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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州西坑银矿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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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全兵6，"，李雪琴:

（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学院，湖北武汉 8:$$#8）

（" 江西省 ;6< 探矿工程大队，江西樟树 ::6"$"）

（: 江西省赣南地质调查大队，江西赣州 :86$$$）

! ! 摘要：西坑银矿为 "$ 世纪 9$ 年代在检查验证化探异常时发现的，后经详查评价确定为中低

温热液充填交代形成的硅化破碎蚀变岩型银矿床，其银资源储量达中型规模。因其矿体硫化物

少，蚀变弱，肉眼难于辨别，但银品位富等特点而倍受找矿界的关注。本文介绍了矿床的发现过

程，成矿地质特征和找矿标志。

! ! 关键词：硅化破碎蚀变岩型银矿床；成矿地质特征；找矿标志

中图分类号：=%695 <! ! ! ! ! ! ! 文献标识码：>

6! 区域地质背景

西坑矿区的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南岭东西复杂构造带北侧的赣州至瑞金构造带与新华夏

系赣州至南雄构造带的交接部位。

区内岩浆岩不发育，仅在西北部出露笔架山花岗岩岩株（"<
" ? :@）的一部分；构造较简

单，由北北东向紧密倒转褶皱和北北东、北东、北北西、北西和东西向断裂构成，其中北北东

向构造为主，北东、北北西构造次之；岩石受到强烈混合岩化作用呈带状分布（图 6）。

"! 矿区地质特征

"5 6! 地层

区内仅出露寒武系牛角河群中下部和第四纪冲积层（图 "）。

! ! 根据沉积韵律和岩性组合特征，牛角河群中下地层可分为上下两个岩性段：

! ! 下岩性段（#6!"
6）：岩性主要为灰绿至深灰色厚层状的变余长石石英细砂岩与薄层状砂

质板岩、千枚状板岩呈不等厚互层，夹 " A : 层不稳定含炭板岩，偶夹硅质条带状板岩。含炭

板岩沿走向和倾向呈透镜状，厚度 $5 < A "5 $ B。上部有一层相对较稳定的含炭板岩作为与

上岩性段的分界标志层。该岩性段属牛角河群中下部，未见底。厚度 C 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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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矿区外围地质简图

#$%& !" ’() %)*+*%$,-+ .-/ *0 .$1) -2)-
" " !3第四系；43泥盆系列上统中棚组；53寒武系下统牛角河群；63震

旦系上统灯影组；73燕山早期第三阶段第一次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

83混合岩；93断裂；:3向斜倒转轴；;3银矿化带；!<3地质界线；!!3不整

合地质界线；!43混合岩界线；!53第四系地质界线；!63地层产状；!73

侵入岩与围岩接触面产状

" " 上岩性段（! !!"
4）：主要岩性为灰

绿至灰色中厚至巨厚层状变余长石石

英细砂岩夹砂质板岩、板岩，偶夹条带

状硅质板岩。条带状硅质板岩沿走向

或倾向都不稳定，呈透镜状产出，由

<& 7 = !& 7 ,. 的硅质条带与泥质条带

相间构成。此岩性段归属于牛角河群

中上部，未见顶。厚度 > 48< .。

地层走向北北东，倾向南东东，倾

角 7< = 9<?。

4& 4" 构造

4& 4& !" 褶皱

矿区褶皱主要由寒武系牛角河群

构成的倒转向斜，为北北东向紧密倒

转向斜的一部分。其轴向 5<?，北西

翼出露不全，层位正常，岩层倾角 78?
=97?；南东翼出露较全、较宽，地层倒

转，倾角 77? = 95?。

4& 4& 4" 断裂

断裂主要有三组：北北东向压扭

性断裂、东西向压性断裂和北西向张

扭性断裂。其中以北北东向压扭性断裂为主，断裂带长一般 :< = 86< .，宽 <& 7 = !!& < .，倾

向南东东一南东，规模相对较大，平行密集成组分布。矿区银矿体全部受该组硅化破碎带控

制。

4& 5" 硅化破碎带蚀变特征

绝大多数硅化破碎蚀变带产于混合岩或混合岩化的变质岩中，为层间挤压破碎带，压碎

不强烈，与围岩界线不清，沿走向呈舒缓波状、膨大缩小现象较明显，局部见有分枝复合现

象。硅化破碎蚀变带内由碎裂岩，挤压片理，糜棱岩组成，被硅质胶结后，沿裂隙又充填了稀

疏的石英或硅质微脉，局部地段充填了不规则的石英细脉（ 图 5）。构造角砾成份主要是混

合岩和混合岩化变质岩，角砾常呈次园状、扁豆状和长条状，具定向排列，砾径一般（!& < =
!& 7）@（4 = 5）,.。断裂面沿走向或倾向呈舒缓波状延伸明显，常见近水平的擦痕，属于压

