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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晋东北地区银(金)矿成矿特征及远景浅析 

旦丝堇， 
(墙盎工业部第三地质勘查局-太原·O3O0O2) 

通过晋东北地区及三个矿床实例分析 

规律，指出了预测靶区及潜在资源量。 

探讨了晋东北地区与次火山热液有关的银(锰、金)矿床成矿 

糊 词 竖  

1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晋东北的五台一恒山一带，在大地构造上位于 

华北地台山西台背斜五台断拱。区内广泛出露太古 

代老变质岩系、元古代碳酸盐岩和中生代火山岩系 

地层。太古界地层主要有阜平群、恒山杂岩、五台群 

等。其岩性主要为片麻岩、麻粒岩、斜长角闪岩、磁 

铁石英岩、大理岩、黑云变粒岩和绿泥片岩等等；中 
一 上元古界地层主要为长城系高于庄组、蓟县系雾 

迷山组，高于庄组以白云质碳酸盐岩为主，与成矿关 

系密切。古生界地层仅有零星分布。中生界是一套 

复杂的陆相火山一沉积岩系，主要由陆源碎屑岩及 

中酸性火山岩组成 ，与银(金)矿成矿关系密切。 

区内岩浆岩相当发育，岩性从基性、中性、中酸 

性、酸性、碱性及偏碱性均有。从形成时间上讲，中 

晚太古代、元古代、晚古生代、中生代至新生代均有 

不同类型岩浆岩形成。其中，以晚太古代、早元古代 

及中生代(燕山期)岩浆括动最为强烈。对银(金)矿 

及多金属矿形成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生代中酸性岩 

泉岩类。其活动方式复杂，有火山喷发、次火山侵入 

到中深成侵入，多期次、多旋回。岩体和岩体群在该 

区出嚣有 60余处，无论是岩体个数还是出露面积占 

到山西省岩浆岩的 80％．主要岩性及期次见表 1。 

表 1 五台—恒山区中生代花岗岩 

岩石种类及形成时代表 

脚 敬 岩 性 

晚 石英长石斑岩、石英斑岩、I主石斑岩 
—— 120M日 花岗斑岩

、c畸长斑岩，花尚闪长斑岩，二I垂花副岩 

中 13SM日 磊蓑季 撬} ；{ 睡闪长岩’石英 匠玢岩 医 
— —  1，0M口 

且  主姿斑岩’石英长石斑岩’花岗斑岩’花岗闪长斑岩 佻 
黑云母花岗岩 、=长花岗岩、禹云花 }岩、花岗闪长斑岩 

支 期 1l：I斑状化岗岩 

区域构造复杂。．经历了前长城纪基底褶皱构造形 

本文 19孵 年 1月IIj【到 ．文元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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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 
成阶段、中元古代一古生代地台稳定发展阶段和中生 

代之后的地台活化阶段，构成了区内基底摺皱构造和 

盖层构造层。构造形成发展过程中，形成了 NE_-N髓 

和 NW--NNW向大断裂构造．构成了本区网状断裂构 

造格局系统(图 1)。该系统不仅控制了一系列岩浆岩 

分布，而且电控制了与燕山期侵入岩和火山岩有关的 

银(金)多金属矿产的分布。 

图 1 

l一主干探断裂；2一趺级浅城断裂；卜 推铡断层；4一中生代花 

岗岩体；卜 中生代火山岩 

1980年 ～1988年期间．冶金地勘三局在该区完成 

了9 523 kI 的 1：5万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测量．圈定 

Au 、cu、Pb、zI1、M0、AS单元素、多元素组合异常、异 

常群共232个。其中组合异常(群)ll1个，矿异常、组合 

异常群为 37个．这 37个异常中，有35个矿异常与晋东 

北次火山有关，2个与太古宙绿岩型金矿有关。35个与 

晋东北次火山岩有关的异常同样受网状断裂系统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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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为了说明该区成矿特征，现将支家地银矿床、刁泉 

