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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老厂火山块状硫化物矿床的物质组分

陈 元 淡

(桂林工学院资源工程系 )

摘 要 老厂矿床的矿物组成
、

矿物组合
、

矿石结构构造
、

成矿期次
、

矿物

生成顺序
、

成矿分带及银的赋存状态等特征表明
,

该矿床主要形成于火山热

液期
,

并划分为 3 个成矿阶段 : 铜硫阶段
、

银铅锌阶段和砷金阶段
.

银主要

以辉银矿一螺状硫银矿的形式沿方铅矿解理呈叶片状分布
。

主题词 铅锌矿床 ; 火山成因矿床 ; 硫化物矿床; 云南 / 物质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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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厂矿床因其独特的成矿特征 (富银
、

铅的锌一铅一铜型块状硫化物矿床和偏碱性的

中基性火山岩围岩 ) 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

对含矿火山岩
、

围岩蚀变
、

矿床成因和控矿

因素等先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
。

然而
,

前人在矿床物质组分特征方面的研究却相当薄

弱
,

例如在矿物组合
、

矿石组构
、

矿物生阂顷序和矿床分带以及银的赋存状态等方面均缺
乏系统的研究和总结

,

这些问题无论对矿床成因或是找矿勘探
,

甚至对选矿来说都具有十

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经济意义
。

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力图对这些间题给予概略性的总结
。

1 矿物组成及矿物组合

1
.

1 矿物组成

主要金属矿物有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次要金属矿物有黄铜矿
、

磁黄铁矿
、

白铁

矿
、

褐铁矿
。

其它微量矿物有 :

铜矿物 : 黝铜矿
、

斑铜矿
、

砷黝铜矿
、

硫砷铜矿
、

兰铜矿
、

铜蓝
、

孔雀石 ; 秘矿物 :

辉秘矿
、

含银秘铅矿
、

辉秘铅矿 ; 锑矿物 : 辉锑矿 ; 金银矿物 : 自然金
、

自然银
、

银金

矿
、

辉银矿一螺状硫银矿
、

银黝铜矿
、

锑银矿 ; 砷矿物 : 毒砂
、

雄黄
、

雌黄 ; 铅矿物 : 车

轮矿
、

硫锑铅矿
、

铅矾
、

白铅矿
、

铅铁矾 ; 锌矿物 : 菱锌矿
、

水锌矿 ; 钥矿物 : 辉钥矿 ;

铁矿物: 针铁矿
、

赤铁矿 ; 锰矿物 : 硬锰矿
、

软锰矿
.

还有复杂的锌矿物 : 异极矿
。

非金属矿物主要有绢云母
、

绿泥石
、

绿帘石
、

石英
、

方解石
、

白云石
、

玉髓
、

纤闪

石
、

钠黝帘石
、

滑石
、

叶腊石
、

蛇纹石
、

钠长石
、

`

透辉石
、

石榴子石
、

透闪石
、

阳起石

等
。

1
.

2 矿物组合

原生矿石的主要金属矿物组合可分为 : ( l) 辉银矿一螺状硫银矿一方铅矿一闪锌矿一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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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组合
,

构成银一铅一锌矿石 ; ( 2) 方铅矿一闪锌矿一黄铁矿组合
,

构成铅 一锌矿石 ;

( 3) 黄铁矿一 ( 白铁矿 ) 组合
,

构成单硫矿石 ; ( 4) 黄铜矿一黄铁矿一磁黄铁矿组合
,

构成

铜硫矿石 ; ( 5) 雄黄
、

雌黄- 自然金一黄铁矿组合
,

构成砷一金矿石
。

氧化矿石的主要矿物组合为 : ( l) 包裹有未被氧化的原生含银方铅矿的铅矶一白铅矿
一褐铁矿一 ( 菱锌矿 ) 一 ( 水锌矿 ) 一 (异极矿 ) 组合

,

构成粉末状构造的氧化含银铅

(锌 ) 矿石 ; ( 2) 褐铁矿-针铁矿一赤铁矿组合
,

构成铁矿石
。

2 矿石结构构造

2
.

