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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德兴地区处于扬子板块南东缘，九岭地体与怀玉山地

体碰撞拼贴带附近，赣东北深断裂带呈北东向从德兴中东部斜

贯而过 $
区内地层以中新元古代褶皱基底为主，沿断陷盆地及裂陷

带分布有下古生界及零星的中生界盖层 $ 中元古界双桥山群只

分布于赣东北深断裂带的北西侧，构成北东东向银山 ! 铜厂复

式背斜 $ 复背斜轴部大致位于银山 ! 铜厂一带，轴向近东西，两

翼不对称 $ 在复背斜内部，发育有一系列轴向相近、规模大小不

一的背、向斜 $ 受一系列推覆面倾向北西的推覆构造影响，由北

西向南东，地层由老至新依次掩覆 $ 复背斜内次级褶皱发育，层

理褶皱与片理褶皱叠加，褶皱形态复杂 $
德兴地区的中元古界双桥山群，是最重要的赋矿地层，其中

分布有德兴铜矿田的 % 个大型、超大型斑岩铜矿及大型银山铅

锌银（铜金）矿床、金山超大型韧性剪切带型金矿，构成了非常著

名的“德兴金三角”$ 正因为其特殊的含矿性，多年来，各部门地

质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对其进行各项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 $
然而，作为双桥山群的组成岩石之一——— 硅质岩，众多资料

中却少有提及 $ 究其原因，一是其本身厚度不大，分布有一定的

局限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金山金

矿发现之前，没有认识到它的找矿意义 $ 作者通过对德兴地区

相关资料的总结及野外实践发现，双桥山群山中的硅质岩，不仅

具有较好的地层学指示意义，更是一种重要的“金山式”金矿的

找矿标志 $

& 双桥山群中硅质岩的分布

中元古界双桥山群分布广泛，西起湖南长沙，东至浙江开

化，南起萍乡、抚州，北至安徽歙县，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布最广

的基底构造层和最重要的赋矿层位 $
德兴地区双桥山群中的硅质岩分布于中元古界双桥山群中

上部 $ 硅质岩厚度不大，分布较广，尤其是在德兴八十源 ! 先告

山一带，层位较稳定，分布较连续，延长达十几千米，只是厚度变

化较大 $ 由于受平缓产状和多重紧密线型褶皱的影响，露头的

展布较复杂，并见有多层重复现象 $ 除八十源 ! 先告山一带以

外，在德兴占才的直源及八十源以北的南充一带也见有类似的

硅质岩 $ 说明在德兴地区的双桥山群中，硅质岩的分布有一定

的广泛性（图 &）$
与硅质岩共生的岩性组合，是一套巨厚层的砂泥质及火山

碎屑复理石沉积 $ 主要岩性有绢云母千枚岩、凝灰质绢云母千

枚岩、变质英安岩、变质角斑岩、变质玄武岩等 $ 岩石矿物组合

中出现有菱铁矿、铁白云石、黑云母、绿泥石、冰长石、重晶石等

组合 $ 硅质岩中保留有胶状结构和层纹状结构 $ 这是一种活动

的火山岛弧带的产物，属火山硅质建造中的细碧角斑岩型建造 ’& ($
在区域上，与此相当的层位，在安徽祁门九岭群（上溪群）板

桥组中分布有硅质板岩和黑色条带板岩；在浙江境内的双溪坞

群中也见有硅质岩的描述 ’ ) ( $ 这说明，至少在江南古陆东部，其

有一定的分布范围，在岩性组合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表 &）’ % ( $

) 硅质岩的特征

前人资料中也曾提到过双桥山群中的硅质岩 &*，+’，但均未

作较详细的研究 $ 作为“金山式”金矿的重要赋矿围岩之一，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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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江西北部中元古界双桥山群中硅质岩的分布入手，对硅质岩的岩石特征及含矿性进行了描述，从空间分布、物质

来源及矿床成因上探讨了硅质岩与韧性剪切带及“金山式”金矿的联系，指出了该套硅质岩在德兴地区不仅是“金山式”金矿

的直接赋矿岩石，更是一种重要的找矿标志，对德兴以外的其他地区寻找“金山式”金矿具有十分重要的指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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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参与“江西省德兴县海口 ! 新营地区前震旦系双桥山群中

