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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营房银矿床成矿地质特征研究

任耀武
(华北有色地质勘查局地质研究所 )

提 要 河北营房银矿床产于花岗岩破碎带中
,

含矿岩石为浆爆角砾岩
。

矿质来源于深部含矿熔

浆
,

熔浆既呈角砾又呈胶结物出现
,

其量越多矿化越好
。

银的富集主要与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关

系密切
。

本区有益元素除银外
,

尚伴生一定量的金
、

铅
、

锌等
。

成矿元素具有上部为银(金
、

铅
、

锌 )下

部为铅锌 (银
、

金)的垂直分带特点
。

矿床的围岩蚀变主要为硅化
、

水云母化
、

铁白云石化及蒙脱石

化
。

根据含矿岩石及蚀变围岩特征
、

矿石结构构造
、

有益元素赋存状态
、

硫
、

氧同位素等资料综合分

析
,

矿床成因为含矿英安质熔浆经隐爆作用形成的浅成中一低温热液改造型银矿床
。

关锐词 隐爆角砾岩 银矿床 含矿熔浆 次火山岩 河北营房

浅成低温热液与
“

隐爆角砾岩型
”
金银矿床¹ ,

在物质成分及围岩蚀变等方面有相似之处
,

但成矿方式及矿质来源迥异
。

河北营房银矿床经笔者等研究
,

其成因类型应属于英安质含矿熔

浆经隐爆作用形成的浅成中一低温热液改造型银矿床
,

简称隐爆角砾岩型银矿床
。

同浅成相
,

次火山岩相岩体紧密伴生的隐爆作用是岩浆作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

它发生

于近地表一定深处的封闭一半封闭条件下
,

成矿作用同与其相关的岩浆作用构成一个连续的

地质过程
,

形成岩浆岩一角砾岩一矿体的综合地质体
。

详细研究该类地质体不仅在理论上有助

于了解岩浆作用现象
、

揭示深成岩浆作用同火山作用之间的相互关系
、

总结成矿规律及成矿条

件
,

而且对找矿工作将起积极作用
。

现将该矿床有关成矿地质特征方面的研究成果介绍如下
。

1 矿区地质简况

河北营房银矿床位于华北地台北缘中段
、

内蒙地轴东段
、

上黄旗弯断束与沽源断凹衔接处

(图 1)
。

出露地层以太古界红旗营子群变质岩系为主
。

岩性主要为角闪斜长片麻岩
、

石榴角闪

¹ 隐爆角砾岩型为简称
,

全称应为
: “

与次火山隐爆作用有关的浅成中一低温热液改造型
”

金银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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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1
.

太古界红旗偷 f 群

2. 煌斑岩脉

3
.

燕山晚期细粒花岗

岩
.

4
.

破碎带

5
·

萤石石英脉

6
·

A s(An )矿体

7
·

A g 一 Pb 一助 矿体

8. 实测及推测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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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河北营房银矿地质简图 (据华勘 51 4 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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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粒岩
、

角闪斜长岩
、

混合岩化片麻岩及黑云变粒岩等
。

中生界侏罗系张家 口组陆相火山岩
、

火

山碎屑岩等做为基底的盖层分布于断凹区
,

形成一系列火山构造盆地
。

矿区以断裂构造为主
,

老虎坝一牛圈断裂 (N 15o E /SE 匕50
。

~ 70
。

)纵贯全区
,

为本区主要控

矿构造
。

地质力学研究表明
,

该控矿断裂主要属压扭性
,

后期为引张性并具多期活动等特点
。

矿

体位于该断裂带燕山早期 ( K一 Ar 同位素年龄 23 0M a ,

本所专题组
, 1 9 8 7) 粗粒钾长花岗岩 (属

干沟门岩体边缘相 )破碎带内
。

该破碎带长 7km
、

宽 50 一 1 0 0 m
。

矿石呈角砾状
,

具品位高
、

厚度

大
、

易采易选等特点
,

矿床除银外
,

还伴 (共 )生一定量金
、

铅
、

锌等
。

2 含矿岩石
—

隐爆角砾岩岩石类型

气爆阶段

震碎花岗质角砾岩 该类岩石具碎裂结构
、

蚀变交代结构
,

角砾状构造
。

矿体顶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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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为粗粒钾长花岗岩受隐爆作用破碎而成
,

局部可见含矿熔浆沿裂隙贯入
。

破碎
、

蚀变均较明

显
。

石英呈棱角状并具炸裂纹
。

岩石局部发生糜棱岩化
,

所形成的岩石粉末构成胶结物—岩

粉或同成分胶结
。

2
.

