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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c=l。， 东南芦柴冲r大型银多金属矿床的 底 尸 口 
喷流成矿作用沉积旋回划分 

茎兰生 崔— 杨军臣 张廉昌 
(中国境质大学·北京·lOCO~) 

芦柴i巾矿床位于滇东南砚山县境内，属南岭地区西南端——滇东南早泥盆世的层控矿 

带。经野外调研和室内系统研究，发现矿床为典型非火山成因鲍、严格受沉积相(台盆相区) 

控制的海底喷流沉积成因矿床。矿床中发育的南北向同生扩张断裂是重要的控盆和控矿构 
、 

造，是海底喷流成矿的舍矿流体运移的通道，它具周期性的振荡运动的特点，导致海底喷藏成 

矿具周期性的沉积旋MI。 

关键词兰! 重 银壅盒星 睁 钮 
1 矿床地质特征 

矿床位于华南加里东褶皱系滇东南 (台 

褶皱带之文山一富宁断褶束北缘，砚山复式 

背斜南倾伏端西侧。 

1．1 地层 

矿区范围出露的部分地层见图 1。 

早奥陶统(o】)：分布于矿区中、北部，为 
一 套浅海相沉积的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泥 

盆系：为矿区主要出露地层，层位齐全，分布 

于中、西部。中上泥盆统( 、 )为一套浅海 

相碳酸盐岩建造。下统岩相变化大，芭蕉箐 

组(D1b)为浅海碳酸盐岩相的细至粗晶白云 

岩、砾屑白云岩，与之同期异相的台盆相区则 

沉积一套硅质岩夹粉砂质泥岩、砾屑硅化白 

云岩等 ，矿体赋存在台盆相区沉积岩中。坡 

脚组(D p)为一套浅海相细碎屑岩建造 ，坡松 

冲组(D1p)则为一套陆相碎屑岩建造；石炭系 

(c)：分布于矿区西、南部，为浅海相碳酸盐 

岩建造；上二叠统( )浅海相碳酸盐仅见于 

矿区西南角：中下三叠统分布于南部和西北 

角，中三叠统(T2)为浅海相灰岩，下三叠统 

(T1)为浅海相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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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曰 2固 3囡 4囤 5 

圈1 砚山芦柴冲银铅锌矿区域地麂筒臣 

T 一中三叠统藏岩； —吓 三叠统泥岩； 一上： 

叠统舍铝岩幕；c一石炭纪藏岩；D广 上泥盆统炭岩； 

一 中混盆统葳岩；Dlh一下泥盆统芭蕉簸组白云霞炭 

岩、白云岩；Dlp一下泥盐统坡松冲组、坡脚组碎晨岩； 

0．一奥陶纪砂岩、藏岩；1一海西早期同生断陷盆(槽 ) 

地范匿；2_一地层界线；3—不整台界线；4_断层；5一已 

知矿殷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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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构造 

断裂：区内断裂构造较发育，sN向断裂 

是矿区的主断裂，被晚期 NNE、Nw向断裂切 

割。芦柴冲SN向同生扩张断裂是矿床的控 

盆和控矿构造。 

褶皱：芦柴冲向斜为矿床主要褶皱构造， 

构造线和向斜轴线呈 sN向展布，轴部地层 

为D1b，两翼地层为D1p 由于受sN向、NNE 

向及近EW向断裂影响，向斜轴部不完整，次 

级小褶曲发育。 

1．3 矿体特征 

矿体赋存在芭蕉箐组(D。b)同期异相的 

、cu、 、cd等矿化。并构成工业矿体，平面 

上呈 sN向带状分布，横剖面上呈似层状、透 

镜状，产状平缓，与围岩产状一致(图2)。矿 

体与围岩无明显界线，呈渐变过渡关系。矿 

石按构造可将原生硫化物矿石分为：厚层块 

状矿石，纹层条带状矿右，团斑团块状矿石， 

浸染状矿石，角砾袄砾属状矿石和细脉浸染 

状矿石等。 

沉积容矿岩石有砾屑白云岩、砾屑泥质 

硅质岩，炭质视岩等。矿石矿物主要有：闪锌 

矿、方l铅矿、古银黝铜矿、黄铜矿、黄铁矿及重 

晶石等 围岩蚀变以白云石化、重晶石化、硅 

台盆相区层位中，均有不同程度的 Ag、Pb、 化和黄铁矿化为主。 

表 1 碳酸盐碳氧同位素组成 

孔深 6,13C(‰) 6,isC(‰) 喷流祝 样品 钻孔 岩 矿 石 

(m) (P聊) “ 嗨 ) 积旋回 

zK930l一7l 黝 0l 82 白云质硅质岩 Pb、 矿 一l， 一7 l柏 Ⅲ 

一 80 96 Pb、 矿化球粒团粒白云岩 一0，4笠 —6．5o9 
— 84 l∞ Pb、 矿化球粒团粒白云岩 一0 286 —6．546 
— 88 l∞ 团粒状白云岩 Pb、 矿 一1．013 —8．550 Ⅱ 
— 97 ll4 团粒状、斑点状 白云岩 Pb、 矿 —2 076 —8．363 

