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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地铅锌银矿区成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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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清地铅锌银矿区，是一个勘查多年的老矿区，通过资料的重新开发，按照新的找矿思路， 

配合有效的勘查方法，发现了新的北西向隐伏 Pb、zn、Ag、Au富厚矿体，取得了找矿实质性进展，使老矿 

区的找矿重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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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察右前旗李清地铅锌银矿区，是一个以 

银为主的多金属老矿区。在矿区范围内，地表古采 

坑密布，采矿活动曾经盛极一时，开采年代现已无法 

考证。20世纪8O年代中期，随着金、银找矿尤其足 

独立银矿找矿的加强，该区有利的成矿地质环境，引 

起地勘部门的重视。通过大量的地质物化探工作， 

在矿区十余平方千米范围内，圈定了南、北、中3个 

北东向展布的矿带 ，主要矿带延长2000～3500m，宽 

200—400m(图1)。在南矿带于1～4勘探线问获银 

(122b)金属储量达中型规模 2003年通过资料的 

重新研究认识，应用陆相火山热液矿床成矿模式， 

按成矿系列及火山机构环状、放射状构造控矿思路， 

加强与火山机构有关的矿化线索及物化探异常的评 

价，在北矿带发现了新的北西向展布的隐覆 I)b、zn、 

衄、Au厚富矿体，取得了找矿实质性进展，使老矿区 

的找矿重现生机。 

l3．05％、FeO+Fe，O3 0．965％、MnO 0．019％，为成 

份不纯的含镁碳酸盐岩。此外尚有，侏罗系上统火 

山岩组流纹质岩屑晶屑凝灰岩、凝灰角砾岩，第三系 

橄揽玄武岩等。 

李清地铅锌银矿区处在集宁断陷盆地凹中隆部 

位。矿区构造较发育，总的构造格局为一总体走向 

北东的紧密线型褶皱带，即李清地复式倒转向斜，其 

轴向与区域构造相一致。沿褶皱枢纽大致平行发育 

有挤压构造破碎带并伴有部分北西向断裂，同时还 

发育了与矿区北部大脑包山火IlJ机构有关的环状、 

放射状断裂构造。 

矿区内侵入岩有太古宙片麻状花岗岩，燕山期 

花岗岩。另外，区内闪长岩脉、辉绿岩脉、花岗岩伟 

晶岩脉、石英斑岩脉也较发育。其中与 Pb、zn、Ag 

成矿活动关系密切的岩浆岩主要是燕【lI期花岗岩及 

其火山 一次火山岩。 

1 矿区地质 2 矿床地质 

矿区位于华北地台北缘大青山金银多金属成矿 

带东段，基底主要出露太古宇集宁群古老变质岩系， 

中生代叠加强烈的火山一岩浆作用，为多期叠加复 

合成矿作用地区⋯，成矿条件有利。 

矿区内分布主要地层为早太古界集宁群上部岩 

组，岩性主要有榴云斜长片麻岩、黑云斜长片麻岩、 

大理岩、铁白云石大理岩。后者为 Pb、zn、Ag成矿 

赋存岩石，岩石化学成份分析，含矿岩石平均化学成 

份 SiO 10．08％、AI，0 0．945％、CaO 34．56％ 、M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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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分南、北、中3个矿带，铅、锌、银(金)工业 

矿体主要分布于南矿带和北矿带，其中、南矿带以银 

为主，伴生铅、锌、金 、锰(氧化矿)矿化。北矿带为 

铅 、锌 、银、金(铜)矿体。 

2．1 矿体形态、规模、产状 

本矿区南矿带内，主要工业矿体多分布于矿带 

中部，矿体产于大理岩内。勘探报告提交储量计算 

的矿体有 l0条，矿体形态相对较为复杂，主要呈不 

规则脉状、透镜状、楔形囊状等。矿体规模大小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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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内蒙古察右前旗李清地铅锌银矿区地质略图 

