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大瑶山及其西侧铅锌成矿区
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张  科1 , 胡明安2 , 曹新志2 , 徐伯骏2

( 1.中国地质大学 研究生院,武汉 430074; 2.中国地质大学 资源学院, 武汉 430074)

摘  要:  大瑶山及其西侧铅锌成矿带是广西境内主要的铅锌产地, 区内的铅锌矿床按其成因主

要划分为沉积-热卤水改造型和接触交代(夕卡岩)两类, 产出铅锌矿床较多。文章通过对研究区内

铅锌矿床的含矿建造和构造控矿因素分析, 详述了研究区内铅锌矿床在控矿层位、控矿岩性、控矿

岩相以及断裂构造控矿和褶皱构造控矿的特点, 进而为研究区内下一步找矿指出方向, 并总结出

该区的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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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成矿背景

本文研究区域指大瑶山及其西侧的桂中、桂东

地区,其北界为北纬 24b30c, 大约在柳州 ) 鹿寨 ) 荔

浦一线;南界为北纬 23b, 大约在贵港 ) 桂平 ) 岑溪
一线;西界为东经 109b, 大约在柳州、来宾、贵港一

线;东界为东经 111b,大约在藤县、昭平、钟山一线。

( 1)地层。区内出露的最老地层为寒武系, 主要

分布在大瑶山隆起带, 组成大瑶山隆起的核部。奥

陶系和志留系在本区较少出露。在大瑶山边部及西

侧的桂中盆地, 泥盆系至二叠系出露较为齐全。东

吴运动使广西大部分地区褶皱回返成为陆地,因此

区内缺失三叠系 ) 第三系;另外, 在区内局部地区有

第四系分布。

( 2)岩浆岩。研究区内岩浆活动不发育, 侵入岩

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南部,其次在寒武系、泥盆系中

有少量基性-超基性、中性和酸性侵入岩, 呈小岩株

或岩脉产出。侵入岩出露面积占全区面积的 5%,形

成时代以加里东期和燕山期为主, 少量形成于华力

西期和喜山期。其中, 岩浆岩对金银成矿具有控制

作用,而对区内铅锌成矿的影响不明显。

( 3)构造。研究区内分为桂中盆地、大瑶山隆

起、钦州海槽 3个构造单元,其中桂中盆地与大瑶山

隆起是区内的主要构造单元。在桂中盆地的中心部

位主要表现为褶皱构造, 如斯冲 ) 六良复式背斜及
东乡向斜、三里向斜、业村向斜、古落背斜等; 而在盆

地边缘则主要以断裂构造为特征, 如通挽 ) 东乡 )

雷山断裂带、花鱼岭 ) 妙皇断裂带、碧滩断裂。在大

瑶山隆起的中心部位基底褶皱广泛发育,而在隆起

边缘分布有上古生界沉积盖层。本区基底构造以一

系列紧密复式线状褶皱为特点, 其走向因地而异:蒙

山 ) 贺县一带为一向南突出近 EW 向弧形构造带;

而莲花山 ) 大瑶山一带则成 NE 向。隆起区内断裂

较发育,不同时期的断裂纵横交错, 主要有 NE 向,

SN 向和 NW 向 3组断裂较为发育, 其中 NE 向凭

祥 ) 大黎断裂从大瑶山的轴部穿过该区。

2  成矿地质特征

2. 1  铅锌矿床的成因类型

区内已发现的铅锌矿床主要有武宣 ) 象州地区

的朋村、古立、盘龙、花鱼岭、风门坳、官桥、九崖、乐梅

等铅锌矿床, 以及贵港 ) 桂平地区凤凰岭、锡基坑等

铅锌矿床(图 1) ,按其成因类型来划分, 主要分为沉

积-热卤水改造型与接触交代型(夕卡岩型)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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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瑶山西侧矿产分布略图

(据张振贤等人[ 1] , 1988)

