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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 文根据银山矿 床成矿特征及其与邻 区矿床 的对 比
,

论证 了在 该矿新发现的一种成矿作

用
—

构造动力热液成矿作 用
;
提 出矿床 的火山

一

岩浆热 液成矿作用与石英斑 岩岩浆阶段关系更为

密切
,

形成内带为斑岩型 C u 一

A u 矿体和 外带 为脉型 C u( A u)
、

C u P bZ n
、

Pb Z n A g 矿体的成矿系列
。

根

据这两种成矿作用 的时空关系
,

指 出银山矿床是构造动力作用热 液与火 山
一

岩浆热液双重藕合成矿

作用 的产物
,

这一新的认识对指 导找矿具有重要意义
。

关健词 C u 一A u
矿床 热液 双重藕合成矿作用 斑岩 银 山

银 山矿床在八十年代以前一直作为 P bZ n (A g )矿开采
。

七十年代 中期相继在矿区 中部和

深部发现了 Cu 一A u 矿体而引人注目
。

关于银山矿床的成因和成矿作用
,

多数人认为属于火山
一

岩浆热液成 因
,

并且成矿与英安斑岩有关 (叶庆同
,

198 7 ; 王德兹等
, 19 8 七杜扬松等

, 198 7 ;陈

克荣等
, 198 8 )

。

但也有少数持异议者
,

张理刚 ( 19 8 6) 认为银 山矿床是大气降水成因 ;邱德 同

( 1 9 9 1)认为银山矿床是变形变质作用的产物
。

我们研究结果认为
,

银山这样一个多矿种
、

集中

于 7 ~ SK m ,

狭小范围而又都达到大型规模 的多金属矿床
,

具有独特的成矿作用 (M o Ceh ul et

a l
, 19 9 3 )

’ o

1 成矿地质背景

银山 矿床位于乐德有色
一

贵金属 成矿带中部
,

其北东 15 K m 是 著名的德兴斑岩型 C uM o

( A u) 矿床
,

东部 10 K m 是产于中元古界双桥山群地层中具有超大型潜力的金 山构造动力热液

型金矿
。

该成矿带地处江南台隆与钱塘坳陷的交汇处
,

赣东北深断裂带的上盘 (图 1)
。

赣东北

深断裂带走 向 N E 35
。

~ 6 00
,

是一个强烈挤压断裂带
,

具有长期性
、

阶段性和继承性活动的特

点
。

到了燕 山期
,

断烈带活化
,

构造面 (特别是伴生
、

派生构造 )处于引张状态
,

对区内成岩成矿

¹ 收稿 日期
: 199 5

.

5
.

31 改 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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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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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有重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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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层主要是中元古界双

桥山群浅变质火山沉积岩
,

是 A u

(Cu )成 矿 的矿 源 层 (赵 瑞麟 ¹
,

19 9 0 )
。

区域岩浆活动 频繁 而发

育
,

燕山期是最重要的构造
一

岩浆

活动期
,

以中酸性岩浆活动为主
,

与成矿关系密切
。

2 矿 区地质特征

图 1 银 山矿床区域构造及成矿带东意图 矿区地层主要是中元古界双

F ig
.

1 s k e t c h , h o w in g r e g io n a一 t e e t o n ie 、 。n d 。 r。 be lt , i。 Y in s ha 。 桥山 群上亚群第四 段
,

