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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生代火山岩区浅成热液型

金
、

银矿床的金银赋存状态和富集规律
¹

胡永和 许峰林 李长江 徐步台 蒋叙良
(浙江省地质矿产研究所 )

提 要 浙江中生代火山岩区
“

浅成热液
”
型金

、

银矿床的金
、

银主要呈独立的矿物形式出现
,

矿物

种类多达二十多种
,

常见的有银金矿
、

金银矿
、

辉银矿一螺状硫银矿等
,

主要载金矿物为黄铁矿
、

毒

砂 ; 主要载银矿物为方铅矿
。

嵌布形式以
“

裂隙金 (银 ) ”

为主
。

多期次活动
、

多期次蚀变的叠加和在火

山构造之上的张或张扭性断裂
,

最有利于 A u 、A g 的富集
,

银矿化与深色硅化和菱锰矿化关系较密

切
,

伴 (共)生银主要富集在 z n/ Pb 比值小于 2
.

4 的铅锌矿床 (点 ) 矿体的上部或浅部 ;金矿化多富

集在硅化一 冰长石化一绢云母化一伊利石化一黄铁矿 (毒砂 )化带或伊利石化一地开石化
、

镜 (赤 )

铁矿化带
。

关镇词 浙江 火山岩区 金银的赋存状态 矿物种类 嵌布形式 富集规律

1 前言

浙江中生代火 山岩区的金
、

银矿床 (点)( 图 1) ,

其成因类型绝大部分为
“

浅成热液
”

型 º [l. ’〕

这类金
、

银矿床 (点)
,

除少数呈独立的金或银矿床 (点 )外
,

多数与铅锌矿 (或多金属矿 )伴生
。

因

此
,

研究其金
、

银的赋存状态和富集规律
,

不仅对金
、

银矿的普查评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

而且

对指导铅锌矿 (或多金属矿 )的综合利用也是十分有益的
。

本文是在前人典型矿床研究的基础

上
,

作区域性一般规律的初步总结
。

2 金
、

银的赋存状态

据一些金
、

银和含银 (金 )铅锌矿床的矿石可选性试验研究» ¼½
,

大量的光薄片观察
、

单矿

本文为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一部分

胡永和等
,

浙东沿海中生代火山岩区
“

浅成热液
”

金
、

银矿的蚀变分带模式及其找矿意 义
,

地质研究
, 19 8 8

浙江省台州地质队等
,

五部铅锌矿床银的赋存状态及其分布规律
, 19 8 1

浙江省冶金研究所
,

浙江天台大岭 口银铅锌 I 号矿体矿石工艺性质和可选性研究报告
, 19 8 3

南京综合岩矿测试中心
,

浙江省新昌后岸银矿的物质组分与赋存状态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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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1

.

前震旦纪及前中生代变质岩区 2
.

晚元古代一 古生代地层分布区 3. 中生代火 山岩区 水 新华夏 系挤压带
、

冲

断层及压性断裂 5
.

北西向压及压扭性断裂 6
.

张及张扭性断裂 7
.

金 (银 )或含金铅锌(铜 )矿床
; 8

.

银或含银铅锌矿床
; 9.

金
、

银或含金 (银 )的矿点
。

图 1 浙江中生代火山岩区金
、

银矿 (或含银铅锌矿 )床
、

点分布图

Fig
.

1 T h e d is t r id u tso n m a p o f 9 0 一d a n d s ilv e r (o r A g 一d e a r in s le a d 一 z in e )d e p o sits (o e e u r r e n e e s )in M e s o -

z o ie v o le a n ie r o e k a r e a o f Z h ejia n g
·

物化学分析和 电子探针分析等资料表明
:

2
.

