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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饶家山地区紧邻金溪县城以东, 二十世纪 70年代初,有关单位在该区开展过大量的地质找矿及科研工作,并未

发现成型的工业矿体,但积累了大量地质成果。近两年通过对资料的二次开发 、验证, 在该区发现有较好的银铅锌

矿化。笔者在总结前人成果资料的基础上,从成矿地质背景 、矿化特征入手,结合堆积始于唐朝的大量古炉渣分析,

表明本区具备形成大型银多金属矿的成矿条件,具有较大的找矿远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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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家山地区地处赣中武功山东西向构造带与武

夷山隆起带的交汇部, 武夷山贵多金属成矿带的中

段,区内断裂构造发育,岩浆活动强烈, 化探异常显

示较好,银多金属矿化普遍,分布有众多的古窿道和

大量的古炉渣堆积,找矿前景优越。

1　成矿地质背景

饶家山地区位于赣中武功山东西向构造带与北

武夷山隆起带的交汇部位,广丰-萍乡深大断裂的南

侧,鹰潭-广昌大断裂的北西侧, 武夷山贵多金属成

矿带的中段,金溪混合岩田的内缘
[ 1]

。区内地层主

要是震旦系上施组变质岩系,构造以断裂为主,岩浆

活动强烈,大面积出露加里东期斜长花岗岩,燕山期

岩浆岩主要以岩株 、岩瘤和岩脉分布 (图 1) 。

1.1　地层

区内地层主要为下震旦统上施组 ( Z1 sh)和第四

系沉积物 ( Q) 。

上施组由一套中深变质的区域变质岩和混合岩

类组成 。主要有黑云斜长片麻岩 、黑云石英片岩 、矽

线黑云石英片岩 、绿帘角闪变粒岩 、石榴黑云斜长变

粒岩 、混合片麻岩等。岩石混合岩化程度较强,部分

被混合花岗岩取代而成为金溪岩体的一部分, 混合

岩化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减弱 。地层中含 Ag、Zn较

高,并经混合岩化成矿元素趋于富集 (表 1) 。

1.2　构造

本区构造呈现以断裂为主的显著特点, 主要断

裂有 NE、NW和近 EW向三组 。

1.北东向断裂

该断裂分布于本区南东部, 为区域性主干断裂

沙坊源断裂的组成部分,为区域主要控岩控矿构造。

断裂带长 80km,宽 10 ～ 150m,总体走向为 NE, 局部

为 NNE,倾向 NW, 倾角为 50°～ 70°, 由一系列近于

平行的断裂或劈理带组成,沿断裂发育有构造岩 、硅

化蚀变岩,劈理化带和糜棱岩化带, 显示压扭性, 影

响宽度较大,区域上沿着该断裂带及其旁侧常充填

燕山期岩浆岩 (岩墙 、岩脉 ), 断裂带矿化蚀变较普

遍,分布着乌街铅锌银矿点 (构造蚀变岩型 ) 、符竹

铜金矿点 (韧性剪切,带型 ) 、乌源岭金矿点 (构造蚀

变岩型 ) 、石坑金 、重晶石矿点 (构造蚀变岩型 )等多

个贵多金属矿 (化 )点 。

2.北西向断裂

北西向断裂为该区的主要断裂, 走向为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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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江西省饶家山异常区区域地质图

1.第四系;2.下震旦统上施组二段;3.下震旦统上施组第一段;4.燕山晚期花岗斑岩;5.加里东中期黑云斜长花岗岩;6.均质-阴影状混合岩;

7.条带状混合岩;8.混合岩;9.花岗斑岩脉;10.逆断层及产状;11.正断层及产状;12.推测断层;13.实测地质界线;14.混合岩化界线;15.片

理倾向及倾角;16.矿区范围

Fig.1　RegionalgeologicalmapoftheRaojiashanregion

1 =Quaternary;2 =secondmemberoftheLowerSinianShangshiFormation;3 =firstmemberoftheLowerSinianShangshi

