

布有含银 主要是辉银矿
、

重 晶石和 方 解
’

石脉群
。

破火 山口东边的脉群走 向北东
,

西
边的脉群走向北西

,

都向破火 山 口 中
,

白 倾

斜
,

形成一个破火山口洼地构造
。

另一个例子是托诺帕矿区
,

它位于一个

弯窿构造的西北侧
,

中心部分为第三纪破碎

角砾岩和凝灰岩
,

外围为中新世流纹岩
、

石

英安粗岩和凝灰岩
。

沿火山岩丘有断裂及蚀

变带发育
,

矿体呈脉状 图
。

该矿 是 美



国单一银矿床中品位最富的
,

开 采 品 位 达

。

我国浙东南一些陆相火山岩中的银铅锌

矿床
,

如天台大岭 口
、

五部
、

龙珠山等
,

均

分布在天台火山断陷盆地的边缘
,

含矿岩系

主要为晚侏罗世和白奎纪的酸一中酸性火山

碎屑岩类
,

沿南北向断裂带有流纹斑岩
、

霏

细斑岩等酸性火山岩呈岩墙
、

岩脉或小岩体

侵入 图
。

又如华北地台北部的一些陆相火山岩中

的银
、

金矿床
,

银多金属矿床
,

如河北丰宁

牛圈
、

沽源蔡家营子和 山西灵邱支家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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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浙东南区域地质和金银
、

铅锌矿床分布略图

一白翌纪火山沉积盆地 , 一 一上侏罗统一下白垄统火山岩 , 一晚 古 生代 变 质 岩 ,

仁一前寒武纪变质岩 , 一燕山 期 浸 入岩 , 一矿床 产 地

西部隆起带矿床编号 一中吞金矿床 , 一满 山金矿床 , 一罗山金矿床 , 峨一治岭头金银矿 床 ,

一乌吞铅锌银多金属矿床伟一八宝山金银矿床 , 东部坳陷带矿床编号 一千官岭金银矿床 , 一

后岸银矿床 , 一储家铅锌矿床 , 一大岭 口 铅锌 银金 矿床 一龙珠山铅锌 银 矿 床

一五部铅 锌 银 矿 床 , 一孙坑 铅 锌 金银 矿床 一双桂金矿 点

都是赋存在断陷盆地的边缘
,

受北东东及北

西向断裂控制
。

上述银矿床中
,

既有独立银矿床
,

也有

综合银矿床
,

规模可达 中到大型
。

矿床都与中一新生代火山岩有关
,

含矿围岩为安山岩到流纹质的火山岩及其凝

灰岩
。

矿化与同期的次火山岩 石英斑岩或花

岗斑岩 有直接的成因联系
。

但环太平洋成

矿带东西两侧的陆相火山岩银成矿区彼此有

较大差异
。

东侧多与第三纪火 山 岩 如 流 纹

岩
、

英安岩有关
,

规模多为大型 至 特 大 型

银
、

金矿床
,

并有独立银矿床出现
。

西侧火

山岩主要为燕山中一晚期的流纹岩
、

英安岩

及熔岩
、

凝灰岩
,

虽亦有独立银矿床出现
,

但以银
、

金或银一多金属矿床为主
。

这可能

是太平洋板块俯冲时两侧所处的地球化学条

件有差异
,

东侧成矿于地壳浅部
,

西侧成矿

于地壳较深部位所致
。

在含矿岩系中
,

矿体常成群
、

成带

出现
,

如墨西哥柏楚卡和雷尔德尔成矿带
,

矿床产于中新世一上新世安山岩
、

英安岩和

流纹岩中
。

在 的矿化区内 有 上 百

条矿脉
。

矿石矿物以辉银矿为主
,

另有螺状

硫银矿
、

硫锑铜银矿 以及 自然金
、

银金矿
、

黄铁矿
、

黄铜矿等
。

华北地台北缘的牛圈
、

营房等银
、

金矿床
,

分布于沽源台凹与丰宁
台凸的过渡带上

,

矿体 也是成 群
、冬 成 带 出

现
。

支家地
、

洞沟
、

小庆沟等银多金属及银

锰矿床
,

分布于太白维山破火山口边缘的断

裂带上
,

矿体产于上侏罗统白旗组
、

张家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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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次火山岩体 石英斑岩
、

