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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山
、

大梁子大型铅锌矿床
,

长期以来被认为

是岩浆期后远成热液成因
。

近年来
,

相继有近源改造

成矿
、

藻礁控矿
、

热卤水成矿等新的成因见解
。

年以来
,

笔者通过对扬子地台康淇地轴北段 以下简

称
“

北段
”

东缘晚展旦世灯影组白云岩中铅锌矿床

成矿地质特征的研究
,

认为它们是位于下寒武统与上

展旦统灯影组平行不整合面之下古岩溶润穴沉积成因

的铅锌矿床
。

类为主 和硅质岩 硅质白云岩
、

硅质层和硅质结

核
,

并有胶礴矿
、

黄铁矿
、

重晶石
、

婆镁矿
、

萤石

等矿物共生
。

区域地质背景

矿床位于
“

北段
”

东缘
,

其形成与本区元古代末

至早古生代地壳运 动沉 降一隆起的发展历程息息

相关
。

一 晚 , 旦世岩相古地理与同生沉积铅锌矿

化 层 矿派层 晋宁运动引起本区褶皱隆起形

成山脉
,

经早震旦世风化剥蚀
,

在晚展旦世初又逐渐

下降
,

海侵由东向西扩大
,

在
“

基底
”

上沉积了厚几

十米至百余米的碎屑岩夹碳酸盐岩 观音崖组 随着

海侵继续扩大
,

在其上连续沉积了厚达数百米至千余

米的碳酸盐岩 灯影组
。

研究晚俄旦世岩相古地理查明 〔 ,

产北段
”

东缘

上震旦统灯影组顶部有与碳酸盐沉积同生的铅 锌 矿

化 层存在
。

其主要特征是

铅锌矿 化 层的空间分布仅限于康淇古陆前

缘汉源一雷波
、

米易一巧家两千有生物礁叠加的碳酸

盐台地顶部
。

铅锌矿 化 层在剖面上位于灯影组顶部 图
。

显然
,

矿化发生于晚展旦世沉积旋回之末期
。

铅锌矿 化 层顶底板岩层主要由灰黑色泥质

灰岩
、

白云岩组成
。

在铅锌矿 化 层及其上
、

下岩

层中含有较多的有机质
、

生物化石 以藻类和软舌螺

下下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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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

北段 ” 东缘晚班且世地层示 例

面和铅锌矿 化 层的位

铅锌矿 化 层厚度小
,

矿石品位低
,

铅的含 叫

量通常大于锌
。

“
北段

”

东缘上展 旦统灯影组顶部的 铅锌矿

化 层
,

分布面积可达数万平方公里〔 ,

仅在少数

地段构成小型矿床
,

多数为矿 化 点
,

工业意义不

大
,

但却是再造铅锌矿床的主要矿质来源
。

二 古大陆风化刹蚀与再造铅锌矿床的空间分

布 对灯影组与上被地层的接触关系及灯影组中不同

类型铅锌矿床空间分布的研究查明 本区在晚展旦世

末
,

由于地壳运动使
“

北段
”

及其东缘逐渐上升为

卢盛明
、

陈夷涛同志参加了野外和部分室内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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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

并使上展旦统灯影组及其铅锌矿 化 层遭受到

不同程度的风化剥蚀
,

形成古生代
、

中生代一些地层与

灯影组平行不整合接触 在风化剥蚀较强的地区
,

灯

影组顶部与沉积同生铅锌矿 化 层遭受到破坏
,

铅
、

锌等元素在水溶液中迁移
,

并在一定的物理化学条件

下
,

在岩溶润穴或构造断裂中沉积 或充填 成矿

在风化剥蚀较弱的地区
,

与沉积同生的铅锌矿 化

层仍然存在 图
。

如上所述
,

区内晚展旦世灯影组顶部碳酸盐岩层

中
,

有分布广泛的铅锌矿 化 层 即矿源层 存
·

在 晚展旦世末地壳隆起
,

发生古大陆风化剥蚀等地

质作用
。

这是天宝山
、

大梁子古岩溶洞穴沉积铅锌矿

床形成的重要地质背景
。

住派

羚如
,

‘ · ‘

动天宾山
·

趁边
”

