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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地区层状铅锌矿床

之成因探讨

魏元柏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

提 要 通过对浙东南地区层状铅锌矿床之成矿地质背景
、

矿床地质特征及成矿物质来源的研究
,

指出本区层状铅锌矿床的形成
,

经历了三个成矿阶段
:
1

.

沉积成矿阶段
,

形成了矿源层及部分硫化

物 ; 2
.

火山气液或 (和 )火山热泉的改造成矿阶段
,

它促使矿源层进一步发展成为矿层 , 3
,

火山期后

热液成矿阶段
,

该阶段对己形成之矿体作了些轻微的改造
,

并形成了少量的脉状矿体
。

从成矿条件
、

成矿物质来源及稳定同位素特征来看
,

本类矿床应属沉积一叠加型层控矿床
.

关镇词 矿床成因 层状铅锌矿床 浙东南地区

浙东南沿海地区
,

除了大量的脉状铅锌(银 )矿床外
,

尚有一些层状铅锌矿床(图l)
。

尽管这

些层状矿床
,

在本区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

但它对研究火山作用与矿产的关系
、

火山岩地区的

找矿勘探等均具有一定的意义
。

本文将以青田洪岩头 (孙坑 )和临海龙珠山这二个最有代表性的层状铅锌矿床为例
,

从成

矿地质背景和矿床地质特征出发
,

讨论其成因类型
。

1 成矿地质背景

1
.

1 火山构造特征

早 白奎世 (1 22 ~ 1 1 6M a )本区火 山活动达到鼎盛时期
,

形成了巨厚的第一旋回火山岩系

(杜杨松 1 9 89 )
,

出现了一些火山弯窿
。

此后
,

由于 N’E 至 N N E 向的镇海一温州区域性深大断裂

的影响
,

加之火山弯窿放射状断裂的发育
,

使得一些弯窿间的地块不断下降
,

形成了火山一沉

积盆地
,

后期火山活动
,

使盆地内又沉积了第二旋回的火山岩系
。

本区层状铅锌矿床即产于这

些火山一沉积盆地内的第二旋回火山岩系中
,

如临海龙珠山铅锌矿即产于北雁荡山复活隆起

火山洼地之东北端的临海一三门火山一沉积盆地内
。

1
.

2 岩石学特征

与本区层状矿床之形成关系最密切的地层为朝川组下部 (K芍
一
‘
)

,

根据岩性
,

它又可分为四

个岩性段
,

现分述于下
:

(4) 流纹质玻屑凝灰岩夹角砾凝灰岩
。

厚度 > 2
.

0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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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凝灰质粉砂岩
。

厚度 1
.

5 ~ 4
.

0

米
。

( 2) 凝灰质
、

钙质泥岩
、

粉砂岩夹

透镜状灰岩
,

厚度 10 一巧米
。

( l) 流纹质晶屑凝灰岩
。

厚度 > 2.

0米
。

第二岩性段是区内最主要的含矿

地层
,

如青 田附近的洪岩头
、

孙坑
、

金

竹坑
、

东山
、

里岩墙一带 1 4k m 范围内
,

均在第二岩性段内发现 Pb 一 z n
矿层

或矿化点
。

从岩性特征上看
,

第二岩性

段以湖相火山碎屑沉积岩为主
,

而其

它岩性段则以正常的火 山碎屑岩为

主
。

从矿区外围未遭受蚀变的第一到

第三这三个岩性段的 Pb
、

z n
元素含

量分析来看 (表 1) 第二岩性段的 Pb
、

z n
含量均很高

,

这表明
,

在沉积成岩

过程中
,

本岩性段内的 Pb
、

zn 元素就

已初步富集
。

矿体附近之硅化带
、

矽卡

岩化带的 P b
、

Zn 含 量较未遭受蚀变

者 明显降低
,

尤其是第二岩性段
,

降低

约一个数量级
,

这清楚地表明
:

第二岩

性段
,

在层状铅锌矿床之形成过程中
,

提供了较多的成矿元素
,

结合矿床地

质特征和稳定同位素的分析
,

可以认

为
,

该岩性段是层状铅锌矿床之矿源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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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岩分布 区 2
.

次火 山岩分布区 3
.

层状铅锌矿

床 4
.