1一第四系；2 第j系幺武岩；3～侏罗系火山岩；4一集宁群大理岩；5一集宁群片麻岩；6一燕山期花岗岩；7一太占宙片麻状花岗岩； 

8一闪I_毛岩；9一断层；lO一早太古代构造层；11一中太古代构造层；12一PbznAg(FeMn)矿体；l3一勘探线与钻孑L位置及编号 

延长一般 18～127m，延深60—3lOm，延深普遍大于 

延长。矿体厚度2．66～9．53m，一般4—5m。其中 

规模较大的主要矿体为Ⅱ、Ⅱ一2、Ⅳ矿体。矿体 

品位 Ag 141．79×10 一438．56×10一。，平均 311× 

10一，平均Pb 0．83％、Zn 1．12％、Mn 4．5％、Au 

0．33×10一。矿体走向北东50。一65。，倾向南东，倾 

角65。一87。，一般75。左右。 

北矿带经近期工作新发现矿体3条，呈脉状、透 

镜状，延长延深相对稳定。矿体走向北西 330。，倾 

向南西，倾角65。一76。，一般 70。左右。目前控制 

XII号矿体长800m，最大延深282．28m，矿体厚度 

1．0—11．56 m，平均 5—6 m。矿体平均品位 Ph 

2．92％一12．58％，最高 Pb：l6．47％、Zn 1+24％ 一 

12．15％，最高zn 22．98％，Ag 53．9×10一。一267．0 

×10一 ，Au 1．24×10一。一5
．60×10一 。控制XV号 

矿体延长100m(推断)，延深219．38m，矿体厚度4． 

20 m，平均品位 Pb4．63％、Zn3．06％、Ag127．30× 

10～、Au3．03×10 。。；并且在 XII号矿体下盘 300． 

09m一309．53m处发现一厚度较大，品位较高的盲 

矿体(未编号)，控制斜厚 9．44m，Ag：210．06× 

10～，Pb：8．82％，Zn：4．72％，Au：2．64×10一，伴生 

Cu 0．11％ ，其中最高品位 Ag：940．0×10一，Ph： 

28+20％，Zn：6．90％，Au：5．80×10一；预示着深部 

隐伏有规模较大的富铅、锌、银(金)多金属盲矿体 

(图2)。 

2．2 矿石成分、结构、构造 

矿区内金属组分存在空间分带特征，由北向南， 

即从靠近火山机构至远离火山机构，成矿元素组分， 

由铅、锌、银、金 (铜)至银、铅、锌 、锰变化。矿物成 

分较为复杂，主要金属矿物有黄铁矿、闪锌矿、方铅 

矿、白铅矿、菱锌矿、褐铁矿，次为菱锰矿、菱铁矿、赤 

铁矿、白铁矿、针铁矿，少量黄铜矿、辉铜矿、铜兰、锰 

铅矿、钙锰矿、铅矾，银(金)矿物有辉银矿 、自然银、 

深红银矿、银黝铜矿、辉铜银矿、辉锑银矿、角银矿、 

银金矿、金银矿、自然金等。脉石矿物主要有白云 

石、方解石、石英、铁白云石、锰白云石等。 

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一半自形粒状结构，它形 

粒状结构，隐晶质(铁锰质)结构，交代残余结构，包 

含结构，放射状、文象结构。 

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蜂窝状构造，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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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李清地铅锌银矿区北矿带310勘探线地质剖面图 

l一第四系覆盖层；2一第三系玄武岩；3一集宁群大理岩；4一 

矿体及编号；5一古采坑；6一钻孔位置及编号；7一电阻率曲线 

构造，角砾状构造，浸染状构造，脉状一网脉状构造。 

2．3 矿石类型 

矿石自然类型分为氧化矿和(混)原生矿，工业 

类型有锰银型矿石，单银矿石(南矿带混原矿)，铅 

锌银金矿石(北矿带原生矿)。 

2+4 主要围岩蚀变 

矿区围岩蚀变主要以中低温蚀变为主，与成矿 

关系密切的蚀变有硅化、铁锰矿化、碳酸盐化(包括 

菱锰矿化、菱铁矿化、铁白云石化)、绢云母化、蛇纹 

石化(自云石大理岩发生蚀变形成)等。 

3 矿床成因 

矿体多呈脉状，受构造裂隙控制。空间上存在 

元素分带特征，靠近火山机构的北矿带成矿温度相 

对较高，成矿元素组合为铅、锌、银、金(铜)。远离 

火山机构的南矿带成矿温度相对较低，成矿元素组 

合为银、锰(铅、锌)。 

3．1 主要成矿元素在地质体中分布特点 

据85件样品初步统计，李清地铅锌银矿区与 

成矿有关 Pb、zn、Ag、Mn等元素，在不同地质体中的 

含量存在明显差异(表 1)。除矿化大理岩、铁锰帽 

(矿体)外，燕山期花岗岩、侏罗系酸性火山岩、凝灰 

岩及集宁群大理岩中4种元素丰度值普遍较高。与 

成矿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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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 1 李清地铅锌银矿区主要成矿元素在各地质体中含■ 