F ig . 1 T he metallo genic map in the W est of Dayaoshan

1.铜 2.铅  锌  3.铜、铅、锌  4.铅、锌、硫  5.重晶石

  ( 1)沉积-热卤水改造型。武宣 ) 象州地区的朋

村、古立、盘龙、花鱼岭、风门坳以及桂平锡基坑大型

铅锌矿床均属此类型。该类矿床主要产于隆起区和

坳陷区的交界部位, 多组深大断裂的交汇地区, 含矿

地层为泥盆系, 矿床产出受到泥盆系下统和中统的

白云岩等碳酸盐岩的控制,围岩蚀变简单、微弱, 显

示(中)低温蚀变作用的特征, 主要蚀变类型有白云

石化、方解石化、黄铁矿化,其次有重晶石化及硅化,

局部地段见有萤石化。矿体以形态简单、规则、后期

改造作用比较微弱的层状、似层状矿体和受断裂与

褶皱控制、形态复杂、受过强烈改造的脉状、囊状矿

体为主。该类矿床矿石组成矿物比较简单, 金属矿

物主要有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少量黄铜矿、辉铜

矿及斑铜矿,偶见有硫锑铅矿及辰砂等;非金属矿物

主要有白云石、方解石和重晶石, 少量石英、萤石。

矿床地球化学显示出该类矿床成因的多期多阶段

性、成矿物质多来源性的特征。

( 2)接触交代型(夕卡岩型)。这一类型矿床区

内目前仅发现桂平凤凰岭一处。NNE 向广济 ) 平

南深大断裂控制了桂平凤凰岭夕卡岩型铅锌矿床的

产出。酸性、中酸性小岩体对成矿最为有利, 与成矿

有关的小岩体年代以燕山中晚期为主, 其次为燕山

早期, 同位素年龄多为 90~ 137 M a。矿体多在碳酸

盐类岩石与中酸性侵入体接触带的外侧,少数产于

蚀变侵入体构成的内接触带。其围岩为碳酸盐岩,

如灰岩、白云岩、白云质灰岩等, 主要的赋矿地层为

泥盆系、石炭系和二叠系, 其次为奥陶系和志留系。

矿床的围岩蚀变十分发育,类型也极为复杂, 主要有

夕卡岩化、方柱石化、阳起石化、绿帘石化、黝帘石

化、石榴石化、闪石化等。矿体的产状形态均受接触

带的产状形态控制, 矿体多呈透镜状、囊状、扁豆状、

脉状、藕节状、瓜藤状、柱状、巢状或似层状、多层重

叠状等,常成群出现。主要金属矿物有: 方铅矿、闪

锌矿、铁闪锌矿, 另有黄铁矿、黄铜矿、磁黄铁矿、磁

铁矿以及少量辉钼矿、毒砂、辉铋矿、白铁矿、赤铁

矿、镜铁矿、锡石和白钨矿,非金属矿物为方解石、白

云石、石榴子石、透辉石等夕卡岩矿物, 另外还有石

英、重晶石、萤石、尖晶石、硼美石等。

2. 2  典型矿床地质特征

( 1)盘龙铅锌矿床。

盘龙铅锌矿床矿体产于下泥盆统上伦白云岩

N NE向层间成矿带中, 矿体顶底板围岩均为上伦白

云岩。矿区内已发现的铅锌矿体共 25个(其中原生

矿体 20个, 氧化矿体 5个) , 矿体形态为层状、似层

状,产状与围岩产状大致相同, 总体走向 70b, 倾角较

陡,一般为 79b~ 88b,且矿体的延伸展布均受白云岩

地层的严格控制,白云岩层变得狭窄或尖灭的部位,

铅锌矿体的规模也变小, 其形态亦变得狭窄或尖灭。

在已发现的 25个矿体中,仅 2号矿体是矿区的主矿

体(图 2) , 矿石量达到459. 7万 t ,占盘龙矿区矿石量

的 88. 9% ;矿体长约 500 m,平均厚度 20. 32 m, 斜深

已控制 182. 5 m ,出露标高 68~ 139 m, 矿石平均品

位 w ( Pb) = 1. 48% , w ( Zn) = 3. 06% ; 矿体上富下

贫,中间富, 东西两端较贫, 上部形态规则, 下部分

支;矿体最大真厚度达 42. 58 m ,最小仅 1. 84 m, 厚

度变化系数为 52. 16% ; 矿石品位最高 w ( Pb ) =