·

扮西州

谊口 。

会泽

扎

矿床地质特征

一 矿区地质 夭宝山
、

大梁子铅锌矿区出露

地层主要是厚达近千米的晚展旦世灯影组白云岩
,

以

图 会理
、

会东地区 七属 旦统故利蚀程

度与不同类型铅锌矿分布的 关 系

一晚展 旦世古陆 一同生沉积层状铅锌

矿分布区 弱剥蚀风 一岩溶洞穴沉积和裂

隙充填脉状铅锌矿分布区 ‘强剥蚀汉 , 一同
生沉积层状铅锌矿 一同生沉积层状 与裂隙充

填脉状铅锌矿 一裂隙充填脉状铅锌矿 了一岩

溶润穴沉积铅锌矿 一强
、

弱剥蚀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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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 圈 圈 图 围
。

因 圈
,

图
。

图 大 梁于铅锌矿床 。 米中段地质图

一白云岩 一硅化白云岩 一岩溶洞穴沉积体 飞一岩溶洞穴堆供角砾岩 凡一 自云岩块

网脉状
、 ’

角砾 状闪锌矿 一断层 一坑道 , 一坡积

一脉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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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阅
,山‘凡﹄弓‘,‘

及与其平行不整合接触的下寒武抹碎属岩夹碳酸盐

岩
。

通过大量勘探工程揭尽以及地质制图
,

查明天宝

山岩溶润穴沉积体大致呈北西
“

方向延伸
,

大梁子

呈北西
”

和北东
。

两个方向延伸 图
。

可见
,

这是矿区成矿前的两组主要断裂
。

成矿后的断裂主要

有两组 一组是走向北西
“

左右的继承性断裂
,

矿

区所见主要是沿岩溶祠穴沉积体与围岩 白云岩 接

触界面滑动
,

或切割岩溶润穴沉积体 另一组是近南

北向 或偏北北西向
,

它不仅切割破坏岩溶洞穴沉

积体
,

而且基性岩沿此断裂侵入
,

形成辉绿岩脉 天

宝山
。

矿区褶皱构造不发育
,

主要是平缓的背
、

向

斜和单斜构造
。

岩溶润穴沉积体的构造变形很强烈
。

二 岩溶润穴沉积体的形态
、

规模及产状 天

宝山
、

大梁子岩溶沉积体
,

位于上展旦统灯影组与距

下寒武统平行不整合面之下不远的白云岩层中
,

呈分

叉脉状
、

囊状互相连接在一起的不规则地质体 图
,

清楚地显示它受被岩溶化作用扩大了的断裂控

制
。

岩溶润穴沉积体膨大的囊状部位
,

往往是两组断

裂相交
、

岩溶化作用强烈
、

润穴空间大的地方
。

可见
,

断裂系统控制着地下水循环
,

并形成岩溶洞穴系统

而洞穴系统的形态又控制着沉积体的形态
。

因此
,

天

宝山
、

大梁子岩溶润穴沉积体无论在平面上或在剖面

上的形态都很复杂
。

岩溶洞穴沉积体在平面上延伸 一 米以上
,

宽由不足 米至 多米 在剖面上垂直向下延伸达

多米
。

岩溶洞穴沉积体与围岩是岩性截然不同的地质

体
。

它们之间的接触面起伏不平或犬牙交错
,

但界限

清楚
。

岩溶洞穴沉积体总体上呈近东西方向延伸
,

北

西方向分叉
,

近于垂直向下插入灯影组白云岩 图
、

图
。

可见
,

它是古大陆风化剥蚀过程中形成的

碎屑岩体
,

与围岩白云岩不是同生
,

而是后生
。

三 岩溶洞穴沉积体的物质成分 岩溶润穴系

统内的水动力和地表水动力一样
,

也起侵蚀
、

撅运和

沉积作用
。

但以何种作用为主
,

则决定于水体流动的

力学性质和物理化学条件

天宝山
、

大梁子岩溶洞穴沉积体的物质成分是复

杂的
,

不仅有碎屑沉积物
,

而且还有化学沉积物
。

碎屑沉积物 碎屑沉积物是天宝山
、

大梁子

岩溶洞穴沉积体的主要组成物质
,

估计约占沉积体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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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天宝山铅锌矿床 劫探线