— 108 l28 条带状白云岩 —0 637 ——6．936 

Ⅲ．删 一35 刁 3OB 55 条纹状古重晶石白云岩 Pb、 矿 一3，00 一10，842 

— 4,0 晓 古白云质黄铁矿重晶石岩 —1 l凹 ——8．461 Ⅲ 

— 42 66 砾屑白云岩 Pb、Zn矿 一l，0啦 ——8 473 

姗 o4一ll9 ll0 古方解石嗣斑状粉晶白云岩 一1．02l 一10．108 Ⅱ(上部) 

Zxll9o2—20 2Xll9O2 24 细晶白云岩 0．0l2 —7．266 Ⅲ(下部) 

一 49 55 团斑状白云岩 Pb、zⅡ矿 一3 574 ——12 464 

— 53 62 团斑状、斑点状白云岩 Pb、 矿 一l 745 —9．54l、 Ⅱ 

一 59 68 粉细晶白云岩 Pb、 矿 一1．62B —l2：913 I(上挪) 

2X119∞一37 丑【119∞ 21 残余藻类球粒、团粒白云岩 Pb、zn矿 -3．264 一l5064 Ⅱ 

— 48 37 条带状、团粒状白云岩 Pb、 矿 —0．666 —8．2l8 

2础 l9咐一39 瑚 l9阱 40 团斑状白云岩 Pb、 矿 一1．367 —8．232 Ⅱ 
一 52 ∞ 粉细晶白云岩 Pb、 矿 一2．524 ——14．578 I(上部) 

2 海底喷流沉积旋回划分特征 

野外调研中，在矿区选择北、中、南 3条 

东西向勘探线剖面的所有钻孔岩芯重新编 

录，划分出海底喷流沉积旋回，以93勘探线 

剖面和墨 03钻孔为倒描述(图3、表 1)。 

(1)除上部含矿层位，每一沉积旋回由下 

向上矿石类型变化依次为：角砾状矿石，团斑 

团块状矿石，细网脉状浸染壮矿石，条带状、 

星点状矿石，微细粒、隐徽晶块状矿石。矿石 

的组构变化特征也如此(图4)。此外，每个 

旋 回底部含大量喷发成因的共生含硫化物石 

英燧石、碳酸盐团斑和团块，向上逐渐减少消 

失，反映每次喷流沉积从高能动荡环境向低 

能稳定环境过渡的沉积组构特点。 

(2)每个沉积旋回中、上部都发育有一层 

重晶石，且从下 向上厚度增大。反映在整个 

喷流沉积成矿过程中，从早期到晚期每次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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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沉积的强度和喷发量增加，重晶石形成于 每次喷流沉积的较晚时期与钡的地球化学行 

图2 芦柴冲银多金属矿床 93勘探线地质剖面图 

(据黄仁新文献蕾改) 

Q__第四纪残坡积碎石牯土；DLb 一芭蒸菁组台地相；Dl 一芭燕菁组台沟相；Dl 一芭蕉菁组台坡相； 

Dlb一芭蒸菁组白云岩；Dlr 坡脚组细碎屑岩；l—褐 铁矿；2．一腐植层；3一白云岩；4_砾屑(瘤状)白云岩； 

卜 泥质岩；6_-粉砂质泥岩和混质粉砂岩；．卜— ， ，̂g矿化；8一台锦石英脉群；9__氧化带中Pbt 工业矿 

化(Pb)0．5％， )I．5％)；1O一氧化带下部界线 ；1卜 同生扩张断裂；12一断层 

为有关 而且厚度变化的特点与每个沉积旋 发育大量喷流沉积的重晶石与黄铁矿相对富 

回Pb、 、A 的矿化强度和喷流量相吻合，呈 集梅成相间平行的条纹条带构造 ，按重晶石 

正相关关系。 和黄铁矿各自沉积含量相对多少形成的纹层 

(3)成矿元素Pb、 、Ag的品位变化规律 理可细分为若干个次一级的小旋回，说明是 

明显划分出4个旋回，含矿层位从下向上每 在平静环境下的喷流沉积产物。 

个旋回矿石量(矿体厚度)和品位显著增加， (6)在不同的沉积旋回中，按不同深度选 

反映喷流成矿过程中从早期到晚期每次喷流 送 l8件碳酸盐岩样品做碳、氧同位素分析， 

沉积含矿热流体中成矿元素含量和喷流量逐 结果见表2。从表 l和图4可以发现每个沉 

渐增加。 积旋回下部 c、 O值比上部或中部高， 

(4)从整个矿床看，空间上矿化具垂向和 一般变化范围：下部 c一0．6‰ ～一2‰， 

侧向分带，垂向分带由下向上依次为：cu 8 0—6‰一一8‰；上部或中部曲线峰值 

(Pb、 )一Pb、 ( )一Ba、 (Pb、 )一Ba、 c一2．o％。一3．5‰， c一1喊 一一15‰。 

Mn；侧向分带由矿床东侧向西侧(同生扩张 显然在喷流沉积过程中，每个沉积旋回从早 

断裂带位置向西)为：Pb、Zn(Ag)一B日、Ag一 期到晚期沉积物的 ”c、 O值由下向上有 

hhl、Fe。 降低的趋势。是什么原因造成碳、氧同位素 

(5)顶部含矿层位硫化物以微细粒、隐微 随深度的不同而变化呢?经分析原因可能有 

晶及隐微丝状为主，矿石普遍含炭质、泥质， 两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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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芦柴冲银多金属矿床∞号勘探线含矿层位蚩相及沉积旋回划分剖面圈 