Formation;4 =LateYanshaniangraniteporphyry;5 =middleCaledonianbiotiteplagiogranite;6 =isotropic-ghostmigmatite;

7 =bandedmigmatite;8 =migmatite;9 =graniteporphyryveins;10 =thrustfault;11 =normalfault;12 =inferredfault;13 =

measuredgeologicalboundary;14 =migmatizationboundary;15 =dipdirectionanddipangleofschistosity;16=miningdistrict

表 1　上施组及主要岩性微量元素含量 (wB/10 -6 )

Table1　Traceelementcontentsinmainrocksfrom theLowerSinianShangshiFormation(wB/10 -6 )

名 称 样品数 Cu Pb Zn Ag Mo W Co Mn 备注

Z1sh 130 42 17 300 0.20 0.9 1.5 19 600

片岩类 57 43 45 82 0.20 3.8 / 21 /

片麻岩类 58 50 26 72 0.30 1.6 / 20 /

混合岩类 110 128 62 145 0.21 1.8 / 20.5 /

维氏丰度值 57 20 80 0.10 2.0 2.0 2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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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倾向 SW,局部 SSW,倾角为 35°～ 70°,沿走向 、

倾向均呈舒缓波状,延长几百米至2km多,宽 1 ～ 20m

不等。北部 (宝山 )以破碎带, 硅化角砾岩为主要特

点,见镜面及斜向擦痕,黄铁矿 、褐铁矿 、方铅矿化发

育 。南部 (冷水坑 )以硅化 、劈理化 、碎裂岩化为特

点 。 NW向断裂具有多次活动,早期表现为张扭性,

角砾岩发育,充填其间的石英脉,脉岩多呈锯齿状形

态;晚期显压扭性,糜棱岩化,碎裂岩化,硅质脉呈塑

性变形等特征。断裂带矿化蚀变较强, 常充填银多

金属矿体或矿化体, 是区内的最重要的容矿构造 。

规模较大的有 F1和 F2。

F1分布于区内的中部,走向 NW,倾向 SE, 倾角

为 40°～ 60°,延长近 2km, 宽 1 ～ 20m, 主要由硅化角

砾岩, 碎裂岩,糜棱岩化构成。断面呈舒缓波状,界

面较清楚,延伸稳定, 具硅化 、褐铁矿化 、黄铁矿化 、

绿泥石化 、绢云母化 、碳酸盐化等多种蚀变, 银铅锌

矿化较强, 1号矿带赋存其中 。

F2分布于 F1的南西侧,两者大致平行展布,纵

贯全区,长大于 2km,宽 1 ～ 20m, 主要由硅化构造角

砾岩 、碎裂岩 、劈理化带等组成 。南东段充填闪长玢

岩脉,以铜矿化为主;北西段为花岗斑岩脉, 以银铅

锌矿化为主 。蚀变主要有硅化 、黄铁矿化 、绿泥石化

和绢云母化等。

3.近东西向构造

该断层主要分布于熊家山 、宝山地区, 走向为

80°～ 100°,倾向南,倾角为 50°～ 80°, 延伸几百至几

千米, 界面呈舒缓波状,延伸较稳定, 具分枝复合 、膨

大缩小现象 。断裂多被花岗斑岩等脉岩充填,而表

现为成群成带的花岗岩脉体。花岗斑岩脉切割了北

西向断裂 ( F1 ) 。在 4线采石场花岗斑岩中见块状

方铅矿 、闪锌矿赋存在 NW向断裂中 ( F1 ), 可见近

东西向构造初始晚于北西向构造, 北西向构造可能

终于近东西向构造之后。

1.3　岩浆岩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 广泛分布有加里东期斜长

花岗岩,燕山期花岗斑岩, 闪长玢岩等岩脉 。

1.斜长花岗岩 ( γO
2
3 )

