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山银矿床地球化学特征及异常模式研究

张传庭
河南省地矿厅 第三地质调查队

·

信阳市

河南桐柏破山银矿床属层控中低温热液型
。

本文从区域
、

矿区
、

矿床地球化学特征及异常模式研究人手
,

总结出本类银矿床的最佳指

示元素
,

建立了矿致异常元素的垂向和水平分带序列
,

对寻找该类型

矿床有一定指导意义
。

关键词 破山层控银矿床 最佳指示元素 元素分带序列

矿区地质特征

破山银矿位于秦岭褶皱系东段南支
,

桐

柏县围山城金银成矿带的西端
。

该成矿带西

起泌阳县大磨
,

东至桐柏县朱庄乡
,

全长约
,

呈东宽西窄的楔形
。

矿区北部出露桃园花岗岩体
,

北西端为

梁湾花岗岩体 矿区南部为地层分布区
,

大

栗树组 由变质细碧一石英角斑岩组

成
,

系歪头山组 上覆地层
,

二者呈断

层接触
。

区内歪头山组可划分为上
、

中
、

下

三部分
,

共 个岩性段 上部有 个岩性

段
,

为破山银矿床的赋矿层位 中部有 个

岩性段
,

为银洞坡特大型金矿床的赋存层

位 下部有 个岩性段
,

为老洞坡
、

河坎等

小型银矿床赋存层位
。

该组为一套中浅变质

火山一沉积岩系
,

由云母石英片岩
、

变粒岩

类
、

角闪片岩类
、

大理岩和少量石英岩组

成
。

上述地层组成了河前庄背斜
,

背斜北翼

西端部分地层被桃园花岗岩体吞噬
。

成矿带受北西向构造控制
,

构造变形强

烈
,

河前庄背斜纵贯全区
。

断裂及挤压破碎

带发育
,

北西 向构造形成时间较早
,

规模

大
,

以压扭性为主
,

与成矿关系密切
。

矿床位于河前庄背斜北西倾伏端 的西

翼
,

主要工业矿体分布在一系列平行的北西

向层 间挤压破碎带中
,

其特点是岩石较破

碎
、

围岩蚀变强烈
,

矿体密布
,

呈不规则似

层状
、

脉状
、

透镜状等
,

矿体产状与地层基

本一致
,

平面上呈雁行状
,

剖面上呈多层状

叠瓦式排列
。

主要金属矿物为辉银矿
,

次为 自然银
。

金属硫化物与银关系密切
,

主要有方铅矿
、

闪锌矿
、

黄铁矿等
。

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
、

绢云母化
、

碳酸盐化
,

次为绿泥石化
、

粘土

化等
。

地球化学特征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地层地球化学特征 为对比地层的

含矿性
,

测试了区内地层中与成矿有关元素

的含量 大栗树组分析 个样品
, 、

、 、

的平均值分别为
、 、

、

一。一 ,

浓集克拉克值分别为
、 、

和 歪头山组分析 个

样 品
, 、 、 、

的平均值分别为
、 、

和
一 ,

浓集克拉

克值分别为
、 、

和
。

以上结

果表明
, 、

在两个层位中均较富集
,

歪 头 山组 又 明显 高于 大栗树组
,

前者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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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兰编辑
。