扭性断裂。

5" 矿床地质特征

5& !" 矿体的产状、规模、品位及分布

矿区内有 !; 条矿体，全部产于硅化破碎蚀变带中，平面上大体呈北北东向左行雁列。

矿体延长 7< = 5<< .，延深 49 = !97 .，厚约 <& 7 = 7& :8 .，倾角 7; = 9:?。

矿体银含量为（77& !! = !5<!& 9<）@ !< A8。总体规律是：标高 4<< . 左右，银平均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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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矿区地质简图

#$%& !" ’() %)*+*%$,-+ .-/ *0 .$1)
" " 23第四系；!3寒武系下统牛角河群上岩性段；43寒武系下统牛角河群下岩性段；53

混合岩化；63倒转向斜轴；73压性断裂及产状；83张扭性断裂及产状；93硅化破碎带；:3

矿体；2;3地质界线；223地层产状

422& 2: < 2; =7；标高 26;
. 左 右，银 平 均 品 位

526& !4 < 2; =7；标高 2;;
. 左 右，银 平 均 品 位

!55& :; < 2; =7；标 高 6;
. 左 右，银 平 均 品 位

!;!& 62 < 2; =7。银品位

以 26; . 左右最 富，向

上、向 下 逐 渐 降 低（ 图

5）。

4& !" 矿石特征

4& !& 2" 矿石类型

矿石 类 型：主 要 有

角砾状、碎裂状、脉状和

网脉状矿石。

角砾 状 矿 石：浸 染

状闪锌矿、方铅矿、黄铁

矿角砾状矿石是矿区分

布 较 广 的 主 要 矿 石 类

型。

碎裂 状 矿 石：闪 锌

矿、方铅矿呈粒状 集 合

体或星点状分布于碎裂

岩中，黄铁矿沿碎 裂 岩

裂隙充填，形成黄 铁 矿

脉。

脉状或块状闪锌矿

矿石：闪锌矿呈细脉状、

粒状集合体或团块状嵌

布于碎裂岩或不规则石

英块体中构成块体，这种矿石一般含银较高。

网脉状黄铁矿、闪锌矿石英矿石：石英细网脉呈乳白色，脉幅 2 > 4 ,.，黄铁矿、闪锌矿

呈粒状集合体或浸染状嵌布于石英脉中构成矿石。

矿石结构构造：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结构、半自形结构、交代结构（ 闪锌矿、方铅矿、白

铁矿交代黄铁矿，方铅矿交代闪锌矿，黄铜矿交代白铁矿，白铁矿交代闪锌矿）、乳滴状结构

（闪锌矿中可见到乳滴状黄铜矿固溶体：硫锑铜银矿呈乳滴状分布于方铅矿中）。矿石构造

主要有块状构造、细（微）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浸染状构造、条带状构造。

4& !& !" 矿石组成

矿石中矿物成份：主要金属硫化物有闪锌矿、黄铁矿、方铅矿、白铁矿，其次为黄铜矿、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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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北东向含矿硅化破碎带特征

#$%& !" ’() *)+,-.)/ 0* 12 /$3$4$*$)5
" " 4.+46)5 7)3,

黄铁矿和毒砂等。矿石中银以独立的银矿物出现，主

要有辉银矿、金银矿、自然银、硫铜银矿、深红银矿和淡

红银矿。其中金银矿主要分布于石英裂纹中：自然银

分布于石英、绿泥石中；硫铜银矿或单独呈脉状切割闪

锌矿，有别于赣南众多的方铅矿、黄铜矿为载体的普遍

特征。脉石矿物主要是石英，其次是云母。

根据分析结果，矿石中 8% 为主要有益组分，97、

:;、8- 为伴生有益组分，有害元素 8/ 含量很低，为低

硫化物富银矿床（表 <）。

!& !" 成矿期及成矿阶段

本矿床是多次构造—含矿热液脉动作用叠加形成

的中低温热液型银矿床。

根据成矿作用、矿物共生组合及其相互关系，将矿

图 =" 西坑银矿区 <> 号勘探线剖面图

#$%& =" ’() 10& <> 3$;) /)4,$0; 0* ?$6);% @$;)
" " <A残坡积层；BA硅化破碎带；!A银矿体（ 工业）；=A银矿体（ 表

