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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
、

矿床

泥盆系是我国金属矿产的重要含矿层位

之一
,

尤其是粤
、

湘
、

桂
、

鄂以及滇
、

川
、

黔
、

赣等省 区
,

泥盆纪地层含有丰富的

铁
、

铅
、

锌
、

锰
、

锑
、

铜
、

锡
、

钨
、

汞等矿

产
,

其次还有秘
、

铝
、

金
、

银
、

镐
、

硒
、

啼
、

稼
、

钢
、

钻
、

钝等
。

据统计
,

层控铁矿占世 界 铁 矿 储量的

以上 , 层控铜矿占 以上 , 层控铅锌

矿占绝大部分
。

我国地壳运动频繁
,

岩浆活

动剧烈
,

沉积建造类型繁多
,

因而层控矿床

广布
,

类型众多
。

根据笔者对我国南方泥盆

系中 。多个矿床的野外和室内研究
,

认为

其大部分应属层控和沉积类型
。

如所周知
,

一定的沉积
、

层控矿产
,

具

有一定的沉积环境
,

后者又通过沉积岩石性

质反映出来
。

而一定的岩性则具有固定的生

物群
,

生物群又有其特有的生 活 方 式
,

因

此
,

‘

根据生物群的古生态
、

地理分布及其自

身的结构
,

结合它们与不同沉积岩类型和沉

积环境
,

可以探索矿产的区域分布规律
。

生物的地理 分布及与其有关的

沉积层控矿产

我国泥盆纪生物群的区域性相当明显
。

南方地台区属世界生物群的印度
、

太平洋型

和西欧型混合生物群
。

它既具有世界属种的

生物群
,

又有中国特有的生物属种
。

本文根

据各地区生物群和沉积特征
,

综合前人资料
,

将我国南方泥盆纪生物群划分为以下四类
。

一 象州型 珊瑚一腕足相 特点

是底栖固着生物大量发育
,

个别有正常底栖
型三叶虫

,

常发育珊瑚礁
。

以碳酸盐岩为主
,

夹碎屑岩
。

为近岸浅水富 氧
、

动 荡 沉积环

境
,

属滨海一浅海相
。

以铁
、

铅
、

锌矿产为

主 , 次有锑
、

铜
、

锡
、

钨及汞等
。

主要分布

在桂中
、

桂东北
、

黔东南
、

滇东
、

湘中
、

湘

南
、

鄂西
、

龙门山
、

赣西
、

赣 西 南
、

粤中

南
、

粤北及广西钦州等地
。

二 南丹型 菊石一三叶虫相 系

指远岸半深水
,

海水相对较深而宁静
,

光照

不足并少氧的弱还原环境
。

以黑色泥岩
、

泥

灰岩和硅质岩为主
。

为底栖游 泳 和 浮 游生

物
,

主要是菊石
、

三叶虫和竹节石
。

三叶虫
以游移类为主

,

眼盲或退化
、

特 化 为 其特

征 , 竹节石 以薄壳的塔 节 石

占优势
。

在极其缺氧的还原环境下
,

正常生

物难以生长时
,

则单一地为浮游生物竹节石
和笔石

。

南方部分磷
、

锰等沉积矿产赋存于
南丹型沉积的一定层位中

。

主要分布在广西

南丹
、

天峨
、

东兰
、

钦州
、

灵 山
,

贵州罗

甸
、

长顺
、

紫云
、

望漠
、

六枝
, 云南富宁等

地
。

云南丽江
、

大理
、

保山
、

墨江
、

金平
、

西藏珠穆朗玛峰等地区亦有分布
。

三 过渡型 混合相 界于象州型

和南丹型之间 ,

为碳酸盐岩一硅质岩沉积
。

既产底栖固着的腕足类
、

珊瑚
,

也产漂浮
、

游泳的菊石
、

竹节石
、

三叶虫等 , 竹节石

主要为厚壳型
,

珊瑚变化大
。

主要产有锑
、

锡
、

钨
、

铜
、

汞
、

铅
、

锌及锰等矿产
。

分布

在广西百色
、

隆林
、

那坡
、

靖西
、

大新
、

德

保
、

南宁
、

武鸣
、

隆安及贵州惠水
、

长顺
、

兴义和云南广南等地
。

四 东南型 鱼一植物相 系指内陆

