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4卷 第4期 

1998年 7月 

，．k■．鼻 t慷  

CE0l∞GY AND PROSPECI~ G 

Ⅷ ．34 No．4 

Jub，1998 

／， ／ 银洞沟银金矿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探讨 

雷世和 唐桂英 
(石束庄经济学院。石秉匪 丽 )

。 ／  

刘 波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天津·~oo17o) 

GIf 。。 

．囝 考 rj 

张子才 

(鄂西北地 ．丹江口．4419oo) 

就构造对该矿的控岩控矿作用和围岩蚀变等进行了探讨，揭示了早期多层次滑脱构造控 

制了初始矿源层的形成、韧一臆性推覆型剪切作用控制了吉矿石英脉的形成．以及脆性断裂 

作用控制了矿体的定位等过程，阐述了该矿床构造演化和矿化叠加的一一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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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 ) 
南秦岭造山带武当推覆体西部银洞沟推 型糜棱岩与上覆盖层发生同步褶皱．形成由 

覆岩席(雷世和等，1993．1995；雷世和、唐桂 汉江推覆岩席、十堰推覆岩席、杨坪推覆岩席 

英，1996)中．发育大量银金或金银等多金属 

矿床、矿(化)点，银洞沟银金矿床是其中规模 

最大、最具典型特征的一个大型银金矿床。 

1 区域地质概况 

银洞沟银金矿床位于扬子地台北缘武当 

巨型推覆体之银洞沟推覆岩席、武当地区西 

北部贵多金属成矿带西端(图 I)。分布于元 

古宙武当群变火山岩组顶部层位。其上部变 

沉积岩组原岩为一套以泥质粉砂岩为主夹少 

量白云岩和含黄铁矿凝灰质粉砂岩，局部见 

辉绿岩侵人体；下部火山岩组为石英角斑质 

凝灰岩和钾长石英角斑岩(或流纹岩)。它们 

经韧性剪切作用形成一套具糜棱结构的岩 

石．主要有糜棱岩化变粒岩、长英质糜棱岩、 

钾化糜棱岩，后两者是银金铅锌矿的主要赋 

矿围岩。 

区域构造特点以多层次滑脱构造为特征 

的韧性变形为主，在剪切带内部出现面型糜 

棱岩、顺层掩卧褶皱、“a”型褶皱、剪切条带、 

拉伸线理和 透人型面理等不同规模的构 

造组合群体。随着造山运动的进行，早期面 

田 I目 2 3珊 4固 5口 6 
圃 7团 8囫 9囡 10囫 11囤 12 

图 I 银洞沟矿区区域地质图 

im中新生界；2、卜 古生界；4_耙 系上境； 

卜 _元古界耀岭河群；6—元古界武当群变沉积岩组； 

7m武当群变火山岩组；＆—变基性一超基性岩； 

9—韧性 I 脱构造面；10--"瓠—魔性推覆构造面； 

11m断裂 ；12一主要断裂自营号；①—公路断裂； 

②一房竹断裂；0一左吉断裂 

及三台推覆岩席组成的武当巨型推覆体。在 

本文 1997年 3月收到，文元亮编辑 。 

*地质矿产部定向科研基金和国家重点黄鱼攻关硬日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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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EW向公路断裂、房竹断裂和NNE向左吉 