、

的含矿层位
。

律
,

计算了 个岩性段有关元素的平均值

含矿层微量元素分布特征 为了研 和浓集克拉克值 表
。

究歪头山组含矿地层成矿成晕元索的分布规

表 歪头山组各岩性段成矿成晕元素平均值 和浓集克拉克值
样样品数数 测试试

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单位位犬尤尤

刀 石 成成

‘

都都

滩 地地

石 质质

学学

乡 名 乡 院院

刀 实实
一 一 , 一

习习

一 一 一

队队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 一

夕 乃乃 地地

了了 石 调调

月
一 一

队队

二含矿从 中含矿层
‘矛 下含矿层

。

山表 可以石出
,

在上
、

中
、

下含

矿层 ‘ ,

富集程度均很高
,

分别是地壳克拉克

在〔的
、

和 倍
、

也相对富

集
。

说明含矿地层在成岩及区域变质作用过

程中
、

等元索被初步富集
,

因此
,

矿

床在区域成矿带 卜具有
、

高背景特

征
。

据成都地质学院郑明华等的研究资料
,

从 正常围岩 卜远矿围岩 近矿围岩
,

成矿元

索的含址呈鞍状校式
。

说明地层 中的成矿物

质在成矿过程中发生 了强烈的活化转移
。

围岩蚀 变与矿化富集关系 近矿围

岩蚀变主要有硅化
、

绢云母化和碳酸盐化
。

其中以硅化最为强烈 绢云母化和碳酸盐化

次之
,

且常见其叠加于硅化蚀变带上
。

元素

分析结果表明
,

该成矿带上的破山
、

银洞坡

和老洞坡 矿点 三个矿 区 中
,

发生硅化

在成矿断裂
、

挤压破碎带 几绢云母化和碳

酸盐化常与硅化叠加 的各类岩石 中
、

、 、

均有不 同程度的富集
‘,

但是
,

在破山矿区和银洞坡矿区硅化发生在炭质绢

云母石英片岩 赋矿围岩 比发生在绢云母

石英片岩中对成矿更有利 在老洞坡矿点
,

硅化发生在绢云 白云 石英片岩 赋矿围

岩 比发生在浅粒岩中更有利于成矿
。



矿区地球化学特征 岩相对富
、 、 ,

说明矿区北部桃园

矿 区各类岩 矿 石 中微量元素特 花岗岩体侵人时带人 了大量的 等矿化剂

征 地表及钻孔岩石测量结果 表 表 元素
,

使含矿层中的
、 、

等再次

明
,

除矿体外
,

炭质石英片岩 赋矿围岩
’

