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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耿庄金矿床金属硫化物共生体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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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硫化物在热液矿床中的分布非常普遍，其标型特征研究一直以来备受重视，它们与矿床形成条件

密切相关，具有成因指示意义。前人对不同矿床类型的矿体中各种金属硫化物的共生关系进行研究，认为

共生体中矿物生成顺序对形成时的物理化学环境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 

山西耿庄金矿床是一个以金为主，伴有银、铅和锌的多金属矿床，产于燕山期隐爆角砾岩体内，属于

浅成、中—低温热液型金矿床。其中毒砂、黄铁矿、黄铜矿、闪锌矿及方铅矿是本矿区的主要金属硫化物，

这些矿物发育的共生体较为常见，对其进行研究，可深化对矿床成因的认识。 

本文在宏观地质条件观察的基础上，采集耿庄金矿床内矿石标本，通过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和电子

探针等手段观测研究了该区矿物的特征及组合关系，并对各种矿物共生结构进行了系统观测。观察结果显

示：黄铁矿的自形晶少见，常呈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部分被闪锌矿、黄铜矿交代形成骸晶结构和残余

结构。黄铁矿、黄铜矿和毒砂中均可见零星分布的闪锌矿。黄铁矿中闪锌矿呈雪花状、十字形和其他不规

则形状，分布于矿物颗粒边缘或内部，一般大小为 5~20 μm，排列无明显规律。黄铜矿中闪锌矿主要为星

状、乳滴状结构，亦可见少量不规则状。其中，星状闪锌矿粒径较大者可达 20 μm，较小的仅有 2 μm，大

多数不规则排列，少量呈定向排列。乳滴状闪锌矿粒径 1~15 μm不等。毒砂中的闪锌矿多呈不规则乳滴状，

少量呈四角星状，数量极多，但粒径偏小，介于 2~4 μm。 

研究发现该矿床硫化物的形成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为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形成阶段，晚期为毒砂-黄

铜矿-闪锌矿形成阶段。根据 Marignac 过饱和重结晶理论，分析耿庄硫化物共生体的成因。晚期富铜流体

叠加稍早的方铅矿、闪锌矿，发生接触位置 Zn的活化，成为富 Zn的含矿热液，随着热液运移，交代自形

的黄铁矿及毒砂，由于成矿过程温度、压力的变化，使 Zn 局部过饱和，逐渐在黄铁矿、毒砂、黄铜矿中

结晶出闪锌矿共生体，由于沉积速率、温度、压力等因素的变化形成不同形态。 

综上所述，耿庄金属硫化物的共生现象，记录了该区成矿热液的演化过程，对判断矿物生成顺序和揭

示成矿作用过程具有重要指示意义，对于研究其他硫化物矿床中普遍存在硫化物共生结构，有一定的启发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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