断裂的扭动作用下，被它们所围限的武当推 

覆体西部岩块发生扭动变形，形成由 s状背 

向斜组成的银洞沟推覆岩席。银洞沟—梨树 

坪EW向倒转背斜就是该推覆岩席中的一个 

次一级褶皱构造，轴面反S型扭动，东端向北 

倾，西端向南倾，背斜核部EW向轴面劈理带 

是银金、铅锌矿化重要的容矿构造。轴面劈 

理带是后期叠加在早期韧性剪切变形带之上 

的韧一臆性构造。 

2 矿床地质特征 

2．1 —般地质特征 

矿床位于背斜轴部，矿带延伸方向近 

EW向，与背斜枢纽方向一致，全长 2150 m， 

sN宽 150m一300m，往西延入陕西省境内， 

沿倾伏方向变深。矿体沿倾向和走向延伸 

(深)较大，向西倾伏端厚度增大，品位增高。 

地表 300 m以下仍有矿体分布，矿体赋存标 

高从 1291 m～750 m，具向西侧伏和明显垂直 

分带特征(图2)。浅都为银金矿带，中部为 

铅锌银矿带，深部为铅锌矿带。矿体具有成 

群成带平行分布特征，由南至北共分4个矿 

组，每组由若干小矿体组成。矿体主要呈脉 

状或板状，少数呈透镜状。脉体分单脉、复脉 

和网脉3类，沿走向或倾向具明显胀缩、尖灭 

再现或侧现及部分复合特征。矿体倾向160~ 
～ 1 ，上部矿体倾角65'，向下逐渐变为75。 

左右，矿体向西倾伏角 10~ 30~。 

该矿床已圈出太小银金矿体27个，其中 

24个矿体向深部过渡为铅锌矿体。矿体产 

状可分为两类，一类沿早期糜棱面理或分异 

层理 是分布；另一类平行背斜轴面劈理分 

布，呈陡倾斜板状，规模较大，含矿性好，矿体 
一 般长 1O00 m～20OO m，总平均厚度 60．93 

m ，单矿体厚度由 1．10 m～4．45 m，一般厚 2 

m左右。矿床平均品位他 176．6 X 10～，Au 

1．80X10～， 最高品位349．9X10一，Au最 

高品位达 27．90 X 10-。。；深部铅锌矿平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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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Pb 1．75％，Zn 2．42％。银金品位与厚度 
一 般呈正相关关系。矿体中的银、金品位亦 

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一般 >0．5，其中 Ⅱ2、 

Ⅲ4、Ⅳ2部分矿体银金相关系数 >O．8。Ag／ 

Au值为 100：1—100：2之间。 

圆 l圈 2囤 3圈 4回 5图 6 

图2 银洞沟银金矿床 l5线地质剖面图 

J—银金矿体 ； —铅锌矿体；卜 正断层； 

4—逆断层；s一坑道； 分钻孔 

①一弱硅化长英质麋棱岩，分布于背形两翼： 

@—强硅化长英质糜棱岩：@—钾化糜棱岩。 

2．2 矿化组成、结构构造、矿石类型 

矿石矿物成分比较复杂，已查明的矿物 

成分有62种，其中金属矿物44种，脉石矿物 

18种。金属矿物虽种类繁多，但在矿石中含 

量不高，在银金矿石中仅占1．5％左右，铅锌 

矿石中约占11％，以硫化物为主，次为碳酸 

盐和氧化物。硫化物主要有黄铁矿、闪锌矿、 

方铅矿和黄铜矿。银矿物主要为辉铜银矿、 

螺状硫银矿和自然银；金矿物主要是银金矿。 

少量为自然金，呈细小包体(0．07 mm 0．3 

mm)嵌布于黄铁矿、黄铜矿和方铅矿裂隙和 

晶隙间。 

矿石化学成分分析显示：银金矿石除 

Ag、Au外 ，尚含有 Pb、zn、Cu、A8、 、C0、 、 

Mo、W、Sn、Bi、Se、Cd等；铅锌矿石中除含 Pb、 

zn外，含有Ag、Au、Cd、cu等。矿石氧化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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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很高，银金矿中sio2含量可达 90．58％， 