盆地或部分滨海环境
。

中
、

下部多为红色碎
屑岩

,

上部为浅色粗碎屑岩
。

以鱼类及植物

为主
,

产少量腕足类
。

几乎 未 发 现 金属矿
产

。

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和魏
、

闽
、

粤东

和赣南
。

现将泥盆纪生物群综合如下表
。

矿产区域分布与古生态
、

生物地理

分区及古地理沉积环境的关系

一 层控铅锌
、

多金属矿床 南方泥盆

系中以往认为是中低温热液铅锌
、

多金属矿



象 州 型 过 渡 型 甫 丹 组

期 大 而典型 ,
成拍珊珊 期期 大 而典型 ,
成拍拍 一般较少

,

变化大大 稀少
,

仅个别有有

肺肺 足 类类 大童而典型
。

世界界 介于象州型和南丹丹 少 , 尤其是世界性属属 少盆 ,

个别有有

性性性
、 区域性的均多多 型之间间 种极少少少

三三 叶 虫虫 个别有 , 月正常底底 介于象州型和南丹丹 以游移类为主
, 眼盲盲 块 失失

栖栖栖类型型 型之间间 或眼退化
、

特化化化

月月 石石 稀 少少 介于象州型和南丹丹 普邀而典型型 缺 失失

型型型型之间间间间

竹竹 节 石石 极少
, 主要为厚壳壳 主要为厚壳型型 普遍而典型

, 以薄亮亮 缺 失失

型型型 的 塔节石

占占占占占优势势势

笔笔 石石 缺 失失 未 见见 稀少 ,

个别区较发育育 缺 失失

鱼鱼 类类 下
、

中统普遭 , 广广 未 见见 稀 少少 普遗而典型型

布布布

植植 物物 下
、

中统普邀邀 未 见见 稀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 普普普普普普遍而典型型

下下统下 部 为 碎 屑屑 碳酸盐岩
、

硅质岩岩 黑色泥岩
、

页岩
、

硅硅 中
、

下统多红色碎碎

岩岩 , 下统上部及中上上 夹泥岩及碎周岩岩 质岩及硅质灰岩
, 上统统 屑岩

, 上统为浅色粗粗

统统为碳酸盐岩夹细碎碎碎 发育硅质灰岩及扁豆状状 碎渭岩岩

周周岩岩岩 灰岩岩 低或缺失失

炭炭质含 低或缺失失 一般较少
,

变化大大 一般含量高高高

破破 敌 盆 含 商商 介于象州型和南丹丹 低低 缺 失失

型型型型之间间间间

沉沉 积 环 幼幼 滨海一浅海相
, 近近 介于象州型和南丹丹 浅海一半深海相

,

远远 内陆 盆 地 或 滨海海

岸岸岸浅水
、

畜 氧 动 荡荡 型 之间 , 两者常交替替 岸半深水
, 少 载 弱 还还 环境境

环环环境境 出现现 原 , 宁静环毋毋毋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碑
、

锰为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铁铁
、

铅
、

锌
、

禅
、、

锑
、

拐
、

鸽
、

钥
、、、

钥钥
、

拐
、

钨
、

汞等等 汞
、

铅
、

锌
、

锰等等等

床
,

现在看来绝大多数是同生沉积经后期不

同程度的地质作用叠加改造富化而成的
、

受

一定层位控制的层控矿床
,

与国外某些著名

矿床相类似
。

形 成条件
、

成矿机理与古 生物一沉 积

环境的关 系 此类矿床的形成
,

至少可以分

为同生沉积一成岩成矿和后生地质改造富集

两个段阶
。

第一阶段
,

首要的问题是金属的来源问

题
。

当成矿物质主要来自大陆古风化壳时
,

就濡要有富含成矿物质的古陆 古岛 边缘

盆地及有利的沉积环境
。

湘中禾青
、

白云铺
等裕锌矿

,

成矿物质可能主要来自寒武一奥

陶纪古陆
。

当成矿物质主要来自海水本身时
,

就要

有一个
,

有利于海水大量蒸发
,

使金属浓度增

大或生物作用使金属富集及有利的海底古地

形条件的古地理沉积环境
。

粤北凡 口 铅锌矿

可能属这种情况
。

’

