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呷村银多金属块状硫化物矿床银的赋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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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大量岩石、矿石光(薄)片观察鉴定 、电子探针分析，首次查明呷村海相火山岩型银多金属块状硫 

化物矿床有硫砷铜银矿和硫砷铜矿两种硫盐矿物。研究表明，除硫化物外(主要为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其次为 

黄铜矿 、毒砂 、斑铜矿 、硫铜银矿 、螺硫银矿、磁黄铁矿等)，硫盐矿物十分发育，主要有黝铜矿、车轮矿 、硫砷铜矿、硫砷 

铜银矿等。该矿床中的银主要在喷流一沉积成矿阶段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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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岩型块状硫化物矿床是世界上 Cu、Pb、Zn、 

舨 、Au等金属的主要来源之一。产于赠科一乡城矿 

带的呷村含金富银多金属矿床是我国有代表性的大 

型海相火山岩型块状硫化物矿床，它的矿物种类繁 

多，近 50种(金庆民等，1992；徐明基等，1993)。呷 

村矿床银 、铜 、铅 、锌均达到工业品位，并伴有金和 

镉。前人工作多认为银主要赋存于黝铜矿中，银的 

独立矿物以硫铜银矿、螺硫银矿为主，且认为该矿床 

中银的空间分布与方铅矿无成因联系(金庆民等， 

1992；徐明基等，1993)。作者着重研究该矿床银 的 

赋存状态(银矿物和载银矿物)，同时对矿床中主要 

矿石矿物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车轮矿、 

毒砂、斑铜矿等也做了镜下鉴定和电子探针成分分 

析工作。 

1 矿床地质概述 

呷村矿床位于四川省 白玉县麻 邛乡。地理坐 

标：东经 99。32 10 ，北纬 31o10 32 。该矿床产于义 

敦古岛弧主弧带北段的昌台火山一沉积盆地中。该 

盆地中上三叠统自下而上分为根隆组、呷村组和勉 

戈组，相应形成 3个火山旋回(叶庆同等，1992)。成 

矿作用发生在每个火山旋回末期。在根隆旋 回中， 

由基性火山岩演化到酸性火山岩阶段，形成了由措 

阿郎巴等矿床(点)组成的铜矿带；呷村旋回，是流纹 

质火山活动末期，形成了呷村、嘎衣穷等银多金属矿 

床；勉戈旋回，流纹质火山活动末期，发生汞矿化作用： 

矿床含矿岩系由呷村组第二段(T3 )酸性火山 

岩和第三段( )沉积岩组成(图 1)。第二段在矿 

区以酸性火山岩为主，是组成呷村矿床含矿岩系下 

部的岩石。地层产状为走向南北 、倾向西的近于直 

立的单斜地层。层状块状硫化物矿体，夹重晶石矿 

层、浸染状硫化物矿层(简称上矿带：l、2、6、7、8号矿 

体)产于呷村组第三段地层，银矿体赋存于该层位； 

矿体产状与地层一致，显示明显的金属分带：呈脉 

状 、网脉状的铅锌矿体(简称下矿带：3、4、5号矿体) 

产于呷村组第二段酸性火山岩中(图 1)：可见，该矿 

床与典型的“黑矿型”矿床的双层结构类似，具有“层 

状矿席+层控网脉状砂带式”的矿床结构(侯增谦 

等，2001)，脉状、网脉状矿体和层状硫化物矿体两者 

处于统一的成矿热液系统中，是该系统于不同环境 

下成矿的产物(侯增谦等，1995)。矿床的主要蚀变 

类型有硅化、绢云母化、钡冰长石化、绿泥石化等 

详细的矿床地质情况可参阅文献(徐明基等，1993； 

* 本文受国家科技部攀登计划(95．预 25 02—15)和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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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呷村银多金属矿床地质略图(据傅德明等，1996修改) 

1～3一上三叠统呷村组(1一第三段钙质千板岩和碳酸盐岩；2一第二段第四层流纹岩、流纹质角砾熔岩；3一第二段第三层安山岩、英安岩 

流纹英安岩)；4一流纹岩；5一流纹质角砾熔岩；6一流纹英安岩；7一流纹英安质角砾熔岩；8一英安岩；9一英安质角砾熔岩；l0一安山岩； 

11一板岩、千枚岩和灰岩；12一断层和剪切带；13一地层界限和岩相界限；14一矿体和编号 

Fig．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Gacun silver～polymetallic ore deposit 