金矿成矿地质条件及找矿方向”课题调研时，曾专门采样，经王

明文鉴定为火山碧玉岩 " 岩石呈深灰色、灰白色，风化后呈浅灰

色、黄褐色，镜下鉴定岩石呈粉屑凝灰碧玉结构、变余微粒—隐

晶结构，块状构造、层纹、条纹—条带状构造 " 由隐晶、微晶硅质

石英及部分斜长石、石英晶屑组成 " 石英（玉髓、蛋白石等硅质）

含量 #$% & ’(% ，长石、石英碎屑约 )% ，绢云母 (% " 岩石中的

硅质粒径在 *" *+ ,, 左右，呈拉长定向分布 " 石英、长石碎屑粒

径在 *" $ & *" *( ,, 之间，形态呈棱角状、次棱角状、次圆状，具

有较为典型的火山碎屑特征 "
德兴地区硅质岩的化学成分在不同矿点略有差别，总的趋

势是，硅质岩的单层厚度与 -./$、01$/ 的含量呈正相关 " 厚度

大时硅质含量高，23、45 含量低；厚度小时则硅质含量低，23、45
含量增高，过渡为硅质泥岩（硅质板岩）" 德兴地区的硅质岩与

其他硅质岩的化学成分对比如表 $67 8 " 由表可见，德兴地区双桥

山群中的硅质岩，除含有较高的 -./$ 和 23$/)、45$/) 外，还含有

很高的 01$/，具有较为典型的海底火山成因特点，同时又有较

多陆源碎屑物质的加入，这一结果与镜下鉴定完全吻合 "
与其他岩性相比，硅质岩中金的含量明显偏高（表 )），说明

这套硅质岩在其形成过程中已经有了金的原始富集 "
硅质岩的产状呈长透镜状、似层状 " 以多层状（一般 ) & (

层）夹于泥质绢云母千枚岩或千枚状板岩及凝灰质绢云母千枚

岩中，单层厚 *" *+ & +" ( ,，局部可大于 9 ," 硅质岩在平面上

展布虽不十分连续，但这套硅（碳）质建造却相当稳定，已知延长

可达十几千米 " 与金山 ! 八十源成矿带十分吻合 "
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兴地区存在 $ 种硅质岩，一种是与千枚

岩顺层产出的火山沉积成因的硅质岩（火山碧玉岩），另一种是

沿韧性剪切带分布的由动力变质作用形成的硅质超糜棱岩，本

文所指的硅质岩是前者 " 但在八十源 ! 金山韧性剪切带内常见

二者合二为一的现象，即火山碧玉岩被韧性剪切带叠加改造为

硅质超糜棱岩；也有两种硅质岩共生的现象，即在韧性剪切带主

剪切面附近赋存有动力变质的硅质超糜棱岩（多为金矿体），在

主剪切面上或下不远处存在沉积硅质岩（火山碧玉岩）"

) 硅质岩与金矿体的空间关系

“金山式”金矿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特的金矿类型，具有

许多与众不同的成矿特点 " 首先，其主要的控矿构造是韧性剪

切带，金矿化均产于韧性剪切带的应变中心 " 其次，赋矿地层为

中元古界双桥山群的绿片岩相浅变质岩，原岩为一套富含火山

物质的复理石建造，受层位控制明显 " 第三，成矿演化时间较

长，经历了沉积（金的原始聚集）—区域变质（金的活化、迁移和

初步富集）—动力变质（即韧性剪切作用，金的进一步活化、迁移

富集）" 金矿化富集过程和富集程度与韧性剪切带的形成、发

展、演化密切相关 "
此外，“金山式”金矿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金矿体常与硅质岩

