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宝山多金属矿床成矿条件及矿床成因探讨

庄明正

厂 东有色 地质队

大宝山是一个典型的复成矿床
。

按成矿条件

分两个成矿系列 一是产在次英安斑岩岩墙上盘

中泥盆统东岗岭组地层中的沉积成矿热液改造

型铜铅锌多金属矿床 二是产在花岗闪长斑岩体

内外接触带上的斑岩型或夕卡岩型钨钥矿床
。

本

文仅讨论层状多金属矿床的成矿控制条件及矿床

成因
。

矿区地质背景

大宝山矿区位于华南地台
,

粤湘桂海西坳陷

的东侧
,

曲仁盆地东南缘
。

该区处于江南古陆和

华夏古陆之间的泥盆纪盆地东南部
,

为古陆边缘

凹陷带的碎屑岩层 滨海相 过渡到碳酸盐岩及

细 碎屑岩 浅海相 之部位
,

属海陆联系密切和古

陆边缘构造复杂断裂发育的地区
。

矿区位 于英德马口一沙口北东向海底古深断

裂的东侧
,

为雪山嶂背斜的北东倾没端
。

据

万卫片解译
,

东西
、

南北
、

北东
、

北北东
、

北北

西断裂卿 十分发育
,

局部发育旋转构造
。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
,

主要发生 于中生代燕山

造山运动
。

燕山早期有大片花岗岩 母
‘ ’ ·

侵

入
,

如矿区北侧的大东山一 贵东岩体 黑云毋钾

氢同位素年龄 一 百万年
,

出露面积数百平

方公里
,

为本区岩浆岩的主体
。

燕山中晚期的潜

火山作用
,

形成了中酸性次英安斑岩 黑云母钾

氢年龄 百万年 和花岗闪 长斑岩 钾氢年龄
一 百万年

,

后者穿插前者
。

岩浆活动末期
,

有辉绿岩和粗玄岩脉侵入
。

区内与成矿有关的岩

浆活动
,

除中泥盆世海相火山喷发的中酸性凝灰

岩外
,

主要是燕山四期次英安斑岩 夸二 ‘ ”

和五期花岗闪长斑岩 舀川
‘ ” 图

。

成矿控制条件

大宝山多金属矿床赋存在中泥盆统东岗岭组

碳酸盐岩中
,

成矿受各组断裂构造复合韶立及北

北西断裂带和层间破碎带控制
,

与岩浆期含矿岩

浆活动有关
,

即受层 位 一断 裂 一 岩

体三因素的联合控制
。

地层岩性控制

已有资料表明
,

粤北铅锌矿严格受一定层位

控制
。

主要含矿地层为中泥盆统东岗岭组
、

上泥盆统天于岭组 和下 石炭统石猎 子组

与孟公坳组 , ,

具有同生铜铅锌

元素较高的矿源层特征
。

据我队和有色总公 司矿产地质研究院在大宝

山地区实测地层剖面采样结果统计 桂头群平均

含铜
,

铅
,

锌

东 岗 岭 组七条剖面 个样品 平均含铜
,

铅
,

锌 天 岭组

五条剖面 个样品平均含铜 铅
·

锌
。

说明本区泥 盆纪碳酸盐

岩铅
、

锌丰度值为地壳丰度值的 一 倍
,

其有

较高的背景值
。

大宝山矿区铅元素在泥盆纪池层

中丰度较高
,

为其他地 公的 一

倍
。

不同岩性含矿性的统计表明
,

泥岩
、

贞岩含铜
,

铅
、

锌

元素丰度最高
,

粉砂岩次之 含铜 铅
,

锌 各类灰岩含铜
一 〔 ,

铅 一 ,

锌 一

。

从沉积相带含矿性统计说明
,

滨海相

含铜
、

铅
、

锌

较高
,

潮间或潮下低能带次之 含

铜 一 ,

铅 一 ,

锌
·

一
·

从矿区近矿围岩与远矿围岩

对比
,

铜铅锌元素之 间差异明 显
,

相差几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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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广东大 宝山 多 金城矿区地质图

