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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清新县辣菜水锌矿床特征及成因分析 

黄伟兴 

（广东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地质勘查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080） 

 

近几年，广东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在广东省清新县辣菜水地区普查工作，发现一个富锌硫化物矿床，规模中-小型。

矿床最大特点是，矿体赋存于下石炭统石磴子组下部白云石化灰岩及白云岩层位中，矿化受地层和构造双重控制，矿体呈扁

豆状、脉状，矿石组分简单，闪锌矿为主，少量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呈致密微细粒块状，锌的矿化富集程度高，该矿化

新颖少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其矿床类型和成因存在不同看法和争议。本文通过对矿床成矿地质特征、成矿地质条件分

析，探讨该矿床成因类型，试图扩大找矿线索和范围。 

1  成矿地质条件分析 

1.1  大地构造位置条件 

研究区处于华南板块古生代－早印支弧盆系之中，属于华南板块古生代－早印支弧盆系的组成部分。基底由地槽型硬化

程度较低的震旦－志留系中-浅变质岩系组成，晚古生代盖层进入准地台发育阶段，早期为单陆屑式沉积建造组合，标志准

地台沉积开始；中期阶段以碳酸盐建造为特征，代表准地台稳定时期的建造系列；晚期阶段发育单陆屑建造、碳酸盐建造和

含煤建造为特征，说明准地台晚期构造环境稍有动荡。中生代由于东部太平洋板块对中国大陆的俯冲碰撞，导致整个华南地

区发育多期次多旋回的中酸性岩浆喷溢和侵入，构成粤北独特的地质环境和成矿特色。 

1.2  沉积环境 

    辣菜水矿区锌矿体及 Zn化探异常与石磴子组中亚段的灰质白云岩－白云岩层十分吻合，这种“一致性”不是巧合的，而

是与古沉积环境密切相关。早石炭世岩关阶早期在粤北西部连山一带，以滨海潮坪相碳酸盐岩沉积为主，向东韶关渐变为浅

海－滨海相细碎屑岩与不纯碳酸盐岩沉积为主。 

    岩关阶晚期至大塘阶早期，随着海侵向东扩展，浅海－滨海相细碎屑岩沉积带移出本区，粤北海盆全境为浅海相碳酸盐

岩沉积。到大塘阶中期区内发生海水由东向西退出，连（州）－阳（山）一带仍为浅海相碳酸盐岩沉积；粤北韶关、曲江一

带复为浅海－滨海相碳酸盐岩和细碎屑岩沉积；翁源及其以东完全过渡为滨海－海陆交互相碎屑岩沉积。大塘阶测水期该区

海水大面积退出，不但含砾砂岩－砾岩粗碎屑岩出现，而且有煤层的形成，此时以海陆交互相沉积为主。 

    研究区所在连-阳次级盆地早石炭世属于继承性、补偿性、还原-半还原性、半局限等多性的沉积盆地。该类盆地是海生

生物繁衍和陆源、内源及深层热卤等成矿物质滞留、沉积聚集的优越场所，有利于金属硫化物生成和析出沉积。 

1.3  构造条件 

区内构造控矿主要表现为：构造为成矿流体提供有利成矿空间，同时在构造动-热作用下，使受变形作用的岩石将有利

成矿组分活化、萃取、迁移原地或带出到有利的构造扩容带中淀积成矿；更使原有贫矿、矿源层（岩）等经复杂的地质地球

化学作用富集成矿。 

    从辣菜水锌矿点矿化体产状、形态、分布、与围岩关系、控矿构造特征、矿石组成及其结构构造等特点研究，认为辣菜

水锌矿床是受褶皱与断裂组合控制的，具体属于区域次级向斜与脆性断裂组合控矿。“白云质碳酸盐地层+次级向斜+脆性断

裂”组合控矿是主要的控矿式样。工作区临近凡口矿床，共同产于曲江－连阳次级盆地内，虽然赋矿层位有所不同，控矿构

造强度有差别，但控矿式样模型近一致。 

断裂构造促进并加速区内层间构造（破碎）形成，而且本身也是成矿热液的通道，促使成矿物质活化转移、再组合，或

使化学性质不同的成矿元素遭到不同程度的构造—热液改造，最后在各种有利的构造部位—层间破碎带及其旁侧次级断裂构

造富集成矿。 

1.4  岩浆岩条件 

矿区东部出露呈不规则椭圆状的小岩株，出露面积约 0.3 km2，为燕山四期（γ5
3(1)）中—粗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似斑

状结构，块状构造。岩石由斑晶和基质组成，斑晶含量在 20～35%之间，由钾长石、斜长石组成，偶见石英斑晶；基质含

量约 65%～80%，主要由石英、钾长石、斜长石、黑云母、角闪石组成。与石炭系下统石磴子组下亚段（C1ds1）白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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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带两侧岩石同化混染作用明显。中生代岩浆侵入活动加剧了本区断裂构造的发育及作用，接触变质与热液交代作用的发