上侏罗统

M in e A re a
鹅湖岭组火山碎屑岩呈不整合零

星出露
。

双桥山群变质岩是 主要

的容矿岩石
,

其岩性 主要为绢云母千枚岩
、

间夹砂质和凝灰质千枚岩
。

矿床主体构造为银山背斜及 以其轴部为中心的韧
一

脆性剪切带
。

银山背斜由双桥山群组

成
,

两翼 岩层产状陡立
,

明显叠加有与岩层斜切 (交角为 l扩左右 )的糜棱岩片理化带
,

且伴有

退变质现象
,

背斜轴走向 N E 4 5o 一 50
“ ,

向北东侧伏
,

倾伏端变形强烈
,

纽折带
、

尖棱褶皱发育
,

枢纽陡倾 ( 5 1
“

一 82
“

)
。

这些特征及结合岩石学研究表明
,

双桥山群千枚岩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变

形变质作用
,

表明银 山背斜是构造动力变形变质作用的产物
,

或原有背斜经受了改造而更多地

显示了后期构造动力变形变质的特征
。

前人所谓沿银山背斜轴部发育的
“

断裂破碎带
” ,

经我们

研究结果实为银山韧
一

脆性剪切带
。

银山韧
一

脆性剪切带以背斜轴为中心
,

长约 10 K m
,

宽几十至

百余米
。

剪切带构造及背斜构造对矿床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矿化仅限于距背斜轴部
一

强应变带

I 0 0 0 m 以 内
,

超出此范围矿化逐渐消失
。

矿区火 山
一

岩浆活动主要发育于燕 山早期
,

具有多旋 回活动的特征
。

前人把矿区火 山
一

岩浆

活动划分为三个旋回
,

由酸性 ~ 中酸性一中基性演化
。

根据作者野外观测
,

(1) 火山岩剖面中从

早期旋 回到晚期旋回
,

主要由英安质岩浆向流纹质岩浆演化 ; (2 )石英斑岩中有英安斑岩包体
,

英安斑岩中有石英斑岩枝或岩脉
。

因此
,

作者认为矿区火山
一

岩浆活动的演化很可能由中酸性

~ 酸性
,

而 以小规模的中基性岩浆活动而告终
。

本文划分的三个火山
一

岩浆活动旋 回是
:

第一旋 回
:
中酸性火山

一

岩浆喷发
、

喷溢
、

侵人
,

形成英安质火山 碎屑岩
、

熔岩和英安斑岩

( 1”
、 3 ” ) ;

第二旋回
:
酸性火山

一

岩浆喷发
、

喷溢
、

侵入
,

形成 流纹质集块岩
、

角 闪流纹岩和石英斑岩

( 4”
、 5 ” 、 13 ” ) ;

¹ 赵瑞麟
,

双桥 山群对江西金矿成矿的重要意义
, 19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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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旋 回
:

是本 区火山
一

岩浆活动的尾声
,

形成安山粉岩
,

规模小
,

分布局限
,

3 矿床地质特征

矿体可分为三类
:
(1) 陡倾斜脉状 C u 一 A u 矿体

、

C u( A u) PbZn( A g )矿体
、

PbZn( A g )矿体
;

(2) 细脉浸染状
、

网脉浸染状 C u 一 A u 矿体 ; (3 )平缓似层状 Pb (Z n )A g 矿体 (图 2 )
。

矿石矿物及矿物组合主要有
:
(l) 黄铁矿

一

石英 ; (2) 黄铁矿
一

黄铜矿石英 ; (3) 硫砷铜矿
一

砷

黝铜矿
一

黝铜矿 ; (4 )黄铁矿
一

铁闪锌矿
一

方铅矿 ; (5) 闪锌矿
一

方铅矿 ; (6 )方铅矿
一

碳酸盐矿物
。

金

矿物主要为 自然金
,

有少量银金矿和磅金矿
,

主要与组合 (2) 和 (3) 共生
。

银矿物主要有深红银

矿
、

淡红银矿
、

辉银矿
、

自然银和螺状硫银矿等
,

主要与组合 (5 )和 (6 )共生
。

矿床 围岩蚀变发育
,

分带明显
。

围绕岩体的蚀变类型及其与矿化的关系为
:

硅化
、

绿泥石化
一

C u A u 矿化 ; 硅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一

C u (A u )Pb Z n (A g )矿化 ;绿泥石化
、

碳酸盐化
一

P bZ n A g

矿化 ;碳酸盐化
一

PbA g 矿化
。

矿床具有典型 的矿化分带特 征
。

银山 铜区 九区 北 山区
南山区

图
‘

圈
2

圈
“

口
4

口
5

圆
6

团
7

团
8

口
”

国
‘“

1
.

