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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火山岩区硅化岩的

金银含矿性鉴别

贺菊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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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火 山岩区硅化岩的金银含矿性鉴别标志,初 步概括为:特 定的矿物组合、多阶段叠

加的结构构造、
“
三位一体

”
的构造地质特征、相关元紊的图解特征以及数理统计特征,如 元紊均

值、因子得分和初步建立的数理判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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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东部 中生代 陆相 火 山岩地 区已发现 黄岩五部 大型铅锌矿床 、大岭 口大型 (铅 锌 )银

矿床 、拔 茅 、毫石 、洪桥 、花桥 、朱 溪 等 中型银 铅锌 金 矿床 。这 些 矿 区都 发 育 规模 较 大 的

次生石 英 岩 或硅 化 岩 。此外 ,许 多大型 的与次生 石英 岩有关 的非 金 属 矿 床 也 格 外 引人 注 目。

实际上,尚 未发现金属和非金属矿化的次生石英岩体分布更为广泛。据不完全统计达几百处

之多。因此,找 矿I作 者,往 往将其作为重要而醒目的找矿标志。然而,面 对许多硅化岩并

不一定能找到金属矿床。这就使人们常常陷人取之或弃之两难的困境。由此可见,如 何鉴别

含金银矿的硅化岩,是 找矿工作中提出的一个难题。针对上述问题,根 据十多年的工作积

累,笔 者提供下述初步看法。

1 矿 物组合鉴别标志

含矿硅化岩在露头上显示多种形态的二氧化硅矿物,如 石英、玉髓、蛋白石在一定范围

内可能同时发现。通常在面型弥漫状、团块状石英集合体内、穿插有低温沉淀的灰色、蛋青

色玉髓脉 ,而 脉中心部为晶簇状石英。而不含矿硅化岩往往只为单调弥漫状或集合体状隐晶

质石英。含矿硅化岩含有多种成份的硫化物组合。除黄铁矿外,常 见少量方铅矿、闪锌矿、

黄铜矿等。不含矿硅化岩只有黄铁矿,很 难发现其它硫化物。

含矿硅化岩具有多阶段多种组分的矿物叠生现象。大岭口银矿可分出六个成矿阶段组

合 :硅 化泥化阶段、石英硫化物阶段、碳酸盐 (菱 、锰矿)硫 化物阶段、硫酸盐 (重 晶石、

明矾石)硫 化物阶段、石英萤石阶段、玉髓金银矿物阶段。显示了矿物组合的多样性和多阶

段性。

就经验而论 ,含 矿硅化岩的氧化露头,可 能由于原生硫化物组合复杂 ,其 表生混合物 ,

显得色彩鲜艳、色调丰富。而有别于黄铁矿硅化岩氧化后的单调
“
火烧皮

”
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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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构构造鉴别标志

含矿硅化岩经过多阶段蚀变成矿过程,其 结构构造也显得多样化。层状硅酸盐 、二氧化

硅矿物、硫化物、碳酸盐、硫酸盐等往往构成相互交代、穿插、包裹、叠生的复杂图案。矿

硅化岩更常见交代残余结构和简单充填构造。

胶状条带构造、粗细条带构造、梳状晶洞状构造也是含矿硅化岩中常见的。大岭口和佃

坑铜金银矿脉内,由 脉壁到中心依次出现:玉 髓→细晶石英→火焰状石英一晶簇状石英硫化

物。而在不含矿硅化岩中,很 少见到这样多姿多彩的结构构造。

3 “ 三位一体
”

构造地质鉴别标志

含矿硅化岩往往赋存于盆地内外缘断裂带内,同 时与多期岩脉伴生,构 成所谓断裂一岩

脉一硅化岩 (矿体)“三位一体
”

的组合格局。天台大岭口矿区共发现 18处 次火山岩体和岩

脉 ,岩 性为珍珠流纹斑岩、流纹斑岩、霏细斑岩、石英斑岩、安山玢岩。五部铅锌矿、西肚

洋金银矿、洪桥、花桥铅锌矿 ,也 同样出现各种成分、不同时间侵人的岩脉群。这些岩脉与

硅化岩、矿化体、含矿断裂,在 时空分布和成因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硅化岩与断裂、岩脉三者密切伴生的宏观地质现象 ,可 能为鉴别含矿与不含矿硅化岩提

