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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近年来金石嶂银铅锌多金属矿床的综合研究和找矿成果，综合分析了矿床、矿体 

地质特征、矿石特征及其主要控矿要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物探成果总结本区的找矿预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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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嶂银铅锌多金属矿床位于赣南粤北交界处 

的广东省龙川县城北 69 km处，行政上隶属龙川县 

上坪镇管辖。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断续有小规模 

铁、锰及铅锌的开采。科研方面区内研究相对较少， 

林汉祯 分析了本区的混合岩化交代作用，提出该 

矿床是由区域变质作用后期的混合岩化作用所形成 

的；温开浩 则根据含矿层位和成矿物质来源，认 

为其类型为海底火山喷流沉积．混合岩化热液改造 

型银多金属矿床；赵菲菲 根据银铅锌矿矿化规律 

得出矿床总体为层控矿床特征，矿体分布受岩体接 

触带构造和断裂构造联合控制的结论；吴堑虹 等 

在分析研究矿床地质特征、矿化蚀变特征及硫同位 

素特征的基础上，提出该矿床是与白垩世钾长花岗 

岩浆热液活动密切相关的热液矿床，矿体定位主要 

与断裂和岩体接触带有关。 

从 2004年起，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及其 

所属公司开始在区内开展系统的银铅锌矿普 (详) 

