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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秦岭横亘中国中部,地跨七省, 铅锌矿产资源成矿规律明显。迄今已探明 33 个矿床, 可

划分八个成因类型,包括矽卡岩型、热液型、石英脉型、构造蚀变岩型、沉积型、火山沉积型、火山岩

型及沉积再造型。前七类成矿分散,不具重要意义, 然而,后一类沉积再造型, 不但数量多,而且成

矿规模大, 很集中地展布,具备成矿研究意义, 该类型矿床分布区, 现已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铅锌

矿产生产基地。本文特以浅析,供探矿、采矿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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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岭地区区域地质概论

1. 1  秦岭地区区域地质简述

秦岭地区横亘中国中部, 呈东西向绵延 1 300 km,东抵华北平原、西接昆仑山脉, 面积达

30余万平方公里, 地跨皖、豫、鄂、陕、甘、青、川七省。该区地处我国槽台过渡的地质区域内,

其北部为华北地台的南缘,中部的西段是松潘-甘孜地槽、中部的东段为秦岭褶皱系、南部与扬

子准地台连接。宏观全区,中部地层较新、北部及南部较老,组成一个巨大的向斜构造,其核部

乃古生界浅变质岩系,属典型的冒地槽海相沉积变质岩,翼部是元古界火山沉积岩, 为标准的

优地槽海相火山沉积岩系。

1. 2  铅锌矿产成矿地质梗概

1. 2. 1  秦岭地区铅锌矿产的分布格局  从铅锌矿产分布地域看:西起青海省东部的泽库县老

藏沟,东至安徽省西部金寨县的银水寺,北至河南省灵宝县闵峪 ) 青海省北东部同仁县的夏布

楞,南达四川省东北部广元市的槽子沟。从大地构造单元观测: 地台区有矿床 8处, 占总数的

24124%;地槽区有矿床 25处, 占总数的 75176%。再按矿床密集程度观之: 普遍较为分散,只

有南秦岭宕昌-山阳一带呈铅锌成矿带出现,在东西长 600 km、南北宽 50~ 100 km 范围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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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铅锌矿床密集区。

1. 2. 2  聚矿构造型式  以入字型构造为最重要: 在西和县-成县境内有石峡-榆树坝入字

型构造,控制着以厂坝特大型矿床为中心的六个矿床; 凤县-太平县境内有凤县-黄柏塬入字型

构造,制约着银洞梁、峰崖、八方山、银母寺矿床的成矿。其次者是镇安县-山阳县-柞水县帚状

构造,遏制着黑沟、桐木沟、月西、银洞子、赵家庄等矿床(图 1)。

图 1 秦岭铅锌矿分布规律图

F ig1.  Pb-Zn ore forming patterns in t he Q inling mountains

1.华北地台  2.秦岭地槽褶皱系  3.松潘-甘孜地槽  4.扬子准地台  5.地质界线  6.断裂系统 7.区域大地构造单元

分界线  8.铅锌矿床位置(编号、名称及成矿规模见表 3)

1. 2. 3  铅锌矿的物质来源及矿石系列  秦岭地区铅锌矿的成矿物质来源于古老的蚀源

区,而岩浆岩及热液蚀变矿源则居次要地位。铅锌矿的矿石系列, 以金、银、黄铁矿为主, 而独

立的方铅矿、闪锌矿型则较为少见。

1. 3  铅锌矿产工业矿床简况
秦岭地区现已查明成矿规模不等的矿床共 33处: 特大型 1处,大型 7处、中型 13处、小型

12处, 表明该区铅锌矿床以中-小型为主,占矿床总数75176%,大型及特大型仅占24124%(参

见表 2)。按各矿床中矿产种类不同, 可分为铅-锌矿床, 铅矿床和锌矿床, 总计 42个矿床(表

1)。铅锌资源总量仅占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总价值的 818% ,平均铅锌储量比为 100B261。秦岭

褶皱系是铅锌矿产资源的主要成矿地域,探明储量占秦岭全区铅锌总储量的 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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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秦岭铅锌矿床简表