1～3一 Upper Tri&~sic Gacun Formation(1— 3 Member：Calcareous phyllite and carbonate rock；2—4 layer of 24 Member：rhyolite． 

rhyolitic breccia lava；3—3 layer of 2 Member：andesite，dacite，rhyolitic dacite)；4--Rhyolite"S--Rhyolitic breccia lava；6--Rhyolitic 

dacite；7一 Rhvo c—dacitic breccia lava：8-- Dacite；9-- Dacitic breccia lava；l0～ Ande~site；1 l— Slate，phyllite an d limestone；12一 Fault and 

shear zone；13-- Stratigrapic and lithofacies boundary：14-- Ore~ y and serial number 

傅德明等，1996；侯增谦等，2001)。 

2 矿石物质成分及结构构造 

呷村矿床的矿石中的金属矿物粒度细小，大多 

数粒径为 10～50 m。矿床的矿物组成比较复杂。 

根据主要矿物的相对含量，可将本矿床的矿石分为 

方铅矿一闪锌矿一黝铜矿一黄铁矿一黄铜矿一硫锑铅矿一毒 

砂矿石和闪锌矿一方铅矿一黄铁矿矿石两类 ，它们分别 

对应上、下矿体产出的层状矿石和脉状矿石。 

层状矿石的容矿围岩为热水沉积岩，多呈块状 

构造，其次为浸染状 、条纹状、条带状构造，以产出大 

量黝铜矿为特点，是主要的赋银矿石；脉状矿石产于 

蚀变的流纹岩中，为闪锌矿一方铅矿一黄铁矿组合： 

经大量光薄片的观察，查明主要矿石矿物为闪 

锌矿、方铅矿、黄铁矿、黝铜矿，含少量黄铜矿、车轮 

矿、硫锑铅矿、毒砂、斑铜矿、硫砷铜矿、铜蓝、铅矾 、 

白铅矿等，银矿物有硫砷铜银矿、硫锑铜银矿。脉石 

矿物有石英 、重晶石、绢云母 、钡冰长石、方解石 、白 

云石等。主要副矿物为锐钛矿。 

矿石结构主要有 自形一半 自形晶结构，交代残余 

结构，填隙结构 ，草莓状结构 ，似斑状结构 ，交代乳浊 

状、蠕虫状、似文象结构和叶片状结构等。矿石构造 

以块状构造 、浸染状构造 、条纹条带状构造、层纹状 

构造、角砾状构造、脉状和网脉状构造等为主。 

目 囝囡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21卷 第 4期 朱维光等：呷村银多金属块状硫化物矿床银的赋存状态 401 

3 硫化物及复硫化物特征 

呷村矿床的硫化物以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 、 

黄铜矿为主，并含少量斑铜矿、毒砂。 

(1)黄铁矿 该矿物是各类矿石和围岩中常见 

的矿物。多呈 自形一半自形粒状结构，粒度一般为 30 

m～0．1 ITLrfi，个别达 2 mm；部分呈胶状 、草莓状结 

构。胶状 、草莓状黄铁矿的广泛分布，可能反映当时 

封闭还原的成矿环境，可作为海相火山同生沉积成 

因的一种证据。黄铁矿还含少量的 、Bi(表 1)。 

(2)方铅矿 该矿物在层状矿石中含量较多，在 

脉状矿石中含量较少。多呈半 自形一他形粒状结构， 

次为压碎结构。除晚期黄铜矿脉外，方铅矿比大多 

数矿物形成晚，表现为多数矿物被方铅矿交代、溶蚀 

等现象(照片 1a，2a)。经电子探针扫描 ，发现方铅矿 

的裂隙中及其边缘银相对富集(照片 1b)，但其本身 

的成分较纯(表 1)，银在其中分布不均匀。前人工作 

也证实该矿床方铅矿含银较高(表 2)，说明它是重要 

的载银矿物。由于银主要在方铅矿的裂隙和边缘呈 

微细粒矿物或包体形式产出，因此银的分布与方铅 

矿的空间分布和成因有关。 

(3)闪锌矿 该矿物是矿床中含量最多的金属 

硫化物，层状矿石和脉状矿石均有分布。粒度相差 

很大，层状矿石中闪锌矿 1 m～0．1 mm；脉状矿石 

中闪锌矿一般为 15 m～0．2 ITLrfi，个别可达 4．0 

ITLrfi。该矿物在矿床中明显有早、晚两期。早期闪锌 

矿多呈半 自形一他形粒状结构，次为交代溶蚀状、残 

表 1 呷村常见硫化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Table 1 Electron microprobe analyses of the main sulfides in the Gacun deposit 

