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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岳文浙等 ������报道
，

本区晚石炭世威宁期初始沉积的含砾石英砂岩 �矿体底

板 �中见结核状重晶石一黄铁矿
，

早时白云岩中含石膏

或石膏假晶
，

表明当时海水中富集硫酸根
。

其中一部分

可形成���氏和�����沉淀
，

另一部分可由细菌引起的分

异作用使�仇
�一

还原形成��
一 ，

致使此过程有约���的同

位素分馏而��
一

又与喷气热液带出的金属离子反应形成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等沉淀海底 ��
�������

，
����

，

�����
。

这在开放系统是一种典型的自然过程 ���
�
��

� ��

��
� ，
�����

。

矿区 沪�接近近。的硫化物主要来自矿体
，

反映出武山矿床硫化物具有相对较重的 扩��值
，

排除了

生物硫来源的可能性
。

本区硫化物的 扩
��的峰值比较单

一
，

接近 。值
，

暗示了武山地区热液硫可能为来 自深部

的慢源硫
，

或是在进人海底之前经过了充分均一化的壳

源硫
。

综上所述
，

本文通过对武山矿区地质特征
、

岩相学

观察及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
，

进一步揭示出武山矿区存

在两期成矿作用
，

即海西期同生沉积成矿作用和燕山期

岩浆热液成矿作用
，

且晚期矽卡岩一热液成矿作用对早

期同生沉积成矿作用进行了很高程度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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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矿地质背景

滇东南老君山矿集区处于特提斯成矿域和环太平洋

成矿域的叠合部位
，

次一级大地构造单元位于华南褶皱

系
、

哀牢山褶皱系
、

越北地块
、

扬子地块交汇处 �张世

涛等
，
���� �

。

在这特殊的大地构造位置上
�

地质活动

频繁
、

成矿条件优越
，

故在大致平行于哀牢山构造带方

向
，

依次分布有个旧岩体
、

薄竹山岩体
、

老君山岩体
。

研究区经历了多期构造作用
、

沉积作用
、

岩浆作用
、

变质作用
，

形成了构造复杂
、

岩性多样的地质格局
。

老

君山岩体北部的文山一麻栗坡断裂
、

南温河断裂和南部

的马关一都龙断裂控制了老君山矿集区总体构造格架
。

变质作用发育
，

在加里东期一印支期主要表现为区域低

温动力变质作用 � 燕山期主要表现为老君山花岗岩侵人

引起的接触变质
。

由于以上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

形成了

成矿多样
、

矿种丰富
、

矿床繁多的特征
，

主要分布有以

新寨锡矿
、

南秧田钨矿
、

都龙锡锌矿为代表的一系列大

型一超大型矿床
，

构成了��
一�一

��
一
��

一
��

一��一稀有
一
稀

散多金属矿集区
。

组为一套碎屑岩夹碳酸盐建造
，

总厚度大于���� � �曹

文书等
，
�����

。

赋矿层位为寒武系中统田蓬组中上部

第四段和第五段
，

主要由石英云母片岩和大理岩化灰

岩组成
。

赋矿层之下为片岩
、

变粒岩夹大理岩及层状

矽卡岩组成
。

赋矿层之上为龙哈组的白云岩
、

白云质

灰岩和石英云母片岩
。

矿床位于铜厂坡断裂东侧
，

新寨

向斜西翼
，

为一总体近南北向
、

东倾的单斜构造
，

仅

局部地段挠曲及次级褶皱发育 �薛步高
，
������ 龚洪波

等
，
�����

。

该锰银矿是近年来发现的中型规模多金属

矿床
，

共�个矿化带
，

��个矿体
，

其中 �和�为主矿化带

�曹文书等
，
���� �

。

矿体多呈似层状
、

透镜状
、

囊状

�杨国尼等
，
�《�因 �

。

各矿带
、

矿体自上而下划分为氧

化
、

混合
、

原生三类矿石 �薛步高
，
�‘�旧�

。

� 矿床地质特征

三保银锰银矿床分布在老君山北缘
，

离老君山花

岗岩体约���
。

区内出露地层为中寒武统田蓬组和龙哈

� 银的赋存形式分析

锰银矿是一种重要类型的银矿床 �������
。 �� 。 �

� ，

�����
，

研究矿石银的赋存状态
，

对解决银矿资源的选

冶工艺和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

有关银在锰银矿石

中的赋存形式研究已经引起地质学家的广泛关注
，

认为

银通常的赋存状态有�种
�
一是以独立矿物存在 � 二是

类质同象 � 三以胶体形式高度分散在矿物质中 �杨洪英

等
，

���� �
。

本研究通过对三保银矿床粉末状氧化矿的

光学显微镜鉴
、

电子探针
、

透射电镜等方法进行综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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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