该岩体属于金溪岩体的一部分,为加里东期原

地至半原地重熔交代成因,处于岩体接触带上,大面

积分布有斜长花岗岩 。岩石呈灰白色,局部呈浅肉

红色,中细粒-中粗粒变晶结构, 块状构造, 主要由斜

长石 ( 58%) 、钾长石 ( 10%) 、石英 ( 25%) 、黑云母

( 6%)及少量的白云母组成 。岩石具高岭土化 、绢

云母化 、钾长石化等蚀变。形成该岩体重熔交代过

程中,萃取了震旦纪地层中的矿质,成矿元素得到初

始富集,因此, 岩石富含 Ag、Pb、Zn、Sn等元素, 为成

矿奠定了物质基础 (表 2) 。

2.花岗斑岩 ( γπ
2
5 )

花岗斑岩主要分布在熊家山 、宝山一带,主要受

近 EW向断裂控制,次为 NW向断裂控制, 成群 /成

带呈脉状产出,具分枝复合特征,少数呈岩瘤 。脉长

数百米至几千米, 宽数米至几十米, 接触界线清楚,

边部具流动构造和冷凝边现象;岩石呈肉红色 、灰白

色,具斑状 、流纹状 、球粒状等结构, 块状构造, 斑晶

以石英为主 ( 5 ～ 10%) , 少量长石 、黑云母, 基质为

隐晶质。具硅化 、绢云母化 、高岭土化 、黄铁矿化等

蚀变 。区内燕山期岩浆强烈活动,为成矿提供了丰

富的热源 、热液和矿质, 岩石中含 Cu、Pb、Zn、Ag、As

等元素较高, 尤其是 Ag、As高出维氏值的几十倍

(表 2), 局部地段花岗斑岩铜铅锌矿化较强,显示出

花岗斑岩的侵位伴随着有成矿作用 。

3.闪长玢岩

闪长玢岩主要分布在区内南部,受北西向断裂

控制,呈脉状分布,长几十米至数千米,宽 1m至几十

米不等。界线清楚,岩石呈深灰绿色, 斑状结构, 块

状构造,斑晶主要由石英 ( 10%) ,斜长石 ( 8%)和少

量黑云母组成,基质为隐晶质,主要成分为石英 、长

石和云母 。铜矿化关系密切, 铜矿体常见分布在脉

的两侧。

2　矿化地质特征

饶家山地区大面积堆放着古炉渣 , 化探异常

表 2　花岗斑岩微量元素含量 (wB/10 -6 )

Table2　Traceelementcontentsingraniteporphyry(w
B

/10-6 )

岩体名称 岩性名称 样品个数 Cu Pb Zn Ag W Sn Mo Bi Mn Co Ni As Ba

金溪岩体 斜长花岗岩 147 101 71 130 0.3 4 16 1.1 10 322 21 23 51 500

花岗斑岩 88 97 38 100 0.4 11 10 1.4 15 330 20 20 50 500

酸性岩维氏丰度值 20 20 60 0.05 1.5 3 1 0.01 600 5 8 1.5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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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较好, 矿化种类多, 有 Ag、 Pb、 Zn、Cu、 Mo等,

分布面积广,具有一定的分带性, Ag、 Pb、Zn构成矿

化体, 其它矿化连续性差。

2.1　古炉渣特征

据金溪县志记载 “在县城东附近的白马坞产

银, 从唐敬宗保历二年 (公元 826年 )有采矿活

动 ”
[ 2]

。现在老城东门,即饶家山地区北部的山坡 、

道路 、房前屋后到处可见堆放的古炉渣 。据调查老

县城西门至北门约 2km的街道全是由古炉渣垫铺

的。古炉渣呈层状堆积, 中间夹有两层 1 ～ 2m的黄

土或坡积物, 说明古代采矿活动间歇过两次以上 。

古炉渣呈灰黑色 、褐黑色 、青褐色, 当地人称 “铁

屎”, 以铁质为主,次为玻璃质, 据取样分析, 含 Ag、

Pb、Zn、Cu等较高 (表 3), 特别是银最高达 100×

10
-6
以上 。在古炉渣分布以北, 沿 F1分布有数十个

古窿道, 古窿道附近的废石堆取样分析 Ag、 Pb、Zn

含量也较高,个别样达到工业要求,说明该区是以采

银为主的伴有铅锌矿的古采冶区。

表 3　古炉渣及废石堆的品位 ( wB/% )