统计袭 ／10 

3．2 硫同位素特征 

据南矿带矿体中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硫同位 

素测定，方铅矿 s一4．2％ 一+1．94‰，平均 

3．34％。，黄铁矿 S一9．4％ ～+2．5‰，平均 

4．45％。，闪锌矿 S +1．26％ 一+2．35‰，平均 

1．56~／~，3种矿物 s平均值为3．12‰，分布范围较 

窄，接近陨石硫，在频数图上呈明显的塔式效应(图 

3)，表明硫源来 自深部，与岩浆和火山活动有 

关 叫 。另外、从3种矿物的同位素极差特征看，黄 

铁矿极差最大，闪锌矿极差最小，方铅矿介于中间， 

硫同位素的均一化程度闪锌矿最高，黄铁矿最低。 

反映出黄铁矿、方铅矿在成矿过程中可能有围岩物 

质组分的加入，造成硫同位素分馏效应不断发生，导 

致黄铁矿、方铅矿硫同位素组成离散度较大。这一 

点，与赋矿岩石具高背景值成矿元素含量相一致。 

⋯  ． ．垦 ． 
8 6 4 2 0 

4S／‰  

圈 黄铁矿 目 方铅矿 衄 闪锌矿 

图3 李清地铅锌银矿不同硫化物硫同位素分布频数图 

3．3 成矿温度 

据 1 1件样品爆裂法测温结果，黄铁矿爆裂温度 

为230~C～290~C，平均260~C。方铅矿爆裂温度为 

220~C一260~C，平均 243~C。闪锌矿爆裂温度为 

195％一230％，平均215oC。属中低温成矿。 

通过上述特征分析，本矿床成因类型应属与中 

生代火山一次火山热液活动有关的中低温热液充填 

(交代)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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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找矿勘查新思路及其成果 

4，1 矿区找矿的新认识 

李清地铅、锌、银矿区经多年的找矿勘查工作积 

累，资料较为丰富。通过对原有地质、物化探资料重 

新开发，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上有了一些新认识： 

1)构造控矿规律的认识。通过南矿带已知矿 

体分布特征的研究，主要矿体尽管呈北东向大致平 

行排列产出，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矿体延深大于 

走向延长。含矿带内主要矿体均夹于北西向分布的 

闪长岩内侧，矿体与垂直分布的闪长岩体(脉)并无 

切错关系。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成矿不是简单的仅 

受一个方向构造的控制，可能是受北东、北西两组构 

造的共同或叠加控制_4’。即北东向断裂(包括与火 

山活动有关的环状构造)是控制矿带的主要构造， 

真正控制矿床(体)产出的构造应是以北西向为主 

的断裂(包括与火山活动有关的放射状断裂构造)。 

2)火山机构与成矿元素空问分带关系的认识。 

通过多年的找矿勘查实践，中生代火山活动与铅、 

锌、银成矿之间的关系已得到肯定。然而、成矿元素 

是否具有空间分带的特点，存在一定的分歧。通过 

地质、遥感等方面资料的综合分析研究，首先肯定了 

火山机构的存在，结合化探资料南北两矿带的差异， 

靠近火山岩部位的北带以Pb、zn、Au、cu为主，远离 

火山岩的南带主要发育Ag、Mn元素，从成矿系列研 

究角度来看，符合次火山热液型相关类型矿床的成 

矿组合特征。 

3)物化探资料的重新认识和开发。李清地矿 

区是一个老矿区，古采矿活动曾经盛极一时，地表 

采坑密布。人类活动造地表地球化学景观与环境变 

化的问题一直未被重视，在以往的物化探工作中，多 

注重对高浓度化探异常的研究和评价，但效果有时 

并不理想。通过调整思路，剔除人为干扰因素，重点 

加大了隐伏低缓异常综合研究评价力度。 

4．2 综合找矿方法的运用及其成果 

在上述综合研究基础上，按照新的找矿思路重 

点加大对北矿带的勘查工作，以原有物化异常为线 

索，以控矿构造为突破点，尤其是加大对与北西向古 

采坑相平行的断裂构造分析判断与寻找。通过地 

质、物探激电(矿致异常为高阻异常体伴随低背景 

场中的中等极化体)、化探(以Pb、zn为主的次生晕 

异常)、钻探综合找矿方法投入，从而发现了新的北 

西向展布的隐伏Pb、Zn、Ag、Au厚富矿体，取得了找 

矿实质性进展。 

4．3 找矿标志 

本矿区确定的铅锌银综合找矿标志如下： 

中生代(晚侏罗世)陆相火山岩盆地边缘，太古 

宙基底发育的凹中隆构造部位。其火山岩演化由中 

酸性到酸性，伴随有花岗岩、各类浅成脉岩侵入活 

动。 

集宁群大理岩内构造裂隙发育处，尤其是不同 

方向断裂构造叠加部位。 

地表古旧采坑和铁锰帽发育，伴有中低温热液 

蚀变，特别是硅化有一定规模的地段。 

物探高阻异常中吻合有低缓激电异常，以及化 

探 Pb、zn、Ag、Mn等多元素组合地段，均为找矿有利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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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砌 STIC AND NEW  oRE —F玎 )ING PRoGRESS lN THE 

LIOINGDI LEAD—ZINC—SILVER oRE AREA 

CHEN Wang。
， SUN Zi—ying ，LIU Guo—j．n。，WANG Jin—Wa。，WANG Jian—ping。 

(1．Inner Mongolian Bureau ofNon—Ferrous Geological Prospecting，Hohhot 010010； 

2．Collage of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Inner Mongolian Agriculture University，Hohhot 010018) 

Abstract：Liqingdi lead—zinc—silver o arca is all old exploration mining district for many years．Based on old data exploitation．efficient pmspec- 

ting method．and new prospecting thinking，rich and thick NW —trending hidden Pb．Zn，Ag．and Au Ore bodies are found．This progress has ma de the 

old mine reappear vitality in prospecting 

Key words：Liqindi Pb—Zn—Ag deposit，new prospecting thinking，new at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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