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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北辽西地区中生代火山热液

成矿系列及其找矿意义

祝新友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会司北京矿产地质研究所

冀北辽西地区矿产资源丰富
,

其中铜
、

金
、

银等矿床的形成
、

分

布和演化多受中生代火山活动控制
。

由铜矿 金矿 银矿 萤石矿

镜铁矿
,

矿床产出的构造位置
、

与花岗岩的关系
、

矿物特征
、

蚀

变特征
、

成矿温度等
,

都具有系统的变化
,

构成较完整的火山热液成

矿系列
。

位于该成矿系列低温端员的萤石 镜铁矿 与银矿的成矿作

用关系密切
,

应作为寻找银矿床的重要标志
。

将成矿系列的观点应用

于找矿
,

我们在丰宁北部发现森吉图银矿点
。

关键词 冀北辽西 成矿系列 银矿 火山热液

区域地质特征

本区地处华北地台北缘与大兴安岭一太

行 妇北北东向构造隆起带的交截部位 图
。

基底地层在燕辽沉降带为太古代深变质

图 冀北辽西地区矿产分布位盆及区域构造

略图

一内蒙兴安褶皱带 一内蒙地 轴 一燕辽 沉降

带 卜一十八 台镜铁矿 一森吉图银矿点 一牛圈银矿

一扣花背银铅锌矿 一步古沟镜铁矿脉
、

萤石脉 一寿王

坟铜矿 金厂沟梁金矿 二道沟金矿

本文 年 月收到
,

张启芳编辑
。

岩
、

元古代厚层碳酸盐岩
、

碎屑岩 北部地

槽区为古生代海相碎屑沉积岩 内蒙地轴的

基底地层为元古代红旗营子群变质岩
,

主要

岩性有含石墨片麻岩
、

变粒岩和斜长角闪

岩
。

该层位被认为是冀北地区银矿床的主要

矿源层
。

上覆地层为中生代陆相火山沉积

岩
。

矿化作用大多发生在上侏罗统张家口组

地层 中
,

岩性为流纹岩
、

石英斑岩
、

粗

面岩
、

角砾岩和英安岩

区域构造以东西向基底构造和北北东向

新华夏构造为格架
,

构成断块
。

断块之间为

构造一岩浆隆起
,

北北东向的构造岩浆隆起

带形成于燕山期
,

边缘部分是金银矿化的有

利地带
。

东西向基底断裂活动历史漫长
,

控

制了太古界老地层分布
,

并控制了大部分金

矿的分布
。

火山活动在中生代最为强烈
,

形成广泛

分布的陆相火山岩盖层
。

同时有大量的中酸

性岩浆岩侵人
,

主要沿北北东向的构造一岩

浆隆起带分布
。

本区大部分矿床均与火山活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动有关
,

直接受控于各种火山机构
。

如寿王 。 值
, , 。

坟铜矿的花岗闪长岩岩株
,

二道沟金矿的对 如牛圈银矿中与成矿关系密切的细粒花岗岩

面沟花岗闪长岩等岩体
,

都是侵人于火山弯 ‘, ‘ 。为
, 〔, , ,

隆中心 的侵人岩 〔’〕 。

这类岩体规模较小 这类岩体应属于陆壳改造型
。

从铜 金一银

呈复式岩体
,

多侵人于断裂交汇部位
,

在本 镜铁矿
,

‘

与之有关的花岗岩岩浆的来源越

区分布较为普遍
。

岩性 以中酸性一酸性为 来越浅
,

具连续演化的特点
,

含量和

主
, , 。值

, ,

增 高
,

比值 降低
。

表
,

与铜 铝 矿
、

金矿 在遥感照片上
,

这些岩体常表现为环形构

有关岩体具有同熔型花 岗岩特征
。

而与银 造
,

并在其外侧出现环状断裂和放射状断
矿

、

镜铁矿有关的岩体具有较高的 裂
。

矿床多产在这些断裂中
。

表 与成矿有关的次火山岩特征

岩 性

寿王坟

花岗闪长岩

对面沟 ①

花岗闪长斑岩

夕
一

,

扣花营 ②

次花岗斑岩

】

十八台 ③

次流纹岩
一

、

‘, 。

年龄 乃

〔 〕

①李福元
、

李香亭
、

张树春
、

尤桂芹
,

辽 宁省北票市二道沟金矿典型矿床研究报告
, 。

②李中兴等
,

河北省围场县满汉土一小扣花营银矿床地质研究报告
, 。

③河北省区域地质调查队
,

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

上黄旗幅
, 。

矿床地质地球化学

本区矿床种类繁多
,

成因复杂
。

与中生

代火 山作用有关的矿床有铜 铝
、

金
、

铅

锌
、

银等矿种
,

不同矿种典型矿床的成矿

特征简述如下

本区有代表性的矿床为寿

王坟铜矿
,

产于中生代花岗闪长岩岩株与元

古代雾迷山组碳酸岩接触带上
。

主要矿石矿

物为黄铜矿
、

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磁铁矿

等
。

脉石矿物为辉石
、

石榴子石
、

绿帘石
、

石英等
。

围岩蚀变为夕卡岩化
。

成矿物质主

要来 自岩体
,

部分来 自雾迷山组地层
,

热液

高盐度
,

属岩浆期后热液
。

通过岩

体与周围中生代火山岩的对比
、

岩体周边发

现隐爆角砾岩
,

以及遥感地质等研究成果
,

认为寿王坟岩体为一中生代破火山口
,

寿王

坟铜矿产于破火山 口 中
。

与此类似的有小寺
沟斑岩型铜铝矿床

。

金的成矿时代漫长
,

初次富集成

矿在变质作用过程中
,

如半壁山金矿脉年龄

为
。

大部分金矿床形成于 中生

代
,

或矿体主要就位于中生代
,

常与燕山期

就位于火山弯隆的侵入体或次火山岩体有紧

密的联系
。

矿体大多产于花岗岩外围的变质

岩或中生代火山岩中
,

如金厂沟梁
、

二道

沟
、

牛心 山等矿床 部分产于小型花岗岩

中
,

如峪耳崖金矿
。

其中
,

金厂沟梁和二道

沟金矿较典型
。

产于对面沟复式花岗闪长岩

岩株外围的放射状断裂中
,

对面沟岩体就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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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火山弯隆的中心 图
。