Table3　Oregradesoftheancientslagandspoildeposits(wB/% )

名称
Cu Pb Zn Ag/10-6 Au/10-6

最高 平均 最高 平均 最高 平均 最高 平均 —

古炉渣 0.15 0.12 0.66 0.28 1.39 1.21 111.08 26.7 0.01

废石堆 0.09 0.05 1.56 0.16 3.07 0.65 — — —

2.2　土壤化探异常特征

区内为 Ag、Pb、Zn、Cu、Mo、As、Sn综合异常区,

面积约 25km
2
, 南部异常近 SN,向北转向 NW。 Cu、

Pb异常分布较广, Mo异常主要分布在南部冷水坑

一带, Ag、Pb、As、Sn异常主要分布在北部宝山一带 。

南部异常较低缓, 重叠性, 浓集中心较北部异常

差
[ 3]

。

宝山异常分布在区内北部, 为 Ag、Pb、 Zn、Cu、

Sn、As综合异常,总体轴向 NW, 与 F1基本一致,长

大于2km,宽 50 ～ 600m。异常具明显浓集中心, 各元

素异常重叠性较好,形态规整。元素浓度 、梯度变化

明显, 连续性好。 Ag为 ( 5 ～ 20) ×10
-6
,最高为 50 ×

10
-6

;Pb为 ( 100 ～ 500) ×10
-6
,最高为 1000 ×10

-6
;