! 金
、

银和含金 (银 )矿物的种类
、

成分
、

金 (银 )含量及斌存状态

本类塑矿未的 A u 、

A g 主要呈独立矿物形式出现
。

独立的金
、

银和含金 (银 )的矿物种类已

发现的有 JL 十种(表 1 )
。

从表 1 可见
,

各矿区主要的金
、

银和含金 (银 )的矿物是不尽相同的
。

各

种金
、

银矿物电子探针分析的平均成分见表 2
。

据部分金
、

银和含银 (金 )铅锌矿床(点)矿石单矿物的 A u 、

A g 含量分析 (表 3 )
,

含 A u
量较

高的矿物是黄诀矿
、

毒砂
,

其次是黄铜矿
、

镜铁矿
、

褐铁矿等
; A g 含量最高的矿物是方铅矿

,

其

次是闪锌矿
、

黄铜矿
、

黄铁矿
、

毒砂等
。

这表明浙江中生代火山岩区
“

浅成热液
”

型金
、

银矿床中
,

黄铁矿
、

毒砂为主要的载金矿物
,

方铅矿等为主要的载银矿物
。

而且
,

这些载体矿物中的 A u 、

A g 主要是以微细
、

极少呈显微包体的独立矿物形式存在
。

只有少数矿区(如五部 )
,

方铅矿电

子探针分析的 A g 含量高出化学分析含量的上百倍
,

A g 呈均匀状态分布
,

镜下未发现银的独

立矿物
,

推测方铅矿中的银主要以类质同像存在于晶格之中
,

或可能呈超显微包体形式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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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 a ble 1 T he

金
、

银和含银(金)铅锌矿床中金
、

银矿物种类

m a in g o ld a n d silve
r m in e r a ls in g o ld a n d s ilv e r a n d

A g 一 b e a r in g o r A u 一b e a r in g le a d 一 z in e d e P e o s its

矿矿区区 主要和常见矿物物 次要和少见矿物物

治治岭头
’’

银金矿
、

金银矿
、

辉银矿
、

蹄银矿矿 螺状硫银矿
、

自然银银

八八宝山山 金银矿
、

银金矿
、

辉银矿
、

自然银银 螺状硫银矿
、

蹄银矿
、

淡红银矿 (微量 )
、

自然金 (? 极极
少少少少 )))

弄弄坑坑 辉银矿
、

蹄银矿矿 自然银
、

金银矿矿

王王塘坑坑 自然金
、

辉银矿矿 自然银
、

金银矿
、

螺状硫银矿等等

毫毫石石 硫锑铜银矿
、

银黝铜矿
、

辉银矿矿 硫铜银矿
、

自然银
、

自然金等等

大大齐吞吞 辉银
.

矿
、

角银矿
、

螺状硫银矿矿 次生含银矿物等等

双双桂桂 银金矿矿 含银自然金
、

自然金
、

铅秘银硫盐(?)))

溪溪 口口 自然金 一银金矿矿 辉银矿
、

自然银等等

大大寺基基 自然银
、

银金矿矿 辉银矿
、

角银矿矿

五五部部 辉银矿矿 自然银
、

金银矿
、

银金矿
、

砷硫银矿矿

大大岭 口口 辉银矿一螺状硫银矿
、

硫锑铜银矿
、

银黝铜矿
、

自然然 硫锑银 矿
、

聚银矿
‘ ’ 、

蹄聚银矿
、

柱硫锑铅银矿
、

马硫硫
金金金金 铜银矿

、

金银矿
、

自然银
、

银金矿矿

沈沈山番番 银黝铜矿
、

含银硫铜秘矿
、

辉银矿 一螺状硫银矿矿 硫锑铜银矿
、

金银矿矿

拔拔茅矿田田 辉银矿 一螺状硫银矿
、

硫锑铜银矿
、

银黝铜矿
、

脆银银 自然银
、

自然金
、

银金矿
、

谛银矿
、

硫银韧矿 (? )
、

角银银
(((包括后岸岸 矿矿 矿

、

马硫铜银矿 (?)))

和和千官岭 )))))))

资料来源
:

¹ º 同 P
.

84 的¼
、

½

» 郑人来等
,

浙江省龙泉至诸几一带金银矿床地质特征
、

形成条件及找矿方向研究报告
, 19 8 6

¹ 吴明涵等
,

浙江省龙泉八宝 山金银矿地质特征及成矿条件研究报告
, 19 8 7

½ 胡永和等
,

浙东沿海 (镇海一温州 ) 一带金
、

银和含银 (金 )铅锌矿成矿特征及远景预测研究报告
,

19 8 9

¾章儿岩
,

东阳王塘坑金银矿成矿地质特征
,

浙江地质科技情报
,

1991 年第 2 期
。

*
冶岭头金矿的成因争议较多

,

有变质热液与火山热液两期矿化叠加
、

古地热水溶滤成因说⋯⋯等
,

我们则认为它应属

浅成中一低温热液成因矿床周
。

* *
大岭 口矿区内的聚银矿 ( 包括蹄聚银矿 )