银铜矿床和硐沟锰银矿床的基本成矿特征介绍如下。 

2 三个矿床基本特征 

2．1 支家地银矿床 

区域发育燕山期的 NE和 NW 向两组断裂形成菱 

形构造网络，太白维山破火山口处于断裂交叉部位(图 

I)，NW 向的唐河断裂对其破火山口的发生和发展起着 

重要的控制作用。而太白维山的破火山口内有 2个火 

山颈相次火山岩体，与支家地银矿成矿关系密切的石 

英斑岩属于其中一个，石英斑岩同位素年龄为 156№ ， 

是同熔型次火山岩。支家地银矿就处于破火山口及环 

形断裂位置见图 2。 

图2 支家地银矿、硐沟银锰矿与岩 

浆岩体、断裂酌产出关系示意图 

0 元古界长城摹高于庄组白云岩 ；如h一中生界慷罗系火山岩； 

 ̂ 。L 流纹质凝灰熔岩；岛 一变质石英闪长岩 

矿床是 银为主，伴生铅、锌的大型银矿床。矿体 

产于石英斑岩体的边部隐爆角砾岩中，受隐爆角砾岩 

体及断裂构造控制。赋存银矿床的角砾岩分布在火山 

颈相石英斑岩的旁铡，角砾岩分为石英斑岩角砾岩和 

凝灰角砾岩 、复成份角砾岩 、碎裂石英斑岩。与成矿有 

关的围岩蚀变有绢云母化、碳酸盐化、硅化、叶腊石化、 

绿泥石化和黄铁矿化。 

矿体呈脉状，倾角陡，在60~一8O 问 ，走向延长和 

倾向沿深都较大。矿体头部倾角较陡(7 8 )，往下 

到中部稍缓(07—7 )，尾端略向上翘(5 60~)。矿体 

在空间上常为脉状斜列产出。沿倾向较稳定。为大的 

透镜状、似层状，一般在中部膨大。头部、尾部分枝尖 

灭。沿走向变化较大，常有分枝复合、尖灭再现现象。 

银矿石构造主要有稀疏浸染状、角砾状、细脓一网脉状 

和网脉状 4种。矿石中主要银矿物有辉银矿和 自然 

银，其次是辉铜银矿、马硫铜银矿，再次为含铜辉银矿、 

银黝铜矿、硫碲铜银矿、硫银铁矿。其它金属矿物为黄 

铁矿、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 。以及微量蓝辉铜矿、白 

铅矿、白铁矿、褐铁矿、软锰矿、硬锰矿。脉石矿物主要 

为石英、斜长石、正长石，方解石，其次为白云母、绢云 

母、含铁菱锰矿、叶腊石、绿混石、磷灰石等。 

2．2 刁泉银铜矿床 

刁泉银铜矿为一银铜共生并伴生金的大型银矿 

床。矿床依然是处于 NE和 NW 向区域网格状断裂构 

造的交叉部位(圈 I)，燕山期杂岩体由辉长岩、黑云母 

花岗岩、花岗斑岩和石英斑岩构成。在寒武系中、上统 

灰岩沿接触带产生双交代形成夕卡岩，夕卡岩在火山 

岩超覆灰岩的拐弯处最为发育，富含成矿物质的次火 

山热液沿接触带构造薄弱环节贯人，充填、交代叠加于 

夕卡岩之上成矿。其后在花岗斑岩侵入时，银、铅、锌 

二次叠加，使刁泉银铜矿矿石的银品位增高且矿物成 

分复杂，形成中一低温次火山热液银铜金矿床。刁泉 

银铜矿体与岩体的分布关系见图3。 

图3 刁泉银铜矿体与岩浆岩产出关系示意图 

O—残坡积层； 太理岩 ； 花崩斑岩； 步卡岩； 

A r一银铜矿体 

因矿体产于夕卡岩接触带中，夕卡岩又在岩体超 

覆灰岩的拐弯处发育，剖面上看矿体多呈弯月形和勾 

形(图4)，平面上为透镜状、脉状、似层状、不规则条带 

状。与矿有关的蚀变类型较多 ，主要有夕卡岩化、绢云 

母化、钠长石化、钾长石化、硅化、黄铁矿化、黄铜矿化、 

斑铜矿化、铅锌矿化和碳酸盐化等。矿石矿物有：黄铜 

矿、斑铜矿、辉铜矿、辉银矿、自然银、硫碲铜银矿、硒银 

矿、金银矿、辉铜银矿、银黝铜矿铜兰、兰铜矿、孔雀石， 

含微量赤铜矿、自然铜、黑铜矿和硫铋铜矿等；其次为 

磁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毒砂、黝铜矿、铅铋银矿、胆 

矾、白铁矿、褐铁矿、软锰矿等 ；脉石矿物主要为钙铁榷 

石、钙铝榷石、透辉石、钙铁辉石、符 山石、方解石、白云 

石、透闪石、阳起石、硅灰石、黑云母、萤石、长石、石英、 

绿帘石、电气石、绿泥石、绢云母、蛇纹石等。 

矿石主要结构：白形、半 白形粒状、他形粒状、固熔 

体分离、交代、溶蚀、包含结构；矿石构造主要：条带状、 

块状、浸染状、角砾状、细脉状、胶状和蜂窝状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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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刁 

