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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第 吞用

年 月

协蟹汤珍派 , ,

,

湖北黄石 广济地区三叠系中铅锌矿的

构造控制条件

谭秋 明

湖北 省地质科学研究所
·

式汉

黄石一广济地区的错锌矿床受不同时期地质构造控制 同沉积期的

古构造控制金属元素的原始浓集
,

形成三叠系中元素的高背 景 带 后

期构造活动及岩溶渗滤作用形成容矿角砾岩
,

并富集成矿
。

铅 锌 矿床

具有 种构造控制形式
,

并伴有 种构造封闭条件和成矿化学障
。

关妞词 同沉积断裂 , 构造封闭条件 化学屏障 , 构造一岩溶成矿

地 质
·

矿 床

北黄石一广济地

区位于扬子准地台下扬

子台褶带大冶坳褶断束

之东北缘
,

紧临淮阳隆

起
。

三叠 系中的铅锌矿

连成 一个北西向的含矿

带 图
。

本文着重讨论铅锌矿床的构造控

制条件
。

那东南地 区早三 世同沉积期构造

及其对铅锌成矿 的影晌

早 三 受世早 期 的 同沉积期构造

旱三叠世早期
, ‘一‘ ,

大致以下陆

为界
,

向西呈近东西向
,

向东呈南东向
,

形

成一条岩性分带界线
。

它位 于嘉鱼一下陆水

万万万

团
,

困
“

困

圈 黄石一 广济地区地质矿产略圈

一第四系 , 一

一白呈 系一第三 系 , , 、

一上侏罗统一下 白平统 , , 一 一除罗系中
、

下统 , 一 ,

一三叠系

中
、

上统 , 一下三盈统 , 一二叠系 , 一 一石炭系一二叠系 , 一泥盆系一二叠系 , ‘ 一

一寒武系一 二叠 系 ,

‘一

一寒武系一志留系 , 一震旦系 元古界 , 七 拜聋一燕 山 早期石英正长闪长份岩 , 拜君一燕 山晚期石英闪

长纷岩 , 一断层 , 一不整合界线 , 一铅锌矿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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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高地之北坡
。

该线以北
,

碳酸盐沉积层中

含较多泥质
。

在黄石一广济一带 出现串珠状

海底隆坳地貌
。

在南部蒲析一灵 乡一白沙铺

一带形成海槽
,

沉积钙质碳酸盐岩 而在崇

阳一通山一带的次级高地和坳陷中
,

出现白

云质沉积
,

显示咸化海或萨勃哈沉积特征
,

表现为隆起区
。

海槽和水下高地在平面上呈

反 形展布
。

淮阳隆起边缘的基底断裂明显

活动
,

显示为盆缘同沉积断裂
。

在沉积盆地

内
,

次一级的同沉积断裂
,

如黄金山一带
、

大冶一薪州镇
、

阳新等处的东西向同沉积断

裂
,

黄石一大冶
、

太子庙一带的北东向同沉

积断裂
,

大冶一阳新一带的北西向同沉积断

裂
,

均有较为明显的活动
。

上述海槽和水下

高地可以看成是在差异性升降运动过程中沉

积层的轻微褶皱
。

以此恢复早三叠世早期的

同沉积期构造 图
。

早三 叠世晚期的 同沉积期构造

早三叠世晚期
”一 ’ ,

地壳普遍上

升
,

沉积物时有露出水面
,

形成 萨 勃 哈 沉

积
,

岩性以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为主
,

海槽和

水下高地轴向呈 向南西撒开的放射状
,

且向

多多多回 团 团 团
。

回
。

回
。

回 巨闷
。

团
。

日 娜东南地区早三 世早期古构造圈

一沉积等厚线 , 一背斜 , 一向斜 ,

卜断层 , 一岩相分界线 , 一碳酸盐岩夹泥 质 岩 , 一灰岩 , 一 白云

岩 , 一古陆界线

黄石
、

大冶
、

阳新一带 收 敛
。

自武 汉一黄

石一阳新形成一个连续的海槽
,

它与其他方

向的海槽盔加
,

形成黄石海盆和阳新海盆
。

黄石一广济同沉积断裂
、

黄石一大冶 一蒲析
、

太子庙及通 山一带的北东向同沉积断裂活动

明显
。

与早期相比
,

在蒲析一带形成了一个

明显的海底坳陷
。

以此恢复早三叠世晚期的

同沉积期构造 图
。

早三 受扮 同沉积期构造对岩相和 元

素浓集态的控制

综合上述
,

黄石一广济同沉积断裂
,

是

本区早三叠世时控制沉积盆地边缘的一条主

要活动断裂
。

它控制着武汉一黄石一阳新海

槽的发生
、

发展和形成
,

从 而控制 了本区北

西向的斜坡和泻湖沉积相
,

在地层中广泛形

成同沉积断裂角砾岩和斜坡滑塌角砾岩
。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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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武汉市