断裂

图 1 浙东南沿海地区中生代火山岩系及层状铅锌矿床分

布略图 (据浙江区域地质志改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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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蚀变岩与原岩的铅锌含量对比表(PP m )

Ta b le 1 C o m Pa
r ls o n s 比t w e

en
a】t e red

r
oc k a

nd p r ll n a ry r
oc k sb o w i n g th比 co

n te n ts o f lea d
一 Z in c.

岩岩 石 名 称称 样品数数 Pbbb Z nnn

原原 岩岩 第一岩性段
:

流纹质晶屑凝灰岩岩 1 000 7 111 5 666

第第第二岩性段
:

凝灰质
、

钙质泥岩
、

粉砂岩夹灰岩岩 1000 13 5 000 6 0 777

第第第三岩性段
:

凝灰质粉砂岩岩 1000 16 888 9 333

蚀蚀变岩岩 硅化带带 1 000 11 444 5 333

矽矽矽卡岩化带带 1000 1 2 555 5 999

南京大学地科系中心实验室测试 (据龙珠山和洪岩头资料汇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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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床地质特征

2. 1 矿体形态

本区层状铅锌矿床皆产于火山一沉积盆地

的湖相火山碎屑沉积岩中
,

严格受层位和岩性

的控制
,

矿体分布在钙质
、

凝灰质泥岩
,

粉砂岩

中
,

一般可分为 4 一 5层 (图2 ) ;
矿体形态为简单

的层状
、

似层状夹少量透镜状
,

矿体产状与岩层

产状基本一致
,

二者同步褶皱或挠曲(图3)
。

2. 2 矿物成分

本 区层状铅锌矿床
,

其矿石矿物主要是闪

锌矿
、

方铅矿
、

磁黄铁矿
、

黄铁矿和磁铁矿
,

少量

黄铜矿和赤铁矿
;
脉石矿物主要是石英

、

方解

石
、

钙铁榴石
、

钙铝榴石
、

透辉石
、

黑柱石
、

绿帘

石和绿泥石
。

主要金属矿物的产出特征为
:

闪锌矿
:

以他形或半自形粒状集合体形式

出现
,

以深色闪锌矿为主
,

兼有少量浅棕色闪锌

矿
,

粒度均在 0
.

05 ~ 0
.

8
~ 之 间

。

主要分为三

个世代
: I

,

棕褐色闪锌矿
,

其内基本没有出溶 瑰
.

2

产物
,

几无双晶
,

多被绿帘石
、

石英等交代
; l ,

变变
.

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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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例例 针 性性

成成见顶顶 l 一 一一 玻 俩任 灰 岩岩

‘‘, 月仲傀】 勺 斗斗

粼举粗粗
第四 l一{ I资h z n

犷犷

谧谧
一

J ’’

l一 一 一
’

一一 心 棍 质泥 岩岩

..... 一 一 _ 一一一

lllll一 一 一 一一一
卜卜卜 一 一 月月月
lllll一 一 一 }}}}}
卜卜卜 一 一 」」」
IIIII 一 一 _ }}}}}

卜卜卜子 二 几几几
‘‘, ’一 ” ”

}}}川泪}用半旧旧l。 : 一卜 , : 。。

卜卜 n 什 ‘.....
砚 气版泥 了奋奋

粉粉粉粉灰质份砂荆荆

———
」」」

二二二
刁刁刁

导导导喜淤{燕燕
沉贬灰六六

卜卜卜
, ,

、
,

沪 、JJJJJ

}}}}} 111 毯 级硕帕砂肖肖

。。

⋯}}}麟滞隆隆
第 仗 P卜 z n

矿矿

... 卜 ‘

}}}!幸
全全

任 吸质 帕砂岩岩

‘‘) 4 卜 一 1 ‘片片

排阴辑辑
第 以 P卜 Z 们矿矿

来来见 胶胶 }+ 十 毕lll 品加吐 展岩岩

葬葬葬葬葬
图2 孙坑矿区含矿地层柱状图

(据浙江第十一地质大队二分队资料改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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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
:
从I一

凝灰质角砾岩 U Z 一凝灰质粉砂岩
,

钙质泥岩夹角砾岩 从 2一

凝灰质角砾岩夹凝灰岩

图 3 龙珠山锌矿床地质剖面图(据浙江第十一地质大队资料改绘)

Fig
.

