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 ， ’ 地洼区的过渡间成矿 

— — 以广西某些多金属矿床为例 

陈勤五 

。 8· 口 
／ 

(广西地质 矿产局 ·南宁 市) 

按 地洼成矿理论 +着重研究了 地洼区的过渡 问成矿，，，即过渡层 岩性 成矿、 

过菠带成矿和地洼阶段过渡期成矿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大地构造成矿控矿的 

基本模式 并以广西某些多金属矿床为倒．对其基本特征进行阐述。 

关键词些 地穹 隆起 坳陷 过渡层 过凌期 
．'
竖 蛆 ) 

在大地构造上广西位于东南地洼区的西 

南部 ，属滇桂地洼系、雪峰地穹系 琼雷地洼 

系及赣桂地洼系的交汇区 经历了前泥盆纪 

地槽、晚古生代地台(除桂东南仍为残存地槽 

外)和中新生代地洼(桂西从晚白垩世开始) 

的三大发展阶段 。该区是我国南方地质构 

造最有意义，多金属矿产分布最丰富的地区 

之一 。 

本文的主题是 ，讨论过渡间成矿，即地洼 

区内过渡层(岩性)、构造过渡带及地洼 阶段 

过 渡期的有利配合的“三位 一体”的成矿模 

式。它是“大地构造成矿控矿的一种方式，可 

为探索成矿作用时空规律的线索之一 ，日 

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1 过渡层(岩性)成矿 

过渡层 (岩性)指两种不同岩相一岩性交 

界处之地层或岩石。现已查明，广西境内有许 

多多金属矿床常局限在碎屑岩与碳酸盐岩的 

交界处。较著实例有 ：位于丹池成矿带中段的 

大厂锡多金属矿床，形成于中泥盆统纳标组 

礁灰岩与碎屑岩 ，以及上泥盆统榴江组硅质 

岩和条带状灰岩的过渡带中。芒场锡多金属 

矿床绝大部分赋存于中泥盆统纳标组砂岩向 

泥岩过渡的砂岩一侧。北山锌一黄铁矿矿床 

垒宝瓷为}缸 

产于中泥盆统东岗岭组顶部与上泥盆统桂林 

组底部的礁灰岩与泥灰岩、泥质灰岩盖层之 

间的细一粗晶白云岩内(石焕琪等，1986)。泗 

顶铅锌矿床嗷存于中泥盒统东岗岭组内，为 

灰岩向白云岩过渡的自云岩一侧。姑婆山一 

带含锡夕卡岩矿床见于中泥盆统东岗岭组 

中，为泥质岩、泥灰岩向灰岩过渡的泥灰岩一 

侧。广西铀矿，也不乏其例 桂东北泥盆系内 

的层控铀矿，产于中泥盆统应堂组顶部泥质 

石英粉砂岩夹粉砂质粘土岩和东岗岭组底部 

白云岩 的交界处(图 1)，以及上泥盆统融县 

组白云岩与含炭黄铁矿白云质泥页岩之间的 

界面上(图 2) 桂西南 373铀矿床，则产在下 

泥 盆统郁江组 (泥岩、粉砂岩)和四排组 (灰 

岩)的过渡部位。在桂北、桂东北花岗岩分布 

区，一些脉型铀矿，则受不同期岩体或同期不 

同相的接触界控制 。类似的实例，在我国其他 

地区都有发现 ，在一些文献中也有叙述 邻区 

广东泥盆纪地层中的一些重要的金属矿床， 

最常见的含矿层位是 中、上泥盆统，矿体则分 

布于碳酸盐岩与碎屑岩的过渡带。湖南钨矿 

主要产在中泥盆统跳马裥组与棋梓桥组的过 

渡部位(王甫仁等，l 992)。秦岭泥盆系中铅锌 

矿床 ，赋矿层位以中泥盆统为主，矿体则产出 

于细碎屑岩与碳酸盐岩的岩相变化带或接触 

本文 1993年 l1月收到，1994年 3月改回t张旭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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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附近(曾章仁 ．1992)。所以台地浅海环境 