注：由南京大学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张文兰分析，仪器型号 JXA-8800M 电子探针。“一”代表未定量。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02 矿 床 地 质 2002年 

余状、压碎状结构等，与黝铜矿共生。显微镜下常见 

金红石分布在早期闪锌矿、黝铜矿的裂隙中或它们 

的接触部位。在早期闪锌矿中往往有大小不等的黄 

铜矿，呈浑圆状、长条状定向排列，它们是早期闪锌 

矿的固溶体分离产物。晚期闪锌矿多呈星点状、小 

团块状 、斑点状等分布于黝铜矿裂隙和方铅矿表面。 

闪锌矿中 Fe含量为 0．31％～3．32％，按 Fe含 

量可分为含铁闪锌矿(叫Fe 2％～8％)、贫铁闪锌矿 

(WFe<2％)两种(黄典豪，1999)(表 1)。经计算，该 

矿床中闪锌矿中 W(FeS)为 0．47％～4．82％，FeS分 

子为0．531％～5．49％，均指示其形成于中低温热液 

条件。 

该矿床中闪锌矿均富含 CA，只测了 3个矿物中 

的Cd含量，WCd为 0．22％～0．28％，说明闪锌矿 Cd 

含量比较稳定 ，是矿床主要载 CA矿物。 

(4)黄铜矿 该矿物在层状矿石中常见，在下矿 

段亦有少量产出。矿物多呈他形粒状结构。它主要 

以晚期脉状产出，次以闪锌矿中细小的固溶体形式 

出现。该矿物还含有少量 Pb、Bi(表 1)。 

(5)斑铜矿 主要见于黄铜矿脉体边缘的脉石 

矿物中，往往被黄铜矿包围，呈 自形粒状结构。该矿 

物含一定数量 Ag，硼触为 2．35％--2．84％(表 1)，电 

子探针镜下扫描显示，其中银分布均匀，说明银在其 

中以类质同象形式存在。该矿物中含有少量的 Pb、 

Bi等。 

(6)毒砂 在层状矿石中常见，多呈自形粒状结 

构。该矿物中含有少量的Cu、Zn、Bi等(表 1)。 

4 硫盐矿物 

呷村矿床的硫盐矿物主要有黝铜矿 ，常见车轮 

矿、硫锑铅矿。本研究首次查明有硫砷铜矿银矿、硫 

砷铜矿以及蠕虫状微细粒含银矿物存在。 

4．1 黝铜矿族矿物 

黝铜矿是呷村矿床最重要的载银矿物。它含量 

多，在块状银铅锌矿石 中的含量一般 可达 5％ ～ 

10％，在高品位富银矿石中的含量甚至可达 20％～ 

30％，故黝铜矿具有成因意义和工业价值。根据国 

际矿物学协会及矿物命名委员会规定 (黄典豪， 

2000)，该矿床的黝铜矿族矿物按成分可分为黝铜矿 

和砷黝铜矿两种，以前者为主 (表 3)。通过对黝铜 

矿的化学成分进行 R型聚类分析，发现其中 与 

Sb呈正相关。当然，在成矿的不同阶段沉淀出来的 

黝铜矿的成分取决于成矿流体的化学成分 (其中的 

Cu、 、Sb和 的比值)以及液相与固相的分配系 

数，而后者又取决于温度、压力和组分的活度(Hack— 

barth et a1．，1984)。 

4．2 硫砷铜矿或四方硫砷铜矿 

硫砷铜矿的反射色呈玫瑰棕色或玫瑰棕色带红 

色，非均质性显著 ，反射率小于黄铜矿的反射率，硬 

度大于黄铜矿而小于闪锌矿。玫瑰棕色矿物呈 自形 

晶结构，颗粒较大，粒径多为 20～40 Fm；玫瑰棕色 

带红色矿物为他形粒状结构，粒径为 6～14 pan。电 

子探针分析结果表明，玫瑰棕色带红色的硫砷铜矿 

(表 4中序号 9、10)比玫瑰棕色(表 4中序号 7、8)的 

含锡量高。因此分别定名为不含锡硫砷铜矿和含锡 

硫砷铜矿。含锡硫砷铜矿经电子探针面上扫描，锡 

呈均匀分布，说明锡在矿物中很可能以类质同象形 

式存在。同时，个别矿物含有一定数量的 Ag、Sb。 

不含锡硫砷铜矿多产于脉石矿物的边缘，与早期闪 

锌矿、黝铜矿共生，被后期方铅矿穿插。含锡硫砷铜 

矿多与黄铜矿共生，或漂浮在方铅矿表面，是与黄铜 

矿同时形成的，很可能是晚期成矿热液交代闪锌矿 

或黝铜矿形成的。硫砷铜矿产于层状矿化的 7号矿 

体中，与其伴生的矿石矿物主要有闪锌矿 、方铅矿 、 