Table1  Simple description of Pb, Zn deposits in Qinling M ountain

矿产

种类

矿  床  实  例  及  规  模 矿  床  数  据

特大型 大   型 中   型 小   型 矿床数/个 占总数比率/ %

铅-锌
毕家山

洛坝

下那地、页水河、向阳

山、东沟坝、靳村、龙

庙、桐木沟

夏布楞、窑沟、半沟、赵

家庄、尚洞、银水寺、槽

子沟

16 38110

铅 厂坝

老藏沟、邓家山、银洞

梁、铅硐山、八方山、闵

 峪、银洞子

银母寺、月西、黑沟、东

闯、庙沟、银家沟、老藏

沟、西骆峪、铜家湾

17 40147

锌 厂坝

邓家山、银洞梁、

铅洞山、八方山

八宝山

银家沟、月西、银母寺 9 21143

合

计

矿床数/个

占总数比率/ %

1 8 17 16 42

2138 19105 40147 38110 100100

2  秦岭地区铅锌矿产成矿地质特征

2. 1  秦岭铅锌矿产成矿类型

秦岭地区铅锌矿可分为八个成矿类型:矽卡岩型, 热液型,石英脉型, 构造蚀变岩型, 沉积

型,火山沉积型,火山岩型及沉积再造型。有关矿床实例,成矿规模及矿床数据等请参阅表 2。

2. 2  秦岭铅锌矿床类型成矿地质特征

2. 2. 1  矽卡岩型  秦岭地区矽卡岩型铅锌矿有八宝山大型锌矿、银水寺小型铅锌矿床。该类

成矿的地质特征是: 成矿部位为灰岩或大理岩与岩浆岩接触带。其成因是接触热交代变质作

用成矿,该类成矿很分散,成矿规模有限。现以八宝山锌矿为例: 本矿位于河南省卢氏县县城

南西 17 km处,矿床定位于闪长岩-正长斑岩体与陶湾群大理岩的接触带内, 该矿由曲里和八

宝山两个矿段组成, 共计 31个矿体。矿体长度一般 100~ 1 400 m, 厚度数米,最厚 40 m。整

个矿化带长达2 800 m, 宽 60 m, 属于多金属矿化类型, 含量: w ( TFe) 24124% ~ 40142% , w

( Zn) 2110% , w ( Cu) 0145% , w ( In) 0126%, w ( Cd) 01016%, 主要金属矿物有闪锌矿、黄铜矿、

斑铜矿、磁铁矿、白铁矿等,历经勘探查明锌为大型成矿规模,磁铁矿为中型, 铜小型, 铟大型,

镉中型,本矿的成矿期为燕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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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秦岭铅锌矿成矿类型简表

