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地层相对杉树林铅锌矿床的控矿意义

陈士杰 蔡继锋 王志经 齐向华

贵州杉树林铅锌矿床产于中石炭统台盆相碳

酸盐岩中
。

矿床赋存于一定的层位
,

与岩性和沉

积相的关系密切
。

矿体顺层延伸
,

并受生物‘屑

严格控制
,

是较典型的层控铅锌矿床
。

因此
,

查

明斌矿层位生物地层的特征和形成环境
,

对探索

铅锌矿的富集条件
、

分布规律
,

进而指导找矿都

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

矿 区 地 层

矿区内石炭系分布广泛
,

层位齐全
,

发育良

好
,

是黔西菱铁矿
、

铅锌矿的主要含矿层系之一
。

石炭纪时
,

矿区地处台盆边缘
,

水体深而宁静
,

能量较弱
,

沉积界面位
一

于波浪基面以下
,

形成一

套深色薄层状含硅质条带或团块的碳酸盐建造
,

素有石炭系
“‘

黑区
”

之称 图 该建造中生物

较少
,

大生物尤为罕见
。

但在某些特定的部位
,

由风暴浪或激流带来的生物 、屑 却很多
,

并与

生物滩的塌积岩一起 集中呈层分布
,

形成含生

物灰岩砾块 简称
‘

砾块
”

下同 的泥晶生物洲

灰岩
,

构成了矿区的主要含矿层
。

生物以班
、

海

百合
、

有孔虫骨屑为主
,

完整个体较少
。

经鉴定

的婉类有尸
,

, 。

矿区的中石炭统
,

因断层破坏
,

出露最大厚

度为 米 依其岩石类型
、

结构构造和矿化程

度
,

分为三个岩性段
,

由下而上为

泥晶灰岩段 生 深灰色薄层夹中

厚层泥晶灰岩
,

具纹层状硅质条带或结核
,

含梳

状方解石脉
。

顶部生物屑局部较密集
,

并夹少量

砾块
,

常赋存有富厚的矿体
,

是赋矿层位之一

中下部生物屑显著减少
,

砾块也逐渐消失
,

硅质

条带和梳状方解石脉增多
,

铅锌矿化极为微弱
。

厚度大于 米
。

泥晶生物屑灰岩段 圣 灰黑色
、

深灰色泥晶生物屑灰岩
,

多呈块状产出
,

层理不

明显
,

以含大量生物屑和砾块 为最显著特征
,

与

具硅质条带和梳状方解石脉之 生 段很易区别

生物屑以婉
、

海百合
、

有孔虫类残骸 为主
,

间有

腕足
、

腹足和珊瑚类碎片
,

粒径 一 毫米 大

小均匀
,

皆具搬运
、

磨蚀和分选特征
。

生物结构

除少量海百合明显外
,

大多因方解石化而模糊不

清
,

含量一般在 一 ,

疏密不一
,

杂乱散布
,

无方向性和递变性
,

且星散状黄铁矿和泥炭质
。

有机碳最高含量达
,

并出现硬质沥青
,

是

主要含矿层位
。

一般厚 米
,

最厚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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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

黑色薄层泥晶灰岩
,

质地坚硬
,

生物贫乏 顶部

偶见生物码和薄壳小腕足类 , ,

与 三 整合接触

常是矿体的直接顶板
,

争片午辛矿化极其微弱
,

其

民部偶见砾块却矿化强烈 兵黑色谜 石条带和泥



炭质薄层 近矿部位裂隙充填型网状方解石脉非

常发育
,

厚 一 米 图
。

生物地层相控矿的墓本特征

矿区已发现的矿体有 个
,

虽然其形态变化

很大
,

但都严格地产于 圣 与 生 顶部这两

个特定的层位中 而且矿体总是就位于生物屑和

砾块最密集的部位
,

并与顶
、

底板呈整合接触
。

含矿层变薄处
,

矿体亦狭缩 生物屑和砾坎减少

处
,

矿化碎然变弱
,

矿体消失
。

矿床的层控性
,

矿体对岩性的选择性和对生物的趋向性都极为

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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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岩性段局部富含生物屑和砾块处
,

