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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黔东北地区铅锌矿地质特征与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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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文章以黔东北地区
$

!

!#####

区域化探成果资料为基础&对铅锌矿床#点$的分布(成矿

物质来源(成矿环境(成矿构造作用的表现形式等作了阐述&探讨了铅锌矿的成矿机理&将黔东北

地区铅锌矿的矿床类型归属为中低温热液矿床"对区域铅锌矿找矿远景进行了分析&提出了
A

个

可供进一步地质勘查工作的找矿远景区%

关键词!

!

地质特征"找矿方向"铅锌矿"黔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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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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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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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黔东北地区位于扬子准地台黔北台隆遵义断拱

凤岗
??C

向构造变形区和贵阳构造变形区*

$

+的沿

河)石阡一线以东的地区&包括沿河(松桃(铜仁(玉

屏(镇远等地%铅锌矿是区内最具有找矿潜力的矿

种之一*

!

+

&前人将区内的铅锌矿产出划分为
%

个
7

级成矿区#带$

*

%

+

!沿河铅锌成矿区(松桃)铜仁)玉

屏铅锌成矿区(江口)施秉铅锌成矿区"认为具有一

定的资源潜力和找矿远景*

%B

+

%本文根据区内
$

!

!#####

区域化探扫面测量成果资料#

H/De+

异常展

布特征$及区内铅锌矿的地理分布(集群规律(产出

特征(构造背景&力图对铅锌矿的地质特征与找矿方

向进行探讨%

$

!

成矿背景

!#!

!

区域地质概况

$>$>$

!

地层

黔东北地区位于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与湘西丘

陵之间的斜坡地带#武陵山区$&出露地层属扬子地

层区*

$

+

%区内的出露地层从老至新有蓟县系#梵净

山群$(青白口系(南华系(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

志留系(二叠系(三叠系(白垩系和第四系%缺失泥

盆系(石炭系(侏罗系(古近系和新近系%从岩性组

合上看&蓟县系(青白口系以浅变质岩为主"南华系(

震旦系至中三叠统以海相沉积碳酸盐岩为主"上三

叠统至白垩系以陆相碎屑沉积岩组合为主%在漫长

的地质历史时期中&黔东北地区遭受了多期构造运

动的影响%

区内铅锌矿的含矿地层有板溪群清水江组&震

旦系灯影组&寒武系清虚洞组(平井组(敖溪组&奥陶

系桐梓组(红花园组(大湾组%以产于寒武系清虚洞

组中的铅锌矿分布最广&次为产于平井组(敖溪组中

的铅锌矿%区内铅锌矿的产出具有多期(跨时(复

杂*

%

+的特点%

$>$>!

!

构造

黔东北地区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地跨扬子地块和

华南褶皱带两大构造单元&主要位于扬子陆块东南

边缘及其与华南褶皱带之间的过渡带*

$

+

%在格林威

尔造山期后&随着
:*8.+.7

超大陆裂解&使江绍缝合

带的斜向俯冲转变成左行走滑&形成江绍转换断层

系&使华夏陆块向东运动&扬子陆块向西运动&导致

华南残留盆地拉张&在残留盆地背景上形成复合的

转换拉张型裂谷盆地*

(

+

%该裂谷盆地系由华南裂谷

盆地(扬子东南大陆边缘盆地和华夏西北大陆边缘

盆地
%

部分组成&形成不同级别的复杂堑垒构造



系*

&

+

%

:*8.+.7

超大陆裂解和裂解之后的雪峰运动

使板溪群发生褶皱和断裂&形成一系列轴线
??C

向的褶皱及断裂&形成地堑式盆地*

'

+

%加里东运动

使该区一度隆起&缺失泥盆纪和石炭纪地层%燕山

运动又使其褶皱成山&形成规模宏大的侏罗山式褶

皱%喜玛拉雅运动以后则为面型上升&遭剥蚀&形成

高原景观%以上不同期次构造运动的复合(叠加和

改造作用&形成区内褶皱(断裂以
??CD?C

向为主

的区域构造格架*

$

+

%

!#"

!