Table2  Simple descr iption of Pb, Zn mineralizat ion

成矿类型
序

号

矿  床  实  例  及  规  模 矿床数据

特大型 大   型 中   型 小   型 处数 占总数/ %

矽卡岩型 1 八宝山 银水寺 2 6106

热液型 2 龙庙、银家沟 尚洞 3 9109

石英脉型 3 闵峪 东闯 2 6106

构造蚀变岩型 4 靳村 1 3103

沉积型 5 洛坝 向阳山、银洞子、桐木沟 黑沟 5 15115

火山沉积型 6 东沟坝 西骆峪 2 6106

火山岩型 7 老藏沟 夏布楞、槽子沟 3 9109

沉积再造型 8 厂坝

邓家山、毕家山

银洞梁、八方山

铅铜山

下那地、页水河

银母寺、月西

窑沟、半沟、庙沟

赵家庄、铜家湾
15 45146

矿
床
数
据

矿床处数 1 7 13 12 33

占总数/ % 3103 21121 3914 36136 100100

2. 2. 2  热液型  秦岭地区的热液型铅锌矿床有龙庙及银家沟中型矿床,尚洞小型矿。该类成

矿的地质特征是矿化产于变质岩与岩浆岩内外接触带的构造岩中,常以多矿种组合形式产出。

矿床实例:银家沟矿床位于豫西灵宝县城南 36 km 处, 为多金属矿山,矿产于二长花岗斑岩和

石英闪长斑岩与巡检司组和龙家园组的接触带内,多金属矿体均呈透镜状,长度 150~ 170 m ,

厚 4109~ 175139 m,含 w ( S) 27156%、w ( F) 0107%, 伴生铜、铅、金; 菱铁矿体长 200 m、最厚

40 m ;褐铁矿体长 160~ 290 m、厚 2~ 10 m ,含 w ( TFe) 30% ~ 35% , w ( Pb) 0176%~ 1190% ,

w ( Zn) 1151% ~ 4104% ,伴生铜、金、银。本矿的金属矿物有黄铁矿、磁铁矿、黄铜矿、斑铜矿、

闪锌矿、方铅矿、自然金、银金矿、辉银矿、白铁矿及褐铁矿等。该矿的成矿期为燕山期,历经勘

探现已查明硫铁矿为大型成矿规模,铁、铜、锌、金矿均达中型成矿规模,铅为小型,伴生银。

2. 2. 3  石英脉型  秦岭地区的石英脉型铅矿床, 分布于豫陕边的小秦岭地区内,有闵峪、东闯

两个工业矿床,成矿地质特征是成矿受石英脉体制约,常为综合性金属矿山。现以闵峪矿为

例:此矿位于豫西灵宝县城西 42 km处,矿产于太古宇太华群混合岩、斜长角闪片麻岩的石英

脉里, 本矿有矿脉 80条, 其中主矿脉有 5条, 最长 4 200 m、最厚 1145 m、斜深 150~ 846 m,金

属矿物有黄铁矿、方铅矿、黄铜矿、自然金、金银矿、闪锌矿、白钨矿及黑钨矿等。金属元素含量

w ( Pb) 1183% ~ 4160%、w ( Cu) 014%、w ( WO3) 01177%、w ( Au) 9149 @ 10- 6~ 13106 @ 10- 6、

w (Ag) 3217 @ 10
- 6

, 成矿期为燕山期,历经勘探现已查明金为大型成矿规模、铅中型、银小型,

伴生铜、钨。

2. 2. 4  构造蚀变岩型  构造蚀变岩型铅锌矿,在秦岭地区仅发现靳村矿床: 该矿位于河南省

汝阳县城南西 27 km处,矿产于熊耳群火山岩系的构造蚀变带中,矿化带呈东西向分布, 矿带

长达 28 km、宽 10~ 15 km,由七造沟、三元沟、裂子沟、老藏沟、王坪和靳村等矿段合成,金属

元素含量 w ( Pb) 1193%~ 4102%、w ( Zn) 1135% ~ 4118% ,金属矿物有方铅矿、闪锌矿、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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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银矿、辉银矿、黄铁矿、黄铜矿及白铁矿等, 成矿期为燕山期, 经勘探查明铅、锌、金、银矿

均达中型成矿规模, 镉为小型矿。

2. 2. 5  沉积型  秦岭地区的沉积型矿床有向阳山、洛坝、银洞子、黑沟及桐木沟等矿, 它们占

全区工业矿床总数的 15115%,其成矿地质特征是:受浅海相陆源碎屑岩层位控制,矿层稳定。

现以洛坝矿为例:本矿位于甘南徽县城北 16 km 处,矿产于中泥盆统安家岔组微晶灰岩、生物

灰岩、千枚岩中,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 长 50~ 1 200 m、厚 1~ 31 m,延深近 200 m,矿石矿物

有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及菱铁矿等。矿源来自北秦岭古陆及天合山古陆, 部分来自于南西

方向的摩天岭古蚀源区, 成矿期为中泥盆世, 本矿目前仍在进行勘探,现已掌握铅锌储量达大

型成矿规模。

2. 2. 6  火山沉积型  秦岭地区火山沉积型铅锌矿床有东沟坝及西骆峪矿,其成矿特征是由海

底火山喷溢而成,成矿地质环境为优地槽。现以东沟坝矿床为例:位于陕南略阳县城南东 24

km 处, 矿产于元古宇碧口群第四岩组中酸性凝灰岩、凝灰质石英角斑岩及白云岩中。具多金

属成矿特征:其中有铅锌矿体 18个,长 50~ 800 m、厚 4137~ 25147 m;金矿体 14个, 长 45~

200 m、厚 3177~ 6136 m; 银矿体 7个,最长者 200 m、厚 3144~ 7174 m。金属元素含量: w

( Pb) 115% ~ 2% , w ( Zn) 1142%~ 2107%, w ( Au) 1110 @ 10- 6~ 514 @ 10- 6, w ( Ag ) 103177 @

10- 6~ 169172 @ 10- 6。矿石矿物有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黄铜矿、金银矿、自然银、含银黝

