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黔西北滇东北层控铅锌矿床特征及其成矿模式

贵州有色地质二队 唐森宁

或同步褶皱
,

如金沙厂
。

②柱状
,

产状与围岩大

致相同
,

矿体倾向延深大大地大于走向延长
,

倾

角陡
,

如麒麟厂
。

③脉状
,

虽切穿层理
,

但仍赋

存于一定层位中
,

倾角很陡
,

如毛坪
、

杉树林等
。

地 质
·

矿 床

黔西北一滇东北地区已探

明大中型铅锌矿床 个
,

小型

矿床和 矿 点 比 比 皆是
。

五十

年代
,

认为这些矿床与区内零

星分布的火成岩岩墙
、

岩脉或

岩株有关
,

属岩浆期后中低温
辉绿岩中 成矿元录的 含 表

热液矿床 六十年代
,

提出同生沉积成因 七十

年代后
,

又出现沉积改造
、

热卤水成矿和多源多

次多种作用成矿等观点
。

本文结合同位素地质特

征
、

岩相古地理分析
,

阐述成矿条件
,

提出成矿

模式
,

祈能有助于找矿工作的深入
。

成成矿 元素素 本区辉绿岩岩 从性岩
’

卜均 ’’ 本优辉绿岩为为

乞乞 从性岩平均含含

量量量量量的最大倍数数

旦旦
一 川 、

一
。

上据中科院贵阳 地球 化学研究所
、

简明地球 化学手册 》。

矿床地质特征

地层及其含矿性 见图
。

火成活 动 特 征 本 区火成 活 动不 甚强

烈
。

晋宁中晚期有基性一酸性岩浆侵入和喷发
。

昆阳群中分布有辉绿岩和玄武岩 巧家棉沙湾一

带有花岗岩出露 渭姑地区的石英斑岩与上覆震

旦系灯影组 白云岩呈沉积接触
。

海西期沿小江深大断裂带有玄武岩溢出
,

沿

巧家一莲峰大断裂和娅都马山深大断裂有辉绿岩

浸入
。

燕山期主要形成基性岩
。

辉绿岩与本区北东

向大断裂及娅都马山深大断裂关系密切
、

并沿此

构造零星分布
,

和区内菱铁矿
、

铅锌矿的分布大

体一致
。

辉绿岩常见的蚀变为硅化和夕卡岩化 儿

马冲
,

见星点状方铅矿
、

闪锌矿
、

黄铁矿和黄铜

矿 矿化
。

它可能是本区铅锌矿成矿元素来源之一

表
,

并为后期富集成矿的一个主要因素
。

矿 床特 征 矿 石矿牛蜓且成如表
。

矿石

常见自形晶
、

他形晶
、

乳浊状
、

环带状
、

脉状和

交代结构
,

主
·

要的构造有条带状
、

条 层 纹状
、

网脉状
、

浸染状和角砾状
。

本区铅锌矿体主要形态
、

产状有三种
。

①似

层状和透镜状
,

产状平缓
,

大致与围岩产状一致

矿体围岩蚀变简单
,

微弱
,

主要是碳酸盐化

和少量重晶石化
、

萤石化
、

硅化
。

研究表明
,

矿体属受一定沉积岩相控制
,

并

受后期构造作用影响
,

赋存于 各自层位的层控

矿床
。

同位素特征与成矿温度

本区己知有 个矿区测定铅同位素 件

个矿区测定硫同位素 件
。

铅 同位 素组 成及其特征 本区大多数属

于正常铅含有一定量异常铅的混合铅 表
、

图
。

不同矿区铅同位素的具体特征是 黔西北的

杉树林
、

银厂坡和三道场矿 区
,

主要是正常铅
,

未 见放射铅 普安矿区可能是余到沿
。

滇东北的矿

山厂除主要含正常铅外 可能存在少量针铅 麒麟

厂
、

毛坪和茂租主要是正常铅
,

未见放射铅 后

两个矿区均只 个样 金沙厂主要是放射铅
,

可与密西西比型矿床对比
。

由上可见
,

本地区铅锌矿主要属正常铅 部

分矿区可能含余件合
,

唯金沙厂铅锌矿主要是放射

成因铅
,

是否存在铀 针矿床有待进一步查明
。

硫 同位素组 成分析 黔西北
、

滇东北铅

锌矿床以富重硫为特点
,

占 。 为正值 且

远离零值
,

变化范围在 刊 一 之间
。

不