区域地球物理特征

黔东北地区处于大兴安岭)太行山)武陵山近

R?

向重力梯度带上&布格重力异常值由东向西逐

渐变低&反映莫霍面由东向西逐渐加深"梯度带以东

地区为以
?C

向为主体的小圈闭异常&反映了由地

槽向地台过渡的重力异常特征%

CU

向的黔中重力

低异常延伸至镇远(岑巩(三穗一带&与上述近
R?

向的重力梯度带交汇%

区内的玉屏)三穗铅锌成矿带处于重力低异常

的交汇地带*

B

+

%

!#$

!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h!#####

万区域化探扫面测量成果在区内划

分了沿河(梵净山(江口)施秉(松桃)铜仁(玉屏)

岑巩)三穗(镇远和天柱
'

个异常区%其中&铅(锌

异常主要集中于扬子准地台与华南褶皱带结合地带

的松桃)铜仁)玉屏)三穗一带和沿河菱环状背斜

的核部三角塘一带%按谢学锦院士的地球化学块体

理论*

"

+

&本区可圈出铅锌地球化学块体各
!

个#图

$

$%各异常区的参数如表
$

所述%

在区内
'

个异常区中&以沿河
H/De+

异常区(松

桃)铜仁
H/De+

异常区(玉屏)三穗
H/De+

异常区

规模最大&强度也最高"其次是江口)施秉
H/De+

异常区(天柱
H/De+

异常区(镇远
H/De+

异常区&规

模相对较小%

区内各个
H/De+

综合异常区#带$上的单个
H/De+

异常上均有铅锌矿点出露&特别是松桃)铜仁异常区

已发现的铅锌矿点有
!#

余处&次为沿河铅锌成矿区&

说明异常与铅锌的密切关系%大面积分布和普遍的铅

锌异常&显示本区铅锌矿良好的找矿前景%

!

!

成矿区地质特征

"#!

!

沿河铅锌成矿区

!>$>$

!

地层及构造特征

沿河铅锌成矿区地处酉阳)沿河)德江成矿带

中段*

B

+

&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凤冈
??C

向构造变形

区内*

$

+

%区内出露地层为新元古界上震旦统灯影

组(寒武系)二叠系&地层呈
?CDRU

向展布&铅锌

矿主要位于沿河菱环状背斜核部%

?C

向的三角塘

断层控制了区内铅锌矿床的分布&后期的
?U

向(

?C

向断裂和节理裂隙起到容矿作用&控制着矿体

的分布*

B

+

%

!>$>!

!

矿床地质特征

区域内铅锌矿点#床$较多&已发现的主要矿床

#点$有板场(三角塘(冯家庄(三会溪(淇滩等&其地

质特征如表
!

所述%

表
!

!

黔东北地区各异常区参数一览表

K7/43$

!

R;<38043*M7+*E4

6P

7-7E3,3-1M*-+*-,<371,20.G<*0

P

-*T.+;3

异常区名称 异常元素 异常总面积'
JE

! 单个异常最大面积'
JE

! 异常峰值
B

N

'

$#

a&

沿河
H/De+

异常区
H/

e+

''>'A

B">BB

$(>#$

!B>A"

$'!$>#

!$BA!>#

印江
H/De+

异常区 H/

e+

$#>!#

$%>'#

">!#

'>!&

%$#>#

'"A>#

江口)施秉
H/De+

异常区
H/

e+

$"(>'(

((>#!

(&>$#

$(>B!

BBB>(

A!!>#

松桃)铜仁
H/De+

异常区 H/

e+

$%!>("

!!&>%A

'&>'A

A&>!&

$$&B>#

$&%B>#

玉屏)岑巩)三穗

H/De+

异常区
H/

e+

%#A>''

!$B>&#

%#A>''

BA>!%

$&'&>#

""#>#

镇远
H/De+

异常区 H/

e+

$#%>#B

&>##

&(>!B

%>!$

!!!>#

B&!>#

天柱
H/De+

异常区
H/

e+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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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北地区
Ô

&

G3

地球化学块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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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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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Q.+

5

H/D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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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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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沿河铅锌成矿区主要矿床#点$地质特征

K7/43!