1
.

2 硅质气爆角砾岩 为本区重要含矿岩石之一
。

熔浆胶结结构
、

重结晶结构
、

碎裂结

构
、

撕裂结构
,

角砾状构造
。

该类岩 (矿 )石由含矿熔浆及捕虏的粗粒钾长花岗岩碎屑组成
。

榕

浆物质因强烈硅化已重结晶为玉髓及水云母
,

因重结晶程度不同
,

故有粗细之分 (其表面仍可

见铁质及火山尘分布 )
,

并常呈条带状及环带状分布 (照片 1 )
。

含矿熔浆物质既呈胶结物又呈

角砾出现
,

并时见呈撕裂状和火焰石 (典型的熔浆结构 )
。

岩 (矿 )石中含多量萤石 (这是气爆阶

段熔浆富含挥发份的佐证 )
。

副矿物错英石多呈炸裂状 (照片 2 )
,

明显是受隐爆作用所为
。

岩石

受强度硅化及轻度水云母化
、

蒙脱石化及铁白云石化等
。

蒙脱石为典型的凝灰物质蚀变产物
,

硅化分三期
:

第一期为面型硅化
,

使熔浆物质重结晶为玉髓及水云母
,

并促使矿质活化
、

集中
、

变富
,

与矿化关系密切
;
第二

、

三期硅化为线型硅化
,

为成矿后产物
,

一般与矿化无关
,

但数量较

多时
,

对矿石起贫化作用

图例说明
:

卜粗粒钾质花岗岩

2
.

糜棱 岩化粗粒钾质花岗

岩

3
.

矿体

4
.

玉髓 一 水云 母 一蒙脱石

化带

5
.

王髓 一 水 云 母一 高岭石

化带

6
.

绿泥 石 一 高岭石 一 碳酸

故化带

图 艺 河北营房银矿床 x 线围岩蚀变分带剖面图

(据华勘 5 14 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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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浆爆阶段

浆爆晶屑角砾岩 该类岩石矿化较富
,

常形成富矿石
,

基本特征与硅质气爆角砾岩相同
。

其特点是
:

熔浆成分更多
、

并见熔浆复式角砾
,

是多次隐爆之结果
。

英安质次火山岩角砾偶见
,

火焰石增多 (照片 3 )
,

副矿物及晶屑矿物炸裂现象 明显
、

流动构造清楚
,

金属硫化物矿物及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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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含量也较硅质气爆角砾岩多(照片 4 )
。

2. 3 热液阶段

热液 (贯人
、

混染 )角砾岩 为前三种角砾岩受后期热液叠加作用之产物
,

是后期热液沿次

一级破碎带贯入 (或混染 )而成
。

本区后期热液活动不强烈
,

一般对矿化影响不大
。

3 围岩蚀变分带

因受隐爆机制制约
,

蚀变是在封闭一半封闭状态下形成
,

除矿体及近矿围岩发生强烈硅化

外
,

其它各类岩石的热液蚀变均不太强烈
,

但分布范围较大
。

蚀变带呈南北向分布
,

与主构造破

碎带走向一致
,

长千余米
,

宽 1 00 ~ 30 0 米
。

蚀变类型以硅化最为发育
,

其次是水云母化
、

绢云母化
、

蒙脱石化
、

铁白云石化
、

绿泥石化
、

碳酸盐化及高岭土化等
。

因受隐爆机制控制
,

本区围岩蚀变的垂直分带较水平分带清楚
。

从矿

体至围岩 (或从下至上 )依次为
:

硅化十水云母化 + 蒙脱石化带 (内带 )一硅化 + 水云母化 + 高

岭土化带 (中带 )一绿泥石化 + 高岭土化十碳酸盐化带 (外带)( 图 2)
。

一般情况下
,

内带与矿体

产出一致
;
中带分布于内带两侧

,

上盘较下盘发育
,

宽数米至数十米
;
外带规模最大

,

宽数百米
。

伴随围岩蚀变的发生
,

元素发生了规律性的变化
:

从外带至 内带
,

常量元素 51 0 2 、

Fe
Zo 3 、

ca o 增高
,

灿
2 0 3 、

K Zo
、

N a : o
、

F e o 减少 (表 1 )
,

而微量元素普遍升高 (表 2 )
。

表 1 各蚀变带常量元素含量 (% )
_

T a b le I C劝。位
p ”忱 of the

c侧m m o n el e幻口e n t in a ne r a tt o n z o n es

蚀蚀变带带 5 10 222 A 1 2
O 333 F七20 333 Fe ooo C aOOO K ZOOO N a 2000

外外带带 7 3
.

1222 1 3
.

6 777 0
.

4 888 l
。

6 888 0
.

3 000 6
.

0 000 2
.

1666

中中带带 8 0
。

4444 1 0
,

7 000 0
。

4 999 0
.

6 888 0
。

1 000 5
.

2000 0
。

2 888

内内带带 76 3 555 4
。

9 000 2
.

2 555 0
.

7 555 6
.

9 555 2
.

9 333 0
。

1666

表 2 各蚀变带微量元素含量
’

(PPm )

T 日b晚 Z M IC t o一司个晰甲n t c o n te n 臼 of al 加 r川io n z o n e习

蚀蚀变带带 P bbb Z nnn

Aggg A UUU
’

FFF SSS Tlll

外外带带 5 0 ~ 1 0 000 8 0 ~ 1 0 000 0 1 ~ 1
。

555 < 0
.

1333 7 00 ~ 1 7 0 000 10 0 ~ 2 0 000 0
.

9 ~ 2
.

2 666

(((((7 5 ))) (9 0 ))) (0
.

8 ))))) (12 0 0 ))) (1 5 0 ))) (1
.

5 8 )))

中中带带 5 0 ~ 3 5 000 6 0 ~ 9 5 000 0
.

1 ~ 4
.

888 < 0
.

13一 0
.

1 333 5 0 0 000 10 0 ~ 8 0 000 0
.

9 ~ 2
.

2 666

(((((2 00 ))) (5 00 ))) (2
.

5 ))))))) (4 5 0 ))) (1
.

58 )))

内内带带 2 0 0 ~ 3 8 000 1 1 0 ~ 1 14 000 ) 10 000 数克克 6 0 0 0 ~ 9 6 0 000 3 0 0 0 ~ 18 3 00 000 1
.

7 6 ~ 2
.

7 222

(((((2 9 0 ))) (62 5 ))))))) (7 8 0 0 ))) (9 3 00 0 ))) (2
.

2 4 )))

,

括号内为平均含量 华勘地研所分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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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矿石中有益元素赋存状态及富集规律

通过镜下观察
、

化李分析 (包括物相分析 )
、

电子探针及扫描电镜测试等综合手段研究后认

为
:

矿石中有益元素银 (金 )主要以单矿物形式存在 (表 3
、

表 4 )
,

成类质同像分布于其它矿物中

者极少(表 5)
。

从工艺矿物学角度讲
,

银 (金 )矿物主要为包体银 (金 )
,

包于金属矿物及脉石矿

物中
,

裂隙银 (金 )主要分布于黄铁矿 (中期 )裂隙中
,

间隙银(金 )主要分布于金属硫化物 (方铅

矿
、

闪锌矿等 )矿物晶隙间
。

表 3 银的物相分析结果 (% )

1恤目 . 3 Pby d 口d P加此 曰口日娜妇 全份 A g

样样样 游离连生自然银银 游离连生硫化银银 方铅矿中包体银银 黄铁矿中包体银银 闪锌矿中包体银银 硅酸盐中包体银银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ppp
分布率率 分布率率 分布率率 分布率率 分布率率 分布率率

探探糟糟 2 0
。

9 222 6 3
。

4 222 7
。

6 888 2 0777 4
.

