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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兴安岭地区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银成矿区．在所发现的十多个馒矿床中，银主要呈独立银矿物形式产 

出。大兴安岭地区银矿床中已发现近 40种独立银矿物和几种尚未定名的银矿物，这些银矿物在大兴安岭地区 

不同成因类型、不同物质组分、不同温压条件的银矿床中均表现为低词后期成矿的特点．温度是控制银矿物沉 

淀的主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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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银成矿区，已发 

现的大、中型银矿床达十余处，且所有的有色金属 

矿床中都含银。其中大井子铜银锡矿床、孟思陶 

勒盖银铅锌矿床、甲乌拉银多金属矿床、查干布勒 

根银矿床和额仁陶勒盖银矿床均属大型和特大 

型，在国内享有盛名 

银矿床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中南段黄岗梁一 

鸟兰浩特成矿带和大兴安岭北段得尔布干成矿 

带_】1。本次研究的银矿物主要产于大兴安岭中南 

段黄岗梁一乌兰浩特成矿带的孟恩陶勒盖银铅锌 

矿床、敖恼达坝银锡多金属矿床、白音诺含银多金 

属矿床、浩布高、大井子银锡多金属矿床、莲花山 

铜银矿床和产于大兴安岭北段得尔布干成矿带的 

额仁陶勒盖银矿床等。根据反光镜下特征、人工 

重砂、反射率、显微硬度测定、电子探针成分分析 

和电镜扫描等方式，共发现近四十种银矿物和几 

种尚未定名的银矿物。 

1 银矿物种类及化学成分 

目前，在世界上发现的银矿物种类已达 140 

多种，而太兴安岭地区银矿床中鉴定出的银矿物 

近 4o种，约占银矿物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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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盒项 目 ：救肯部博 士点基金项 目(97018701)；国家攀盛计划预选 

顶 n(95预 39)：中国科学 院 年百人计划项闷 

物主要为自然金属及其互化物、硫化物、复杂硫盐 

类、卤化物、碲化物、锑化物及硒化物 部分银矿 

物的电子探针分析结果以及依据每种银矿物的多 

个电子探针分析结果平均值计算得出的平均化学 

式列于表 l、表 2。 

2 银矿物的产状 

(1)自然银：分布广泛，在各类银矿床中均有 

出现，多里丝状分布在方铅矿或其他矿物的晶洞 

中，也有呈细母{=状分布于石英中，表面目氧化而呈 

灰色或粉藏色。共生矿物有浓红银矿、硫银锡矿、 

银黝铜矿等。自然银呈丝状以孟恩套勒盖方铅矿 

中分布最为特征，银丝最宽达 1mm，长达 5em 

(2)浓红银矿：在银铅锌矿床中，呈半 自形板 

状、粗大圆粒状、不规则粒状及条带状分布于方铅 

矿中，或沿矿物懈理裂隙及粒间分布。在铜银矿 

床中多呈不规则状与闪锌矿呈固熔体分解结构共 

同产于黄铜矿中 在银锡矿床中多呈不规则状或 

树枝状与辉锑铅银矿共生于方铅矿之中。在锰银 

型矿床中，多呈不规则状与辉锑银矿、银黝铜矿等 

共生于方铅矿中。 

(3)银黝铜矿：分布较广 在银铅锌矿床中， 

呈不规则粒状分布于方铅矿和闲锌矿 中，与硫银 

锡矿、浓红银矿、硫锑铅银矿、硫锑铜银矿、螺硫银 

矿等共生。在银铜锡和银铜矿床中以粒状与闲锌 

矿、辉铋矿等伴生产于黄铜矿中，或产于黄铜矿与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76 矿 物 学 报 2001年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1崩 吕志成等：太 安岭地区银矿床中银矿物的矿构学初步研究 77 