Q_．第四系残坡租物；∈2．，寒武善中上统太理岩；市 一黑云母花 

岗岩； 花岗斑岩；s 一步卡岩；AgGu—银铜矿体 A 矿化带 

2．3 硐淘锰银矿床 

硐沟是晋东北地区有望的锰银矿区。该矿位于山 

西省灵丘县太自维山北西侧，矿区面积4．跹 ，与支 

家地大型银矿床仅一粱之隔。区内发现有独立银矿 

体、含银锰矿体、锰银矿体等。银在次火山岩中形成独 

立的银矿体，银矿体中锰含量极低；而锰银矿体和含银 

锰矿体只产在自云岩及燧石角砾岩地层中，且银含量 

普遍较高。一般成为锰银共生矿体。 

含银锰矿体和锰银矿体均分布在高于庄组含锰自 

云岩层内，受断裂带控制，位于130线至5o线之问。矿 

体一般为层状、似层状或透镜状。 

独立银矿体赋存在侏罗系上统白旗组火山岩系 

内，矿化岩石为熔结凝灰岩、粗安质凝灰岩和粗安岩． 

矿体形态呈弧形展布的脉状。矿体与围岩界线不清，呈 

渐变过渡关系，矿体产状由上到下有变缓趋势。 

矿物组成为：原生锰矿物有铁菱锰矿、方铁锰矿、 

锰铁矿；次生氧化锰矿物有钙锰矿(钡镁锰矿)、六方锰 

矿(恩苏塔矿)，铁矿物有揭铁矿、赤铁矿，次为黄铁矿； 

伴生有用金属矿物为方铅矿、闪锌矿等；脉石矿物主要 

有石英、自云石，次为方解石。主要结构有粒状、交代 

残余、纤维鳞片集合结构；矿石构造为：块状、多孔状、 

蜂窝状及环带状、浸染状、角砾状、细脉浸染状、层纹状 

构造等。 

3 晋东北银(金)矿床的基本特征 

晋东北地区是华北陆台上的一个重要的次火山岩 

型银、金、锰和多金属成矿区带。这主要是境内广泛发 

育的若干 NE向和 Nw向的深断裂及其相伴生的岩浆 

活动。燕山期过渡同熔型花岗岩类，既是成矿热驱动 

力的源泉，也是 AIl、Ag等成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晋东 

北银(金)矿床的基本特征是： 

8 

1)五台、恒山地区NE_一M强和 NNW向探层 

次主干断裂，具区域性延伸规模，构成区内网格状断裂 

系统骨架。对与燕山期火山一次火山岩有关的银金矿 

床来说，区域内导岩、控岩断裂构造亦是导矿构造。在 

部署银金矿找矿、勘查工作时应以构造控矿作指导．注 

意地体边缘和接台地带、深大断裂旁侧的次级构造、各 

类构造交叉复合部位、火山机构和环形构造等。 

2)燕山期的陆相火山岩、次火山岩是成矿母岩，它 

们是找寻金银等金属矿产的基本条件。特别是次火山 

岩相的石英斑(玢)岩、花岗斑岩类和跑蔽爆破亚相的 

隐爆角砾岩。概略的讲，与 Au、Ag等多金属成矿有关 

的岩体，岩体中金平均含量大于 1．00×1O一，变异系数 

多大于 1；银平均含量大于 0．04×10～，变异系数大于 

或等于】；西 平均含量大于 ×1旷 ；cu的含量大于69 

×1O ；这样的岩体对成矿是有利的 

3)银(锰、金)矿赋存在火山机构(跑爆角砾岩筒、 

环状、放射状、断裂)，岩体与自云岩、灰岩的接触带，及 

其岩体外接触带的断裂破碎带是有利的储矿构造。 

4)银矿床有用元素组合类型为： 

(1)以银为主，伴生有铅、锌等； 

(2)以银为主，共生铜，伴生金、铅、锌等； 

(3)以银为主，共生锰或伴生锰； 

(4)以金为主．共生银或伴生银、铅、锌等； 

(5)以锰为主伴生银。 

5)以银为主的银矿床或银多金属矿床，一般都为 

大型银矿床，银的储量大于1 0。0 t。 

4 成矿远景浅析 