之 心 ,

鸣
笋一飞长

牡交愧

缪 义子 一一
固

,

因 团 团 团
田 那东南地区早三 世晚期古构造口

一沉积等厚线 一背斜 , 一向斜 ,

卜断层 , 一古陆边界

同沉积断裂上升到三叠海的富含铅锌等重金

属离子的地下 卤水
,

可在重力作用下
,

运移

到低凹的黄石一广济海槽中 图
。

从而在

三叠纪地层中形成一个北西向的金属元素的

高背景带
,

其元素丰度可高出区内正常地层

背景的 倍 表
。

老地层中成矿物质通过同沉积断 层

括环到三 海低遂处

这一高背景带的形成
,

在沉积至准同生

期
,

受到 个因素的制约 ①低凹的海槽 ②

海槽中泥炭质沉积物的吸附作用
。

由表 可

见
,

黄石一广济一带下三叠统中有机炭含量

明显比其他地段高 ③沉积物的高孔隙度
,

黄石一广济一带广泛发育早三叠世同沉积断

裂角砾岩和斜坡滑塌角砾岩
,

增大了沉积物

的孔隙度
,

具备 了容留富含重金属离子的地

下热卤水空间
。

这一高背景带的形成
,

为后期构造一岩

溶富集成矿提供了部分物质基础
。

根据古构造分析
,

在早三叠世晚期
,

蒲

析一带形成一个深坳的海盆
,

且该处同沉积

断裂的活动亦较为明显
,

具有与黄石一广济

一带相似的古构造条件
,

有可能形成另一个

三叠系中重金属离子的高背景区
。

在今后工

作中应加以注意
。

地层氧
、

碳 同位素资料和有机炭含 量均

反映出下三叠统大冶群第三和第四段间为一

突变界线 第四段中占’”
筋

、

占’”

编和有机

炭含量明显高于第三岩性段〔“ 〕。

反映其间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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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 。

推 “ 品
、

尝 幕

积环境的改变
,

而这一界面
,

又恰为本区三

益系中铅锌矿的一个重要赋矿界面
。

后期构造对成矿的控制

构过一岩溶成矿 的主 要依据

矿化特征依据 矿化均富集在层

状破碎角砾岩带内
,

且赋存于角砾岩之胶结

物中
,

或穿切胶结物之细脉及方解石脉中
。

某些部位
,

含矿胶结物具纹层状构造
,

纹层

具上细下粗之分选性
,

在地层倒转地区 如

湖北湾
,

这种分选性并未随地层的倒转而倒

置
,

显然不是原始沉积纹层
,

而是后构造充

填的岩溶渗滤纹层 有的角砾呈溶蚀港湾状

边缘
,

胶结物颜色常呈灰黑色
,

明显深于角

砾
,

也显示出沿构造破碎带的岩 溶 渗 滤 作

用
。

而切穿容矿角砾岩的细脉和方解石脉 中

的矿化
,

反映了后期多期构造叠加富集的特

征
。

这 种叠加富集作 用
,

一直持续到燕山晚

期
、

乃至喜山期
,

风犁 山燕 山晚期石英闪长

粉岩 中的闪锌矿体
,

证明了晚期成

矿作用的存在
。

测试依据 氧同位素结果
,

反映

出含矿角砾岩的胶结物中乃’“

筋 一

一 较地层 一 一 明 显

偏向负值方向
,

显示大气降水参与的特征
。

广济湖北湾矿区
,

铅同 位 素 资 料 表

表明
,

矿石铅同位素模式年龄 与胶结物

岩石铅同位素模式年龄相近
,

而比地层岩石

铅同位素模式年龄年青了 多
。

这 一 年

龄差基本可以反映地层沉积固结 至构造一岩

溶成矿期的时间差
。

矿物包裹体特征见表
。

本区闪锌矿中

气液包裹体含盐度为 样
,

与其共生的方解石中气液包裹体的含盐度为

样
,

是地 层 中 据 和
一含量计算出的 盐 度 的

倍
,

显然成矿流体是一种高盐度卤水
。

这

种卤水可能是地下水沿构造带循环过程
,

朴汲

。

绍卿件诃代
‘
嵘织热积姿哪斗匹穴骥探

‘抓岖牲润任中职任群侧

合︶和书易杯哪暇扮锐怪拐川卜

标准
,

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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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海矿区铅同位索结果裹 衰 皿