0222 1
。

8 999

岩岩心心 0
,

1 111 7 3
.

9 111 0
。

6 555 2
。

2 000 18
。

7 555 4
。

3000

华勘地研所分析室

表 4 选矿样品各矿物相中银的分布率(% )

1切b盆e 4 D妇肠加川~ 口d o of . Uve
r 恤 , 右”翻粗肠

矿物相

分布率

氧化矿物中的银 } 辉银矿及自然银中的银 } 其它矿物中的银 硅酸盐中银

1 3
。

8 8 8 1
。

1 6

合计

1 0 0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表 5 主要金属矿物中银
、

金含里 (% )

Ta 缺 5 A u ,

Ag
o o n te n t (% )in lna jor m 加e . is

矿矿物物 金金 银银

早早期黄铁矿矿 000 0~ 0
.

1 777

中中期黄铁矿矿 0
.

1 5 ~ 1
.

2 9 (0
.

0 0 1 3 ))) 0 ~ 4
.

6 4 (0
.

2 7 0 5 )))

晚晚期黄铁矿矿 000 0
.

06 ~ 0
.

2 222

闪闪锌矿矿 0 (0
.

0 0 1 4 ))) 0
.

2 3 (0
.

3 0 2 5 )))

方方铅矿矿 0
.

18 ~ 0
.

3 0 (0
.

0 03 ))) 0
.

2 5 ~ 4
.

7 5 (0
.

3 25 )))

毒毒砂砂 0
.

13 ro 0
.

4 666 0
。

0 1 ~ 0
.

3 111

白白铁矿矿 000 0
.

1999

注
:

括号外为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括号内为化学分析结果 (分析单位
:

武汉地院北京研究生部)

经镜下观察及电子探针分析证实
,

本区银(金)矿物有
:

辉银矿
、

自然银
、

金银矿
、

银金矿
、

自

然金 (只见于人工重砂中)螺状硫银矿
、

富银硫锑铜银矿及富银硫砷铜银矿等
。

银 (金 )矿物的富

集主要与黄铁矿
、

方铅矿及闪锌矿关系密切
;
而单一黄铁矿类型的矿石

,

银 (金 )矿化一般不好
。

高品位银矿石
,

其金属矿物组合一般为黄铁矿〔碎裂
、

中期 )十方铅矿 (细粒 )+ 闪锌矿
。

该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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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组合及表 5 所列结果充分说明
,

银 (金 )矿化主要在硫化物阶段中期
。

通过对 4 26 件样品分

析数据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

Ag 与 P b
、

zn
、

A u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
。

.

5 7 8
、

0
.

3 67 和 0
.