显然与硅化有关。绿泥石化、绢云母化使矿 

石中Al203，MgO和 码 的含量增高，铁白 

云石化使 CaO的含量增高。 

矿石主要呈云雾状 、浸染状(稠密浸染 

状、稀疏浸染状和细脉浸染状)、条带状、薄板 

状和脉状，此外，还有块状和揉皱状构造。常 

见的结构有自形—他形粒状、交代溶融、圃溶 

体、填隙、交代残余、镶边、骸晶等。 

矿石类型分为金银互化物—银的硫化物 

矿石，以辉铜银矿和螺状银金矿为主，是本矿 

床的主要类型；银的硫化物—金银互化物矿 

石，以自然银、金银矿、银金矿为主，是矿床次 

要类型。含铜银的铅锌硫化物矿石，是铅锌 

矿体主要矿石类型。 

2．3 矿化阶段划分 

2．3．1 早期铅锌矿化阶段 

以糖粒状石英—铅锌矿化为主。由韧性 

剪切应变作用所产生的大量变质热液(珥0 

和coo将各类糜棱岩中活化的 Si、S、Fe、Pb、 

、Ag、舢 等成矿组分带入变质流体。由于 

二氧化硅浓度较大，在动态重结晶条件下和 

糜棱岩中石英亚颗粒交代转化为细糖粒石 

英。当含矿流体进入到糖粒状石英中，离子 

能量系数较大的 、pb2’、zn2 等金属离 

子与 s2一结合，在一定的温压条件下，有大量 

闪锌矿、黄铁矿、方铅矿和少量黄铜矿、银黝 

矿沉淀晶出；呈浸染状、脉状或块状，部分地 

段富集成铅锌工业矿体。 

2．3．2 中期矿化阶段 

是银金矿重要矿化期，可分两个亚阶段： 

1)糖粒状石英—银金矿化亚阶段。随着 

铅锌等金属已大量晶出，流体中银金组分浓 

度相对较高。这时受剪切作用的变质地体由 

地壳较深处向浅部发展，岩石变形由韧性转 

化为脆性。在这一过渡阶段中，当含矿流体 

运移到浅部扩容带时，温度、压力、盐度逐渐 

降低，对含矿流体来说，是一个低压电位环 

境，促使银金矿物大量晶出，形成以辉铜银 

矿、螺状硫银矿、自然银为主，以银金矿等为 

次的矿物组合。一般沿糖粒状石英脉边部呈 

稠密浸染状、条带状及细脉浸染状分布；早期 

形成的剪切褶皱核部和压溶构造也是良好的 

容矿空间。 

2)粗糖粒(烟灰色块状)石英—含铅、锌 

的银金矿化亚阶段。银金主成矿阶段以后， 

由于构造脉动性，以前含矿石英脉因圃结时 

发生体积收缩，从而在硅化围岩和含矿石英 

脉内部产生裂隙空间，为流体再次充填创造 

条件。流体中有用残余组分沿裂隙沉淀晶 

出。银的硫化物、金银互化物、黄铁矿、方铅 

矿等金属矿物的粒度较粗，其矿化主要集中 

于标高1100m一960in之问。这种粗粒块状 

石英往往在细糖粒状石英中呈团块状，并切 

穿前阶段含银金细糖粒状石英脉。 

2．3．3 晚期弱矿化阶段 

以出现乳白色块状石英和铁白云石脉为 

特征，是继上述成矿后，因受剪切变形变质作 

用而含矿地体被抬升至浅部，韧一脆性过渡 

构造环境转化为脆性变形构造环境所产生的 

矿化阶段。此时，流体表现出以二氧化硅和 

碳酸盐成分为主的热液活动，沿裂隙和一些 

小型断层空间运移，在较低温度(130℃一 

200~C)和压力条件下，沉淀出含黄铁矿、方铅 

矿弱矿化块状石英—铁白云石脉，并切割前 

期含矿石英脉。从此结束了银金铅锌矿化。 

从分散一集中—定位，经历了由韧—脆性剪 

切作用一脆性变形阶段发展的过程。从脉体 

相互穿切关系，可看出成矿期次演化过程与 

构造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①含铅锌的糖粒 

状石英脉或铅锌矿细脉被含银金糖粒状石英 

脉切割；②同一条矿脉内，常见条带状银金矿 

石被具有浸染状银铅锌矿化的粗粒一烟灰色 

块状石英脉切穿；③具弱矿化乳白色块状石 

英一铁自云石脉切穿①和②含矿石英脉。 

2．3．4 后期构造作用对矿体形成的影响 

当成矿作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后期构 

造作用的影响，使已成型的矿脉发生塑性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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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或进一步被拉断出现首尾相连的透镜体， 

