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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据富湾银矿床形成时代及铅同位素特征以及结合地质发展史，提出有利于形成富湾超大型银矿床的

地质条件包括：①深大断裂构造交汇及盆地边缘同生断裂构造组成的连通网；②特殊岩性组合形成的聚矿—圈闭

环境；③丰富的成矿物质源区、多期矿化及成矿元素多次活化迁移；④多期次火山活动形成的循环地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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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床地质特征简介 

富湾银矿床位于粤中凹陷上古生代断陷盆地西北缘，中新生代三水裂谷盆地南西缘， NNE 向广州—从化、EW 向高要

—惠来及 NW 向西江三组深大断裂构造的交汇部位。本区未见侵入岩浆活动，据重、磁资料推测在南蓬山一带深部可能有

酸性隐伏岩体（刘培森等，1994）。矿区外围东部第三纪火山岩发育，在富湾超大型银矿床东部发现了我国首例喜山期小型

银矿床。 
富湾银矿矿化主要产于下古生界赋金硅质岩与下石炭统梓门桥组角砾状生物碎屑灰岩之间破碎带及梓门桥组角砾状生

物碎屑灰岩破碎带中（杜均恩等，1996）。银矿化主要以石英-方解石-闪锌矿-方铅矿-银矿物脉形式充填于碳酸盐岩及硅质岩

破碎带中。银矿体上盘为硅质岩及上三叠统小坪组炭质泥岩形成的不透水层，矿体下伏地层为泥质灰岩夹薄层页岩形成的隔

水层。富湾超大型银矿床为独立银矿床，金的含量较低，多小于 0.15×10-6。伴生有益组分主要是Pb、Zn，前者平均含量 0.36%，

后者为 0.92%。 

2  富湾超大型银矿床形成时代及物质来源 

富湾超大型银矿床石英样品Rb、Sr同位素组成厘定了一条斜率为 0.0009、相关系数为 0.999 的等时线，(87Sr/86Sr)i=0.71670, 
MSWD: 4.14，Rb-Sr等时线年龄（68±6）Ma，初始锶值为 0.7166。富湾超大型银矿床Rb-Sr等时线年龄和三水盆地火山活动

时代 41.8～67.1 Ma接近，而和该区燕山期岩浆活动时代明显不同（广东省地质矿产局，1988）。加上富湾超大型银矿床成矿

流体含有 10%～15%幔源氦（孙晓明等，1999），暗示成矿活动与幔源构造岩浆热事件有联系。因此富湾银矿床石英Rb-Sr
等时线年龄代表富湾超大型银矿床形成时代，富湾超大型银矿床形成和三水盆地早第三纪喜山期火山活动形成的有利成矿环

境有关。 
富湾银矿床和区内主要地层、金矿床（梁华英等，1997）、多金属矿床及喜山期火山岩的铅同位素组成不同，富湾超大

型银矿床具较高的μ值（μ=10.67～10.95），这表明富湾超大型银矿床成矿物质源区和区内古生代地层、热水沉积富金硅质岩、

多金属矿床及火山岩的铅的源区不同。富湾银矿床同位素组成具较高的207Pb/204Pb和208Pb/204Pb比值，其μ值和粤西地区元古

宙基底的μ值相似，因此，富湾银矿床成矿物质主要来自高μ值古老变质基底。粤西地区中新元古代地层中银含量较高，在

392—944（×10-9）（潘家永等，1996）之间（4 个分析剖面 435 个样），可为成矿提供充足的物质，矿区内古生代地层中银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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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低，在 42.2×10-9～67.4×10-9，低于克拉克值，不利于超大型银矿床的形成。这也为富湾超大型银矿床成矿物质来自深部

富银基底提供了佐证。  

3  富湾超大型银矿床形成条件分析 

富湾银矿床是西环太平洋银成矿带中发现的重要超大型银矿床，其形成受下列有利地质条件控制： 
（1）优良的成矿构造条件：富湾超大型银矿床位于粤中拗陷三洲上古生代断陷盆地北西缘（刘培森等，1994），中新生