当成矿物质来自海底火山喷发时
,

就要

具备海底火山喷发
,

尤其是细火山灰具有很

高的吸附金属阳离子的能力
,

使成矿元素进

入水体
,

在喷发中心及其外 司凹陷部位沉淀

并富集成矿
。

广东大宝山多金属矿可能属此

类
。

当成矿物来自深海热 卤水时
,

就要有一

个古构造和具有合宜水温
,

含盐度高
,

官含

钠
、

钾
、

钙
、

氯
、

澳等离子和成矿元素卜热

卤水盆地的条件
。

凡 口 铅锌矿的成矿物质可

能有一部分是来 自深海热 卤水
。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金属的运移和富集
。

大致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

有机物成矿 某些现代软体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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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部泥盆纪金属矿产及生物地理分区示意图

化学分析数据表明
,

不少生物软体中有明显

的金属富集
。

绿色丝状藻与铜
、

铅
、

锌溶液

发生反应
,

既可形成金属络合物
,

又能将金

属物理地吸附于粒状有机质中
。

如丝状蓝绿

藻吸收海水中铅的数量可比海水高 倍
。

铅
、

锌
、

铜等可与硫酸盐细菌产生足够的硫

化氢作用
,

从而生成硫化矿体
。

我国南方泥盆纪层控铅锌
、

多金属矿与

礁灰岩的关系十分密切
。

主要造礁生物是珊

瑚和层孔虫
,

其次是藻类及苔鲜虫
。

禾青
、

白云铺等矿床即与中泥盆统棋梓桥组层孔虫

礁关系密切 大厂矿 田
一

与中泥盆统层孔虫
、

珊瑚组成的宝塔礁有关 , 凡 口 矿床与中 泥

盆统以藻类为主的
一

马蹄形礁有关 , 桂北的洒

顶
、

北山矿床与泥盆纪生物礁有关
。

生物礁

对矿床的控制作用
,

主要表现在生物的有机

化学
、

屏挡和储矿等作用
,

从而造成金属的

沉淀富集
。

卤水成矿 金属离子被粘土或有机

质吸附
,

堆积于滨海一浅海相
,

在埋藏压固

作用影响下
,

由于铜
、

铅
、

锌在卤化物存在

的水溶液中常呈络合物迁移
,

金属离子便有
可能被隙间卤水溶解脱附

,

并在地热增温率
的影响下

,

形成富含钠
、

钾
、

钙的高盐度热

卤水
。

然后再沿断层裂隙
、

不整合面或喀斯
特洞穴通道向地层上部运移

。

最后在厌氧细

菌或有机质分解作用产生的富 硫 还 原 条件

下
,

使铅
、

锌
、

铜呈硫化物沉淀成矿
。

有机物与卤水复合成矿 例如藻类

可富集金属
,

这些藻类夹层在埋藏压固过程

中
,

其中大部分金属转人卤水
,

重新发生沉

淀成矿
。

几 口 可能属于此类
。

后生地质改造富集是层控铅锌矿床形成

的重要条件
,

也是不同于典型沉积矿床的主

要标志
。

后生地质改造富集作用包括岩浆热

液作用
,

构造活动
,

区域变质
,

渗流热 卤水

作用及地下热水喀斯特洞穴堆积等
。

我国南

方泥盆纪层控铅锌
、

多金属矿床
,

以构造活

动
、

岩浆热液和渗流热卤水等作用最常见
。

例如广东凡 口
