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9卷 第5期 

2003年 9月 

地 质 与 勘 探  

GEOLOGY AND PROSPECTING 

V01．39 No．5 

September，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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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风坳银矿是产于震旦 系浅变质碎屑 岩中受北北 东一北 东向断裂控 制的热液充填交代 

型矿床 。矿床 中银主要 以银矿物存在 ，次为类质 同像。银的载体矿 物主要 为方铅矿 ，次为铁 闪锌矿、黄 

铜矿、黄铁矿 、毒砂等。已查明的银矿物 l5种 ，常见的 l0种，主要 的银矿物为银 黝铜矿和黝锑银矿 ，它 

们多呈显微 包体分布在载银矿物 中。银在矿区中部 (03—17线)980 m一1036 m标 高范围内富集。银 与 

铅关 系密切 ，银在 富铅矿体 中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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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床地质概况 

南风坳银铅锌矿床位于湖南郴州东坡矿 田北东 

侧 ，南邻柿竹园超大型钨锡钼铋矿床 ，北接枞树板大 

型铅锌银矿床。出露震旦系下组浅变质细粒绢云母 

石英砂岩夹绢云母粉砂岩 、砂质板岩 、千枚状板岩 ； 

断裂构造发育，北北东 向和北东向断裂具多期活动 

特征 ，是矿区的主要控矿构造 (图 1)，褶皱不甚发 

育 ，属区域构造西山背斜 的西翼。地表出露燕山晚 

期花岗斑岩岩墙 ，深部隐伏有与矿床有成因联系的 

岩浆岩，属燕山早期第一次侵人体——细粒斑状黑 

云母花岗岩。矿体严格受北北东和北东向断裂控 

制 ，呈脉状产 出，倾 向南东 ，倾 角 75。一85。，赋存标 

高 710—1244 m。矿 区内共 5个矿体。主矿体 (I 
— 1)长 690 m，斜深 335 m，平均厚 2．35 m；银平均 

品位 219．56×10～，其它各矿体特征见表 l。共 、伴 

生组分有 Pb、zn、Sn、Cd、As、Au等 ，为一 中型银矿 

床。 

图 1 南风坳矿区地质略图 

z。一震旦系下组； ；一花岗斑岩脉；l一矿脉及编 

号；2一压扭性断层及编号；3一张性断层及编号；4一 

剖面线及编号(据湘南地质勘察院 ，1994，修编) 

表 1 矿体产 出特征一览表 

【收藕 日期】20o2—09—28；【修订 日期】2002—12—24；[责任编辑 】曲丽莉。 

【第一作者筒介】刘友勋(1956年 一)，男 ，1980年毕业于湖南省地质学校，地质工程师，长期从事地质勘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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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石的物质组份 

2．1 矿石类型及矿物成份 

自然类型：主要为原生硫化物矿石 ，含少量微氧 

化矿石(铅氧化率偏高)。 

工业类型：根据矿石主要矿物的组合特征，划分 

矿床中的矿物有 45种 ，其中金属和贵金属矿物 

30种 ，非金属矿物 l5种。从表 2可以看出，前两种 

矿石类型 ，矿物共生组合特征基本相似 ，仅在银矿物 

的含量上有差异，表明它们在生成时 ，其地质环境及 

形成条件差异不大。而锡矿石形成的条件则不 同， 

其矿物共生组合亦不同。银铅锌矿石主要矿物相对 

为银铅锌矿石、含银铅锌矿石和锡矿石。 含量见表 3。 

表 2 各类型矿石矿物共生组合表 

矿物名称 石 英 银矿物 绿泥石 绢云母 粘 土 辉锑矿 、硫锑铅矿 锡石 

含量 52．00 0．05 12．50 9．50 1．50 0．06 0．09 

其它 

1．35 

测试单位 ：湖南省湘南地质勘察院 ，1993。 

2．2 矿石的化学成份 

据矿床 I—l矿体选矿试验样品，光谱半定量 

分析结果及多项分析结果统计 ，矿石中含有用元素 

近 30种。其 中贵金属及金 属元素有 Ag、Au、Pb、 

zn、Sb、Bi、Mo、w、Cu、Sn、Mn、Fe等；稀有及稀散元 

素有 Be、Ge、Ga、Ti、Se、Te、Cd等；非金属元素有 B、 

As、 、S等。它们各自的光谱半定量及化学多项分 

析结果见表 4、5。 

表4 光谱半定量分析结果表 ∞。／％ 

名 称 Sb As SiO2 S Fe203 AI203 Ag CaO Co CA Sn Mso Au TiO2 Pb Zn Mn Ga Cu 

含量 0．12 2．08 64．99 5．11 9．71 6．90 181 0．94 0．005 0．13 0．071 1．39 0．28 0．52 3．27 3．17 0．115 0．OOO7 0．16 