,

其命名首先由谭荣森同 志据俄文版《矿物》( 19 6 0 )中的 加
r o aP r 叩二 ( Po l-

ya rs yr it e )一词译定
,

其化学式为 A g Z浴b Z s , 5 ? 成分接近于方辉锑银矿
,

但因其非晶质性强
,

故定为聚银矿
。

2. 2 金
、

银矿物的嵌布形式

浙江中生代火山岩区
“

浅成热液
”

型金
、

银和含银 (金 )铅锌矿床 (点 )产出的金
、

银矿物
,

大

多数与铁
、

铜
、

铅
、

锌的硫化矿物密切连生
,

少数与石英
、

菱锰矿
、

镜 (赤 )铁矿
、

褐铁矿等共生
,

其

嵌布形式主要有
:

( 1) 金
、

银矿物呈不规则粒状
、

网脉状
、

树枝状
、

片状等沿其他矿物 (主要为硫化物 )的晶隙
、

解理和裂隙充填或交代形成连生
,

呈所谓的
“

粒间金 (银 ) ”或
“

裂隙金 (银 ) ”
。

其连生关系有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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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毗邻连生 (照片 l
,

2) 和较复杂的不规则间隙连生 (照片 3
,

4 )
。

(2) 金
、

银矿物呈细小的板状
、

粒状

类矿物中
,

呈所谓的
“

包体金 (银 )
”
(照片

、

小卵园状
、

似文象状及显微包体生于金属硫化物金银

5
,

6 )
。

表 2 金银和含银 (金 )铅锌矿床中金
、

银矿物的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T a b le 2 T he e le c t r o n 一 P r o b in g a n a ly sis d a t a o f g o ld a n d silve
r a n d A g (o r A u )一 b e a r in g lea d 一 z in e d e p o s lt s

矿矿物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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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 口
、 :杠 部部

呈呈呈呈呈呈呈呈呈呈呈呈呈呈呈呈呈呈呈呈
,,,,,,,,,,,,,,,,,,, 111

啼啼银矿矿 999

今劣劣
6 0 7 44444

飞男男 怜扩扩 专雾雾雾雾
0 ~ 0

.

j三三

今男男
3 6

.

8 6666666 0 0 9〔5 ))))) 治 岭 头
、、

((((((((((((((((((((((( 5 ))))))))))))))) 拔茅茅

啼啼聚银矿矿 lllll 6 9
.

22222 1
.

111111111 5
.

99999 8 555 1 5
.

00000000000 〕 苗 义 ‘ 为 刃刃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飞 红 ,J , 杯杯

柱柱硫锑铅银矿矿矿矿 2 1 3333333 3 6
.

7777777 1 9
.

77777 2 1
.

2222222222222 在 大 岭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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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 翻二二

深深红银矿矿

{{{{{
6 1 6 55555 心

.

55555 0 0 111 1
.

0今今 2 0
.

4 55555 1 7 66666666666666 等等

、、 们 }片片

品或分析次数

3 金
、

银的富集规律

浙江中生代火山岩区金
、

银矿化比较普遍
,

由此
,

通常认为其成矿地质条件也较有利
。

但

是
.

在地质条件有利的成矿远景区
,

寻找具工业意义的金
、

银矿床却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

为

有效地指导火山岩区找矿
,

除要研究金
、

银矿一般的成矿地质规律外
,

还必须深入研究其富集

条件和富集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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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金
、

银和含银 (金)铅锌矿床中一些矿物的 An
、

Ag 含盆

T a b le 3 T he A u a n d Ag
e o o te n ts f o r so m e m in e ra ls 协 g o ld a n d sU ve

r a

时 Ag (or A u )

一b e a r i始 le a d 一滋 n e d eP此its

矿矿区区 矿 物物 û (. 八))) 招(g八 ))) 资料来源源

化化化化学分析析 电子探针分析析 化学分析析 电子探针分析析析
(((((((((((((或激光分析)))))

治治治 黄铁矿矿 晚期粗晶晶 1
.

6 7 (1 0 ))))) 6 5
.