全

层都是矿体 穿脉
,

生 成为矿体的直接

顶板
。

在 生 顶部生物屑和砾块密集处
,

两个

含矿层中矿体合并为厚大的矿诬
。

影响矿体大小
、

形态和就位的主要因素
,

在

于成矿对岩石类型的选择性
。

一般说来
,

含矿层

越厚
,

生物屑越多
,

砾块越集中
,

矿体也越富厚
。

生物屑和砾块的疏密控制着矿体的规模
,

含矿层

的厚薄控制着矿床的有无 这一事实
,

直接指出

了生物地层相对成矿的控制作用
。

正是由于生物

屑和砾块的疏密不一
,

递变频繁
,

使矿体呈现出

膨胀狭缩
、

分枝复合
,

尖灭再现等复杂形态 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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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层单位
,

三 和 这两个岩性

段尚较稳定
,

但作为含矿层却变化很大
,

即其中

并不普遍含有矿体
。

如 中段的沿脉平坑
,

压 岩性段走向长约 米
,

其中矿体长仅

米 , 有矿部位的含矿层平均厚 米
,

最厚达 米
而无矿部位的含矿层平均厚度仅 米

,

在 多

米的沿脉平坑中变化不大
,

未再发现矿体 见图
。

造成含矿层厚度不一
,

其中生物屑和砾块疏

密各异的因素很多
,

诸如海底古地貌
,

古水动力

条件
、

物质供应形响和古气候等
,

其形成原因
、

机理和规律尚待进一步研究
。

砾块泥晶生物屑灰岩的沉积相

砾块的成分和分布 砾块主要由灰白色

亮晶生物 屑 灰岩角砾构成
,

杂乱地嵌布于

圣 和 生 顶部泥晶生物屑灰岩中
,

偶见在

盖 底部
。

所含生物门类与基质相同 缝类亦

属中石炭统的标型分子
,

但更加密集
,

个体也较

完整
,

间或有保存完好的大个体珊瑚和大腕足类

生物含 在 之间
,

一般在 左右
。

砾块多呈浑回或徽棱角状
,

混杂堆积
,

无分

选性和方向性
,

最大长轴 米
,

小者 一 厘

米
,

一般 一 厘米
。

剖面上中大型砾块常偏集

于含矿层底部
,

以 呈 岩性段最为密集
,

但变

化很大
,

侧向常递变为含砾块的泥晶生物屑灰岩

或泥晶灰岩
。

砾块泥 生物属灰岩的形成条件 它是

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同生角砾岩
,

层位稳定
,

并有一定的连续性 按其岩性组合
,

至少应代表

两种截然不同的沉积环境

呈胶结物状态的泥晶生物屑灰岩
,

色

深暗
,

具泥炭质和呈散状黄铁矿
,

是深水
,

波浪

墓面以下低能环境的标志
,

属台盆相沉积物
。

以生物 屑 和砂砾屑为主的浅色砾

块
,

多呈顺粒结构
,

具一定分选性
,

为亮晶方解

石胶结
,

是浅水
、

波浪基面以上高能条件下的生

物滩堆积
。

这两类形成条件互不相同的沉积物
,

出现在

一个岩层里的地质背景是 中石炭世时
,

沿水城

一惠水连线
,

在珊瑚平台 水下隆起 基座上建

造生物滩的同时
,

由哑氰卜 紫云古断裂发展起来

的郎岱断陷盆地 —台内海盆
,

正处于补偿性堆

积时期
,

杉树林西缘的水城生物滩
,

尚未固结或

未完全固结
,

当其被风暴浪或激流击碎后 撕裂

的碎块或砾屑掺杂着大量的生物 屑
,

被海底激

流裹胁
,

以碎屑流的运载方式冲进台盆
,

并在杉

树林海底坪地上形成爆发式的射流堆积
,

产生砾

块
、

生物 屑
、

灰泥混杂的类冲积扇角砾岩
。

砾块的实际意义在于
,

向盆地边缘输入 了更

多
、

更集中的生物和有机质
,

为建造优质的矿源

层创造了条件
。

砾块泥晶生物屑灰岩

与铅锌矿的关系
这种灰岩与 铅 锌矿 的关系极为密切

,

是赋

矿最主要的围岩
。

砾块和生物屑密集处总是矿体

富厚 砾块和生物屑减少时
,

矿体变薄 在矿体

的夹层中
,

砾块和生物屑也消失
。

矿体边部不但

有砾块状矿石
,

也有
“

交代
”

