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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
,

含金最好的矿段显然已被剥蚀掉
。

砂

金作为普查含金斑岩铜矿的标志
,

是可行的
。

工作中的失误及教训

在玉龙矿带紧密结合已知的成矿规律
,

综合

运用物探和化探方法找矿
,

收到了一定成效
。

但

如果片面地强调某一异常的重要性或对成矿地质

规律把握不准
,

工作中就会出现失误
。

例 玉龙岩体接触带上的环状铁矿体
,

其

磁异常值数千伽马
,

峰值上万伽马
,

故最初误认

为是夕卡岩型铁铜矿
,

因而对产生视极化率 一

的激电异常的原因迷惑不解
。

在验证过程中
,

钻孔主要是沿由接触带 号铁矿体伸入岩体内的

一条产状陡
、

宽约 米
、

上千伽马的弧形磁异常

带布置
。

经四个钻孔验证
,

均未见到铁矿体 系

铁矿转石引起的假异常
,

控制铜矿厚度平均不到

米
。

实际上
,

激电异常在玉龙矿带其他矿床

和矿点的发现中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

例 玉龙矿 区四周有数十个大小不等
、

产

状各异的岩株
、

岩枝
、

岩床
、

岩墙和岩脉
。

岩性

多为花岗斑岩
。

我们曾选择玉龙外围两个视极化

率值与玉龙差不多的小岩体进行钻孔验证
。

结果

发现异常系弱黄铁矿化的角岩和炭质泥 页岩所引

起
。

围岩仅具角岩化或热烘烤现象
,

未见强烈的

钾化
、

硅化
、

绢云母化和青盘岩化
。

另外
,

这两

个小岩体均为产状缓的岩床
,

而不是玉龙式的陡

立小岩筒
。

可见
,

只考虑激电异常
,

而不考虑地

质规律
,

则容易被假异常所迷惑
。

例 马拉松多矿区有三个相距很近的喜山

期黑云母二长花岗斑岩
。

初期
,

物化探工作都以

地质上认为有成矿远景的卡仁马勇岩体为研究对

象
,

面积只有 平方公里
。

由于工作面积过小
,

对矿区地球物理特点了解不充分
,

故矿异常与非

矿异常特征未摸清
,

结果将品克弄岩体北接触带

强黄铁矿化流纹岩引起的自电
、

傲电综合异常误

认为矿异常
。

其实
,

当时已有少数激电侧深点展

布到品克弄矿体上
,

曲线为 型
,

即具较高极化率
一 和高电阻率 一 掀姆

·

米
,

,
,

与 曲线变化均缓慢
、

倾角小
,

并相交成剪刀

状
,

夹角不大
。

但这些特点未能引起重视
。

结果

两个验证钻孔落空
,

漏掉了矿体
。

后来
,

将矿区

物化探工作面积扩大到 平方公里以上
,

并对已

取得的各种资料再次进行全面综合分析
,

同时与

玉龙和多艘松多等已知斑岩铜矿床进行对比
,

认

为矿区围岩蚀变范围大 超过岩体面积百余倍
,

具分带性
,

钾硅化强
,

岩体侵入于背斜轴部
,

构

造裂隙发育
,

矿液有良好的沉积场所
,

故成矿条件

有利
。

于是
,

选择地质成矿条件好
、

次生 含铜

最高点布置了第三个验证孔
,

结果穿过 米厚

的第四系之后
,

直至终孔 米均为品位稳定的

铜矿石
。

这说明物化探工作的开始阶段
,

工作面

积不宜过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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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形坪铅锌矿床成因初探

杨 昌 明

武汉地质学院

蛇形坪铅锌矿床自 年代中期勘探以来
,

许

多单位陆续对其作过大量的地质研究工作
。

多数

学者认为
,

该矿床属于与花岗斑岩有关的高中温

岩浆热液矿床
,

但也有人把它列为受后期改造较

强烈的层控矿床
。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

根据我

们的初步研究成果
,

本文侧重探讨蛇形坪铅锌矿

床与岩浆岩的关系及其成因标志
。

岩浆活动及其与矿化的关系

本矿床位于湖南郴县东坡矿田千里山复式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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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西南
,