Dl ～芭蕉菁组台地相；DI 一芭蕉菁组台沟相；Dl舻一芭蔫菁蛆台坡相 ；DlP__坡脚组细碎■岩 {1一硅质岩； 

2—硅质糟砂质泥岩；3—粉砂质铌岩；4一粉砂岩；s．I板岩；6一砾砂屑自云质硅质岩；7—砾静屑 白云岩；8一簟粒自 

云岩；9一瘤状自云岩；l 泥质白云岩；“一言锰自云岩；l2_唯 铜矿化重晶石角砾岩 1卜_铅锌氯化矿；l4_残余 

砂砾屑硅质岩；l卜 重晶石；1 矿化糟砂质铌岩；l7_溶蚀空洞；l 沉积旋回界线；l9—地质界线；∞一断层； 

21一同生扩张断裂；22一沉积旋回捌分 

①热扩散作用 

每次海底喷流沉积，从喷口位置(底部) 

向上，含矿热流体溢出到沉积盆地后，与沉积 

介质(海水)相混合，致使含矿流体的热能随 

时间和运移距离的远近而逐渐降低，即发生 

热扩散作用。早期在下部沉积的热水碳酸盐 

温度高于晚期上部沉积的热水碳酸盐。每次 

喷流沉积过程中，温度的降低(热扩散)造成 

轻的‘0C和 o的扩散作用，而重的 C和 o 

首先在底部呈与热水有关的碳酸盐沉淀下 

来．向上也C、 o递增，而 C、 喀。递减。所 

以每次喷流沉积的热水碳酸盐在下部富” 

c、 0，向上逐渐减少，上部则富 c 160。 

②地表水对盆地海水的淡化作用 

海水相对于地表水富含 C、 0值， 

在喷流沉积的早期，海底的 C、 O值 以 

海水为主要特征，且碳、氧同位素值相对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 ，盆地中沉积物沉积厚度加 

大，沉积盆地水体变浅 ，同时地表水对盆地海 

水的淡化作用加深，所以，喷流沉积晚期沉积 

环境相对富 C、le0。 

根据上述喷流沉积旋回特征，结合矿区 

地质分析，芦柴冲矿区在早泥盆世晚期 ，区域 

上以浅海碳酸盐岩台地相沉积为主，同时由 

于同生扩张断裂的发育及活动，产生差异升 

降运动和断块扩张，形成较深水盆地。同生 

扩张断裂既是控盆构造又是控矿构造，它是 

海底喷流沉积成矿的成矿流体运移的通道， 

具有周期性振荡运动特点，引发了多期次的 

成矿流体沿其向上运移到盆地中喷流成矿。 

构造活动与喷流活动是同步进行的，主要经 

历了3次重大的振蔼活动和最后一次相对稳 

定的活动，相应形成动荡环境下的 I、Ⅱ、Ⅲ 

喷流沉积成矿旋回相对稳定的第 1v喷流成 

矿沉积旋回(图4、图5)。 

芦柴冲大型银多金属矿床的海底喷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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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沉积特征的认识和沉积旋回的划分对掌握 矿床的成矿规律，矿床成因类型确定，以及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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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Ⅱ、Ⅲ—啧滚沉积旋回捌分 

区采矿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I 曾允孚 沈德蔗，等．南岭琵盆系屡控矿床．北京：她质出 

20 

以zICO3o3为例) 

版社，1987 

2 蜘宝王 ，张锦帛主编．沉积成岩作用．北京：科学出版{生， 

1992 

3 (荚)I 里T 主犏．沉积环境和相．北京：科学出版扯， 

1991 

4 陈先沛等．热水沉积作用的概念和几十岩石学标志．沉 

积学报，1992，10(3) 

5 李英．大陆边缘沉积盆地演化中的热水沉积成矿作用 

— — 精论成矿作用演化和突发性 岩石矿物地球化学通 

报 。1999，(4) 

(下转 28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地质与勘探 1998拄 

uso：6．92／68．89×100％ =10．04％：si％／ 

屿o3=11．44；tcJso+C日o／ ]2=0．27 

fitlit uT"．~：SiOz、Al2 、CaO、 罾0吉量除 

sioz略有超标外，符合富锰渣冶炼要求。 

s；02含量仅超 1．39％，基本无影响。 

结论：硐沟锰矿矿石组物质成份适合火 

法选矿(富锰渣法)，矿石可冶性能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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