选取了两个高品位粉末样品进行系统研究
，

样品

�����的��含量���
� ��巧

，

�����的��含量���� ��巧
。

将粉末注胶制成探针片
，

研究结果金属矿物主要为软锰

矿
、

水锰矿
、

硬锰矿
、

少量方铅矿
、

闪锌矿等
，

透明矿

物有石英
、

云母等
，

副矿物包括错石
、

金红石
、

锡石

等
。

在电子探针下没有发现纳米级的银独立矿物
，

推断

��不是以单矿物形式存在
，

主要的两种载银矿物为水锰

矿和硬锰矿
。

根据电子探针对锰银矿矿物的成份分析结

果
，

对锰银矿进行� ��
、
�

、
�� 、

��
、
��

、
��

、
��

、
�

等元素的 �射线面扫描分析
，

从矿物形貌及元素面分布

特征可知��分布在锰银矿物中
，

除极少锰银矿有小面积

含量稍高外
，

其余部位银分布较均匀
，

在石英等矿物中

无银元素分布
。

两种主要含银矿物为水锰矿和硬锰矿
，

水锰矿呈放射状
、

柱状
，

软锰矿为块状
。

结合相关性分

析得该矿床��品位与�
、

��具明显正相关关系
。

为了进

一步验证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开展了系统的透射电镜分

析
，

结果也没有发现纳米级银矿物
，

佐证了银不是以单

矿物形式存在
。

透射电镜下可观察到富银的柱状水锰矿

及硬锰矿
，

硬锰矿常与毛发状的针铁矿共生
。

综合分

析可知银以类质同象的形式赋存于水锰矿和硬锰矿中
，

放射状水锰矿晶簇长轴约���
����卜 �

，

硬锰矿粒径在

���� 林�左右
。

� 三保银矿床成因浅析

从野外地质考察
，

可知锰银矿主要呈似层状
、

层状

产出于层间破碎带
。

矿体严格受中寒武统田蓬组地层控

制
，

田蓬组具有较高的成矿元素背景值
，

构成矿源层
。

另外
，

该锰银矿中含有错石
、

锡石等副矿物
，

初步推

断该矿床形成与岩浆活动有关
。

对元素组合进行了分

析
，

结果表明具有富含�
、
��

、
��特征

，

这与前人研究

的热液型锰矿特征相吻合 �徐国梁
，
���� � 郑庆荣等

，

�����
。

通过大量资料调研发现
，

大部分的热液型锰矿

附近常伴随不同规模的岩体
。

故该锰银矿的形成可能是

岩浆过程中
，

本身带来大量成矿元素
，

在高温
、

高压下

成矿元素充分析离
，

形成富含锡
、

锌
、

钨
、

银成矿元素

的花岗岩体
，

汽液作用又淬取矿源层中的成矿物质
，

使

之活化转移
，

富集于一定层位 �田蓬组 �及有利容矿空

间 �层间破碎带 �
，

形成具有工业价值的锰银矿体
。

� 结论

��� 三保银矿床的��以类质同象赋存于水锰矿和

硬锰矿之中
，

且��品位与�
、

��具有明显正相关关系
。

���根据三保银矿床的区域地质背景
、

成矿地质

条件
、

矿物组合
、

元素组合特征等初步推断该矿床的形

成与岩体的倾人有关
，

应该属于热液型锰银矿
。

�
矿床地球化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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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概况

双王金矿床位于凤一太盆地中的王家楞次级盆地

中
，

受西坝一松坪复式背斜控制
，

矿床赋存于背斜北翼

的泥盆系地层中
，

矿床南距西坝复式岩体�
一���

。

区内地层出露较全
，

为一套泥盆系浅变质岩
，

原岩

为浅海相细碎屑岩
一
碳酸盐岩系

。

地层由老至新为
�

下

泥盆统王家楞组 ���� �
、

中泥盆统古道岭组 ��
���和

上泥盆统星红铺组 ��
�

�� 及九里坪组 ����
。

星红铺

组 ��
��

�又可分为上下两个亚组 ��
�� ’ 、

�����
，

其中

星红铺组下亚组 ��夕�的砂岩
、

变质砂岩
、

钠长岩和

板岩为矿床赋存围岩
。

�� 矿区构造

矿区总体构造线方向����
，

与区域构造线方向 一

致
，

应为印支期挤压造山的产物
。

矿区由一系列线状褶

皱和断裂组成基本构造格架
，

它们与成矿关系密切
。

褶皱
�

本区主要褶皱为狮子岭 �西坝
一
松坪 �复式

背斜
，

其核部为王家楞组
，

两翼依次出露古道岭组
、

星

红铺组和九里坪组
，

南翼因西坝岩体侵人严重缺失
。

西

坝背斜北翼发育银嗣沟次级褶皱
，

其核部为古道岭组
，

向上 �北 �为星红铺组
，

连续性较好
。

背斜受王家楞断

层的破坏
，

南翼基本缺失
，

北翼地层产状较陡
，

倾角一

般在��� 左右
，

含金角砾岩带即赋存于该背斜北翼的星

红铺组中
。

在银酮沟背斜之上还叠加有一组轴向近南北

的更次级褶皱
，

并使双王含金角砾岩带西端岩体的围岩

产状发生改变
，

致使角砾岩体向北东方向分枝伸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