查工作，对其成矿地质背景、矿化特征、控矿因素及 

矿床成因等有 了较深入的认识 。本研究就其控 

矿因素作重点介绍，并对下一步找矿方向作出预测。 

1 区域地质概况 

金石嶂矿区区域大地构造位置地处华南褶皱系 

加里东隆起区，河源深断裂带(北东)与贵东大断裂 

(东西)交接部南西侧，属于南岭成矿带。南岭成矿带 

内频繁的岩浆活动和广泛发育的以北东向、北西向及 

近东西向深断裂带为主形成的华南断裂网络，为成矿 

作用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形成了湘南粤北一系列大中 

型铅锌银多金属矿床。这些矿集区受深大断裂带控 

制十分明显，集中分布于深大断裂带附近或几组深大 

国土资源部地质调查评价专项(编号：资[2010]矿评 叭一17— 

18)。 

唐攀科(1979一)，男，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100012北京市 

朝阳区北苑路5号。 

断裂的交汇部位。金石嶂矿床即位于北东向恩平一 

邵武断裂带、东西向桂北断裂带和北西向揭西一湘乡 

断裂带交汇部位，处于前述3组断裂带交接部隆起区 

新丰一连平中新生代火山岩喷发带的北东部(麻布 

岗)上侏罗统陆相火山岩盆地北缘，具优越的成矿地 

质条件。本区经历了地槽一大陆边缘活动带发展演 

化阶段和相应的加里东一印支一燕山构造旋回，形成 

众多褶皱、断裂和火山机构。麻布岗盆地及周边火山 

岩、侵入岩发育，分布面积广，总体表现为多期次多旋 

回的侵入和喷发的特征，形成加里东基底构造层、海 

西一印支构造层以及燕山构造层。 

2 矿区地质概况 

2．1 典型矿床地质特征 

金石嶂银多金属矿床位于麻布岗中生代构造盆 

地北部的金石嶂次级构造盆地内，目前已有勘查工 

作中所揭露的矿(化)体赋存于次级构造盆地的北 

东部位。 

金石嶂银铅锌矿床分布于燕山晚期第 2阶段的 

似斑状花岗岩和花岗斑岩体与晚侏罗纪高基坪群火 

山岩之间，矿区出露最广泛的地层是震旦纪深变质 

岩系和上侏罗统火 山岩，分布面积约为全 区的 

50％，其余为侵入定位的印支一燕山期岩浆岩。 

上侏罗统高基坪群为一套中酸性火山一沉积建 

造，主要火山喷发记录为流纹斑岩、岩屑晶屑凝灰 

岩、集块岩夹火山角砾岩等。震旦系云开群中亚群 

为一套深变质岩系，分为下、中、上3个岩性段：其中 

中岩性段为矿区最主要赋矿层位，分3层。第 1层 

以中细粒混合钾长花岗岩、长英质条痕状混合岩、斜 

长黑云片麻岩为主，夹中基性熔岩、凝灰岩及蚀变 

岩，厚度 20～55 m；第 2层以方解石大理岩、硅质 

岩、碎粒．碎斑岩各类蚀变岩及长英质片麻岩为主， 

少量混合钾长花岗岩、安山岩、中基性火山熔岩、斜 

长黑云片麻岩夹铁锰矿层及多层银多金属矿层，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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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90～155 m；第 3层为细粒混合钾长花岗岩、斜长 

黑云片麻岩夹安山质熔结凝灰岩，厚度 30～55 m。 

银多金属矿体主要产于第 1层和第2层中。 

矿区基底褶皱为银矿坑一黄金坑背斜，受中生 

代多期次大规模火山喷发、花岗斑岩侵入和断裂的 

切割所破坏。目前已勘查揭露的矿化体处于银矿 

坑一黄金坑背斜的核部和两翼虚脱部位的震旦系云 

开群碳酸盐建造层中。其中金石嶂矿床主要位于该 

背斜的北东翼，而背斜的南西翼大部分被侏罗系火 

山岩所覆盖，仅在南侧的银矿坑区有所出露，并见有 

铅锌银矿体。 

矿区内断裂构造较为发育，分东西、北东和北西 

走向3组。前 2组为压扭性断裂，后者则显示张扭 

性 。 

矿区出露的岩浆岩主要是燕山晚期花岗斑一细 

岩、中粒似斑状钾长花岗岩和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 

印支晚期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和石英二长岩。 

矿区围岩蚀变种类较多，且相互重叠，与矿化较 

为密切的近矿围岩蚀变主要为硅化和矽卡岩化，此 

外广泛发育黄铁矿化、绿泥石化、钾化等。 

2．2 主要矿体特征 

金石嶂矿区共探获银多金属矿体 15条，其中6 

条出露地表，9条为隐伏矿体，形成南北 2个亚带， 

总体呈北西向带状展布。主要矿体有 10．1 一10． 

3 、V1-2 、V4 、V2 、11 、13 。 

(1)10—1 ～10．3 矿体群。矿体群产于大理岩 

上下盘的蚀变岩中，主要含矿岩石为硅灰石岩、透辉 

石一硅灰石岩、次生石英岩、蚀变钾长混合花岗岩以 

及碎裂碎斑岩。矿体呈似层状产出，走向北西 314。 
～ 330。，倾向北东，倾角28。～40。。 

10—1 矿体是 3条矿体中最长的一条，控制长 

360 m，水平厚 5．65～18．06 m，平均品位银 171× 

10～，铅0．65％，锌 0．99％，铜 0．32％；10-2 矿体长 

240 m，水平厚 3．5～25．97 m，平均品位银 168× 

10～，铅0．87％，锌 1．16％，铜 0．24％；10—3 矿体长 

200 m，水平厚 11．07—27．85 na，平均品位银 148× 

10～，铅0．76％，锌 1．01％，铜 0．24％。 

(2)V -2 矿体位于矿区中部 17～24线石灰窿 

地段，呈似层状、透镜状产于方解石大理岩和安山玢 

岩上下盘的蚀变岩中。断续延长 240 m，总体走向 

330。，倾 向北东，倾 角 45。。地表 出露 宽 4．6～ 

68．2 m，矿体平均垂厚 12．04 m，平均品位银 80× 

10。。。，铅 1．77％，锌 1．47％，铜0．13％。 

(3)V 矿体呈似层状产于安山质熔岩上下盘的 

蚀变岩中，含矿岩石主要是矽卡岩化大理岩、硅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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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以及石榴石一透辉石岩。矿体产状变化较大，l4 