铜矿及辉银矿等。该矿的成矿期为晚元古代, 历经勘探查明金、银、铅、锌矿均为中型成矿规

模。

2. 2. 7  火山岩型  秦岭地区火山岩型铅锌矿床包括老藏沟、夏布楞及槽子沟矿,其地质特征

是矿直接产于火山岩中。现以老藏沟矿为例: 位于青海省泽库县城北东 44 km 处, 矿产于中

酸性火山岩中, 岩性有安山岩、辉长安山岩及裂隙充填矿脉岩,由三个矿段组成,其中的中矿段

有4个矿体, 长 60~ 105 m, 厚 019~ 2 m , 金属含量 w ( Pb) 1127%、w ( Zn) 0177%、w ( Sn)

0135%、w ( Ag) 36133 @ 10- 6、w ( Cd) 01012%、w ( In) 01001% , 矿石有原生矿石、混合矿石及

氧化矿石三个类型, 矿物有闪锌矿、方铅矿、辉银矿、硫镉矿、菱镉矿、方镉矿、毒砂、雄黄及雌黄

等,非金属元素含量 w ( S) 9101%、w ( As) 014% ,成矿期为印支期, 历经勘探查明铅、银、砷矿

均达中型成矿规模, 锌及镉均为小型矿。

2. 2. 8  沉积再造型  秦岭地区沉积再造型铅锌矿床较多,包括厂坝特大型锌矿及大型铅矿,

邓家山、银洞梁、铅硐山、八方山及毕家山大型锌矿, 下那地及页水河中型铅锌矿,银母寺及月

西、庙沟和铜家湾小型铅矿,窑沟、半沟及赵家庄小型锌矿。本类共计有 15个矿床, 占工业矿

床的 45146%。它们的地质特征是:海相灰岩、泥岩及砂岩中有铅锌矿物的同生沉积, 继后历

经区域变质作用使铅锌元素活化, 再经断裂构造叠加改造, 驱使铅锌元素沿断裂系统迁移和富

集,故而形成了受旋卷构造体系制约的成矿模式。现以厂坝矿为例: 该矿位于甘肃省成县城北

23 km 处, 矿产于中泥盆统安家岔组下部厂坝含矿层结晶灰岩和黑云母石英片岩中,由李家沟

和厂坝两个矿段组成: 李家沟矿段有 83 个矿体,主矿体 3 个; 厂坝矿段有 51个矿体, 主矿体

12个。本矿的矿体长度 380~ 950 m,宽 8147~ 23177 m, 斜深 339~ 501 m,呈层状、似层状。

有用元素含量: w ( Zn) 7107% ~ 7137% , w ( Pb) 1128% ~ 1142%, w ( As) 01006% ~ 01085% ,

w ( S) 8172%。矿石矿物以闪锌矿、方铅矿及黄铁矿为主, 辉银矿、白铅矿、水锌矿、菱锌矿、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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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银矿等次之。此矿的成矿期为中泥盆世,历经勘探查明锌为特大型成矿规模,铅、镉、锗、铊、