测试单位 ：湖南省湘南地质勘察院 ，1993；·含量为 2个样品算术平均值。 

3 银的赋存状态 

3．1 银的存在形式 

银主要以银矿物形式存在 ，次以类质同象的形 

式出现。 

矿床共出现 15种银矿物，常见 的有 10种 (表 

6)，在矿石 中含量最高的是银黝铜矿 ，次为黝锑银 

5O 

矿。它们在载银矿物中常呈显微包体出现。银黝铜 

矿和黝锑银矿在反光镜下的光性特征相似。在反光 

镜下呈灰色，微带橄榄色，均质体。测得的反射率 

R546nm为 29．67％ ，显微硬度 VHN100=328．7k：g／ 

ITlIn 。常与银锑黝铜矿、淡红银矿共生。粒径一般 

0．15～0．OO5 ITlIn，最小粒径为 0．001 ITlIn。银黝铜 

矿粒度普遍细微 ，黝锑银矿粒度相对较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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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6 银矿物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 

测试单位：湖南省地质矿产局测试 中心，1994。 

银矿物的分布形式主要有 ：① 以显微包体的形 

式出现。如银黝铜矿 、黝锑银矿等常被方铅矿包裹。 

②呈单个的等粒状、长柱状 、麦粒状或呈乳滴状、圆 

球状散点分布于载银矿物 晶隙间。如辉锑银矿 、脆 

银矿、深红银矿等常散点分布于方铅矿晶隙间，或在 

石英裂隙中分布。③呈串珠状 、雁行状不等粒集合 

体分布于载银矿物边部。如辉锑铅银矿 、脆银矿 、银 

黝铜矿、黝锑银矿等常呈集合体富集于方铅矿边缘 ， 

有时呈网脉状穿插在毒砂、石英裂隙中。④呈 自然 

银的形式出现。有少量毛发状 、不规则状 自然银沿 

方铅矿晶隙产出。 

类质同象银主要分布于方铅矿中，在铁闪锌矿 、 

毒砂、黄铜矿等其它硫化物或硫盐矿物中偶有所见。 

3．2 银在矿物中的分配情况 

矿石中，银主要分布在方铅矿中，在铁闪锌矿 、 

毒砂等矿物中亦有少量分布(表 7)。 

表 7 单矿物化学分析结果表 ∞(Ag)／10一，∞B／％ 

分析 单位 ：湖南 省地 质矿 产局 测试 中心 ，1994。 

银物相分析结果表明，矿石 中类质同象银分布 

率为 9．87％ ，银矿物银为90．13％，其中游离银矿物 

(指散点和集合体分布的银矿物)银及自然银只占 

20％ ，显微包体银 占70．13％。而在显微包体银中， 

方铅矿包裹银占53．66％ ，其它硫化物包裹银仅 占 

l6．46％。可见银主要赋存在方铅矿中。 

据富银方铅矿物相分析结果，在方铅矿中，银矿 

物系列的银的分布率为 89．5％ ，类质同像银分布率 

为 10％ ，自然银分布率为 0．5％。 

以银黝铜矿为主，多呈显微包体出现于载银矿物中。 

方铅矿是银的最佳载体。 

4 银的分布规律 

4．1 矿床中银分布的不均匀性 

银在不同的矿体中或在矿体的不同部位 ，矿化 

强度有较大的差异。由隐伏岩体向外、向上 ，由近至 

远依次出现 sn zn zn Pb Ag_+Ag Pb zn_+Pb zn sb 

的元素组合分带和银含量 由弱到强再减弱的趋势。 

综上所述 ，矿石中银主要以银矿物的形式存在 ， 表 8反映了银元素在各矿体中的含量变化情况。 

表 8 各矿体 中样品银含量分级统计表 ∞(Ag)／10 I6 

测试 单位 ：湖南 省湘 南地质 勘 察院 ，1993。 

4．2 矿体中银的变化 

垂向上银主要富集在 980～1036 m标高 ，如 I 

矿脉在该段平均品位为 150×10一～200×10一，980 

m以下和 1036 m标高以上地段 Ag品位降低至 lO 

×10一。～130×10一。(图 2)。 

水平方向上银在矿区中部(03—17线)富集 ，如 

I一1矿体剖面平均品位多在 200×10-6以上，而在 

O3线以南和 l7线以北 Ag品位变贫(图 3)。 

4．3 银与铅锌、矿脉(体】厚度的关系 

银与铅关系密切 ，两者含量变化呈正相关关系 

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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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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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I矿脉垂 向品位 、厚度变化曲线 图 

(据湘南地质勘察院，1994，修编) 