Zn为 ( 200 ～ 300) ×10
-6
, 最高为 800 ×10

-6
;Cu为

( 100 ～ 150) ×10
-6
, 最高为 600×10

-6
;Sn为 ( 10 ～

30) ×10
-6
, 最高为 50 ×10

-6
;As为 ( 20 ～ 100) ×

10
-6
,最高为500×10

-6
。

2.3　矿化类型

1.银铅锌矿化

银铅锌矿化是本区最重要的类型, 主要集中在

北部宝山一带的 NW向断裂破碎带中 ( F1 、F2、 F4

等 ) ,次为近 EW向硅化破碎带中 ( F8等 ),南部的冷

水坑亦有零星矿化。

Ⅰ号矿化带赋存于 F1断裂带中,呈舒缓波状延

伸,产状与 F1基本一致 (图 2) ,矿化带长约 1800m,

宽 1.8 ～ 7m, 平均为 2.89m, 平均品位 Ag为 202×

10
-6
, Pb为 0.4%, Zn为 0.38%。具膨大缩小特征,

在膨大部位矿化强, 品位高。如 Tc501Ag含量最高

达1032×10
-6
, 而窄小部位矿化变弱, Ag含量一般

在 ( 10 ～ 60 ×) 10
-6

。近花岗斑岩有矿化增强的趋

势,如 4线的采石场中 Ag品位亦高达上千克吨。银

矿化与铅锌矿化关系密切, 铅锌矿化强, 银品位高,

反之变弱 。但银矿化可超越铅锌矿化范围。亦铅锌

矿化弱时,银仍然能达到工业矿化 。

矿石类型主要为硫化物石英脉和构造蚀变岩型

两种 。矿石矿物主要有自然银 、辉银矿 、方铅矿 、闪

锌矿,次为黄铜矿 、黄铁矿等 。脉石矿物主要为石

英 、长石, 次为黑云母和少量碳酸盐类矿物。

自然银呈白色,树枝状,不规则状, 片状,延展性

好,强金属光泽, 大小一般为 0.18 ×0.1 ×0.05mm,

大者达0.45×0.3×0.2mm,具银的微化反应。

辉银矿呈不规则状, 粒状, 少量呈立方体, 暗铅

灰色 /深灰黑色,粉末铅灰色,金属光泽, 硬度小, 具

延展性,部分为铁锰质包体, 粒径0.15 ×0.05mm, 个

别达 0.2 ×0.25mm。

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 、黄铁矿化 、褐铁矿化 、绿

泥石化 、碳酸盐化 、绢云母化 、高岭土化 、钾长石化

等。前 5类蚀变主要发育在断裂或花岗斑岩脉的旁

侧,与银铅锌矿化关系较密切, 是主要找矿标志之

一;后三类蚀变主要发育在斜长花岗岩中,具面型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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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饶家山银多金属矿区综合地质图

1.第四系;2.下震旦统上施组;3.加里东期斜长花岗岩;4.花岗斑岩;5.石英脉;6.硅化破碎带;7.张性断裂产状;8.性质不明断裂及产状;9.

推测断裂;10.控槽及编号;11.钻孔位置及编号;12.原始孔位置及编号;13.老硐位置;14.古炼渣;15.地质界线;16.交代侵入接触界线;17.

片理产状;18.硅化;19.绿泥石化;20.黄铁矿化;21.褐铁矿化;22.方铅矿化;23.闪锌矿化;24.银土壤异常;25.铅土壤异常;26.锌土壤异常

Fig.2　SimplifiedgeologicalmapoftheRaojiashansilverpolymetallicminingdistrict

1 =Quaternary;2 =LowerSinianShangshiFormation;3 =Caledonianplagiogranite;4 =graniteporphyry;5 =quartzveins;

6 =silicifiedfracturezone;7 =extensionalfault;8 =unclearfault;9 =inferredfault;10 =prospectingtrench;11 =borehole;

12 =originalborehole;13 =oldpit;14 =ancientslagdeposits;15 =geologicalboundary;16 =boundaryofreplacementand

intrusion;17 =schistosityoccurrence;18 =silicification;19 =chloritization;20 =pyritization;21 =limonitization;22 =galenation;

23 =sphaleritization;24 =silveranomalyinsoil;25 =leadanomalyinsoil;26 =zincanomalyinsoil

变特征 。　　

2.铜矿化

铜矿化分布广而零散,主要集中在熊家山区段,

即 F2的南东段,与闪长玢岩, 花岗斑岩相伴生, 仅在

局部构成小型铜矿体。矿体最厚达 6.67m, 一般厚

1m,平均品位为0.68%,最高为4.28%,沿倾向延深

最大达 100m左右 ( 400线 ) , 沿走向急剧变小尖灭 。

此外在花岗斑岩中见少量的黄铜黄铁矿细脉, 偶见

共生的方铅矿 、闪锌矿。

3.钼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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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矿化分布在该区中部,主要发育在冷水坑一

带侵入岩接触带的围岩中, 以辉钼矿 -石英脉型产

出,脉一般长几米, 厚 1 ～ 3cm, 规模很小, 较分散,主

要产在 NW和 NE向裂隙中,切割闪长玢岩脉, 而又

被长英质脉体切割 (图 3) , 钼品位一般为 0.02% ～

0.08%, 最高达1.6%,钼矿化与铜 、银 、铅 、锌矿化不

共生产出,亦很少同步富集 。

图 3　闪长玢岩与长英细晶岩关系

1.黄铜矿黄铁矿化石英闪长玢岩;2.弱黄铁矿化长英细晶岩;3.