硫均为大型矿, 银矿是中型规模,镓和铟矿为小型。

除上列八个矿床实例外, 有关其它矿床的成矿特征、成矿期请参阅表 3。

表 3  秦岭铅锌矿床明晰表
Table 3  Briefing of Pb, Zn or e deposits

成  矿  类  型 矿   床 成  矿  特  征

成因分类 序号 名称 地点 规模 容矿岩石 矿体数/个
最长/

m
最厚/

m
品   位/ WB% 矿   石

成
矿
期

矽卡岩型

热
液
型

石英脉型

构造蚀变岩型

1 八宝山

2 银水寺

3 龙  庙

4 银家沟

5 尚  洞

6 闫  峪

7 东  闯

8 靳  村

卢氏县

金寨县

商  县

灵宝县

方城县

灵
宝
县

汝阳县

大型

小型

中
型

小型

中型

小型

中型

闪长岩、斑岩、大理岩 31 1 400 40 Zn2110, TFe40

斑岩、千枚岩、灰岩 12 320 2318 Pb11 57, Zn11 59

含碳绢云片岩 1 550 Pb21 80, Zn21 80

花岗斑岩、闪长斑岩 714 5127 Pb11 90, Zn41 04

闪长岩、花岗岩、大理岩 39 250 58 Pb101 28, Zn131 96

片麻岩、石英脉岩 4 200 1145 Pb41 60, Cu0140

斜长角闪岩、石英脉岩 33 3 000 1103 Pb71 42, Cu0127

构造蚀变岩 Pb41 02, Zn41 18

方铅矿
闪锌矿

多
金
属

燕

山

期

沉
积
型

9 洛  坝

10 向阳山

11 银洞子

12 桐木沟

13 黑  沟

徽  县

成  县

柞水县

山
阳
县

大型

中
型

小型

灰岩、千枚岩 1 200 31

灰岩、片岩、硅质岩

碳酸盐岩、千枚岩 16 1 900 6104 Pb21 29, Zn01 81

千枚岩、板岩 17 1 650 31 8 Pb11 98, Zn41 85

千枚岩、泥灰岩 4 1 500 5159 Pb11 04, Zn21 14

铁铅锌矿
多金属

铜铁银钴铅锌矿
镉铊银铅锌矿

铅银铜锌矿

中
泥
盆
世

火山沉积型
14 东沟坝 略阳县 中型 凝灰岩、斑岩、白云岩 18 800 251 47 Pb210, Zn2107 金银铅锌矿

15 西骆峪 周至县 小型 斜长角闪岩 16 780 1811 Zn51 66, Cu2191 金银铜锌矿

元
古
宇

火
山
岩
型

16 老藏沟 泽库县

17 夏布楞 同仁县

18 槽子沟 广元市

中型

小
型

蚀变安山岩 105 21 0 Pb11 27, Zn01 77 铅银砷锌镉矿

粗斑辉石安山岩 15 386 1184 Pb51 21, Zn41 10 银铜镉铅锌矿

凝灰岩、细碧岩 6 Pb11 61, Zn51 11 多金属

印支期

加里东期

沉
积
再
造
型

19 厂坝

20 邓家山

21 毕家山

22 银洞梁

23 八方山

24 铅硐山

25 下那地

26 页水河

27 银母寺

28 月  西

29 窑  沟

30 半  沟

31 庙  沟

32 赵家庄

33 铜家湾

成  县

西和县

成  县

凤
县

临潭县

西和县

凤  县

镇安县

卓尼县

岷  县

成  县

旬阳县

当阳市

特大型

大

型

中

型

小

型

结晶灰岩、石英片岩 134 950 231 27 Pb11 42, Zn71 37

灰岩、硅质岩 300 8161 Pb2142, Zn10127

结晶灰岩、千枚岩 23 1 545 8106 Pb21 53, Zn51 24

灰岩、千枚岩 3 4 200

大理岩、千枚岩 32 1 000 31 5 Pb11 92, Zn51 21

灰岩、千枚岩 16 3 040 8146 Pb11 45, Zn51 45

灰岩、泥灰岩 47 900 25 Pb21 53, Zn21 53

灰岩、千枚岩、石英岩 43 426 3125 Pb11 25, Zn51 86

灰岩、千枚岩 24 340 21 0 Pb11 71, Zn81 87

碳质灰岩、千枚岩 11 500 1314 Pb01 89, Zn41 19

灰岩、泥灰岩 55 584 2912 Pb11 29, Zn11 09

硅质板岩、石英砂岩 200 101 83 Pb31 50, Zn71 65

千枚岩、钙质砂岩 21 179 2147 Pb018, Zn8157

灰岩 53 250 5 Pb41 78, Zn71 95

含砾砂岩 1 225 20 Pb11 52, Zn51 16

铅镉锗铊银镓矿

方铅矿、闪锌矿

铜银镉锗铅锌矿

方铅矿、闪锌矿

铜铅锌矿

汞银镉铅锌矿

硫化铅锌矿

银镉镓锗铅锌矿

方铅矿、闪锌矿

镉银铅锌矿

银铜铅锌矿

银镉铅锌矿
方铅矿
闪锌矿

银铊铀铅锌矿

中
泥
盆
世

C1

中
泥
盆
世

C2

中
泥
盆
世

燕山期

3  秦岭铅锌矿成矿规律研讨

3. 1  聚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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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  矿源层  秦岭地区铅锌矿的矿源层: 泥盆系以灰岩、千枚岩为主, 其次是石英片岩、角