相伴出现，从八十源—石碑—西蒋—金山地区，几乎无一例外，

只是各区段的硅质岩形态有所不同 " 由于产状的变化和所处韧

性剪切带部位的不同，硅质岩受韧性剪切作用的强度也不同 "
有的地段硅质岩保持较好的层状、似层状特征，有的地段呈扁豆

状、撕裂状或火焰状 " 硅质岩与矿体的关系既复杂又密切，当硅

质岩厚度较大，并处于韧性剪切带的应变中心时，硅质岩就会发

生强烈破碎重结晶，形成硅质岩状超糜棱岩型金矿体&:’" 因此，

硅质岩与金矿体的关系既有一定的协调性，又不完全一致 " 硅

质岩既可成为金矿体的一部分（即金矿体蕴存在硅质岩之中），

地 质 与 资 源地 质 与 资 源 $**9 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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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作为赋矿围岩分布于金矿体上下几米或十几米范围内 " 有

时甚至出现一段硅质岩是矿体，一段又是围岩的情况 "
硅质岩在剖面上，常位于含金矿化层的中部，含金矿化层岩

性剖面如下：

含金矿化层顶板岩石：灰绿色含砂泥绢云母千枚状板岩 * 千枚岩

!) - ,) 5

!灰黑色粉屑凝灰质绢云母千枚岩 " 岩性特征与"相似，含菱铁矿物

()R S ，铁绿泥石 ,R S ，方解石 T !R ，炭质 T (R ，靠近矿体附近绿泥

石增多，并出现了黑云母 $) - !) 5

#变质英安岩（角斑岩）夹硅质岩（变质火山碧玉岩）及多层薄层凝灰质

绢云母千枚岩 " 英安岩和火山碧玉岩为主要赋矿岩石，与下伏岩层产

状基本协调或略有斜交 $ - !) 5

$变质富镁玄武岩 * 变质英安质凝灰熔岩 " 具尖灭再现等变化特征，

多为矿化体底板岩石，与下伏岩层产状略有斜交 ( - (, 5

"灰黑色凝灰质绢云母千枚岩 " 有的含少量菱铁矿、黄铁矿、铁绿泥

石、炭质及深色含铁矿物和不透明矿物，靠近矿层出现黑色绿泥石黑云

母千枚岩 , - $) 5
含金矿化层底板岩石：灰绿色含砂泥绢云母千枚状板岩 * 千枚岩

!) - ,) 5

其中$、#层可出现 ! - , 个沉积旋回 "

. 硅质岩与“金山式”金矿的成因联系

如前所述，硅质岩中 1& 的丰度很高，从这一点上看，硅质

岩可以作为金矿的矿源层 " 但是，在八十源 * 金山金矿成矿带

中，许多未经强烈破碎和热液叠加的硅质岩并没有成为金矿体，

而硅质岩与“金山式”金矿体在成因上的联系是由韧性剪切作用

来维系的 " 剪切带的生成正是迁就了这套夹有多层硅质岩的火

山碎屑 * 沉积岩 " 由于硅质岩（还有变质安山玄武岩）等脆性岩

石与绢云母千枚岩等细碎屑塑性岩石物理性能方面的差异，造

成了两种岩性变形方式的不同，大致在两种岩性交互的部位产

生了推覆剪切带 " 同时，由于这种剪切带是一种透入性构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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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状硅质岩

, 块状硅质岩

+ 块状硅质岩

# 多孔状硅质岩

< 多孔状硅质岩

2 层纹状硅质岩

() 层纹状硅质岩

(( 层纹状硅质岩

($ 热液硅化岩

(! 凝灰岩

(. 放射虫燧石

(, 生物成因燧石

(+ 热水沉积燧石

(# 热水沉积燧石

(< 火山成因硅质岩

(2 硅质岩

地区

德

兴

西

藏

美

多

锑

矿

硅

质

岩

其

他

对

比

岩

石

W6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2

)" ()

)" !+

)" .,

表 $ 德兴地区双桥山群中硅质岩与其他硅质岩化学成分对比表

!"#$% 4 +-15"20/-) -) ,6%10,"$ ,-15-/0.0-)/ -7 /0$0,"$0.%/ #%.8%%) 96"):;0"-/6") :2-(5 0) <%=0): "2%" ")* -.6%2 5$",%/

1L ’ /1L P CI P => 0

)" #$2

)" #<.

)" ++$

)" 2,

)" 2)

)" 2$

)" +!

)" +2

)" #2

)" <.