3. 69% , w ( Zn ) = 6. 23% , 最低品位 w ( Pb ) =

0. 31% , w ( Zn) = 1. 54% ; 矿石品位变化系数 Pb 为

84. 08%, Zn为 50. 89%; 矿体中伴生有黄铁矿、重晶

石,可综合利用。2 号矿体是矿区内作为工业开采、

设计对象的主矿体。矿区内未见岩浆岩, 但据重磁

资料推测可能存在隐伏岩体。围岩蚀变发育, 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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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锌矿化关系密切, 其中主要的蚀变类型有: 重晶石

化、白云石化、硅化、黄铁矿化,可作为区内寻找铅锌

矿的找矿标志。

图 2  盘龙矿区 26 线地质剖面示意图

(据梁国宝等[ 2] , 2003)

F ig. 2 P ro file at 26 line of Panlong lead- zinc deposit

1、下泥盆统上伦白云岩  2、矿体及编号  3、钻孔编号

( 2)凤凰岭铅锌矿床。

凤凰岭铅锌矿床矿体产于背斜及印支-燕山期

西山、凤凰岭中酸性花岗岩体与碳酸盐岩接触带的

外侧夕卡岩(主)、大理岩(次)中,受 NNE向的广济

―平南深大断裂的控制。赋矿层位为中泥盆统四

排组 ) 应堂组白云岩夹白云质灰岩。矿体大多比

较平缓, 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 具多层性, 闪锌

矿-磁黄铁矿和磁铁矿互层产出, 埋深大, 与地层产

状大致一致, 倾角平缓, 已控制主矿体 4 层, 单层厚

5~ 10 m 不等,最厚为 20 m。区内矿石类型比较复

杂, 有锡石-黄铁矿矿石、铁闪锌矿-磁黄铁矿矿石、

磁铁矿等。矿石组分复杂, 以磁黄铁矿为主, 次为

铁闪锌矿、磁铁矿、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锡石

等, 脉石矿物为方解石、白云石及石榴子石、透辉石

等夕卡岩矿物, 具交代结构、交代溶蚀结构、固溶体

分离结构等, 矿石构造主要为块状、稠密浸染状、浸

染条带状、条带状等。围岩蚀变发育, 为夕卡岩化、

大理岩化,成矿元素以 S为主, Fe, Zn, Sn 共生组合

为特征
[ 3]
。

3  控矿地质因素

成矿作用是地质作用的一部分, 各种矿产形成

于一定的地质背景中, 矿床的形成过程中往往是受

到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因此,研究一个地区矿床的

形成条件、成矿规律以及找矿方向时,分析控矿地质

因素就显得极为重要。本文将从含矿建造、构造因

素与成矿几方面来分析研究区的控矿因素。

3. 1  含矿建造

/建造0一词本是沉积学研究中的一个术语, 但

在矿床学研究中, 人们注意到一些矿床的形成与某

些类型的沉积建造有关,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些矿床

的形成时间、空间分布、物质来源、形成环境和成矿

条件等问题时, 将含矿建造的概念引入矿床学的研

究中,含矿建造即指不同的构造单元在不同演化阶

段,拥有相关的沉积作用、岩浆作用、变质作用以及

成矿作用, 分别构成特定的与矿床形成有关的一套

岩石共生组合 [ 4] , 研究区内对铅锌成矿起主导作用

的含矿建造为泥盆系准地台碳酸盐岩-碎屑岩 Pb-Zn

含矿建造, 分布在大瑶山西侧、桂中盆地的东部边

缘,其控矿特点如下:

( 1)控矿层位。研究区内铅锌矿床集中分布在

泥盆系中, 发现矿床矿点共 81 个, 其中探明储量的

中小型铅锌矿床 16处。控矿主要集中在官桥组(矿

床、点计 33个)、二塘组(矿床、点计 7个)、应堂组

(矿床、点计 9个) ,少量分布于郁江晚期的白云岩夹

层和中泥盆统的应堂组碳酸盐岩中, 可见下泥盆统

控矿具多层性, 且官桥白云岩为区内最重要的赋矿

层位。区内泥盆系赋矿层位具有呈逐步升高、由老

变新的递变特点, 在大瑶山西侧成矿带主要赋矿层

位为下泥盆统, 往北至桂北地区则变为中泥盆统至

上泥盆统。

( 2)控矿岩性。控矿岩性主要包括控矿岩石类

型、控矿岩石组合。含矿岩系厚度和矿化的关系等。

区内具有工业价值的铅锌矿床主要赋存于白云岩中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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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类岩石赋矿统计表(据张振贤等改编[ 1] , 1988)

Table 1  St at istic results o f rocks that ho st or e

岩性
铜

个数 % 储量( t )

铅  锌

个数 % 储量( t )

重晶石

个数 % 储量( t )

白云岩 3 10 30 36 78 100 0 0 0

灰岩 18 62 49 7 15 0 6 100 100

碎屑岩 8 28 21 3 7 0 0 0 0

合计 29 100 100 46 100 100 6 100 100

  从表 1可看出白云岩为铅锌矿床的主要含矿岩

性,占赋矿岩石的 78% ,成矿带内有工业价值的铅锌

矿床均赋存于下泥盆统 ) 中泥盆统的各类白云岩

中。岩石组合是以白云岩为主的泥灰岩-泥晶白云

岩组合,生物屑灰岩-生物屑白云岩组合。其中铅锌

矿的富集程度往往与含矿白云岩的厚度成正相关关

系,如古立铅锌矿床赋存于大乐组上段的泥质-中晶

白云岩及生物屑白云岩中,含矿白云岩沿走向及沿

倾向逐渐尖灭, 矿体也随之尖灭, 在白云岩厚度最大

的地段,也是矿体最富的地段。

灰岩、泥质灰岩夹泥岩组合为铜、重晶石的主要

含矿岩性, 尤以重晶石最为明显, 区内重晶石全部赋

存于大乐组的灰岩夹泥岩中。碎屑岩主要为铜的含

矿岩性,铅锌矿仅出现少量的矿化点,未构成工业矿

体。

表 2  研究区含矿岩相特征表

Table 2 Character istics of o re- bear ing rock facies

沉  积  相 岩  性  特  征 矿   化   特   征 实  例

碎

屑

滨

浅

海

相

滨岸潮坪

序列

紫红色夹灰绿色砂岩、粉砂岩、粉砂质泥岩、

泥岩、泥质粉砂岩

黄铜矿、辉铜矿、蓝铜矿、斑铜矿、黄铁矿及方铅矿等矿物不

均匀充填交代分布于砂粒间,或呈团窝状富集, 在含铜 泥质

粉砂岩及粉砂质泥岩中黄铜矿呈极细粒浸染状分布

金秀县三渡

河铜矿点

滨外凹地型

序列

深灰-灰绿色泥岩、泥质粉砂岩夹白云岩、灰

岩

方铅矿呈星点状、团窝状、细脉状分布于生物屑细- 粉晶白

云岩的晶间孔、溶孔及裂隙中(那发) ;黄铜矿呈脉状、团块状