根据以往所获得的地质、物化探成果，对晋东北地 

区划分为4个成矿远景区带： 

1)太那水一刁泉成矿带；2)中庄铺一刘庄成矿 

带；3)北楼口一后坪成矿带；4)雁门关一滩上一阳自 

村成矿带。 

在此基础上又细分为 14个矿田。区内地球化学 

异常有 个与该区的 个矿床、矿点完全吻合，其余 

大部分异常与成矿岩体、控矿构造相吻合，后者有无隐 

伏银(金)矿体存在，尚需进一步进行大量地质工作证 

实。据冶金地勘三局工作过的3个矿区所获银储量达 

5356 t，专家们对 l4个矿田逐一进行剖析预测，全区找 

矿远景区可分为三级：l暖找矿远景区两个，即支家地和 

刁泉。预计抽 潜在资源量为5000 t，AIl的潜在资源量 

为5000 l唔；I【级找矿远景区7个，预计 Ag潜在资源量约 

(下转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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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含金好的黄铁矿晶胞参数 。。大于含金差的； 高，热电动势代数值高；含金差的黄铁矿热电场为 n 

3)含金好的黄铁矿热电场为 P—n型，空穴率 型，空穴率低，热电动势代数值低； 

表 4 康古尔金矿床黄铁矿热电性特征 

样 品 号 矿(岩)石类型 取样耀廑(m) Au品位(IO’ ) 黄铁矿热电动势(删 ) 热电系数( v／℃) 热电场类型 空穴车(％： 

9264 石英斑岩 (0．1 —5．7 —57 P—n I5 

韭宣山岩中 D：}6∞
一 I 35 <0．】 —12．3 —123 FI 0 黄铁矿细脉 

D3g04—3 n阶段矿石 120 79 —6 5 —65 P一“ j7 

I)3gO4—2 Ⅱ阶段 矿石 141 22．2 —7 8 —78 P一“ 30 

蚴 一6 Ⅱ阶段 矿石 154 7．88 —6 7 一 P—FI 30 

啦6∞ 一8 l阶段 矿石 171 <0 5 一l1．9 一119 n 8 

D2616—6 Ⅲ阶段 矿石 42O 0．I6 —9．7 —97 p一Ⅱ 10 

D26 一5 Ⅲ阶段 矿石 573 0．55 一玎 ．7 一m  0 

4)富金黄铁矿颗粒细，晶形吼五角十二面体为 

主，颜色灰绿色，光泽暗淡。不含金黄铁矿颗粒粗， 

晶形 以立方体为主，颜色为浅黄色 ，光泽较强； 

5)热电性和微量元素特征 ，均显示该矿床向下 

不会有太大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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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 1O个 ．预计 Ag潜在资源量约 2 850 t，Au的潜 

在资源量为 23 000 。预计全 区 Ag潜在资源量为 

12 450 t，Au的潜在资源量为 68 000 。今后工作中 

能发现斑岩金、银矿时，全 区 Ag、Au潜在资源量可 

大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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