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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床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板片中南部冈底斯火山岩浆弧带内，经过 2008 年以

来的勘查工作，该矿床成为冈底斯东段的又一超大型铜多金属矿床，其中银作为主要的伴生元素之一，其

规模亦达到大型以上（唐菊兴等，2009）。本文旨在通过对银元素的空间分布和赋存状态的初步研究，为

矿山采矿和选矿提供一些指导。 

1  矿床地质特征简况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下白垩统林布宗组（K1l）、上侏罗统多底沟组（J3d）和第四系，其中林布宗组以

砂板岩和角岩为主，多底沟组以灰岩和大理岩为主，二者分别作为矿体的顶板和底板而存在。主要的赋矿

围岩是位于两地层间的矽卡岩。矿区岩浆岩主要呈脉岩产出，主要有花岗斑岩、黑云母二长花岗斑岩、花

岗闪长斑岩、石英闪长玢岩、闪长玢岩、闪长岩、闪斜煌斑岩、角闪辉绿（玢）岩、石英辉长岩等（秦志

鹏等，待刊）。 

矿体按照赋矿围岩分类可划分为矽卡岩型矿体、角岩型矿

体和斑岩型矿体，前者主要赋存于多底沟组与林布宗组的层间

构造带所控制的矽卡岩内，角岩型矿体主要产出于矽卡岩矿体

上部林布宗组角岩内，斑岩型矿体主要呈细脉状、细脉浸染状

产出于岩脉或岩枝中。 

矿区主要的矿石矿物有黄铜矿、斑铜矿、辉钼矿、黝铜矿、

方铅矿、闪锌矿等，主要的脉石矿物有石榴子石、硅灰石、透

辉石、透闪石、斜长石、钾长石、石英、方解石、黑云母、绿

泥石和绿帘石等。 

2  银元素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 2008、2009年勘探成果，钻孔内银加权平均品位主要

变化于 0～175.68×10
-6，其中最高值为 350×10

-6。在矿区 Ag元

素品位×厚度等值线平面图中可见（图 1），银元素矿化中心主

要分布于矿区的外缘，集中于北西侧 31线和南东侧 16线和 56

线及每条勘探线的起始部位。从矿区中心向外侧银具有富集趋

势，这可能是银元素在流体搬运过程中强活动性和形成温度较低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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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矿区 Ag品位×厚度等值线平面图 

（郑文宝等，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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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钻孔岩芯样品中银元素与其它元素的相关性研究，表明银与铜、金、铅、锌元素基本呈正相关

关系，其中与铜相关系数最高，与铅的相关系数略低于铜（唐菊兴等，2009），表现在矿物组合上与铜矿

物、铅矿物具有密切的共伴生关系。 

3  银元素赋存状态 

矿区的银主要呈独立矿物形式产出，以自然银和碲银矿为主，其次可见脆银矿、银金矿和银铅矿。 

自然银粒径多为 0.01 mm左右，多呈微脉（0.01～0.03 mm）或微粒产出，可见与石英、方解石一起分

布于斑铜矿、黝铜矿的微裂隙中，亦可见包含于方铅矿内产出（图 2）。 

碲银矿粒度在 0.1～0.3 mm之间，多呈细小板条状、柱状、圆粒及不规则状产于斑铜矿、黝铜矿、黄

铜矿、方铅矿中，多见黄铜矿内包含碲银矿现象（图 2），其次可见其与辉锑铋矿共生及与方铅矿连生现象。 

 

 

图 2  矿区主要银矿物赋存状态特征图（Nsl自然银，Hes：碲银矿） 

 

4  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甲玛矿区的银元素主要分布于矿区的外缘，高品位区域集中于北西和南东两侧的勘探线上

及每条勘探线的起始部位。银元素主要呈独立矿物形式产出，以自然银和碲银矿为主，并且银与铜、铅元

素具有正相关关系，相关度较高，在矿物组合上与铜矿物、铅矿物多为共伴生关系。基于以上认识，在矿

山生产过程中应加强对银作为伴生有益元素的选冶工作，从而提高矿石选冶过程的综合利用率，提高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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