脆银矿 

辉锑锻矿 

硫锑铜 矿 

硫砷铜银矿 

砷硫讳铜银矿 

辉铜银 矿 

银蹦铜矿 

含银黝铜 矿 

解锑铅银矿 

58 55 

59 07 

64 56 

62 41 0位 

66∞ O圆 

58 77 

58 94 

IO 

70 43 

'l 06 2 00 

37 73 

36 85 

36．22 

43 l3 43 

84】3 66 

S8 12 

59 9612 51 

72 02 0 

78 89 0 35 

70 57 2 02 

44 89 21 75 

加 ∞ 3 52 

59 55 9 81 

储 65 4 04 

68 52 6．00 

71 38 2 5l 

酯 7 f7 

65∞ 】O 36 

64 37 10 95 

2s j 96 

0 04 

0∞ 0 12 

0舶 

0 32 

0 0l 

01l 0 l5 

O伸 

0 83 

0 64 

0 

2．簋 

0 27 0．53 

2 27 

010 

0 07 

O．I5 

O l7 

O嚣 

0 l3 

0 

010 70．00l5+16 0 05 O l】 

0。8田 5l l6 40 0 05 0 l4 

7】 J]30 0卫 

O 7I 42 12 90 O．54 0 10 

34 85 14 55 4 43 】．踮 

]3 77 I4 60 4 38 1∞ 

33 50 l4．65 4 47 1 70 

44 68 4 69 l 04 I∞ 

∞ 51 】4 64 1 02 

U 29 56 4．63 l 92 

17 57 24 89 4 46 1．13 

24船 22 22 4 48 0 43 

23 B5盟 73 4 51 0 76 

2B 50 24 CO 5∞ 

1]∞ 27t2 4 63 3 07 

13∞ 26 62 4．87 3 07 

15 32凹 踮 1 5l 5I9 

l6．50 26 0I 3 84 2 13 

粥 衢 撕 3 09 3 02 

15 27 32 416 3 26 

17 36 24 45 4 52 3昕 

l9韶 24 49 4 51 j 19 

24．I5 2l 90 4 70 1 

25I9 38 4 59 l 

25 2l 22如 4 46 2。6 

23 84 22 64 413 2．4] 