一兰塘群砂 盯岩 小 一大堂阶段 水段粉砂岩
、

石英砂岩
、

贞岩
,

一帽 子峰组 奴岩 ,

卜天 子岭组灰岩
, ‘ 。 , 一大理岩化灰岩

“
一东岗岭组 亚 粉砂质贞岩

、

沉凝灰岩 火山角砾岩互层 , 一 东岗岭组下亚

组泥炭质灰岩
, 一 ‘

一桂头群砂岩
、

砾 岩丸贞岩 毛 一寒武纪砂岩 川
‘

”一燕山三 期粗斑状 花岗岩 介蜜
‘

”一

燕山五 期花岗闪长斑岩 司
’ 之 一燕山五 期花岗闪 长岩 右叫

‘

”一燕山四期次英安斑岩 一 夕卡岩型钨钥矿带 一

沿挤压玻碎带充城的脉状钨铜矿化带 一斑岩型铂 《钨 矿带 一斑岩型钥 钨 矿化带 一揭铁矿铁帽 一

大宝山向料抽
。 一 压性 冲断层 一 压扭性断层 一扭性断层 一 多金属矿体投影 一勘探线编号 一 矿体

编号 加船肚花岗闪长岩体 澳
,

大宝山花岗闪 长斑岩体
‘

玉九曲岭次英安斑岩体 大宝山次英安斑岩体 气 徐屋次英

安斑岩体 肠丘坝次英 安斑岩体 吮鸡麻头次英 安斑岩体 凡贵东花岗岩体

百倍
。

上述资料表明
,

成矿受地层层位控制是明显

的
,

具有矿源层特征 地层含矿性是成矿的重要

基础
,

也反映了含矿层受构造一岩浆热力作用
,

含矿层内的金属元素向矿体方向迁移
,

使矿体加

或矿体上
、

下盘铜
、

铅
、

锌丰度增高
,

表明构

造一岩浆热力是富集成矿的重要因素
。

铜
、

铅
、

锌富集与岩性有密切关系
,

矿体多产在泥炭质灰

岩
、

富含生物 蓝绿藻
、

层孔虫
、

藻迭层石 的

灰岩中
。

有色总公司矿产地质研究院初步成矿试

验表明
,

在外部热力影响下
,

同生沉积的铜
、

铅

锌元素活化
,

泥岩
、

页岩
、

粉砂岩中铜
、

铅
、

锌

活化后不就地沉淀而被迁移
,

而碳酸盐岩中的铜
、

铅
、

锌活化后很快就地沉淀
。

说明同生沉积的铜
、

铅
、

锌元素活化后被迁移到碳酸盐岩中沉淀形成

矿体
幻

断裂构造控制

矿区构造为北东向官坪大断裂的次级构造
,



沪甲甲嗯

大 宝山 多金属矿区 线剖面图

图例 同图

产 、
,,目护 、、

一一 ,

「‘ ’