不完全的砾块残体

砾块状的矿石全为块状富矿
,

浸染状矿石仅在砾

块矿的边缘零星散布
。

这种星散的铅锌矿斑点
,

前身很可能是生物

残骸
,

虽然在致密块状的硫化矿体中
,

砾块形态

已面 目全非
,

但密集的方解石斑点和可辨的少量

海百合碎片
,

似可说明砾块和大量生物屑的存祝
因此

,

富厚矿体本身应是砾块和生物屑最集中的

部位
,

也应是含矿层厚度较大的部位
。

未矿化的

砾块铅锌含量甚微
,

甚至低于胶结它的泥晶生物

屑灰岩 说明砾块或生物 屑 并不是 , 十 ,

’‘

的主要携带者
。

它们的作用在于提供了大

量的有机质
,

从而为成矿环境和还原海水中的硫

酸盐起重要作用 侧向递变为泥晶灰岩后
,

矿体

或矿化便逐渐消失
。

砾块泥晶生物屑灰岩的分布

这种特殊类型的砾块泥晶生物屑灰岩
,

本区

只见于中
、

上石炭统的个别层段中 以 呈 岩

性段发育最好
,

成层稳定
,

顶底板清楚
,

沿水衫

背斜南东倾伏端的两翼均有分布
。

它是探寻铅锌

矿最有利的层位
。

虽然砾块的大小
、

数量和成分



变化很大
,

但总是与矿床的变化特征有联系
。

在

剖面上
,

自下而上
,

块度变小并与生物屑一起消

失 在横向上
,

矿块的发育程度亦有较明显的水

平分敬 例如
,

坑 标高 圣 含矿层

中砾块和生物屑小而少
,

矿化差
,

仅见两个孤立

的小矿体 由此水平向东约 米
,

砾块绝迹
,

生物屑也几乎消失
,

砾块泥晶生物屑灰岩悉为硅

质条带泥晶灰岩所代替
,

再未出现矿体
。

由 坑

水平向西
,

亦是如此 在长达 公里的露头中
,

三 含矿层中的硅质结核总是多于砾块
,

生物

屑也不密集
,

亦无成矿显示
。

由 坑向下 米
,

向上 米
,

即 与 标高之间
,

据
、 、

号等老窿资料
,

亦无矿体
,

出现的是含铅锌的

黄铁矿
。

在 晰毛高附近
,

砾块和生物屑皆不发

育
,

是个不利的成矿带
。

但是
,

自 一 标高之间
,

含矿

层砾块和生物屑密集
,

含矿层厚度骤然增大
,

是

主要矿体产出的部位
。

由 一 标高之间
,

虽然矿体已采空
,

亦应是砾块和生物屑密集区
,

深邃垒垒的老窿遗址
,

足以证明富厚矿体的存么
由上述可见

,

以 坑为中心
,

存在一个垂深

约 米的砾块
、

生物屑稀疏带
,

而其七 下各有

一垂深相等的砾块
、

生物屑集中分布区
。

所 以
,

含矿层在纵向上呈现出密一疏一密的三分结构

图
。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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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砾块
、