地质剖面简圈

一坡
、

残积 一白云岩
。 一硅化白

云岩 一灰熟色含矿碎月岩 一青灰
、

粉

红色含矿泥质白云岩 一白云岩块 一辉

绿岩脉 一闪锌矿
、

方铅矿脉 一断层

一断层角砾岩 一钻孔 一坑道

量的 以七 按碎屑来源的不同
,

可划分为异地碎

屑沉积物和原地碎屑沉积物
。

〕异地碎屑沉积物
,

来 自润穴以外
。

如前

所述
,

本区晚展旦世末地壳隆起为陆
,

在风化剥蚀作

用下
,

不同时代
、

不同岩性地质体的表层逐渐破坏形

成岩屑
,

经地表水一地下水搬运到润穴中
,

沉积形成

含有机质的灰黑色细砂岩
、

粉砂岩和泥岩等
。

这些岩

石粒级层理和物质成分更替层理发育
,

并具细砂
、

粉

砂状结构
。

它的主要矿物成分是细粒至微粒石英
,

其

次是粘土矿物
、

碳酸盐岩屑及少量锡石
、

错石
、

电

气石
、

磷灰石
、

金红石
、

海绿石 等 胶

结物主要是泥质
、

碳酸盐和有机炭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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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大梁子铅锌矿床 劫探线