28昕 19 00 5 46 0 60 

翌+95 2l6 6器 l 

25 99 21 49 4 60 】74 

27 23舶 3 2 15 

25句 

24∞ 

2612 

24 05 

24 04 6 66 3 38 0 78 

0 61 B5 

24 

2I 32 

0卵 t9 78 

l9 95 

O 62 2】．93 

O 80 2【_65 

24 60 

0 36 14 69 

5 S8 5 61 

加 90 

O12 40 7I 

O l8 41 46 

0 79 l1凹 

0 80 】O 

l 21 l0 I3 

2 21 8 02 

0 53 9 

O 28 7 38 

O跎 9 1I 

12 l3 

0∞ 10 04 

0 59 9 72 

3+12 6韶 

1丁5 6 98 

2嚣 8．58 

i 7 48 

6 l2 0 73 

6 】9 O 65 

3 18 4 12 

0茁 0咂 

0 07 0 09 

0 04 

0 03 

4 27 

31 72 

27 41 

如 6I 

29 80 

3l 90 

99 99 

I加 O0 白音诺 
】加 00 

99 05 额仁冉勒盏 
1~0 33 

99 95 

99 97 

】加 47 

】加 76 

粥． 

92 

92 

辨 

l01 00 

98 

99 63 

99．76 

l00* 

9B 76 

9B 2B 

1加 00 

98 84 

∞ 

l00∞ 

9s芷 

【加 0【 

I∞ Ol 

00．。2 

41 

l00 66 

99∞ 

99 12 

104 

I皿 92 

l02 36 

∞ 

9I 

99 58 

10o．I2 

l00嚣 

lOl 4B 

21 

97 41 

B4 

I叭 47 

9B 90 

9s 02 

98 80 

99． 

l00 

98 82 

99 8l 

99 47 

101 03 

9B醯 

60 

10o．12 

100 73 

】o2 62 

卵 78 

1咝 48 

99 67 

粥 96 

甲乌拉 

盂恩冉 勒盖 

额仁冉勒盖 

大井子敖脑进坝 

额仁 冉勒盖 

莲 花山 

盂恩冉勒盖 

大井 子矿床 

白音诺 

敖脑选坝 

额仁陶勒盖 

额仁陶勒盖 

额仁胸勒盖 

额仁陶勒盖 

盂恩陶勒盖 

莲花山 

大井于矿床 

盂思冉勒盖 

大井子矿床 

白音诺 

相 似 ∞ 舯 拍 ∞ n 矾 ：8* 臼 帅  ̈ 僻 船 鹋 ∞ 越 明 ∞ 他 嚣 ∞ ∞ 繇 嚣 船 明 蛆 ∞ 舯 鹋 

丌 n ¨ 盯 俜 ∞ 坫 ∞ n 佑 坫 佑 ¨ 帕  ̈ “ 盯 !。” H B ∞ ∞ 竹 篮 列 n ∞ 虬 ” ∞ 盟 n ∞ ∞ ∞ 停 ∞ 培 俜 ∞ 博 停 n 博 堪 堪 ¨ 

∞ 

瓠 衢 H 盯 凹 凹 H 笛 ∞ n 加 ∞ 田 ：宝m 

O  O O 0  O O  0 0  0 O O 0 0  O O 0 0 0  O  

町 辩 " 粥 牡 ∞ ¨ 忙 n 踮 他 笛 钔 循 舛 ∞ ∞ ∞ 腿 ∞ 

O 斯 ∞ ；写嚣 笛 篮 擤 斯 ∞ 凹 ∞ 嚣 笛 抖 ；号笛 N ∞ 凹 衢 n 

∞ 妮 ∞ " 帅 惶 乩 驰 抖 ∞ 晒 m ∞ 凹 晒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78 矿 物 学 报 200[年 

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理化测试中心及长春科技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分析；甲乌拉、查干布勒报资料据文献[2 