过渡相带对 内生成矿作用有利。必须说明，上 

述赋矿地层和围岩 ，在沉积一成岩阶段，成矿 

元 素已有了不同程度的初 步富集(表 1、2)， 

并富含 FeS：和有机物质(表 3)，它们为后来 

地壳演化到地洼阶段的改造(再造)成矿作用 

提供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 ll |1 

|l ll ll 

1l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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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噻墓蚕蚕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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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铀矿床赋存干粉砂岩与白云岩的交界处 

D i一应堂组泥质石英输砂岩夹输砂质粘土岩 I d一 

末岗峰组自云岩；F 一层间破碎带(赋存铀矿体) 

D 

F 3 盛酷 
 ̈ ll I1 

l1  ̈

ll I1 Il 

图 2 铀矿床赋 存于白云岩与泥页岩的界面上 

Dar 一融县组含炭黄铁矿白云质泥页岩ID r 一融县 

组自云岩；F 一层间破碎带(赋存铀矿体) 

表 1 丹池泥盐系某些金属元素的含量 (×10-6) 

元素 Sn Cu【Pb l z力 Ag W sb I Hg 
平均 

27．26l30．98I95 18 0．125 1 67 s。1． 。 1．84 l 1 
音量 

(据李^科 ，1991) 

表 2 芒场矿 田泥盐系某些金属元素含量 (×10 ) 

元霉 Sn Zn Cu Pb J Sb J g W Bi 
平均 

137．2d44．48I 1．22 23．58 10．4 J 77 9 408．9 75．44 含
量 

表 3 桂东北 3105铀矿床上泥盐统融县组 白云岩、泥页岩化学成分表( ) 

(据邹锝青等 ．1990) 

岩 性 样品敬(个) SiO2 Al：oa Fe2O3 FeS2 1 CaO Mgo MnO c有机 

白云质泥页岩 46 31，25 IO 19 I．42 6．43 1．∞ 14．18 9 28 0．039 0．21 

细 晶白云岩 29 1．31 1．24 0．12 0．14 32．33 19 29 0．017 0．19 

按照我们的意见，沿灰岩与砂岩和页岩 

之接触面广惩发育顺层断裂，为成矿元素的 

再富集创造了条件，这是矿化发育于异相接 

触处的特殊反应带内的主要原因。而碳酸盐 

岩地层 ，则由于特有的形变破裂以及对酸性 

提供的碱性条件，成为十分有利的容矿层位， 

故常见许多金属矿床产在灰岩(或白云岩) 

中。 

2 构造过渡带成矿 

本文所称构造过渡带是指地洼区内介于 

正单位(地穹系、地穹、隆起等)与负单位(地 

洼系、地洼、坳陷等)之间及其两侧地带。根据 

现有 资料，地 洼区 内这种特殊的构造 部位 

— — 穹一洼过渡地带 ，是内生多金属矿床定 

24 

(据 陈明显 ，1982) 

位的重要部位(图 3、4)。常见的是隆起一侧， 

主要控制岩浆建造 中的内生金属矿床 ，如雪 

峰地穹系南缘桂北三防花岗岩(雪峰期)以及 

雪 峰地穹系东南缘桂东北苗儿山花岗岩(燕 

山早期)中的脉型铀矿。具有明显的陡倾斜破 

碎带(或裂隙带)控制。坳陷一侧，主要控制沉 

积建造中的层控矿床，矿体严格受层 间破碎 

带或顺层裂隙带控制 ，以似层状或透镜状为 

主 。从矿床构造位置看，雪峰地穹系南缘、西 

南缘的坳陷，广泛分布着一系列泥盆系内的 

层控多金属矿床，著名的有北山、泗顶、芒场、 

大厂、五圩等(图 4)。雪峰地穹系东南缘坳陷 

和云开地穹西北缘坳陷，则分别控制桂东北 

和桂东南泥盆系 内的层控铀矿床 (见图 4)。 
一 些海底潜丘和海岛边缘的坳陷部位，则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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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者桂西南下泥盆统的层控铀矿和钨矿 。国 