火 山碎屑岩 2
.

千枚岩 质砾岩 3
.

千枚岩

斑岩 6
.

接触带细 脉
、

网脉浸 染状 C uA u 矿体

4
.

英安斑岩 5.

根据成矿作用的新认识
,

我们建立了

银山矿床 新的矿化分带体系
,

即两级

多 中心分带模式
,

一级矿化分带 以银

山背斜轴部强应变带 (韧
一

脆性剪切带

中央 )为中心
,

呈北东 向富集 C u 一
A u ,

北 西和南东外 侧富集 P bZ n A g
,

即背

斜轴部 的剪切带 中心强应 变带富集

Cu 一

A u ,

远离背斜轴的弱应变带 富集

石英 Pb Z n A g
,

在平面上呈椭圆状 N E 向展

7
.

大 脉状 c u A 。 矿 体 布 (图 3 ) ; 二级矿化分带是在一级分

8
.

大脉状及似层状 PbZ n( A g )矿体 9
.

蚀变 矿化分 带界线及编号

1 0
.

断层

图 2 银 山矿床矿体类型
、

蚀变及矿化分带剖面示意图 (据江西

有 色一队改编 )

F ig
.

2 S c h e m a tie er o ss 、e e tio n s h o w in g th e typ e s o f o r e b o dy
,

alte r a tio n a n d m in e r a liz a tio n z o n in g in Y in s h a n
M in e

带的总体轮廓下
,

矿化还围绕斑岩体

分带
,

包括 以 3 ”

英安斑岩为中心的分

带体系和 5 ”

石英斑岩为中心的分带

体系
。

如围绕 3 “

英安斑岩在垂直向上

和平面上远离岩体蚀变矿化分带依次

是
:

硅化
、

绢云 母化
一

Cu A u 带 ~ 硅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
一

Cu A u P bZ n A g 带 ~ 绿泥石化
、

碳酸盐化 PbZ n (A g )带~ 碳酸盐化 (绿泥石

化 )Pb (Z n )A g 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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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银 山矿床的成矿作用

4
.

1 构造动力热液成矿作用

研究表明
,

构造不仅控岩控矿
,

而且与成岩成矿有密切的成生联系 (冯志文
,

1 98 7 )
。

构造动

力热液成矿作用是指在构造形成过程 中
,

在构造应力及其所产生的热能和流体的作用下
,

使矿

源层 (岩 )中的成矿元素活化
、

迁移
,

在有利地段富集成矿的全过程
,

它发生于构造变形极其强

< 〔j Z口

团
5

口
1 0

〔刁 6 〔刀 1 1

〔困
7 匹〕12

仓习 s 匡〕1 3

区习 , 【卫〕14

I C u A u 矿体 ; 2
.

P b Z n A g 矿体 ; 3
.

背斜轴部 一剪切带中心 ; 4
.

压性断层 ;

5
.

压扭性断层 ; 6
.

岩体编号 ; 7
.

矿化分带界线 ; 8
.

英 安质 角砾熔岩 ; 9.

英安 斑岩 ; 10
.

石英 斑 岩 ; 1 1
.

C u A u 矿带 ; 1 2
.

C u (A u )PbZ n (A g )矿 带 ;

1 3
.

P bZ n (A g )矿带 ; 1 4
.

Pb (Z n )A g 矿带

图 3 银 山矿床
一

60 米标高矿化分带示意图

Fig
.

