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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次火山岩型铜银多金属矿床是我国东部中生代火山岩区重要的矿床类型，次火山岩发育 

地区是寻找该类矿床的有利地区，硅化、绢云母化、冰长石化等是重要的找矿标志，化探是寻找该类矿床 

较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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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耿文辉  ̈J、姚金炎 ，耿文辉、王滋平 

等的研究，认为我国东部中生代陆相火山岩区中的 

大部分铜银多金属矿床属于次火山岩型矿床，他们 

具有相类似的成矿环境与成矿条件，产于火山岩区， 

成矿与火山机构、次火山岩浆侵位及隐爆关系十分 

密切。本文从地质、地球物理 、地球化学等方面探讨 

该类型矿床的找矿评价标志。 

l 矿床地质评价标志 

1．1 次火山岩评价标志 

1)次火山岩的岩性是次火山岩型矿床的一个 

很重要的评价标志。一般说来 ，成矿与酸性次火山 

岩有关的矿床往往形成银铅锌矿床，岩性多为次花岗 

斑岩、次石英斑岩、次霏细斑岩、次石英霏细斑岩、次 

流纹斑岩等。成矿与中酸性一 中性次火山岩有关的 

矿床往往形成铜金或铜矿床，岩性多为次英安玢岩、 

次英安岩 、次石英闪长玢岩 、次闪长玢岩、次斜长斑 

岩、次斜长花岗斑岩等，我国东部中生代次火山岩型 

矿床主岩岩石化学成分特征(表 1)表明了这一现象。 

2)次火山岩体或岩脉发育程度常常是预示大 

中型矿床存在的一个重要标志。某一矿床中次火山 

岩发育程度可从 3个方面来衡量。第一个方面是次 

火山岩种类，如果在同一成矿时间内次火山岩的种 

类多，则往往形成大中型矿床。次火山岩的种类多 

表明次火山岩岩浆分异演化好，有利于矿质的浸出 

和富集。例如内蒙古林西县大井铜银多金属矿床， 

区内次火山岩种类繁多，有次安山玢岩、次英安玢 

岩、次霏细斑岩(或流纹斑岩)；内蒙古突泉县闹牛 

山铜矿区有次斜长石英斑岩 、次花岗斑岩、次长石斑 

岩、次煌斑岩及辉绿石；浙江天台县大岭口银多金属 

矿区有次石英斑岩、次流纹斑岩、珍珠斑岩、次霏细 

斑岩、闪长玢岩等。 

第二个方面，从成岩期次上讲 ，在同一成矿时间 

内如果次火山岩是多期次形成的，则伴随的矿化也 

是多期次性的，并叠加形成大中型矿床。例如 ：江西 

银山多金属矿中的次石英斑岩、次英安玢岩、次安山 

玢岩分别是 3个期次形成，每期都伴随着矿化并叠 

加；福建紫金山铜金矿区，与成矿有关的次英安玢 

岩 、次石英斑岩也可划分4次，而且最强烈的主金属 

矿化时间是与矿区次火山岩最发育的期次相伴生。 

第三个方面次火山岩岩脉和岩株分布程度。次 

火山岩岩脉和岩株分布集中，在一个构造空间中有 

多个岩脉和小岩株产出的地区或地段是形成大中型 

矿床的有利地区，往往在此一个构造空间中形成的 

单一矿体即可达大中型矿床规模。浙江天台县大岭 

口银多金属矿、内蒙古东部甲乌拉银多金属矿的主 

矿体均产于该构造空间中。 

因此，次火山岩种类多，期次多，岩浆演化好，构 

造空间开放的地区或地段 ，成矿作用表现为多期次、 

多种矿化叠加，易形成大中型次火山岩矿床。反之， 

次火山岩不发育的地区，次火山岩类简单的地段 ，往 

往矿床规模较小，常为单一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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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数字为样品数，氧化物比值无计量单位。 

