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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冀北地区位于华北地台北缘中段，为克拉通活化的陆块边缘构造带。区内构造复杂，岩浆活动强烈，

银矿资源丰富，为我国重要的银成矿区带之一。本文通过对银成矿系统的研究，分析了银成矿系统的活动规律，

提出了冀北地区的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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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北地区是我国地质工作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我国主要的成矿区带和勘查基地之一(陈毓川，1999)。冀北地区采银历史

悠久。据记载，元代在赤城云洲，清代在丰宁营房、承德烟筒山、平泉毛家沟等地有采银活动，采矿遗迹较多，有“日产斗

银“之说。与该区金、铁、有色金属矿的地质勘查工作和研究工作相比，银矿的开采虽已延续了上千年，但大规模的地质勘

查和全面研究，却仅有十来年的历史。自 20 世纪 880 年代以来，发现并评价了一批有影响的银多金属矿床,如张北蔡家营大

型铅锌银矿床、丰宁牛圈（营房）大型银矿床、承德姑子沟中型铅锌银矿床、涿鹿相广中-大型锰银矿床、围场小扣花营—

满汉土锰银矿，另外尚有进一步找矿前景的银矿床（点）达数十处，如洞子沟银矿、万全寺银矿、彭家沟银矿、黄土梁子银

矿等，远景储量可达数千吨。银矿已成为该区继金、铁矿之后的又一重要矿产资源，具有广阔的找矿开发前景。冀北地区典

型银矿床都属热液矿床。陆相（次）火山岩型是 主要的银矿类型，而脉型矿床又占绝大多数。本文关于该区银成矿系统的

初步研究成果，将对该区的扩大找矿有所启示和帮助。 

1  区域成矿背景 

冀北地区位于华北地台北缘中段。该区受古亚洲成矿构造域和濒太平洋成矿构造域强烈叠加作用，为两大成矿构造域的

递变过渡带。 

华北克拉通太古代构造演化历史主要涉及东部陆块(由许多地体拼贴而成)西缘的岛弧增生及其与西部陆块(由许多地体

拼贴而成)的碰撞拼合，以形成高压麻粒岩和大量碰撞～后碰撞重熔花岗岩为特点。古元古代末期华北克拉通以伸展构造体

制为特点，涉及华北克拉通周边拗拉谷的形成和非造山岩浆活动，以及克拉通内部大规模的基性岩墙群侵位，并发生了大规

模的隆起和坳陷，形成近东西向的冀北隆起和燕山坳拉谷。在此伸展构造背景下，华北变质基底广泛经历了抬升冷却，并

终出露地表（胡桂明等，1994； 李江海等，2000）。中元古代的拗拉槽沉积后进入新元古代-古生代期间典型的稳定克拉通

沉积盖层演化阶段（与相邻的北方造山带相互呼应）。古生代末期，中朝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碰撞，该区形成了近东西向的

陆块边缘构造带(王瑜，1996)， 

受两大板块运动影响，使本区原已存在的东西向构造带向纵深发展，构造形迹更加明显，同时诱发了大规模的东西向的

岩浆活动，形成了近东西向展布的隆起、凹陷和韧性剪切带为主体的深层次构造活动带。古生代末-早中生代地台北（兴蒙

地区）经东西向碰撞造山带焊接而成为欧亚大陆东缘的一部分后，区内进入陆内伸展造山阶段，形成燕山山脉。随后强烈卷

入到北北东向的滨太平洋构造域，进入强烈的陆内挤压造山阶段并出现了地球动力学体制的大转折。晚中生代，太平洋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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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向亚洲大陆一侧俯冲，由于软流圈呈蘑菇云状上涌底侵（路凤香等，2001）和岩石圈的拆沉～去根作用（邓晋福等，1996），