5 83
。

矿石中主要金属矿物生成顺序见表 6
。

表 6 金属矿物生成顺序

Ta ble 6 h 幽哪
n 。自 of n le ta l . 山妞r画肠

认认尸哭
~~~

氧化物期期 硫化物期期 表生期期

早早早早早 中中 晚晚晚

黄黄铁矿矿矿矿矿 - - 一

一月月月
闪闪锌矿矿矿矿矿矿矿

方方铅矿矿矿矿矿矿矿

毒毒砂砂砂砂砂砂砂

白白铁矿矿矿矿矿矿矿

黄黄铜矿矿矿矿矿矿矿

辉辉银矿矿矿矿矿矿矿

自自然银银银银银银银

银银金矿矿矿矿矿矿矿

金金银矿矿矿矿矿矿矿

辉辉铜矿矿矿矿矿矿矿

铜铜蓝蓝蓝蓝蓝蓝蓝

磁磁铁矿矿矿矿矿矿矿

针针铁一水针铁矿矿矿矿矿矿矿

钦钦铁矿矿矿矿矿矿矿

富富银硫锑钥银矿矿矿矿矿矿矿

富富银硫砷铜银矿矿矿矿矿矿矿

螺螺状硫银矿矿矿矿矿矿矿

自自然金
.............

白白铅矿
.............

脆脆硫锑铅矿
‘‘‘‘‘‘‘

白白铁矿矿矿矿矿矿矿

* 为人工重砂中发现

5 隐爆机制分析及矿床成因探讨

本区有益元素 Ag
、

A u 、

P b
、

z n
均来自熔浆

,

熔浆成份在矿石中含量越多
,

矿石品位越高
。

从

全 区综合分析来看
,

成矿元素垂直分带具有上部 (1 2 0 0一 130 0m 标高 )为银
、

金 (铅
、

锌 )
,

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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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0一 1 1 00 m 标高 )为铅
、

锌 (银
、

金 )的特点
。

这是 因为在成矿过程中
,

由于成矿流体 自下向上

运移以及热液沸腾的结果
。

即沸腾面以下为Pb
、

z n
矿化带

,

沸腾面以上为 A g
、

A u
矿化带

,

沸腾

面附近为 p b
、

z n 、

A g 矿化带
。

湖北竹 IJJ 银洞沟银金矿
,

A g
、

A u 富集于 1 2 0 0一 i 0 0 0 m 标高
,

Pb
、

z n

富集于 1 0 0 0一 80 0m 标高
。

这一特点与河北营房银矿床十分类似
。

5
.

1 隐爆机制分析

所谓隐爆角砾岩
,

可理解为隐蔽爆破或潜爆破所形成的一套特殊岩石
。

它是在封闭一半封

闭条件下的一种火 山活动产物
。

Le o n id (1 96 1) 认为
: “

同浅成相
、

次火山相岩体紧密伴生的隐蔽

爆破作用
,

是岩浆作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

它发生于近地表深处的封闭或半封闭条件下
,

同

与其相关的岩浆作用
、

成矿作用构成一个连续的地质过程
,

形成岩浆岩一角砾岩一矿体的综合

地质体
” 。

研究该类地质体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了解岩浆作用现象
,

揭示深成岩浆作用同火山

作用之间的相互关系
,

而且对矿床评价及找矿勘探工作也有重要意义
。

根据野外
、

室内综合研究及大量资料对比分析
,

对本区隐爆角砾岩形成过程做如下简要论

述
:

下地壳或上地慢含矿熔浆 (英安质 )上升后集中于一个储浆部位—岩浆房
,

因受动力作用

沿裂隙上升
,

在通道围岩 (粗粒钾长花 岗岩
,

属干沟门岩体边缘相 )强烈破碎处
,

挥发份 (F 等 )

突然扩散
,

造成压力骤减
,

致使熔浆及气液在一定深度下发生爆炸
,

在上侵中捕虏了通道及顶

板粗粒钾长花岗岩碎屑 (晶屑或岩屑 )
,

并对其进行熔蚀胶结而成岩
。

熔浆既呈胶结物亦呈角砾

出现
,

由于多次隐爆作用
,

故常见复式熔浆角砾
,

火焰石及晶屑矿物 (错英石
、

石英等 )炸裂现象

普遍存在
。

隐爆角砾岩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

四种岩石类型 (见前述隐爆角砾岩类型

一节
,

此不赘述 )
。

形成隐爆角砾岩应具备如下基本条件
: a 、

地表下一定深处有熔浆存在
,

还要有储浆构造即

岩浆房
; b

、

熔浆中要富含气
、

液成分
,

尤其是挥发份成分
; c 、

有熔浆上侵通道存在
,

即要有构造

裂隙系统
; d