岩化板岩、泥灰岩、石英岩、硅质岩、石英砂岩及钙质砂岩等;石炭系的灰岩、泥灰岩。这些矿源

层在成岩过程中有铅锌元素的初始富集,上列层位成为秦岭地区沉积再造型及海相沉积型铅

锌矿床形成的雏型, 其矿床实例包含厂坝、邓家山、毕家山、银洞梁、八方山、铅硐山及洛坝等

矿。

3. 1. 2  矿源体  秦岭地区的矿源体:安山岩、斜长角闪岩、细碧岩、闪长岩、凝灰岩、似斑状花

岗岩及正长斑岩等。这些岩浆岩, 在预富集期提供矿源的矿床有老藏沟、夏布楞矿, 于成矿期

提供矿源者包括槽子沟、东沟坝及西骆峪矿。

3. 1. 3  断裂聚矿条件  秦岭地区的铅锌矿受新亚洲系、特提斯系及华夏系联合控制, 其主要

聚矿构造型式为入字型, 帚状构造次之。从成矿部位的聚矿因素判定,这些断裂构造型式必须

发生在矿源层区段内才能使铅锌元素富集成矿, 成矿最为明显者有西和-成县、凤县-太白县、

镇安县-旬阳县-山阳县等三个铅锌矿区。

3. 2  成矿模式

( 1)矿源层+ 断裂作用而形成沉积再造型。

( 2)海相沉积+ 区域变质热液,为火山沉积型和部分成为沉积型铅锌矿的聚矿形式。

( 3)裂隙充填或交代蚀变,是石英脉型及热液型铅锌矿的成矿前提。

( 4)灰岩+ 岩浆活动,是形成矽卡岩型铅锌矿床的必备条件。

3. 3  铅锌矿密集区的空间定位
秦岭地区有三个铅锌矿密集区:西和县-成县铅锌成矿区, 简称西-成区;凤县-太白县铅锌

成矿区,简称凤-太区;镇安县-旬阳县-山阳县铅锌成矿区,简称镇-旬-山区。从地形上观之,它

们分布于秦岭南坡,所以可合称为秦岭南坡铅锌成矿带, 该带呈北西向展布,长达 460 km,由

前二区组成西段,矿床数量多、成矿规模大,在秦岭地区稳居首位(图 2)。后列镇-旬-山区为本

成矿带的东段,成矿性名列第二。现就三个铅锌矿密集区的空间定位条件、地质特征分述于

后。

3. 3. 1  西和县-成县铅锌矿密集区  在西-成区内已查明厂坝-李家沟特大型锌矿及大型铅矿

床,邓家山大型锌矿及中型铅矿床,毕家山大型铅锌矿床,洛坝大型铅锌矿床,向阳山中型铅锌

矿床,页水河中型铅锌矿床及庙沟小型锌矿床。该铅锌矿密集区,现已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铅

锌矿生产基地。本区的地质特征: 以中泥盆系灰岩、千枚岩、硅质岩、石英岩为矿源层, 在沉积

变质的基础上, 又有印支期花岗闪长岩(榆树坝岩体)提供热源、继后还有新东西系断裂与之叠

加和改造,从而促成铅锌元素重新富集而成矿。西和县-成县入字型构造严格地控制着本矿区

各矿床的空间定位,总的特点是以榆树坝-石峡断裂为主干、西和县东断裂及麻沿河断裂为分

支。向西开口, 锐角尖指向东,由于主断裂为压扭结构面, 所以判定此旋卷构造作逆时针方向

旋转,砥柱为老爷山岩体。

3. 3. 2  凤县-太白县铅锌矿密集区  在凤-太区内现已查明银洞梁大型锌矿及中型铅矿,峰崖-

铅硐山大型锌矿和中型铅矿、八方山大型锌矿与中型铅矿, 银母寺中型锌矿同小型铅矿(见表

1、2、3) ,现已成为陕西省重要的铅锌矿生产基地。该矿区的主要地质特征:以中泥盆统灰岩、

千枚岩、钙质千枚岩及大理岩为矿源层,经区域变质后,还有印支期二长花岗岩提供热场,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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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秦岭南坡铅锌矿带西段地质图

F ig2. Geolog ical map of of the w est ore belt in the southside of Qinling M ountain