1．2 区域构造和火山构造评价标志 

控制次火山岩型矿床、矿体定位的主要构造有： 

主干断裂附近的次级张性、张扭性断裂破碎带，火山 

口及火山颈，与火山机构有关的放射性、环状断裂 

(图 1)。在火山机构与区域构造叠加的部位，代表 

火山岩浆长期活动的中心地带，是岩浆地热系统活 

跃的场所，常有大中型矿床产出。多种类型、多期次 

构造的叠加，有利于成为良好的储矿空间和赋矿部 

位。次火山岩(岩脉)与围岩的内、外接触带部位， 

尤其是隐爆角砾岩体(脉、带)与断裂带的叠加复合 

部位是成矿最有利的空间位置，浙江大岭口银多金 

属矿床就是产于漏斗状火山口的隐爆角砾岩中(图 

2)。隐爆热液角砾岩的形成代表成矿早期有极强的 

气液作用，它有利于成矿溶液的分异，促进成矿溶液 

物理化学条件的改变，致使成矿物质的迁移和沉积。 

1．3 矿化围岩蚀变评价标志 
1．3．1 次火山岩型矿床矿化围岩蚀变专属性 

1)鲰 多金属矿床有关的围岩蚀变为： 

强硅化，包括硅化帽、次生石英岩、石英脉，是最 

普遍的蚀变，东南沿海火山岩带的次火山岩型矿床 

常常有蛋白石化、玉髓化。与硅化伴生有黄铁矿化、 

绢云母化。青监岩化较普遍，常分布在矿体边部和 

底部。 

含锰碳酸盐矿物蚀变和碳酸盐化，在矿化带或 

矿体脉石矿物中常有菱锰矿、含锰碳酸盐等矿物产 

出。少数矿区有蔷薇辉石、锰铝榴石等矿物产出。 

它们在地表氧化形成极为醒目的铁、锰帽，是寻找银 
2 

l 2圈 3 1 m 

图1 内蒙古东部甲乌拉矿区地质简图 

(据黑龙江有色地勘局706队资料修改) 

J3一侏罗系上统中酸性火山岩；P2s一二叠系上统砂板岩、砂砾岩； 

P2a一二叠系上统安山岩； o1r-_石英二长斑岩； 1广 花岗斑岩； 

Q 石英斑岩；̂yb一长石斑岩；8 一闪长玢岩； 一海西期斜长 

花岗岩；l一平移剪切断层；2一实测与推测断层；3一矿脉及编号 

矿床的重要标志。 

萤石化、水白云母一伊利石(叶腊石)化亦常为 

某些火山岩银多金属矿床重要蚀变标志。 

叭 档 ¨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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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岭 口矿 区 5线地质剖 面图 

l一晶屑凝灰岩、沉火山角砾岩；2一凝灰岩、凝灰质砂岩、砂岩； 

J3 一集块岩、角砾凝灰岩；J3 一凝灰岩、熔凝灰岩、沉凝灰岩； 

J3 一沉凝灰岩、沉火山角砾岩； 1r 流纹斑岩；Ⅶr一靠细斑岩； 

3一隐爆角砾岩；4一矿体及编号；5一断层；6一实测、推测地质界线 

2)Cu(Au)矿床有关的围岩蚀变有： 

硅化，个别矿床有硅化帽，与金成矿有关的硅化 

其石英常为烟灰色、灰色。 

黄铁绢英岩化，是铜(金)矿床最重要、最常见 

的一种成矿围岩蚀变，可分为“面型”蚀变与“线型” 

蚀变两类。面型蚀变范围较大，为成矿前的蚀变，线 

型蚀变则为主要成矿阶段的蚀变。一般叠加于面型 

蚀变上，常分布于矿化带、矿脉两侧。例如紫金山深 

部铜矿床的围岩蚀变即为此类。 

电气石化、角闪石化一阳起石化，也是较为重要 

的一种成矿围岩蚀变。在内蒙古东部的莲花山铜 

矿、闹牛山铜矿 。电气石、角闪石一阳起石等产于成 

矿的隐爆角砾岩中，呈胶结物形式出现 ，与铜矿物密 

切伴生。 

明矾石化，最典型的矿床是紫金山铜金矿，成矿 

期前“面型”蚀变明矾石呈均匀浸染状；成矿期的浅 

红色明矾石呈不规则线状产于铜矿脉两侧，铜矿化 

与该期蚀变密切伴生。以金为主的某些矿床有冰长 

石化。 

由上看出，次火山岩型矿床矿化围岩蚀变专属 

性表现为：铜金矿化围岩蚀变主要是硅化、黄铁绢英 

岩化、明矾石化，其次是电气石化、阳起石(角闪石) 