!

23*4*

5

.;74;<7-7;,3-.1,.;1*MH/De+83

P

*1.,1

#

;*;;0--3+;31

$

.+Z7+<3H/De+E3,744*

5

3+.;7-37

矿床名称 矿床地质特征

淇滩

含矿层位为下奥陶统桐梓组)红花园组灰 深灰色厚层细晶白云质灰岩(灰岩%矿体赋存于
?U

向次级断裂中&构造控矿特

征明显%矿体形态呈脉状(透镜状(囊状(鸡窝状等&单个矿体长
(#

&

$##E

&矿石矿物主要为闪锌矿(方铅矿及次生氧化物%

硅化普遍%矿石类型为氧化矿 混合矿%矿体厚度
#>$"

&

$>!(E

&平均品位
B

#

e+

$

f$#>$![

&

B

#

H/

$

f!>$&[

冯家庄

控矿层位为中寒武统平井组中上部&岩性为灰 深灰色中厚层细晶白云质条带灰岩(白云质灰岩%矿体赋存于
?U

向构造裂

隙中或沿岩石层理作楔状充填%矿体呈脉状(囊状(鸡窝状%地表未见矿化&

?U

向构造裂隙地表不发育&围岩蚀变主要为

褐铁矿化(铁白云石化%矿体平均厚度
#>"E

&平均品位
B

#

e+

$

f$>$![

&

$(>([

&

B

#

H/

$

f%>$![

%矿石类型为氧化矿

三会溪

控矿层位为中寒武统平井组第二段中上部白云质条带灰岩(白云岩%地表波状起伏的层纹状构造较发育%矿体赋存于
?U

向构造裂隙中或沿岩石层理作楔状充填%矿体形态呈脉状(囊状(鸡窝状%地表矿化长大于
(#E

&围岩蚀变主要为褐铁矿

化(铁白云石化%矿体平均厚度
#>"E

&平均品位
B

#

e+

$

f&>$![

&

$%>([

&

B

#

H/

$

f%>!#[

%矿石类型为氧化矿

"#"

!

松桃"铜仁"玉屏铅锌成矿区

!>!>$

!

地层及构造特征

松桃)铜仁)玉屏铅锌成矿区地处湘西)黔东

铅锌银成矿带中段*

B

+

&是湘西黔东铅锌银矿带的重

要组成部分*

%

+

&其北有著名的湖南鱼塘特大型铅锌

矿床&南有都匀牛角塘铅锌矿床&成矿地质条件较为

有利%区内出露的地层有梵净山群(板溪群(寒武

系(奥陶系等%含矿地层主要为寒武系清虚洞组(敖

溪组&次为板溪群清水江组(震旦系灯影组%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表
$

!

松桃"铜仁"玉屏铅锌成矿带主要矿床#点$地质特征

K7/43%

!

23*4*

5

.;74;<7-7;,3-.1,.;1*MH/De+83

P

*1.,1

#

;*;;0--3+;31

$

.+R*+

5

,7*DK*+

5

-3+DZ0

P

.+

5

H/De+E3,744*

5

3+.;/34,1

矿床名称 矿床地质特征

嗅脑

含矿地层为下寒武统清虚洞组第二段灰 深灰色泥 粉晶藻灰岩%矿体分为整合型和交错型%整合型矿体大致顺层产出&矿

体倾向
RC

&倾角
$(X

&

!(X

&厚度
#>"#

&

&>##E

&矿石平均品位!

B

#

H/

$

f$>##[

&

B

#

e+

$

f%>(#[

"矿石类型为硫化矿石%交

错型铅锌矿体产于
?C

向次级断层中&矿体地表长大于
"##E

&矿体形态呈脉状(囊状等&走向
?C

&倾向
RC

&平均倾角
&!X

&平

均厚度
$>$&E

&矿石平均品位!