内某些研究者的资料也是相当重要的。例如， 

梅友松等(1991)曾对不同级次构造结合部 

位，控制着我国许多大中型有色金属矿床的 

空间分布 ，作过阐述∞ 又如 ，湖南东坡锡一 

多金属矿田则位于赣桂地洼系与浙粤地穹系 

的交接地带；等等。实例甚多，不一一列举。 

睦起(越城峙) 

圆  囤 z 

图 3 层控铀矿床位于隆起与坳陷交接处的 

剖面略图 

Km 白垩系 D3一上提盆统；D?一中泥盆统lz—七一震旦一 

寒武系； 一印支一兼 山期花岗岩； 一加里东期花岗岩 F 

Fl一断裂带l1一硅化带；2一铀矿床 

一 般认 为，隆起为开放 系统，氧化环境 ， 

是蚀源 区；坳陷为封闭系统，还原环境 ，是沉 

淀区。隆一坳的交替衔接地带，应力集中，断 

裂构造发育 ，又属氧化一还原过渡部位，是成 

矿元素再沉淀再富集的理想地球化学场 

所 ]。陈国达也指明了，在地洼区，特别有利 

的成矿构造部位是穹一洼过渡地带 ，其处大 

多数既是挤压一隆起(山脉)区与拉张一陷落 

(盆地)区的交接带，又是地幔蠕动分散流与 

汇集转换带 ，以及幔隆与幔坳过渡带(与奠霍 

面的急剧过渡带相对应)。著名的湖南柿竹园 

锡多金属矿和锡矿山锑矿，这两个超大型矿 

床 ，就形成于具有这样特征的构造部位 ]。 

3 地洼阶段过渡期成矿 

地洼阶段过渡期指地洼发展过程中，各 

个发展时期的交替阶段。本节要讨论的问题 

是：中生代和新生代交替时期对内生多金属 

矿床所起的控制作用 。 

图 4 多金属矿床分布于地穹(系)边缘坳陷的 

平面略图 

1一地穹(系)；2一坳陪 3一铀矿床及编号；4 多金属 

矿 床 

地质观察与同位素年龄数据表明 ]，多 

数金属矿床的矿石形成时代 比围岩晚，中生 

代是广西锡、钨、铅、锌、锑、汞、铀等矿床的主 

要成矿时代，尤以晚白垩世为最盛 。侵位于泥 

盆系，与矿化有成 因关系的花岗岩时代 ，依 

《广西主要矿床稳定同位 紊地球化学研究》 

(广西地矿局等，1992)的材料所载，大厂龙箱 

盖 花 岗岩 黑 云母 K—Ar年 龄 为 108．9Ma、 

86．9Ma 85．6Ma、76Ma，钾 长石 K—Ar年龄 

为 73，4Ma。芒场花岗岩绢云母 Rb—Sr等时线 

年龄为 86，9Ma，全岩 Rb—Sr等时线年龄为 

84Ma。大明山花岗岩白云母 K—Ar年龄为 

86Ma、88Ma。珊瑚外 围盐 田岭 花 岗岩全岩 

K—Ar年龄为 117Ma、107Ma 106Ma。均属燕 

山晚期(表 4)。矿床的特点是 ，随矿种组合不 

同，而稍有差异，但多数矿床都具有多种有益 

组分伴生、共生的特点。以大厂锡多金属矿床 

为例，与 sn伴生的有 Pb、zn、Sb、Cu、W In、 

Au、Ag、Ga、cd、Bi、As、S等 15种有益元 素， 

均可综合利用。矿床从高温到低温多个矿化 

中目置质錾荟篓案：趸 ,1五99 1科~技．研 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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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生成 ，包括夕卡岩化铜锌阶段 、锡石一硫 