,

铅 锌 矿 区 矿 石 矿 物 成 份 衰 暇

矿矿 区区 金 属 矿 物物 非金属矿物物 伴生稀贵
、、

含含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分散元素素 矿矿
硫硫硫 化 物物 氧 化 物物物物 层层

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主主主 要要 次 要要 主 要要 次 要要 主 要要 次要要要要

滇滇滇滇 闪锌矿
、、

车轮矿
、、、

菱铁矿
、、

石 英英 重晶石
、、 、 ,,

东东东东东东东 方铅矿矿 黄铁矿矿矿 白铅 矿矿矿 萤 石石城城七七 盆沙

矿矿矿矿矿 方铅矿
、、

铅铁矾
、

白铅矿
、、

褐铁矿
、、

枯土
、

白云石
、、

绢云母
、、 、 、、

山山山山山 闪锌矿矿 菱锌矿
、

异极矿
、、

饥酸铅矿矿 方解石
、

石英
、、

绿泥石石
厂厂厂厂厂厂 错矶矶矶 蛋白石石石石石

麒麒麒麟厂厂 闪锌矿
、、

方铅矿矿矿 方铅矿
、、

白云石
、

方解石石石
、 ,,

黄黄黄黄铁矿矿矿矿 菱锌矿矿矿矿

黔黔黔 银厂坡坡 方铅矿矿 闪锌矿
、、、

铅 矶
、、

方解石
、

白云石石石
、

西西西西西 黄铁矿矿矿 菱铁矿矿矿矿矿

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

衫衫衫衫 闪锌矿
、、

纤维锌矿
、、、

褐铁矿
、、

方解石
、

白云石石 石英
、、 、

树树树树 方铅矿
、、

磁黄铁矿矿矿 白铅矿
、、、

重晶石石
、

林林林林 黄铁矿矿矿矿 菱锌矿
、、、、、、

异异异异异异异极矿矿矿矿矿矿

铅 同 位 索 组 成 对 比 衰 农

矿矿 区区 样品数数
。 “ ’ “ 心心 ““ “‘‘

年龄 亿年

黔黔 西北吸 杉树林林
,, 。 。

银厂坡坡
。 。 。

三道沟沟
。 。 。 。

普 安安
。

〔

滇滇东北 假 麒麟厂厂 一 一
。

矿山厂厂
。 。 。

毛 坪坪
。 。

金沙厂厂
。 。

一
。

茂 租租
。 。

美美
·

密西西 比流域 ③③ 臼 「

澳澳
·

布罗肯尔矿 区与与 一

塔塔林加型方铅矿 ④④④④④④④

①贵州冶金地质二队资料 ②西南冶金地质 队资料 ③冶金部天津地质调查所资料 ④据 《地质与勘探 》

年第 期
。

同矿区可在一定范围内呈塔式分布
,

而不弥散
。

这不仅与硫源有关
,

而且可能是改造富集过程均

一化的结果 图
,

,

表
。

当应指出的是
,

普安

铅锌矿的 古 位于零值附近
,

相对变化为
一

,

变化范围为 一 一 ,
,

呈塔

式分布
,

可与基性岩床及岩浆热液矿床类比
。

成矿温 度 对 四个矿区选择 个硫同位

素矿物对计算其成矿温度
,

得出两组温度 中温

一 ℃ ,

高温 一 ℃
。

各矿区均有 一

批包裹体钡组温数据
,

主要结果是 杉树林矿区方

解石 一 ,

闪锌矿 一 和 矿

山厂矿区方解石 一 ℃ 平均 ℃
,

闪锌矿

一 ℃ 平均 ℃ 麒麟厂 矿 区方解石

℃
。

包裹体测温同样有两组结果
,

中温 一

,

高温 ℃
。

岩相古地理特征

尽管本区各矿床所处时代不同
,

且具有多层

性
,

但各矿床均受一定层位控制
,

与一定的岩相

古地理有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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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黔西北一澳东北铅锌矿床铅同位 素