、

要具备一个封闭一半封闭条件即浅源环境
; e 、

顶板及通道 一般为脆性岩石
; f

、

要

有次火山活动条件
; g

、

隐爆角砾岩一般产于大的破碎带中
。

B
·

A
·

德沃尔库
、

萨马尔斯基认为
:

当熔浆侵入围岩中
.

由于熔浆的分异压力使 围岩产生

放射状或同心圆状裂隙系统
。

大部分火山活动是有韵律性的
,

在此韵律压力交错过程中
,

产生

顶板的局部剥离
,

沿裂隙经常有来自熔浆源中的熔融体和挥发份浸透
,

伴随熔浆上升而产生的

地下多次爆发
,

促使围岩及捕虏体破碎
。

由于大部分围岩捕虏体轻于熔浆熔融体而浮于表面
,

向火山口方向运移
,

并周期性聚集
,

又重新导致碎屑物及熔浆在地下爆发
,

形成隐爆角砾岩
。

5. 2 矿床成因探讨

通过矿石结构构造
、

银的赋存状态及富集规律
、

围岩蚀变及硫
、

氧
、

铅同位素
、

稀土元素等

特征的研究
,

并结合矿体形态
、

产状
、

控矿构造等综合分析
,

笔者提出
:

河北营房银矿床为深部

英安质含矿熔浆上升
,

经隐爆作用而形成的浅成中一低温热液改造型银矿床
,

可简 (统 )称为隐

爆角砾岩型银矿床
。

所谓改造型
,

主要是指含矿角砾岩 (硅质气爆角砾岩和浆爆晶屑角砾岩 )形

成的同时或稍后阶段
,

经受强烈的硅化 (见围岩蚀变一节所述第一期硅化
,

即面型硅化 )
。

硅化

的主要贡献是使矿质集中
、

变富
,

硅化程度与矿石品位成正比
。

兹将所述矿床成因主要依据简介如下
:

a 、

隐爆依据
:

¹ 含矿 角砾岩 (矿石 )内有顶板及围岩 (粗粒钾长花岗岩 )碎屑
; º 晶屑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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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英石
、

石英等 )多见炸裂纹 (照片 2 ) ; » 含挥发份 ( F) 矿物 (萤石 )大量存在
; ¼暗色矿物及熔

浆具撕裂状结构
。

b
、

矿质 (银等 )来自深部含矿熔浆的依据
:

¹ 见典型熔浆产物一火焰石 (照片 3) ; º 见熔浆

特征蚀变产物—蒙脱石
; » 矿石中见大量熔浆存在 (照片 1、

4)
,

其含量多少与矿石品位成正

比
。

熔浆既呈胶结物又呈角砾存在
,

并具明显的流动构造
; ¼熔浆虽经硅化变为玉髓

,

但仍清楚

可见熔浆质点分布
,

构成交代残留结构
; ½ 矿石中见英安质次火山岩角砾 (英安质次火山岩本

区地表无 出露
,

只在钻孔 2 00 米深处局部可见 ) ; ¾矿石中黄铁矿 尹S 范围 3
.

3一 5
.

2编 (极差

1
.

9 %。)
,

平均 4
.

57 %。¹
。

与陨石硫稍有偏离
,

物质来源于下地壳一上地慢
; ¿ 矿石中

2。,

Pb / 2Q’

P b一
, 06 Pb / 20 4P b 图解 (图 3) 及 ca o 一N a Zo 一 K Zo 图解 (图 4) 等

,

也说明物质来源于下地壳一上

地慢
; À矿石中石英 515 0 平均为 2

.

74 编
,

说明流体主要为深源岩浆水 (据 H
.

P
.

泰勒 ) ; Á 矿石

_
上地壳

造山带
气�

qd:��一q生
�卜

一一一一一 徽

下 地壳

1 6 1 7 18 19 , ‘6 Pb }2‘,刁 P b

图 3 ’07

外/
, o ‘Pb一 2 0‘Pb /

20 ‘Pb 图解 图 召 Ca o 一 N o Zo 一 K Z o 图解

R g
.

3 , o7 Pb /
20 ‘P b一 206

助/
20 ‘Pb p一ot F ig

·

4 0 0 一Na
Z o 一 K : 0 plot

中 万
RE

E (9 4- 1 8pPm ) 与世界安山岩 E R E E( 90
.

OPP m )近似
;  本区发现 了三种金属互化物矿

物º ,

经主元素 x 一射线面分布图像分析及光学性质观察判定
:

元素分布均匀
,

生成环境稳定
。

据有关资料分析
,

金属互化物均为深源产物
,

它们是
: I 玉龙矿 ( Y u

咖
n

gite ) : z n c u Z ,

最初发现

于西藏玉龙斑岩铜矿
,

相当于 cu 一zn 合金相图的
a
相

;