03 05 07 o9 ll 15 13A 15 17 19线 

图 3 I—I矿体品位 、厚度纵向变化 曲线图 

(据湘南地质勘察 院，1994，修编) 

(图2、3)，相关 系数 0．92 ；银与锌相关关系不 明 

显矿脉(体 )厚度增大，总体上银含量升高 ，厚度减 

小 ，含量亦相应变低 。 

4．4 银与构造、蚀变的关系 

银矿富集在构造破碎带发育较宽大的部位 ，即 

弧形构造面较为发育且其内的构造透镜体也较为破 

碎的部位 J。银矿化与围岩蚀变关系密切 ，当多种 

蚀变(主要为硅化和绿泥石化 )叠加且蚀变强烈时， 

则易形成富矿体。 

5 结 论 

1)矿床中银主要以独立矿物存在 ，常见有银黝 

铜矿、黝锑银矿等 lO种银矿物 ，它们多呈显微包体 

被载银矿物包裹或在载银矿物晶隙间充填或散点分 

布。含银量最高的是脆银矿(含 Ag 67．67％)。银 

的载体矿物主要有方铅矿，次为铁闪锌矿 、黄铜矿、 

黄铁矿、毒砂等。 

2)矿床中主要组分为 Ag、Pb、zn，伴生有一定的 

cd、sb、s、cu、As、Au等。其 中 Ag与 Pb关 系密切 ， 

银一般在富铅矿体 中富集。当铅 含量较低 ，但富 

As、sb、cu等元素及蚀变种类复杂 ，强度高的地段， 

银亦相对富集 ，银和锌在含量变化上关 系不明显。 

伴生组分中，Ag与 cu、cd与 Zn关系密切 J。 

3)银矿化不均匀，在各矿体各矿石类型中品位 

变化较大。 

4)矿床中不同的部位(标 高)存在不 同的矿物 

组合 ，银矿物含量亦存在明显差异。靠近隐伏岩体 

约 60 m以内以锡矿石为主，银矿物含量甚微 ，距花 

岗岩体 60～300 m以银铅锌矿石和含银铅锌矿石为 

主 ，银矿物大量出现。距岩体 300 m以外 ，银矿化减 

弱 。 

5)银含量随硅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等蚀变程 

度的变化而变化，蚀变增强，银含量增高，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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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Ⅱ ，ER oCCI瓜 RENCE AND DIsTIUBUTIoN REGULATIoN IN THE NANFENG ，Ao 

AG DEPoSrr CHENZHoU ．HUNAN PRoV CE 

LIU You—xun，QIAO Yu—shen，LIU Ya—xin 

(Southern Hunan Institute ofMineral Resources and Geology Survey，Chertzhou 423OOO) 

Almlract：The Nanfeng~to Ag deposit is a hydrothermul fissure filling—metasomatism type deposit controlled by NNE—NE trend faults．Wallrocks ale 

Sinian low—grade metamorphic sandstone．Silver exists mainly in silver minerals．15 silver mi nerals have been found。10 of them ale COllMnon．Main sil— 

ver—minerals ale silver fablem，silver jamesonite．In addition，silver exists in Ag—bearing minerals in the form of isomorphous replacement．Main Ag— 

bearing mineral is群dena，and others include marmatite，chulco pyrite，pyrite an d arsenopyrite．Ag mineralization is concentrated  in central Ore area at 03 

to 17 sections an d 980 to 1036m leve1．Ag is rich in lead—rich orebodies．showing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lead． 

X|y_岫 ：̂ g occul"lt~llce，^g deposit，Nanfeng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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