B

#

H/

$

f$>B$[

&

B

#

e+

$

f$(>#%[

"矿石类型以氧化矿为主

团塘)老屋场

铅锌矿赋存于下寒武统清虚洞组第二段藻灰岩中%矿体分为整合型和交错型%整合型矿体大致顺层分布&呈层状(似层状

及透镜状&倾向
!'!X

&

%##X

&倾角
BX

&

!#X

&平均厚度
%>A!E

&矿石平均品位!

B

#

H/

$

f$>&([

&

B

#

e+

$

f!>%([

"矿石类型为硫

化矿%交错型铅锌矿体受
??C

向(

?C

向断层控制&地表长
B

&

!#E

&呈雁行状排列&矿体呈脉状(囊状(鸡窝状等&矿体走向

?C

&倾向
RC

&倾角
&(X

&

"!X

&平均厚度
$>(#E

&矿石平均品位!

B

#

H/

$

f$>"A[

&

B

#

e+

$

f!>#%[

"矿石类型为氧化矿和混合

矿

谷坳

含矿地层为中寒武统敖溪组第五段厚层块状泥粉晶白云岩%锌矿化体产于汞矿体间歇带上&地层岩性与汞矿一致&并与汞

存在明显的分带现象%有
"

个钻孔见锌矿体&为单一的锌矿化&厚度大于
#>"#E

&矿石品位!

B

#

e+

$

f">$'[

%本区是最具

找矿潜力的靶区

尖坡

含矿地层为中寒武统敖溪组第四段灰白色块状细 粉晶白云岩%含矿构造为
?C

向(

?CC

向及
R?

向断裂&矿体主要产于

?C

向与
?CC

向裂隙交汇部位%矿体形态为脉状(透镜状及鸡窝状等%地表矿化带长大于
$(#E

&矿体厚度
#>(#E

&平均品

位!

B

#

e+

$

f">&'[

&最高达
%%>BB[

&

B

#

H/

$

f#>#![

&

$>!B[

"主要矿物为闪锌矿及闪锌矿的氧化物&矿石类型为混合矿

铜锣

含矿地层为震旦系陡山沱组灰色块状碎裂白云岩%铅锌矿呈条带状(网脉状(团块状及少量浸染状&分布于铜锣断层的上盘

白云岩裂隙(角砾间%矿体形态呈团块状(鸡窝状及不规则的囊状(透镜状%矿体平均厚
$>"&E

&单工程最大厚度
!>#(E

%

平均品位!

B

#

e+

$

fB>$([

&

B

#

H/

$

+

#>#([

"工程最高品位!

B

#

e+

$

f&>!"[

&矿体长
$#

&

%#E

&宽
(

&

$#E

%主要矿物为闪

锌矿(方铅矿"矿石具有他形粒状结构(交代结构&浸染状(花斑状及条带状构造

黄茶

含矿地层为板溪群清水江组浅变质粉砂岩(细粒凝灰岩(角砾状凝灰岩等&铅锌矿体产于
?C

向断裂构造带中&呈脉状充填&

受断裂构造的严格限制&矿体厚
#>%

&

#>(E

&长
"#

&

!##E

&延深
(#

&

$##E

%矿石平均品位!

B

#

e+

$

f$">%([

&

B

#

H/

$

f

&>'&[

%主要矿物为闪锌矿(方铅矿"矿石具有含少量铜的硫化物"矿石具有粒状结构&块状构造

银厂沟

含矿层位为板溪群清水江组细粒凝灰岩&角砾状凝灰岩&铅锌矿呈脉状(网脉状大致顺层或沿次级节理裂隙充填(交代&已发

现有
$#

条顺层脉&

!

条斜层脉及细脉组成的脉带%矿脉总体走向与围岩一致&延伸稳定&走向
&(X

&

"#X

&倾向
RC

&倾角
B(X

&

(#X

&已控制矿体长
!#

&

%#E

&厚
$$>"(E

&倾斜延伸
$(

&

!#E

%单脉厚一般为
#>#B

&

#>!'E

&平均
#>%&E

&具有分支(复合(

尖灭再现特征%主要矿物有方铅矿(闪锌矿&次为黄铁矿(黄铜矿%矿石平均品位!