其 日相为张衡矿 (z h a n gh e n 乡t e )

: c uz n ,

首次发现于安微毫县降落的陨石中
;
其 丫相为丹 巴矿 ( don bai te )

:

cu zn
Z ,

最初发现于四川丹巴

含 铂铜镍硫化物矿床中
; l 杂铜矿 (暂定名) : C u 3 ( Ni

、

co
、

sn
、

z n 、

Mn) ; l 钻镍矿 (暂定名 ) :

N i 3C o 。

据((
腼

e r ·A bS
·

}) 19 8 4v 35 N 4

及 (( Min
e r

·

A b s》19 8 2v 33N ,

载
:

苏联学者在西伯利亚地台区发现

了一系列 自然金属 ( Fe
、

C u 、

S n 、

P b.
· ·

⋯ )及其合金
。

通过研究后认为其物质来源于地慢
。

。、

成矿温度 (中一低温 )的依据
:

矿体及近矿 围岩蚀变主要为硅化 (玉髓化 )
、

水云母化
、

绿

泥石化
、

碳酸盐化 (方解石化
、

铁白云石化 )及高岭土化等
,

属中
、

低温热液蚀变范畴 ;矿石具一

¹ 脚s 范围窄
, s 源单一

,

亦即矿质主要来自深部熔浆

º 任耀武
、

曹倩雯
,

河北营房银矿中玉龙矿等三种金属互化物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 l9 9 0( 内部资料

,

即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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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硅质气爆角砾岩熔浆 因重结

晶 程 度 不 同
,

有 粗细 之分

(M )
,

常呈条带及环带状分

布
。

正交偏光 X 35

照片2 爆裂状错英石 (zi )

单偏光 x 40

咬

洲犷枯苏矛交渔另粉比犷咚离之二飞: 才 乞 _ 石
,

照片 3 浆爆晶屑角砾岩典型的浆屑 照片4 熔浆 (M )及金属硫化

—火焰石 (F ) 单 偏光 物 (sP )角砾 正交

X 1 4 0 偏光 X 3 5

套中一低温金属矿物组合
:

黄铁矿 + 方铅矿十 闪锌矿 + 硫盐类矿物 + 低温银矿物 (螺状硫银

矿
、

自然银 )等
;
爆裂法测温

,

峰值集中于 2 50 一 2 80 ℃
,

属中一低温
;
矿石中闪锌矿多数颜色较

淡
,

其 Fes 分子约占3 %
,

少数颜色较深者
,

F心s 分子约占8 %
,

总体情况属低一中温范畴
。

6 找矿标志

a 、

具一定规模的破碎带中次一级断裂的交汇处
,

特别是构造弯断束与凹断束或基底变质

岩系与中生代火山岩盆地过渡部位
;

b
、

矿体附近 (地表或深部 )有次火山岩存在
;

c 、

注意强硅化角砾岩的出现
,

尤其要注意复式角砾
,

这往往是存在富矿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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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矿体围岩 (尤其是顶板岩石 )呈震碎状
,

隐爆中心出现糜棱岩化
,

并具备破火山口的一些

构造特征 (如放射状或同心圆状裂隙系统) ;

e 、

矿化部位的萤石呈紫色
、

石英呈淡紫色
;

f
、

远程 (化探 )指示元素
:

As
、

sb
、

Tl
,

近程指示元素
:

Pb
、

zn
、

Te
、

An
、

A g ;

g
、

注意对铁锰帽的研究
;
但有时矿体不一定直接位于铁锰帽下部

,

这是因为铁锰帽可以迁

移之故
:

h
、

加强围岩蚀变分带的研究
,

利用分带标志寻找矿体赋存部位
;

i
、

利用该类矿床有成群出现
、

成带分布的特点
,

注意在已发现的矿床附近寻找卫星矿
。

文成之后
,

承蒙我局丁俊德总工程师
、

沈成龙副局长审阅
,

文中部分测试数据由51 4队提

供
,

并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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