化物阶段、锡石～硫化物～硫盐。_碳酸盐阶 

段、钨锑一石英阶段等。围岩蚀变有夕卡岩 

化、云英岩化、电气石化、大理岩化、硅化、绢 

云母化、碳酸盐化 、黄铁矿化 、萤石化。成矿物 

质来源是多方面的，围岩 、花岗岩类以及地下 

热水等均可提供。证据有 ；一些矿床的矿石硫 

同位素组成 s为一17‰～+1 7go(大厂锡 

多金属矿床)和+7‰～一20‰(泗顶铅锌矿 

床)。全岩和沥青铀矿的u—Pb同位素年龄 

数据 (表 5)显示，无论产于地槽构造层(下寒 

武统清溪组)炭硅泥岩里的铀矿，或地台构造 

层泥盆系内的铀矿 ，以及雪峰期花岗岩和燕 

山早期 花岗岩内的铀矿 ，它们都有近似的成 

矿年龄．与多金属矿床同时或稍晚。铀矿石年 

龄主要 集中于 晚 白垩世一老第 三世 (96～ 

30．7Ma')，少数为晚泥盆世 (378Ma)、石炭纪 

(360Ma、330Ma、293Ma) 晚 侏 罗 世 

(140Ma)、早 白垩世 (120Ma、113Ma)和新第 

三纪(21Ma、14Ma、1．5Ma)。矿床的特点是： 

有两类铀矿 ，一是花岗岩中的脉型铀矿，按矿 

物共生组合看 ，矿石建造有 ：铀一微 晶石英 

型、铀～玉髓型、铀 绿泥石型、铀一萤石型、 

铀一赤铁矿型、铀一黄铁矿型、铀一赤铁矿一 

黄铁矿型。铀是唯一可利用之元素 ]。另是各 

类沉积岩中的层控铀矿 ，矿石建造有单铀型、 

铀一银型、铀 钨型 、铀一钼型和铀一多金属 

硫化物型。除铀外．尚有可利用的钼、铼 、钨、 

银等元素 一。 

表 4 某些多金属矿床含矿主岩与成矿有关花岗岩关系表 

矿床(矿田)名称 古矿主岩及年代 矿 床 组 合 与成矿有关的花岗岩时代0 

中一晚掘盆世灰岩 、硅 SⅡ、Sb、Cu，Pb、Zn 龙 葙 盖 花 岗 岩 108．9Ma、86．9Ma、85．6Ma、 大 厂 

质岩 In、Au、Ag 76Ma'~ 73．4M 

中泥盘世砂岩、粉砂质 芒 墙 S
n、Pb、Zn、W、Mo Sb 芒墙花岗岩 86．9Ma~；、84Ma@ 

泥岩 、泥灰岩 

大明山 草掘盘世砂岩，砂页岩 W 大咀山花岗岩 88Ma、86Ma'~0 

珊瑚外 围 早泥 盆 世砂 页 岩、灰 
盐田蚌 岩 自云质灰岩 sn、W、sb、Cu、Hg 盐 田蚌花岗岩 llTMa、107Ma，105M 

、̂引自广西地矿局等t广西主要矿床稳定同位幕地球化学研究·1992 

②黑云母K—Ar年龄 @钾长石K—Ar年龄。 

④绢云母 Rb—sr等时线年龄 。@生岩 Rb—sr等时线年龄 

@白云母 K—Ar年龄 ⑦全岩 K—Ar年特。 

表 5 各类铀矿床的成矿时代 

矿 床 围 岩 及 年 代 铀矿 石年龄(MB) 