坐标图

晋宁运动后
,

康滇古陆
、

扬子古陆遭受风化

夷平作用
,

进入更迭频繁的海进时期
,

加之北西

向
、

北东向两组大断裂的形成
、

发展和活动
,

在

其交叉部位常形成大小不等的海盆地
,

对成矿物

质的沉聚和富集提供了有利的场所
。

首先在震旦

期形成金沙厂和茂租海湾盆地
。

自加里东运动始
,

本区逐渐形成陆表海
。

两

组大断裂活动的结果
,

于泥 盆纪中
、

晚期
,

在赫

章
、

奕良分别形成泻湖盆地
。

其后
,

海水由南向

北再次入侵
,

加之大断裂的影响
,

石炭纪海底地

貌分化剧烈
,

形成各具特征的沉积相和微相
。

其

中有利成矿的沉积相有 图

局 限 海 台地 相台盆 台沟 微相 位于

前有沙坝 提滩
,

后有潮坪
,

水体较深而稳定
,

与外海循环不畅的位置上
。

它处于平均低潮面以

下
,

常见水平层理
。

所形成的岩石为深灰至灰黑

色含黄铁矿生物屑泥晶灰岩
。

如矿山厂
、

麒麟厂

形成了具工业意义的大小 多个矿体
。

局 限海 台地 相滩间洼 盆 地徽相 位

于前为开阔海
,

后为局限台地的沙坝 嘎滩 内

矿矿体网岩岩

个个三树林牛台牛辛矿矿

银银厂坡铅锌矿矿

矿矿山厂铅锌矿矿

七七 厂铅锌矿矿

洛洛泽河衡铁铁
矿矿 型铅锌矿矿

毛毛坪铅锌矿矿

金金沙厂 柑锌『『

茂茂祖铅锌矿矿

图 助西北一淇东北铅锌矿床硫同位

组成分布图

的洼 盆 地
。

水体比台盆 沟 相对要浅
。

形

成含矿层顶板为含少量黄铁矿的黄绿色粘土岩
,

含矿层为灰至深灰色泥晶砂屑灰岩
。

以银厂坡矿

床为代表
,

是以方铅矿为主的铅锌矿床
。

局限海台地相生物滩后的潮下泻湖徽相

与台盆 沟 微相近似
,

位于平均低潮面下
,

水

下障壁四伏
,

水体循环受阻
,

属潮下滞流还原泻

湖
。

形成含矿层为黄铁矿泥晶灰岩和泥晶生物屑

灰岩互层
,

矿层顶板为厚 米的黄绿色粘土岩
,

是弱还原条件的标志
。

奕良
、

毛坪
、

长发俐矿床

为代表
。

,

台内海 盆地 相台盆边缘徽相 位于台盆

边缘和开阔海台地的接壤部位
。

如杉树林矿床为

中石炭纪中上部海底重力形成的浊流沉积
,

含大

盆大小不等的生物砾块灰岩
,

属塌积物
,

含有机



硫 同 位 组 成 变 化 衰 裹

矿矿 区区 样 品品 测定矿物物 样样 占 , ‘ 。。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最低值值 最高位位 平均位位 变化范围围 矿 区最大变化范圈圈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价价西北 杉树林林 铅锌硫化矿石石 方铅 矿矿 住卜卜