表2 银矿翱的化学式计算结 景 

Table 2． chemical fommlae of silver mlrteraks 

矿物名称 化 学 式 矿物 名扦 化 学 式 

自抟 A勖 硫砷铜银矿 ( ∞ Ⅱ) Ⅱ( l 】1)L 晶l∞ 

银白热盎 Ave A自∞ 砷硫锑铜银矿 ( 6．~Jg )̈ ”( ．98 )1 w晶l∞ 

锻金矿 A岛 辉铜锥矿 A＆ cul∞ ∞ 

角镪矿 Ago 0L∞ 银劫铜矿 ĉ岛 ∞Fet l4 )u ( 】B )4㈣sj∞ 

漠银矿 Agal0Brl∞ 古银黜铜矿 ( 0LFq ∞)L2 6t( ) ∞ 

1l oo 辉锑铅锥矿 ld船  ∞ 

姆硫银矿 ∞ 锑银矿 B ∞ 

硒银矿 ∞ 碲银矿 A臣∞ ∞ 

辉硒银矿 (船  b％ 0T ∞ 银铋金矿 c ∞ ∞)，29Bi L∞ 

漱红银矿 ∞ ∞ ∞ 硫银锡矿 t ‰ m)T ∞ ∞ 

敞红银矿 ∞与∞ 块辉铋铅银矿 olt 】9 u PbI∞)2 u 0Tsr∞ 

脆锻矿 l2 c s )o ∞ 维硫铋铅银矿 (A＆∞ ) ⅡBi13．00 ∞ 

辉铸银 蛔 msbt 0l ∞ 埃硫培铅银矿 ∞ H 邶 

硫铸铜银矿 ( 3 )／6．77( )2 u I∞ 

脉石矿物的粒问，有的呈浸染状或细脉、网脉状穿 

切晚期方铅矿或闪锌矿 在锰银型矿床中，多呈 

不规则状分布于方铅矿中或矿物粒问。 

(4)螺硫银矿：在银铅锌矿床中易与黝铜矿、 

黄铜矿等伴生，或沿闪锌矿裂隙，或沿闪锌矿裂隙 

充填，并交代硫银锡矿，与浓红银矿、银黝铜矿等 

共生 在铜银锡矿床中，多与硫锑铜银矿等共生 

嵌布在方铅矿中，或呈网脉状分布于石英中 在 

锰银型矿床中，多呈不规则分布于闪锌矿和石英 

中 

(5)银卤化物：包括角银矿、溴银矿和碘银矿。 

它们互为：共生出现在锰银型矿床的表生风化带 

中，呈圆粒状、不规则状或鳞片状，系表生作用的 

产物。 

(6)砸；银矿和辉硒银矿：主要出现在额仁陶勒 

盖锰银型矿床中，呈不规则粒状分布于地表硬锰 

矿中，系表生风化作用的产物 

(7)砷硫锑铜银矿：出现于额仁陶勒盖锰银型 

矿床的石英中，呈不规则粒状与黄铜矿紧密共生 

(8)硫砷铜银矿：见于额仁陶勒盖锰银型矿床 

中，与硫锑铜银矿共生包含在方铅矿中。 

(9)精铜银矿：出现于额仁陶勒盖锰银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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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享铅矿及闪锌矿中，与浓 3 2银矿物组台的垂向分带特点 红银矿
、辉银矿等紧密共生。 ⋯  ⋯ ⋯ ⋯ 一 ⋯ ⋯ “‘ 