线以南，矿体走向北东 55。，倾向南东，倾角 12。；14 

线以北，矿体走向 320。一340。，倾 向北东，倾角 20。 
～ 25。；走向延长大于 440 m，矿体 垂厚 3．43～ 

9．15 m，平均6．25 m，矿石银品位(26～66)×10一， 

铅 1．07％ ～4．01％ ，锌 0．76％ ～7．86％。 

2．3 矿石特征 

金石嶂银多金属矿床矿石类型主要以银为主， 

伴生铅锌铜的硫化物型矿石，矿体氧化带不发育。 

矿石结构主要为自形一半自形粒状结构、交代残余结 

构、乳浊状结构。矿石构造有浸染状构造、细脉浸染 

状构造、条带状构造及少数块状构造。金属矿物有 

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黄铜矿、银矿物，次为斑铜 

矿、黝铜矿、辉铜矿，硬锰矿、赤铁矿、镜铁矿、辉钼 

矿；次生矿物有孔雀石、蓝铜矿、软锰矿等。脉石矿 

物有石英、钾长石、斜长石、方解石、硅灰石、透闪石， 

透辉石、绿帘石、石榴石、矽线石、黑云母、萤石。矿 

石中银主要以独立的银矿物产出，已发现的有辉银 

矿、银黝铜矿、自然银，少量深红银矿、淡红银矿，其 

中以辉银矿为主，银黝铜矿和 自然银矿次之，其他银 

矿物少量。它们常独立存在或与方铅矿、黄铜矿等 

连生，也呈细小包体包于其他金属矿物内部。 

3 控矿因素分析 

3．1 岩性因素 

以往研究认为震旦系云开群中亚群中段地层的 

碳酸盐岩是本区的主要控矿岩体。通过最近几年的 

工作，发现金石嶂矿床银铅锌矿体主要产于震旦系 

云开群深变质岩夹大理岩、蚀变安山玢岩脉的上下 

盘以及混合钾长花岗岩断裂破碎带中，矿体不但与 

震旦系云开群中亚群中段的碳酸盐岩(矽卡岩)有 

密切空间关系，也与安山玢岩紧密相关，同时也观察 

到相当部分的硅灰石矽卡岩中不存在矿化，进而初 

步得出控矿岩性不只限于碳酸盐岩的认识。 

通过对947个不同岩性样品(安山玢岩样品223 

个、矽卡岩样品 129个、混合花岗岩样品 180个、混合 

岩样品86个)的品位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见表 1。从 

不同岩性中成矿元素的含量分布看，安山玢岩、矽卡 

岩中的成矿元素含量远高于混合花岗岩、混合岩；由 

成矿元素含量的标准差系数可知安山玢岩、矽卡岩中 

成矿元素的含量离散程度小于混合花岗岩、混合岩， 

说明矽卡岩和安山玢岩与成矿的关系较混合岩类密 

切；混合岩中也存在 Ag、Ph、zn含量较高的样品，但 

其标准差相对较高，同时该类样品均采 自断裂破碎 

带，说明混合岩类的矿化为局部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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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研究认为，矿体除受控于硅灰石矽卡岩外 ， 