B

#

H/

$

f(>$([

&

B

#

e+

$

fA>$&[

民和

含矿层位为下寒武统清虚洞组第二段藻灰岩&铅锌矿体呈似层状(不规则状&与围岩产状一致&矿体厚
&>$B

&

'>"$E

&矿石

品位!

B

#

e+

$

fB>'"[

&

&>A&[

&品位变化较大&矿化不连续%矿石矿物为闪锌矿&自形粒状结构(交代结构&星点状(斑点状

构造

!!

由于该铅锌成矿带地处扬子准地台与华南褶

皱带两大构造单元结合部位&西为扬子准地台之贵

阳复杂构造变形区&东为华南褶皱带&具有褶皱构

造简单(断裂构造发育的特点%

区内主要褶皱从西往东主要有梵净山穹状背

斜(松桃)坝盘背斜(万山向斜及下溪背斜&成矿区

主体位于松桃)坝盘背斜与万山向斜之间%

区内的主要断裂有!红石#孟溪)落满$断裂

带&松江#松桃)江口$断裂带&保铜玉#保靖)铜仁

)玉屏$断裂带%铅锌矿带主要沿保铜玉断裂带分

布&与该断裂带的形成及演化有较为密切的成生关

系%

!>!>!

!

矿床地质特征

区内产出的铅锌矿床#点$具有点多(分布广(

类型多的特点&已发现的铅锌矿床#点$主要有!松

桃嗅脑(团塘)老屋场(铜仁卜口场(江口民和(铜

仁大硐喇(谷坳(铜锣(茶店尖坡(万山黄茶&玉屏银

厂沟等矿床#点$%矿床#点$地质特征见表
%

%

"#$

!

江口"施秉铅锌成矿区

!>%>$

!

地层及构造

江口)施秉铅锌成矿区&位于沿河铅锌成矿区

与松桃)铜仁)玉屏铅锌成矿区之间&是区内矿化

强度(铅锌异常强度相对较弱的一个区%出露地层

主要为寒武系至奥陶系&地层呈
?C

向展布&地层

岩性特征与松桃)铜仁)玉屏铅锌成矿带大致相

同&断裂构造较为发育&主要断裂构造呈
?C

向展

布&次为
?CC

向%

!>%>!

!

矿床!点#特征

区内已发现的铅锌矿床#点$有江口大坡和石

阡岩顶寨两处%矿床#点$特征详见表
B

所述%

A$!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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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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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江口"施秉铅锌成矿带主要矿床#点$地质特征

K7/43$

!

23*4*

5

.;74;<7-7;,3-.1,.;1*MH/De+83

P

*1.,1

#

*;;0--3+;31

$

.+@.7+

5

J*0DR<./.+

5

H/De+E3,7447

5

3+.;/34,

矿床名称 矿床地质特征

大坡

含矿地层为奥陶系桐梓组与红花园组的白云质灰岩(生物碎屑灰岩%铅锌矿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受地层和次级断裂构

造的双重控制%矿体产状与地层一致&层位固定(延伸稳定&含矿层厚
#>#'

&

$>!!E

&断续长度大于
$###E

%矿石品位!

B

#

e+

$

f%>(#[

&

&>%![

&最高
$!>%#[

"

B

#

H/

$

f#>#![

&

#>'&[

%主要矿物为闪锌矿

岩顶寨

含矿地层为奥陶系桐梓组与红花园组的白云质灰岩(生物碎屑灰岩%铅锌矿主要沿
?C

向断裂产出&矿体呈脉状(豆荚状(

不规则团块状&沿断裂破碎带产出%矿体#脉$的一般厚
#>!

&

#>(E

&长
(#

&

$##E

%矿石品位!

B

#

e+

$

fA>(#[

&

$&>%$[

"

B

#

H/

$

f#>#([

&

$>$$[

%主要矿物为闪锌矿

%

!

成矿作用分析

$#!

!