处于湖南临武一宜章新华夏断裂构造带

与南岭东西向构造带的交接部位
。

区内构造复杂
,

以北东向断裂和摺皱构造最为发育
,

其次为近东

西向
、

南北向引匕西向构造
。

不同方向的构造在

时间上相互交替
,

多次活动
,

严格控制着本区成

岩成矿的发展过程
。

区内出礴地层主要为泥盆系

中统棋梓桥组和上统佘田桥组碳酸盐岩
,

因受岩

浆活动影响
,

多已变质成结晶灰岩或大理岩
,

其

次有泥盆系中统跳马润组石英砂岩
。

矿田内岩桨活动倾繁而强烈
,

出尾的岩浆岩

主要有四种
,

它们是同源岩浆分异不同阶段侵入

的产物
。

根据岩性特征和相互穿插关系
,

并参考

同位素年龄等资料
,

它们的形成顺序从早到晚

为 中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烈
一 ’ 、

中粗粒黑

云母花 岗岩 川
一 ’ 、

细粒少斑状花 岗岩 洲

及花岗斑岩
。

均为燕山早期产物
。

矿区内除中粗

粒黑云母花岗岩外
,

余者皆可见到
。

其中仅花岗

斑岩出耳地表
,

呈岩墉状产出
。

走向北东一南西
,

延伸 米以上
,

向北东插入千里山花岗岩体
,

倾向南东
,

倾角 一 。

铅锌矿体产于岩墙两

侧及其附近的碳酸盐岩围岩中
。

前人根据花岗斑

岩与铅锌矿体空间上的这种密切相伴关系
,

认

为矿化与花岗斑岩具有成因联系
,

后者是成矿母

岩
,

并在成矿过程 中起着隔挡层的作用
。

随着

矿山生产的发展
,

大量有意义的地质现象的揭盆
,

为地质研究创造了条件
。

我们通过坑道地质填图

发现

花岗斑岩与矿体接触界线清楚截然
,

岩脉

明显切割或错断铅锌矿脉 图 一

花岗斑岩脉延伸出去的小岩枝插入铅锌矿

体 图 一

花岗斑岩与铅锌矿体接触带附近的花岗斑

岩一侧见有铅锌矿捕虏体 图 一

花岗斑岩与矿体接触时
,

有几到几十厘米

宽的冷凝边
,

其形态
、

产状明显受花岗斑岩和矿

体接触界面形态产状控制 图
一

花岗斑岩脉及其与矿体接触处未发现铅锌

矿化以及与矿化有关的蚀变
。

由此可见 花岗斑岩的侵入明显晚于铅锌矿

化
,

两者不可能有成因联系
。

那么
,

铅锌矿化究

竟与何种岩浆岩有关呢 由于区内发育的花岗岩

隐伏地下 以往勘探所获取的岩心已经散失
,

无

鬓鬓馨馨馨馨
藻藻口 口

一 大理岩

铅锌矿化与花岗斑岩的关 系

一铅锌矿体 一花岗斑 岩 一冷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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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查证
。