7 66666 梁子豪等
,,

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 19 8 222
头头头头 火山岩中脉状状 0

.

3 3 (3 ))))) 1 4
.

0 0 (3 )))))))

闪闪闪锌矿矿 晚期粗晶晶 0
.

7 (2 ))))) 7 6 (2 )))))))

火火火火山岩中脉状状 l(1 ))))) 1 1 (1 )))))))

/// 又又 黄铁矿矿 ! 世代代 1 5 144444 98 88888 吴明涵等等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1 9 8 777
山山山山 班世代代 14 1

.

88888 17 9 0000000

毒毒毒砂砂 1 11111 17 0 0000000

黄黄黄铁矿矿 产于火山岩的矿体中中 19 4
.

66666 18 4 00000 郑人来等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9 8 666

产产产产于晶屑凝灰岩中中 9
。

0 22222 17 0000000

产产产产于石英脉中中 14 1
.

88888 17 9 0000000

产产产产于变质岩中中 0
.

2 66666 3 8
.

2 4444444

双双双 方铅矿矿 0 ~ 1 0 (2 ))))) 3 5 9 0 (2 ))) 1
.

0 888 朱献放
,,

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桂 19 8 8 ;;;

闪闪闪锌矿矿 2 0 6 (1 ))))) 1
.

7 6 (1 ))))) 胡永和等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9 8 999

黄黄黄铁矿矿 粗粒粒 0
.

8 4 (2 ))) 0 ~ 0
.

2 777 1 3 (2 ))) 0 ~ 0
.

1 00000

细细细细粒粒 1 9 1
.

7 (2 ))) 000 2 2
.

3 (2 ))) 0
.

0 33333

黄黄黄铜矿矿矿 0 ~ 0 2 00000 0
.

0 99999

镜镜镜铁矿矿矿 0 ~ 0
.

6 22222 0 ~ 0
.

188888

褐褐褐铁矿矿 1
.

75 (l ))))) 27
.

4 (l )))))))

石石石英英 0
.

5 (5 ))))) 5 12 (5 )))))))

萤萤萤石石 0
.

11 (2 ))))) 4
.

3 5 (2 )))))))

方方方解石石 0
.

5 7 (1 ))))) 3
.

9 (1 )))))))

大大大 方铅矿矿矿矿矿 7 J000 朱家瑜等
,,

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 1 98 666

基基基 黄铜矿矿矿矿矿 9 9 00000

五五五 方铅矿矿矿矿 2 8 7 (2 5 ))) 1 00 00 ~ 15 0 0 0 000
一

浙江地质局实验验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室等
, 1 9 5 111闪闪闪锌矿矿矿矿 1 2 4 (2 5 )))))))

黄黄黄铁矿矿矿矿 2 8 6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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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 胡水和等
:

浙江中生代火山岩区浅成热液型金
、

银矿床的金银赋存状态和富集规律 8 9

矿矿 区区 矿物物 A u 贬g 厂飞))) A g (g
z t ))) 资料分析析

化化化化学分析析 电子探针针 化学分析析 电子探 针分析析析
(((((((((((((或激光分析 )))))

大大大 方铅矿矿 粗晶晶晶晶 1 3 0 ~ 2 0 0 000 0一 8 0 0 [5 0 0一 7 0 0二二 浙江省冶金金

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岭 研究所
.

19 5 5 ;;;

口口口口 细晶晶晶晶 2 5 0 ~ 15 0 0 00000 魏 元柏
、

}9 8 8 :::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李兵 l, 8 8 ;;;

号号号 闪锌矿矿 深色色色色 3 0 0 0~ ! 0 0 0 000 7 0 0一 4 8 0 0 [ 7 0」」」

母母
---------------------------------------------------------------------

体体体体 浅色色色色 3 0 000 8 00一 (5 0 0 [ 3 00 卫卫卫

黄黄黄铁矿矿 粗粒粒粒粒 3 9 000 ] 0 0 [ 5 0 ]]]]]

细细细细粒粒粒粒 3 OOOOOOO

黄黄黄铜矿矿矿矿 J2 0 0一 }9 8 0000 6 0 0 ~ 9 0 00000

仁仁仁仁仁仁仁5汗一 了。22222

毒毒毒砂砂砂砂砂 〔7 0 0二二二

沈沈沈 方铅矿矿 粗晶晶晶晶 2 3 7 22222 {{{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刘抗 娟等
,

、, 韵韵
吞吞吞吞 细 晶晶晶晶 1 8 〔iiiiiii

IIIII习锌矿矿 深色色色色 1 0 5555555

浅浅浅浅色色色色 」2222222

拔拔拔 方铅矿矿矿 0 ~ 0
.

