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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夏塞银矿位于川西义敦岛弧造山带燕山晚期绒依措花岗岩体外接触带浅变质岩中，是一个大型的热

液脉型银多金属矿床。矿体产出严格受断层破碎带控制，矿体主要为脉状、透镜状和浸染状。容矿岩石为上三叠

统图姆沟组的浅变质砂岩、粉砂岩和板岩。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银矿物和硫盐矿

物等。脉石矿物为石英、方解石、绢云母、绿泥石等。成矿作用可划分为 3 期 4 个阶段。矿床地质、微量元素、

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综合研究结果表明，成矿物质来源于围岩和花岗岩，矿床成因为燕山晚期——喜山期岩浆期

后成矿流体浅成中低温热液充填交代矿床。 

关键词  银多金属矿床  地质特征  矿床成因  四川西部 

夏塞银多金属矿床位于四川省西部巴塘县义敦海子山北侧。1992 年四川省地矿局化探队在夏塞及外围

开展 1:5 万区域化探调查工作时圈出了银、铅、锌、锡、铜组合异常，经Ⅱ级化探异常查证发现了夏塞矿

床。1993—1996 年四川省地矿局 108 地质队经初步普查评价，证实夏塞为一个大型银多金属矿床。 

1  成矿地质背景 

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夏塞银多金属矿床位于川西义敦岛弧造山带弧后盆地内。区内出露地层为上三叠

统图姆沟组变质砂岩、板岩夹少量碳酸盐岩和硅质板岩（图 1），为一套浅海陆棚相沉积浊积岩；该组岩层

从下往上分 4 个岩性段：一段分布于矿区北东侧，岩性为灰至深灰色变质长石石英砂岩夹绢云母板岩、凝

灰质板岩、硅质板岩、硅质岩。岩石发育硅化、黄铁矿化，劈理发育。厚度大于 200 m。二段分布于矿区

中部，岩性为灰色至深灰色绢云母板岩、凝灰质板岩夹深灰色薄至中层状深灰色变质细砂岩、粉砂岩、凝

灰质砂岩，与一段整合接触，厚约 420 m。三段分布于矿区中部，岩性为灰色块状至中厚层状变质岩屑石

英砂岩与灰色绢云母绿泥板岩、绢云母板岩呈韵律式互层，上部夹凝灰岩、凝灰质板岩，与第三段整合接

触，厚度约 200 m。四段分布于矿区南西部，岩性为灰褐色中厚层状变质长石石英砂岩、灰色中层状粉砂

岩，与灰色至灰黑色绢云母板岩、钙质板岩呈韵律式互层，与第四段整合接触，厚度大于 200 m。 
矿区内地层褶皱比较发育，后期劈理对层理置换改造比较强烈，经构造解析恢复层序后显示，矿区地

层总体上倾向南西，倾角 30~45°。断裂构造发育，主要有 NNW 向、NE 向、NW 向断裂构造。以 NNW
向断裂为主，属逆冲断裂，断裂走向 330~350°，倾向 SWW，倾角 50~60°，为矿区主断层，控制银多金

属矿（化）体的分布和产出形态。NE 向、NW 向断裂规模较小，属平移断裂，断距 30~200 m，使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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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出现平移错位现象。 
 

矿区内岩浆岩比较发育。主要为分布于矿区南部的燕山晚期

花岗岩。 

 