地质剖面

一坡
、

残积 一灰黑色粉砂岩 下寒

武统妹竹寺组一分
。

一 白云 岩 灯形组

一
。。

一硅化 白云岩 一灰一黑色泥

质粉一细砂岩 其中含闪锌矿
、

方铅矿
、

并夹

闪锌矿层 。
一 润穴堆积角砾岩 一白云

岩块
,

一闪锌矿
、

方铅矿 脉 一坑道

一断层

必须指出
,

在碎屑岩
、

尤其是灰黑色细砂岩中
,

含有数量不等的闪锌矿
、

方铅矿
、

黄铁矿等金属硫化

物
,

呈层状
、

星散状
、

稠密浸染状
、

结核状存在
。

它

是天宝山
、

大梁子铅锌矿床的主要容矿岩石
。

在岩溶洞穴沉积体中有一定数量的泥岩
,

夹于细

砂岩
、

粉砂岩之中
。

由于含有机质 炭质
、

沥青 多

少的不同
,

因而显示出灰黑相间层理
。

泥岩主要由枯

土矿物和微粒石英组成
,

其中含金属硫化物很少
,

是

矿体中的主要夹石
。

异地碎屑沉积岩是天宝山
、

大梁子铅锌矿床的主

要容矿岩石
。 ,

其成分复杂
,

粒级
、

物质成分交替层理

发育
。

透些现象说明

①地表水流入岩溶润穴之前
,

汇水面积不仅涉及

上展旦统上部岩层及其含矿层
,

而且也涉及火成岩地

区
。

②当岩溶作用进行到一定阶段
,

夹带泥砂的地表

水进入岩溶洞穴
,

由于水道横截面积增大或水沿裂隙

网渗透流速减小
,

摄运能力迅速减弱
,

结果形成的碎

屑沉积具有水平分异和粒级层理
。

在洞穴永久循环带

内水动力显得很弱
,

仅能搬运细碎屑和枯土
。

③岩溶洞穴沉积体中物质成分交替层理发育
,

这

不仅与沉积机械分异有关
,

也可能与 傀 值

不断变化有关
。

在天宝山
、

大梁子岩溶洞穴沉积体的碎屑

岩中
,

常见有大小悬殊
、

梭角完好的白云岩
。

它无一

定层位
,

无分选性
。

这是因为在岩溶作用过程中
,

洞

穴周壁或上部岩石失去支重能力
,

自然垮塌
、

崩落

的结果
。

在大梁子 铅锌矿 床主矿体中下部南侧 有一个

规棋较大的角砾岩体 图
。

它的主要特征是形态

不规则
,

由大小不等
、

成分不一的白云岩角侧艘且成
。

现已查明
,

这些角砾都是矿区灯影组顶部岩层的成分
,

由梭角完好
、

无分选性的混杂堆积构成
。

角砾间的充

填物主要为白云岩岩屑
。

此外
,

由于后来含矿溶液活

动
,

在角砾间还充填有石英
、

方解石
、

方铅矿
、

闪锌

矿
、

黄铁矿等细脉
。

在图 上
,

米中段南端可见到角砾岩体被异

地沉积碎屑岩体切割
,

说明大梁子古岩溶的发展经历

了地壳上升下降
,

再上升再下降两个阶段
。

北学沉积物 侵蚀性水进入岩溶洞穴
,

流速减

低
,

水与洞壁
、

与其所搬运的碎屑物接触时间越来越

长
,

淋撼
、

溶解作用就越充分
,

因此水中溶解的盐类

也越来越多
。

与此同时
,

水的化学性质也发生改变
,

主要是 值升高
,

值降低使各种盐类溶度积降

低
,

形成化学沉机
化学沉积在岩溶洞穴沉积体中占的比例较小

,

但

是由于它的沉积作用
,

除形成碳酸盐岩外
,

还有金属

硫化物沉淀
,

这对铅锌矿床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

在天宝山铅锌矿床四
、

五
、

六中段坑道内

以及大梁子矿床的地表采场
,

都见有碳酸盐岩夹于碎

屑岩中
。

主要是青灰色
、

灰黑色和粉红色泥晶
、

微晶

白云岩
。

另外还有碳酸盐岩石至碎屑岩之间过渡的岩

石
。

这种岩石具有忌纹构造
,

层纹由粉砂质泥晶白云

岩与白云质粉砂岩相间组成
。

岩溶洞穴沉积体中
,

金属硫化物主要有闪



锌矿
、

方铅矿和黄铁矿等
。

它们呈层状
、

星散状
、

稠

密浸染状
、

结核状等存在于碎屑岩或碳酸盐岩中
,

明

显地反映了金属硫化物是在润穴沉积作用过程中与其

他沉积物同生沉积而成
。

化学成分 岩溶润穴沉积体与围岩的主要组分

及含矿性截然不同 岩溶洞穴沉积体主要由碎屑岩组

成
,

而围岩则是可溶性良好的碳酸盐岩
。

因此
,

岩溶

洞穴沉 积体不 难 溶性组分
, ,

的

含量要比围岩多得多
,

而易溶性组分
,

的

含量则相反 表
。

劝润穴沉积体与目岩不 难 劝和 油姐分及含矿性 ,

矿矿床床 岩 石 名 称称 化学成分平均值 《 样品数数

易易易易溶组分分 不 难 溶组分分 铅锌组分分分

大大大 岩溶润穴沉积体体 灰黑色泥质细一粉砂岩岩 名名

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梁
子子子 图 岩岩 白 云 岩岩

天天天 岩溶润穴沉积体体 灰黑色泥质细一粉砂岩岩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山山山山 白云 质粉砂岩
、

砂质白云岩岩
。

圈圈圈 岩岩 白 云 岩岩
。 。 ·

盯
‘‘

须要指出
,

在岩溶洞穴沉积体形成过程中
,

围岩

普遍发生硅化
,

平均值达到 一 ,

否

则它的含 就会更低些 润穴沉积体与围岩 含

量差值就会更大
。

天宝山岩溶洞穴沉积体碎屑岩中
,

铅的平均含量

为
,

锌 大梁子洞穴沉积体铅的平均含量

为
,

锌
。

而围岩 白云岩 中
,

天宝山铅

夭宝山
、

大维子愉锌矿床中闪锌矿
、

份铁矿的平均化 , 成分
‘,

衰

平均含量
,

锌 大梁子铅平均含量
,

锌
。

可见
,

作为洞穴沉积体围岩的

灯影组白云岩
,

仅仅为容矿的岩溶洞穴沉积体提供了

赋存空间
,

而在成矿物质来源上可能没有多少关系
。

前已提及
,

在岩溶洞穴沉积体的碎屑岩中夹有一

些碳酸盐岩
。

它的不 难 溶性组分和易溶性组分的

平均含量介于洞穴沉积体与围岩之间
,

其中铅的平均

含量为
,

锌
。

元元 素素 县状 脉状 层状

闪闪闪 锌 矿矿 闪 锌 矿矿 黄 铁 矿矿

。

卜

。 。 。

硬 加份 吸 沙叹

吸川 》 吸 〔川

’’