1555 3 74 000 0一 2 1(〕000
.

浙江 省第四地质质

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茅 ! 大 队
.

上9 8 8 ;;;

矿矿矿 闪锌矿矿矿矿 40 000 O ~ 5 0 000 刘抗娟等
.

19 8。。

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

黄黄黄铁矿矿矿 0 ~ 0
.

0 444 2 8 888 0 ~ 5 0 00000

黄黄黄铜矿矿矿 0 ~ 0
.

10 一 4 5 8 00000 O~ 5 0 00000

辉辉辉铜矿矿矿 0 0 333333333

硬硬硬锰矿矿矿矿 2 0 0000000

褐褐褐铁矿矿矿 0
.

0 8 ~ 0
.

199999 2 0 88888

黄黄黄钾铁矾矾矾 0
.

0 33333 6 0 0 ~ 22 0 00000

石石石英英英 0 ~ 0
.

1 22222 0 ~ 2 0 00000

众所周知
,

有利的构造环境 (空间 )
,

不仅是
“

浅成热液
”

型金
、

银矿最重要的成矿地质条件
.

也是其最主要的富集条件
。

据我们的研究
,

该类型金
、

银矿床成矿最有利的构造是与火山构造

复合的 (包括原火山构造断裂系统复活的 )陡或中等倾斜的张或张扭性 (包括先剪后张和先张

后扭 )断裂带
。

因为这种构造带内大气降水可相对自由地流入持续的高热流区 (火山构造及次

火山相侵入体附近 )
,

并能促使热流体对流和循环
; 同时

,

这种构造空间既能促使深部热流体 与

浅部大气降水发生有限混合
,

又能周期性地限制热气流的向上运动
,

最有利于含矿热液发生间

歇性的沸腾而造成贵金属和贱金属的垂向分带
。

因此
,

叠加在火山构造之上多期活动的断裂
,

并有多期次蚀变 (如硅化等 )
,

而造成周期性地发生 自封闭作用的环境
,

最有利于 A u 、

A g 的富

集
。

另外
,

浙东含银铅锌和铅锌银 (金 )矿主要赋存在 J3

x( 西 山头组 )和 K 」c (朝 川组 )火山岩地

层中
。

这套以酸性熔结凝灰岩为主并间夹凝灰质粉砂岩的地层
,

渗透率较低
,

可使热流体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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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在断裂带内 (直接的容矿岩石
,

最好为渗透率较好的断层角砾岩
、

热液或沸腾角砾岩等 )
,

有利于金
、

银的积聚
。

¹

然而
,

就是在上述相 同的有利成矿地质背景下
,

有些铅锌矿床 (点 )富银
,

而有些就不含银

或很少含银
,

有些硅化破碎带含银 (金 )
,

而有些少含或不含银 (金 )
。

这说明
,

浙江中生代火山岩

区金
、

银的富集
,

除受一般的成矿地质条件控制外
,

还受着其他因素的影响
。

就现在研究程度
,

影响金银富集的因素可归纳如下
:

( 1) 据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 19 8 7) 研究
,

铅锌矿床中的 A g 含量与 z n / P b 比值关系密

切
,

以 z n / P b 一 2
.

4 作为划分铅锌银矿与含银铅锌矿的界限
; 而 zn / P b 比值又主要受溶液温度

的控制
。

在常温溶液中虽然 z n
为易带出元素

,

P b 为难带出元素
,

但在热液中
,

据卢家烂实验

(涂光炽等
,

19 8 4) 方铅矿的溶解度却比闪锌矿大
,

P H 值小时其差别更为明显闭
。

另一方面
,

P b ’+ 、

z n ’+
交代黄铁矿时

.

若 P b ’+ 、

z n ’+
与 5 2

反应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

前者之交代率为后者的

6 ( 9 0℃ ) 一2
.