图 1  夏塞银多金属矿区地质略图 

1—上三叠统图姆沟组第一段；2—上三叠统图

姆沟组第二段；3—上三叠统图姆沟组第三段；

4—上三叠统图姆沟组第四段；5—黑云母二长

花岗岩；6—逆冲断层；7—推测断层；8—平移

断层；9—地质界线；10—银多金属矿体；11—

夕卡岩体；12—矿带编号 

2  矿床地质特征 

2.1  矿体、矿化体特征 
区内发现的矿体、矿化体成带状分布，可以分成 5 个矿带，

一个矿化带，矿带长 300~3000 m，宽 5~100 m，矿体和矿化体主

要呈脉状、似层状、透镜状，规模大，其长度为 300~1500 m，厚

度为 1~80 m。 
矿体、矿化体主要分布于 NNW-SSE 向断层破碎带中和近断

层的上、下盘岩石之中，其展布方向与断层走向平行。矿体总体

上呈近平行排列，沿走向有胀缩、尖灭再现现象，空间上呈串珠

状、透镜状分布，其产状与矿区 NWW-SSE 方向断层破碎带产状

基本一致，倾向 240~260°，倾角 40~75°。 
2.2  矿石特征 
2.2.1  矿石类型 

区内矿石类型主要有块状富银方铅矿矿石、富银多金属硫化

物矿石、黄铁矿型银多金属矿石、含银闪锌矿矿石、角砾状氧化

矿石。 
2.2.2  矿石结构 

区内矿石的结构内容丰富，为一套比较典型热液成因的矿石

结构，根据矿石中主要矿物的镶嵌关系、交代现象和变形特征可

分为五种类型的结构类型。 
（1）结晶作用形成的结构。包括自形晶、半自形晶、它形晶结构，镶嵌粒状结构、放射纤维状结构，

包含结构、雏晶结构和内部解理结构。 
（2）固溶体分离作用形成的结构。包括乳浊状结构、叶片状结构和格子状结构。如以黄铜矿沿主矿

物闪锌矿的一组解理析出，呈乳浊状定向排列，构成较典型的定向乳浊状结构，有的沿解理方向聚集呈条

带状分布，构成叶片状结构。辉银矿沿主矿物方铅矿的解理析出，形成格子状结构。 
（3）交代作用形成的结构，包括锡石的自形晶边缘被黄锡矿交代，构成反应边结构；锡石被毒砂、

黄铜矿等交代，形成骸晶结构；辉锑银矿沿黄锡矿、闪锌矿边缘交代形成网状结构。 
（4）重结晶作用形成的结构。表现为在成矿晚期，成矿流体中硫离子浓度相对较高的条件下，在磁

黄铁矿的边缘和裂隙中形成重结晶的黄铁矿、白铁矿，构成重结晶的粒状变晶结构、网状结构、胶状变晶

结构。 
（5）应力作用形成的结构。表现为早期阶段形成的矿物受构造应力作用影响，发生脆性破裂形成的

压碎结构和揉皱结构。 
2.2.3  矿石构造 

矿石构造主要有 6 种类型。 
（1）块状构造。出现在脉状、透镜状矿体中，硫化物-硫盐的矿物组合，其金属硫化物含量大于 75%,

这类矿石含银高。 
（2）浸染状构造。是区内矿石中常见的构造。表现为黄铁矿、含银方铅矿、含银闪锌矿等呈星点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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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状浸染矿石，形成各种浸染状构造。 
（3）条带状构造。表现为黄铁矿、黄铜矿、含银方铅矿等金属硫化物和脉石矿物组成疏密相间的条

带，构成条带状构造。 
（4）细脉状、网脉状构造。表现为多金属硫化物沿岩石裂隙分布形成细脉状、网脉状构造。 
（5）角砾状构造。表现为断裂带矿脉被断层破坏形成角砾状矿石。 
（6）胶状构造。表现为在表生作用下，黄铁矿、毒砂等转变为胶体，形成针铁矿等，此外矿区还见

方铅矿转化为铅矾，形成胶状构造。 
2.2.4  矿石的物质组分 

区内矿石矿物组成复杂，已查明的矿物达 50 余种，可分为含银矿物、硫化物矿物、硫盐类矿物、自

然元素矿物、氧化物矿物、次生矿物等。其中含银矿物有深红银矿、辉锑银矿、辉银矿、银黝铜矿、银金

矿。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方解石、白云石、绿泥石、透辉石、长石等。银是以络阴离子团的形成被迁移

的，并以银矿物的形成与脉石矿物和大量的金属硫化物连生。银的含量一般为 35 g/t~4000 g/t。 
2.3  蚀变特征 

区内与银多金属成矿有关的热液蚀变主要有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黄铁矿化、绿帘

石化、阳起石化。这些蚀变作用常常互相叠加，并沿构造带、矿带、矿化带分布，构成一些线状分布的蚀

变岩带，这些与成矿有关的线型蚀变带在空间上一般具有分带性，即从矿体到围岩呈现出硅化→绢云母化

→碳酸盐化的分带现象。 

3  成矿作用特征 

3.1  成矿温度 
根据采自矿区不同矿体矿石中脉石矿物石英、方解石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度测定结果表明，成矿温度

范围为 95~230℃,并可划分出 4 个温度区间：①100~130℃；②140~170℃；③180~200℃；④210~230℃。

反映了成矿的多阶段性特点。 
3.2  成矿期和成矿阶段 

根据区内矿化特征与矿石结构构造、矿石共生组合、矿物标型特征和形成温度，可将区内成矿作用过

程划分为三期：夕卡岩期、热液成矿期和表生期。 
热液成矿期是夏塞矿区的主要成矿期，与逆冲推覆构造作用和热液活动密切有关。该成矿期可进一步

划分出四个成矿阶段。 
（1）锡石-石英阶段。是热液成矿期最早的一个阶段，以形成氧化物为特征，主要生成矿物为锡石、

石英、金红石，锡石以单晶形成出现，并被后期阶段形成的矿物穿插交代，以具交代残余结构为特征。此

阶段未见含银矿物出现，成矿温度较高，超过 300℃。 
（2）毒砂阶段。为硫化物形成的早期热液阶段，主要形成矿物有毒砂、黄铁矿、石英和含铋的硫盐。

成矿温度为 250~300℃，属中偏高温。此阶段无含银矿物出现。 
（3）多金属硫化物阶段。该阶段金属硫化物大量析出，矿床的银矿物主要形成于本阶段。在成矿过

程中，形成多个共生系列的矿物组分。如：Fe-Cu-S 系列的黄铜矿-磁黄铁矿-黄铁矿组合；Ag-Sb-S 系列的

辉银矿-深红银矿-辉锑银矿物组合；Ag-Au 系列的银金矿-金银矿-自然银组合；Pb-Sb-S 系列的硫锑铅矿-
方铅矿共生组合；Fe-Zn-S 系列的闪锌矿-磁黄铁矿共生组合；Bi-Sb 系列的自然铋-铋锑矿共生组合。本阶