代三水裂谷盆地南西缘，北东向广州—从化深断裂带、东西向高要—惠来深断裂带及北西向西江大断裂的交汇部处。三洲上

古生代断陷盆地边缘同生断裂在中新生代复活、三水中新生代盆地边缘发育的同生断裂加上在富湾矿区交汇的三组深大断裂

构造可形成优良的成矿构造连通网，为富湾超大型银矿床成矿提供了良好的导矿构造条件。 
（2）优良的聚矿—圈闭环境：富湾超大型银矿床矿体上部为晚古生代的热水沉积富金硅质岩（夏萍等，1996）及上三

叠统小坪组碳质泥岩粉砂岩等，他们均为不透水的隔水层，对成矿流体起着圈闭作用，控制矿体的上限；矿体下部地层为下

石炭统梓门桥组下部泥质灰岩及测水组泥质灰岩、薄层碳质泥岩，岩石致密，不透水，控制了矿体的下限；赋矿层位为下石

炭统梓门桥组上段生物碎屑角砾状灰岩破碎带，为成矿提供了良好的聚矿场所。成矿流体进入灰岩破碎带时，和灰岩发生交

代反应，使成矿流体的 pH 值由弱酸性向弱碱性方向发生变化，促使成矿元素的沉淀释出。 
（3）丰富成矿物质源区及成矿元素多次活化迁移富集：铅同位素分析表明，富湾超大型银矿床成矿物质主要来自元古

宇变质基底。粤西地区元古宇基底为一套巨厚（>5000 m）浅变质陆源碎屑岩夹火山碎屑岩、熔岩及热水沉积岩。粤西地区

基底普遍富银，在 4 个剖面上测得银的平均含量在 237×10-9—944×10-9（潘家永等，1996）。可为富湾超大型银矿床的形成

提供丰富的物质。 
粤西地区发生过多次构造岩浆热事件及成矿事件。基底地层普遍发生了区域变质，区域变质可使金从沉积岩中的难活

化状态变为变质后的易活化状态（王秀璋等 1996），提高金的活化率。银和金具较相似地地球化学特性，基底地层经过浅变

质作用亦可使其中的银等成矿元素处于相对易活化状态。粤西地区及三水盆地发育燕山期构造岩浆活动事件及燕山期成矿作

用（陈好寿等，1991；李华芹等，1993；富云莲等，1991；梁华英等，2000），燕山期成矿作用使元古宙基底中的银活化迁

移并在基底构造软弱部位发生富集，形成银矿床或银矿化体，为银在喜山早期成矿事件中再次发生活化迁移提供了优异的成

矿物质条件。 
三水盆地在晚白垩世到早第三纪强火山喷发活动、深大断裂构造活动、地幔上拱及其带入的热流体加热了大气降水或

建造水，溶解了基底中经燕山期成矿事件而在构造软弱部位富集的银，当含矿热液沿着贯穿三水盆地深大断裂及盆地边缘同

生断裂迁至优良聚矿环境中时，沉淀释出形成了富超大型银矿床。 
因此，据富湾超大型银矿床成矿时代、成矿物质来源及区域成矿背景，可以认为富湾超大型银矿床成矿物质发生过多

次活化迁移。它包括：元古宙沉积作用形成矿源层，加里东期区域变质作用使基底中的银从难活化状态转变为变质后的易活

化状态，燕山期成矿使银发生活化迁移富集，并在基底中形成矿床或矿化点，喜山早期成矿热事件使基底中富集的银再次活

化及迁移至盖层聚矿构造中最终形成矿床。因此，富湾超大型银矿床是经多期次成矿作用形成的。 
（4）适宜成矿的循环地热系统：超大型热液矿床的形成则需要大量的成矿流体。三水盆地晚白垩世到早第三纪构造活

动及多期次火山活动以及其带入的热气流可组成热机，在深部形成循环地热系统，循环地热系统可为超大型矿床的形成提供

充足的成矿流体，为富湾超大型银矿床的形成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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