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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东部太古宙绿岩带中的

T a i v a lj a r v i A g 一Z n 矿床

1 区城地质
T aiv

a l知M A r zn 矿床产于芬兰东部太古宙绿岩带南部的 TI Pa sj a
rvi 绿岩带中

.

该

绿岩带主要为铁镁质
、

超铁钱质和长英质火山岩
,

次为变质沉积岩等
,

四个岩组组成
.

最

下部 K o i v 习 rL o ak i组主要由变质凝灰岩组成
,

筱于英云闪长岩一奥长花岗岩一花岗岩塞底之

上
,

A --g uZ 矿床就产于该组
.

其上为 v u o

irn ie m i组
,

由拉斑玄武岩
、

变质凝灰岩
、

铁

层
、

黑色页岩和变质铁镁质报灰岩组成
,

在最厚的熔岩层中可见辉长岩核
,

该组产有黄铁

矿矿床 ; 该组上部的 K al il o 组岩性为科马提岩 ; 最上部的 K o kk o 力比。 . 1组主要由云母片

岩组成
。

T ia v a laj Vr i绿岩带经历了三次形变
,

第一次发生于 D 3时期
,

形成了上部岩层近直立

的紧密同斜褚皱 ; 第二次发生于 D 4 ,

表现为叠加变形的特点
,

同时岩石发生高级角闪岩

相变质 ; 第三次发生于 D ,
,

形成开阔的对称褶皱和断裂构造
,

并有粗玄岩墙侵人
`

2 矿床地质特征
A --g zn 矿体倾向 s E

,

倾角 “
。 ,

矿体多呈透镜状
、

层状
,

其底板岩系为弱矿化的

变质流纹岩
,

顶板岩系为斑状石英一绢云母岩
.

由下至上共有 D
、

C
、

B
、

A 四个矿体
.

D 矿体以钙一硅质条带为特征
,

矿石矿物主要为闪锌矿
、

磁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和黄铁矿
,

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
、

碳酸盐
、

透闪石
、

石榴 右 和黑云母
.

局部见有与玉做

状石英相伴生的块状硫化物层
.

矿石品位分别为 C u 0
.

11 %
、

zn 1
.

8%
、

P b 0
.

55 %
、

勺 13 9 9 / t
、

A u .0 379 / t
.

富铜矿段含脉状自然银
,

矿石里为 0 2 万吨
.

C 矿体由薄层状硫化物组成
,

矿石品位为 zn 0
.

86 %
、

P b 0
.

35%
、

A g 13 59 / t
、

uA .0 7 9 / t
,

C u 含盘仅有 300 p p m
.

矿石盘为 0
.

15 百万吨
.

B 矿体围岩为含大 t 石英一碳酸盐脉 (20 %一30 % ) 的条带状石英一绢云母片岩
.

闪

锌矿和方铅矿呈条带状或浸染状分布
,

并与黄铁矿和磁黄铁矿共生于石英一铁白云石脉

中
,

矿石 品位为 nZ 1
.

6%
、

P b .0 7%
、

A g 1 57 9八
、

A u .0 49 八
、

c u 2 50 9八
,

矿石 t

为 1
.

6 百万吨
.

A 矿体呈带状产出
,

总体上富 gA 贫 nZ
、

bP ;
`

品位为 劝 。
.

85 %
、

一

bP .0 45 %
、

gA 1709 八
、

uA .0 329 八
.

矿体中含有大盘的石英脉和铁白云石脉
,

矿石盆为 1
.

5 百万吨
.

矿石矿物主要为瑞锑银矿
、

锑银矿
、

砷红银矿
、

自然银
、

银金矿
、

闪锌矿
、

方铅矿和

黄铜矿
,

其次为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毒砂
、

方黄铜矿
、

铜蓝
、

螺状硫银矿
、

辉锑银矿
、

柱

硫锑铅银矿等
.

硫化物的粒度通常为 0
.

1
. 一0

.

, m m
,

含银矿物为 o .0 1we o
.

l m m
.