加 吸奋《 呀卜 卜吸呀 卜 屯》咬】】

玉
··

卜屯川 母户 〔 《吸

一

二 吸
、

之 吸川 之 咤吸

卜吸川 【 吸吸 凡凡 书 川《

卜 》川川 乡龟川
一

卜吸,

‘,,
。

《》

二二 》〔】

件了 卜 〔

《》

、、、、、

拜 一

一一

卜卜 井井一一 一
一

臻臻臻
价价二二
盛盛 ,,

一 ‘呜了了

图 会 东大 粱 子月夭 采场碎屑 岩

与闪锌矿互层 剖面图

夭宝山
、

大梁子铅锌矿床不同矿石类型中的闷锌

矿
、

方铅矿和黄铁矿化学成分见表
,

其中与岩溶洞

穴沉积同生的层状矿石中的闪锌矿
,

比成矿期后改造

形成的裂隙充填脉状矿石中的层状矿含锅
、

铁
、

银高



脉状矿石中闪锌矿比层状矿石中闪锌矿含锌高 洞穴

沉积体中的层状黄铁矿含锌
、

锡
、

银一般比其他成因

的黄铁矿高
。

四 与沉积同生的矿石结构构造 与岩溶洞穴

沉积同生的矿石结构构造
,

是天宝山
、

大梁子铅锌矿

床古岩溶洞穴沉积成因的重要证据之一
。

由于闪锌矿

在洞穴沉积体中赋存状态不一
,

因而矿石的结构构造

也不同
。

夹于碎屑岩中闪锌矿层的主要矿 石 结构构造

如图
,

闪锌矿层夹于灰黑协粉 细砂岩中
,

其厚度

由数毫米至数厘米甚至 米以上
。

通过野外观察和室

内鉴定
,

矿石主要结构构造如下

薄层带状构造 矿石几乎全部由浅色闪锌

矿薄层与深色闪锌矿薄层交互组成
。

浅色闪锌矿层中

闪锌矿含铁低
,

而深色的含铁高
。

闪锌矿具有胶状
、

纤维状结构
。

胶状 鲡状
、

环状 结构 在鲡粒或环状

中心往往有方解石或石英
,

环绕着方解石或石英由深

色与浅色闪锌矿交互组成
。

这种结构明显地反映了含

铁量不同的胶状闪锌矿环绕石英或碳酸盐碎屑不断生

长起来
。

胶粒状构造 主要由浅棕色闪锌矿胶粒

团 组成
。

可能是由悬浮水中闪锌矿胶粒不断沉积

而成
。

闪锌矿
、

方铅矿 分散斌存于碎屑岩
、

破酸盆岩

中的矿 石 构造 在岩溶洞穴沉积体的碎屑岩中 除夹

闪锌矿等金属硫化物沉积层外
,

在碎屑岩及其所夹的

碳酸盐岩中
,

闪锌矿
、

黄铁矿及方铅矿等呈分散状
。

根据它们在岩石中分布状态和含量
,

划分为三种基本

的矿石构造

微层状构造 在灰黑色粉一细粒砂岩中
,

闪锌矿呈细晶集合体
,

沿着层理方向连续或断续分布
。

星散状 斑点状 构造 在灰黑色粉一细

砂岩或碳酸盐岩中
,

闪锌矿细晶集合体呈星散状
、

斑

点状分布
。

浸染状构造 在灰黑色将卜一细砂岩或碳酸

盐岩中 闪锌矿细晶的小集合体呈浸染状分布
。

这种

矿石构造往往与星散状构造矿石互为过渡
。

如上所述
,

夹于碎屑岩中的闪锌矿层具有明显的

胶状结构 而呈分散状斌存于碎屑岩或碳酸盐岩中的

闪锌矿财多呈细晶集合体
,

粒状结构
,

有明显月划狡现

象
。

因此
,

认为这种闪锌矿也是在水介质中形成的胶

状集合体与碎屑
、

碳酸盐物质一起沉积而成
。

由于成

岩或成岩以后的地质作用
,

使其重结晶而脱胶
。

必须指出
,

具有沉积特征的矿石
,

是天宝山
、

大

梁子铅锌矿床的主要矿石类型
,

也是古岩溶洞穴沉积

成因的重要证据
。

可是 长期以来
,

由于受岩浆热液

成矿论的束缚
,

未能引起注意
。

岩溶洞穴沉积体的
形变及其成矿物质的迁移

天宝山
、

大梁子岩溶洞穴沉积成矿后
,

经历了古

生代以来发生的地质作用
,

不仅使洞穴沉积体发生形

变
,

而且也使它的成矿物质发生迁移
。

一 岩溶洞穴沉积体的形变特征 由于岩溶洞

穴沉积体主要是由强度小的灰黑色薄层粉一细砂岩和

泥岩等组成
,

并且位于强度大的厚层白云岩中 因此
,

在地质构造应力作用下 洞穴沉积体无凝是应力集中

和释放的地方
,

所以它的形变特别强烈 形成各种复

杂构造样式
。

“ 瓦砾
”