又、、、、、、、

形成近东西向
、

北东秘匕北西向三组断裂
,

均有

岩体产出
,

其交汇部位为成岩成矿的主要通道

大宝山矿区就位于三组断裂的交汇处
。

主要断裂

的两旁又有次级断裂伴生
,

尤其是北北西向主断

裂上盘的平行次级断裂是主要的控矿构造
。

由于

强烈的压应力
,

导致次级断裂
、

褶皱和层间破碎

带发育为储矿构造
。

由此可见
,

大宝山矿区成岩

成矿是由多向
、

多级断裂所组成的构造系统
,

为

沿层沉淀的似层状矿体及沿断裂充填脉状矿体创

造了前提
。

岩浆岩控制

燕山期中酸性浅成次火山岩的侵入
,

对多金

属矿床来说
,

只起到叠加矿化和热液改造富集的

作用
,

并使围岩重结晶和产生热液蚀变
。

次英安斑岩在空间上与多金属矿床关系密

切
,

分布在多金属矿床南北两端
,

深部紧贴着多金

属矿体的下盘
,

呈岩床状产出
。

多金属矿床叠复在

次英安斑岩之上
。

次英安斑岩同生含铜
,

铅
,

钨
,

秘
,

与 标

准中酸性岩 据黎彤
、

饶 纪龙
,

中的

铜
、

铅
、

钨
、

秘

比较
,

说明次英安斑岩中的这些元

素丰度较高 铜为 倍
,

钨为 倍
,

秘 倍
,

表明区内多金属矿床中的铜
、

钨
、

镑部分来自次

英安斑岩岩体
,

是由热液叠加供给的
。

这可从矿

床北端的铜硫矿体产在次英安斑岩接触面上 图

和铜硫矿体多产在次英安斑岩上盘的

与 一
‘

或次英安斑岩界面上 图
,

且伴生
, ,

得到说明
。

花岗闪长斑岩侵入于矿区中部
,

呈岩株状产

出
,

本身形成斑岩型钥 钨 矿未 以花岗闪长

斑岩体为中心
,

热液向四周运行 温度从高到低
,

促使金属矿床的围岩蚀变 由高温中期蚀变而渐

变为低温晚期蚀变 成环带状分布
,

具有某些热

液成矿的特征
。

图 大 宝山 多 金属矿区 一 纵剖面图

①褐铁矿铁帽 ②层状黄铁矿矿体 书 层状菱铁矿矿

体 ①层状铜多金属矿体
。

万层状铅锌矿体

其他图例同图 ,

综上所述
,

大宝山层状多金属矿床受层
、

断
、

体三因素的联合控制
,

导致其富集的规律是

厚大矿体几乎都赋存在东岗岭组碳酸盐岩

中
,

尤其在凹陷地段矿体厚大

在不同岩性层间常形成致密块状的似层状

矿体

在碳酸盐岩中也受岩性差异制约
,

形成多

层状 分枝 互层矿体

由于挤压褶皱作用
,

岩层多次波状褶曲
,

其鞍部印 凹部
、

次英安斑岩顶板凹陷部位
,

形成

大扁豆体或连续较长的豆英状矿体

北北西与北东东断裂旁侧
,

往往形成厚大



矿依
总观整个多金属矿床

,

在空间上可分为三层

层状矿体
。

自上而下为 泥炭质灰岩 与

泥砂质岩 ” 的界面 厚层灰岩的中上部

个岩性差异层面 泥炭质灰岩 白云岩化

与桂头砂页岩界面
,

尤以后者最为显著
。

矿床成因探讨

大宝山层状多金属矿床的成因
,

在六十年代

认为是碳酸盐岩中沿层交代的高中温热液交代矿

床
,

花岗闪长斑岩是成矿母岩
。

尔后有人提出次

英安斑岩是成矿母岩
。

七十年代以来先后有
“
层

控矿床
”、 “

沉积成矿热液叠加的复生矿床
” 、 ‘

海

底火山喷发沉移卜热液叠加改造复生矿床
” 、 “‘

火

山成因块状硫化物矿床
” 、 “

地台型火山成矿作用

的火山喷发异地沉积改造矿床
, 、 ‘

陆相火山岩浆

分异演化的产物
” 、 “

岩浆热液矿床
”

种种说法
。

随着矿床的开发
,

以及地质勘探和科学研究工作

的不断深入
,

许多新的地质事实表明大宝山是一

个复成矿床
,

层状多金属矿床是同生沉彩卜热液

改造型的多金属矿床
。

笔者认为
,

矿床成因的研究
,

应该以宏观的

和微观的地质特征为依据
,

各种测试数值只能作

为佐证
。

地质特征依据

在多金属矿床的露天采场
,

可看到层状矿石

具有沉积特征和后期热液改造脉穿插层状矿体
。

沉积特征

①层状矿体与岩层整合且同步褶曲 图
,

显示早期成岩成矿特征
。

②层状矿体金属矿物沿泥质微层理 与蓝绿

藻有关 形成层纹状或条带状矿石 图
,

说明

矿床是同生沉积的
。

钊 人
‘

盆一‘矿 了公纹状
、

条 带状 构造 矿 褚

〔据广 东人宝山 矿地测科

多金属矿层 矿化 角岩化灰 岩

③层状矿石往往可见反映沉积成岩成矿的矿

石组构残条
,

如层纹条带状黄铁矿铜铅锌矿石
、

早期微粒状黄铁矿
、

闪锌矿
、

稠密浸染状黄铁矿

一闪锌矿中闪锌矿
“

胶结 黄铁矿呈共生边结构
,

以及呈生物假象 如腕足类 ” 的黄铁矿等特征
。

①在矿层中曾发掘大量的保存完好的被黄铁

矿
、

磁黄铁矿
、

黄铜矿交代的腕足类化石层 在
“

层位中厚度 一 米
,

经鉴定 ’ 为长身贝
沙

、

扭同贝
,

这

就说明金属硫化物的沉淀与生物作用密切相关
。

尽层状矿石富含有机质
、

海相化石碎片
,

具

生物结构
、

苔鲜虫和腕足类化石
,

均被黄铁矿等

金属矿物交代
,

表明金属矿可能形成于生物石化

之前
,

属同生沉积交代作用的产物
。

⑥矿石中的胶状黄铁矿沿层理分布
,

有的呈

集合体
,

断面具胶状
,

镜下见藻类化石结构
,

这

反映胶状黄铁矿是在沉积过程中形成的
,

其成因

属于生物沉积或生物化学成因
。

勿野外常见菱铁矿
、

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闪

锌矿
、

方铅矿等金属矿物同围岩呈韵律性相间形

图 夕
‘ ’