(10)脆银矿：主要出现于孟恩套勒盖银铅锌 

矿床中，呈半 自形粒状沿方铅矿解理 、裂隙分布， 

与浓红银矿、硫锑铜银矿、硫银锡矿等共生，也见 

有沿方铅矿和闪锌矿的粒间分布。 

(11)硫锑铜银矿：分布在各类银多金属矿床 

中。在银铅锌矿床中，与螺状硫银矿紧密共生包 

裹在方铅矿中，或呈不规则状与硫铜银矿、银黝铜 

矿、浓红银矿等共生。在银铜多金属矿床中，主要 

分布于硫化物矿物的裂隙或粒间。在锰银型矿床 

中，呈不规则状包含于方铅矿中或呈细脉授染状 

分布于石英和闪锌矿中，与硫铜银矿共生。 

(12)硫锑铅银矿：出现在白音诺银铅锌多金 

属矿床中，呈不规则粒状充填于毒砂、黄铁矿、黄 

铜矿及闪锌矿中，或单独充填在脉石矿物中，与自 

然银、含银黄铁矿等伴生。 

(13)淡红银矿：见于额仁陶勒盖银矿床中，主 

要呈不规则粒状包含在方铅矿中或交代黄铁矿分 

布于石英中，与浓红银矿、银黝铜矿等共生。 

(14)硫银锡矿：主要见于孟恩陶勒盖银铅锌 

矿床中，含量多，颗粒大。成不规则粒状包裹在方 

铅矿或闪锌矿中，或沿方铅矿或闪锌矿的解理缝 

分布，亦可见于分布于方铅矿和闪锌矿的粒问 

常与螺硫银矿、银黝铜矿等共生。 

3 银矿物的分布规律及成因意义 

3．1 分布特征及意义 

综合野外观测及镜下鉴定结果发现，特定成 

分的银矿物分布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矿床中。如 

盂恩陶勒盖矿床、额仁陶勒盖矿床、敖恼大坝矿 

床、浩布高矿床及大井子矿床中主要出现银硫化 

物及银锑复硫盐等矿物组合，特别是盂恩陶勒盖、 

额仁陶勒盖银矿床中，出现了螺状硫银矿 J和火 

红银矿等低温变体。在莲花山矿床、大井子矿床 

及白音诺矿床中，主要出现银和铅的铋复硫盐组 

合。根据实验研究．银的铋硫盐类矿物形成温度 

较高，而银的锑硫盐类矿物形成温度较低，莲花山 

矿床、大井子矿床及白音诺矿床成矿温度高，属于 

高中温矿床；敖恼大坝矿床、浩布高矿床及大井子 

矿床属于中低温矿床；盂恩陶勒盖、额仁陶勒盖矿 

床为低温矿床 

在大 安岭地区银矿床中，几乎所有的银矿 

床中银矿物均表现出垂向分带的规律性。例如， 

在大井子矿床中，自下而上表现为银 的铋硫 盐类 

矿物一银的锑硫盐类矿物一自然银；在孟恩陶勒盖 

矿床中，从 矿区西部到东部 ，由深部至浅部 ，依次 

出现银的硫化物．银 的锑硫 盐类矿 物一自然银；在 

额仁陶勒盖银矿床，由深部至浅部依次出现银的 

硫化物一银的硫盐类矿物一自然银一银的卤化物 银 

矿物的这和垂向分带特 点，基本反映 r从矿体探 

部至浅部成矿温度降低、氧逸度增高的总趋势 

3．3 银矿物成困 

在大兴安岭地 区银矿床中，银矿物的形成主 

要表现为低温沉淀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典型矿床 

研究中可得到明显的反映。如大井子银锡多金属 

矿床的内生成矿期由早到晚可分为以下四个成矿 

阶段，分别为石英．锡石成矿阶段、毒砂一黄铜矿阶 

段、闪锌矿．方铅矿阶段及硫盐类成矿阶段，该矿 

床中几乎所有的银的硫盐类矿物在此阶段形成， 

是银的主要成矿阶段；在敖恼夫坝斑岩型银锡多 

金属矿床 ，内生成矿作用的气成热液期由早到 

晚可分为三个成矿阶段 ，分别为锡石．石英．毒砂 

成矿阶段 ；锡石一黄铜矿硫化物成矿阶段及古锡的 

银硫化物成矿阶段 ，而银矿物主要出现在含锡的 

银硫化物成矿阶段；在额仁陶勒盖银矿床和盂恩 

陶勒盖银铅锌矿床中，银矿化的这种低温晚阶段 

形成的特点表现的更加明显，在此不一一列举。 

银矿物在大兴安岭地区不同成因类型、不同 

物质组分、不同温压条件的银矿床中的这种低温 

后期沉淀的特点表明温度是控制银矿物沉淀的主 

要机制，与银迁移时在热液中所形成的络合物的 

种类及热液中所含的其它化学成分的关系似乎不 

大 热液 辛的化学成分只决定沉淀出的银矿物的 

种类，不改变银矿物后期低温沉淀的规律，进一步 

说明了在 生热液成矿作用中，相对于其它金属 

元素(cu、Ph、 、Au、sn等)而言，银是最为稳定的 

元素，它所形成的络台物只有在低温条件下才能 

离解 ，团而 ，温度是控制大兴安岭地区银矿床中 

银矿物沉淀乃至银矿床形成的主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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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MINERAIX)GICAL STUDY ON S0M匮 SⅡ ER 皿NER I S 

IN SILVER DEPO~ⅡS 1rIⅢ  皿  GG LN LING M0I D̂ls 

Lu Zhicheng1， Zhang Peiping2 Dural Gu0zhen Hao Libd Li Dianchao2 

(1．唧吼 删  Ore凸 ＆∞ 嘶 ，tnza~utr G d1‘： ，Gh,t~e ∞蛳  S~fi~ces，G 忸g 550002； 

2 胁  时 ． 砷g 帆 13 ) 

AI36tr~t：Morethan1(3 silver depcslt~we咒 f0眦 inthe Dahing~n LingMountains，wherethere is alliIDp叫Lal1t silver 

mineralization belt in the north of China Silver O~ClXP3Ⅱujnlv as indepe~dent silver minerals，and less山an Io silver 

mii~erals have been d~ vered and they ii~ke up 15 chemical~ ition series．The minerals beating silver minerals， 

silver minerals 0calfri g in the deposits，which are different in ore-fonnin~time，chemical competition and gemee~ls，were 

formed under low ternperature conditions in the Dahinggan bJ1g Mountai n,s．Furtherr~re，the ternt~mtum is the 

important factor that controls the deposition of silver minerals． 

Key words：silver mi neral；mi neralogy；Dahi“瑟 an Ling Moun 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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