金厂沟梁产于

太古界建平群变质岩中
,

二道沟金矿产于侏

罗系流纹岩
。

主要矿石矿物有黄铁矿
、

黄铜

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和银金矿等
,

与对面沟

斑状花岗闪长岩岩体主要副矿物相似 闭
。

脉石矿物主要是石英
。

围岩蚀变为绢云母

化
、

硅化
、

绿泥石化等
,

表现为中一抵温蚀

变类型
。

同时
,

矿床硫同位素
、

稀土元素等

的分布特点 与对面沟花岗闪长岩岩株相似
,

而 与太古代变质岩有明显差异 〕 。

这些都

反映出成矿作用与岩浆作用的紧密关系
,

即

对面沟岩体为成矿提供热源
,

也提供成矿物

质和成矿热液 〔认

图 二道沟一金厂沟梁地区地质略图

一侏罗纪火山岩 卜太占界斜长角闪片麻岩 左一石

英斑岩 伽一正 长斑岩 即时一斑状花岗闪长岩 ,时一花岗

闪长岩 。泥一片麻状二长花岗岩 占。 一石英闪长岩 衅扮
斑状花岗岩 一矿脉蚀变带 一断裂

本区与火山作用有关的银矿以牛

圈银矿床和扣花营银矿床为典型
。

矿床位于

丰宁北北东向构造岩浆隆起带上
。

矿床产于

海西期粗粒花岗岩与元古代红旗营子变质岩

接触带岩体一侧
,

走向北北东
,

向南侧伏为

营房铅锌银矿
。

矿石为贫硫含银铅锌的玉隧

脉
,

大量发育多期玉隧角砾岩
。

主要矿石矿

物为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辉银矿
、

螺

状辉银矿
、

淡红银矿和银金矿等
。

脉石为萤
· ·

石
、

方解石及大量玉隧
。

围岩蚀变以硅化
、

泥化为主
。

该矿虽不直接产于火山岩中
,

但

仍属于与火山热液有关的矿床
,

形成温度
一 ℃

,

为一典型的浅成低温热液矿

床
。

扣花营银铅锌矿产于张家口组 圣凝灰

岩中
,

矿体位于次花岗岩体外围
,

成矿与次

火山热液有关
。

矿体具较明显的垂向分带
,

铅锌矿体在下
,

银矿体在上
。

主要矿石矿物

为方铅矿
、

闪锌矿
、

辉银矿
、

银黝铜矿
、

硫

铜银矿和 自然银
。

脉石矿物为菱锰矿
、

石

英
、

重晶石
,

其中石英颗粒粒径
。

萤石 广泛分布于隆化
、

围场
、

丰

宁
、

赤峰等地
。

呈石英萤石脉或方解石萤石

脉出现
。

多见于侏罗纪火山岩中
,

尤其是张

家口组流纹岩
、

凝灰岩中
,

与侵人体无直接

关系
。

萤石呈紫色
、

白色
,

自形晶
。

脉中一

般不含或少含硫化物
。

围岩蚀变为泥化
。

在

围场县扣花营地区有很多紫色萤石脉体
,

上

部为萤石
,

下部含较多锰质
,

测定发现富

银
,

如 号萤石矿
。

其成矿特点类似于扣

花营浅成低温热液型锰银矿晚阶段特点
。

这

类萤石脉在隆化县步古沟乡潘家窝铺也有发

现
,

石英萤石 脉 中银含量在 巧一 八
,

最高 八 当萤石呈紫色
、

石英含量高

时
,

银含量也高
。

含银萤石脉的形成与牛圈

银矿晚期出现的紫色萤石的形成相似
,

是在

比银矿形成温度低的环境下形成的
。

本区低温端员的另一种矿化作用还有镜

铁矿化
,

在扣花营
、

牛圈均可见到
。

产于张

家口组次火山岩与凝灰岩交界处外接触带的

十八台铁矿
,

矿体呈脉状
,

走向北北西
,

厚
。

主要矿石矿物为镜铁矿
,

细一微

粒
。

矿石中有石英晶簇
、

萤石
、

重晶石脉充

填
。

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
、

角砾状和胶状
。

拣块样品含银 八
。

矿床成因为火山热

液型
。

隆化县步古沟乡镜铁矿点中
,

银矿化

普遍
,

矿化范围宽于镜铁矿脉
,

银含量

一 八
,

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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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系列及找矿意义