外）

化划分为热液期和表生期。其中热液

期又划分为三个矿化阶段。

!& !& <" 热液期

（<）石英、毒砂、黄铁矿阶段：毒砂、

黄铁矿石英细脉沿碎裂岩的裂隙分布，

属高铅锌银等金属硫化物早期成矿的

阶段产物。

（B）石英、闪锌矿、方铅矿、银矿化

阶段：为成矿的主要阶段。矿物共生组

合较复杂。金属硫化物呈细（微）脉状、

粒状、浸染状产出，并交代早阶段金属

矿物，如方铅矿交代闪锌矿、黄铁矿等；

生成辉银矿、金银矿、自然银、硫铜银

矿、深红银矿和淡红银矿等银矿物；脉

侧蚀变较强。

（!）石英、碳酸盐阶段：石英、方解

石呈不规则的脉状产出，并切割早阶段

含矿石英脉，银多金属矿化微弱。

!& !& B" 表生期

原生金属硫化物经长期风化淋滤，

发生解体，形成褐铁矿、铅矾等表生氧

化物。

!& =" 围岩蚀变

围岩蚀变主要为硅化、绢云母化、

黄铁矿化，其次为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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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西坑银矿矿体平均品位一览表

#$%&’ !" #(’ $)’*$+’ +*$,’ -. -*’ %-,/ 01 203’1+ 4+ 501’

矿体编号
平均品位

4+（+ 6 7） 81（9 ） :%（9 ）
矿体编号

平均品位

4+（+ 6 7） 81（9 ） :%（9 ）

; !;<= >; ?= !;? ?= @A? !B B;>= CB ?= !<? ?= !C?
A >>>= B; ?= @<? != ?A? !> D ! >A>= ?? ?= !C? ?= ?;?

!? D ! >!E= A != B<? != E?? !> D B >C?= ?? ?= ?;! ?= ?EC
!? D B CC= !! ?= !C? ?= <A? !> D > !<>= ?C ?= B!? ?= B@?
!! B!B= E! ?= >E? ?= ;A?

" " 硅化：围岩中分布较普遍而强烈，主要发育于矿体两侧，表现为沿矿体走向或倾向呈带

状分布。硅化强度由矿体向两侧逐渐减弱。一种是硅质交代围岩中其它矿物成份，原岩由

深灰色变成浅色，蚀变强烈处岩石变成灰白色，矿物成份主要是次生石英。二是硅质沿岩石

裂隙充填交代形成烟灰色的硅质细网脉或硅质团块，与围岩界线模糊不清，伴随硅化作用有

黄铁矿化。

黄铁矿化：围岩中较常见。黄铁矿以自形单体、简单集合体呈浸染状嵌布于岩石中，或

呈细脉状沿裂隙分布。伴随黄铁矿化有闪锌矿化、方铅矿化及黄铜矿化。

绢云母化：绢云母常呈微脉状分布于石英脉中。主要交代长石和粘土矿物。常与黄铁

矿化相伴生。

绿泥石化：分布范围较窄，呈细脉状或不规则的团块状沿裂隙分布。绿泥石为黑云母蚀

变而成，与黄铁矿化相伴生。

碳酸盐化：分布不普遍。呈细脉状或团块状分布于围岩或矿石裂隙中。

@" 找矿标志

（!）产于混合岩或混合岩化变质岩中的北北东向硅化破碎带。

（B）北北东向硅化破碎带见有褐铁矿、铅矾等氧化物或新鲜硫化物是本类矿床的直接

找矿标志。

（>）在追索北北东向硅化破碎带时，凡出现膨大、分枝等变化时，可能预示下部有隐伏

矿体的存在。

（@）强烈的硅化、黄铁矿化、闪锌矿化、方铅矿化及黄铜矿化可能指示有本类银矿体的

存在。

（C）土壤测量圈定的银、铅、锌、砷的综合性异常是良好的化探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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