花岗斑

岩 密切相关的矿床
,

其矿化部位有 自碎现

象和隐爆角砾岩筒出现
,

并形成 矿 化 角 砾

岩
,

这是重要的找矿标志
。

因此
,

首先应对

矿区不同成因的角砾岩进行认真的划分
,

以

有效地指导找矿
。

矿床围岩蚀变明显
,

其强度随距矿

体的远近而有渐变关 系
。

主要有黄铁矿化
、

硅化
、

碳酸盐化
、

绢云母化及绿泥石化
。

有

的矿区还有叶蜡石化和泥化
。

与矿体直接有

关的是碳酸盐化
、

硅化和黄铁矿化
。

碳酸盐

矿物主要是含铁菱锰矿和铁菱锰矿
,

有时铁

菱锰矿与含银硫化物组成细脉状富银矿石
。

绢云母化与绿泥石化系早期水热蚀变产物
,

多分布在矿体外围
。

劝 ,

目护‘ 为正值
,

接近零点 平均值
,

塔式效应不明显
,

说明成矿温度不高
,

未能

实现硫的均一化
。

其中大岭 口值低
,

可能有

生物硫混人
,

这是中一低温成矿的特征
,

同

时还原作用使硫产生 了较强的分馏作用
。

从

平均值看
,

大 岭 口扩 ‘ 为 十 十 偏
,

蔡

家营子为 一 筋
,

平 均
,

筋
,

牛圈平 均 值 为 沁
,

支 家 地 在 一

沁间
,

平均 编
,

不同硫化 物中己 心

偏 的平均值 顺 序 是 大 岭 口 闪 锌 矿

一方铅矿 一黄铁矿 蔡

家营子 黄铁矿 闪锌 矿 方铅矿 冷 水

坑 黄铁矿 闪锌矿 方铅矿

支家地 黄铁 矿 闪锌矿 方 铅

矿
。

石饱 沁

成矿作用特点

容矿岩石的化学成分

以我国陆相火山岩银矿床为例
,

其容矿

岩石无论是火山岩
、

火山沉积岩及 同成分的

次火山岩类
,

几乎无例外地都具有高硅
、

低

铁
、

富钾
、

贫镁
、

钙的特点
,

属于铝过饱和

的钙碱性或亚碱性系列 表
。

硫同位素

几个矿区的硫同位素数值均明显地富集 图 若千矿区的硫同位索数位

若千陆相火山岩银矿床容矿岩石化学成分

矿 区 名 称
, 心

衰

而
火 山 岩

大 岭 口

次火山岩

。 。

。

。

。

斤‘,︸

蔡家营子 次火山岩 。 。

,卫﹃只︸。

冷 水 坑
火 山 岩

次火山岩 。

牛 圈 火 山 岩
。

火 山 岩

支 家 地 ‘ 。 二 、
入 分 甩 次火山岩

石英斑岩

。

一 。



几个矿区铅同位亲数值 裹

铅 同 位 素 比 值
圈 蔡家营子

大 岭 口 支 家 地 漫 下 地 壳卜一⋯一众 ‘

, ‘

急

。

。

。

。

。

。

。

。

。

。

。

。

。

小
。。
年龄

模式年龄
之。‘ 奋

模式年龄 ,

模式年龄
, 。日 , 。‘

。

。

礴

。

。

。

总的看来
,

各银矿区硫同位素值偏离较

小
,

接近于陨石型
,

是深源硫的象征
,

但比

陨石硫的变化大些
,

推想是在火山热液上升

过程中有围岩成分混染 图
。

铅同位素
几个矿区铅 同位素数值见表仓

。

从表 可见
,

除大岭 口外
,

各矿区基本

属于正常铅范围
,

推想铅既可来源于地慢
,

也可来源于地壳
。

除蔡家营子矿床外
,

各矿区 的 年 龄 值

通 常 是
““ “魂 ““ ”‘ ”

“ ,

而且 “ “ 均为最小
,

说明矿

床富牡铅
,

普遍处于 比值较 高的地化

环境
。

大岭 口属 型铅
,

其他为 型铅
。

辱 成矿温度

液体包裹体测温资料表明
,

陆相火山岩

中银矿床的成矿温度为 一 ℃ ,

属中一

低温热液矿床 表
。

碳
、

叙同位素

部分矿区碳
、

氧同位素测定结果
,

大岭

口矿区的 ‘ ” 值
,

石 英 为

知
,

菱锰矿为一 灿
,

玉 髓

为 编 蔡家营子矿区的占‘“ 值

为 一 汤
,

支家地为 一 输
,

平

若千银矿床液体包裹体测温结果 表

平均温度
矿 区 测试方法或对象

、于工臼℃一扮

温 度 值

℃

大 岭 口
黑色闪锌矿 载银

浅色闪锌矿 载银

液体包裹体测温

蔡家营子
液体包裹体测温和闪

锌矿含铁量测温

硫同位素平衡温度计
支 家 地

均 灿
。

上述数值比正常岩浆水 略 低
,

可

能与岩浆水
、

地层水和雨水混人有关
。

综上所述
,

陆相火山岩中的银矿床
,

多

属岩浆期后中一低温浅成热液矿床
。

成矿作

用是多期
、

多阶段的
。

硫来源于地壳及其深

部
。

成矿物质是多来源的
。

成矿前发生过较广

泛的碱性热液和碱水交代作用
。

热液在地层

内发生环流
,

并 从 地 层 中 攫 取
、 、

、

等元素
,

并沿断裂
、

裂隙及角 砾 岩

带充填
、

交代
,

使矿质沉淀富集成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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