笔者通过矿田内与蛇形坪矿床处于同一

矿带的
、

邻近相类似的东坡山等铅锌矿床的对比

研究
,

发现第一期中细粒斑状异云母花岗岩边缘

四 翻 口
铅锌矿化与石英斑岩的关系

一矿化大理石 一铅锌矿体

一矿化石英斑岩

相及小岩枝相石英斑岩中铅锌矿化极为强烈
,

与

矿化有关的蚀变也相当发育
,

铅锌矿脉明显穿插

中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边缘相和小岩枝相石英

斑岩 图 而第二
、

三期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
、

细粒少斑状花岗岩中铅锌矿化十分徽弱
。

显然
,

本区铅锌矿化应发生于第一期中细粒斑状黑云母

花岗岩俊入之后
、

第二期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畏

入之前
。

这一认讥从同位素年龄资料也可得到证

实
,

矿石铅同位素模式年龄为 一 百万年
,

明显地早于花岗斑岩 一 百万年 和第二

期中粗粒黑云母花岗岩 一 百万年
,

而

与第一期中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一 百

万年 非常接近
。

不同期次岩休人工重砂资料 表 表明
,

千且山 , 式岩体都分盆矿怕含 ‘ 厂

据武汉地质学院柿竹园实习队

性性性 铁 矿 物物 金 肠 硫 化 物物 鸽 矿物物

二
矿 钧钧

岩岩岩 滋滋 赤赤 性性 金金 锐锐 栩栩 专专 黄黄 辉辉 辉辉 方方 闪闪 燕燕 白白 独独 含含 品品 孔孔 自自 位位 找找 电电

泉泉泉 铁铁 拐拐 铁铁 红红 性性 石石 砂砂 铁铁 相相 快快 铅铅 锌锌 鸽鸽 鸽鸽 石石 灰灰 居居 度度 雀雀 热热 石石 玉玉 气气

岩岩岩 矿矿 铁铁 矿矿 石石 矿矿矿矿 矿矿 矿矿 矿矿 矿矿 矿矿 矿矿 矿矿矿 石石 石石 矿矿 石石 性性性性 石石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物物 矿矿矿矿矿矿矿

川川 ’’ 。 。 。

。。
。 。 。

川川
一

。。。
。

加
。

较较
。

。。 。
。 。 。

川川
一 ’’’

口口同同口口国国
。 。

回回 习习国国
。。
国国三三可可二二

, 。 。。

一 一 拉 一 拉 一 较 一

早期中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中副矿物种类多
,

卡岩化和矿化与中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有密切

含量高
,

其中方铅矿及磁铁矿和黄铁矿等铁矿物 联系
。

的含 比晚期花岗岩高得多
,

由此可见
,

区内夕 岩石 中 的含量 表 明显偏高
,

达

中细粗斑状燕云母花阅岩化学成分

序序号号 人 】 之
刀刀

牛牛 ,, 总 计计

。 。 。 。 。 。 。

即即
。 。 。 。 。

。 。

怕怕 飞
。 。 。 。 。 。 。

朋朋
。 。 。

一 。 。 。 。 。 。 。 。 。

匆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平均均
。 。 。 。 。 。

闪闪
。 。 。 。 。

了
。 。

。 。 。 。 。 。 。 。 。 。 。 。 。

·
中日耳云母花幽岩

,

共形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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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中国黑云母花岗岩高 岩石 值分别为 和
,