Q.第四系  R.第三系  E.老第三系  K.白垩系  J.侏罗系  T2.三叠系中统  T 1.三叠系下统  P.二叠系  C.石炭

系  D2.泥盆系中统  D3.泥盆系上统  O.奥陶系  Pz1.下古生界  Pt 1.下元古界  nC1
5.印支期碱性花岗岩  CD1

5.印

支期花岗闪长岩  OC1
5.印支期英云闪长岩  OD4.华力西晚期石英闪长岩  D4. 华力西晚期闪长岩  GC3- 4.晚加里东-早

华力西期碱性花岗岩  OD4、加里东期石英闪长岩  ODL3 加里东期石英闪长玢岩  1.地质界线  2.断裂系统  3.铅锌

矿床位置(编号、名称及规模见表 3)  4.县城  5.居民点

再经新东西系断裂叠置并改造原岩, 驱使铅锌元素沿断裂迁移和富集成矿。凤-太入字型构

造,严格地制约着各矿床的生成,其特点是以凤州-黄柏源压扭带为主干断裂,南东向张扭断裂

为分支,锐角尖指向西,向南东开口,整个旋扭构造以两当盆地为旋涡,作顺时针方向旋转。

3. 3. 3  镇安县-旬阳县-山阳县铅锌矿密集区  在镇-旬-山区内现已探明桐木沟中型铅锌矿,

月西中型锌矿及小型铅矿,黑沟小型铅矿,银洞子中型铅矿, 赵家庄小型铅锌矿。本区已成为

陕西省第二铅锌生产基地,其地质特征是:以泥盆系的千枚岩、碳酸盐岩、角岩化板岩及碳质灰

岩为矿源层,经区域变质后,叠加了新东西系及特提斯系的联合改造,使铅锌元素重新富集而

成矿。镇-旬-山帚状构造的特点是: 以柞水岩体为砥柱, 江口-中村断裂为内旋面,两河-旬阳断

裂为外旋面,作逆时针方向旋转,整体向北西的镇安收敛, 向南东的旬阳、山阳一带撒开, 该帚

状构造型式,严格地制约着各铅锌矿的形成。

综上所述: 秦岭地区的铅锌矿密集区空间定位于矿源层、岩浆岩、旋卷构造型式三位一体

的区域内,以三者皆备者成矿为佳,如果缺一因素则较之逊色。

3. 4  与铅锌矿成矿相关的金属矿产

秦岭地区, 与铅锌成矿关系密切的金属矿产有:金、银、硫铁矿、铜、汞、镉、铊、铟、镓、铀、锗

及铁等 12种,非金属矿有砷和硫两种。

上述综合性矿山,占铅锌矿床总数的 63164%, 有的却以它种矿为主,而铅或锌只成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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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例如闵峪及东闯金矿均为大型成矿规模,铅则为中、小型。银家山黄铁矿为大型铅则为

小型矿。有关铅锌矿相关金属矿产的矿床名称、成矿规模请参阅表 4。

3. 5  秦岭铅锌矿的成矿期

由表 3显示:秦岭地区铅锌矿的成矿期, 始于古生代早期,继后历经华力西期、印支期、止

于燕山期, 成矿高峰期为中泥盆世。统计结果:古生代早期形成的矿床占总数的 9109%, 泥盆

纪占 51152% ,石炭纪占 6106%,三叠纪占 6106%, 燕山期占 27127%。由资料表明:秦岭地区

铅锌矿最佳远景区段应是冒地槽区的泥盆系沉积变质岩系展布地域。

表 4  秦岭铅锌矿床相关金属矿产表
Table 4 By- products in Pb, Zn or e and the r eserv es

矿床名称
相关金属矿产规模

特大型 大型 中  型 小  型 矿点
矿床名称

相关金属矿产规模

大型 中  型 小  型 矿  点

老藏沟 铅、银 锌、镉 黑沟 铅、银 锌、铜、铁

窑  沟 铅、锌、银 桐木沟 铅、锌、镉 铊 银

下那地 铅、锌 银、镓 西骆峪 锌、铜
金、银、钴、
镉

半  沟 铅、锌、银、
镉

闵  峪 金 铅 银 铜、钨

页水河 铅、锌 镉 银 东  闯 金 铅 银、铜

厂  坝 锌
铅、镉、
锗

银 镓、铟 银家沟 硫铁矿
锌、铁、铜、
金

铅 银

铅硐山 锌、镉 铅、银、汞 八宝山 锌、铟 镉、铁 铜

东沟坝
铅、锌、金、
银

尚  洞 铅、锌、金、
银

镉

靳  村 铅、锌、金、
银

镉 铜家湾 铊 锌、银、铀 铅、钴

银硐子 银 铅 铜、铁 钴、锌 夏布楞 铅、锌 银、铜、镉

月  西 锌、镉 铅 银 八方山 锌 铅 铜

3. 6  秦岭铅锌矿的岩矿系列

3. 6. 1  铅锌矿的容矿岩石系列  秦岭变质岩类赋存铅锌矿者主要有结晶灰岩、千枚岩、泥灰
岩,其次是含碳绢云母片岩、二云石英片岩、硅质岩、角岩化板岩、石英岩、碳质灰岩、硅质板岩、