3 S e h e m a tie m a p o f m in e r a liz tio n z o n in g o f d e p o s it a t th e

6 0 m le v e l

烈的地带
,

如强烈的褶皱带
、

劈理
、

片理 化带
、

剪 切带 及 断层破 碎带

等
。

银 山矿床的构造动力的热液成

矿作用表 现为一种与韧
一

脆性剪切

带有成生联系的成矿作用
。

由于银

山矿床 的韧
一

脆性剪 切带 以前 没有

被人们所认识
,

加上矿区 次火山岩

体的发育及其 与矿化的密切关 系
,

人们把银山矿床的形成全
“

归功
”

于

火山
一

岩浆热液成矿作用
,

而忽视了

构造动力热液成矿作用的
“

贡献
” 。

事实上
,

后者对银山矿床及矿化分

带的形成起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l) 双桥 山群千枚岩有较高的

成矿元素背景
,

具有成矿 的物质基

础
。

虽然双桥山群金的含量只有 3

X 1 0 一
,

一 4 X 10 一 9
(华 仁 民 等

,

1 9 9 3)
,

但金的赋存状态为
:

独立金

矿物 (75 % )
,

含于硫化物中 (12 % ~ 15 % )和吸咐态孟7 %一 8 % )三种 (刘英俊等
, 1 9 89 )

,

都是易

被释放出来的
,

在构造动力热液作用下或被摄取或呈塑性流变聚集
。

在银山地区 2 25 K m
,

范围

内
,

A u 以周边含量为 3 X IO 一 9

~ 4 X IO一 9

的背景值 (正常场 )
,

向银 山矿床方 向
,

先后变化为 I X

1 0 一 9

一 3 X lo 一 9

的弱降低场和 < l x lo 一 ’

的强降低场
,

最后是矿 区范围内的增高场 (华仁民 等
,

1 99 3 )
,

而且负异常的展布与剪切带的展布吻合 (图 4 ) ;再从矿 区原生晕分布规律来看
,

围绕矿

区 的千 枚岩由近至远 Cu PbZ n 的含量分别呈三个 明显的环带晕
,

即高正异常
、

中正异常和低

负异常 (召肠良明等
,

1 9 8 5 )
。

这些都说明了地层 中的成矿物质在韧
一

脆性剪切带的形成
、

演化
、

发

展过程中发生了活化
、

迁移和富集成矿 ;

(2) 从矿 区外 围上看
,

在距矿 区 10 K m 范围的双桥 山群地层 中
,

有数个剪切带型金 矿床
夕

(点 )
,

它们多与银山矿床的构造带方 向一致
,

都与赣东北深断裂带有成 因联系
,

如金山大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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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场 2
.

弱降低场 3
.

强降低 场 4
.

银 山矿区

图 4 银山矿 区外围金的地球化学场分布图(据华

仁 民 )

F ig
·

4 D ist r ibu tio n o f g o ld g e o e h e m ie a l

a r o u n d the Y in sh a n o r e d is trie t

矿床
、

哈蟆石
、

石牌金矿床 (点 )等
。

我们还新发现

了 几个与韧
一

脆性剪切带有关的 A u 一

C u 多金属矿

点
,

其变形变质特征
、

蚀变矿化特征等均 可与银山

矿床类比
。

我们对新发现的矿点取样分析结果表

明
,

枫树林 N E 向剪切 带型 金矿点 A u 含量高达

2
.

4 5 9 /t ;
东 泥湾 N E 向剪切带型多金 属矿点 C u

含量 0
.

3 9 2 %
,

Pb 含量 0
.

3 4 %Z n 含量 0
.

2 1 8 % ;

马坞林场金矿点 A u 含量高达 0
.