值为
,

比值为

抽质含 商
,

为
,

且 力
。

是一种富钾
、

贫铁镁钙的超酸性岩石
,

具

铁
、

钱
、

钙含 明显偏低
。

岩石
,

有含矿岩浆岩的特征
。

东雄犷田 岩簇岩徽 元 一 班

岩岩 石 名 称称 代号号

中中翻抽班伏一云母花肖岩岩 川一 ’’ 。 一 。 。 。 。

中中粗往 皿 云 母 花 肖 岩岩 月
一 二二 一 。 。 。 。 。 。 。

位 少 班 状 花 幽 岩岩 孟
一 ’’ 。 。 。 。 。 。 。 。

早早 润 花 阅 斑 岩岩 六
。 。 。 。 。 。 。

晚晚 翻 花 肖 班 岩岩 行 。 。 。 。 。

华华有燕 山早期花 肖岩
。 一 。 。 。 。

二南大绝质学系
。

从表 可见
,

千里山花岗岩成矿元素的含量

娜高于华南燕山早期花岗岩
,

其中铅高出 一

倍
,

锌高出 倍
。

很明显
,

原始岩

浆宫含铅锌等成矿元素
,

有可能提供丰富的成矿

物质
。

三期花岗岩中又以第一期中细粒斑状黑云

母花阅岩铅锌含 最低
。

第三期细粒少斑状花岗

岩铅锌含 最高
。

这正好反映铅锌矿化与中细粒

斑状黑云母花岗岩的成因联系
。

以铅为例
,

在离

子半径和晶体化学性质上
,

铅与钾相似
。

成岩时

期
,

随粉岩浆的分异演化
,

铅倾向于进入钾长石

晶格
,

岩石中铅含 和氧化钾分子呈正相关关

系
。

然而本区花岗岩的铅含量与氧化钾分子数却

呈负相关关系
,

即第一期中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

岩暇化钾分子数最高
,

而铅含量却最低
。

这就说

明
,

岩浆分异早期
,

外界物理化学环境不利于铅

进入钾长石晶格
,

而有利于铅在第一期岩浆侵入

后的残余岩浆和热液中富集
,

有利于铅的独立矿

物形成
,

从而为成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

岩

浆分异晚期
,

由于物理化学环境发生变化
,

铅大

量进入钾长石晶格
,

致使第二
、

三期岩浆侵入后

的残余岩浆和热液贫铅
,

不利于成矿
。

三期花岗岩中
,

以第一期中细粒斑状黑云母

花岗岩钾长石化等蚀变最为发育
。

根据成矿元素

在未蚀变中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和钾长石化中

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中的含量变化 表
,

铅

在钾长石化花岗岩中的含量明显低于未蚀变花岗

岩中的含量
,

钨
、

锡
、

钥
、

被等元素也有类似规

律
。

由此可见
,

钾化有利于铅等某些成矿元素的

活化转移
,

提供部分成矿物质来源
。

岩石稀土元素分析结果表明 表
,

稀土总

量 峨 平均值曦
,

轻稀土较富

集
。

我们以 个球粒陨石稀土

元素平均值为标准
,

将所分析的岩石样品稀土元

素含量标准化
,

其分布模式呈 型曲线
,

具有

极为明显的负铺异常 图
,

铺异常强度系数

‘ 平均值为
。

表明该复式岩体是壳源岩浆

蚀变与未蚀变花脚岩成矿元价含 对比班

据武汉地质学院柿竹园实习队 襄

号号 岩 石 名 称称

中翻粗斑状燕云母花阅岩岩
。 一 。 一 ,, 。 一 ,, 。 一 。

一一
。 一 ,, 。 洲

, 长石化中姻位斑状热云母花肉岩岩
。 一 ,, 。 一

,, 。 一 。

一一
。 一 ‘‘ 。 一 ,, 。 一

‘‘

。 一 。 一 ,, 。 一 ,, 。 一 。 一 ‘‘ 。 一 ,, 。 一 ,,

。 减 一一
。 一 ,, 。 一 ,, 。 一 ‘‘ 。

一一
。 一 ‘‘ 。 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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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月土元 组成特征 , 班

扭扭
’’