部分呈平行斜列分布，沿构造透镜体两便j出 

现富矿。从采场观察，这种由构造叠加引起 

的矿化富集现象较为普遍，并已成为开采追 

索富矿的规律。 

2．4 金属矿化垂直分带 

金属矿化在空问分布上具有一定的垂直 

分带性(图2)。上部银金矿带(赋存标高> 

ll00m)，银金矿石平均品位Ag 156．9 x 10一， 

Au 1．79 x 10—6
，基本不含或含微量铅锌；中 

部为过渡型铅锌—银金矿化带(标高 ll00m 
一 960m)，矿石平均品位为A异122．凹x 10～， 

Au1．38 x 10—6，Pb 0
． 1％ 一0．9％ ，Zn 0．2％ 

一 2．4％；下部为铅锌矿化带(<粥Dm)，矿石 

平均品位Pb 0．97％，Zn 1．97％，而 A异小于 

加 x 10～，Au甚微。 

2．5囤岩蚀变 

矿体围岩蚀变作用以硅化为主，次为钾 

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 

等。硅化是银金矿化主要蚀变类型，成面型 

分布于韧性剪切带扩容带中，发生在韧性剪 

切向脆性剪切转化阶段。从剪切带中心部位 

向南北两便j围岩分别由强硅化—弱硅化组成 

(图3)，多以细糖粒状石英为特征。其形成 
一 方面是在动态背景下析出的Si 等物质 

进人流体，另一方面是长英质糜棱岩中的石 

英被活化，在剪切条件下发生重结晶和动力 

分异，沿背斜扩容带沉淀晶出。这种特殊结 

构的细糖粒状石英是银金矿化富集的良好场 

所，硅化越强，银金矿化越好。 

钾化出现在背斜核部中心部位的钾质糜 

棱岩或超糜棱岩中，是糜棱岩带内特殊的蚀 

变，与硅化叠加出现，常呈内红色钾化条带， 
一 般长 lO 一15em，宽0．5em—lean，沿强化 

面理方向富集金属矿物。钾化另一种表现是 

在成矿作用过程中出现大量含钾矿物，如绢 

云母、多硅白云母及黑云母等，从早期到晚期 

热液活动与整个矿化相伴随。黄铁矿化在矿 

区各岩类中较为普遍。经研究，韧性剪切变 

l6 

形阶段生成的黄铁矿大都为短柱状和立方体 

状，具简单的直线晶纹，含量约 1％左右，粒 

径一般为0．2m ～0．6mm，最大者可达 10mm 

以上，部分具裂纹构造。韧—脆性剪切阶段 

生成的黄铁矿为菱形十二面体、八面体聚晶 

和五角十二面体，粒径一般为 0．3Ⅲ 一0． 

2ram，呈星点状产于含矿石英脉和蚀变岩中， 

含量一般 3％一4％。钾化糜棱岩中的黄铁 

矿富含铅，硅化长英质糜棱岩中黄铁矿富含 

银，这与铅锌矿和银金矿体分带赋存部位是 

相吻合的。黄铁矿平均含 A异260 x 10～，Au 

2．29×10一。韧一脆性阶段生成的黄铁矿含 

Ag 1380×10一，Au 160x 10一。热电效应具n 