⋯⋯
普 安安 铅锌硫化矿石石 闪锌矿矿 】 《 万

‘

落

⋯⋯银厂坡坡 铅锌硫化矿石石 黄铁矿矿 轰 十 ‘

⋯⋯方方方方铅矿矿 一 十 丢 网 一一
闪闪闪闪锌矿矿 一 〔,, ‘ 与与

,

叮

⋯⋯
方方方方铅矿矿 〔乡乡 十 弓 ‘

黄黄黄黄铁矿矿 健 】】

城城东北 族一厂厂 铅锌硫化矿石石 方铅矿矿 ,, 十 阳

下
一 。 吸

矿山厂厂 矿体和田岩中中 闪锌矿矿 泛 习〔

⋯北北
弓

毛 坪坪 的旅化矿 物物 黄铁矿矿 】】 】】

洛泽河河 块状铅锌矿 石石 方铅矿矿 《 、

一一

金沙厂厂 黄铁矿 型铅锌矿矿 闪锌矿矿 口口 一一 一一

茂 租租 铅锌硫化矿石石 闪锌矿矿 吸

层层层状铅 锌矿石石 黄铁矿矿 一 容 ‘ 一一

方方方方铅矿矿 记户户

方方方方铅矿矿
闪闪闪闪锌矿矿

质较多
,

还原条件较好
,

成矿物质丰富
,

形成大

小 个铅锌矿体
。

由上可见
,

本区铅锌矿床主要赋存于 ①以

生物屑泥晶灰岩为主的不纯碳酸盐岩和碳酸盐

岩
,

即铅锌矿斌存于碳酸盐台地沉积区局限海台

地勺与外海呈封闭或半封闭的构造盆地 或泻湖

中
。

②具有大致平行层面的层纹
、

条带构造
,

水

动力较弱
,

为与外海水体滞流不畅的环境
。

③成

矿环境全部在平均低潮面以下
,

见少量星点状黄

铁矿和碳质的还原沉积盆地
。

某些 含 矿层顶

板为 含 黄铁矿的黄绿色或绿色粘土岩的弱还

原条件的盆地或泻湖内
。

以上反映了本区多种多样的成矿环境 图
,

也是形成各具特色的黔酬匕一滇东北铅锌矿

矿床的原因
。

构造控矿特征

一般认为
,

黔西北地区是北西向构造控矿
,

淇东北地区是北东向 多字型
、

歹字型 构造控

矿
。

我们通过资料整理和实地踏查认为
,

这两组

构造不仅控制着成矿作用
,

也控制着岩相古地理

环境
。

本区已知主要大中型铅锌矿床全部位于北

东向和北西向两组大断裂的交叉部位 图
。

滇

东北的金沙厂矿床位于巧家一莲峰与娅都马山大

断裂交叉处 茂租矿床位于巧家一莲峰与牛栏江

大断裂交叉处 毛坪
、

洛泽河位 ’五星厂与娅都

马山深大断裂交叉处 矿山厂
、

麒麟厂和黔西北

的银厂坡矿床位于金牛厂与牛栏江大断裂相交

处 黔西北的杉树林矿床位于航片解译 的 北 东

向断裂与威宁 圣叹断裂交叉处
,

等等
。

黔西北的北西向控矿构造中
,

常受北东向

构造影响而发生构造扭歪现象
,

并使矿体膨大
、

富集
,

如杉树林
、

观音山
。

勘摘胜吉果表明
,

滇东北受北东向构造控制

的金沙厂铅锌矿床
,

实际是受北西向构造控制
。

黔西北地区同样存在着北东向控矿构造
。

构造对岩相古地理的控制
,

在本区有清楚

地显示
。

两组构造断裂交叉的部位常形成负地形
。

本区晋宁一海西期主要毖示北西向构造
,

当时形

成的构造盆地亦呈北西向延伸
,

北西向断裂发育

处常形成台沟 ‘台盆
。

滇东北矿山厂
、

麒麟厂和

黔西北银厂坡矿床即处于同一台盆内
,

但由于北

东向金牛厂断裂的影响
,

把银厂坡相对向上位移
,



娜娜娜
构造对本区铅锌矿床的形成有富集作用

。

燕山期主要显示北东向 多字型和夕字型 构造
,

构造型式基本确立
,

并形成一系列北东向褶曲
、

断层和层间滑动
。

在黔西北
,

受此方向构造影响
,

形成构造扭歪
。

图 泛 叶西北一演东北中石炭世岩相古地

理 附构造 图

据贵州冶金地质二队综 合组
、

一分队资料综合