导致了该区燕山期强烈的岩浆～构造事件与造山作用，形成了规模宏伟的构造～岩浆岩带，其显著特征是形成了北东或北北

东向为主的以变质核杂岩和断陷盆地为特征的隆起、凹陷及与东西向构造活动带叠加的隆凹相间的构造格局。新生代，新生

代陆内伸展作用占主导地位，形成了区域上现今仍可见到盆山构造格局。 

从区域演化看，冀北地区燕山期地壳运动与陆内造山作用的强度均达到中生代以来的 高峰，构造活动的新生性居主导

地位。时间上，挤压造山与伸展成盆作用交替出现，空间上，山脉与盆地相间分布，形成颇具特色的区域构造格局与古构造

-古地貌特征。具体表现在 NE-NNE 向新生构造带的主导性、多级盆-岭构造格局及构造 EW 向分段性等诸方面（崔盛芹等，

2000）。 

2  银矿床的时空分布特征 

冀北地区银多金属矿床的分布受受区域构造的综合控制，主要受以韧性剪切带为边界或轴部构造的火山断陷盆地的控制

或受凹陷带内断裂构造控制，如冀北西部的构造格局是以北东向和北西向联合控制的隆凹格局，故银多金属矿床空间分布也

表现出北东向和北西向的联合控制的特征，如蔡家营—彭家沟—万全寺北西向银、银多金属成矿带和火石沟—相广北东向银

多金属成矿带就是典型。而东部的构造格局则受东西向和北东向构造带联合控制的隆凹格局，表现出矿床（点）也主要分布

在东西向康保—围场、丰宁—隆化、赤城—平泉、密云—喜峰口断裂带和北东向上黄旗—乌龙沟等构造带控制的构造盆地边

缘。总的来说，银矿主要围绕含银地体内燕山晚期的浅成侵入体分布，具有北西向展布的特征。在区内主要有蔡家营～万全

寺—银冶岭（洞子沟）、茶棚—牛圈子—寿王坟—蘑菇峪、扣花营—烟筒山—黄土梁子、相广—小井沟等矿化带。矿体定位

空间从深部的剪切带到浅部的脆性断层都有。成矿流体主要定位场所是具张性、剪性特征的断裂构造带，如变质杂岩核之上

的拆离断层带、盆地边缘的滑脱构造带以及具拉张应力的断裂构造带等。 

冀北地区银矿床的主定位期要比岩浆侵位、定位晚，如冀北西部张家口地区，已知的相广、彭家沟、万全寺、涿鹿上井

沟、崇礼三道沟等矿床产在侏罗系中，蔡家营矿床一部分产在侏罗系中，其余部分也均与燕山期浅成-超浅成偏碱性次火山

岩（141 Ma，119.1 Ma）有关，青羊沟、涿鹿水关口、史家沟、穆家沟、赤城孙家庄、火石沟等银多金属矿床、矿点的形成

也在燕山期岩浆活动之后，因而其成矿时代应晚于侏罗世。冀北东部承德地区，已知丰宁牛圈（138.00~99.5 Ma）、围场满

汉土—小扣花营银矿床（121.30 Ma）、承德县姑子沟银铅锌矿床（118.20 Ma）、轿顶山银多金属矿床，均产在燕山期浅成-

超浅成酸性、偏碱性次火山岩之中。形成时代主要为早白垩世末。因此银多金属矿床的形成时期主要集中于晚侏罗世-早白

垩世末（黄典豪，1992；牛树银，1996；杨仕道，1999ａ；杨敏之，2000）。 

3  银成矿系统分析 

冀北地区自古生代末海西运动以来，形成了统一的区域成矿环境。从此该区的金属成矿作用都是在这一时空范围内活动

的结果，因而自海西运动以来，该区具有一巨大的成矿系统。这一成矿系统是在统一的时空域内，在共同的成矿动力机制下，

控制成矿物质活化、迁移、沉淀的所有地质因素和地质作用的总和（翟裕生，1996，2000）。而成矿作用的本质是成矿流体

子系统在统一地质-成矿场中与其它子系统在远离平衡系统的动态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有序平衡的程度（杨志华等，2001），矿

床是在统一地质～成矿场制约下多重岩片控制形成并富集的。华北东部燕山期属伸展构造发育阶段，乃是壳幔相互作用、岩

浆活动和断裂变形 为强烈的时期，也是地质流体活动和相应的流体成矿作用的高峰期，具有很好的成矿条件(华仁民，1999；

毛景文，1999；2000；陶奎元，1999；裴荣富，1999)，尤其是在高侵位的火山-次火山-侵入杂岩带（Liu，1989）。因此冀北

地区的成矿系统实际上就是该区构造-岩浆-热流体综合作用的结果，银的成矿作用只不过是该成矿系统内的一个亚系统的活

动结果。银矿的主要成矿期是燕山中晚期，即构造应力的拉张期。实际上是造山运动后的应力松驰期，也是断陷盆地的形成

期。它与该区大量的浅成侵入岩的活动时期相应。因此银成矿作用与火山期后岩浆侵入，特别是浅成-超浅成岩的侵入有密

切的时空关系。这种时空对应结构实质上是该区构造-岩浆活动-成矿流体活动的耦合。 

据研究（杨仕道，1999ｂ）：冀北地区银矿的成矿物质来源具深源性和多源性，既可以通过地幔熔融，地壳重熔，也可

以通过地表水淋滤，沉积改造等多种途径进入成矿流体。该区的成矿流体具有一致的类型，且 初来源具有深源性。深源流

体可能绝大多数是与岩浆活动相伴活动的。深源流体在上升过程中与浅源流体的混合，形成了混合流体。因此，冀北地区银

矿的成矿系统的活动过程可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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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大陆下地壳不断聚集从地幔输入的热能，从而在大陆下地壳发生了壳幔反应、底侵作用、部分熔融和热软化，引