3 G e of o g lc se c tio n in L o n gZ hu sh an Z n o r e d eP0 slt
.

交代黄铁矿及沿石榴子石粒间分布的棕黑色闪锌矿
,

其内有较多的呈滴状
、

星点状沿闪锌矿解

理分布的黄铜矿和磁黄铁矿出溶
; l

,

浅棕色
、

黄绿色闪锌矿
,

主要沿早先形成的矿物之裂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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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间分布
,

其量相对较少
。

方铅矿
:

它在本区层状矿床中分布不均匀
,

如孙坑矿区著量相对较多
,

而在龙珠山矿区则

较少
。

本区方铅矿的形成时间相对较早
,

与第一世代的闪锌矿共生
,

多被后期闪锌矿交代
,

呈交

代残余结构
,

其颗粒多在 0
.

lm m 左右
。

磁黄铁矿
:

主要产于矿体之中下部
,

以致密块状和

不规则粒状集合体形式出现
,

粒径大小为。
.

05 ~ 0.

09 m m 之间
,

主要分为二个世代
,

第一世代主要以致密

块淋形式产出
,

第二世代主要以他形粒状集合体形式

产出
,

常常交代早先形成之黄铁矿
、

闪锌矿等矿物
; 它

们分别与 I
、

l 二个世代的闪锌矿共生
, x
射线衍射表

明
,

皆为单斜磁黄铁矿 (图4 )
。

黄铁矿
:

粒径在 0
.

08 一 0
.

sm m 之间
,

主要分为二

个世代
: I

、

多呈碎裂状
,

被闪锌矿
、

磁黄铁矿
、

绿帘石

等强烈交代
,

熔蚀
、

穿孔
、

港弯状现象非常普遍
; l

、

以

自形
、

半自形的粒状为主
,

基本上未被其它矿物所交

代
。

磁铁矿
:

主要分布于矿体之中上部
,

粒径多在 0.

0 8~ 左右
,

主要以自形
、

半自形粒状集合体形式产于

闪锌矿
、

石榴子石边缘或交代早先形成之矿物
,

它可分

成三个世代
: I

、

常呈束状
、

片状
,

与第 I 世代闪锌矿密

切共生
,

粒度相对较细 ; I
、

以自形
、

半自形单晶和集合

体形式出现
,

交代早先形成的闪锌矿等矿物
,

与石榴子

石密切共生
; 皿

、

主要分布在断裂附近
,

呈放射状集合

体产于早先形成的矿物之粒间或石榴子石等矿物之边

缘
,

系后期热液交代充填之产物
。

本区层状铅锌矿床之矿物生成顺序见表2
。

本区层状铅锌矿床中
,

矿物的垂直分带现象相对

2 0 2 20 2

图 4 浙东南地区层状铅锌矿床中磁黄

铁矿 x 射线衍射曲线

Cu 靶
;

由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中心实验室测试

F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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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明显
,

一般深部黄铁矿
、

磁黄铁矿较为富集
,

浅部则磁黄铁矿急剧减少
,

而磁铁矿相对较

多
;
水平方向的分带性不 明显

,

仅表现为
,

在火山一沉积盆地的不同部位
,

在同一地层层位中
,

形成了不同种类的矿床或矿化点
,

如龙珠山地区
,

由盆地的西南向东北
,

即由盆地的中部向边

缘形成了 cu ~ z n
~ Fe 的矿种演化格局 (图5 )

,

表现为矿物从硫化物相向氧化物相过渡
。

层状矿床中
,

亦有少量由后期热液所形成的脉状矿体
,

其金属矿物成分中不存在磁黄铁

矿
,

且出现了大量的
、

粒径较为粗大的 (0
.

6一 1
.

5
~ )方铅矿

,

这与本区层状铅锌矿床与脉状矿

床在矿物共生组合方面的差异完全吻合
。

2
.

3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有半自形一他形粒状结构
、

交代残余结构及固溶体分解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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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浙东声地区晨状铅悴矿庆矿物生成顺序

T a 句e 2 For m a U o n se qu en ce Of Inj
n era ls in th e st r atlfo rm P卜 Z n d e 少韶i招 of 5 0 u th已” te r n Z h e jla n g Pr

卿in ce

霭霭乏瞬戮戮
沉积〔含火 山热泉泉 火山气液或 (和 )火山山 火山热液叠加阶段段

沉沉沉积 )成矿阶段段 热泉改造阶段段段

石石 英英英英英

方方解石石石石石

闪闪锌矿矿矿矿矿

方方铅矿矿矿矿矿

黄黄铁矿矿矿矿矿

磁磁黄铁矿矿矿矿矿

磁磁铁矿矿矿矿矿

赤赤铁矿矿矿矿矿

黑黑柱石石石石石

钙钙铝榴石石石石石

钙钙铁榴石石石石石

透透辉石石石石石

绿绿帘石石石石石

绿绿泥石石石石石

矿石构造主要有层纹状
、

揉皱状
、

条带状等
,

局部为浸染状和细脉浸染状构造
,

而本区的脉

状铅锌矿床则以块状和角砾状构造为主
。

2
.