一深大断裂 一 大断裂 一航译断裂 一

堤滩
、

沙坝 一相带界线 一古陆 一滩后盆地
一陆源供给 方向 一海浸方向 一 台地边缘滩相

带 一 局限海台地相带 一开阔海台地相带 ,

一 台内海盆相带 八一滨岸泥坪相带

形成了不同的沉积微相和还原环境 矿山厂
、

麒

麟厂为台盆 沟 微相
,

麒麟厂尤为明显
。

后在

日匕东向构造影响下
,

为形成倾向延伸大大地大

于走向延长的柱状矿体提供了条件
。

成矿条件与物质来源

成 矿 物理 化 学条件分析 从矿物组合
、

结构构造分析
,

本区铅锌矿床的形成均属还原条

件
。

杉树林
、

麒麟厂
、

洛泽河
、

金沙厂矿区属强

还原条件
,

形成以闪锌矿
、

黄铁矿为主的矿物组

合 杉树林
、

矿山厂矿区见有草毒状
、

球状黄铁

矿
。

银厂坡
、

毛坪矿区属弱还原环境
,

形成以方

铅矿为主的铅锌矿床
。

铅
、

锌的富集条件分析 对四个矿区不

同含矿层位 件样品中的铅锌含且进行了分析

嚷
。

由表可见
,

不同矿区主要含矿层中的成

矿元素含量比碳酣比 岩中高 一 倍
。

银厂坡等

矿区铅的倍数大于锌
,

形成以方铅矿为主的矿床

有些矿区锌的倍数大于铅
,

形成以闪锌矿为主的

矿床
。

由此认为
,

本区以方铅矿为主和以闪锌矿
、

黄铁矿为主矿石类型的形成
,

与含矿层成矿元素

背景值直接有关
。

而不同矿区不同含矿层所含成

矿元素的差异
,

则与含矿层的形成环境
,

即岩相

古地理位置有关
。

岩桨活动 与后期 , 集作用 燕山期以前

的岩浆活动主要为本区提供了壳源物质
。

本区燕

台地料坡徽栩徽栩
台地边缘确滩沙坝微相

相⋯霏
局限海台地柏

滩 目海微

沙坝︵堤滩一微相沿岸滩坝嫩相潮坪泻湖徽相海岸海阵徽相

滨岸金日泽相 开 阔 台 地 相

台 育
盆 环

思缪
稚 雌

姗
沙 沙
坝 坝

不、扩 礁滩

台地边绛礁滩相
平均高溯因

平均海面平
一

一 平均低阴面
波基 面

︵降壁︶︹障蟹︶

氏矛地 陆地边缘沉积区 碳 酸 盐 台 地 沉 积 区 台 地 边 缘 沉 积 区

图 黔西北 一 演东北石炭纪沉积棋式图

据贵州冶金地质二队综合组
、

一分队 贵州地科所资料综合简化



参沙厂

, 卜 诬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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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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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门

断

气
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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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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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于