样号 试对象
同 位 素 值

一 法 资料来抓
名

竺些
‘

竺卫互 竺翌乡
‘ , ‘

方铅矿 粗
。 。 。 。

。

士 。

。

士
。

。

士
。

。

本所

厄
‘,

一

⋯
一一

⋯
一

⋯⋯
︼

方铅矿 细
。 。 。

。

士
。

。

士
。

。

士 。

⋯
一川州一一一

⋯
一

一 角砾岩胶结构
。 。 。 。

。

士
。

。

士 一

。

士
。

一
角砾岩胶结构 。 。 。 。

。

士
一

。

士
。

。

土
。

一
⋯
刁所

一 ⋯
本所

蕊丽
一

蔺薪

灰 岩
。 。 。 。

。

士

。

士
一

一

士
。 本所

矿休中矿物包班体盐度
、

压力
、

均一沮度衰 班

盐度 夕‘ 温度 压力 ‘

样 号 闪 锌 矿 ⋯方 解 石

⋯二

⋯二

一 ⋯二
“ 一‘ ’ “

’

一
’
‘

· , 一 ,

⋯二
。 。 。 。

闪 锌 矿 方 解 石 闪锌矿

一

一

一

一

一

方解石

取 围岩成分而形成
,

也可能是封闭在地层 中

的古 卤水
。

包裹体测温资料表明
,

矿物形成

温度和压 力均很低 湖北湾闪锌矿中测得均

一温度为 ℃
,

平均 ℃
,

压 力

狮子立 山闪锌矿中测得均一温 度 为

℃
,

平 均 ℃
,

压 力 一
。

按成矿压力推算
,

成矿深 度 仅
、 但按成矿温度推算

,

成矿深度

可达
,

两者显然是矛盾的
。

这 只 能

解释为地下深处的热 卤水经构造循环到地表

浅部
,

遇到适合的条件沉淀成矿
。

这个条件

就是层状破碎角砾岩带 减压带 和适合矿

质沉淀的化学屏障 膏盐或有机炭
。

铬锌矿控矿构造
、

构 造封 闭条件及

成矿化 学屏降

沉积前已经存在
、

沉积期持续活动的黄

石一广济断裂带
,

经过后期构造运动的改造

成为控制本区铅锌含矿带的主干构造
。

该断

裂带在三叠纪沉积后
,

至少经历 了二次大的

改造 第一次在燕 山早期
,

伴随 区域性滑脱

推覆运动
,

该断裂带上部形成逆 或 逆 掩 断

层
,

在黄金山及广济湖北湾以北见到飞来峰

和构造窗
,

可能为该期运动之产物
。

该期改

造作用后期
,

断裂带 向右行平移性质过渡
。

在此过程中
,

附近的 同沉积断裂 角砾岩 及其

上盘的滑塌角砾岩等
,

经受强烈改造
,

并伴

吞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随沿构造带的岩溶渗滤作用
,

重新组合成一

种层状破碎角砾岩带
,

成为区内主要容矿构

造
。

形成浸染状和纹层状矿石 第二次改造

作用发生于燕山晚期一喜山期
,

断裂带普遍

接受正断层改造
,

沿断裂带形成一系列断陷

盆地
,

岩溶渗滤作用更为频繁和强烈
,

常见

深灰色岩溶渗滤物和方解石脉相互交切的现

象
,

以形成脉状矿石为主
,

少见 纹 层 状 矿

石
。

一般来讲
,

金属元素在迁移过程中
,

常

向断裂带上盘集中
。

含矿带 内石榴园铅锌矿

点 线剖面原生晕结果更证实了这一点 图
,

表
。

因此本区铅锌矿 床 点 均 分

布在黄石一广济断裂带上盘 南西盘 数公

里范围内
。

石招目 垃主含矿层
‘ ‘元素含 , 裹

钻孔号 构造位置
样品数

个

元素含量 印
。

。 。

。

。

。

。

。

所以
,

黄石一广济断裂带上盘数公里范

围内发育在三益 系中的走向断裂破碎带及其

上盘发育层状破碎角砾岩的部位
,

是本区铅

锌矿的重点找矿区域
。

根据区内构造特点
,

本区存在 种不同

形式的构造封闭条件
,

并伴有不同的成矿化

学屏障

矿体受断裂带上盘宽缓的次级 向

斜中层状破碎角砾岩带控制
。

如 黄 石 风 梨

山一狮子立 山一带
。

其地层层序正常分布
,

在中三叠统膏盐层附近常形成层间滑脱面
,