被活化浸出
,

与区域变质热液混合形成的含

中成矿及伴生元素的含量 比其他岩石居高
,

矿热液沿构造破碎带交代充填
,

在构造有利

矿体及赋矿岩性段 的炭质绢云石英片 部位富集成矿
。

表 歪头山组上部各类岩 矿 石微里元素的含里
一

地地层层 岩 矿 石石 样数数

言言 黑云变粒岩岩
,

刃刃 】

黑黑黑云斜长片岩岩 乃乃 刃刃
,

斜斜斜长角闪片岩岩 石石

‘ 黑云变粒岩岩
。

名名

矿体体 刀刀 】

炭炭炭质绢云石英片岩岩 石石 刀刀

黑黑黑云变粒岩岩 名名

绢云石英片岩岩
,

黑黑黑云变粒岩岩

黑黑黑云斜长片岩岩

一 全全 斜长角闪片岩岩

地地壳克拉克值 维 氏
,

,

围岩蚀变过程中元素带入带出 采 近矿蚀变围岩的化学成分计算出岩石单位岩

用巴尔特的岩石化学计算方法
,

以 个 胞 中的阳离子 以及所测定的微量元素的含

氧原子体积作为比较岩石之间造岩元素阳离 量
,

进一步求得各类蚀变岩石 中造岩元索和

子在量上的差别及变化
。

由正常围岩与相邻 微量元素的浓集系数 表
。 ·

表 破山银矿区各类蚀变岩石常量及微量元素浓集系数

原原岩岩 蚀变变

类类类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炭炭质绢云云 硅化化
·

夕
,

少少
石石英片岩岩 碳酸盐化化 万 夕 ‘‘‘‘‘‘‘‘

变变粒岩岩 绢云母化化 石 胆胆
,

力力 月月 名

式飞飞
,

犷犷碳碳碳酸盐化化 勺勺 夕

斜斜
一

长角角 碳酸盐化化
, 一

住
‘

闪闪片岩岩 绿泥石化化
一

月

注 浓集系数 为带人元素 浓集系数 为带出元素
。

由表 可以看出
,

炭质绢云母石英片岩
中 硅 化 带 人 的 元 素 有

、

找
、 、

和
、 、 、

、 、

碳 酸 盐 化 带人 的元 素 有
、 、 、 、

和
、 、 、 、 、 。

在 变粒 岩

中 绢云 母 化带人 的元 素有
、

飞
、 、 、

和
、 、

、 、 、

碳酸盐化带人 的元素
有

、
, 、

和
、 、 、 、

、 。

在斜长角闪片岩中 碳酸盐化带
人

、 、

和
、 、 、



等
。

仁述蚀变带人的组分类似
,

稳定带出的

是 气 带人的是
、 、 ,

但硅化对
、 、

等的富集更明显
。

不 同岩石 中饥
、

平均值与
、

、 、

含量对应关 系 表 由表

可以看 出
,

矿石和炭质绢云石英片岩 中
,

、 、 、

〔二 含量与视极化率伪 呈正

比
, ‘ 电阻率 热 成反 比

。

矿 区勘探资料表

明
,

凡 出现
、 、

高异常与高极化

表 矿山矿区不同岩 矿 石 饰

率
、

低电阻率异常相吻合的地段
,

钻探验证

均见到矿
,

故可以作为矿致异常特征
。

矿床地球化学特征

单矿物中微量元素特征

用化学定量方法测定了主要矿石矿物方

铅 矿
、

闪锌 矿
、

黄铁 矿 中的
、 、

、 、 、 、 、

等的含量 表
。

由表 可 以看出
, 、

的载体矿物
、

与成矿成晕元素含量
一

对应关系

岩性

矿石

炭质纲云石 英片岩

红】云子英片
·

岩

变粒岩

余 长角闪片岩

标本数 叮,

,

不
·

样品数 里竺 二

峥八,一︸︸︸一之门,通弓月呀,一,︼泥呼一

丝

,‘

几 一

乃

乃

“︸、,、气一︸、一乙心」刀

表 主要单矿物中微量元素的平均含量
一‘ 表

叮
乡乡

乃乃

二要是方铅矿 和黄铁矿
,

其次是 闪锌矿
、

在闪锌矿 中含量较高
、

在

黄铁矿 ‘ ,
含从较高

。

矿石中元素相关关系

取 个矿石样品的分析结果作 型点

群分析
,

其诸系图如图 所示
。

由图可 以看

二二丑
二 二

一

门厂橇一丁二牙
图 矿石 型点群分析谱系图

出
,

个元索可分为四组
, 、 、 、

是本矿床银
、

铅
、

锌矿化的特征元素组

合
, 几

卜要赋存
几

银
、

铅
、

锌矿物中
,

其中
· ·

与 元素最密切
、 、

是黄

铁矿化的特征元素组合
、

。 是矿床

中少量铜
、

钥矿化的元素组合
,

与前两组元

素相 比
, 、

。 相关系数较小 单成

一组
,

是碳酸盐化的特征元素
。

勘探线剖面 矿体 个矿石样品微

量元素分析结果所得相关矩 阵表明
, 、

、 、

之 间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

、

之 间呈 显著正相关 与
、

, 。 与
,

与 呈弱正相关
,

与

为显著正相关
,

与
、

呈弱正相

关
。

, 矿体 个矿石样分析结果作因子分

析
,

其正 交 因子 解 的结果 为 因子有
、 、 、

凡 因子 有
、 、

凡 因子 为 凡 因子有
、

。

凡 因子有 和
。

由此可见
, , 是主成

矿因子
,

在各因子解中具有最大的方差 贡

献
,

是主成矿阶段
、 、 、

二 矿化

的组合特征 凡 因子则反映主成矿 阶段早

期晶出矿物黄铁矿的元素组合特征
。



综上所述
,

该矿床的最佳指示元素组合 元素水平分带按成晕元素在地表矿异常

为
、 、 、

和
、 、 、

内的平均晕宽计算
,

元素侧向扩散距离由大
、 。 ’

到小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元素分带特征 一 。一

。

说明前 个元素扩散能力

采用 格里戈 良分带指数法计算了 强
,

均能形成较好的地球化学异常
。

不同剖面 和 叭 勘探剖面 元素轴向分 矿体中的元素对比值特征

带序列
,

结果从上到卫为
、

一 ’一 选择 勘探线剖面的 矿体
,

计算了

一 一 一 一
、 、 。 ‘

矿上与矿下元素对 比值 表
。

由表 可

表 破山矿区 矿体元素对比值特征
异异常部位位 元 素 对 比 值值

地地表近前缘缘
上上中部部

中中下部部 名名

近近尾部部
一

乃
一

以看出
,

从地表近前缘 矿体中上部 矿体

中下部 矿体近尾部
,

各元素对比值呈有规

律的递减
,

这一特征可作为判别矿体剥蚀程

度的指标
。

与已揭露的地表矿体相吻合
。

矿区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土壤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在围山城金银成矿带上
,

同时开展了土

壤测量和激电测量
,

测网为
,

完
成面积

,

圈出化探异常 处
,

激

电异常 个
,

其中破山和银洞坡矿区物化探

异常套合最好
,

均属甲类异常
。

破山矿区激

电及次生晕异常如图 所示
。 、

异常

和激 电异常均沿歪头山组上部第二岩性段

呈带状展布
,

表明异常受断裂破碎带

及层位岩性双重控制
,

矿体部位异常浓度

高
,

浓集中心 明显
,

且连续性好
。 、

异常具有清晰的内
、

中
、

外带结构
,

异常内

带指示矿体的赋存部位
,

并与激电高异常带

相对应
。

岩石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地 表 岩石 测 量 沿 矿 化带 进 行
,

网度
,

在探槽 内取样
,

所获
、

异常 图 受炭质绢云石英片岩和构造破

碎带控制
,

其有明显的内
、

中
、

外带
、

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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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几所述
,

在破山矿区凡出现
、

组合 佰位异常
,

伴有高极化率
、

低电阻率异

常
,

几异常介合好
,

均受构造破碎带和一定

层位岩性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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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上述物化探综合指标在矿区外围开展找矿预

测
,

可取得 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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