)" #+

)" $2

)" 2#



!"#"$%#"&’ () !*+%,-."%(!*%, -/(+0 ", 1’2",- %/’%3
4"%,-2" 0/(5",$’6 "78 89:;9<9=>;=? 9; 8?>@=A9;:“49;8A>; 7BC?D E< :EFG G?CE8978

!" #$%&’()*%&
+ !"#$%&" ’()*#( +, -*+.+%/ #$0 1"$*)#. 2*3+()4*35 67#$%)#+ ,,-.../ 87"$# 0

!"#$%&’$( 12%($3*4$%& 5)* 3$(54$675$2% 28 5)* ($9$:;9$5* 28 <*(2=425*42>2$: ?)7;%&@$;2();% &427= $% 5)* %245) 28 A$;%&B$
C42D$%:*/ 5)* 9$5)292&E ;%3 F$%*4;9$>;5$2% 28 5)* 42:G $( (573$*3H I)* 4*9;5$2%( 6*5J**% 5)* ($9$:;9$5* ;%3 37:5$9* ()*;4
>2%* ;( J*99 ;( “A$%();% 5E=*K 28 &293 3*=2($5( ;4* 3$(:7((*3 $% 5)* ;(=*:5( 28 5)*$4 3$(54$675$2%/ F;5*4$;9 (274:*( ;%3
&*%*($( 28 &293 3*=2($5(H I)* ($9$:;9$5* $( %25 2%9E 5)* 3$4*:5 )2(5 824 5)*“A$%();% 5E=*K 28 &293 3*=2($5( $% 5)* ;4*;/ 675
;9(2 ;% $F=245;%5 $%3$:;524 28 *B=924;5$2%H L5 $( ($&%$8$:;%5 $% 5)* (*;4:)$%& 824 &293 3*=2($5( 28 5)* 5E=* 6*E2%3 M*B$%&
;4*;H
)*+ ,-%.#( ?)7;%&@$;2();% &427=N ($9$:;9$5*N ($&%$8$:;%:* $% *B=924;5$2%N A$%();% 5E=*N M*B$%& ;4*;

作者简介：徐庆胜（OPQO—），男，高级工程师，OPRS 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长期从事地质矿产勘查工作，通讯地址 江西省上饶市

江西省地质矿产局赣东北大队，邮政编码 ,,-...，T’F;$9 U U (43GEV OQ,H :2F

在岩层产状发生变化时，剪切带又不完全沿岩性界面伸展，这就

使依品位而圈定的金矿体具有多层和分支、复合的特点 H 脆性

岩石中强烈发育的构造裂隙与塑性岩层的天然屏蔽，加之平缓

的产状，为金山金矿的成矿作用造就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组合 H

W 硅质岩对于“金山式”金矿的找矿意义

由上述可见，双桥山群中的硅质岩，与“金山式”金矿有着非

常紧密的关系，这种紧密关系是由其内在的成因联系所决定的，

因此，这种硅质岩对于“金山式”金矿的找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H
首先，它能够作为矿源层（之一），为金矿的形成提供相当数

量的成矿物质 H 在金矿体附近，包括硅质岩在内的几米—几十

米范围内，常常会形成一个 X7 的贫化带，X7 的含量仅为正常含

量值的 O U , Y O U O.，而矿体较薄的部位却常形成几十米的厚大

矿化带，这正说明了后期成矿热液萃取了硅质岩中的 X7H
其次，硅质岩在作为矿源层的同时，其本身也是一种脆性岩

石，后期的剪切作用，使其产生了脆性破裂，为成矿物质的运移、

富集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H
此外，由于整个双桥山群是由多个火山 Z 碎屑沉积旋回组

成的细屑浅变质岩，所以岩性组合复杂，层序难以建立，标志不

甚明显 H 这套硅质岩的存在，不仅是重要的岩石学标志，更是重

要的找矿标志 H 因为这套硅（碳）质岩组合，在双桥山群中是绝

无仅有的，尤其是当其与黑色碳质板岩组合成一套具有一定厚

度的硅 Z 碳建造时，在野外工作中易于识别，只要认真观察，很

容易被发现 H 因此，重视对这套硅质岩的追索和研究，对于寻找

“金山式”金矿就意味着是“顺藤摸瓜”了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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