状构造 岩溶洞穴沉积体主要由灰黑

色薄层粉一细砂岩
、

泥岩组成
。

在构造应力作用下
,

岩层受到断裂切割形成大小不同的块体 并沿层理

裂开
,

呈薄板状大小不等块体
,

形 如 瓦 砾
,

所 以称

之
“

瓦砾
,

状构造
。

在天宝山
、

大梁子铅锌矿床的露

天采场或坑道中
,

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洞穴沉积体的碎

屑岩破碎后像一堆灰黑色
“

瓦砾
。

复杂小 褶玻 仅出现在局部地段
,

规棋很小

一般一个褶曲两冀相距只有几十厘米至数米
,

其样式

有直立
、

倒转
、

平卧等
。

褶曲中常伴有密集断裂
,

因

此 组成小褶皱各部分岩层很不连续
。

挠曲构造 在洞穴沉积体的某些地段
,

碎屑岩

层形成阶梯状挠曲构造
,

其规模如同复杂小摺皱 波

及范围很小
。

此外
,

在洞穴沉积体两侧接触带附近的白云岩

中
,

构造裂隙较为密集
,

而远离接触带逐渐减少 这

些裂隙近于直立
,

走向一般与接触带平行
。

二 成矿物质迁移 在岩溶洞穴沉积体及其两

侧的围岩中
,

有许多闪锌矿
、

方铅矿
、

白铁矿等硫化

物矿脉
。

这些矿脉充填裂隙 其发育程度极不均一



因此
,

在划分矿石类型时
,

根据脉体的多少及其形态
,

可分为朋碗欠矿石
、

网脉矿石
、 “

角砾
”

状矿石等
。

在岩溶洞穴沉积体两侧的围岩中
,

由于远离接触

带裂隙密度逐渐减少
,

因此充填裂隙矿脉在空间上略

具分带现象
,

即
“

角砾
”
状一网脉状一脉状矿石

。

硫化物矿脉一般只有几毫米至数厘米宽
,

但也有

的达教十厘米
。

矿脉主要矿物为闪锌矿
,

其次为方铅

矿
、

黄铁矿
、

白铁矿
、

黄钥矿以及石英
、

方解石等
。

长期以来
,

曾把润穴沉积体形成后
,

成矿物质活化

迁移形成的矿脉
,

认为是该矿床岩浆期后热液成因的

证据
。

其实这种矿脉的形成
,

时间上在岩溶洞穴沉积成

矿之后 空间上矿脉仅分布在润穴沉积体内或离它不

远的围岩中
。

矿脉与围岩界限清楚
,

无交代和蚀变现

象
。

因此
,

认为它是岩溶润穴沉积体中成矿物质活化迁

移充填裂旅而形成的后生矿脉
,

即与岩浆作用无关
。

同位素组成及矿
物气液包裹体特征

一 同位索组成
,

同位素应用于矿床研究的理

论和实践还存在不少问题
。

因此
,

用同位素解释矿床

成因和确定成矿时代只能作参考
。

硫同位素组成 在天宝山
、

大梁子铅锌矿床中

共采集 件不同类型的矿石样品
,

侧定硫同位素结果

如下
。

天宝山铅锌矿床方铅矿 占 ’‘ 一 编
,

离差
,

均值
。 闪锌矿 ’‘ 蝙

,

离差
,

均值 喻
。

大梁子铅锌矿床方铅矿 占 ’刁 一 端
,

离

差 编
,

均值 编 闪锌矿
月 一 ,

离差 编
,

均值 编 黄铁矿
‘ 一 场

仅一个样品为一 编
,

离差 编
,

均值 编
。

两个矿床的硫同位素组成基本相似
,

多为正值
,

变化范围窄
,

略偏离零值
。

但是方铅矿的
’心

值一

般小于闪锌矿的 咨 ’礴

值
。

它们具有生物硫的特征
。

铅同位 紊组成 天宝山
、

大梁子铅锌矿床矿石

中铅同位素组成特征如下
。

①
’“ ’“‘

平均值 天 宝 矿床是
,

大梁子矿床是
,

用卡农的三角模式图解说明它

属略具放射性成因的
“

混合铅
”