1 矿石构造

矿石构造按成因可分为: 气水热液矿石构造
、

沉积矿石构造
、

风化矿石构造
。

气水热液构造 又可分为充填矿石构造和交代矿石构造
。

充填矿石构造有脉状构造
、

松散块状构造
、

晶洞状构造
、

梳状构造
、

对称条带状构造
、

胶状构造 ; 交代矿石构造有细

脉浸染状构造
、

浸染状构造
、

斑杂状构造
、

致密块状构造
。

沉积矿石构造主要为火山沉积矿石构造中的角砾状构造
、

条纹状构造
、

条带状构造
、

稀疏浸染状构造
。

风化矿石构造主要为蜂窝状构造
、

粉末状构造
。

2
.

2 矿石结构

矿石结构按成因可分为溶液的结晶结构
、

溶液的交代结构
、

固溶体分离结构
、

胶体物

质重结晶结构
、

压力结构
。

溶液的结晶结构有自形粒状结构
、

共结边结构
、

包含结构
。

溶液的交代结构有半自形粒状结构
、

它形粒状结构
、

残余结构
、

骸晶结构
、

文象结

构
、

交代穿孔结构
、

交叉结构
、

网状结构
、

镶边结构
。

固溶体分离结构有乳浊状结构
、

定向乳浊状结构
、

叶片状结构
。

胶体物质重结晶结构有环带状结构
、

干裂结构
。

压力结构有压碎结构和斑状压碎结构
。

沉积结构有草幕状结构
。

3 成矿期
、

成矿阶段及矿物生成顺序

矿床形成可分三个成矿期 : ( l) 同生期 : 为间火山期火山喷气热液沉积成矿
,

形成不

具工业价值
,

但分布广泛的条带状和浸染状黄铁矿 ; ( 2) 热液期 : 为火山期后火山喷气热

液充填交代成矿
,

可分为三个成矿阶段 : a 铜硫阶段 ; .b 银铅锌阶段 ; c
.

砷金阶段
。

( 3)

表生期 : 银铅锌硫化物矿体表生氧化形成砂泥铅矿
。

矿物生成顺序本次工作主要对热液期的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黄铜矿
、

闪锌矿
、

方铅矿

作了详细研究
,

总的矿物生成顺序总结于表 1
。

黄铁矿 : 可分为三个矿化阶段
。

第一阶段黄铁矿是成矿热液中最先沉淀的金属矿物
,

有立方体和五角十二面体两种晶形
,

自形一半自形
,

细一粗粒
,

普遍具压裂结构 ; 第二阶

段黄铁矿是伴随构造活动而再成矿的
,

黄铁矿快速沉淀
,

具胶状构造和变胶状构造
。

胶状

的黄铁矿颗粒细小 几乎总是呈放射状或似平行的纤维状集合体
,

或呈同心环带结构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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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老厂矿床矿物生成顺序表

T a b le 1 T h e fo r m in g s e q u e n e e o f m i n e r a ls i n L a o c h a n g o r e d e
po s i t

矿矿 化 期期 同生期期 (次) 火 山 热 液 期期

}
表生期期

矿矿化阶段段段 铜硫阶段段 银铅锌阶段段 砷金阶段段

}}}
毒毒砂砂

{{{ . . 口 . 口 , 一一 iii

……
lll

辉辉钥矿矿矿 一` . 日 . . 白`̀ 司口 . , , ~~~~~ 明 . . 卜卜
辉辉秘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明 . . . . . 卜卜卜 明 . . . . . 卜卜

黄黄铁矿矿矿
’

~ , . . . . . . . . , 一一 . . . . . 卜卜卜 . . . . . . . ppp

白白铁矿矿矿 叫. . . , 一一一 司 . . 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磁磁黄铁矿矿矿 , . . . . , 一一 司. ,,,

l
,,

黄黄铜矿矿矿 月目. 卜卜 心目. ,,,,

闪闪锌矿矿矿
司口 . .........