5 ( 20 0一 300 ℃ )倍
。

此外
,

用 S }9 : (嫡 ) / di (离子密度 )比值度量元素的活动性
, A g +

( 2
.

6 1)与 P匕’+ ( 2
.

35 )相近
. ,

而显著不同于 z n ’+的 s旦
9 : / d i 比值 1

.

5 2[ 5〕
。

因此
,

从热液中沉淀形

成的铅锌矿床其 z n / P b 比值小时
,

更有利于 A g 的富集困
。

据此
,

我们计算并对比了浙东部分

铅锌矿床 (点 )的 z n/ P b 比值与 A g 含量之 间的关系 (表 4 )
,

铅锌银 (金 )和含银较高的铅锌矿

床 (点 ) (如大岭 口
、

五部
、

沈山吞
、

吴 山后等 )的 z n / Pb 比值
,

一般确小于贫含银的铅锌矿床

(点 ) (如储家
、

孙坑等 )的 z n/ P b 比值
。

由此可推测
,

伴 (共 )生银主要富集在 zn / P b 比值小 (一

般 < 2
.

4) 的铅锌矿床 (点 )中º
。

( 2)浙江 中生代火山岩区伴 (共 )生银 (金 )矿床内
,

银 (金 )通常富集在矿床 (体 )的上部或浅

部
。

如五部矿区 A g 主要富集在+ 400 m’ 标高之上
,

大岭口矿区 l 号主矿体银 (金 )主要富集在 o

~ + 20 Om 标高之 内
,

其含 A g 量一般为 100 一 150 9 /t
, _

巨一般伴生 0
.

3~ 0
.

69 八 的金
。

这种明

显的垂直分带现象
,

可能是因为成矿溶液中 A g 、 A u 一般要在 fo :

较高的条件和较晚阶段沉淀

所造成的
。

如大岭 口矿区的 A g 富集在较晚的菱锰矿化阶段
,

A u
是在 lgf 。 ,

为一 46 的条件下沉

淀成矿的 (据魏元柏等
,

19 88 )厕
。

有些矿区大量辉银矿一螺状硫银矿及角银矿的出现
,

则可能

是次生富集作用造成的
。

( 3) 与断裂或破碎带有关的银矿化
,

多与硅化和菱锰矿化关系较密切
,

一般银多富集在烟

灰和灰黑色的硅化带和菱锰矿化带
。

实验表明
,

溶液中 M n Z十
的存在有利于银的沉淀

,

菱锰矿

是 A g 的有效沉淀剂川
。

( 4) 在较深部位封闭或半封闭条件下
,

主要以交代方式形成的金 (银 )矿 (如治岭头
、

八宝山

等 )
,

一般硅化
、

冰长石化
、

绢云母一伊利石化
、

黄铁矿
一

(毒砂 )化等蚀变愈强 (并叠加闪锌矿
、

方

铅矿
、

黄铜矿化 )
,

则金 (银 )愈富集»
。

而在较浅部位开放空间以充填方式为主的金矿化
,

则常

与镜铁矿化和赤铁矿化有关
,

如双桂矿区早期金矿化与镜铁矿化共生 (照片 7) ,

大岭 口矿区的

金矿多富集在片状赤铁矿集合体之间 (照片 3).
。

镜 (赤 )铁矿一般要早于金矿化
,

两者的共生关

系则表明
,

铁的高价氧化物可以促进金的沉积川
。

此外
,

与次生石英岩有关的金矿化
,

则多与伊

¹ º 见 P
.

8 6½

» 彭秀文
,

浙江省绍兴一龙泉不同成因类型金 (银 )矿床的成矿特征及分布规律探讨
,

地质研究
, 19 8 7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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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中生代火 山岩区浅成热液型金
、

银矿床的金银赋存状态和 富集规律 9 1

利石化
、

地开石化等关系较密切
。

金常在这类粘土化带富集
,

可能是这类粘土对金的胶体粒吸

附性较好之故
。

因为在低温条件
一

下
,
A u 可以胶体形式迁移

、

析出
。

表 4 浙东部分铅锌矿床 (点 )的 z n/ P b 值与 A g 含量

T a b le 4 T h e z n / P b v a lu e a n d A g e o n te n t f o r s o m e le a d 一 z in e

d e p o sits (o e c 一, r r e n e e s 、in th e ea s t o f Z h e jia n g

矿矿
‘

床 (点 ))) 品位 (马百少少 Z n / P bbb A g (g 八)))

ZZZZZ nnn P bbbbbbb

一一一

}
’号矿体体 2 1 555 1 5 444 1

.