在滑脱面上有时可形成数十米厚的泥砾
。

矿

化主要发育在滑脱面附近的层状破碎角砾岩

中
。

其上覆蒲沂群砂页岩构成封闭层
,

膏盐

层则构成成矿化学屏障
。

在岩溶 渗 滤 作 用

下
,

地层中硫酸盐硫参与成矿作用
,

矿体中

铅锌等硫化物中
“‘

筋大多为正值
,

最高达

十 图
。

在这种情况下
,

赋矿层位

偏高
,

一般在大冶群第五岩性段与上
、

下地

层之间的层状破碎角砾岩中
,

少数可呈脉状

插入蒲沂群底部
。

八﹄‘臼丹七︸月叹远离断面的上盘

接近断面之上盘

断层下盘

注 据湖北物探队光谱半定量结果统计
。

佚 东

样品频故

燕

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攀二二‘引引引引引引
日日二 己己

‘ ‘

黄 金 山

样品领胶
直,内,‘

一 一 一

瀚

。

昙
占‘ 知

如,州别利月州顺品一样,勺

石二铅锌矿点 故创面

据湖北物探队资料缩编

石‘ 知

构造地球化学研究证实了走向断裂是最

有利于元素浓集的构造
,

横 向和斜向断层则

具有局部益加富集的作用 , 。

一 一 一功 一

田 硫化物硫同位素绷傲宜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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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气 降 水

备 备
大 气 降 水 大 气 降 水

备
二

,

团
,

团 团 团
‘

田 三种不同构造封闭条件下的构造一岩落成矿口示
一 一蒲沂群

, “ 一 丁

一大冶群 段 , ’一‘
一大冶群 段 , 一上二叠统 ,

一下二叠统 , 一

志留系 , 一断层 , 一含矿 内 水运移方向 , 一岩溶水渗薄方向 , 一铅锌矿 体

矿体受逆掩断层下盘的短轴 向斜

中层状破碎角砾岩带 与横 向断层叠加部位控

制
,

如黄金 山向斜一带
。

本处附近见有上二

叠统飞来峰
,

煤系被逆掩到下三叠统灰岩之

上
,

下盘由下三叠统灰岩组成宽缓的短轴 向

斜
,

其中在大冶群第五段与上
、

下地层间常

形成层状破碎角砾岩
,

并常叠加横向断层
,

控制了矿 化 体的赋存空 间
。

据 地 质

队资料
,

这里三叠系底板一般 在 垂 深

以上
,

在东部蒲析群沿断层下插到下三叠统

灰岩之下
,

所以含矿岩系上下为煤系包围
,

东端为蒲沂群砂页岩断层封闭
。

有机炭成为

化学屏障
。

伴随着岩溶渗滤作用
,

地层 中生

物硫参与成矿作用
,

铅锌等硫化物中占”‘

筋

均为负值 图
。

矿体受倒转 向斜倒转冀的走 向断

裂带和层状破碎角砾岩带控制
,

如广济湖北

湾一带
。

在这种情况下
,

志留系和上二叠统

煤 系等倒转或断层覆盖于含矿岩系之上
,

底

板为蒲沂群砂页岩或志留系砂页岩以断层 与

之接触
,

构成封闭条件
。

其时有机炭成为化

学屏障
。

在岩溶渗滤作用下
,

地层中生物硫

参与成矿作用
,

铅锌等硫化物中
”弓

知值为

负值
,

最低为一 图 。 。

含矿层位偏

低
,

主要在大冶群第三段和第四段之间的层

状破碎角砾岩中
,

局部呈脉状插人大冶群底

部
、

乃至二叠 系中
。

由于矿质易向上覆封闭层底部集中
,

从

而导致在不同的构造封闭条件下矿化的穿层

现象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将本区构造一岩溶

成矿的特征归纳成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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