方方铅矿矿矿矿矿矿矿

自自然银银银银银银银

辉辉银矿 -螺螺螺螺螺螺螺

状状硫银矿矿矿矿矿矿矿

硫硫锑铅矿矿矿矿矿矿矿

辉辉锑矿矿矿矿矿矿矿

斑斑铜矿矿矿矿矿矿矿

自自然金金金金金金金

雄雄 黄黄黄黄黄黄黄

雌雌 黄黄黄黄黄黄黄

褐褐铁矿矿矿矿矿矿矿

白白铅矿矿矿矿矿矿矿

铅铅 矾矾矾矾矾矾矾

异异极矿矿矿矿矿矿矿

矿矿石构造造 浸染状状 致密块状
、

脉状
、

斑斑 对称条带状
、

松散散 块状
、、

粉末状状

脉脉脉 状状 杂状
、

网脉状状 块状
、

晶洞洞 浸染状状状

矿矿石结构构 压碎碎 压碎碎 叶片状
、

粗粒粒 粒状状状

矿矿石类型型 单硫贫贫 铜硫矿石石 银铅锌矿石石 砷金矿石石 氧化矿矿

矿矿矿石石石石石 矿石石

空空间分布布 矿区区 W号矿化群群 工
、

n
、

nI 号矿矿 19 9 0 mmm 潜水面面

内内内外外外 体群群 标高以上上 之上上

裂结构
,

而变胶状的黄铁矿则呈自形一它形细晶充填在胶状干裂纹和早期黄铁矿
、

磁黄铁

矿裂隙中
,

这一阶段的黄铁矿总是与白铁矿紧密共生
,

有一定的富集 ; 第三阶段黄铁矿多

分布于成矿期末的方解石脉中
,

呈自形
、

细一中粒
,

含量较少
,

但含有一定量的金
。

磁黄铁矿 : 有二个矿化阶段
。

第一阶段磁黄铁矿呈半自形一它形粒状集合体产出
,

交

代第一阶段的黄铁矿而被第二阶段黄铁矿和白铁矿所交代
,

常具压碎结构
。

这一阶段磁黄

铁矿较富集
。

这一阶段的晚期磁黄铁矿呈自形一半自形细小板片状出溶于闪锌矿中
,

分布

很少
。

第二阶段磁黄铁矿与第二阶段黄铜矿
、

方铅矿连生
,

交代第一阶段黄铜矿
、

闪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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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

颗粒细小 分布较少
。

黄铜矿 : 有二个矿化阶段
。

第一阶段黄铜矿呈半自形一它形粒状集合体与第一阶段磁

黄铁矿连生
,

被第一阶段闪锌矿交代
,

具压裂现象
。

这一阶段黄铜矿分布于W号矿体群

中
,

较富集
。

这一阶段的晚期黄铜矿在第一阶段闪锌矿中呈乳浊状出溶
,

含量极少
。

第二

阶段黄铜矿呈它形粒状集合体
,

交代前二阶段的黄铁矿和第一阶段的磁黄铁矿
、

闪锌矿
,

分布不广
,

含量相对较少
。

闪锌矿 : 有二个矿化阶段
。

第一阶段为细粒
、

具压裂结构的闪锌矿
,

内部有磁黄铁

矿
、

方黄铜矿的板片状出溶体和黄铜矿的乳浊状
、

定向乳浊状出溶体
,

含量较少
。

第二阶

段为自形一半自形板状细一粗粒闪锌矿
,

对前二阶段的黄铁矿
、

磁黄铁矿进行交代
,

较为

富集
。

方铅矿 : 有两个矿化阶段
。

第一阶段方铅矿呈自形一半自形的细粒集合体
,

与闪锌矿

共结
,

具压裂结构
,

含量少且分散
。

第二阶段方铅矿为自形一半自形立方体晶形
,

细一粗

粒集合体
,

对前二个阶段的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黄铜矿和闪锌矿均交代
。

这一阶段的方铅

矿极为富集
,

为原生矿主体
,

亦为银的主要载体
。

4 矿床分带

在含矿热液从深部向上运移过程中
,

由于温度
、

压力等物理化学条件的逐步变化以及

元素地球化学性质的差异
,

成矿元素发生分异
,

在不向的地方分别沉淀富集
,

造成矿床具

有明显的分带性
。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元素分带 : 根据 13 勘探线 3 个钻孔的 P b
,

Z n ,

A g
,

S
,

C u 品位数据
,

采用 .E M
.