艺 才

犷 ’’ 。 。 。 压 ,, , , 。 。 。 。 。 。 。 。 。 。 。 。 。

蛋
一 。 。 。 。 。 。 。 。 。 。 。 一 。 。 。 。

弓
一

加
。 。 。 。 。 。 。 。 。 。 。 。 。 。 。 。 。 。

作作
。 。 。 。 又 一 。

印印
。

加加
。 。 一 。 。 。

璐璐
。 。 。 。

盯盯

羚羚
老老 。 。 。 。 。 。 。 。 。 。 。 。 。 。 。 。。 。

曰曰曰曰曰曰曰

双橄

障咬娜赞捧翻

巨 肠 抽月肠 ” 匀 《记 〔沙 翻

圈 蛇形坪铅锌矿床花岗岩类稀土棋式

结晶分异的产物
,

岩石化学特征
,

贫

铁镁钙 和银同位素初始 比值高 产 “ 二

也反映了这一特征
。

综上所述
,

本区铅锌矿化与陆壳重熔的第一

期中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有关
,

与花岗斑岩没

有成因联系
。

矿床岩浆热液成因标志

地质标志

该矿床由 多个矿体组成
,

大者长 余米
,

宽 米
,

小者长数米
,

宽不足 米
。

铅锌矿体呈

脉状
、

透镜状
、

囊状及不规则状
。

构造控矿明显
,

矿体多断续分布于棋梓桥组和佘田桥组碳酸盐岩

地层北东向断裂构造带内
,

向南 东倾斜
,

倾角
一 。 。

矿石常见结构有他形一 半自形晶粒状

结构
、

交代结构和固熔体分离结构等
。

矿石构造

多为块状
、

浸染状
、

条带状
、

网脉状和角砾状等
。

矿物成分复杂
,

计有 余种
。

主要有方铅矿
、

闪

锌矿
、

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方解石
、

石榴石
、

苦

薇辉石
、

萤石和石英等
。

矿石类型以磁黄铁矿铅

锌矿石
、

黄铁矿铅锌矿石和铅锌矿石为主
。

根据

矿石结构构造及矿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等
,

成矿作

用大致分为三期六个阶段
,

具有多期
、

多阶段特

征
。

铅锌品位呈多峰混合型分布曲线 图 正

是这一特征的反映
。

矿床范围内的矿化分带现象

甚为明显
。

无论是水平分带还是垂直分带
,

其分

带趋势和矿田范围内的矿化分带趋势一致
,

都是

以千里山复式花岗岩体为中心向外展布
,

而不是

以北东向花岗斑岩墙 为中心 向两侧展布
。

自北

东向南西
,

自深部 向浅部
,

朝着远离岩体的方

向
,

矿体形态
、

成矿元素和矿物成分由复杂到简

单
,

闪锌矿含铁量由高到低
,

围岩蚀变由夕卡岩

化变为硅化
、

绢云母化和碳酸盐化等
,

成矿温度

由高到低
。

矿化围绕千里山复式花岗岩体所呈现

的分带规律
,

进一步证实了矿化与花岗岩的成因

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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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习 ’

。 。 。 ,

圈 矿石铅锌品位统计分布曲晚

成矿元索和 一 比位标志

铅锌是本矿床的主要成矿元素
,

其品位不称

定
,

最高品位
,

最低

品位铅
,

蜘 平均
,

。 。

比值对矿床成因的研究
,

能

够提供较重要的信息
。

统计分析表明
,

不同成因

热液矿床的 比值不同 表
。

成矿物质

明显来自岩浆热液的矿床
,

其 比值一般

小于
,

而从圈岩中萃取矿质 占一定比重的矿

不一成圈 级口扮锌矿床
‘

七比位 班

类类类 实 例例 类类 实 例例

公公公公公 型型型型

岩岩岩 翻有蛇形坪坪
。

沉沉 云南金顶顶
。

旅旅旅 一有水 口山山
。

积积 湘南禾青青
。

加加加 翻亩镜林林 改改 广东凡 口口
。

后后后 江西 山山
。

遭遭 广西北山山
。

热热热 断江五娜娜
。 。

矿矿 甘常厂坝坝
。

液液液液液 床床床床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不同成因矿床方拍矿工
、

床
,

其 比值往往大于
。

本区

比值为
。 ,

与成矿物质明显来自岩浆热液的矿

床相似
。

矿物标型徽 元索标志

方铅矿和闪锌矿是本区的主要金属矿物
。

由

于徽量元素的地球化学行为对成矿的物理化学条

件反映比较灵敏
,

因此单矿物的某些微量元素含

量及其比值能够反映矿床的成因特征
,

可作为判

断矿床成因的标型元素
。

方铅矿 区内方铅矿中银
、

锑含 较

高
,

分 别达 和
,

与水 口 山等国内

外岩浆期后热液型矿床方铅矿中银
、

锑含量相近

表
。

在银一锑含量关系图上
,

两类矿床明显

地分为两个区域 图
。

此外
,

本区方铅矿中还

含有不均匀分布的钨
、

锡等元素
,

说明铅锌矿化

是继矿田内与第一期中细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有

关的钨锡矿化之后发生的又一次成矿作用
。

闪锌矿 本区闪锌矿具有富
、

贫
,

以及 了 ,

了 一的特点
。

, 对比 斑

类类 型型 序号号 矿 床 名 称称 类型型 序号号 矿 床 名 称称

岩岩岩 润有蛇形坪坪 沉沉 翻 有 鱼 箱箱
。

旅旅旅 育水 口山山 积积 广 西 旧 顶顶
。

摘摘摘 翻南货砂坪坪 改改 云 南 全 顶顶

后后后 江 西 山山 洲洲 造造 美国上密西西比河谷谷

热热热 古 林 孟 思思 型型 密 苏 里 东 南南

浪浪浪 共目 苏联雅库特沮特特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均均 邓邓
平平平 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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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夕 改