供宏观的重要依据。延伸长、涉及宽的断裂硅化带 ,同 时又发现不同期次、不同成分的岩

脉 ,这 些相关信息的综合 ,有 助于含矿性的鉴别。

4 特 征元素图解鉴别标志

众所周知,从 地球化学角度硅化岩能否构成工业金银矿体 ,某 种程度上取决于 (Au+

Ag)贵 金属元素与高温元素 (W+Sn+Mo)的 分离程度 ,以 及与贱金属元素 (Pb+zn)、

伴生低温元素 (As+sb+Bi)的 亲和程度。与高温元素 (W十 Sn十 Mo)分 离程度越高,则

硅化岩含矿可能性越大;反 之则不然。与低温元素亲和程度越高 ,则 硅化岩含矿可能性越

大 ;反 之则不然。对预选的含矿硅化岩 (⒛ 个样)和 不含矿硅化岩 (” 个样)进 行 12项 元

素分析 ,用 元素、元素比值作相关图解 (图 1)。 可以看出,含 矿硅化岩与不含矿硅化岩样

品落点聚集区明显不同。

5 均 值判别图解       '

将两类硅化岩 12项 元素的均值对数作成图 2,可 以看出,已 知含矿硅化岩和不含矿硅

化岩各项元素的均值差别较大。上部阴影块段为含矿硅化岩;下 部阴影块段为不含矿硅化

孑丁。

6 因 子得分判别图解

将含矿和不含矿硅化岩的 50个 样品的主因子得分数,投 人以 Fl和 Fz公 因子为轴的坐

标系做成因子得分图 (图 3),可 以看出,含 矿和不含矿硅化岩明显分为两个区段:不 含矿

矿

 
 

 

 
 

 
 

 



第 17卷 增 刊 贺菊瑞等:浙 东火山岩区硅化岩的金银含矿性鉴别 905

不
含
矿
硅
化
岩

图1 两 类硅化岩元素组合图解判别

硅化岩在 Fz轴 左侧 ,含 矿硅化岩在 △ 轴右侧。分类作用的主贡献元素为高温元素 Sn。 同

时,含 矿硅化岩又进一步细分为 Fl轴 之上和 Fl轴 之下的两部分。上部样品显示为 Au、 Ag

贵金属含矿硅化岩 ;下 部样品显示为 Pb、 Zn贱 金属含矿硅化岩 ;两 者过渡地段则显示为贵

金属与贱金属元素共生的含矿硅化岩。

图 2 两 类硅化岩 12项 元素均图解判别 图 3 两 类硅化岩元素因子得分图解判别

7 数 理判别模型

对 50个 含矿和不含矿硅化岩样品 12项 元素的原始数据,应 用逐步回归方法,建 立了线

性判别模型:

Y=33× 10̄
6XAu+460× 10̄

6XAg+4196×
10̄

6Xsn+9×
10̄

6XAs-163×
10̄

6Xsb-2

× 10̄
6X:i+64378×

10̄
6XHg+2×

10̄
6XPb+74×

10̄
6Xw+94×

10̄
6XM。

含矿硅化岩的判别重心:YA=0.1345,不 含矿硅化岩的判别重心:Y:=-0.0171,两

类硅化岩的综合判别指标:YA:=0.0526。 判别未知硅化岩含矿性的方法是,将 原始数据代

‘不含矿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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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判别函数式 ,计 算出 Y值 ,然 后与已知综合判别指标进行比较。如果 Y)Y俎 ,则 判为

不含矿硅化岩。

运用建立的函数式对本区的 113个 硅化岩样品进行判别 ,正 确率在 85%以 上。通过实

地检查 ,有 较充分的依据认为 ,下 列地区的硅化岩可能找到金银矿化 :里 庵、岙里、上祭

岗、老鹰岩、药王、箬山、蟹渚南、佃坑、青里岙、后岭、赖家岙、云湾等。

8 其 它多元信息的综合判别

陆相火山岩区贵金属矿床及其硅化岩 (次 生石英岩)是 古地热体系的历史产物 ,因 此,

含矿硅化岩的确认 ,同 样要以传统的区域成矿理论和区域成矿预测方法为基础。
“
盆地边缘

成矿论
”

(贺 菊瑞等 ,1994)、
“
三源成矿论

”
(季克俭 ,1989)所 强调的热源、水源、矿源在

断陷盆地边缘相匹配的找矿准则可以提供全新的思路 ,对 硅化岩含矿性的正确判别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

重砂和中大比例尺化探异常是判别硅化岩含矿性的重要信息。一般而论,硅 化岩出露区

或多或少都会显示水系沉积物的化探异常。但是含矿硅化岩地区,往 往出现面积大、浓度高

的异常,贵 金属、多金属异常套合好、浓集分带明显、中心突出,并 伴随低温相随元素 As、

sb、 Bi、 Hg、 Ba、 Mn异 常和自然金重砂异常。

9 讨 论和建议

本文仅仅从某些方面对作为火山岩区重要找矿标志的两类硅化岩的判别进行初步的探

讨。实际上 ,硅 化岩的含矿性鉴别也涉及到多元信息综合评价的系统工程。例如 ,硅 化岩蚀

变分带性、地球化学分带性、典型矿物组合的标型特征、矿物包裹体成分、氢氧同位素、硫

同位素、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特征以及地热体系成因机理,都 有待同行们 日后工作中进一步

深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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