矿物中硫

化物含t 为 5%一 8%
,

其中 50 % 为黄铁矿和磁黄铁矿
.

闪锌矿粒度为 0 .0 5 ee
.

0
.

m3 m
,

主要与铁硫化物和少盆方铅矿呈条带状产出
,

在石英一铁白

云石脉中与方铅矿和其他矿物共生
.

瑞锑银矿是 T幻va laj 币 矿床中常见的银矿物
,

与方铅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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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赋存于浸染状矿石中 ; 或与方铅矿
、

锑银矿共生赋存于石英 -铁白云石脉中
,

该矿物的含

银量变化在 20 %一 .50 % 间
.

锑银矿是最重要的 A g 的载体矿物
,

常与黝锑银矿共生
,

通常产

于石英一铁白云石脉中
,

与方铅矿
、

黝锑银矿
、

黄铜矿和自然锑共生呈团块状或呈铁白云石的

包裹体出现
,

其粒径为 .0 01 一心
.

1

~
.

砷红银矿呈薄层附着在方铅矿-铁白云石一石英脉的破

碎面上或呈方铅矿的包裹体沿方铅矿粒间产出
.

自然银及其与 A u
、

sb 的金属互化物常与方

铅矿及其它银矿物共生
,

有的充填于其它矿物的裂隙中
,

或以细粒粉尘状赋存于碳酸盐中
,

粒径为 .0 01 一习
.

0细m
.

在岩心中发现有两条宽 1一佗m m 自然银脉充填于张裂隙中
.

方铅矿和

黄铜矿是常见的伴生矿石矿物
,

在矿石中分布广泛
.

3 含矿岩系地球化学特征

在矿体上部 80一 9肠m 处
,

见有一蓝晶石一石英标志层
,

厚度为 5一 2 5m
,

以其为界可

将 k io v a m ak i 组含矿岩系分为下
、

上两个地球化学单元
.

从岩石化学成分表明
,

上部单

元为变质火山岩
,

其原岩为安山质一英安质成分
,

下部单元则为流纹岩层
.

热液蚀变
,

自

下至上由强变弱
,

上部岩系只有部分层位蚀变
,

最下部为钾化
,

向上为绿泥石化和绢云母

化
,

至上部为泥化或酸性淋滤蚀变带
.

上述二个单元中的变质长英质岩石
,

其中下部单元

M g o
、

U
、

T h 含量略高
,

A 12 o 3 、

N a Zo
、

T i o Z、

p Zo s 、

e o
、

e r 、

s r 、

v
、

s e
、

L i
、

e s
、

Y 含量低
.

两者稀土总量没有明显差异
,

上部较下部轻重稀土元素分异明显
。

4 矿床成因

该矿床为多层状矿体组成的层状矿床
.

矿体以硫化物及其他矿石矿物呈顺层条带及沿

裂隙充填为特征
,

显示出层控的特点
.

矿化发生于与几次火山爆发伴随的热液活动期
.

矿

床矿体呈层状并与火山碎屑岩有关
,

矿床类型
,

应为块状硫化物矿床
,

但没有块状矿石
.

以下几种特征表明
,

该矿床应属与地热系统有关的浅成低温热液矿床
,

例如缺少铁的硫化

物
、

浸染状及薄层一脉状矿石构造
、

大量的脉石矿物为碳酸盐
,

蚀变的垂向分带下部为钾

化
,

向上为绿泥石及绢云母化
,

最上部为全泥化或酸性淋滤蚀变带等
.

另外
,

虽然银的最

高值出现于最上部的 A 矿体
,

铜的最高值出现于最下部的 D 矿体
,

但矿体中的贱金属及

贵金属 (A u
、

P b
、

z n) 以及围岩中的主要元素 ( lA
、

M g ) 及微量元素 ( B 等 ) 的垂直

分带既不象典型的块状硫化物矿床的多金属分带那么规则
,

也不同于浅成低温热液矿床的

标准剖面
,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区域变质和变形作用而破坏了蚀变带
、

围岩构造及矿物学特

征
,

因此难以确定其矿床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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