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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黄沙坪铅锌多金属矿区
岩浆岩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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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湖南黄沙坪铅锌多金属矿区岩浆岩位于骑田岭西北部, 主要有英安斑岩、花斑岩、石英

斑岩、花岗斑岩, K-Ar 法年龄为 141. 1~ 164 Ma, w ( SiO2 ) = 69. 98% ~ 77. 00% , w ( A l2O3 )普遍大

于 w( CaO+ Na2O+ K 2O) ,属铝过饱和岩石。岩石稀土元素 w ( 2REE) = 118 @ 10- 6~ 311 @ 10- 6 ,

平均 276@ 10- 6 , 稀土元素球粒陨石值标准化配分曲线均为平缓右倾曲线,D( Eu) = 0. 25~ 0. 48, 具

铕的负异常。微量元素的亲铜元素普遍偏高,有为本矿床提供成矿物质来源的可能。根据地球化

学特征并与区域对比,认为矿区岩浆岩属过渡性岩浆成因, 既有深源型又有浅源型的特点,且经历

过结晶分异和较强的交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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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湖南黄沙坪铅锌多金属矿床位于桂阳县城南约

9 km 处, 矿山年开采矿石量约 49万 t , 年生产铅锌

金属 4万 t ,排国内铅锌生产矿山第 7位,是我国铅

锌原料生产的骨干矿山之一。

黄沙坪铅锌多金属矿床是湘南的代表性矿床之

一,开采历史悠久, 并积累了许多矿产地质研究资

料
[ 1, 2]
, 对于黄沙坪矿床的银矿化特征

[ 3- 5]
、矿物组

合及成矿特征[ 6, 7]、构造控矿特征 [ 8, 9]、矿床的成因

机制[ 8- 12 ]前人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本文在

综合分析前人资料的基础上, 主要研究黄沙坪铅锌

多金属矿区的岩浆岩岩石学及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1  岩石学特征

黄家坪 ) 宝山地区位于骑田岭岩体的西北侧,

该地区的小岩体十分发育, 在大约 300 km2 的范围

内,出露小岩体 148 个, 它们以酸性- 中酸性浅成

(超浅成)侵入的花岗斑岩、花岗闪长岩、石英闪长斑

岩为主,次为喷出相的碱性流纹斑岩与英安质凝灰

角砾岩,以及部分晚期侵入的暗色脉岩。这些岩体

总的产状形态为走向 EW 向或 NWW 向,倾向 N,

延长数百米至 2 000 m 不等,少数岩体呈椭圆状,一

般受两组交叉断裂控制, 出露面积最大为 0. 48

km
2
,一般为 0. 3~ 0. 15 km

2
,且成群成带分布,构成

近 EW向的 3个小岩体带(图 1) , 由北往南分别为:

Ñ岩带长 15. 5 km, 以微晶花岗闪长斑岩为主; Ò岩

带长 28. 5 km, 以花岗闪长斑岩为主; Ó岩带长 13

km ,以石英斑岩为主, 与黄沙坪铅锌矿有关的岩体

即位于此带西段。

黄沙坪铅锌矿矿区范围内已发现的岩浆岩有:

英安斑岩、石英斑岩、花岗斑岩、花斑岩、微粒花岗岩

及细粒花岗岩,花岗斑岩和花斑岩为隐伏岩体。各

岩体的产状特征如下:

( 1)石英斑岩( KP)。分布于观音打坐和宝岭一

带,与围岩一般呈侵入接触关系,并可见到接触破碎



图 1  坪宝地区岩浆岩分布图(据童潜明等[2] )