4 围岩蚀变

本区层状矿床之近矿围岩普遍发育有较为强烈的蚀变
,

其主要蚀变型为矽卡岩化
、

绿泥石

化
、

硅化及碳酸盐化
,

它们在近矿体之顶底板岩石中呈有规律地对称分布
,

从矿体两侧向外
,

一

般表现为硅化
、

碳酸盐化带一矽卡岩化带一绿泥石化带
。

需要指出的是
,

这里的矽卡岩化与岩

体的关系不密切
,

在一些岩体或岩脉的接触处未见有矽卡岩化增强的现象
,

岩体周围的矽卡岩

化分带不明显
。

如孙坑矿 区洪岩头矿段的花岗斑岩附近
、

龙珠山矿床的石英霏细斑岩附近
,

均

未出现矽卡岩化增强的现象
,

因此
,

这些蚀变主要是由火山气液或 (和 )火山热泉对已固结或正

在固结的沉积物发生作用和后期的火山热液交代作用所致
,

其中火山气液或 (和 )火山热泉的

作用对本类矿床的形成具有 + 分重要的意义
。

3 矿床成因初探

3
.

1 成矿温度

本区层状铅锌矿床的成矿温度 (表 3) 表明
,

在整个成矿过程中
,

其成矿温度经历了由低到

高再到低的过程
。

第二世代的磁黄铁矿之 x 射线衍射表明
,

其 dl
o Z

为2
.

0 5 86
,

依 R
·

A
·

Y un d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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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T. Ha ll (1 9 6 9) 之换算关系
,

得其 Fe 原子含量为

46
.

67 %
,

据 von
.

G ehlen (19 6 3) 的资料
,

得其形成

温度为 3 00 士℃
。

本区层状矿床中
,

早期形成之矿

物普遍地具熔蚀交代现象
,

第二世代的闪锌矿多

有出溶物
,

这些都是本类矿床之矿化出现过较高

温度之佐证
。

3. 2 成矿物质来源

本类矿床中硫化物的硫同位素 户
s
变化于 一

3
.

4 0 ~ 7
.

8 7编之间
,

其频率直方图(图6) 表明
,

塔

式分布不很明显
,

而具有弱的波浪式分布
,

这说明

其硫同位素具有较弱的均一化现象 ;铅 同位素组

成 (表 4 )表明
:

其
, 06 Pb /

, 。‘

外
、 2。,

外/
, 。‘

外
、 2 0 ‘

助/
2 0‘

外

变化都不大
,

但单阶段模式年龄变化较大
,

有与围

岩时代相近者
,

亦有明显老于围岩者
,

计算所得之
件值表明

,

其铅源有一部分来自地慢或 (和 )下部

地壳印< 9
.

58 )
,

有一部分则来自上部地壳 (卜> 9.

5 8 )
,

它们在 z a rtm a力 (1 9 7 4) 铅构造模式图解上的

投影 (图7) 表明
,

基本沿造山带铅演化曲线分布
;

本类矿床之碳同位素组成 6la
。
为一 3

.

10 一 6.

4 9编
。

不尹

肚
头介

。

户甘、艺 Z n

K产
一2

。c

周 争

图 例

K : 2 一 l

口
l

囚
:

囚
,

口
;

困
,

团
。

回
:

昌

图例说明
:
1

.

磨石山组 2
.

朝川组 3
.

塘上组 4
.

黑

云母花岗岩 5
.

花岗斑岩 6
.

地层产状

7. 不整合接触

图 5 龙珠山盆地地质矿产略图

(据浙江第十一地质大队资料改绘)

Fi g
.

5 S k et ch ma p of g e o Io g y a n d 曲 tr ib u

tio
n

of or e
ds 户洲 its in L o n , hu s压功 d e Pres

-

图例说明
:
土

.

黄铁矿 2
.

闪锌矿 3
.

方铅矿 4
.