分布于灰岩中,矿石具交代结构,浸染状、角砾状、细脉状构

造(公朗)。

金秀县那发

铅矿点、公

朗铜矿床

碳

酸

盐

台

地

相

生物礁、滩-

潮坪序列

在礁相、生物相、潮坪相中矿化层岩石的共

同特点:①礁、滩相中生物丰富; ②普遍白云

石化;③岩石性脆, 各类次生孔隙及成岩压

缩、裂隙发育; ④后期层间破碎或碎裂构造

发育

矿石的生物结构非常发育,普遍可见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

交代层孔虫、珊瑚和腕足类、腹足类等,或矿物呈星点状及团

块状分布于礁灰(云)岩的溶孔中、滩相生物屑灰云岩的溶孔

中、潮坪相泥-粉晶白云岩的溶孔中以及矿物呈脉状分布于

岩石裂隙或重晶石脉、白云岩脉中;其次为条带状构造。

砂屑 滩-潮

坪序列

砂屑灰(云)岩或砂屑生物屑灰 (云)岩、藻层

纹白云岩及泥-粉晶白云岩

矿化多发生在砂屑灰(云 )岩或砂屑生物屑灰 (云 )岩, 铅锌

矿、黄铁矿多充填交代分布于岩石的粒间溶孔、生物溶孔及

白云石晶间孔中。也有部分分布于鸟眼泥晶白云岩、泥裂泥

晶白云岩的鸟眼孔、层状晶洞及泥裂缝中。

局限台地潮

坪泻湖序列

生物屑白云岩、藻层纹白云岩、鸟眼泥晶白

云岩、泥晶藻凝块白云岩、泥质白云岩、粉-

细晶白云岩、泥晶灰岩及泥岩的不等厚互层

似层状的矿石构造以层纹状构造比较普遍。

区内 绝

大部 分

矿床 (盘

龙、 古

立、朋村

等)

台凹

礁滩

序列

礁滩型 礁白云岩 矿石中有大量生物交代结构。

台凹型 残余竹节石粉晶泥质白云岩、含碳钙质泥岩

闪锌矿呈粒状集合体、黄铁矿呈微粒状交代生物分布于白云

石晶间孔中,闪锌矿化含碳钙质泥岩,矿物呈条带状、脉状或

椭圆形的微粒-粉晶集合体(草莓状)分布。

乐梅 铅

锌矿

注:根据张振贤等( 1988) [ 1]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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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控矿岩相。控矿岩性的存在及其控矿作用,

实质上是取决于岩相古地理条件, 即特定的沉积环

境。在各沉积相中, 由于物质来源和水动力条件的

不同、物理化学条件及生物种类的不同,而形成不同

的岩石类型。因此古地理条件(环境)-沉积相-岩石

组合构成相互关联的体系,各类沉积岩和成矿元素

的沉积所形成的矿源层也都是这一体系的产物。总

之,岩相古地理对铅锌的预富集起着控制作用, 为矿

床的形成提供了类似形成油气藏的/生、储、盖0的配

套条件。研究区内含矿岩系除少部分属碎屑滨浅海

相外,绝大部分属碳酸盐台地相(表 2)。

从表 2不难看出碳酸盐地台相是成矿带最主要

的控矿相带。其中, 沉积相的模式以朋村式为代表

控制了铅、锌-黄铁矿、铜及重晶石矿床, 矿层赋存于

白云岩、生物碎屑灰岩组合中,在垂向上为滨岸碎屑

岩向碳酸盐岩过渡的局限台地相。

3. 2  构造控矿
研究区跨越了 3个不同的构造单元, 铅锌成矿

带主要受桂中盆地构造单元的控制,其矿床、矿体的

分布和产出则受不同类型的次级构造控制,其特点

如下:

( 1)断裂构造控矿。区域性深大断裂带的次级

断裂、裂隙带、断裂产状转折部位、层间破碎带等都

是有利的含矿构造。NN E 的桐木断裂和 NE 向的

东乡 ) 通挽挤压带的复合部位, 即深层断裂的转折

部位,以及它们和派生的 NW 向断裂构成/ Y0字形

构造拐结部位就控制了区内大部分铅锌矿床的分布

和产出,矿体主要沿断裂和裂隙充填,在不同方向的

断裂交汇部位往往形成较富或较大的矿体。同时,

层间滑动造成的层间破碎带和层间剥蚀带也是本区

的重要容矿部位,如朋村、盘龙等铅锌矿床均受该类

构造控制。

( 2)褶皱构造控矿。控矿褶皱构造主要有背斜

轴部、背斜翼部层间破碎带、背斜倾伏端、向斜扬起

端等。但区内褶皱单一控矿的较少见, 较常见的是

褶皱加断裂联合控矿, 如花鱼岭铅锌矿床位于东村

- 东乡背斜南部倾伏端; 风沿矿床为背斜南倾伏端

次级指状褶曲中的向斜轴部断裂控矿。

4  找矿方向及找矿标志

4. 1  找矿方向

( 1)按岩性找矿。与成矿有关的主要含矿岩性

为下泥盆统 ) 中泥盆统的各类白云岩, 岩石组合是

以白云岩为主的泥灰岩-泥晶白云岩组合, 生物屑灰

岩-生物屑白云岩组合, 厚度应较大, 具有一定的规

模,同时白云岩中发育团包状、团块、条带状、薄层状

重晶石是找矿的有利地段。

( 2)按构造找矿: 应重视构造的转折和叠加部

位,该部位为成矿的有利地段,区内有工业价值的矿

床几乎都产于这些部位,此外层间剥蚀空间和层间

破碎带也是有利的容矿部位。其次应对隐伏岩体与

围岩外接触带进行研究, 寻找夕卡岩型矿床。

4. 2  找矿标志
( 1)旧采矿遗迹处;

( 2)地表铁帽发育的地段;

( 3)下泥盆统区域性的 Pb, Zn, Cu 异常发育的

地段;

( 4)存在区域性的重力异常带以及局部激电异

常发育地段;

( 5)下泥盆统内白云质灰岩、白云岩发育地段;

( 6)重晶石化、硅化、白云岩化发育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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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IONS OF ORDOVICIANOIL FIELD WATER IN

TAHE OILFIELD AND ITS SIGNIFICATIONS
LIU Jian-wei, ZHANG Shao-nan

( Energy College of Cheng du Univer sity of T echnology , Chengdu 610059, China)

Abstract:  T he pr incipal com posit ions of so luble materials of the Ordovician o il field w ater in T ahe oilf ield

ar e consistent w ith sea w ater, suggest ing its m arine origin. T he dif ferent ionic com positions, concentra-

t ion and ionic par am eter indicate dif ferent g eo logical features. No. 7 area of Tahe o ilf ield is in a different

hydro logy system fr om others. T here ar e abundant clay minerals and cem ents in the Ordovician carbonate

reservoir, resulting in r elat ively high concentr at ion of calcium and low concentration of nat rium in the solu-

t ion. The rat io of nat rium and chlorine, carbonate equilibrium rat ios and the ratio s of desulphurizat ion

have a change pat ter n f rom southeast to northw est, indicat ing that petro leum w as mig rated fr om M anjiaer

to No rthern T ar im Basin.

Key words:  oilf ield w ater; characteristic ion; geolog ical signif icance; Ordovician; Tahe oilf 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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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b-Zn ORE DISTRICT

IN THEWEST OF DAYAOSHANOF GUANGXI PROVINCE

AND THEORE PROSPECT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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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rad uate school of China univ er sity of Geosciences , Wuhan 430074, China;

2. Faculty of E ar th Res our ces o f China univers ity of Geos ciences ,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Dayaoshan and the area in the w est of Dayao shan are the major Pb-Zn ore areas in Guangx i

Pro vince. T he o re deposits occur m ainly as the rew orked sedimentary-ho t brine type and the contact re-

placement ( skarn) type. We detail the ore-contro l factor s in the paper, such as ho rizon, litho logy, rock fa-

cies, fracture and fold on the basis of analy zing ore-bearing format ions and st ructur es and point out the

marks and direct ions for further ore explor at ion in the area.

Key words:  Ore-bearing fo rmat ion; Ore-contro l st ructure; Pro spect ing direct ion; Dayao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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