o 王静纯．1992．中国银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北京矿产地质研究所．116--122 

o NJll地矿局403地质队．1993．NilI白玉县呷村银多金属矿区银矿勘察地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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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化学成分式 矿物名称 

注：南京大学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张文兰分析，仪器型号 JXA-8800M电子探针。“一”代表未定量。 

黝铜矿、黄铁矿，次为黄铜矿，脉石矿物主要有重晶 

石、石英。 

4．3 硫砷铜银矿 

硫砷铜银矿的反射色呈浅灰色、微带棕红色，非 

均质性清楚 ，反射率略大于黝铜矿 ，硬度小于黝铜 

矿，略大于方铅矿。呈它形粒状 ，分布在黝铜矿与方 

铅矿的粒间(照片 2a，b)。根据矿物产出特征，硫砷 

铜银矿形成于方铅矿之后，与晚期黄铜矿脉共生。 

4．4 蠕虫状微细粒含银矿物 

此种含银矿物反射色呈浅灰黄色，非均质性清 

楚，反射率近似于黝铜矿，硬度小于黝铜矿，而略大 

于方铅矿。多呈0．1～2 m宽的蠕虫状集合体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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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 

13．07 

13．54 

13 60 

13．96 

14．30 

13．94 

0 51．58 

0 52．31 

0 46 15 

0 50 43 

0．19 0．03 0．19 47 34 

0．05 0 17 0．10 48．43 

0 0．06 0 47．82 

0 0 0 47 92 

0 0．07 0．25 46 83 

0 0．02 0．13 47 90 

0．08 

0．02 

O 

0．97 

0．96 

0．16 

3 87 

4 74 

25 85 

26．76 

26 0l 

26．19 

25．72 

27 67 

0 

0．12 

1．45 

0．17 

15．11 

14 74 

14．27 

14．19 

13．41 

12．18 

13．99 

13．65 

12．29 

l1．86 

30．83 

30 39 

32 82 

30．25 

100 09 

101．29 

101．47 

101 72 

99 49 

101 58 

98．63 

99．99 

98．56 

100 92 

11 GCD0—7 51．15 0 23．72 0．01 0．10 — 0．10 0 65 7 08 0．08 18 67 101．56 

12 GCD0．7 50 63 0．02 24．05 0 0．02 — 0．21 0．70 7．99 0．13 14．28 98 03 

13 GCD0—7 52．12 0 21．47 0 0．13 — 0．35 0．42 7．40 0 11 18．91 100．91 

注：由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矿床地球化学开放研究实验室王明再分析，仪器型号 JCXA-733电子探针。 *由南京大学成矿机制研 

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张文兰分析，仪器型号 JxA一8800M电子探针。“一”代表未定量。 