磁黄铁矿

图 6 浙东南地区层状铅锌矿床硫同位案组成频率直

方图

F ig
.

6 Fr
e q e n cy histo , am of 夕、 of 】, ye r

曰 P卜Z n

ore
d e 少拍its in 加u tb‘招 te r n Z he」lan g Pr ov in ce

.

对上述稳定同位素的系统研究表明¹ :

本区层状铅锌矿床之硫源与本区中生代火山

岩系的成岩物质来源一致
,

即主要属深部硫
;

铅则主要由于火 山作用及沉积作用
、

火 山气

液或 (和 )火 山热泉的改造作用
,

使不同来源

的铅能够充分混合
,

形成了较为均一的造山

带铅
,

部分碳除来自深部
,

尚有部分来源于盆地的陆源化学沉积物
。

结合矿床地质特征
,

我们认

为
,

本类矿床之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二个方面
: a

.

赋存于早期形成的火山岩中之成矿物质
,

在

¹ 魏元柏
,

浙东南地区脉状和层状铅锌 (银 )矿床的稳定同位素研究
,

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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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d
f
又q二

被火山气体污染的大气和雨

水的共同作用下
,

活化迁移

至盆地沉积
; b

.

火山气液或

(和 )火 山热泉携带的成矿物

质
。

3
.

3 矿床成因

本区火山一沉积盆地的

周围皆为第一旋回之火山岩

系
,

这些岩系中的 Pb
、

z n
含

量 皆远远高 于维 氏平均值

(陈克荣等
,

19 8 9 )
,

在火山作

用时期
,

大气中往往有火山

气体的加入
,

实验表明
,

无论

何种岩石
,

在有火山气体污

染的酸性雨水作用下
,

元素

浸出强度都普遍大幅度地提

高 (涂光炽等
,

1 98 4 )
,

因此
,

盆地周围之火山岩系中的成

矿元素
,

在酸性雨水 的作用

口,

, , ,

P b 厂洲 “P h

例说明
: 1

.

孙坑矿区 2
.

龙珠山矿床 卜上地壳 卜造山带 皿 一

地馒 w
一

下地壳

图7 浙东南地区层状铅锌矿床之铅同位素投影(据 2 冶rt m a n l9 7 4)

F ig
.

7 ZO7 Pb / 幼‘P卜一 2“Pt, / 2“Pb 曲卿am of s tr a灯fo rm P卜Zn d e , 万its 时 肋
u th‘”比r n

Z h ejia n g Pr o vin 倪
·

下
,

而被活化迁移至盆地
,

进入未固结的沉积物中
;
在沉积成岩过程中

,

由于压溶及其水化学反

应或 (和 )火山热泉等的作用
,

成矿元素发生进一步的富集
,

使火山碎屑沉积岩 (钙质泥岩
、

凝灰

质粉砂岩 )发展为矿源层
,

同时形成了部分硫化物
。

Ta ble 3

表3 浙东南地区层状铅锌矿床之成矿沮度

Te m pe ra tU r e d a ta of
str a

tif
o rm P卜Zn de , ”its in sou

tb 幼s te rn Zb
e扭川9 Pr o 明山ce

成成矿阶段段 成 矿 温 度 (℃ )))

孙孙孙 坑 矿 区区 龙 珠 山 矿 区区

均均均一法
...

硫同位素平衡法法 均一法
‘‘

硫同位素平衡法法

沉沉积成矿阶段段 ! 3 666 1 2 444 1 38
、

1峨222 15 222

火火山气液自变质阶段段 2 7 0
、

3 6 0
、

3 8 000 3 5 000 2 2 1 、

3 2 333 2 4 1
。

4 2000

火火山热液改造阶段段 25 000 1 8 666 2 2 00000

、

二 。。

~ 口 * , 、~ ‘ 。 二 , ~ 一 , , ~ 从 。一‘~ 、
.、 , ~ (0

.

5 5士 0
.

04 )X 1 0 3
, . _

, ~ ,
,

二
, , ~ L _

~ 。 。

侃明
: 创引叮仪系侧 姐水木用只饮梦 一 内件甲 片土伊

二

例 月 , 右公 ,

以 卫 ~

—
TT 异四 1寻 气

峪 n
. t 川川以0 刊 压

,

u
.