型和P型两类，前者 a= 一210．8mv／~，后 

者 a= +222．0mv／度。 

围 1囵 2回 3田 4 
回 5囫 6国 7园 8因 9 

图3 银洞沟银金矿床蚀变分带平面图 

1一长英质糜棱岩、糜棱岩化变粒岩；2—变辉绿岩； 

一 弱硅化带；4_—强硅化带；5—钾化带；6—韧性滑疆构造面 

7—银金矿体；8---正断层； 断层。 

铁白云石化伴随硅化普遍分布于矿石和 

矿化带中，一般呈等粒状和他形粒状、脉状产 

出。在糜棱岩和糜棱岩化变粒岩(即矿化围 

岩)中，多以团块和透镜体分布。在韧一脆性 

剪切变质作用的整个演化过程中都有出现。 

绿泥石化，属镁绿泥石类，与绢云母、多 

硅白云母相伴出现，呈脉状、团块状大致定向 

分布于石英粒间，含量一般在0．5％左右，矿 

化富集地段可达4％以上。 

根据上述蚀变矿物组合特征，矿区内围 

岩蚀变可分为三个带：强硅化—钾化一绢 

(白)云母化—铁白云石化带；硅化带；绿泥石 

化一白云石化—弱硅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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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矿床地球化学特征 

3．1 矿物流体包裹体 

不同成矿阶段石英包裹体均一温度变化 

范围较宽，从 130℃ 40O℃，主要集中于 

180℃一290℃，这一区间是银金成矿温度最 

佳条件。矿床垂直分带不同标高不同矿化的 

包体均一温度和盐度变化范围，由下往上，铅 

锌矿带温度为 180℃一280℃ ，盐度为5．1％ 

一 11-8％；银铅锌矿带(混合带)温度为 180℃ 
一 230℃，盐度为4％一7．7％；银金矿带温度 

为 180℃一25O℃，盐度为5．1％；含银铁白云 

石弱矿化带温度为 130℃一190℃，盐度为4． 

65％。这反映由深部向浅部，早期铅锌矿化 

阶段到中一晚期银金矿化阶段，成矿流体温 

度和盐度具有从高到低变化趋势。在成矿过 

程中，成矿流体经过3次降温变化，逐步形成 

以铅锌为主到以银为主矿化过程。此特征表 

现了成矿流体在韧一脆性剪切应变作用下， 

开始由较深层次构造环境不断向地壳浅部转 

化。在构造演化过程中，由于构造热液脉动 

性导致不同阶段温度、盐度变化。据不同阶 

段石英包裹体均一温度、盐度得出矿化流体 

的密度变化于0．8 1．0之间，而早期铅锌矿 

化流体密度略大于中一晚期银金矿化阶段。 

3．2 矿床稳定同位素 

3．2．1 铅 同住素 

前人(吴贤奎，1988)从变石英角斑岩、变 

钾长石英角斑岩(现均为糜棱岩、超糜棱岩) 