3101 燕 山早期二云母花岗岩 83，82，69，64，61，57 

s100 燕 山早期黑云母 花岗岩 71 

374 雪峰期黑云母花 岗岩 47 

376 雷峰辫黑云母花蝴岩 378，360。330，293 

375 中株罗世砂岩 ll3，61，51，38 

3105一I 晚泥盆世白云岩、含炭黄铁矿泥页岩 96，63．45，43，2l，l4，1．5 

3701 ’ 中泥盆世灰岩 ‘ 65．59．2，30．7 

373 早泥盐世灰岩、泥灰岩、粉砂岩 l40-120，65 

3110 早寒武世炭硅板岩 89t78，75．73．59，55，31，23 

上述成矿时代的分布，明显与广西地区 

的大地构造条件密切相关 。因为中、新生代交 

替期 (即燕山晚期至喜山早期)，是广西地洼 

26 

型构造一岩浆活化作用最主要的转折 时期． 

也是广西地洼发展由活跃 向平静转化的过渡 

时期，活化作用减弱．构造环境比较稳定，物 

(下 转 第 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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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盆经历了多次构造运动和海平面变化。早 胡伦积教授审阅了初稿，并提出了许多 

三叠世海平面由高变低 ，代表了陆 内裂谷的 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 

晚期阶段，并向陆间裂谷转化。中三叠世由海 参考文献 

进到缓慢海退 ，最后大规模海退 ，结束了盆地 1 Vai P R and Mitchum RM· igrap y 

海相沉积，形成了一个大的海平面升降旋回， ； 耋 ’ 
其间的次一级海平面变化对舍金地层的形成 2李文投

． 露头层序地层学．岩相古地理．1991(5)． 

起到了控制作用，1氐海平面时期形成的沉积 3潦光炽等 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第2卷)．北京：科学 

体系是金的有利赋存相带 版社．1988． 

Alternate sequence of Triassic carbonate and elastic rocks end its control ovf~lt-stratabaund 

microgranular gold deposits in Northwestern Guangxi 

Wu Ru2hu0 

Through systematleaUy吼曲 h stratigraphy，five Triassic 9 u巳眦糟 have beea distingtfished in Northwestern GuangxJ． 

Gold c∞ t∞ t ch s脚 riodi~ ly in sm  a．Low~r members are favaI】raDlebl in earichiag g0 ．The【0HIlatio n of a 讧erous strata 

vm  controlled by volcanism and eust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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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学条件适宜，非常有利于矿质聚积和保 

存，是广西多金属矿床形成的鼎盛时期 徐克 

勤最近提出新 的构造一岩浆活动期决定了 

金、铀、钨、锡 钼及块状硫化物型铜 、铅、锌等 

矿床新的成矿时代[ ，颇与本文观念相近似。 

4 结 语 
I 

综合上述，过渡层(岩性) 构造过渡带及 

地洼阶段过渡期的有利配合，是广西地洼区 

内某些多金属矿床“三位-体”的大地构造成 

矿控矿的基本模式 。可概括为：通过沉积一成 

岩作用或地壳岩浆源圃结作用，形成矿源层 

(岩)。中生代中期，地洼发羼的激烈期，改造 

作用增强，矿源层(岩)遭受破裂变形和溶滹 

作用，成矿元素活化搬运。中生代末期，地洼 

发展进入余动期(即地壳演化到活跃与平静 

交替期)，改造作用减弱，成矿元素在适宜的 

地质构造部位 (即隆一坳过渡带及其异相接 

触带等)淀积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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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ve Mineralizat!o~of Diwa Region--Takhxg Some 
of  M etalliferous Dep0 ts in Guangxi as Examples 

Chen Qinwu ’ ’ 

The transitive metal[1[1c~ y of Diwa regioa t namely．。three in∞  tectonic me七all。ge c＆nd。 一control model c。mposed 

。ftra~s／tive strarum(dt 0 gy)mlnera[Jzation，trans／tlve beltmineta~zatlot~andINwa stagetransitive epochminera[ix~tiottis删 一 

phasized．Its basic~~atures expounded the examples d metalliferous deposits in G~aa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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