起地幔物质的不均匀，形成幔隆区和幔坳区，在动态均衡作用下，引起幔隆区地壳减薄和伸展断陷，产生变质核杂岩、断陷

盆地和深源火山-岩浆作用，在幔坳区形成隆升的山系。同时富含流体的下地壳塑性物质在重力作用下从幔隆区流向幔坳区，

热流物质在迁移过程中，往往引起上部地层发生调整，下地壳往往出现韧性剪切带和岩石相变，以及壳源花岗岩的侵位，中

上地壳则发生顺层滑脱拆离（李德威，1996）。伴随着构造的演化，富含成矿物质的深部炙热的流体上升驱动了上部地壳内

的建造水的活化，形成不同封闭层位内的层流体系。层流可对流经的岩石淋滤获得部分成矿组分，也可能把深部物质滞留在

流经的层位中，从而形成了不同层位内相对富集某些成矿元素的地层。只有成矿流体的活动出现扰动（尤其是深部岩浆活动

的影响）或者上覆盖层的构造活动影响到层流体系时（特别是盆地边缘的构造易把地表大气降水带入到层流体系中形成有大

气降水加入的混合热流体），层流体系才会沿着新生的构造体系活动，或继续迁移或成矿。 

深源含银成矿流体自西伯利亚板块和中朝板块碰撞开始就趋于活化，从上地幔向地壳方向迁移。此种含银成矿流体从深

部向浅部运移是沿着巨大的韧性剪切滑脱面而运移的，它的运移受到成矿构造和岩浆活动的制约。区内岩浆活动旋回的晚期

和末期，深部岩浆房接近全部固结。这时岩浆房和浅部定位的岩体放出的流体、加热的地壳放出的流体、以及从软流圈冷却

时放出的流体和可能加入的被加热的大气降水一起汇入成矿构造中，形成含矿流体（邓晋福等，1999）。成矿流体受侵位于

地壳浅部的岩浆热传导驱动，一般侵位于地壳上部，流体沿着构造活动，并与周围的岩石发生反应，形成化学蚀变岩和矿化

现象， 终在特定的部位形成矿床。 

该区含银深源流体从地幔向地壳浅部运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区域背景、区域成矿系统的制约。它经历了东西向的

挤压及拉张环境，在较深部位的韧性剪切带中有部分银矿物质与金一起赋存，但此阶段的深度及物化条件不适合银的富集沉

淀，故银的含量相对比较低。沿韧性剪切带运移的含矿流体在拉张环境中则可能有适宜的赋存环境，故在东西向的韧性剪切

带之上的拆离断层中有这种有利的空间，成矿流体在其中往往形成似层状的矿体，或者在脆性断裂带中形成脉状矿体。这种

含矿流体与岩浆活动相伴或滞后运移，在空间上表现出常与呈岩脉、岩墙的侵入岩共存于一定的空间环境中。这种韧性剪切

带中的金和拆离带中的金银矿床在空间分布上受到隆起区边缘构造带的控制，在变质杂岩核的周边十分明显。在断陷盆地中，

由于火山活动和其后的侵入活动影响，银含矿流体的活动也明显地受到断陷盆地-火山活动-侵入活动的制约。火山-侵入活动

的温压条件的变化对成矿流体的影响是巨大的。许多深源流体伴随火山-侵入活动而被破坏。若是火山活动，成矿流体被破

坏后，往往形成含银较高的火山岩，若是侵入活动，由于侵入岩的深度不同，故在不同岩体周围的银矿化也不同。银矿与浅

成侵入体的密切关系，实为银本身的地化特性决定。成矿流体伴随岩浆从深部向地表运移过程中，由于多期岩浆活动而多次

被破坏，但被破坏后又形成新的含矿流体，这种流体明显具有多源混合特征。早白垩世后，该区的火山活动趋于平静，岩浆

活动进入浅成-超浅成侵入阶段，因盆地内的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的盖层作用，使成矿流体得以保存，从而在此期及以后形

