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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第 期 落贫占勒淑
,

知

年 月
,

陕西铅桐山
、

银母寺铅锌矿床

硫化物矿物草勘勺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张 复 新

西 北大学地质系

本区所见硫化物矿物草毒

是生物沉积作用的产物
。

关于

硫化物矿物草幕
,

目前国内仅

见黄铁矿
、

方铅矿草翻勺报道
。

笔者最近在研究铅铜山
、

银母

寺铅锌矿床过程中
,

还发现有

闪锌矿
、

黄铜矿草毒
。

研究矿物草勘勺形成及其

结构演化
,

可以为矿床的成因和 分类提供重要

依据
。

矿区地质概况

铅网山
、

银母寺矿床位于东秦岭层控多金属

成矿带的西部
,

凤州一靖口与江口一凤镇两大断

裂之间
,

分别处于风 太矿田复式向斜构造的西部

和中敲 矿床主要赋存于中泥盆统
。

在系统研究

矿区地层
、

岩石的基础上
,

将中泥盆统含矿层位

自下而上划分为四种岩石类型 ①厚层一中厚层

含生物微晶灰岩 ②含碳生物碎屑微晶灰岩夹含

碳钙质泥岩微薄层 ③含生物碎屑微晶泥灰岩

④含粉砂泥板岩一千枚岩
。

铅锌矿体严格产在②
、

③岩段
,

层控特征明显
。

硫化物矿物草毒的特征

本文对矿床含矿岩系及矿石进行了较详细的

观察研究
,

发现有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黄

钢矿的草薄体
,

以及与这些草荀有关的各彬且构

今 中国科学院科学 攀金资助课 硒
。

特征
,

照片 一 为它们的背散射电子图象
。

矿

床中多种金属硫化物矿物 草毒大致经历了这样几

种变化过程
、

卫早期沉积成岩期矿物 草毒的形成

②重结晶作用 ⑧聚晶作用 ①再沉淀作用
。

现

分别叙述如下

一 沉积成岩期硫化物矿物 草萄的形成和

分布

硫化物矿物草墓在未矿化蚀变的赋矿围岩及

矿体内原岩的热液交代 残留体 中均 有发现
。

其

主要特征是

含硫化 物矿物 草毒的赋矿岩系
,

一般富含

碳质和生物碎屑
,

说明泥盆纪沉积海盆封闭较好
,

其中接受了大量多金属成矿元素
、

有机质等物质

成矿金属元素通过有机体的吸 附作用而固定下

来
,

经沉积
、

埋藏
,

在成岩作用期间
,

在厌氧细

菌作用下
,

沉积物中有机物质分解
,

产生大量的

和一些有机质还原剂
,

再与保留在沉积物中

的铁
、

铅
、

锌和铜等金属元素化合 形成金属硫

化物
,

并呈藻粼内毒球假象停留在生物遗体中
‘

在硫化物矿物草墓中
,

以黄铁矿 草毒最普

遍
,

数量最多
,

其次为方铅矿草毒
,

但分布不甚

普遍
,

往往在碳质地段富集
,

而闪锌矿
、

黄铜矿

草毒仅零量分布
。

矿物 草毒在赋 矿岩石的碳泥

层纹薄层中相对集中
,

多出现 草毒群体 照片
,

层纹一般宽约 毫米 且多层次出现
,

与岩石

层理平行
。

在层纹之间的生物碎屑微晶灰岩和泥

灰岩中往往也有分布
,

并以黄铁矿草毒为主
、

各种硫化矿物草毒形态规则
,

呈浑圆球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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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单体草墓球粒
,