铅锌矿分布特征

#

$

$集中分布%区内已知的铅锌矿床#点$总数

多达
(#

余个&这些铅锌矿点并非均匀散布&而有明

显的自然聚集趋势%铅锌矿明显集中分布于松桃)

铜仁)玉屏铅锌成矿区和沿河铅锌成矿区%

#

!

$多期成矿%从前震旦系至奥陶系中均有铅

锌矿床#点$产出%漫长的地质时期中&在地质成矿

作用下&有用物质在不同地层中聚集而形成了矿体%

具有多期成矿的特点%

#

%

$地层与断裂双重控矿%在深大断裂的交汇

部位或断层旁侧&往往是成矿的富集区&并受到地层

的严格控制%

#

B

$成矿时代%区内铅锌矿的成矿时代明显晚

于含矿层%

#

(

$矿体与围岩%矿体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

脉状(囊状产出&虽受地层控制&但常见切割围岩层

理的矿脉%

#

&

$矿石组构和围岩蚀度%以交代结构(溶蚀结

构和浸染状构造为主%围岩蚀变强烈&种类丰富"闪

锌矿常交代围岩产出&矿石组分较为复杂%

$#"

!

控矿条件

#

$

$构造位置%位于扬子地块与华南褶皱带之

间的过渡地带&这一特殊的大地构造位置&说明在区

域性断层之间有利容矿岩性段中的次级断裂构造(

热液蚀变对铅锌矿具有控制作用%

#

!

$岩相古地理%过渡区浅水潮下斜坡相#台地

边缘藻丘相$控制着该类铅锌矿的展布及成矿作用&

而丘坪(丘前微相则控制着矿体的分布*

!

&

B

&

A

+

%

#

%

$控矿构造%对沉积相带有着控制作用的断

层&其旁侧往往形成矿产集中分布区或产出大(中型

矿床%如&湖南渔塘铅锌矿床(贵州松桃嗅脑铅锌矿

床%对于层状矿体&层间破碎带对矿体富集极为有

利"对于脉状矿体&主要沿
?C

向(

??C

向断裂带及

其侧次级断裂呈脉状(串珠状(透镜状分布&单个矿

体常赋存在断层(破碎带的产状(厚度变化处或构造

复合部位%

#

B

$赋矿地层%从前震旦系至奥陶系中均有铅

锌矿床#点$产出&但以寒武系为主%

#

(

$容矿围岩%主要为白云岩&次为灰岩(泥灰

岩&少量碎屑岩#含浅变质碎屑岩$%

$#$

!

容矿岩石特征

黔东北地区铅锌赋矿层位(容矿岩石特征详见

表
(

所述%

表
&

!

黔东北地区铅锌容矿岩石一览表

K7/43(

!

R;<38043*M<*1,-*;J1*MH/De+83

P

*1.,1.++*-,<371,20.G<*0

P

-*T.+;3

赋矿地层 代表矿床 容矿岩性 矿石类型 矿床规模

奥陶系

大湾组#

_

$

F

$ 印江洋溪(罗场 生物碎屑灰岩 硫化矿 小型矿床或矿点

红花园组#

_

$

"

$ 沿河白果树(淇滩 生物屑灰岩(砂屑灰岩 硫化矿(氧化矿 矿点

桐梓组#

_

$

/

$ 沿河白果树(淇滩 生物屑(砂屑灰岩 硫化矿(氧化矿 小型矿床或矿点

寒武系

平井组#

)

!@

$ 沿河铺子边(三角塘 砂屑白云质灰岩(鲕粒灰岩 硫化矿(氧化矿

敖溪组#

)

!

%

$ 大硐喇(乱岩塘 角砾状白云岩(角砾状砂屑白云岩 硫化矿

清虚洞组#

)

$A

$ 松桃盘石(卜口场 藻灰岩(颗粒灰岩 硫化矿(氧化矿

矿点及小型矿床为

主&少部分达中型%

震旦系 灯影组#

e

!