生，特别在本区生长断裂的旁侧浅海碳酸盐岩－滨海碎屑岩相变过渡带上，在多期多阶段构造作用下形成改造型多金属矿床。 

2  矿区地质 

2.1  地层 

矿区发育的石炭系下统石磴子组（C1ds2）为一套稳定的浅海相碳酸盐岩建造，总厚度约 830m，根据岩性特征及生物化

石产出情况，分为下、中、上 3个亚段。 

石炭系下统石磴子组下亚段（C1ds1）：岩性主要由中—厚层白云岩夹白云质灰岩、灰岩组成，局部夹薄层状泥质灰岩、

页岩及含少量的燧石结核或条带，局部产珊瑚、腕足类及筳类化石。 

石炭系下统石磴子组中亚段（C1ds2）：岩性主要由中—厚层状灰岩夹灰质白云质、白云岩组成，产珊瑚类、腕足类、筳

类及生物碎屑化石。该区锌矿体主要赋存于该段地层的灰质白云岩或白云岩中。 

石炭系下统石磴子组上亚段（C1ds3）：岩性主要由中—厚层生物碎屑灰岩夹结晶灰岩、粒屑灰岩组成，局部夹薄层状泥

质灰岩或少量的白云质灰岩，局部含少量的燧石条带、结核或薄层硅质岩，富含珊瑚类、腕足类、筳类及生物碎屑化石。 

2.2  构造 

矿区位于区域石潭—太平墩倒转向斜的南东部，为次级的牛心山—水槽仔向斜，走向北西 315º,该向斜向南东方向上翘，

地层总体倾向北东，倾角 20～45º。向斜转折端处呈花边状，放射状节理裂隙发育，槽部出露石炭系下统石磴子组上亚段生

物碎屑灰岩。两翼由石炭系下统石磴子组下-中亚段和测水组组成，向斜南西翼被 F5、F6两断裂局部破坏。 

本区断裂构造较发育，已发现有六条，以北西向组断裂构造为主，东西向断裂构造其次， 

北西向断裂普遍发育，沿向斜两翼分布，计有 F1、F2、F4、F5、F6，断层走向 300～345º，长约 1.6～3 km，倾向北东，

倾角 30～80º。断层中岩石较破碎，呈棱角状、次棱角状，个别为浑圆状，被后期方解石胶结，具有张扭性断层特征，局部

见以锌为主的多金属矿化。 

3  矿床特征 

3.1  矿体特征 

目前在区内主要圈定了 V1、V2锌矿体，其中以 V1矿体为主。矿体主要产于石磴子组中亚段（C1ds2）的灰质白云岩、

白云岩层间破碎带中，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脉状。 

V1锌矿体分布在一条宽约 5m的弧形断裂破碎带中。该矿体走向由北西-近南北-北西向，整体呈“U字”型。矿体倾角变

化较大，倾角 48～83º。地表矿体控制长约 1 100 m，平均厚 2.53 m，Zn品位一般 1.09%～18.58%，最高达 53.4%，平均品

位 7.65%。V2锌矿体控制长 50 m，推测长约 260 m，厚 3 m。该矿体走向 295～325º，倾向北东，倾角 35～55º，矿体产状

与地层产状接近。经地表采样分析，含 Zn品位为 1.46%～3.22%。 

3.2  矿石特征 

矿石类型主要为硫化物型；矿石中的金属矿物简单，主要有闪锌矿、少量褐铁矿、黄铁矿、镜铁矿及方铅矿等。脉石矿

物主要有方解石、白云石等。矿石呈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固溶体分离结构，交代熔蚀结构；块状、条带状、碎裂状、角

砾状、浸染状构造。围岩蚀变普遍较弱，一般只有白云石化，方解石化及褐铁矿化。 

    闪锌矿的生成可分为 2个世代，早期形成的闪锌矿呈自形细小等轴晶粒状成堆出现，粒度细小、均匀，且常与细粒状黄

铁矿共生或散布于黄铁矿周围；而后期闪锌矿则粒度粗大（可达 3~5mm），并有交代、溶蚀黄铁矿和细粒闪锌矿现象，其内

常散布乳浊状黄铜矿。 

4  矿床成因初析 

该矿区处于海西-印支期连-阳盆地边缘，早石炭世是一个继承性、补偿性、还原-半还原性、半局限等多性的沉积盆地。

该类盆地是海生生物繁衍和陆源、内源及深层热卤水等成矿物质滞留、沉积聚集的优越场所。在早石炭世石磴子中期该区沉

积了含 Zn较高的含泥质夹层的碳酸盐层，初步形成含锌矿胚层。 

中生代受东部太平洋板块对中国大陆的俯冲碰撞，导致本区含矿地层发生褶皱，并在白云岩层派生脆性断裂，为成矿流

体提供有利成矿空间；同时在构造动-热力作用下，可使原有矿胚（源）层或岩石中的有利成矿组分活化、萃取、运移富集

成矿；后期的含矿岩浆热液叠加，对原矿（胚）层进行改造-再富集成矿。该矿床成因类型属于密西西比型沉积-改造-叠加的

多元复控式锌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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