、

大宝山
、

天堂
,

广西泅顶
、

北山
、

锡基坑
、

拉么
、

长坡
,

湖南禾青
、

白

云铺
、

东坡
、

铜山岭等
,

都在不同程度上受



到其中之一或二种以上的后生改造富集成矿

作用
。

必须指出
,

后生地质改造富集成矿阶段

是在同生沉积一成岩成矿阶段的基础上进行

的
,

两者常具继承性发展和区域性控制的特

征
。

因此
,

古生物一沉积环境仍是两者控矿

的最基本的因素
。

。

矿床 分布规律与古生态
、

生物地理分

区和古地理沉 积环境的关 系 从附图可 以看

到
,

我国南方泥盆纪层控铅 锌
、

多 金 属矿

床
,

主要分布在象州型生物区
,

其次是过渡
型生物区 , 南丹型和东南型生物区几乎没有
上述矿床的分布

。

金属矿产分布与生物群分

区的一致性
,

并非巧合
,

而是反映了这些矿

床受古生物一沉积环境控制的必然性
。

当然

不是上述两生物分区的所有部位都能形成层

控铅锌
、

多金属矿床
, 因为其形成还要具备

其他条件
。

古陆 古岛 边缘滨海一浅海

带
,

生物礁
、

古构造的发育
,

有利的地形
,

水体偏碱性的还原环境
,

以及后生地质改造

强烈的地区
,

都可能是成矿优有利部位
。

前述象州型和过渡型生物区
,

是造礁的

有利地区
,

但并非所有部 位 都 能 形成生物

礁
。

后者有其自己的分布规律
。

构造上
,

生

物礁往往发育在稳定持续下沉的碳酌盐岩与

燕发岩盆地边缘
,

隆起与凹陷的过渡区
,

水

下隆起带和构造台阶
,

这些部位又常受成礁

作用同生断裂或褶皱推底的深大断裂约制
。

岩性上
,

生物礁分布在深浅水相过渡带
、

岩

相交替带或岩层厚度变化带
。

了解造礁生物
的生存条件及生物礁的分布规律

,

对探索与

其相关的矿床的成矿环境
,

确定找矿方向
,

无疑是有助益的
。

二 层控钨锡矿床 此类矿床近年来

逐步被人们所重视
。

玻 刊维亚的曼托层控锡

矿
,

奥地利的费尔特尔塔尔层控钨矿
,

阿根

廷的圣路易斯层控白钨矿和朝鲜的 塘犷体

之上层状角岩中新矿休的发现
,

引起了人们
的广泛注意

。

国内也确定了某些层状钨锡矿

的存在
。

矿床多呈层状
、

似层状
,

也有的呈脉状

或细脉浸染状
,

常伴有热液蚀变产物
。

矿层

常与地层整合
,

有的斜交
,

但总是限于特定

层位
。

成矿物质多来自含矿地层本身或与其

相邻的上下层位
。

后期地质改造富集作用非

常普海
,

我国南方的泥盆纪层控钨锡矿床 , 多属

碳酸盐型改造矿床
,

常呈似层状 白钨矿赋存

于远离花岗岩与中
、

上泥盆统碳酸盐岩层接

触带的碳酸盐岩地层中
,

而黑钨矿常呈石英

脉赋存于上述接触带附近的 碳 酸 盐 岩地层

中
。

代表性矿床有湖南瑶岗仙
、

柿竹园
、

自

云仙
、

香花铺
,

广西巴里
、

长坡
、

拉么
、

新

路
、

珊瑚
、

水岩坝
,

广东和尚田
、

一六
,

江

西邹家地等矿床
。

钨锡矿床同样主要分布在泥盆纪象州型

和过渡型生物分区
,

有些常与层控铅锌矿
、

多金属矿伴生
,

也受古生物
一

沉积环境控制
。

不过 ,

层控钨锡矿受后期花岗岩改造更明显

罢了
,

几乎成为成矿 特另是大矿 必不可

少的条件之一
。

说明层控钨锡矿是中
、

上泥