还与安山玢岩、断层构造蚀变岩密切相关。而矿区 

广泛出露的混合岩及混合花岗岩总体含矿性较差， 

尽管局部有裂隙带分布或与安山玢岩接触带附近的 

地段成矿元素含量增高，但远离接触带的混合岩及 

混合花岗岩的成矿元素含量迅速降低，如平硐715 

中所取的样品数据显示，从靠近接触带的样品 H247 

到远离接触带的样品 H245，Ag、Pb、Zn含量分别 由 

86．2×10～、0．58％、0．58％ 变 为 29．4×10一、 

0．12％、0．16％。因此混合岩及混合花岗岩不是本 

区主要的赋矿岩性。 

3．2 构造因素 

金石嶂矿床除与上述岩性因素密切相关外 ，构 

造控矿亦十分明显。矿体主要受北西向的褶皱以及 

北西向、北东向、东西向断裂控制，同时，次级裂隙也 

是重要的容矿构造。 

3．2．1 褶皱构造 

目前金石嶂矿床已揭露的矿化体主要处于银矿 

坑一黄金坑北西向背斜核部和两翼虚脱部位的震旦 

系云开群碳酸盐建造层中。该背斜中部背斜轴出露 

完整，两端被侏罗系火山岩所覆盖，总体走向北西 

向，向南东向倾伏。背斜轴在南段为北西向，中间部 

分为北北西向，北段又转为北西向，平面上呈反 S 

形。背斜轴部及东翼波状起伏 ，东翼大部分被侏罗 

系火山岩覆盖或被侵入岩侵入。金石嶂矿区主要位 

于该背斜的中部东翼。背斜南北两端及隐伏的西翼 

地段以往基本未投入过勘查工程。其深部隐伏的震 

旦系变质岩系地层在构造叠加和热液作用下可以形 

成优越的银多金属矿就位条件，有望出现与金石嶂 

银多金属矿毗邻的又一勘查基地。 

3．2．2 断裂及裂隙构造 

本区的北西向断裂为多期活动断裂 ，控矿特征 

明显 ，规模大，延伸远，基本贯穿全区。它们与矿化 

关系密切，控制矿体的走向，是矿区的主构造。也有 

少数矿体受北东向断裂控制。 

矿区的控矿断裂主要显示为破碎带，为张性或 

张剪性 ，破碎带的主干断裂面不发育，但发育后期叠 

加的次级断裂。破碎带岩石破裂，碎块间发生大小 

不等的位移，形成棱角到次棱角角砾，并被硫化物胶 

结；矿化主要沿破碎带或破碎带内的叠加断裂或裂 

隙分布，形成不规则脉状或透镜状矿体。当含矿的 

断层穿切大理岩时，断层内发育塑性变形的大理岩 

和硫化物角砾，其边缘为不规则状，角砾为热液碳酸 

盐矿物或大理岩碎粒、碎粉胶结。 

安山玢岩脉可能是矿区断裂的另一种表现形 

式。矿区普遍发育安山玢岩，主要呈脉状或似层状 

产出，其围岩有混合岩、混合花岗岩、大理岩，与围岩 

呈侵入或断层接触关系。安山玢岩中成矿元素的富 

集特征较为明显，有些安山玢岩 自身就发生了硅化 

褪色蚀变，并成为矿体。对矿区2O个安山玢岩出露 

点产状实测结果统计表明，安山玢岩的走向无例外 

地呈北西向，倾向既有北东向也有南西，显示了共轭 

关系；另外安山玢岩既可以与混合花岗岩接触、也可 

以与矽卡岩接触，因而认为安山玢岩应是沿裂隙侵 

入的脉体，它们所处的地带可以认为是矿区断裂的 

代表。 

矿区还发育微裂隙构造，硫化物沿之分布，形成 

硫化物线或细脉；820平硐的矿石显示混合钾长花 

岗岩中发育不连续微裂隙，沿之有硅化褪色，并有不 

连续的黄铜矿分布，局部有星点浸染状黄铜矿分布； 

花岗斑岩的局部裂隙内有黄铜矿充填，形成线脉状 

构造，或是裂隙成组出现，沿裂隙出现绿帘石化和钾 

化等蚀变。有的地段岩石中发育不规则或网状裂隙 

系统，沿裂隙发生硅化，形成网脉状蚀变。 

矿区容矿空间主要为小型断裂和裂隙，矿化和 

蚀变沿小型断裂和裂隙分布特征说明成矿机制为热 

液充填；安山玢岩走向为北西，其本身也是矿体的特 

点也说明北西向断裂控矿的重要作用。 

3．3 岩体因素 

区内岩浆活动除大面积出露的侏罗系火山碎屑 

岩、火山熔岩外，岩浆岩主要是燕山期的侵人体和燕 

山期之前侵入的安山玢岩脉。二者均对区内银铅锌 

多金属成矿起着重要作用 。 

区内分布的燕山期侵入岩有燕山早期第3阶段 

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燕山晚期第 1阶段似斑状钾 

长花岗岩和燕山晚期第 2阶段花岗斑岩。多期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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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表现出北西向和南东向的3个凹陷相间排列组 