段成矿温度为 100~219℃，主要形成于中低温条件。 
（4）黄铁矿-碳酸盐阶段。本阶段形成黄铁矿和碳酸盐矿物，黄铁矿以细微粒集合体形状穿插于闪锌

矿、方铅矿等早期阶段形成的矿物裂隙中，碳酸盐矿物也多呈细脉状分布。成矿温度为 100~180℃，为较

低温成矿阶段。 
表生期主要是原生矿体在地表环境中形成一套次生矿物组合，如针铁矿、铜兰、铅矾、白铅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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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矿床成因讨论   

4.1  成矿物质来源分析 
矿区地层中代表性岩石样品分析结果表明，矿区含矿围岩中 Sn、Cu、Pb、Zn、Ag、As、Be、Sb 成矿

元素均有一定程度的富集。因此，矿区围岩可以为成矿提供部分物质来源。 
矿区花岗岩为绒依措岩体，属燕山晚期浅灰色似斑状二云母花岗岩，其成矿元素分析结果与世界花岗

岩元素含量平均值（维诺格拉多夫，1962）相比，Ag、W、Sb、Bi 为特别富集元素，这些元素含量高于

世界花岗岩平均值数倍至数十倍。Sn、Pb 为相对富集元素。因此，矿区南绒依措花岗岩也是成矿物质的重

要来源。 
区内 7 件银多金属硫化物矿石样品的δ34S值为-−6.56‰~−4.57‰，平均−5.83%，离差 1.99；方铅矿δ34S

为−4.9‰~−6.5‰，平均−5.7‰，黄铁矿为−5.2‰；全部样品的δ34S均为负值，属轻硫型。从δ34SPy（黄铁矿）

>δ34SGn（方铅矿），表明矿床硫同位素是无机化学分镏作用的结果，说明夏塞矿床中硫化物硫同位素组成

已达到平衡状态。根据矿区热液成矿形成的黄铁矿-磁黄铁矿-方铅矿的矿物共生组合特征，表明黄铁矿的

δ34SPy接近于成矿溶液的总硫同位素组成；根据R. O. Ryl关于δ34S∑S=5‰~15‰时，硫可能来自围岩。 
矿区 3 件块状富银方铅矿样品的铅同位素组成表明，矿石的铅同位素组成可分为两组。一组是两件细

粒富银方铅矿的铅同位素组成十分一致，206Pb/204Pb、207Pb/204Pb、208Pb/204Pb分别为 18.86~１８.874、
15.902~15.906、39.725~39.737，另一组是粗粒富银方铅矿的铅同位素组成，206Pb/204Pb、207Pb/204Pb、208Pb/204Pb
分别为 18.687、15.675、38.972。在R. E. Zartman等（1981）的铅同位素演化模式图上，前两件样投点分布

于上地壳曲线上方，后一件样投点位于造山带曲线与上地壳曲线之间。另外，根据铅同位素组成计算出的

模式年龄分别为，细粒富银方铅矿年龄值为 209.2~214.1 Ma,粗粒富银方铅矿年龄值为 59.8 Ma。前者与矿

区上三叠统含火山碎屑物的砂板岩，区域上相同层位的火山岩的平均年龄值 216.83 Ma基本一致；矿区南

分布的绒依措花岗岩体K-Ar法年龄为 82.6 Ma，及其南部格聂Ａ型花岗岩的K-Ar法年龄为 56.9 Ma与粗粒富

银方铅矿年龄值 59.8 Ma比较相近。因此，成矿物质Pb等一方面来自于围岩，另一方面来自造山带中的花

岗岩体。 
4.2  矿床成因 

夏塞矿区及其附近已发现的矿床、矿点均围绕花岗岩体分布，矿脉与岩体的距离一般为 100~4000 m。

说明成矿作用与区内燕山晚期花岗岩浆活动关系密切相关，含成矿元素的岩浆分异水溶液与矿区围岩地层

变质水溶液混合形成成矿流体，在岩浆热动力驱动下沿 NNW 向深断裂上升运移，并对围岩进行交代，淬

取围岩中的成矿物质，在岩体外接触带深大断裂旁侧次级断裂内压力温度降低，在还原富硫的物理化学条

件下，随着硅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等热液蚀变作用，银开始富集成矿，并共生黄铁矿、黄铜矿、磁黄

铁矿等金属硫化物和硫锑铅矿类等硫盐。矿床成因类型属岩浆期后成矿流体中的浅成中低温热液充填交代

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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