Fig. 1 T he distr ibution map o f magmatic r ocks

of P ingbao ar ea

1.岩体分带及编号; 2.岩体; 3.断层; 4.地质界线

带,亦有呈断层接触者。岩体侵入的最新地层为梓

门桥组白云岩。由 51 号和 52号岩体组成, 出露面

积分别为 0. 23 km2 和 0. 29 km2 , 两岩体向下有岩

脉相连且变小,其形状呈漏斗状。岩体在 165中段

以下明显缩小, 形态更不规则,分支、膨缩较为频繁。

岩体常成为铅锌矿体的围岩。该岩体从中心向外可

分为内外两个带,外带为石英斑岩,内带为流纹- 石

英斑岩。外带石英斑岩宽约100 m, 在距边界 1~ 3

m 处具流纹构造,流纹方向与接触面一致。岩石一

般具少斑结构, 斑晶仅 10% , 主要为石英, 少量钾长

石,粒度 1~ 2 mm, 长石斑晶的单斜有序度为 0. 88

~ 0. 93,基质为霏细结构,由长石、石英组成, 长石具

不同程度的高岭土化。无围岩蚀变。

( 2)花岗斑岩( CP)。分布于矿区东南隅,是由多

个岩体组成的岩体群,主要分布在 F 1断层上盘。岩

体群南北长约 1 000 m, 东西宽 200~ 500 m, 略向 E

倾,向 N 侧伏,倾角约 50b,与围岩呈侵入接触,侵入

的最新地层为石磴子组灰岩。单个岩体形态复杂,

有椭圆状、扁豆状、瘤状和脉状。其中以 301号岩体

侵位最高。其顶端位于标高 320 m, 平面上大致呈

椭圆形,南北长而东西短, 面积< 0. 1 km2。到 0 m

标高以下形态较复杂,其东部产生 2个岩枝, 并与石

英斑岩及花斑岩相连, 构成复式岩体。301 号岩体

在 273中段以上边部有密集的石英脉, 构成一

/石英帽0,以该岩体为代表的深部岩体与区内
铅锌矿关系密切。花岗斑岩为块状构造, 斑状

结构, 斑晶 20% 以上, 以石英为主, 次为正长

石, 少量斜长石和黑云母, 粒度约 1 mm, 基质

呈细粒花岗结构,石英为主, 少量长石。斑晶正

长石有序度 0. 87~ 0. 99。边缘相小于 2 m, 基

质显微花岗结构。夕卡岩化强烈。

( 3)花斑岩( gP)。大致分布在 51号、52号

岩体之间偏西处,处于 F 1 断层的下盘,与围岩

呈侵入接触,侵入的最新地层为石磴子组灰岩,

顶面呈南高北低的舒缓波状。包括北部 304-1

和南部 304-2两隐伏岩体, 304-1岩体最高侵位

50 m,形态大致为椭圆形, 面积< 0. 1 km2 , 深

部出现岩枝。304-2最高侵位约 100 m, 平面大

致呈南北延长的椭圆形, 面积0. 05 km
2
, 空间

上呈近直立的岩筒状。花斑岩为块状构造, 斑

状结构, 斑晶约 10% , 石英、钾长石为主, 斜长

石少见, 粒度 0. 5~ 1 mm, 长石一般自形。基

质为显微文象结构和细粒嵌生结构,呈花斑状,

纤维状的长英质矿物扇形分布,呈球粒状,球粒

0. 1~ 1 mm, 边缘相 5~ 10 m ,不连续; 基质隐粒球

粒结构, 球粒 0. 05~ 0. 1 mm。有夕卡岩化等围岩

蚀变。

( 4)英安斑岩( EP)。主要分布在矿区南部凤鸡

岭 ) 尖山和北部观音打坐北麓一带,分别充填于 F0

和 F9 断层之中,呈 EW 向带状展布, 包括 65号、76

号、77号、54号 4条岩脉及多个零星小岩体, 均出露

地表。其中 65号沿 F 9 侵位, 77号和 54号沿 F 0 侵

位, 54号岩脉因受 F3 和 F 2 影响, 南部出现多个岩

枝, 76号沿 F 5 侵位。单个岩体为单向延伸的陡倾

斜岩墙, 或为不规则岩脉, 脉幅宽窄变化大,常见到

分支复合、尖灭再现现象。

( 5)微粒花岗岩(MP)。位于矿区北部 9 ) 21勘

探线, 最高侵位约- 50 m ,平面上为两个岩体,形态

不明, 都大致向 E 倾。岩石呈块状构造, 似斑状结

构。斑晶 8% ~ 22%。粒度约 0. 5 mm,以斜长石为

主,少量钾长石和石英。基质半自形微粒结构或花

岗结构,矿物粒度 0. 1 mm, 钾长石约 30%, 斜长石

约 35%, 石英约 33% ,少量黑云母, 未发现明显的围

岩蚀变。

( 6)细粒花岗岩( VM)。仅在 13勘探线的钻孔中

发现, 与微粒花岗岩伴生。其形态产状大致受 F1 断

层控制。细粒花岗岩为块状构造,似斑状结构,斑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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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1%左右, 长石为主, 多已蚀变为绢云母等, 仅有