型
。

有人认为这种铅

是多来源
、

多阶段演化的结果
,

这和前面所说的岩溶洞

穴沉积成矿以及后期改造的成矿机理认识是一致的
。

②用 一
,

一 一
,

一 一 法分别计

算了铅同位素模式年龄
,

结果变化范围很大
。

天宝山铅

锌矿床为 一 亿年
,

大梁子为 一

亿年
。

所侧年龄值变化范围如此之大
,

反映了这两个古

岩溶润穴沉积铅锌矿床形成于晚展旦世末
、

早寒武世

前古大陆风化剥蚀期 也反映了矿床经历了古生代
、

中

生代直至新生代的改造时期
。

二 矿物气液包襄体特征及成矿沮度问班 在

天宝山
、

大梁子铅锌矿床中共采集 件包裹体侧沮样

品
。

其中天宝山矿床 件
,

大梁子矿床 件
,

经中国

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侧试
,

矿物中包裹体不仅

少
,

而且小 其形态多为似椭圆状
、

不规则状 包裹

体直径 声 ,

主要为液相
,

气液比为 至
。

大梁子矿床矿石包裹体侧温样共 件
,

其中 件

爆裂温度为 一 ,
,

件均一沮度为 ,
。

天宝山矿床矿石包裹体侧沮样 件
,

姗裂沮度为

℃
。

应当指出
,

姆裂法测温结果可能偏高
,

而均一法

侧沮结果可能比较接近实际
。

在总结

古岩溶矿床时
,

曾指出古岩溶中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

度往往为 一 ℃
。

这与大梁子矿床矿石用均一法

侧定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沮度是一致的
。

矿床成因模式

根据上述资料分析
,

提出天宝山
、

大梁子铅锌矿

床是古岩溶润穴沉积成因
、

后期改造的概念模式
。

如前所述
,

晚展旦世后期
,

在
“

北段
”

东缘会理

至会东碳酸盐合地上
,

形成与碳酸盐沉积同生上展旦

统灯影组顶部铅锌矿 化 层后
,

由于地壳不断上升

为陆
,

不仅使一部分碳酸盐岩和铅锌矿 化 层等遭

受到风化剥蚀
,

而且也使含有碳酸
、

腐植酸等地下水

沿着灯影组碳酸盐岩中断裂循环活动
,

并起溶蚀作

用
,

使其形成岩溶洞穴 图 一
。

当地壳运动由上升变为不断下降时
,

潜水面则渐

渐上升
,

岩溶系统逐步发展成老年期
。

因此
,

沉积物

不断充填
,

岩溶润穴底部堵塞不杨
,

地下水循环逐渐

停滞
,

水动力减弱
,

溶解在水中碳酸盐等物质就会越



来越多
,

水溶液的化学性质也随之改变 即 值升

高
,

值降低
,

洞穴成为还原的沉积环境
,

促使厌

氧细菌繁殖
,

生物有机体分解放出硫化氢
。

因此
,

在

老年期岩溶洞穴总吸收带内
,

除了不断沉积被水介质

擞运来的碎屑物质等外
,

同时由含矿岩石或矿 化

层中释放出铅锌等元素
,

在游离氧存在的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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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络合物被水溶液携带到这样的洞穴还原环境
,

即被

分解
。

随着分解后的铅锌离子与硫化氢反应
,

形成硫

化物胶体状 可能以胶粒
、

胶团为主 与碎屑物不断

地沉积起来
。

这样年复一年形成岩溶洞穴沉积矿床

图 一
。

岩溶洞穴沉积成矿后
,

本区地壳曾不断下降
,

使

下
、

中寒武统超极在展旦系灯影组不同层位之上
。

因

此
,

古岩溶洞穴沉积矿床被掩埋在下
、

中寒武统与展

旦系灯影组平行不整合面以下 图 一
。

在没长的地质年代里
,

不仅使洞穴内沉积物成

岩
,

而且在构造运动的形响下
,

使其发生形变和成矿物

质活化迁移
,

结果形成摺皱
、

断裂
、 “

瓦砾
”

状构造以

及脉状
、

网脉状
、 “

角砾
”

状构造矿石 图 一
。

夭宝山
、

大梁子铅锌矿床古岩溶洞穴沉积成矿及

其后期改造概念的建立
,

不仅摆脱了岩浆热液成矿论

的束缚
,

而且也使我们联想到其他地区
,

其他矿种在

不整合面以下可溶良好的岩层中
,

形成岩溶洞穴沉积

或充填 矿床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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