化；银多金属矿化围岩蚀变主要是硅化、黄铁矿化、 

绢云母化、含锰碳酸盐化、碳酸盐一绿泥石化(青盘 

岩化)等围岩蚀变。 、 

图 3 福建紫金山铜金矿床蚀变分带示意图 

l一金矿体；2一隐爆热液角砾岩；3一铜矿体 ；4—蚀变分带界 

线；§ 一次安山玢岩 

1．3．2 次火山岩型矿床矿化围岩蚀变分带性 

次火山岩型矿床围岩蚀变常具有分带性，并与 

矿化分带有一定对应关系。以福建紫金山铜金矿床 

为代表的铜金多金属矿床其分带性：垂向上表现出 

(图3)上部强硅化带(硅帽 Au矿化)，中部石英一 

地开石一明矾石化带(Au、Cu矿化)，深部石英一绢 

云母化带(Cu矿化)。 

以内蒙古东部甲乌拉银多金属矿为代表的银多 

金属矿床，其蚀变分带为：上部水白云母——伊利石 

化；中部硅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萤石化；下部 ：青 

盘岩化(绿泥石 一绿帘石化)。银多金属矿主体与 

硅化、绢云母化带有十分密切关系。浙江大岭口银 

多金属矿床也有类似蚀变分带。 

次火山岩型矿床金属矿化分带的特征表现为： 

铜金多金属矿床由浅到深部一般为 Au—Au、Cu— 

Cu的分带。银铅锌多金属矿床 由浅到深为：Ag 

(Pb、Zn)一Pb、Zn、Ag—Pb、Zn(Cu)的分带。 

2 次火山岩型矿床区域地球物理标志 

已知次火山岩矿床就位的地球物理背景场特征 

如下：① 在布格异常图上，矿床多分布在重力场局 

部升高或异常等值线发生扭 曲和变宽部位。一般 

说，延伸长度大，梯度陡，等值线平直密集的梯度带 

上，没有中型以上矿床。② 重、磁同正，以明显孤立 

局部场为依托，矿床多产在局部正布格重力异常和 

区域正磁场异常的边部场值低缓部位。重、磁正局 

部场可能是次火山岩体深部岩浆库或矿源中心的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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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矿液沿着火山机构和次火山岩体周边断裂构造 