成了大量的与银有关的矿床。银矿与浅成侵入体共伴生，矿体多呈北西向产出，其主要原因是此期的构造应力以 NW-SE 向

的拉张应力，使许多浅成侵入体沿这些构造就位而与成矿流体同处于共同的空间位置。由于断裂构造带的连通作用，天水的

加入是必然的，加上浅成侵入体的热源作用，在火山盆地内形成有天水加入的循环混合流体。不同部位、不同深度的构造影

响必将出现不同类型和不同矿物组合的矿床。因此，成矿流体的活动规律实际上就是深层热流作用与浅层断裂作用相互制约

的动态演化过程。在统一的大地构造背景下，不同矿种的出现是成矿系列的表现。故在不同部位寻找不同类型矿床的依据就

在于此。 

4  银成矿系统的表现形式 

冀北地区内生矿床区域总体上具有明显的相似时空分布特征，区内已知大中型银多金属矿床与大中型金、铜矿床具有明

显的依存关系。在空间上金矿分布受南北向挤压-拉张构造控制。银矿分布受南东向挤压-拉张构造控制，表现出明显的空间

依存格局。这种格局又构成了冀北地区统一的以韧性剪切带为中心的内带金、外带银的矿床空间共生组合（牛树银等，1996）。 

冀北地区内生金属矿床，特别是金、银、铅锌、铜矿床都受断裂构造带控制。冀北地区在海西末～燕山期的构造演化过

程中形成了隆凹相间的构造格局，从隆起区中心向周边地区，由于多期构造的叠加、改造形成韧性剪切带，韧脆性剪切带、

拆离构造带以及脆性断裂带共处的组合特征。在垂向上则表现为脆性断裂、逆冲断层、滑脱带与韧脆性、韧性、高温韧性剪

切带的复合、叠加组合（王瑜，1996）。从而使该区不同深度内的矿床被改造或剥蚀，呈现出现今的矿床组合特征。总的特

征为：靠近韧性剪切带或深度较大的地方总出现铜或金矿床，而远离韧性剪切带或深度较浅的地方往往富集银多金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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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在组合上由深及浅反映出了共同的特征：中深部的铜、金向浅部的铅、锌、银及极浅部的锰、银演化。从而在该区内形

成了由中高温矿物组合的矿床向中低温矿物组合的矿床规律性变化。这种变化正反映了矿床定位于不同深度的构造环境，也

说明成矿流体在不同部位的赋存、就位的特征。这些特征与成矿元素的地化特性相吻合，基本上反映元素活动的本来面目。

同时也反映了成矿流体就位时的断裂带的差异和不同环境对矿床形成时的影响，它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深层构造、浅层构造

的组合对矿床的形成及共生组合规律的主导性控制作用。这对一个地区找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冀北地区优越的成矿环境及广泛的银矿分布，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特征上有明显的反映。银异常与其它元素异常常形

成组合异常。与银有关的元素为铅锌铜锰等。银异常主要分布在隆起、凹陷的过渡带中，与断裂构造带关系密切。已发现的

矿点、矿床大多位于隆起边缘断裂带中，反映了这些地区处于隆起地带，剥蚀程度较好，易于发现地表矿，故引起矿点、矿

床的数目增多。但也应看到许多银矿点落在火山断陷盆地或古沉降带中，这正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区。 

5  找矿方向 

对冀北地区银成矿系统活动规律的初步研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冀北地区找矿应该优先考虑成矿流体流动量 大和

频繁的隆陷区边界部位，特别是以深断裂或韧性剪切带为边界或轴部构造的断陷盆地的边界部位。冀北地区统一的大地构造

背景～大陆边缘构造带的构造环境，本身就具有使地表流体进入到地壳不同深度及到达地幔所需要的各种机制，而且也具备

把深部流体带入到地表或地壳浅部的各种构造条件。层流体系的形成、迁移、就位、成矿为各种矿床集中形成创造了契机，

同时也为矿产资源的寻找指明了方向。因而在该区找矿可考虑下列区域： 以拆离构造系统（上部脆性陡倾断裂带和下部缓

倾韧性剪切带相配套的断裂体系）为主体构造的隆陷转换带； 具多期隆陷和热活动的裂陷盆地或断陷盆地； 以变质核杂

岩为热隆中心的构造活动带； 具综合地质异常场的地区，特别是断裂构造异常的地区。因此寻找不同层次的断裂构造体系

内的断裂构造和寻找促使成矿流体迁移的构造、岩浆活动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对该区银成矿系统的表现形式的研究，

结合该区构造演化和流体活动规律，考虑在金矿集中区的外围找银；在银矿集中区的深断裂带中拆离构造系统或变质核杂岩

内找金；在铜矿区的深断裂带中找金，或在其外围找银铅锌，都可能有所突破。据此思路，在都山变质核杂岩的拆离断层中

找金银、在小寺沟铜钼矿外围找金银、在牛圈银矿外围找金矿都有重大发现。如尖宝山金矿、大黄土坡金矿、小石门金银矿、

老虎沟门金矿就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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