布在黝铜矿的边缘、裂隙中，与黝铜矿关系比较密 

切，与黄铜矿共生。由于该类矿物颗粒细小，无法进 

行精确的电子探针定量分析，通过电子探针定性及 

扫描，发现该系列矿物有的含银，有的不含银(照片 

3b)，推测属于含银的硫盐矿物。这种蠕虫状含银矿 

物的形成有两种可能性 ：①由黝铜矿固溶体分解产 

物；②为成矿晚期热液交代黝铜矿产生。由于方铅 

照片1a 背射电子成分像。Ga为方铅矿，Sp为闪锌矿， 

Tt为黝铜矿(GCD0—7C) 

矿交代黝铜矿现象明显，且蠕虫状含银矿物往往包 

围有黝铜矿的残留体(照片 3a)。因此，第二种可能 

性比较大，即银的硫盐矿物和黄铜矿很可能是由成 

矿晚期的热液交代黝铜矿产生的。该系列矿物产于 

层状矿带的 7号矿体中，伴生的矿石矿物主要有闪 

锌矿、方铅矿 、黝铜矿、黄铜矿，少量黄铁矿，脉石矿 

物主要为重晶石、石英。 

照片 1b 与照片 1a对应的 Ag的 x射线面分布图。显 

示方铅矿(Ga)的边缘银相对富集(GCD0—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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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a 硫砷铜银矿(Pea)分布在黝铜矿(Tt)与方 

铅矿(Ga)的接触部位(( CD0—7C) 

照片 3a 蠕虫状含银矿物(ver)分布于黝铜矿(Tt) 

的边缘和裂隙中(GCD0—7B) 

5 讨论及结论 

5．1 银的赋存状态 

(1)主要以类质同象形式存在 

银在载银矿物黝铜矿、斑铜矿中以类质同象形 

式存在。黝铜矿是该矿床中最重要的载银矿物。在 

层状银铅锌铜矿石中 Ag与 Cu呈明显正相关关系 

(表 5，图2)，从另一侧面可以说明层状矿石中银含 

量可能主要受其中所含的黝铜矿的数量决定。 

(2)以独立银矿物形式存在 

目前在该矿床找到的银的独立矿物除硫铜银 

矿、螺硫银矿外，还有硫砷铜银矿 ，它们均产于黝铜 

矿与方铅矿粒间。总的说来银的独立矿物含量少， 

不是银的主要赋存形式。 

(3)以微细粒含银矿物或包体形式存在 

在方铅矿的边缘和裂隙中往往富集一定量的 

照片 2b 与照片 2a对应的Ag的 X射线面 

分布图(GCD0—7C) 

照片 3b 与照片 3a对应的 Ag的X射线面 

分布图(GCD0—7B) 

银，且发现了大量的蠕虫状微细粒含银矿物。它们 

是在方铅矿形成晚期在热液作用下富集形成的。 

可见，在呷村矿床中，银主要赋存于黝铜矿中、 

其次赋存于银的独立矿物中。的镜下仔细观察及电 

子探针分析，已基本查明了主要硫化物和硫盐矿物。 

5．2 对成矿过程的认识 

图 2 层状矿石中Ag与 Cu的相关性 

Fig．2 Relationship of copper and silver in stratiform 

ores and tetrahedrite group mine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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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矿 床 地 质 2002年 