假象。基质花岗结构, 粒度约 0. 5 mm, 石英 35%,

钾长石 30% ~ 35%, 斜长石 25% ~ 28%, 少量绢云

母,斜长石牌号 10~ 18,未发现明显的围岩蚀变。

2  地球化学特征

2. 1  常量元素

从矿区主要岩浆岩的岩石化学组成和特征数值

(表 1)和中酸性侵入岩的国际地科联分类命名图解

(图 2)可以看出:

( 1) SiO 2 和 K 2O 的质量分数比黎彤[ 13] 同类岩

石偏高,而 A l2O3和 N a2O 则偏低, K 2O/ Na2O 值则

高出 1倍至 10余倍。

( 2) Al2O3 的质量分数普遍高于 CaO+ Na2O+

K2O, 属铝过饱和岩石。

( 3)从查氏数值特征分析, Q 值介于 30~ 45之

间,属硅过饱和岩石; a: c值介于 5~ 25之间, 属查

氏数值特征分类的第二类第三科和第四科之间, 即

SiO 2 过饱和的过碱性- 中碱性岩石。

( 4)从里特曼组合指数(图 3)可以看出,该区岩

体 D值在 1. 19~ 3. 59之间, 变化范围较大,属于钙

碱性- 碱性岩石,按里特曼组合指数划分岩系, D> 4

时为大西洋岩系, 而 D< 4时为太平洋岩系,本区岩

系其分类属强太平洋型(钙性) - 弱太平洋型(次钙

碱性)岩石类型。

( 5)氧化系数变化大( 0. 03~ 0. 80) , 离地表近的

氧化系数大,埋藏深的系数小。

表 1 岩浆岩的岩石化学组成(w B / % )和 CIPW参数

Table 1  The majo r elements content o f ro cks and CIPW paramenter

成分及参数
石英斑岩

流纹-

石英斑岩
花岗斑岩

细粒斑状

花岗岩
花斑岩 英安斑岩

坪 1 273- 17 坪 1 273-70 GK20- 14 表- 3

中国石英斑岩

平均值

中国花岗岩

平均值

SiO 2 73. 98 69. 98 74. 56 77. 00 74. 84 72. 16 72. 88 71. 27

TiO 2 0. 08 0. 20 0. 04 0. 11 0. 11 0. 33 0. 32 0. 25

Al 2O 3 12. 16 14. 72 12. 91 9. 61 11. 97 13. 70 14. 15 14. 25

Fe2O 3 0. 19 1. 22 0. 38 0. 35 0. 06 1. 23 0. 84 1. 24

FeO 0. 91 2. 10 1. 37 1. 15 0. 58 0. 96 1. 43 1. 62

M nO 0. 03 0. 02 0. 04 0. 05 0. 07 0. 03 0. 06 0. 08

M gO 0. 31 0. 66 0. 20 0. 47 0. 31 0. 47 0. 69 0. 80

CaO 0. 65 2. 12 0. 85 1. 55 1. 99 0. 35 1. 66 1. 62

Na2O 0. 30 1. 74 3. 06 0. 36 1. 58 0. 92 3. 77 3. 79

K 2O 7. 94 6. 06 4. 78 6. 00 6. 46 5. 80 2. 61 4. 03

P2O 5 0. 00 0. 03 0. 00 0. 01 0. 01 0. 03 0. 10 0. 16

Q 39. 34 30. 08 28. 25 47. 32 36. 45 43. 13

Or 46. 92 35. 81 28. 25 35. 46 38. 17 34. 27

Ab 2. 54 14. 72 25. 89 3. 05 13. 37 7. 78

An 3. 23 10. 30 4. 22 6. 89 6. 49 1. 54

C 1. 89 1. 53 1. 16 5. 34

Di 0. 61 2. 78

Hy 2. 22 4. 20 2. 64 2. 60 0. 40 1. 43

Ap 0. 08 0. 03 0. 02 0. 07

Li 0. 14 0. 38 0. 08 0. 21 0. 21 0. 63

Mt 0. 28 1. 77 0. 55 0. 51 1. 78

Na2O+ K 2O 8. 24 7. 8 8. 84 6. 36 8. 04 6. 72

K 2O / ( Na2O+ K 2O) 0. 96 0. 78 0. 54 0. 94 0. 80 0. 86

Fe2O3 / ( Fe2O3 + FeO) 0. 17 0. 37 0. 22 0. 96 0. 09 0. 56

Al2O 3/ ( CaO+ Na2O+ K 2O) 1. 37 1. 48 1. 33 1. 21 1. 19 1. 94

D 2. 19 2. 26 1. 95 1. 19 2. 03 1. 55

AR 4. 61 2. 73 2. 63 3. 65 3. 72 2. 83

DI 88. 30 80. 61 89. 52 85. 53 87. 99 85. 16

S I 3. 21 5. 60 2. 05 5. 64 3. 47 5. 01

  测试单位:桂林地质矿产研究院;测试方法 XRF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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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酸性侵入岩分类命名图