59 八 以上
。

从分

析结果来看
,

银山矿床及上述各矿点的矿化强度

与剪切带变形变质强度成正 比
,

表 明了构造 动力

热液对成矿元素活化
、

迁移和富集的作用 ;

(3 )银山矿床的矿化仅限于银 山背斜及韧
一

脆

性剪切带范围内
,

超出此范 围矿化趋于消失
。

同

时
,

一级矿化分带 明显受 N E 向的剪切带控制而

呈 N E 向展布 (图 3
、

图 5)
,

远离剪切带 中央 的强

应变带 (银 山背斜轴部 )往两侧到弱应变带
,

出现

矿化 由 A u C u
~ Z n

~ P b 的分布规律
,

这与内蒙古

乌拉山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床元素的分布规律一致

(徐学纯
,

1 98 9 )
。

元素在应力梯度下发生了有规律的调整和组合
,

在成矿过程中
,

从应力强 区到

弱区金属元素依次为 A u
~ C u M o

~ Z n P b
,

呈有规律分布 (扬开 庆
,

1 9 8 4 )
,

银山矿床体现了这种

矿化分带的机制 ;

(4 )岩体与剪切带交汇地段矿化变富
,

系构造动力热液与火 山
一

岩浆热液双重藕合成矿作

用的结果
,

两者复合叠加致使矿化变富 ;

(5) 在剪切带中央
,

(黄铜矿
一

)黄铁矿
一

石英脉或 PbZ n 矿脉发育
,

它们呈长透镜体状沿片理

雁行排列
,

尖灭再现
,

而在剪切带两侧弱变形变质地段
,

则出现沿片理的马尾 丝状 Cu A u 矿化

或 PbZ n 矿化
,

并与片理同步褶曲
、

揉皱
,

有的地段硅化岩 中有明显的稀疏浸染状矿化
,

这从宏

观上表明了构造动力热液矿化的产物及矿化强度与变形变质强度成正 比的关系 ;

(6) 在剪切带中央 C u A u 矿化地段
,

主要蚀变为硅化和碳酸盐化 (铁 白云石
一

菱铁矿条带 )
,

这不同于前述的矿区火 山
一

岩浆热液成矿地段矿化和蚀变的对应关系
,

而与邻区基底地层中剪

切带型金 (铜 )矿床 (点)矿化与蚀变的对应关系一致
,

表明了这种蚀变与矿化是构造动力热液

而不是火山
一

岩浆热液的产物 ;

(7 )银 山西区发育两期不同类型的矿化
:

平缓的黄铁矿
一

黄铜矿脉切割了糜棱岩
一

片理化带

中沿片理产出的马尾丝状黄铁矿 (黄铜矿 )化
,

该类矿脉与产于岩体中同阶段 的矿脉具有一致

的矿物组合
,

金属矿物主要 由黄铁 矿
、

黄铜 矿组成
,

金矿物有 自然金 (金成色变化大
,

一般 <

90 0)
、

银金矿
、

蹄金矿等
,

是火山
一

岩浆热液成矿作用 的产物
,

明显不同于前已述及的呈长透镜

体雁行排列
、

尖灭再现产出的 (黄铜矿
一

)黄铁矿脉
,

而后者的矿物组合与片理 中的马尾丝状矿

化是一致的
,

都是以黄铁矿为主
,

黄铜矿很少
,

金矿物主要为 自然金 (金成色比较高> 9 0 0)
,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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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银 山背斜轴部及 韧
一

脆 性剪 切 带 中心 2
.

PbZ n A g 矿化分布范 围

3
.

A u C u 矿体顶部赋存标高等 深线及标高

图 5 银山矿床 C u 一 A u
矿体顶部赋存标高等值线图 (据郝

正平修改 )

F ig
·

5 M
a p o f is o b a th o f a p e x o f C u 一 A u o r e b o d y

微细粒浸染状
,

是构造动力热液形成的
。

因此
,

银山 西区是构造动力热液与火山
-

岩浆热液两期成矿复合叠加地段 ;

(8) 银山西区 1 ”

英安斑岩体边部爆

破角砾岩 中有块状 (黄铜矿
一

)黄铁矿角

砾
,

矿物组合特征表明其为构造动力热

液成矿作用的产物 ;

(9 )据矿山资料和我们的分析结果
,

矿区 韧
一

脆 性剪切 带具有 明显 的 A u C u

矿化
,

A u > 。
.