F

$ 松桃笔架山(铜仁铜锣 砂屑白云质灰岩(白云岩 硫化矿(氧化矿 小型矿床或矿点

青白口系 清水江组#

H,

%A

$ 黄茶(银厂沟 变质凝灰岩(凝灰质砂岩 硫化矿#铅锌$ 小型矿床或矿点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

!

矿床成因

%>B>$

!

成矿温度

成矿期主要脉石矿物包裹体均一温度数据*

%

&

$#

+

显示&二世代方解石均一温度为
$&B

&

$A&i

&白云

石均一温度为
$'% i

"三世代方解石均一温度为

$%(

&

$"Bi

"成矿晚期巨晶方解石均一温度为
$!'

&

$BBi

"后期重晶石均一温度为
$'$

&

$'!i

%二

世代方解石和后期重晶石均一温度反映&矿床形成

时可能经历了两次热事件&与加里东期区域上发生

的两次构造运动#都匀运动和广西运动$吻合%对比

湖南地科所#

$A"A

$在该矿带北东段进行的测试&其

闪锌矿包裹体均一温度为
$"#

&

$A(i

&方解石均一

温度为
$"#

&

!%Bi

&两者成矿温度大致相当%

%>B>!

!

成矿物质来源

矿石铅同位素组成*

%

&

$#

+显示&铅锌矿床
8

值变

化范围为
A>%

&

A>A

&平均
A>'%'

"

9

值变化范围为

%">AA

&

B$>''

&平均
B#>!AB

&表明矿床以壳源铅为

主%硫同位素组成除产于下江群中的多金属矿床较

富
#

#

%!

R

$外&其余铅锌矿较富
#

#

%B

R

$&成矿阶段硫的

来源主要来自地层中的硫酸盐%

湖南渔塘铅锌矿的研究资料*

A

+也表明&在似层

状方铅矿中
M

#

%!

R

$'

M

#

%B

R

$比值
!$>&(

&

!$>A&

&平

均
!$>'!

"闪锌矿中
M

#

%!

R

$'

M

#

%B

R

$比值
!$>'"

%脉

状和似层状的方铅矿(闪锌矿中
M

#

%!

R

$'

M

#

%B

R

$比

值均小于
!!>$#

&表现为
M

#

%B

R

$高度富集%

本区硫酸盐可能来自礁后半封闭的动荡较小的

咸化盆地&而藻礁相本身有机碳比较丰富&有利于硫

酸盐的还原&礁相(浅滩相岩石具有较大的孔隙度&

有利于硫酸盐和含金属溶液的运移(沉定(储存%这

就是本区铅锌矿在空间上受藻礁相控制的主要原

因*

A

+

%

综上所述&本区铅锌矿与碳酸盐岩岩相有密切

的依存关系&特别是藻礁相%硫来自于硫酸盐&很有

可能来源于礁后的咸化盆地&铅锌来源于-礁相.本

身*

A

+

%

$#&

!

成矿时代

区内铅锌矿产出受特定的地层层位(岩性(岩相

和构造的控制&成矿过程可能从同生沉积开始&经过

漫长的成岩及后生作用的复杂过程*

$$

+

%成矿演化

具有多旋回性(继承性(长期性(方向性的特点*

$!

+

%

黔东北地区产于板溪群及陡山沱组地层中的铅

锌矿&可能形于距今约
$"##

&

&##97

的中新元古

代*

&

+

&并接受了后期构造运动的复合(叠加#大致与

雪峰运动相当$"产于寒武系)奥陶系中的铅锌矿则

主要形成于印支 燕山期%矿石的铅同位素年龄#

-

值年龄$均在
B&!

&

(#&97

*

%

&

$#

+范围内&大致相当于

奥陶系*

&

+

%

B

!

成矿机理

区内铅锌矿床的形成过程&可能从同生沉积开

始&经过了漫长的成岩及后生作用的复杂过程*

$$

+

%

对成矿影响较大的地质事件主要有清水江期火山热

事件(武陵造山运动(雪峰运动(加里东运动(印支运

动(燕山运动及其与之相伴的岩浆活动*

B

+

%

图
"

!