采集的样品中获得锆石 u—Pb一致等时线 

年龄为1304Ma；银洞沟矿区及其外围变火山 

岩系全岩 Pb--Pb等时线年龄为 1512Ma— 

l136Ma，矿石铅 多伊模式年龄部分接近 

1300Ma。从武当群下部变火山岩组中用单锆 

石溶解法获得 l97OM8(秦正永，雷世和等 

1995，秦正永，雷世和 1996)。结合地质事实 

分析，我们认为 1970Ma应为火山岩组形成时 

的年龄，1512Ma一1136Ma为早期多层次韧性 

滑脱剪切活动所形成的面型糜棱岩(即现表 

现出的岩石单位)的成岩年龄较为合理，从矿 

区矿石中获得的矿石 Ph—Pb模式年龄多为 

1 103Ma一1317Ma，说明早期矿化与韧性剪切 

活动密切相关，造成了分散的有用组分的活 

化、初始富集，形成初始矿源层。 

本区矿床铅 TIVU比值平均为4．∞，与 

岩石铅同位素组成和等时线年龄计算的岩石 

ah／U平均值3．74接近，表明本区岩石体系 

内铀的选择性带人和钍的迁出可能与地表水 

和各种变质热液、酸碱度和氧化还原电位的 

变化有关。 

3．2．2 氢氧同位素组成 

矿区氢氧同位素8lsO值变化范围很小， 

多在10％o一13％o，从不同阶段形成的石英中 

所获得的数据略有差异。早期矿化阶段 8 

0ILo值多集中于 一1％o一+7％0之间，8D值为 

一 6O％o 一76％0左右；中期矿化阶段 8 0H 0 

值变化于一3．3％0一+4．7~ko，8D平均值为一 

69％口左右；晚期矿化阶段(弱矿化)其 8 0|H o 

值多为负值，8D平均值为一41．5％0。而围岩 

8 O为9．47％0—14．4％0，与矿床上覆盖层(糜 

棱岩化变粒岩)中白云岩8 O值 14．4％0相近 

似。矿床成矿流体氢氧同位素组成可以看 

出，成矿流体 8 OHo自早期一晚期成矿阶段 

变化很小，随着韧—脆性剪切应变作用不断 

演化，成矿流体由变质热液、地下循环水及大 

气降水多源渗合而成。 

3．2．3 硫同住素组成 

对矿区不同标高、不同矿体和不同类型 

的矿石，以及围岩和上覆盖层中采集的硫化 

物单矿物样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成矿期形 

成的矿石，硫同位素组成非常近似，834s值变 

化除个别样品>6％0外，均在±0．1％o +5． 

e‰，平均值为+3．41~／~。矿体围岩中的 s 

值为+2．44％0，与矿石硫同位素组成相似，基 

本接近于陨石硫的最低值(O‰)。矿床硫具 

均一特征，有相似形成条件和相同来源。这 

种硫同位素组成表明硫源来自地壳较深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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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由于不同矿石类型(方铅矿、闪锌矿、黄 

铁矿) s极为接近，表明硫同位素分馏不完 

全，后期热液成矿富集差。 

4 构造对矿化的控制作用 

4．1 多层次韧性滑脱构造控制初始矿源层 

的形成 

晋宁运动前后，该区发生多层次的多重 

滑脱构造作用，表现在该区前寒武纪基底中 

发育一系列较大规模的面型韧性滑脱剪切 

带，出现在武当群上部沉积岩岩组与下伏火 

山岩岩组之间的韧性剪切带就是本区主要的 

赋矿层位。据年代学研究，上部变沉积岩组 

为 12(}0Ma一900Ma，下部变火山岩组为 ± 

1900Ma，在时间上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不连 

续面。构造特征上表现出构造面下盘为强应 

变域，变火山岩组为一套无序岩性组合，广泛 

发育韧性剪切变形产物，以面型或顺层糜棱 

岩、“a”型褶皱、掩卧褶皱、叶理和拉伸线理等 

为主的构造群体；构造面上盘表现出弱应变 

域，变沉积岩组中构造成分与前者相比存在 

明显差异，岩石一般不具糜棱岩化，只有在构 

造作用强烈地段或部位，出现初糜棱岩或糜 

棱岩化岩石，基本上是一套整体上有序的岩 

石组合。构造面上下岩层中构造成分的研 

究，可知强应变带等出现在两岩组接触面附 

近及下部岩组中，具伸展机制特点。在漫长 

的韧性剪切作用期间，由于构造作用产生的 

剪切热、区域变质作用产生的变质热及较深 

层次的地热等作用，组成原岩的物质发生了 

重新的分解、组合，形成新的岩石类型，分散 

的含矿组分的活化，沿构造活动带迁移，新生 

岩石中剪切面理的发育，为其提供了赖以沉 

淀的空间，出现初步富集，形成初始矿源层， 

有些品位较高者则构成工业矿体，平行s1或 

s2(糜棱面理或分异层理)分布。与此同时， 

含矿热液活动使围岩也发生蚀变，形成硅化、 

钾化。 

4．2 韧一脆性推覆型剪切作用控制糖粒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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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矿石英脉的形成 