盆统碳酸盐地层的原生含矿层经花试岩改造

叠 加
一

再造 而形成的
。

奉 层拄钨锡矿床
,

在地史上也具有
“

时控

性 ” ,

含矿层常是多层的
,

并有一定的区域

性
, 这是区域地球化学背景的继承性和古地

理
、

古构造影响的必然结果
。

最近在大厂的

巴里
、

龙头山生物礁中发现 大 而 富 的锡
、

铅
、

锌
、

锑矿体
,

充分说明研究生物礁的重

要意义
。

三 锑
、

汞矿床 南方泥盆纪地层中

的锑
、

汞矿床
,

大多赋存在中
、

上泥盆统碳
酸盐岩地层中

,

矿层呈层状
、

似层状
,

与地

层产状一致
,

受后期构造作用 改 造 富 集成

矿
。

代表性矿床有湖南锡矿山
、

罗城
,

云南

木利
,

贵州半坡
,

广东乐家湾
、

梅花
,

广西

大厂等锑矿和贵州红岩
,

广西玉兰
、

万宝山

及广东西岸等汞矿床
。

层控汞
、

锑矿床的分布与前两种矿床相

似
,

但锑
、

汞矿主要受构造作用改造
,

钨锡

矿主要受花岗岩作用改造
,

而铅锌
、

多金属

矿则受到一种或多种地质作用改造
。

另外
,

锑
、

汞矿床常环绕江南古陆的南

缘呈半环状分布
,

显示出区 域 继 承 性的特

点
,

这可能与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锑
、

汞含

量较高的江南古陆有关
。

四 铁矿床 南方泥盆纪铁矿可分为

同生沉积 宁 乡式 和层控铁矿两大类
。

同生沉 积铁矿 前人已 做 过 大 量工

作
,

下面仅就该类铁矿与古生物一沉积环境

的关系补充几点意见
。

铁矿主要分布在象州型生物分区



边缘靠近古陆的部位 见图
。

具体赋存部

位是古陆边缘半封闭浅海盆地
、

断陷盆地
、

海湾
、

海岛边缘凹地
、

水下隆起间的海槽和

海脊的水下缓坡地段
,

尤其是海岸曲折复杂

或指状海湾的外缘带及古岛水下隆起集中的

地带更为有利
。

在水体偏酸性的氧化环境下

形成赤铁矿 , 在水体偏酸性
、

氧化还原电位

降低时形成菱铁矿
。

具有工业意义的铁矿赋存于泥盆

系的 个层位
,

而以中泥盆统下段上部 广

西应堂组
、

贵州邦寨组
、

川西南和云南鱼子

甸组的上部和顶部
, 上泥盆 统 上 段 底部

湘中锡矿山组底部
、

鄂西写经寺组下部

和上泥盆统上段上部 湘东一赣西锡矿山组

上部 三个层位最重要
。

铁矿主要分布在各级旋回中下部

和上部的砾岩
、

砂岩等硅铝质岩相向碳酸盐

岩相过渡的砂页岩和页岩中
。

铁质主要来自古陆
。

当铁质
、

粘
土

、

有机质混合体搬运至海盆时
,

经细菌作
用和有机质的分解

,

使沉积地质体中的孔隙

水变为酸性 还原状态
,

溶解其中的铁质
,

并
随着成岩作用孔隙水被压 出

,

含铁溶液被带

到沉积物表面
。

在近岸海盆的氧化环境下转

化为氧化铁胶体 赤铁矿 向外
,

在弱还

原条件下形成硅酸铁胶体 绿泥石
、

鲡绿泥

石 , 再外
,

于海盆较深处的还原环境下生

成低铁盐胶体 菱铁矿
。

胶体溶液常围绕

碎屑或尘埃自然凝聚成鲡粒
。

成矿过程可分

为两个阶段 首先是海进
,

在滨海一浅海相

带形成鲡粒 然后是海退
,

在滨海相带经过

淘洗作用使鲡粒富集成矿
。

成矿一般是在大

海进程序中的小海退转折处
。

层控铁矿 同生沉积阶段的古生物一