本 区
、 、 、

及萤石
、

镜铁矿等的成矿作用直接与火山作用有关
,

构成较完整的火山热液成矿系列
。

这些矿床

的成矿作用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①为燕 山晚

期火山活动演化的产物
,

成矿时代为
,

矿床与火山岩紧密伴生 ②成矿热

液来源复杂
,

高温端员矿床成矿热液主要来

自岩浆岩
,

如寿王坟铜矿 低温端员矿床成

矿热液主要来 自地下水
,

中间矿种的成矿热

液则为二者之混合 ③成矿物质主要来 自火

山岩
,

也可有部分矿质来 自其他时代的岩

石
,

由火山岩浆的热能驱动水体交代围岩而

析 出 ④成矿 以充填方式为主
,

其次是交代

方式
。

表 冀北辽西地区矿床的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 ℃ 和盐度

样样 号号 矿 床床 矿 种种 测 点点 温度范围围 平均仇仇 最佳似似 盐度

一 寿王坟坟 ①

②②②②②②

一 金厂峪峪 】 ①

一 金厂峪峪 ②

一 金厂峪峪 ①

一 峪耳崖崖 ②

二二二道沟沟 ③

①①①①①①

②②②②②②

一 牛 圈圈

一 扣花营营 ① 】夕夕

②②②②②② 石石

测定单位二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从火 山 口 向外
,

依次 出现铜
、

金
、

铅

锌
、

银
、

萤石及镜铁矿等
,

成矿温度逐渐

降低 表
。

铜矿床流体包裹体为含子矿

物的多相气液包体
,

具沸腾观象 金矿床以

富含 三相包体为特点 银矿床为气液

包体 而萤石矿脉中所见的流体包裹体均为

纯液相包体
,

成矿温度低
。

矿体金含量无显

著变化
,

银含量迅速增高
,

比值也

随之增高 表
,

矿物组合
、

围岩蚀变组

合均反映矿床形成的温度从高温向低温演化

的趋势 表
,

其中石英颗粒在铜 牛助

矿
、

金矿 中较粗
,

而在银矿
、

银铅锌矿中

细
。

表 冀北辽西地区矿床的 比值

寿寿寿王坟坟 二遴沟沟 打一花下兮兮 牛 圈圈
一 滋 】

一 一吕吕 月 乃

表 冀北辽西地区矿床的矿物组合及围岩蚀变组合

寿寿寿 王 坟坟 二 道 沟沟 扣 花 若若 牛 圈圈

矿矿物物 矿石石 黄铜 矿
、

黄铁 矿
、

磁 黄黄 黄铁 矿
、

黄铜 矿
、

银金金 方 铅矿
、

闪锌 矿
、

银 矿矿 黄铁 矿
、

闪锌 矿
、

方错错

组组合合 矿物物 铁矿
、

磁铁矿矿 矿矿 物物 矿
、

银矿物物

脉脉脉石石 透辉 石
、

石榴 子 石
、

石石 石英英 菱 铁 矿
、

石 英
、

爪 品品 玉胜
、

萤了了了

矿矿矿物物 英英英 石
、

萤石石石

围围岩蚀变变 夕卡岩化 透辉石
、

石石 硅化
、

绢云 毋 化
、

绿 泥泥 硅 化
、

粘土 化
、

碳酸盐盐 硅化
、

粘 七化化