石英砂岩、钙质砂岩及大理岩等,赋存八宝山、龙庙、洛坝、向阳山、桐木沟、邓家山、毕家山、铅

硐山及八方山等矿床;铅锌矿产于接触带及蚀变带中者, 有正长斑岩、闪长岩、似斑状花岗岩、

斜长角闪岩、粗斑辉石安山岩及凝灰岩等,主要矿床实例有银家沟、尚洞、东沟坝、西骆峪、老藏

沟及夏布楞等; 铅锌矿产于脉岩中者有矿化石英脉岩、细碧岩脉,矿床实例有闵峪、东闯及槽子

沟等。上列三大类容矿岩石, 共计达 20余种。

3. 6. 2  铅锌矿的矿物系列  铅锌矿物包括方铅矿、闪锌矿、水锌矿、菱锌矿、白铅矿、彩钼铅
矿、砷铅矿、钒铅矿(褐铅矿)及铅矾等; 载铅锌的矿物主要是多金属硫化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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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秦岭铅锌矿成矿预测

根据上述, 秦岭地区铅锌矿成矿预测可划分Ó个级别, 共 9个成矿远景区。其中 Ñ级成矿

远景区有凤县-西和县-天水市大型帚状构造聚矿区,凤县-太白县-江口大型帚状构造聚矿区,

该两大地域内可望突破巨型-特大型铅锌矿床; Ò级成矿远景区包含旬阳县-镇安县-山阳县大

型帚状构造聚矿区, 小秦岭中型帚状构造聚矿区, 岷县-宕昌-礼县中型帚状构造聚矿区,这三

个区段内能查勘出特大型-大型铅锌矿床; Ó级成矿远景区包括文县-武都-康县大型帚状构造

聚矿区,黄柏源-木子坪中型入字型构造聚矿区,宁陕县-南宽坪大型入字型构造聚矿区, 成县-

江口中型入字型构造聚矿区, 此四个地区可查勘到大型-中型-小型铅锌矿床。有关远景区级

别、名称、聚矿构造型式、成矿依据、成矿规模预测请参阅表 5。

表 5 秦岭地区铅锌矿成矿预测明晰表

Table 5 Pb, Zn ore prediction in Qinling M ountain

成矿远景

区级别

序

号
名  称

聚矿构

造型式

成   矿   依   据

范围/ km2 矿源层(体)
已知矿

床数/个
成矿类型

成矿规

模预测

Ñ
1 凤县-西和-天水

2 凤县-太白-江口
大型帚状构造

820 泥盆系变质岩 9

450 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 7
沉积再造型

巨型
)

特大型

Ò

3 旬阳-镇安-山阳

4 文县-武都-康县

5 小秦岭

大型帚状构造

中型帚状构造

850

600

450

泥盆系变质岩

含矿石英脉岩

9

3

13

沉
积
型

含矿石英脉型

特大型
)
大型

Ó

6 岷县-宕昌-礼县 大型帚状构造 2 000

7 黄土源-木子坪 中型入字型构造 80

8 宁陕-南宽坪 大型入字型构造 160

9 成县-江口 中型入字型构造 170

泥
盆
系
变
质
岩

6

2

3

2

沉积再造型

沉积型

沉积再造型

大型
)
中型

)
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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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IZATION OF Pb, Zn ORE GENESIS

IN QINLINGMOUNTAIN

Peng Daming
( G eolegical Party 214 of Nuclear Ind ust rial

M inist ry , Chengu )

Abstract

Q ing ling M ountain is abundant w ith Pb, Zn mineral resources. 33 ore deposits have been dis-

covered. They are divided into 8 genetic types, i. e. skarn, hydrothermal, quartz vein, altered rock,

sedimentary, volcanic sedimentary, volcanic rock and reworked sedimentary rock types of Pb, Zn

deposit. Their metallog enic patterns are summed up.

Key words  Qinling Pb, Zn ore, mineralizat ion pattern. rew orked sedimentaly 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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