也见少量哑铃状和串链状草

都奎生
,

偶见复葺球体和空心荆犬草毒 照片
。

草毒内部毒子多为正方形
、

多边形
,

少数为圆球

形
、

三角形及菱形
。

草毒内幕子数量不等
,

几粒

至 多粒
。

各种矿物草毒直径大小不一
,

其中黄

铁矿
、

方铅矿草薄大小悬殊
,

从几微米至十几微

米 闪锌矿草毒平均直径在 微米左右 黄铜矿

草萄平均直径较小
,

以几微米者多见
。

部分矿物草墓在所赋存的沉积原岩的千枚

岩化过程中
,

表现得相当稳定
,

仍保留原来薄球

轮廊及固有的分布状态
。

就是在较弓勋勺热液矿化

蚀变作用的矿石中也有矿物草毒残留
,

被完好地

包裹在闪锌矿
、

白云石粗晶中
。

富含多种金属硫化物矿物草砌勺赋矿岩系

可作为本矿床的矿源层
。

二 硫化物矿物 草翻勺, 结晶现象

如上所述
,

部分矿物草毒在赋矿围岩的千枚

岩化过程中和后期热液改造中表现得相对稳定
,

仍保留原生的形态和结构
。

但是
,

仍有相当一部

分草墓
,

在沉积成岩后期发生重结晶现象
。

其特

点如下

在发生重结晶的硫化物草毒中
,

黄铁矿草

毒多形成 自形
、

半自形立方体细微晶粒
,

方铅矿
、

闪锌矿
,

黄铜矿草墓多形成他形不规则细微晶粒
。

重结晶的 草墓晶粒与原来毒球大小近于一致
,

为

几微米至十几微米
。

重结晶的矿物草蓦常与原生草葛混杂分布

照片
。

这种混杂集合体沿含碳质千枚岩化片理

面分布
,

或是产于后期热液改造的闪锌矿粗晶中
。

以上表明
,

金属硫化物草表角勺重结晶作用发生在

热液改造之前
,

可能与含矿岩系的千枚岩化作用

有关
。

在重结晶的黄铁矿细微晶粒中
,

偶尔可看

到原生黄铁矿草韵勺部分残留
。

而在重结晶的方

铅矿
、

闪锌矿
、

黄铜矿微晶中没有见到原生草墓残

留
。

说明在相同的改造背景下
,

不同矿物草毒对

改造作用灵敏度是不同的
。

黄铁矿相对较难改造
,

方铅矿
、

闪锌矿
、

黄铜矿相对易受改造
。

硫化物草墓的重结晶作用 仅仅是原生草毒

的就地重结晶
,

尚无成矿物质的迁移
,

也没有成

矿物质的富集现象
。

三 硫化物矿物草裸泊勺聚晶作用

这里指的是沉积成因的硫化物草薄在姗夜改

造早期
,

矿化微弱的情况下
,

由热液提健翔的充分

热能和部分活泼组份
,

使硫化物草落物质在赋矿

岩石内作近距离活化迁移
,

并在附近范围内归并

聚合
,

形成由数粒闪锌矿
、

方铅矿构成的聚合体
,

呈他形粒状聚晶结构
。

闪锌矿
、

方铅矿聚晶集合体多呈边缘不整齐

的椭球状
,

或呈断续条带状
,

它们往往承袭原生

沉积层理分布
,

在垂直岩石层理方向上
,

仍保持

着沉 彩哟韵律构造 照片
。

表明它们是由沉积

成因的硫化物草镶就地改造而成的
。

由于 早期热液改是拍勺结果
,

使赋矿原岩中成

矿物质在近距离内初步富集
,

形成有一定剐立的

铅锌矿石
。

四 硫化物的再沉积

此处指的是在中
、

晚期热液改造作用下
,

由

于成矿热液反复
、

多期活动 使其有充州约时间

和机会汲取围岩中的有用物质成分
,

并加入到流

动的热液系统中来
,

沿适当的通道在含矿岩石中

沉淀
。

、

中
、

晚期的矿化蚀变作用多叠加在原生硫化

物草葛和伴生有重结晶的硫化物草艰内含矿岩石

中
。

叠加改造的矿物晶粒一般较粗
。

黄铁矿多为

自形
、

半自形立方体晶粒
,

闪锌矿
、

黄铜矿为他

形粒状
,

方铅矿多呈不规则填隙状
,

在矿化蚀变

岩石中呈团块状
、

浸染状
、

斑杂状
、

条带状及脉

状分布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闪锌矿他形粒状粗晶

中可以看到黄铁矿
、

方铅矿
、

黄铜矿浑圆状草毒

残留体
,

以及重结晶的黄铁矿
、

方铅矿
、

黄铜矿

细微包裹体
。

早期成岩阶段生成的硫化物草墓与重结品的

硫化物矿物草墓和后期热液叠加的硫化物矿物草

每一起伴生
、

为我们提供了矿床的同生沉积
,

后

期改造作用成矿的客观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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