榴榴榴子石 石化化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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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系列模式图如图 所示
。

铜钥矿床

成矿温度最高
,

直接产于次火山岩体中
,

成

矿热液和成矿物质主要来 自侵人岩体
,

类型

有夕长岩型 寿王坟
、

斑岩型 小寺沟

金矿产于侵人体周边古地层或与侵人岩同时

代的火山岩中
,

成矿条件范围较宽
,

含金石

英脉之延深常达数百米至千米 铅锌矿段位

于金的 上部
、

银的下部
,

以营房银铅锌矿为

典型 银矿床产于火山岩中
,

远离侵人体存

在
,

而萤石
、

镜铁矿脉产于火山凝灰岩中
,

与火 山机构无直接联系
,

成矿物质来 自围

岩
,

而成矿热液为加热了的地下水
。

画 魏 口 口 目
。

魏
。

口
图 冀北辽西地区火山热液成矿系列及成矿

模式

一萤石脉
、

镜铁矿脉 一硅帽 一角砾岩 一斑岩

铜矿化及蚀变 一碳酸盐岩 一夕卡岩铜矿及蚀变 一花

岗岩

火山热液成矿系列的建立对火山岩区的

找矿具有
· 今

分重要的意义
,

尤其是找银
。

在

本区以往的地质找矿工作中
,

就矿论矿的现

象十分普遍
,

如银矿找矿只注意一些与银矿

有关的蚀变标志
、

氧化铁锰帽等
,

而对与银

无直接关系的热液现象则重视不够
。

在成矿

系列中
,

银与萤石
、

镜铁矿均位于低温端

员
,

二者紧靠在一起
,

反映它们的成因具有

紧密的关系
,

即萤石
、

镜铁矿脉是银矿重要

的找矿标志
。

在冀北辽西和内蒙赤峰南部地

区
,

存在大量热液萤石脉及很多镜铁矿脉
,

其中很多已被民采揭露
。

从成矿系列的角度

看
,

这些都是 良好找银标志
。

有些萤石脉本

身就已银矿化
。

应将这些矿化标志与火山活

动
、

火山机构相联系
,

深人解剖火山机构
,

在萤石脉
、

镜铁矿脉之深部或周围
,

注意寻

找银矿床
。

根据这种观点
,

我们在冀北丰宁

地区的张家口组流纹岩中寻找到一含银硅化

体 —森吉图银矿点
,

其矿化范围
、

围岩蚀

变范围均很大
,

成矿地质特点类似于成矿系

列顶部的硅帽
,

其中含萤石和镜铁矿细脉
,

在其深部有很好的找银前景
。

同样
,

利用一些已知的银矿点
、

银铅锌

矿点
,

也应注意寻找火山热液型金矿床 在

铜矿床的外围寻找金矿床
,

如寿王坟铜矿外

围发现的三岔沟金矿床
。

另外
,

从与成矿有关侵人体的研究结

果
,

与不同矿种有关侵人体具有完全不同的

特征
。

这就是说
,

尽管在同一侵人体 次火

山岩 周边 可 形成完整 的 一 一

一 一 等的元素分带
,

但不大可能

形成多个矿种共 伴 生
。

因此应在特定地

区寻找特定的矿种
。

本文承蒙马力教授审阅
,

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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