4 000 10 6
,

只只

{{{{{{{ }}}}}}}}}

大大岭「“

⋯⋯⋯⋯⋯⋯⋯⋯⋯⋯⋯⋯⋯⋯⋯⋯⋯⋯⋯⋯⋯⋯⋯⋯⋯⋯⋯⋯⋯⋯⋯⋯⋯⋯⋯⋯⋯⋯⋯⋯⋯⋯⋯⋯⋯
}}}}} 5 号矿体体 0

.

朽222 3
.

9 000 0
.

1666 7 8
.

333

88888 号矿体体 0
.

0 111 丫 一—— 0 0 333 9 b
.

999
000000000

.

3 2222222

五五部部 0 刁5 ~ 3
.

3 555 0 9 7 ~ 8 2888 0
.

40 ~ 0
.

4 666 2 ~ 2 3 111

】】】】】 0 明333 2 555

储储家 (深部 ))) 1
.

2 4一 1
.

6 333 0
.

3 1一 1
.

0 888 1
.

5 ~ 4
.

000 7 ~ 1 666

222222222
.

5 11111

沈沈山吞吞 地表表 0
.

5 111 2
,

0 222 0
.

2 555 3 9 2 999

深深深部部 1 5 3 ~ 3
.

5 666 4
.

08 ~ 1 9 333

⋯
些鲁

‘

}
-

些些 1 3
.

5 ~ 1 7 0
.

7 555

李李家贩贩 1 ~ ]
.

888 0
.

5 ~ 1
.

3 777 } ]
.

3 2一2
.

000 1 8 ~ 2222

lllllllll 555 lll

吴吴山后后 0
.

2 3 ~ ]
.

2 777 0
.

77 一 】
,

0 333 0 3 0 ~ 1 2 333 3555

000000000
.

7 77777

亡亡J马 I匕匕 1 6 888 3
.

6 111 0
.

4777 5 1
.

555

龙龙珠 山山 2 ~ 555 1 ~ 1
.

555 2
.

0
产~ 3

.

3 333 1 0 ~ 4000

222222222 77777

孙孙坑坑 表内矿石石 5
.

4 222 1
.

7 555 3
.

111 2 2
.

8 666
...............

表表表外矿石石 3
.

3 666 0 6 111 5
.

555 14 3 666

据胡永和等
,

见 P
.

86
,

遥
1

4 结语

通过对区内大量的光薄片鉴定
,

单矿物化学分析或电子探针分析
、

矿石可选性试验及矿床

成因等资料的综合研究
,

初步总结本区本类型矿床金
、

银的赋存状态和富集规律有
:

( 曰金
、

银王要呈独立的矿物形式出现
,

只有少量的银呈类质同象存在于方铅矿的晶格之

中
。

已发现的独立金
、

银矿物多达二十多种
,

常见的有银金矿
、

金银矿
、

辉银矿一螺状硫银矿
、

硫

锑铜银矿
、

银黝铜矿
、

自然银等
。

并且不同矿区
,

其主要的金
、

银矿物组合各不相同
。

(2 “主要的载金矿物为黄铁矿
、

毒砂
,

而方铅矿等则为主要的载银矿物
。

这些载体矿物中的

金
、

银主要是以微细
、

极少呈显微包体的独立矿物形式存在
。

其嵌布形式以
“

裂隙金 (银 、”为主
,

极少呈
“

包体金‘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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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矿床(点 )大多产在叠加于火山构造之上的张或张扭性断裂中
,

特别是多期活动
、

多期

次蚀变的断裂带最有利于 A u 、

A g 的富集
。

(4) 银矿化多与深色硅化和菱锰矿化关系较密切
,

伴 (共 )生银主要富集在 z n / Pb 比值小

于 2
.

4 的铅锌矿床(点)中
,

且多富集在矿体的上部或浅部
。

(5 )金矿化多富集在硅化一冰长石化一绢云母化一伊利石化一黄铁矿 (毒砂 )化带或伊利

石化一地开石化带
、

镜 (赤 )铁矿化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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