含辉钼矿长石石英脉;4.细脉浸染状金属硫化物

Fig.3 Relationshipbetweendioriteporphyriteandfelsic

aplite

1 = chalcopyritized-pyritized quartz diorite porphyrite;

2 =slightlypyritizedfelsicaplite;3 =molybdenite-bearing

feldspathicquartzveins;4 =veinlet-disseminatedmetallic

sulfides

2.4　矿化分带

该区矿化在平面上和剖面上都显示一定的分带

性,钼矿化主要集中于区内的中部冷水坑地区,铜矿

化也以中部的熊家山最集中,但分布范围更广,向北

银铅锌矿化增强,在宝山一带矿化最强,构成工业矿

化 。总体显示出区内以中部冷水坑为中心的向北银

铅锌矿化增强的分带,这和化探异常分带相吻合,内

带以铜钼为主,外带以银铅锌为主的正向分带 。

在剖面上, 成矿元素具逆向分带特征。如图 4

所示, Cu/Ag、Cu/Zn、Zn/Ag随深度增大而减少, 至

一定深度 ( 120m左右 )后变化不大 。 Mo/Cu在浅部

较大, 向下迅速变小,表明 Mo趋于浅部富集, Ag矿

化向深部增强。

2.5　矿化时序厘定

1.早期以铜矿化为主。铜矿化的分布与花岗斑

岩和闪长玢岩具有一定空间关系, 如熊家山花岗斑

岩中普遍发育黄铜矿 、黄铁矿化, F2南东段铜矿体

图 4　饶家山 ZK40301孔元素比值剖面

1.Cu/Zn;2.Cu/Ag;3.Zn/Ag

Fig.4 ProfileshowingtheelementratiosfortheZK40301

boreholeintheRaojiashanregion

1 =Cu/Znratio;2 =Cu/Agratio;3 =Zn/Agratio

赋存在闪长玢岩脉旁侧, 说明伴随燕山期岩浆活动

有一期铜矿化作用 。

2.钼矿化晚于铜矿化 。辉钼矿石英脉切穿了闪

长玢岩,闪长玢岩及其边缘具黄铜黄铁矿化,而自身

又被黄铁矿 、方铅闪锌矿化硅质脉切割,说明钼矿化

晚于铜矿化,其后还有矿化发生。

3.银铅锌矿化分布最广, 强度最大,延续时间最

长的一期矿化。矿化主要与 NW向断裂有关, 近

EW向花岗斑岩脉切割了银铅锌矿化带,在宝山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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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又见矿化体切穿花岗斑岩,并在花岗斑岩中发育

块状银铅锌矿。说明在花岗斑岩侵位之后还有一期

较强的矿化活动 。

综上所述,本区矿化过程大致划分两期 5个阶

段 。

Ⅰ .与燕山期岩浆有关的

①黄铁黄铜矿矿化阶段;

②辉钼矿矿化阶段;

③银多金属硫化物矿化阶段 (主矿化阶段 ) 。

Ⅱ .与岩浆期后热液有关的

④银铅锌矿化阶段 (叠加富集 ) ;