F ig . 2  Classification and nomenclatur e o f

intermedit e and acidic int rusiuve ro cks

1a.硅英岩 1b.富石英花岗岩类 2. 碱长花岗岩 3a.花岗岩 3b.二

长花岗岩 4.花岗闪长岩 5.英云闪长岩 6* .碱长石英正长岩 7* .

石英正长岩 8* .石英二长岩 9* .石英二长闪长岩 10* .石英闪长

岩 6.碱长正长岩 7.正长岩 8.二长岩 9.二长闪长岩 10.闪长岩

图 3 里特曼指数图

Fig. 3  Index map of Terman

  ( 6)从图 2可知, 本区岩石均落入 2区和 3 区,

与地壳深部古老火成岩重熔或幔源物质混熔部分壳

源物质的/水口山型0花岗岩类( I 型)和地壳硅铝层

重熔的/香花岭型0花岗岩类( S 型)有明显的区别,
属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型式。

由此可见, 矿区岩浆岩既有深源型特点, 又有浅

源型的特点,且经历过结晶分异和较强的交代作用,

当属过渡性岩浆成因。

2. 2  稀土元素特征
通过对矿区各类岩浆岩的稀土元素测定, 用赫

尔曼
[ 14]
的 22个球粒陨石平均值标准化作稀土配分

图(图 4) ,反映出如下规律:

( 1)区内主要岩浆岩的稀土元素球粒陨石值标

图 4  矿区岩浆岩岩石稀土元素标准化配分图

Fig . 4  The chondrite-no rmalized pattern of

magmatic ro cks in mining a rea

准化配分曲线基本相同,均呈平缓右倾的 V 字型,

且岩石中的稀土总量和 E Ce/ E Y 比值具有随着

K2O质量分数的增高而逐渐增大的趋势, V 型谷较

深, D( Eu)的负异常非常明显, 其值在 0. 25~ 0. 48

之间, 均< 0. 5, 表明岩浆是经过了充分的分异演化。

图 5  岩体 La/ Sm- La关系图

Fig. 5 The relation map of La/ Sm- La o f rock body

( 2)区内岩石稀土总量为 118 @ 10- 6 ~ 311 @

10- 6 , 平均为 276 @ 10- 6 , 比华南花岗岩的平均值

( 229 @ 10- 6 )高, 其中英安斑岩稀土总量最高( 211 @
10- 6~ 311 @ 10- 6 ) , 其次为花岗斑岩( 171 @ 10- 6 ~

302 @ 10- 6 ) ,石英斑岩及花斑岩较低( 118 @ 10- 6~

247 @ 10- 6 )。

( 3)在各种稀土元素参数中,从英安斑岩 y石英
斑岩, 花斑岩y细粒、微粒花岗岩 y花岗斑岩, La/
Sm , 2Ce/ 2Y, Pr/ Sm, La/ Yb 均呈规律性地减少,这

一特点符合岩浆花岗岩从早至晚的演化顺序。

( 4)在岩体 La/ Sm 对 La的图解上(图 5) ,投影

点沿平衡熔融斜线分布,说明区内岩体是原始岩浆

经平衡结晶分异的产物。

综上所述, 各岩体的稀土配分模式曲线基本相

似,说明区内岩体为同源不同阶段的产物。

2. 3  微量元素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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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号花岗斑岩和 51号、52号石英斑岩中所采

样品的微量元素分析结果(表 2)具有如下特点:

( 1)岩体中成矿元素的含量普遍偏高。

( 2)亲石元素除 V, Sr, Zr 偏低外, 其余元素都

偏高,其中W 最为突出, 其次为 F 和 Cl, 这对岩体

的热液蚀变极为有利, 从而有利于成矿物质的活化

并富集成矿。Rb/ Sr比值为 13,属华南重熔型花岗

岩类型。

( 3)亲铜元素普遍偏高, 其中 Sn, Cu, Pb, Zn 等

元素尤为明显, 可以作为本矿床的成矿物质的重要

来源。

( 4)通过对岩体的因子分析可看出, 301号花岗

斑岩的分异演化比较完全, 各期次微量元素的演化

特征较明显,而 51号、52号石英斑岩的演化就不如

前者充分, 各期次微量元素的演化特征不很明显。

3  岩浆岩的演化特点

区内岩浆岩演化的顺序为英安斑岩、花斑岩 y

石英斑岩y花岗斑岩,主要依据有如下几点:

表 2 黄沙坪铅锌多金属矿区岩浆岩的微量元素分析结果

T able 2 T he content of tr ace elements of magmatic r ocks in H uang shaping lead- zinc deposit

样品号 取样位置
w B / 10- 6

W Sn Mo Bi Pb Zn Nb T a Cu Rb Sr Ni Co Y V Cl Zr F

坪 1
237中段
花岗斑岩

31 30 34 40 87 17 17 1015 17 3. 5 131 101 4309

坪 7-1
237中段
花岗斑岩

31 30 20 70 40 84 15 42 952 36 7 2 112 10 104

坪 9-1
237中段
花岗斑岩

25 40 20 360 360 78 18 53 883 41 7 2 114 11 300 106

坪 15-1
309中段
花岗斑岩

19 70 40 54 54 40 77 10 12 935 26 3. 5 115 97 3350

坪 20-1
200中段
花岗斑岩

30 30 30 40 40 86 15 50 1122 19 4 0. 5 118 10 99

坪 21
200中段
花岗斑岩

23 70 20 50 90 90 11 23 1010 32 4 124 10 107

坪 22
200中段

花岗斑岩
21 90 20 60 50 88 13 24 1070 14 4 0. 5 112 30 109

坪 16
309中段石英斑岩

( 51号岩体)
30 380 20 20 170 340 40 < 10 1350 910 59 5. 5 2 42 121 4650

坪 23
200中段石英斑岩
( 51号岩体)

9 70 10 20 70 20 45 9 124 602 49 5 0. 5 38 50 130 3930

坪 12
273中段石英斑岩
( 51号岩体)

4 30 20 30 70 42 4 58 711 71 7 2 39 10 109 1750

坪 13
273中段石英斑岩
( 51号岩体)

41 20 20 70 1790 41 9 236 681 67 4. 5 37 30 124 5650

坪 14
273中段石英斑岩
( 51号岩体)

21 20 30 70 420 42 13 405 646 41 6. 5 0. 5 44 100 127 1700

坪 18
309中段石英斑岩
( 51号岩体)

13 20 30 30 80 51 31 1232 830 43 7 2 50 80 124 1900

坪 6-1
200中段石英斑岩
( 52号岩体)

22 30 20 110 60 66 25 44 521 21 7 2 93 10 350 86 3130

坪 17
309中段石英斑岩

( 51号岩体)
15 20 20 20 30 120 50 9 74 483 59 7 2 60 100 132 1790

坪 6-3
237中段石英斑岩

( 52号岩体)
22 20 20 70 290 22 12 53 495 401 4. 5 0. 5 21 50 300 85 1980

平均 22 39 6 19 82 137 62 14 87 804 62 5. 4 1. 0 78 31 317 104 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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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在同位素测年方面,冶金 238队( 1978)对英

安斑岩做了钾- 氩法年龄测定, 其结果为 164 M a;