中国南方震旦系"下古生界

沉积%层控矿产成矿规律图

#据刘宝臖等
$AA%

年$

L.

5

>!

!

97

P

1<*Q.+

5

E3,744*

5

3+.;47Q*MR.+.7+D\*Q

H43*G*.;138.E3+,7-+

6

&

1,-7,7/*0+8E.+3-74

83

P

*1.,1.+1*0,<)<.+7

$>

石盐"

!>

石膏"

%>

赤银矿"

B>

锰矿"

(>

磷块岩"

&>

铅锌矿"

'>

汞

矿"

">

汞金矿"

A>

锑金矿"

$#>

重晶石矿"

$$>

钒矿"

$!>

矿带编号

及金矿层位"

$%>

研究区范围"

$B>

砂岩 泥岩相"

$(>

泥岩含砾泥

岩相"

$&>

页岩硅质岩 碳质页岩相"

$'>

硅质岩相"

$">

碳酸盐

相"

$A>

含磷白云岩 碳质页岩相"

!#>

燕发岩相

区内铅锌矿由构造条件所决定&成矿热液和矿

质的来源极其复杂&但就松桃)铜仁)玉屏一带而

言&铅(锌#汞$矿床的形成可能与上扬子克拉通东南

缘早寒武世藻灰泥丘相带和中 晚寒武世碳酸盐台

地和台前斜坡汞(金成矿带的时空演化迁移息息相

关&铅(锌#汞$层控型矿产的成矿富集作用均受大地

构造旋回中盆(相(位的制约#图
!

$&矿床具有明显

的层控性和成层性*

$%

+

%含矿层上下均有非含矿层

相隔"矿体赋存于切割含矿层的断层破碎带两侧的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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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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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黔东北地区下古生界中低温热型

铅锌汞矿成矿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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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区内铅锌矿的产出特征(控矿因素(矿床类

型等属性&认为黔东北地区的铅锌矿应属中低温热

液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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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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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北地区地跨扬子地块(华南褶皱带两大

构造单元&特别是处于两大单元过渡部位的松桃)

铜仁)玉屏一带&成矿地质条件尤为有利%区内构

造边界复杂(岩性和岩相变化剧烈(不同时期和不同

尺度的构造彼此交织&构造作用(沉积作用(成矿作

用明显&物质补给充足&物理和化学作用强烈&具有

较好的成矿地质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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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有较好的找矿经验和典型矿床作基础&

区内及相邻地段已经评价和待评价的矿床#点$较

多&有大型矿床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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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矿点众多&矿化异常显著%有较强的矿

化蚀变空间(较好的矿床组合和明显的矿床分带特

征&而地质勘查程度较低%以此预测&区内具有较大

的找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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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汞矿为我国著名的汞矿产地&已勘查评

价的大中型汞矿床近
$#

处%据相关资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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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汞带.之内还存在一个与汞成矿带平行的-铅带."

$h!#####

区域化探资料显示-铅带.和-汞带.之间

还存在着一个银异常带%这种锌 铅 银 汞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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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北地区铅锌成矿区#带$划分分布图

L.

5

>B

!

97

P

1<*Q.+

5

8.T.1.*+*ME3,744*

5

3+.;7-371

7+8/34,1.++*-,<371,20.G<*0

P

-*T.+;3

$>

扬子准地台"

!>

华南褶皱带"

%>

大地构造单元分界线"

B>

三级

成矿单元及编号"

(>

四级成矿单元及编号"

&>

五级成矿单元及编

号"

'>H/De+

元素异常"

">

主要铅锌矿床#点$

分带现象为研究矿床成因(找矿方向提供了重要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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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北地区铅锌矿&据其控矿构造格局可划

分为
%

个铅锌成矿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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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地台东缘带(华南褶

皱系西缘带(扬子准地台与华南褶皱系过渡带%其

中&以过渡带中产出的铅锌矿等矿产最多&规模也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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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区内铅锌矿资料的归纳(整理和研究&

笔者认为在黔东北地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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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进一步开展地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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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之说%因此&加强对区内铅锌矿开展调查(研

究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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