克维雅特科夫斯基的元素分带序列计算法 (表 2)
,

计算出由深到浅成矿元素分带为 : S~

C u一 Z n
~ A g ~ P b

。

表 2 成矿元素分带序歹.]计算①

T a b le 2 C a le u la t一o n o f z o n a t l o n s e q u e n c e o f o r e一 fo
r m 一n g e le m e n t s

钻 孔 编 号 C u p b z n A g s

Z K 13一 4

Z K 13一 l

Z K 13一 3

Z K 13一 4 / Z K 1 3一 l

0
.

0 9

.0 06

0
,

04

1 5 0 / 3

2
.

2 5 / 2

1
.

5 0 / 1

5
.

2 5

3
.

0 7 / 4

2刀7

0
.

6 3

0
.

17

3
.

2 9 / 5

12
.

18 / 3

3
.

7 1 / 3

19
.

18

7 9
.

9 9

6 4夕9

l
`

2 3 / 2

Z K 13 se 4 / Z K 13一3 3 1
.

4 0 / 5 17
.

7 8 / 4

Z K 1 3一 1 / Z K 13一 3 10 .2 5 / 4 14件4 / 5

g r

艺N l

15
.

5 1

18
.

16

9
.

2 7

0名5 / l

1
.

6 7 / l

1
.

9 6 / 2

4
.

4 8

l 1

~ A g ~ P b

llnZ

ùuC

3一

由深到浅元素排列顺序

①据 (苏) E
.

M
.

克维雅特科夫斯基法计算
;
表中分子为该中段内的金属量梯度

,

分母为该中段内根据梯度值的

增大所排出的局部分带序列的元素的序列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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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组合分带
:
由矿区南部深处向北部浅处斜向分布

,

依次为:

(l ) C u
、

s 矿带 : 出露标高为 14 00 一 1700 m
,

主要矿物有黄铜矿
、

黄铁矿
、

磁黄铁

矿 ;

( 2) A犷 P b一 z n 矿带 : 出露标高为 16 00 一 2 000 m
,

主要矿物有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

锌矿
、

螺状硫银矿一辉银矿
、

自然银 ;

( 3) A g一 A u 矿带 : 出露标高在 19 00 一 2 200 m 之间
,

主要有黄铁矿
、

雄黄
、

雌黄
、

自然金
、

银金矿
,

A u 与 A s 密切相关
。

围岩蚀变分带 : 老厂矿床中围岩蚀变也具分带性
,

由下而上为 : 矽卡岩化~ 硅化
、

绢

云母化~ 绿泥石化
、

绿帘石化~ 碳酸盐化~ 大理岩化
。

5 银的赋存状态

银在矿床中主要存在于银铅锌矿石中
。

对采自 197 组银铅锌矿石品位数据的相关系数

计算表明
,

银与铅的相关系数最高
,

为 0
.

52 54
,

银与锌
、

硫 (指黄铁矿 ) 的相关系数较

低
,

分别为 .0 2 63 7 和 .0 3 19 5
,

说明银主要与方铅矿有关
。

另据叶庆同等资料 (表 3)
,

银

在方铅矿中的含量比在闪锌矿和黄铁矿中的含量平均分别高出 3
.

08 倍和 5
.

91 倍
,

也说明

银主要赋存于方铅矿中
。

表 3 老厂矿床单矿物中银的含量 ( g八 )

T a b le 3

方 铅矿

山份山山川`
口

辉 银 矿 , 螺状硫 银矿

5 ilv e r
co

n t e n t o f m o n o m i n e r a l s

- 一
一一不石万西蔽落示不万两赢

矿 物 方铅矿 闪锌矿 黄铁矿

变化范围 8 9一 2 2 0 2 7一 13 8 2 2
.

1一 6 9
.

5

平均值 2 5 1
.

8 8 1
.

8 4 2
.

6

样品数 8 7 8

(据叶庆同等
,

19 9 1)
方 铅矿

附图 辉银矿一螺状硫银矿在

方铬矿中呈叶片状沿解理定向 出溶

(据显微照片简化
,

L = 0件5 m m
,

云南老厂 Z K 17 0 6 孔 12 0米 )

A P P e
nd ix if g

.