童潜明等[ 2] 对石英斑岩的长石进行了钾- 氩稀释法

测定, 年龄为 146. 1~ 125. 2 M a, 花岗斑岩的年龄值

为 118. 4 M a。本次对石英斑岩进行的钾- 氩稀释

法测定结果为 141. 1~ 142. 4 M a(另文发表)。

( 2)隐伏的花岗斑岩( 301号岩体)周围出现广

泛的硅化、夕卡岩化,并有钨钼铅锌多金属矿化。表

明区内的铅锌矿床的形成与中酸性侵入岩密切相

关,而石英斑岩内部及边部接触带有铅锌矿体的分

布,岩体成为铅锌矿体的容矿围岩,也说明了岩体与

成矿之间的关系。

( 3)从岩体包体(捕掳体)特征来看,石英斑岩中

有花斑岩、细粒斑状花岗岩、英安斑岩的包体,因此,

石英斑岩( 51 号和 52号)应晚于花斑岩、细粒斑状

花岗岩( 304号)和英安斑岩; 而花岗斑岩中有细粒

斑状花岗岩包体, 故花岗斑岩( 301号)晚于细粒斑

状花岗岩( 304号) ,另外石英斑岩中包体数量大、种

类多,但至今未见花岗斑岩包体,因此推测认为花岗

斑岩晚于石英斑岩。

( 4)花岗斑岩与石英斑岩虽未发现其穿插现象,

但石英斑岩南东边缘的内外接触带都有含水夕卡岩

分布,其他部位极少见到此现象,而含水夕卡岩分布

区附近均有隐伏的花岗斑岩分布, 且其接触带发育

着石榴石- 透辉石夕卡岩体, 因此,含水夕卡岩在石

英斑岩内外接触带边缘出现, 可能是受隐伏花岗斑

岩的侵入影响。

表 3 不同岩体的微量元素平均值

Table 3  The aver age content of tr ace elements

o f different rocks

元素 花岗斑岩 石英斑岩 英安斑岩

Nb 77. 26 40. 03 28. 62

Ta [ 12. 01 < 10. 00 < 10. 00

Be 6. 58 3. 10 4. 84

In 26. 42 19. 48 19. 48

Co < 1. 0 [ 2. 70 3. 37

Ni < 4. 0 < 5. 34 [ 4. 48

Cr 13. 18 20. 92 16. 62

Ti 134. 05 892. 50 2086. 5

Fe > 300 > 800 18000

Mn 419. 39 884. 96

 量的单位: w B / 10- 6

  ( 5)从岩体微量元素含量变化来看, Nb, T a,

Be, In 从早期到晚期逐渐增高, 而 Co, Ni, Cr , T i,

Fe, M n在结晶早期相对富集, 各岩体的微量元素含

量变化(表 3)反映了花岗斑岩比石英斑岩、英安斑

岩形成略晚。

( 6)从岩体的蚀变特征来看,石英斑岩由南东向

北、向西蚀变作用逐渐减弱, 且石英斑岩 ( 52 号岩

体)南东靠近花岗斑岩一侧蚀变最强,具夕卡岩化。

同时石英斑岩的蚀变作用和碳酸盐岩围岩蚀变作用

变化一致, 显然是受花岗斑岩侵入的影响所致。

( 7)从各个岩体的产出部位来看, 石英斑岩、花

岗斑岩、花斑岩分布于宝岭倒转背斜的轴部, 显然是

在构造带挤压阶段由近 SN 向、近 EW 向断裂联合

控制形成的,随着挤压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的一些横

向断裂进一步拉开, 花斑岩侵入而呈树枝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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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GMATIC R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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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gmat ic rock in Huang shaping Pb-Zn poly-metal lic or e deposit is lo cated in the northw est of

Qitianling, Hunan province mainly consist ing of dasit ic porphyry, gr anoporphy ry, quartz por phyry and

granit ic porphy ry. T he int rusiv e rockes ar e determined at age of 141. 1-164. 00 Ma w ith w ( SiO 2 ) =

69. 98%-77. 00% and w ( Al2O 3 ) > w ( CaO+ Na2O+ K 2O) belong ing to the A-l saturated rock. w ( 2REE) is

in range of 118 @ 10- 6-311 @ 10- 6 . T he chondrite-normalized REE pat tern show s gent le cur ve line oblique
to right and negat ive Eu anomaly (D( Eu) = 0. 25-0. 48) . M ocro- elements o f the int rusive ro cks are charac-

terized by higher chalcophile element content that is the evidence of their supply ing o re materials to Huan-

gshaping Pb-Zn poly-metallic ore deposit . Based on the geochem ical feature and reg ional corr elat ion mag-

mat ic rocks in the deposit is of t ransit ional genesis and characterized by both deep source and shal low

source and crystalline dif ferent iat ion and strong metasoma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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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E-CONTROL

STRUCTURE IN HEXI GOLD MINE AND GENESIS OF THESTRUCTURE
HE Sheng-fei

1
, SUN Tao

2

(1. T ianj in Ins titute of Geo logy and M ineral Res our ces , T ianj in 300170, China;

2. Depar tment of Resour ces and E nv ironmental E ngineer Guilin Univers ity o f

T echnology , Guil in 541004, Guangx i, China)

Abstract:  Hexi go ld deposit is located in unique tectonic po sit io n w ith complex ore bodies. T his paper

deals w ith genesis,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 ion of the or e-control st ructure. The conclusion is

draw n that the ore-contr ol st ructure is formed under part ial st ress f ield different fr om principal st ress

field. Ore bodies oriented in various direct ions are formed at tension par t o f different mechanical f ractur es

at same t ime under the same st ress f ield

Key Words:  fr acture; ore-contr ol pat tern; H ex i g old depo sit ; genet ic mechanism ; Shandong pro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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