印支一燕山造山褶皱运动期间，扬子板 

块与中朝板块碰撞影响岩石圈变形变质，在 

南秦岭表现为规模最大的一次造山作用。由 

北往南以大规模推覆造山褶皱变形为特征， 

使武当群和上覆盖层同步卷入褶皱。在推覆 

褶皱造山作用后期，已形成的武当推覆体西 

部因NNE向左吉断裂及近 EW--NWW向公 

路断裂和房竹断裂的扭动，造成它们所围限 

的地块产生直线扭动变形，形成由一系列 S 

形褶曲组成的银洞沟推覆岩席。银洞沟背斜 

属低序次褶皱。同时在较深部生成的糜棱岩 

被逆冲至浅部，再一次受到构造叠加。随着 

地壳由深部向浅部抬升，使在深层次构造条 

件下的韧性变形作用，开始由韧性向脆性环 

境转化，为银洞沟银金矿床形成创造了良好 

的构造条件。褶皱及韧一脆性推覆作用使具 

糜棱岩化的初始矿源层在褶皱过程中形成平 

行轴面劈理(s3或 s4)分布的石英脉，并伴有 

成矿元素的活化、迁移和沉淀富集，并伴以强 

烈的硅化和钾化，成为该矿床的主要产出类 

型一糖粒状含矿石英脉。 

4．3 脆性断裂作用控制矿体的定位 

随着变形岩石和含矿地质体位态的升 

高，其所处部位的 P、T条件发生了变化，构 

造环境由韧一脆性转化为脆性，晚印支期(燕 

山一喜山期)的构造运动，在该矿区表现为沿 

早期产生的构造面发生继承性活动，含矿石 

英脉成为新断裂带中的构造岩而被改造成为 

首尾相接的透镜体。这时，在构造动力和构 

造热作用下，含矿石英脉中的 、 等成矿 

元素再次发生括化迁移，在有利部位富集定 

位，形成矿体，并在围岩中产生绿泥石化、铁 

白云石化等。 

5 结论 

1)银洞沟银金矿床是产于元古宙武当群 

变火山岩组和变沉积岩组间面型韧性剪切带 

附近的大型叠生矿床，其形成与构造关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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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 

2)武当地区晋宁期前后的多层次多重滑 

脱构造作用，促成了武当群变火山岩组与变 

沉积岩组问韧性剪切带形成，加强了该区地 

质体变形变质，同时加速了剪切带附近分散 

的有用元素活化、迁移，在面理十分发育的剪 

切带岩石中沉淀，形成初始矿源层。伴生的 

蚀变为黄铁矿化、硅化和钾化。 

3)印支期陆一陆碰撞造成该区地壳缩 

短，已呈面型剪切变形岩石发生褶皱、倒转、 

韧一脆性剪切—逆冲，形成武当推覆体，进而 

在直线扭动作用下形成 S状复式褶皱的银洞 

沟推覆岩席。在此变形期间，初始矿源层中 

成矿元素随着褶皱和剪切作用再次发生活 

化、迁移，在原硅化岩石形成平行s3的板状 

糖粒状石英脉时沉淀、富集，形成初具规模的 

矿体 ，并伴有硅化和钾化。 

4)由于褶皱及推覆造山作用使该区武当 

群岩系抬升，P、T条件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 

燕山一喜山运动期问，它们遭受了脆性断裂 

作用，使板状矿体发生错动，形成斜列透镜状 

或粘滞性石香肠构造，成矿元素得以活化，并 

短距离的迁移，在透镜体的两侧或压溶区沉 

淀定位。伴随该期矿化作用的蚀变为绿泥石 

化和铁白云石化。 

5)稳定同位素研究表明该矿床形成环境 

的变化，由深层次向浅层次递变过程，成矿物 

质来源与变质作用、构造作用密切相关，构造 

作用又对变质作用起到控制和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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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t 要 更 正 

1998年第 卷第3期论文 燕山地区中元古界多金属矿床型及其时空分布规律”(作者：吴珍汉、杨玉东、盂宪刚、 

王建平)因故遗精目I用图件图2与图3的资科来豫，特作如下更正：(1)第1I页： 图2 粱家沟铅锌银矿床剖面图 更 

正为“图2 粱隶沟铅锌银矿床剖面图(}I自插曩彬辞．1990) ；(2)第 l2页： 图3 层状铅锌矿体赋存层位对比 更正 

为“圈3 层状铅锌矿体赋存层位对比(据冯中燕、张兴隶．1985)。 特此更正 

3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