F o lia t e d a rg e n t i t e 一a e a n th i t e

e x s o lu t in g i n c le a v a g e s o f g a le n a

根据光片镜下观察
,

银在方铅矿中主要

以螺状硫银矿一辉银矿的形式出现
,

一般沿

方铅矿中解理呈叶片状嵌布 ( 附图 )
,

偶见

呈细粒状嵌布
。

部分银在方铅矿中以自然银

出现
,

呈微粒状嵌布于方铅矿中
,

含量极

薇
银在矿床中除了以银的独立矿物— 辉

银矿一螺状硫银矿
、

自然银出现夕卜 也有呈类质同象产于银黝铜矿和含银秘铅矿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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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S T U D Y O N M IN E R A L O G I C A L C O M P O S I T IO N

O F O R E S IN L A O C H A N G V O L f A N I C一 H O S T E D

M A S S I V E S U L F I D E D E P O S I T
,
Y U N N A N

C h e n Y u a n y a n

( D eP a r rm e n t of R e s o u r e e E 月g i n e e r i叮
,

G u i li n nI s t ir u t e
of T e e h n o l o gy )

A b s t r a C t

T h e m i n e r a lo g ic a l c o m P o s i t i o n
,

m i n e r a l a s s e m b la g e s
,

o r e t e x t u r e s a n d s t r u c t u r e s
,

m i n e r o g e n e t i e s t a g e s ,

fo r
m i n g s e q u e n e e o f m i n e r a l s

,

m i n e r o g e n e t i e z o n a t i o n a n d e x i s t i n g

s t a t e s o f s i l v e r o f L a o c h a n g o r e d e P o s i t a r e d i s e u s s e d i n d e t a i l i n t h i s P a P e r
.

I t 15 c o n s id e r e d

t h a t t h e o r e d e P o s i t 15 m a i n ly fo r m e d i n v o le a n i e h y d r o t h e r m a l P e r i o d
,

a n d i t m a y b e d i
-

v i d e d i n t o t h r e e m i n e r o g e n e t i c s t a g e s : c o P P e r一 s u l fu r s t a g e , s i l v e r一 l e a d一 z i n c s t a g e ,

a r s e n i c一g o ld s t a g e
.

T h e s i lv e r 15 P r i n e iP a l ly e x is t e d
’

i n c l e a v a g e s o f g a le n a a s fo l i a t e d

a r g e n t i t e一 a c a n t h i t e
.

K e y w o r d s l e a d一 z i n e d e P o s i t s ; v o l c a n o g e n i e d e P o s i t s : s u lif d e o r e d e P o s i t :

Y u n n a n / m i n e r a l o g i c a l e o m P o s i t i o n o f o r e s

扩~ ~
之刀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必 ~ ~ 夕户

, ~ ~ ~ ~ ~ ~ ~ ~ ~ ~ ~ ~ ~ ~ 勺

穷匀容穷霉穷穷穷穷$右穷穷33j

我市科技期刊编辑举行新春联谊

桂林市部分科技期刊编辑于 1994 年明 22 日在我刊编辑部举行新春联谊
。

他们分

别来自 《 中国宕溶》
、

《 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学报》
、

《 矿产地质》
、

《 矿山地质》
、

《 光通讯

技术 》 及 《 模具工业 》 等编辑部
。

参与联谊活动的编辑同仁共 22 人
,

大家欢聚一

堂
,

畅叙 了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与新年新的打算
,

并从不同角度
,

总结和探讨 了科

技期刊进入市场的对策
,

相互间深受启发
。

首次新春联谊活动达到 了总结经验
,

取长补短
,

加强联络
,

增进情谊的 目的
。

几丫刃6启臼之
了
丫吧们.(亏阳丫引
了

自又勺自、,
了

甲g.Lù̀、勺沪引自戈,几、叼介勺

肠~ ~ ~ ~ ~ ~ ~ ~ ~ ~ ~ ~ ~ ~ ~ ~
之、 ~ ~ ~ ~ ~ ~ ~ ~ ~ ~

之冷 ~ ~ ~ ~ ~ ~ 的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