⑤黄铁矿化阶段 。

2.6　成因初探

该区矿化具种类多,分布广, 多期次等特征,成

矿物质主要来源于金溪岩体,地层来源次之;成矿作

用与燕山期岩浆活动有关;成矿温度属中低温 (多

金属硫化物组合为主 ) ,矿石呈细脉-浸染状, 块状构

造,显示以充填与交代叠加为主的成矿方式;矿化与

构造破碎带密切相关,围岩蚀变强。所以,初步认为

目前发现的 I号矿化带是属于与岩浆 (斑岩 )有关的

构造蚀变岩型银多金属矿 。

3　找矿远景

3.1　成矿地质条件分析

饶家山地区地层单一, 混合岩化强, 岩性较复

杂,总体为硅酸盐变质岩类, 岩石裂隙较发育,对矿

液活动有利;地层中含 Ag、Zn较高, 特别是混合岩

化类岩石造矿元素含量较高,为成矿提供了物质来

源 。构造以断裂为主, 有 NE、NW、近 EW等多组方

向相互交织,具明显的多次活动特点,反映该区构造

活动频繁,为燕山期岩浆和热液活动提供通道和赋

存空间,有利于成矿;岩浆活动频繁, 提供了热源;岩

石类型多,岩浆的演化过程有利成矿物质的聚集;大

面积分布的斜长花岗岩富含 Ag、Pb、Zn等元素, 说

明在岩浆活动过程中带来了较丰富的成矿元素,为

后期成矿提供了物质来源。由此分析, 本区具有良

好的成矿地质条件。

3.2　找矿远景

饶家山地区矿化种类多,分布广,具较好的分带

性和多期次多阶段的矿化特点。土壤化探异常较

好,与矿化吻合性好,前人曾在该区做过大量工作,

未发现较大规模的工业矿体,但获得了大量的成果

资料,近两年通过对资料二次分析研究和验证,在宝

山一带的北西向断裂破碎带中发现较好的银铅锌矿

化,特别是 I号矿化带银品位较富, 最高达 1032×

10
-6
,规模较大。区内较大规模的 NW向断裂有 4

条,地表均有矿化显示。从矿化纵向分带分析,银向

下富集,结合这一带堆积有大量的古炉渣和众多的

古窿道分析,认为饶家山地区找矿远景大,有望成为

一个大中型的银多金属矿床。

4　几点认识

( 1)区内矿化种类多, 分带明显, 铜 、钼矿化主

要集中在冷水坑区的小岩体, 岩脉中及其附近,矿化

蚀变分布较广,显示深部有可能存在较大规模的含

矿岩体;

( 2) NW向断裂是全区的主要控矿赋矿构造, 具

有多期活动特点, 规模较大,是主要找矿对象, 特别

应加强银多金属的找矿工作;

( 3)燕山期岩浆活动对本区的成矿起重要作

用,富矿常出现在花岗斑岩或其邻近的破碎带中 。

应加强与花岗斑岩有关的破碎蚀变岩型富银铅锌矿

体的找矿和研究工作;

( 4)众多的古窿道, 大量堆积的古炉渣是古代

以采冶银为主的遗迹物,如此大量的古炉渣堆积,地

貌上看,地表众多 “山沟 ”,边坡平直, 坡角 70°左右,

沟底较平坦, 这些"山沟"附近往往有古采窿分布,

笔者认为这些 “山沟 ”应是当年的运输车道,地表矿

段上部20m以内的富矿古人开采了, 鉴于当时的技

术条件,深部矿应保存较好。可以想象这里曾经有

过轰轰烈烈的采冶矿场面, 从另一方面也佐证了该

区具有较大的找矿远景 。著名的贵溪冷水坑特大型

银铅锌矿早期找矿工作也是从古窿道 、古炉渣着手

开展的,所以要重视这些现存的古采冶遗迹物的找

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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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 polymetallic mineralization and exploration potentialin the
Raojiashanregion, Jiangxi

DONGGuang-yu1
, ZHAOZhi-gang1

, LUOMao-jin2

( 1.No.912 GeologicalParty, JiangxiBureauofGeologyandMineralResources, Yingtan335001, Jiangxi,

China;2.ChengduInstituteofGeologyandMineralResources, Chengdu610082, Sichuan, China)

Abstract:TheRaojiashanregionislocatedinthemiddlepartoftheWuyishanpreciouspolymetallicmineralization

zone, andcharacterizedbywell-developedfaultstructures, intensemagmatism, well-definedgeochemicalanomaly

andpervasivesilverpolymetallicmineralization, andnumerousancientgalleriesandsignificantquantitiesofancient

slagdeposits.Thecopperandmolybdenummineralizationappearsmostlyinandnearthemassifsanddikesinthe

Lengshuikengregion, wherethewidespreadalterationandmineralizationindicatethepossibilityoflarger-scale

orebodiesinthedeeplevels.TheNW-trendingfaultsoccurasmajorore-controlstructures, andtheYanshanian

magmatismonce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polymetallicmineralizationinthestudyarea.Theoreshootstendto

beconcentratedingraniteporphyryorneighbouringfracturezones.Theminingremainsofnumerousancient

galleriesandsignificantquantitiesofancientslagdepositsmayalsobetheevidenceonexplorationpotentialinthe

studyarea.

Keywords:silverpolymetallicmineralization;explorationpotential;ancientslagdeposits;Raojia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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