马龙

枚了
。 季合厂

普安 。 、

山期岩浆活动尽管较弱 但所形成的基性岩中
、

含量甚高
,

围岩中亦见有铅锌矿化和热液

蚀变
。

它不仅可为成矿作用提供热能 也能提供

部分成矿元素
。

普安式铅锌矿床与构造作用关系

密切
,

似也可以作为岩浆源成矿之一佐证
。

燕山期后
,

由于地表水的深循环作用
,

吸附

了上覆地层中的成矿元素
,

向深部运移 使其在

有利地段富集成矿
。

部分铅同位素较地层年青
,

也许可能是对后期成矿元素富集的一个说明
。

硫的 来 源 如前所述
,

构造盆地中的含

矿层位主要位于平均低潮面以下
,

为贫氧的弱酸

镯马碱性之还原环境
。

厌氧细菌对硫酸盐的还原

作用强烈
。

硫酸盐有利于厌氧细菌的发育
,

又促

进了还原作用
,

同时也为硫化物的生成提供了硫

源
。

富含重硫是本区铅锌矿床硫同位素的一个特

点
。

普安铅锌矿硫同位素组成可与基性岩和岩浆

期后热液矿床对比
,

尽管未能提出更多的资料
,

但为继续探索提出了另一课题
。

甲功

甸
寻

潭大断翻

图 附西北一演东北区城构造略图
‘据贵州冶金地质二队 云南冶金地质 队 资料综 合

若千矿区不同 含矿层中铅
、

锌含 , 衰 衰

矿矿 区区 地层层 样品数数 成矿 元素含 矿区中成矿元素含 为为 说 明明

时时时代代代代 联酸盐岩中含量的倍数数数

杉杉树林林
,,

主要含矿层层

一 。 。

矿矿 厂厂
罗罗罗 主要含矿层层

一七七七 。

次要含矿层层

银银厂坡坡 ,,

易易
, 次要含矿层层

。。 。

主要含矿层层
。。 。

一 。。

级级子坡坡
。

碳碳酸盐岩岩岩岩
。 。

中中的平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含含 , ①①①①①①①①①

①据中科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 《简明地球化学手册 》
。

综上所述
,

本区的成矿作用
,

受不同地质时

代构造盆地的制约
,

它控制着含矿层位沉积相的

特征和成矿元素的富集作用
,

形成了不同地质时

代的矿源层
。

而后期的构造作用和岩浆活动
,

使

铅
、

锌在有利的部位进一步富集
,

形成工业矿床
。

矿床成因类型及其特征

根据成矿物质来源和成矿条件
,

本区铅锌矿

床成因划分如下

层控矿床



沉积一 弱改造矿床 矿体形态简单
,

边界整齐清楚
,

常呈似层状
、

透镜状
。

产状大致

与围岩一致
,

并与围岩同步褶曲
。

一般走向延长

较大
。

矿石呈浸染状或条带状
,

条带大致平行层

理 面
。

如金沙厂和茂租矿床
。

沉积一强改造矿床 矿体形态和产状

均复杂多变
。

既有似层状特征
,

又以脉状为主
。

矿体顺断层产出
,

受构造控制明显
。

矿体边界不

甚整齐
,

切穿层理而不穿层
。

以块状和角砾状矿

石为主
。

铅同位素以正常铅为主
,

硫同位素偏离

零值较大
,

且均为正值
,

富含重硫
,

各矿区在一

定范围内呈塔式分布而不弥散
。

如毛坪
、

杉树林

矿床
。

沉积一改造矿床 是前两类矿床的中

间类型
,

不易划分时可分别归入其中一类
。

矿体

以透镜状
、

扁豆状为主
,

常见尖灭再现
。

构造作

用不明显
,

仅与层间滑动有一定关系
。

矿石常呈

星点状
、

斑点状
、

层纹状和块状构造
。

铅同位素

以正常铅为主
,

硫同位素均为正值
,

富重硫
,

在

一定范围内亦呈塔式分布
。

如银厂坡矿床
。

热液矿床 矿床与构造作用关系密切
。

矿体小而不规则
。

铅同位素主要是正常铅
,

可能

含有乍到沿 硫同位素占 ’‘ 特征可与基性岩对比
,

接近零值
,

呈塔式分布
,

相对变化范围在 一

一
· ,

喻
。

如普安铅锌矿床
。

成矿模式

根据矿床与沉积相的关系
、

控矿因素
、

矿床

地质特征和同位素资料
,

认为本区铅锌矿床的成