59 /t
,

部分 达 1 ~ 2 9 /t
,

最

高达 59 /t ; Cu > 0
.

1 %
,

这说 明剪切带的

局部地段已 达到工业品位
,

构成工业矿

体 ;

( 1 0 )流体包裹体成分及 H
、

O 同位

素研究表明
,

构造动力热液成矿流体温

度变化范围小
,

多在 28 0
‘

C 左右 (均一法

测定蚀变矿物石英及铁白云石 )
,

相对富

含 C ()
: ,

低盐度 (< IOW t %N aC I)
,

K + >

> N a 十 ; 6
‘8 0 < 6 %

,

在 6D
一

a
‘8 0 组成 图上

投影点向大气降水线漂移
,

显示出大气

降水来源的特点
,

这些都 明显区别于矿 区火山岩浆热液成矿流体的特征
。

(1 1 ) 电子探针分 析表 明
,

构 造动力热 液形成 的黄铁 矿 中
,

C O 含量 为 38 X 10
一 6

一 42 X

1 0--
6 ,

Ni 含量为 6l X IO 一 G

~ 64 火 1 0 一 G ,

Co/ N i比值为 0
.

64
,

其含量变化及 比值与含矿岩系双桥

山群相当(C o 2 4 X 1 0 一“一 2 6 X IO一 6 ,

N i 3 6 X IO
一 “

一 4 只 1 0 一“ ,

Co / N i比值 0
.

6 6 )
。

总之
,

银山矿床 的构造动力热液成矿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

它造成 了以 A u C u 为主的成矿元

素的初步富集
,

局部地段 已构成工业矿体 ; 另一方面
,

由构造动力热液成矿作用所形成的矿化

带
,

虽然矿化较弱
,

但 已形成本矿的雏形
,

奠定 了矿化分带的基本格局
,

形成 了以韧
一

脆性剪切

带为中心的一级矿化分带
,

同时也为稍后的火 山
一

岩浆热液成矿奠定了基础
,

两者复合叠加部

位是矿化的富集地段
。

4
.

2 火山
一

岩浆热液成矿作用

4
.

2
.

1 成矿作用与火山
一

岩浆活动的关系

虽然构造动力热液成矿作用对银 山 C u A u 多金属矿床的形成起 了重要作用
,

但矿区成矿

作用的主体是火山
一

岩浆热液
,

这表现在矿床主体与岩浆活动有密切的时空和成因联系
,

如空

间上围绕岩体呈多 中心矿化分带
,

成 因上表现为成矿流体主要是岩浆热液
,

6D 为 60 %
。

左右
,

群O 主要在 6%
。

一 9%
。

之间
,

以及流体成分 K + < N a+ 等
,

明显不 同于上述的构造动力热液的成

矿特征
。

前人多认为
,

银山矿床的火 山
一

岩浆热液成矿作用与 3 # 英安斑岩有关
,

而石英斑岩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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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