GD53 

GD13 

GC 14 

GD 15 

G(工】2—9 

7GCD．2 

GCD1—5 

GCD1—7 

GCD0—7 

8GCD一2 

GCD2—4 

GCD2_8 

浸染状矿石 1．04 3．00 7．11 

块状矿石 5．31 14 46 25．70 

浸染状矿石 1．84 4．46 6．26 

块状矿石 4．88 15．84 23．86 

块状矿石 3．87 20．15 23．63 

浸染状矿石 0．36 3．61 6．76 

浸染状矿石 2．08 8．69 9．57 

块状矿石 1．82 13．69 25．21 

重晶石型矿石 0．51 0 76 1．40 

块状矿石 1．76 24．00 34 35 

灰色蚀变流纹岩(矿化) 0．59 0．62 一 

绢云母化流纹岩(矿化) 一 2 49 6．40 

120．7 

2483．0 

817 0 

1876．0 

987 0 

83 2 

134．0 

367．0 

162．0 

677．0 

16．50 

29 49 

0．24 

4．15 

0．64 

1．48 

0．32 

0．07 

0．42 

1．06 

0．85 

0．17 

0．40 

0．01 

2681．24 

2362．86 

1000．26 

1557．45 

3584．75 

715．60 

649．25 

828．54 

572．29 

920．09 

116 39 

49 41 

2612．05 

28576 80 

11041．50 

11491．60 

14222．70 

997．93 

1111．61 

3287．49 

130．77 

3463 67 

134 47 

72．12 

161 37 

560．01 

163 74 

505．96 

622．19 

186．64 

272 12 

623．01 

4．93 

778．88 

4 80 

194．15 

注：序号 1～10为层状矿石，11—12为脉状、网脉状矿石。Cu、Pb、Zn由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李荪蓉分析。Au、Ag由中国科学院地球化 

学研究所资源与环境分析测试中心用原子吸收光谱方法分析；其余由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漆亮用 ICP—MS方法分析。 

通过对本矿床矿石硫化物及不同硫盐系列矿物 

硫化物生成顺序为毒砂一黄铁矿、(毒砂1I世代)一含 

铁闪锌矿一 闪锌矿、方铅矿一黄铜矿。硫盐矿物中 

黝铜矿、硫砷铜矿与闪锌矿共生，车轮矿与方铅矿共 

生，其它硫盐多在方铅矿以后形成，与黄铜矿共生。 

综上所述，方铅矿的形成晚期存在热液交代现 

象，尤其是对黝铜矿的交代比较明显，在热液作用下 

银发生了进一步的富集，但此时期银的富集程度总 

体上较低 ，在此阶段形成的含银矿物的数量少。该 

矿床中的银主要在喷流一沉积成矿阶段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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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藏族同胞加落等在野外的协助，四川I省白玉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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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des of Occurrence of Silver in 

M assive Suifide 

Gacun Silver．Polymetailic 

Deposit 

Zhu W eiguang 一，Li Chaoyang ，Deng Hailin ，Zhang W enlan ，Hou Guofu4
， 

Xu Yuanping4
，
Li Jinzhong4 and Li Jing4 

(1 Key Laboratory of Ore Deposit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 550002 

Guizhou，China；2 Graduate School，ChineN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39，China；3 Deparment of Earth Sciences，State 

Key La boratory of Mineral Deposit Research，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Jiangsu，China；4 No．403 Geolog~ca[Party， 

Sichuan Bureau of Geology and Exploration，Emei 614200，Sichuan，China) 

Abstract 

Located in Baiyu County of western Sichuan Province，the Gacun silver—polymetallic deposit is a typical ma— 

rine volcanics—hosted massive sulfide deposit in Late Triassic(T3)Yidun volcanic belt．The strata in this deposit 

are comtxxsed of marine volcanic rocks(andesite and rhyolite)and upper sedimentary rocks，and the ore occurs 

in marine rhyolites．The attitude of the ore is parallel to that of marine rhyolites．The authors studied ore 

minerals by observation under microscope and electron microprobe analysis．Samples included about 100 sections 

of polished ores and rocks．The ore minerals of Gacun deposit comprise mainly sulfides and sulfosalts．Three 

sorts of sulfosalts were first identified，namely pearceite，po lybasite，enargite．Then ore minerals were deter— 

mined，which turn out to be mainly galena，sphalerite，pyrite an d subordinately chalcopyrite，arsenopyrite，bo r— 

nite，stromeyerite，acanthite，pyrrhotite as well as many kinds of sulfosalts．Tetrahedrite，pearceite，enargite， 

boulangerite and bo urnonite are ma in sulfosalts．Silver mainly occurring or scattered in sulfosahs was found，be— 

ing spread mostly in tetrahedrites， and partly in silver—minerals(pearceite， stromeyerite， acanthite， etc．)as 

well as a series of ag—bearing fine vermiforlTl minerals．Silver minerals and vermiforlTl minerals were also found 

to be mainly existent along the margins or fissures of sulfosalts(tetrahedrite)．It is therefore considered that the 

ore—forming proc ess of the Gacun depos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The sulfides and sulfosalts belong to 

ea rly stage，whereas silver—minerals and verm iform minerals are of late stage．The results are of significance in 

understan ding mineralization process，and provide an impo rtant inform 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delmsit． 

Key words：mineralogy，Gacun，silver—po lymetallic depo sit，mode of oc currence of si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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