或接触带上侵就位形成矿床。 

3 地球化学异常评价标志 
地球化学异常(分散流、次生晕 、重砂)是找矿 

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志。找矿实践也证明化探方法是 

最为有效的普查评价方法之一。近 20年来一些大 

中型 Au、Ag矿，都是由区域化探的扫面，地面异常 

检查而发现的。在不同的自然地理景观条件下，用 

次生晕或分散流，结合重砂异常，可为找矿提供靶 

区。内蒙古东部甲乌拉大型银多金属矿床就是通过 

土壤地球化学测量方法圈定异常，通过评价验证而 

发现。甲乌拉地区属半干旱低山丘陵草原区，浮土 

掩盖厚，水系不发育，沟谷宽缓，风成物质在地势平 

坦处广泛覆盖。用 1：5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方法， 

以半定量分析结果圈定出 Ag、Pb、zn、Cu、Mo组合 

异常。通过异常检查和浅部工程探查，表明组合异 

常反映了脉状银铅锌矿床地表异常晕的特征，从而 

发现了甲乌拉及其周边的查干布拉根两个大型银多 

金属矿床，取得了十分有效的找矿效果。 

福建紫金山铜金矿床发现也与 1：20万水系沉 

积物测量和 1：1万土壤测量成果有关。在紫金山地 

区发现显著的 Au、Cu、Pb、Ag、Sn、Mo等地球化学异 

常，面积达几十平方千米，异常强度Cu 100×10一～ 

150×10一。，最高 300×10一。，Au 10×10一。一100× 

1O一，最高 635．5×10一。元素异常值为区域背景 

值几倍至几十倍。异常基本围绕紫金山复式岩体分 

布，浓集中心明显，多种异常互相重叠，Cu、Au异常 

分布范 围大致反映 了铜金矿 田的分布范围。在 

13．3 km 面积内，发现金异常点 50个(>3×10 两 

个)，异常带 3条，Ⅱ类金异常晕3个，Ⅲ类 2个。后 

经详细的地表工作和深部工程，发现了紫金山大型 

铜金矿床。 

本次研究对甲乌拉和紫金山两矿床的地球化学 

组合异常评价标志进行了优选。测定了地表岩石、 

土壤中的 Au、Ag、Cu、Pb、Zn、Co、Ni、V、Ti、As、Sb、Mo、 

Bi、Sr、Ba、Cr、Be、Fe、Ca、Mn、W、Sn等22个元素。 

1)紫金山铜金矿矿床：金铜矿体上方的岩石中 

Au、舷 、Cu、Pb、Zn、As、Sb、Mo、Bi、Sn等 10个元素都 

有不同程度的异常显示，各元素异常的分布位置基 

本一致，较好的指示 了深部矿化体的赋存部位。在 

金矿体上方的土壤中只有 As、Sb、Mo、Au、Bi、Pb、W 

等7个元素异常比较明显，且从金矿体中心向上盘 

围岩大致具有 As、Sb—Au—Mo、Bi、Pb的分带趋势。 

原生晕异常组合主要为成矿元素、挥发组分、和高温 

成矿组分，显示了中低温 一高温的成矿过程。土壤 

金属量测量组合异常也显示中低温 一高温成矿过 

程。表明该组合异常代表了成矿过程，可指导找矿 

评价。 

2)甲乌拉铅锌矿床：甲乌拉矿床主要成矿元素 

及伴生元素的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从上至下 Ag、 

Pb、Zn的含量于低一高一低的变化趋势。Cu则随 

深度增大，其含量有增加的趋势。从上到下矿石中 

主要成矿元素及伴生元素大致具 As、Sb—Pb、zn— 

Ag—Cu、W、Bi、Co的分带特征。其矿体前缘晕是 

As、Sb，矿头晕是 Pb、Zn、Cd、S，矿中晕为 Ag、Hg，矿 

尾晕是 Cu、Mo、Bi、Co。矿体原生晕组合异常代表了 

银多金属成矿过程。挥发组分分布在前缘，指明找 

矿方向；中部为成矿主元素组分；深部则是与火山岩 

浆有关的高温组分。 

在成文的过程中参考了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的 

工作成果；成都理工大学倪师军教授、张成江教授阅 

读了全文，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 耿文辉，姚金炎．中国东部次火山岩型铜银多金属矿床找矿规 

律[J]．矿产与地质，1999，13(4)：193～198． 

[2】 姚金炎，耿文辉．次火山岩型和斑岩型矿床地质对比[J】．矿产 

与地质，1999，13(5)：264～267． 

[3] 耿文辉，王滋平，姚金炎．中国东部中生代陆相次火山岩型铜 

银矿床成矿地球化学特征[J]．地质与勘探，2000，36(1)：10～ 

l3． 

[4] Geng Wenhui，Yao Jinyan．Geochemistry of Subvoleanie—Type 

Copper—Silver Deposits in Eastern China．ACTA Geologic Sini— 

ca．2000，74(3)：511～5l5． 

PRoSPECT G CRrIERIA oF SUBVoLCANIC一 I yPE 

CoPPER—SⅡ VER DEPoSITS 咖 EASrI]ERN CHINA 

GENG Wen—hui’ 
，
RAO Yu—XUe2

，
YAO Jin—yah2 

(1．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 610059；2．Guilin Institute ofGeologyfor Mineral Resources，Guilin 541004) 

Abstract：The subvoleanic—type  copper—silver deposits are important o1"~8 in volcanic rock area in the eastern China．Distributing area of subvolca- 

nic rocks is favorable gion for prospecting．Silieifleation，sericitization and adularization are better guide of prospecting．Geochemical exploration is more 

efficientmethodfor searchthe deposits． 

Key words：prospecting，subvolcanic—type coppe r—silver deposits，eastern China 

4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