我们研究认为
,

矿区地表所见的岩体
,

确实与成矿有密切的时空关系
,

但并非真正的成矿母

岩
,

成矿热液是来 自深部大的斑岩体 (或岩浆房 )的分异
,

而成矿作用又与石英斑岩阶段的岩浆

关系更为密切
。

理由是
:
(1) 与成矿有关的岩体规模甚小

,

而矿床规模大
,

仅靠这些小岩体或围

岩提供物质来源显然是不够的 ; (2) 地球物理资料表明
,

矿区深部存在大的隐伏 中酸性斑岩体
,

其 中心在西 山区
、

银 山区及铜 区的深部 (张遂泉
,

1 99 0 ) ; (3) 矿区火山
一

岩浆活动的多旋回性表

明岩浆在深部经历了分异作用
,

形成含矿热液 ; (4 )铜区 3 # 英安斑岩体本身并无矿化
,

而 13 #

石英斑岩体则几乎全岩矿化
。

并且
,

产于千枚岩中的铜矿脉
,

一进人英安斑岩体
,

不是缩小尖

灭
,

就是递变成铅锌矿脉
,

这种现象表明英安斑岩不是成矿母岩 ; (5) 人工重砂分析表明
,

新鲜

石英斑中金属矿物组合与矿脉 中矿石矿物组合具有一致性
,

而英安斑岩中则不然 ; (6 )电子探

针分析表明
,

英安斑岩体 中黄铁矿的 A u Z n 等成矿元素含量甚微
,

而它们在石英斑岩体的黄铁

矿中含量则较高
,

表 明在较晚阶段的石英斑岩岩浆分异的热液更 富含成矿元素
:
(7) 最近矿区

深钻结果表明
,

5 # 石英斑岩体深部有矿化
,

并显示 出 Cu
~ Z n

~ Pb 的分带性
。

因此
,

石英斑岩

不仅可 以成矿
,

而且是石英斑岩岩浆阶段与矿化关 系更为密切
。

上述表明
,

在银 山区
、

铜区和西 山区之间的深部存在一个规模较大的中酸性斑岩体
,

现今

地表所见的斑岩体只是其顶部伸出的岩墙或岩枝
。

岩浆形成
、

演化及其成矿的可能机制是
:

在

燕山运动早期
,

由于西太平洋板块 的俯 冲作用
,

造成上地慢分熔物质上升
,

促使下部地壳温度

升高并部分熔融
,

形成同熔型岩浆 ; 岩浆结晶的一定阶段
,

分离作用导致了熔融体中分离出含

矿流体 ;银 山背斜韧
一

脆性剪切带的发育导引了富含挥发分的热水蒸气的熔融体上升
,

由于 内

压大于外压
,

熔融体发生强烈沸腾并爆发形成西 山破火山 口
,

一部分熔融体沿背斜
一

剪切带构

造薄弱地带侵位形成岩墙或岩枝
,

并导致部分热液成矿作用
,

但主要的成矿作用是发生在深部

岩浆结晶分异产生的含矿热液
,

在构造运动和强大的热动力条件下 向岩体 的岩墙
、

岩枝开拓出

的空间运移 ; 含矿岩浆热液在上升过程中向外渗透
、

扩散
,

与下降的天水混合而发生对流
,

并在

其流经的围岩或稍早 由构造动力热液成矿作用形成的矿化带 中萃取部分成矿物质或与仍在活

动的构造动力热液藕合成矿
。

4
.

2
.

2 火山
一

岩桨热液成矿系列

银山矿床和德兴斑岩型 C u Mo( A u) 矿床相距仅 15 K m
,

处于同一成矿带
,

两者的成矿地质

背景颇为相似
,

在矿
一

床地质地球化学特征等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

但这两个矿床因具体构造

位置和成岩成矿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在成矿特征上仍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

银山矿床火山
一

岩浆热

液成矿作用在不同环境下
,

随着成矿流体在时 空上的演化
,

形成了内带为斑岩型 Cu A u 矿化和

外带为脉型 C u A u 、

C u (A u ) Pb Z n (A g )
、

PbZ n A g 矿化的共生
。

因此
,

银山矿床火山
一

岩浆热液成

矿作用具有从斑岩型 C u A u 矿化到脉型 C[ , A u 、

C u P bZ n A g 矿化的一个完整的成矿系列
。

主要

依据是
:
(1) 矿床深部有规模较大的中酸性斑岩体存在

; (2) 大量工程揭露表明
,

C u A u 矿化向

深部有变好趋势
,

地表以 下 50 0 一 80 Om 之间
,

九区 和 银山 区也都是 C u A u 矿化
,

矿体厚度增

大
,

品位升高
。

因此
,

包括西山 区
、

铜区
、

九区和银山 区这样一个大面积
、

有变富趋势的 C u A u 矿

床向深部不可能迅速尖灭
,

应有较大延深 ;最近
,

江西有色一队在九区和 西区施工两个深孔表

明
,

矿床从浅部向深部
,

铜的矿物硫砷铜矿
、

砷黝铜矿在
一

50 0 米标高左右为黄铜矿所代替
,

矿

化类型中脉型矿化减少
,

浸染状矿化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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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两种成矿作用的关系
—