生物屑
、

碳酸盐泥 一硅质旅酸盐泥 一含硫映

酸盐泥 一碳酸盐泥 一铅锌矿体 一含铅锌蔺铁矿体

砾块和生物屑的水平分带
,

与矿床
、

矿体的

空间分布一致
。

砾块和生物屑在不同标高所呈现

的这种递变性
,

为矿体的狭缩膨胀和就位
、

尖灭
,

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

虽然构造作用是矿床后期改

造和富集的重要因素
,

但矿质初始集结的沉积环

境
、

海底地貌
、

矿质来源和水动力条件等
,

在建

造矿源层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

尤为主要
。

砾块泥晶生物屑灰岩分带的原因

砾块
、

生物屑的水平分带
,

是它们在同生期

规律性分布的反映
。

盖 含矿层已知走向长约

公 里
,

倾斜延深 公里
,

长轴是北西向
,

与

郎岱台盆的延长方向一致
。

若以 标高的弱矿

化带为中心
,

则其南北两侧砾块
、

生物屑密集区

的幅宽大致相等
,

各为 米 杉树林矿区已知

的 砾块泥晶生物屑灰岩幅宽约达 米

再向深部可能是台盆相的泥晶灰岩正常沉积
,

而

非铅锌矿的有利成矿相带
。

据砾块
、

生物屑的分布特征
,

杉树林与水槽

子之间
,

很可能是一个较陡峨的海底峡峪 杉树

林位于该峡谷夕滋喇叭 口形的坪地岛 由波浪
、

底流裹胁的水城生物滩上之砾块和生物屑
,

顺谷

流速度大
,

不能在水槽子
、

观音山一带沉 积下来
,

只能在流速骤缓广阔的坪地上卸载
。

故在杉树林

形成碎屑流性质的冲积扇堆积
。

在姗发性大皿砾

块和生物屑泻入前后
, “

先驱
” 和

“
孑遗

” 的少

量砾块和生物屑便分别进入 生 和 盖 岩性

段之顶底部位
。

随着水体能量的减弱
,

从堆积中
下转 第 页



化角砾岩与不含矿安山岩中的黄铁矿
。

利用黄铁矿
,

点群分析有可能区分矿体
、

贫矿 和无矿区
。

黄铁矿中硫同位素组成的特点

个黄铁矿样品鹉
, 刁
测定结果 表 表刃

,

其平均值为 一 。,

均为正值
,

离散范围

小 说明 矿质来源单纯

矿矿 区区 矿 化蚀变带带 样品 数数 古 确
,‘。。

测测测测测定范圈圈 离差差 平均值值

向向山硫铁矿矿 石英 绢 云母
、

黄铁矿 化带带 、 了了

马马山硫铁 矿矿 石英
、

绢云母
、

黄铁矿化带带 ⋯
、 一 。

’’

性争

绿绿绿泥石
、

钠长石
、

赤铁矿化带带 弓 【

钠钠钠 长 石 化 带带 】

尖尖山铁矿矿 阳 起石 磁铁矿化带带 】

岛
“ “。。

一 一 一

夕卡岩型该‘矿床

它 一 山 卜叫

断 桥 , 门

低滋热液蔺铁矿矿床

贾 挑沉 曰

马椒 曰

扮音型铁硫矿床

尖山伙旷 卜 司

马山 , 袂犷 卜闷

间 山 铁扩 同

岩架型高 中 热艘时袂犷矿床

门用洲曰 卜目 口

层控型价铁矿矿床

门南 化

沉拱型层状货铁矿矿 床

溯南城步

在马山矿床
,

从高温钠长石化阶段到氏温石英
、

绢云母
、

黄铁矿化阶段黄铁矿中的鹉
’礴值是逐渐减

小的 尖山
、

马山铁硫矿床
,

从中心向边部 路
’‘ 位

也是降低的
。

说明从矿体中心向外 硫同位素分馏效

应增加
。

这对划分矿化阶段和矿化分带是有意义的

本文在工作过程中得到藏祥芝
、

张胜标等同志

的热情帮助
,

在此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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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衫树林碎旧流堆积与铅锌矿分带示愈图

一陈块和生物月 一铅锌矿体 分 布区 一

心向外
,

砾块和生物屑逐渐减少 在峡谷末端喇

叭口 中央
,

很可能有一小型楔状的海底高地
,

宛

如河道心滩 其窄峭的前端
,

分劈激流 造成分

支
“
河道

”

其平直的后缘
,

阻挡紊流
,

形成较深

而宁静的水体
,

导致在 坑附近砾块和生物屑大

量减少和 黄铁 矿层的出现 图
。

后期构造作用所形成的水杉背斜
,

其轴部基

本与海底峡谷位置一致
,

但未平分砾块和生物屑

堆积中心
,

故背斜两翼堆积略有差异
。

研究砾块泥晶生物屑灰岩的成因
、

分布和时

空变化
,

目的在于探讨生物地层相与铅锌矿之富

集规律
,

发掘台盆边缘相带潜在的有利成矿区
,

借以为铅锌矿的普查勘探
、

成矿预测等研究
,

提

供依据
。

四圈圈回网

水下高地 刁 一黄铁 矿 分 布区 一硅质 条带 或结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