矿作用可分为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 沉积矿源层形成阶段 自晋宁运

动始
,

本区更迭频繁的海侵
、

古陆的剥蚀夷平作

剖剖剖

面面面

图图图

叨叨乙乙 晋晋 坝

脚喻⋯飞严严而而而
了了了

图图图 海海海

篇篇篇篇篇
获获获获

风
「

呱飞
「

生乌乌乌

期期期期期

地地地 气添石丽丽蔽而蔽而厂一

一一
区区区 黔西北沉积相和盆地方向性特征征
牛牛李李李
证证证证

回
、

回 口 回 图

图 成矿棋式 —第一阶段 沉积矿抓层的形成示 愈图

一腐植质 一海生生 物 一 , ‘ 、 , 十

一 以碳酸钙软泥为主的 含育植质
、

海生 生物

及其吸附的
小 、 , 伞

之混合沉积物 一 构造盆地
, 一北西向断裂 一北东向断裂



用
、

北西向和北东向两组断裂在不同地质时期的

活动
,

在两组断裂交叉部位形成洼地 构造盆地
,

如展旦纪的金沙厂
、

茂租盆地 某些地区形成泻

湖
,

如中一早泥盆世的菜园子泻湖 它们接受来

自古陆风化擞运
、

海生生物吸附
、

碳酸钙软泥有

机缔合与吸附来的成矿元素的沉积
。

受晋宁一海西期北西向构造的制约
,

构造盆

地呈北西向展布
,

矿源层亦呈北西向延伸
。

海水

进退的颇繁更替
,

碳酸盐台地沉积区构造盆地水

体较深
,

水动力较弱
,

水质循升训屯畅
。

形成含少

星点状黄铁矿
、

含有机质和含一定生物化石的

泥晶灰岩
,

在海进程序的中上部成矿
。

本区有利成矿的构造盆地 妈湖
,

均位于平

均低湘面以下的还原环境中
。

即
十 、

呼 十 、

‘ 十

等成矿元素
,

在腐植质或氮氧化铁胶体吸附下撅

运
,

并与生物及碳酸钙软泥吸附的 卜
十 、

和

碳酸盐软泥混合一起在有利的盆地中沉淀下来
。

含矿层普退含有机炭
,

有的矿区见有草墓状
、

球

状黄铁矿就是这种环埃在】一个反映
。

含矿层中常

见大小不等的生物碎屑
,

随其含量的减少和消失
,

矿体也随之变薄或尖灭
。

碳酸钙软泥对 护
‘ 、

‘

的吸附主要集中在 产 粒级
,

含生物砂

屑泥晶灰岩恰是这种粒级的含矿层
。

铅锌硫化物

含量的多寡
,

取决于吸附共沉的 卜 ‘ 、 十

浓度
,

取决于成岩环境
,

包括岩相古地理特征
。

卜
‘ 、

在有利的构造盆地中沉淀
、

遭筱盖
,

并与细

菌作用下形成的导
一

结合
,

在成岩作用中形成矿源

层 图
,

完成了成矿作用的第一阶段
。

第二阶段 改造 , 集阶段 燕山期
,

本区构

造轮廓基本定型
,

但北西向和北东向两组断裂的

继承性活动
,

伴生的岩浆作用
,

提供了部分热液

和热能
。

它们与下降的 热 水溶液汇合成
“

热

液
” ,

使第一阶段形成的矿源层 端 中的 卜
十 、

‘ 、 十

等活化
、

运移
、

富集
、

再沉淀
。

由于

受改造的程度不同
,

形成前述各种型式的层控矿

床 图

圈 成矿棋式 —第二阶段 改造富集作

用示 愈图

①沉积一弱改造式铅锌矿床 掌 沉积一强改造式铅锌矿床

僵沉积一改造式铅锌矿床 川 普安式铅 锌矿床

找矿工作

根据以上矿床成因和成矿控制因素分析
,

从

区域上看
,

可由两组大断裂的交叉部位入 手
, 、

子

找新的成矿远景区
。

在调查
、

研究不同时期构造活动演化特征的

同时
,

开展大面积
、

小比例尺碳酸盐沉积相的分

析
,

以寻找和确定矿源层 探子有利的成矿层位
,

选择找矿远景区
。

就矿区而言
,

尤其是在老矿区外围寻找新矿

体
,

应在矿区范围内
,

进行大比例尺沉积微相的

研究 了解含矿层的岩相变化规律与成矿的关系

进而进行构造分析
,

了解沉积盆地长轴的方向和

改造富集的有利容矿空间
。

同时
,

进行同位素地

质测试或搜集有关资料
,

为确定矿床成因提供若

干依据
。

在成文过程中
,

承我队彭良琪同志帮助和作

图
,

谨致谢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