双重祸合成矿

银山矿床构造动力热液成矿作用与火山热液成矿作用具有同期和几乎 同步活动的特点
,

主要依据是
:
(1) 岩浆顺片理贯人并同步变形及岩体边部的熔析带及片理化带与构造动力变形

变质带的产状基本一致
,

反映了岩浆活动与构造动力活动基本一致 ; (2 )构造动力热液和火山
-

岩浆热液所形成的各种不规则状石英体
,

都普遍具有变形的特点
,

其形变产状与片理化带产状

一致
。

由火 山
一

岩浆热液形成的石英脉
,

有的切割了片理化带
,

同时本身又显示出韧性变形 的特

点
,

如膝折构造
,

既反映 了火 山
一

岩浆热液成矿作用与构造动力变形变质及热液成矿的同期性
,

又反映了它的滞后性 ; (3) 银 山西 区 1 号岩体边部爆破角砾岩中具有构造动力热液所形成的矿

石角砾以及剪切带中的马尾丝状矿化被黄铁矿黄铜矿脉切割等现象反映了火山
一

岩浆热液成

矿作用的滞后性
。

综上所述
,

银 山矿床的形成
,

首先经历了构造动力热液成矿作用
,

它造成 了以 C u A u 为主

的成矿元素的初步富集
,

局部地段已构成工业矿体
,

奠定了矿化分带的基本格局
。

与此同时
,

银

山背斜和韧
一

脆性剪切带的活动导致 了火山
一

岩浆喷发和侵入
,

火山
一

岩浆热液成矿作用叠加在

稍早的构造动力热液形成的矿化带之上
。

构造动力热液成矿作用与火山
一

岩浆热液成矿作用两

者同期并几乎同步发生
,

起始有先后而 又共同延续
,

空间上既有分离又互相叠加
。

因此
,

银山

C u A u 多金属矿床乃是构造动力热液与火山
一

岩浆热液双重藕合成矿作用的产物
,

前者是基

础
,

后者是主体
。

5 成矿作用新认识对找矿 的启示

银山矿床是由构造动力热液与火山
一

岩浆热液双重祸合成矿作用而形成的新认识对矿区

外围的找矿指明了方 向
。

银山韧
一

脆性剪切带呈北东 向斜贯全区
,

向南延伸至红源坞
、

天子堂一

带
,

长达 10 余 K m
,

沿着剪切带北东
一

南西方向都有不 同程度的蚀变矿化现象
,

其强度与动力

变形变质强度成正比
,

有的地段 已发现矿点
。

沿着剪切带延伸的金含量强降低场 (图 4) 是今后

银山及外围进一步找矿的最有利地段
。

而且
,

在天子堂一带的遥感 图象上显出环形的影象特

征
,

表明深部可能有隐伏岩体
,

是构造动力热液与岩浆热液双重藕合成矿的地段
,

显出良好的

找矿远景
。

此外
,

在枫树林
、

四都叶家
、

杨家湾等地都发现有不同程度的
、

与银山韧
一

脆性剪切带

平行的变形变质带
,

而这几个点都发现有矿化的迹象
。

还有文中提及的新发现的几个矿点
,

都

为以后的找矿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

野外工作得到了江西有色一队韦天没高级工程师和矿山地测科刘盛祥工程师等同志的热

情帮助
,

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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