协卜

,‘

翻
,

华‘ 火
华

窟

, ’。

, ”

一 一

图 方铅矿中人 含 , 关系图

一岩浆期后热液矿床 一沉积改造矿床

矿区编号与表 相同

和与岩浆活动有关的矿床闪锌矿的特征一致 表
。

在
,

和 关系图上
,

本矿床落于岩

浆期后热液矿床区域 图
。

另外
,

闪锌矿的含

竺全
《兔

图 闪锌矿中 和 含 , 关系田

一岩浆期后热液矿床

一沉积改造矿床

。

一 屯
、

一

编号同表

不同成因矿床闪锌矿一
, ,

含一 一 特征 衰

床 , 口
序号类型

床 旧 口
序号类型

浙照

湖南郴县蛇形坪

溯甫郴县 东坡山

湖 南 挑 林

黑 龙 江 小 西 林

江 西 银 山

湖 南 水 口 山

湖 南 七 宝 山

苏联哈萨克斯坦

苏雅库特艾格哈亚

苏 联 里 夫 京

。

。

“
,

, 封

⋯
匕

。

。

。

《
。 。

。

。

。

。

。

湖 南 后 江 桥

河 北 高 板 河

广 东 凡 口

密 西 西 比 上 游

云 南 金 顶

喀 尔 巴 歼

不 列 顺 诸 岛

⋯狱

⋯⋯
。

。

阴
。

。

。

。

。

,直,‘,绪

沉积

试
,﹄,

岩浆

﹃了
改造型

⋯
”

’

”
‘

”,

。

高加索艾雅特佐斯 克

爱尔兰 升洛 汗希尔

中亚西亚塔鲍 克

卜

】了 卜

乃一,一一︸,妇一,‘一︼,‘

期后热液

型 一。 。

吸卜 魂气协

平 均
。 。 。 。 。

只
。
呀卜 杯

铁量较高
,

在 一 之间
,

平均
,

和与岩浆活动有关的矿床闪锌矿含铁量高的特征

是一致的
。

稼定同位素地球化学标志

硫同位素组成标志 据 件硫同位素

分析资料
,

本区‘ ,‘

从
。 。 ,

平

均值
。 ,

变化范围较窄
,

未超过
。

闪锌

矿
、

方铅矿和黄铁矿具有较类似的正值集中及变

异 区间
。

硫同位素组成的
‘

塔式
”

分 布规律明

显
, “

塔基
”

较窄
, “

塔峰
”

突出并略偏正值一

方 图
。

反映硫源比较单一接近陨石硫特征
,

但也有少量地层中硫的混入
。

硫同位素组成与水

口 山等岩浆期后热液型铅锌矿床十分相似
,

而与

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型铅锌矿床和我国泅顶
、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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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闪锌矿

顶等沉积一改造型矿床的‘ 绝对值大和 或

变化范围宽有明显的区别 图
。

才 忿肠

一叨 一门 一匀 一匆 一 加 的

方铅矿

价铁矿

石

趁 形娜

东 山

山

一⋯
比

一

困 硫同位 素组成报数直方图

圈 不同类型铅娜矿床旅同位 组成

铅同位素组成标志 通过矿石铅同位

素及其与岩石铅同位素的对比研究
,

可以判断矿

床成因及其在成 因和物质来源上的联系
。

笔者

对矿石 中的方铅矿
,

花 岗斑岩及花岗岩中微量

铅分 别采样作铅同位素侧定
。

结果表明
,

方铅

矿的铅同位素组成较稳定
。

, ’“值变化范

围小于 产值平均为
, ’

叫 水比

珊 洲变化范围较大些
,

但也小于
。

不同成因类理怕锌矿床钳两位索组成对比 衰

类类型型 序 号号 实 例例
二 , , ” ’ 护 ,

岩岩岩 溯南蛇形坪坪
。 一 。

】】
。 。 , 。

策策策 溯南东坡山山
。 。 。 。 。

期期期 溯南水口 山山
。 。 。 。 。 。

后后后 期南黄沙坪坪
。 。

】

热热热 广东大宝山山
。 。 。 。 。 。

液液液液液液液液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沉沉沉 广 西 泪 顶顶
。 。 。 。 ,