沉积环境与前类铁矿类似

,

但 受 到 后期构

造
、

岩浆和区域变质作用 改 造 而 进一步富

集
。

如贵州菜园子
, 四川虎 牙

、

西 沟
、

威

州
,

广东大宝山
、

茫饿岭
、

将军头
、

板洞铁

矿等
。

此类铁矿兼有同生和后生特点
。

成矿一

方面受古地理环境严格控制
,

矿床主要形成
于临近古陆的滨海一浅海相及浅海相区的半
封闭

、

狭长形
、

盲肠状 的浅海一海湾盆地
,

受地层控制
,

产于一定层位
,

成 群 成 带分

布
,

长达数十公里 菜园子
。

另一方面又

受后期构造和岩浆作用控制
,

产于构造
、

岩

浆活动强烈
,

海水进退频繁的隆起区边缘凹

陷带
。

五 锰矿床 南方泥盆纪锰矿可划分

为以下两类
。

同生沉积锰矿床 主要分布于南丹型

和过渡型生物分区
,

代表性矿床 有 广 西 下

雷
、

湖润
、

木圭
、

那坡
、

平 云
、

塘 黎
、

那

林
、

大塘等
。

产出层位主要是上泥盆统榴江

组
。

含锰岩系属硅铝质岩石 包括陆源硅铝

质岩石和火山沉积硅铝质岩石 和碳酸盐岩

组合
。

矿层多产于两种岩性过渡的硅铝质岩

层或碳酸盐岩层中
。

成矿环境为半深水弱还

原的宁静环境
,

尤其是远海两个坳陷过渡带

相对隆起的水下潜丘地带
,

与硅质岩的形成

关系密切
。

生物沉淀作用对锰矿的形成是重

要的
。

锰矿主要分布在江南
、

云开和康滇三

个古陆包围的海盆地的中心部位及偏开古陆

一侧
,

即桂中南地区
。

这些地区又处于南丹

型
、

过渡型及象州型三个生物地理分区的交

接部位
。

层控锰矿 , 主要分布在象州型生物分
区

,

如广东小带
、

南蓬山
、

四川虎牙等
。

常

与铅锌
、

铁矿伴生
,

其成矿的生物一沉积环

境也相似
。

几 点 认 识

我国南方泥盆纪铅锌
、

多金属
、

锑
、

汞等矿床绝大部分属层控矿床 , 部分钨
、

锡

矿床也属层控矿床 铁
、

锰矿床多数属同生

沉积矿床
,

部分属层控矿床
。

无论是同生沉

积还是层控矿床
,

均受古生物一沉积环境控

制
,

只是后者明显受到后期地质改造作用
。

南方泥盆纪大致可分为象州型
、

南丹

型
、

过渡型和东南型四个生物分区
。

铅锌
、

多金属
、

锑
、

汞和层控钨
、

锡矿床主要分布

在象州型生物分区
,

其次为过渡型分区 , 铁

矿几乎全部分布在象州型分区 同生沉积锰

矿主要分布在南丹型
、

过渡型分区 , 层控锰
矿都分布在象州型分区

,

并常与铁
、

铅锌句
‘

床共生
。

,

南方泥盆纪沉积
、

层控 铅 锌
、

多 金

属
、

铁
、

锑
、

汞
、

锡
、

钨等矿床常受到生物

礁控制
,

尤其是层控铅锌矿
一

床
。

泥盆纪的主

要造礁生物为珊瑚和层孔虫
,

其次是苔醉虫

和藻类等
。

生物礁不仅可以提供矿液良好的

停积空间
,

更重要的是可以提供使金属得以



沉淀的大量硫的来源
。

礁中有些生物本身就

是金属的富集剂
。

生物礁有其独特的分布规

律
,

构造上
,

往往发育在海盆地边缘
、

水下

隆起带和构造台阶上
,

且这些部位常受基底
‘深大断裂所制约 岩相上

,

常分布在岩相交

替带或岩层厚度明显变化带
。

。

泥盆纪生物群的古生态与金属矿产的