△了
R y e , 1 9 7 9 )

未经压力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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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浙东南地区层状铅锌矿床中方铅矿的铅同位素组成

Ta bl o 4 1 孟月d iso to De c

om
o c 旧itio n s of 胆le n a of stra tifo rm P卜Z n d e 少招its in so u比ea ste rn Z b e j认n g Pr o v 二n c e

矿矿 区区 样 号号 罗里夕夕 靶靶 望丝丝 肠(地 ))) 卜卜

2222222 . , P匕匕 ‘U 毛F bbb 艺二Pbbbbbbb

孙孙孙 认护X O4一 2一 222 1 8
.

5 0 4888 1 5
.

59 2 111 3 8
。

7 9 7 111 8 3
.

1777 9
。

4 333

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坑

丫丫丫V X 0 3一 222 1 8 5 1 8 555 1 5
。

59 9 999 3 8
.

8 0 7 444 8 3
。

1777 9
。

4555

、、、V X O?一 222 1 8
.

5 1 8 555 1 5
。

6 14 888 3 8
。

8 3 7 000 1 0 2
.

5999 9
.

4888

龙龙龙 2 2一 01 AAA 1 8
.

3 6 111 1 5
.

6 1 777 3 8 6 6 000 2 19
.

666 9
。

1444

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山山山 2 3一 0 333 1 8
.

5 4999 1 5
.

6 0 222 3 8
.

6 3 333 6 2
.

8 999 9
.

5 999

龙龙龙6 6
‘‘

1 8
.

3 3 888 15
。

5 9 000 3 8
。

5 8 888 2 0了了 9
.

4 555

龙龙龙53
...

1 8
.

43 555 15
.

7 0 222 3 8
.

9 7444 2 6 666 9
.

6 555

据朱韶华等(l 9 8 7)
,

其余由北京铀矿地质研究所测试
。

计算中的参数据 B
.

R
.

。犯 (1 9 7 4 )

本区的地质环境
、

矿石矿物的结构构造及稳定同位素的研究均表明
,

成矿过程中的生物作

用很小
,

因此
,

本类矿床之形成主要是沉积成岩以后的火山气液或 (和)火山热泉对 已形成的矿

源层发生作用所致
。

这些火山气液或 (和)火山热泉
,

一方面带来了部分成矿元素
;
另一方面

,

使

围岩发生强烈蚀变
,

使成矿元素发生进一步的活化转移
,

同时造就了适合大量 Pb
、

z n
元素形

成硫化物的物理化学条件
。

由于 Pb 位于周期表中第六周期
,

Iv A 族
,

勘 位于第四周期 丁B 族
,

这就决定了它们的地

球化学性质有许多差异
,

如Pb 的大多数无机化合物在水中的溶解度较相应 z n 的要小得多
,

因

而 zn 的迁移能力较 P b 为大 (涂光炽等 1 9 8 4 )
,

这就造成了有的矿床以 zn 为主
,

如临海龙珠山

锌矿床
。

同时又由于它们的外层离子构型相似
,

Pb 2+ 为 18 十 2
,

z n “+
为 18

,

从配位场理论来看
,

这

种构型的离子具有较大的附加极化性能和变型性
,

这又使 Pb 2+
、

z n 2+ 在地球化学性质方面具

有许多共性
,

因此
,

有些矿床出现 了 P b
、

z n
共生

,

如青 田孙坑矿区
。

当然这还取决于成矿的地

质条件
。

中生代
,

由于火山活动的影响
,

本区处于一个较为
“

动荡
”

的环境
,

火山喷发间隙期短
, “

宁

静
”

的时间不长
,

盆地内沉积物厚度相对较小
,

因而
,

本区层状矿床之规模一般不大
。

综上所述
,

本区层状矿床的成矿过程经历 了三个阶段
: a

.

沉积成矿阶段
,

主要形成 了矿源

层和部分硫化物
; b

.

火 山气液或 (和 )火山热泉成矿阶段
,

它促使成矿元素发生进一步的富集
,

使 已形成的矿源层进一步发展为矿层
; c

.

火山期后热液阶段
,

该阶段对 已形成的矿层作了些轻

微的改造
,

并在部分矿床内形成了少量的脉状矿体
。

因此本类矿床应属沉积一叠加型矿床
,

即

沉积作用所形成的矿源层
,

受到岩浆气液或 (和 )火山热泉的影响而形成的层控矿床
。

工作中
,

得到了陈武
、

陈克荣二位教授的悉心指导
,

图件由郑意春同志清绘
,

作者谨致衷心

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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