积积积 广 东 凡 口口
。 。 。 。

邓
。 。

改改改 密西西比河流城城
。 。 。 。 。 。

造造造 密苏里东南南
。 。 。 。 。 。

型型型 澳大利亚 布罗肯希尔尔
。 。 。 。 。 。

与佃顶
、

凡口等沉积一改造型铅锌矿床铅同位素

组成截然不同
,

而与水口山
、

黄沙坪等岩浆期后

热液型铅锌矿床方铅矿铅同位素组成十分相似

表
。

方铅矿铅同位素组成与花岗斑岩铅同位

素组成有着明显的差异
,

而与千里山复式岩体的

花岗岩铅同位素组成接近
,

图 清晰地反映出这

一特征
。

由此可见
,

矿石铅与花岗斑岩中铅的来

源不同
,

没有成因联系
,

而与千里山复式花岗岩

体有成因联系 两者中的铅具有相似的历史或相

同的来源
。

成 矿 温 度

根据下列侧温资料 笔者认为本矿床形成温

度大致在 一 ℃范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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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气液两项为主
,

气液比 一 巧 ”、 ,

扁圆状或

多边形
,

分布均匀
,

数量较多
,

个体一般在 一

产之间
。

均一法侧温结果为 一 ℃
。

硫同位案交换平衡温度

根据矿物沉淀过程中
,

同一条件下形成的不

同矿物之间
,

同位素交换处于平衡或基本平衡时
,

矿物对的 △古 ”值与平衡温度成线性关系
,

关系

式为△‘ 只 二 月 ‘ ’。

从表 可知
,

本区同位

素交换平衡温度变化范围为 一
、 。

,臼,
、、

。

气、,户占卜

尸工产
尸‘﹄产注

舜么、店

闪锌矿一方拍矿硫同位索交换平衡沮度 衰 日

样样 品 号号 矿 石 特 征征 才 ’“球‘‘ △‘ ,‘‘

沮 度度

咒咒咒咒咒咒咒咒咒咒咒咒。。 ℃
闪闪闪闪锌 矿矿 方铅矿矿矿矿

一 一
致密块状矿石石

。 。 。

一 。 。 。

们八“巧

、岛、
卜

岛

图

一方铅矿

。

之。 之“

铅同位素组成坐标图

一花岗岩 一花岗斑岩

围岩蚀变及矿物共生组合

本区围岩蚀变类型主要有夕卡岩化
、

硅化
,

其次还有绢云母化等
。

矿物组份较复杂
,

以方铅

矿
、

闪锌矿为主
,

并发育有磁黄铁矿
、

磁铁矿
、

白钨矿等高温矿物
。

表现出高中温蚀变类型和矿

物共生组合的特点
。

矿物固熔体分解温度

矿石中发育磁黄铁矿与闪锌矿
、

黄铜矿与闪

锌矿
、

赤铁矿与磁铁矿等固熔体分离结构
,

反映

矿石形成温度应在 一 ℃之间
。

闪锌矿
,

含 及 ’ 比值

产于高温矿床内的闪锌矿 高 低
,

而低

温 闪锌矿 则相反
。

从 表 可见
,

本矿床闪锌矿
,

含量及 比值与中温矿床的特征值

类似
。

此外
,

闪锌矿 中铁
、

锰
、

锅含量较丰富
,

微 元素地质温度计

运用闪锌矿一方铅矿锡或锰地质温度计
,

对

件样品计算出的成矿温度范围在 一 ℃

之间
。

综上所述
,

本矿床属于与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有关的高一中温岩浆热液型矿床
。

寻找该类岩体

以及在其周围开展普查找矿工作将是今后找矿的

主要方向
。

工作期间
,

得到东坡矿地测科的大力支持
,

翟裕生教授的指导和林新多
、

熊鹏飞副教授的帮

助
,

文中引用了有关单位的资料
,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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