区域分布关系也十分密切
。

不同的生物群落

代表不同的沉积环境
,

这就有可能相应出现

不同的金属成矿区
。

不仅如此
,

即使是同一

生物属种
,

由于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
,

它们

本身的结构也是不同的
。

例如 腕 足 类
、

三

叶虫
、

竹节石
、

珊瑚等生物在不同环境下
,

它们本身的结构和生活方式都是不同的
。

因

此研究古生态对于分析沉积环境
,

进而研究

沉积
、

层控金属矿产的区域分布规律都是很

有意义的
。

生物在部分金属矿床成因中起重要作

用
。

铜
、

铅
、

锌等金属在富有机质环境中得

到富集
,

在细菌作用下以金属有机络合物的

形式被吸附和沉淀
。

有机物质还能通过硫酸

盐还原细菌产生足够的硫化氢
,

以便从梅水
硫酸盐中生成硫化物矿体

。

生物在锰离子氧

化过程中也极为重要
。

在铁细菌作用下
,

使

铁沉淀形成铁矿的例子
,

更为普遍
。

层控铅锌
、

多金属
、

锑
、

汞矿床常分

布于古陆边缘和古岛周边之内湾处
,

滨海一

浅海相碳酸盐台地相和碳酸盐 台 地 边 缘相

带
,

尤其是在 出现礁灰岩的地带 —堤礁和

礁后地段
,

海水动荡频繁
,

水质清洁
,

生物

作用较强
,

海水含盐度较高
、

偏碱性还原条

件下的半封闭环境
。

铁矿常分布于古陆边缘

半封闭的浅海盆地
、

海湾
、

海岛边缘凹地
、

水下隆起间的海糟和海脊的水 下 缓 坡 地段

中
,

尤其是在海岸线曲折复杂或指状海湾的

外缘带
。

铁矿床常比上述层控铅锌
、

多金属

和锑
、

汞矿床分布更靠近古陆 的 海 盆 地一

侧
。

在水体偏酸性氧化条件下形成赤铁矿
,

在水休偏酸性还原电位下降时形成菱铁矿
。

锰矿床的分布
,

主要位于远岸半深水
、

弱还

原
、

宁静环境
,

尤其在远海两个坳陷过渡带

间相对隆起的水下潜丘地带
。

。

南方泥盆纪沉积
、

层控金属矿床与碳

酸盐岩层关系极为密切
,

金属矿床大多受碳

酸盐岩展控制
。

绝大多数层控 铅 锌
、

多 金

属
、

钨
、

锡
、

锑
、

汞矿床均产于碳酸盐岩地

层中 铁矿床大多产于铝硅质碎屑岩向碳酸

盐岩过渡带之铝硅质岩 砂质页岩
、

页岩

中 锰矿床主要产于硅铝质岩与碳酸盐岩过

渡带
,

靠近碳酸盐岩层的硅铝质岩层或碳酸

盐岩层中
。

造成上述特征的原因
,

是 由于碳

酸盐岩形成环境和碳酸盐岩层本身的物理
、

化学性质及由此而引起的构造特点
。

金属矿床具有稳定集中的层位
。

泥盆

纪是我国南方沉积
、

层控金属矿床重要成矿

时代之一
,

但不是该时代所有层位中都赋存

有金属矿产
,

而仅集中稳定在该时代某几个

层位中
。

例如
,

层控铅锌
、

多 金 属
、

锑
、

汞
、

钨
、

锡矿床
,

主要赋存于中泥盆统东岗

岭组和上泥盆统天子岭组及其与此相当佑层

位中
。

铁矿床主要赋存于中泥盆统应堂组和
上泥盆统锡矿山组及与此相当的地层中

。

同

生沉积锰矿床集中分布在 泥盆统才熟 ⋯组地

层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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