合特征，由北西向南东分别为金石嶂凹部、出米石凹 

部、野猪坳凹部，每个凹部内可分出数个次级凹部。 

凹部收敛端的岩体埋深较浅，因此矿化埋深较浅，而 

发散端矿化埋深应该较大；金石嶂凹部出露震旦纪 

的大理岩、混合岩、混合钾长花岗岩；出米石和野猪 

坳的凹部出露的是晚侏罗世地层，显示北西端抬升 

或剥蚀强度大于南东端的特点，因此认为从北西端 

向南东端矿体埋深逐渐加大。 

已有化探成果显示，岩体凹部均存在化探综合 

异常，3个凹部的化探异常形成一个与岩体边界走 

向大致一致的北西走向化探异常带。其中野猪坳凹 

岩体凹部开口向南西方向，该凹部的南侧分布一个 

化探异常区，其北侧分布另一个化探异常，二者走向 

均为北东向，与岩体与侏罗纪高基坪群地层接触带 

方向一致，而北侧部位的化探异常强度更高，并有多 

金属矿化现象出现。 

由于野猪坳具有岩体凹部、剥蚀程度浅、化探异 

常强度大，综合各种因素，认为该处特别是其：tLf~4接 

触带是成矿有利地段，将其划为成矿远景区，作为下 

步重点工作区。 

5 结 论 
从岩性、构造以及岩浆作用等方面分析了金石 

嶂矿床的控矿因素，并据此给出找矿预测区和远景 

区。但需要说明的是，成矿是一个及其复杂的过程， 

而金石嶂银铅锌多金属矿床又具有成矿物质多来 

源、成矿多阶段和多成因的特点，因此，单一的控矿 

因素并不一定形成较好的成矿作用，多组构造交汇、 

在岩体凹部处与碳酸盐岩地层叠加，才有可能形成 

富厚的矿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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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在线 · 

工信部印发《稀土指令性生产计划管理暂行办法》 

2012年 6月28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稀 

土指令性生产计划管理暂行办法》(简称《暂行办 

法》)日前已经印发。《暂行办法》将禁止无计划企 

业从事稀土生产，并配合国土、环保、工商、税务、安 

监等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暂行办法》明确，稀土指令性生产计划(以下 

简称计划)管理的稀土产品，包括稀土矿山和冶炼 

分离企业生产、销售的稀土矿产品和冶炼分离产品， 

以及利用国外进口的稀土矿产品和从稀土废旧物品 

中提取生产的稀土产品。 

根据《暂行办法》，工信部将根据国内外市场需 

求和本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提出下一年度稀土开采、 

生产和出口计划，报国务院批准后 ，牵头做好指令性 

生产计划的组织实施工作。实施工作包括：计划的 

编制、下达、监督和管理。 

《暂行办法》要求，地方企业应于每月5日前向 

所在地省级工业主管部门报送上月计划执行情况 

表。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和中央企业汇总企业情况 

后，应于每月 10日前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对超计划生产的企业，由省级工业主管部门依 

法责令其停止计划管理产品的生产，并对企业进行 

警告，核减下年度计划。 

业内人士认为，以上措施将有效地避免超标生 

产的问题，有效保护稀土资源。 

《暂行办法》提出，企业未获得计划指标，不得 

从事稀土矿产品和稀土冶炼分离产品的生产。 

省级工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无计划生产企业的 

清理，坚决依法关闭违法违规企业，禁止无计划企业 

从事稀土生产，并配合国土、环保、工商、税务、安监 

等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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