东 人 宝山 多 金城矿区 线剖面图

揭铁矿铁帽 菱铁矿矿体 技层状 黄铁矿矿体 ① 南京 大学地质 系刘孝丹 周顺之 泞先发现
,

并经

尼状 多金城矿体 该 系古生物教研室鉴定
。



成条带状与层纹状矿石
,

尚可 见到斜层理
,

反映

了明显的沉积成矿特征
。

⑧从层状多金属矿体受一定层位控制
,

多金

属硫化矿层
“

与菱铁矿层 两者

矿化逐渐过渡 图
,

表明两者有成因联系
。

现

查明菱铁矿层
、

含锰层
、

碎屑岩及凝灰岩具有相

似的微量元素特征
,

特别是铜
、

铅
、

锌含量相似

见下表
,

以及菱铁矿矿石具层纹状结构
、

鲡粒

结构
,

鲡粒核心为粘土矿物或石英颗粒
,

其间隙

为火山凝灰质或粘土矿物充填
。

爆裂测温均不显

示成矿温度
,

表明菱铁矿不存在内生气液包裹体
,

是在表生温度下形成的
。

同时
,

菱铁矿与沉凝灰

岩呈韵律性沉积
,

并具层纹
、

斜层理等特征
,

均

说明菱铁矿是火山沉积成因的矿床
,

也间接说明

多金属硫化矿层是沉积成因的矿床
。

葵铁矿及 围 岩的 铜铅锌含 , 对比衰
‘“勺 ,

兀兀兀 含锰层层 菱 铁铁 菱铁矿矿 粉砂质质 凝 灰岩岩 凝灰质质

素素素素 矿 层层 围 岩岩 枯 上岩岩岩 砂 岩岩
叹 《 吸

【
一

〔

据南京大学地质 系 ,

热液改造标志

①含铜黄铁矿 粗晶 石英脉成组
、

成带穿

插层状矿体
,

前者爆裂温度比后者高
,

表明不是

一次成矿作用的产物
。

②围岩具热液蚀变
。

③层状矿体中黄铁矿包裹体爆裂温度 一

℃
,

属沉积一热液改造型矿床的均匀温度
。

各类测试数据

川 硫同位素测定 占 变化范围小 一

一 蝙
,

绝大多数集中在 一 一 。之间
,

以及不同矿物
、

同一世代硫同位素相一致
,

说明

可能为同一来源的硫
。

具明显沉积特征形成的金

属矿物硫 同位素招
礴
为 一 一 ,

说明硫

源来自火山热泉卤水
。

氧同位素测定 成矿溶液古。星。变化 卜

一 。 ,

反映矿液水是岩浆水与雨水的混

合来源
。

铅同位素测定 为单阶段正常铅
,

牡铅

异常性明显
,

滓 值 一 ,

说明成矿物质

是深源受到地壳物质混染的产物
。

包裹体测定 气液比 一 ,

表明以

液体包裹体为主 成矿溶液以水为上
,

气相以

为主 含 厂 值
,

这与典型的岩浆热液矿床相比
,

气相成分

中相对贫 而富含 成矿溶液为富含

的
十 一 一 一

型
。

气液包 裹

体的盐度是
一

诬 ,

比岩浆热液矿床矿物气液

包裹体的盐度通常是小于 稍为高些
,

而比美

国密西西比河谷地区层控铅锌矿床的盐度通常是

低得多
,

说明大宝山多金属矿床并非典型

的岩浆分异热液成因
,

其受叠加作用是明显的
。

主要矿物微一元素特征

为研究大宝山多金属矿床的成因
,

对主要矿

物成分黄铁矿
、

闪锌萨
、

方铅矿单矿物进行了微

量 元素分析
,

给矿床成因提供 了一定信急 从
“

中黄铁矿 为 一 ’,

与矿产

地质研究院所采沉积黄铁矿的 比值 一

接近
,

这与国内某些改造轻微的 如湖

南禾青层控铅锌矿 比值 一 极为

相近 中黄铁矿 为 一 、

这

与四川拉拉厂 火山气液铜矿 比值 一

,

平均 极为相近
。

比值变化于

一 之间
,

与湘中
、

湘南一些沉积型铅锌矿

床 比值 极为接近
。

综上所述
,

层状多金属矿床同生沉积成矿是

基础
,

热液改造使之富集形成矿床
,

应属 于同生

沉积一 热液改造型多金属矿床
。

成矿物质来源

火山热泉卤水
,

由海水的析离作用分凝沉淀
,

形

成矿源层
,

说明成矿物质一部分来自地层围岩
,

也有部分来自岩浆热液 尤以铜矿更明显
。

成矿

作用分同生沉积成岩成矿作用和成岩成矿期后的

构造一岩浆热液叠加改造富集成矿作用
。

冶金部地质研究所铅锌矿 专题 湘南地 攻钊全锌矿床

成矿 条件 与找矿 方向研究 , 只 年
。

沐 砖崇文 成矿作用与时空结 构
,

年
。

宜 吕地质矿产研究所 粤北人
‘

讥 铜 多金属矿床成因

的初步探讨
,

朋 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