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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洞岭银多金属矿床（伴生金-铅-锌）位于河南桐柏地区围山城金银多金属成矿带东部，是继破山特

大型银（伴生金-铅-锌）矿、银洞坡大型金（伴生银-铅-锌）矿之后，近年来在桐柏围山城成矿带的又一重

大发现（吴宏伟等，2005）。围山城银金多金属矿带内的各矿体定位受地层和构造的双重控制，主要表现

为层状、似层状、鞍状、透镜状等，并被认为是典型的层控矿床（河南地调三队，1984；1994；陈衍景等，

2007；吴冲龙等，1994；楚柏林等，2000；张静等，2006）；其中银洞坡金矿床研究程度最深，被厘定为

层控造山型金矿床的典型代表（张静等，2006；2009；Zhang et al.，2010）。银洞岭矿床同样产于华北与扬

子晚古生代－三叠纪缝合带以北的歪头山组浅变质含碳质地层中，地质特征同样具有明显的层控特征。那

么，产于同一地层构造单元的银洞岭矿床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如何？其矿床成因类型怎样？这些都是值得

我们思考和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 

银洞岭银矿床自本世纪初发现以来，河南省地调三队（2001）、彭翼和万守全（2002）、万守全（2005）、

吴宏伟和任爱琴（2005）、杨艳等（2007）、杨艳（2008）、江思宏等（2009）对矿床地质、成矿规律、矿

床的普查勘探及成矿年代学进行了研究，其地质和地球化学特征尚缺乏较深入地研究。本文拟系统研究矿

床地质、矿石矿物组成及结构、流体包裹体特征及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分析成矿流体特征和演化规

律及成矿物质来源，剖析银洞岭银矿床的成矿作用。 

银洞岭银多金属矿床赋存于歪头山组下部的白云石石英片岩及大理岩层内，特别是构造破碎带及其与

背斜复合部位，层控特征显著；矿石类型多为破碎角砾状、块状、网脉状－脉状。银洞岭矿床热液成矿期

可划分为早、中、晚 3个阶段。岩相学及显微测温表明，银洞岭银矿流体包裹体类型主要为 NaCl-H2O型

及含CO2型包裹体，矿床主要形成温度为 250～300℃、流体盐度w(NaCleq)平均 5.41%、密度平均 0.85 g/cm
3，

属中温低盐度低密度流体。成矿作用发生在酸性、还原条件下。流体包裹体成分分析表明，银洞岭矿床流

体气相以 CO2及少量 CH4、C2H6饱和烷烃为主，液相以 Na
+
-Cl

-
 型为主。银洞岭矿床赋矿碳酸盐岩中的碳

及上覆地层中的有机碳在成矿物质的形成、携带和沉淀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成矿流体起源于矿体下伏

地层中的地下热卤水，在区域构造－热动力的驱动下沿破碎带上升，与赋矿地层中的流体发生混合并萃取

地层中的矿质形成含矿热液，中晚阶段在压力降低条件下，随着气相成分不断逸失而在顺层的控矿断层这

一有利的空间中沉淀成矿。 

银洞岭银矿床的方铅矿中
34

S 值分布较集中，变化于-7.68‰～-10.12‰，闪锌矿中
34

S 值变化于

-5.25‰～-9.02‰，黄铁矿的
34

S 值分布相对分散，变化于-8.36‰～+2.88‰，硫主要源自围岩歪头山组地

层及赋矿大理岩。银洞岭银矿早、中阶段成矿流体的
13

CCO2值介于-9.213‰～-6.026‰。晚阶段 2 个样品

的
13

C 矿物值为-2.850‰和-2.238‰，指示流体的碳源来自有机水的可能性最大，也不排除有大气降水、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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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淡水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入。银洞岭银多金属矿床早、中阶段石英中流体的
18

Ow值为+1.0‰～+8.5‰，

D 值为-125.36‰～-116.87‰，晚阶段方解石中流体的
18

Ow 值为+4.6‰ 和 +3.0‰，D 值为-108.76‰和 

-96.25‰，显示早中阶段成矿流体以来自赋矿地层的变质－有机水为主，晚阶段大气降水不断混入。 

综上所述，结合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特征，认为银洞岭矿床具层控地质特征，其成矿流体介于变质热液

与浅成热液（陈衍景，2010）两种类型的过渡，矿床氢、氧、碳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揭示早、中阶段的成

矿流体主要为变质水，晚阶段成矿流体系统趋向开放，加入大量大气降水；碳、硫同位素指示成矿物质主

要来自歪头山组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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