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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赤普铅锌矿床成矿模式 

彭  静，龙训荣，徐新煌，刘德秀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赤普铅锌矿床位于四川省甘洛县境内，是一个以铅矿化为主的大型层控铅锌矿床。近年来，许多学者

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龙训荣等，1995；徐新煌等，1996），但对成矿模式的研究相对较弱。本文在

总结该矿床地质特征的基础上，建立了成矿模式，其结果对深化该地区的地质演化和矿床成因等认识，总

结区域成矿规律，指导区域找矿等具有一定意义。 

1  矿床产出的地质背景 

赤普铅锌矿床位于扬子准地台西缘，康滇地轴北段东侧，区内地层发育较完整，除局部地区震旦系下

统未出露和缺失石炭系与白垩系外，其余地层均可见。本区岩性多样，含矿层位较多，但上震旦统灯影组

碳酸盐岩地层为矿床的主要含矿层位。该区构造复杂，褶皱、断裂发育，构造线均呈 NNW向，矿床位于

马拉哈倒转背斜东翼及其背斜枢纽断裂（马拉哈断裂）的上盘。在矿区及附近未见岩浆岩出露。 

2  矿化特征 

矿体赋存于灯影组白云岩中，在矿区范围内大

致沿地层走向呈雁行式排列，大多呈似层状、似层

透镜状。矿石的矿物成分比较简单，矿石矿物以方

铅矿、闪锌矿为主，脉石矿物以黄铁矿、白云石、

石英、方解石为主。矿石具块状、角砾状、浸染状、

脉状、变胶状和纹层状等构造；结晶粒状结构和交

代结构发育，可见黄铁矿莓粒结构。围岩蚀变主要

为硅化、碳酸盐化。 

3  矿床成矿模式 

结合矿床的地质特征，该矿床的形成经历了两

大时期，在沉积作用期矿质就得到了初步富集；后

生热液期又经历了热卤水的活化迁移和再富集。其

形成过程可概略以图 1表示。 

3.1  矿质的初步富集 

此过程发生于沉积作用期的同生－成岩阶段。

在扬子地台西缘康滇地轴东侧，前震旦系变质岩（会理群）和中酸性岩浆岩中的 Pb、Zn 含量较高，由于

康滇古陆长期风化剥蚀，使其呈溶解状态、粉屑或被粘土吸附等形式，被带到康滇古陆的边缘槽盆中，一

部分溶解的矿质被潮坪相藻类吸附，而大量的粉屑和粘土被带到盆地中聚集。加之槽盆中火山喷发及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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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赤普铅锌矿床成矿模式示意图 

Ⅰ—矿质的初步富集；Ⅱ—矿质的活化、迁移与再富集 

1—前震旦系；2—台地碳酸盐岩；3—泥灰岩；4—页岩；5—碎屑岩类； 

6—铅锌初步富集层；7—铅锌矿体；8—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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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液带来的成矿物质，造成了槽盆相沉积物中含丰富的成矿物质。 

盆地沉积物随着埋深和压力的增大，产生压实脱水，同时，孔隙水中盐度增高。当沉积物继续被压实，

温度升高到 90℃时，可膨胀粘土向非膨胀粘土转化，金属元素开始析出。但温度继续升高到 130℃时，沉

积物进一步脱水，非膨胀粘土变为云母类矿物，可引起金属的大量析出。被析出的金属（主要为 Fe，其次

为 Pb、Zn）在溶液中早期呈 HCO3
-
-SO4

2-盐形式，晚期随压实水溶液中 Cl
-的增加而成为氯化物和氯络合物

形式。它们主要在静压力作用，沿着不整合面及其上覆孔隙度较大的碎屑沉积层向盆地边部迁移。 

在盆地和康滇古陆的过渡地带，往往发育富藻台地碳酸盐沉积，藻类由于埋藏分解，很快使沉积层进

入还原环境，厌氧菌还原海水硫酸盐而产生 H2S；同时，由于盆地边缘处于碳酸盐沉积物和碎屑沉积物的

过渡部位，也是 pH值、Eh值等物理化学条件变化的部位。因此，当含金属的成岩压实水溶液到达此带时，

极易形成金属硫化物沉淀而发生成岩富集。 

3.2  矿质的活化迁移与再富集 

赤普铅锌矿床具有明显的后生特点，表明矿床是在后生期矿质经活化迁移、再富集而形成的。海西期

大面积的玄武岩喷发，以及印支－燕山期的岩浆活动，是造成区内地热异常的主要原因。下渗的大气降水

和地层水在热源驱动下发生对流循环，一方面溶滤地层中的膏盐沉积（灯影组上段中含大量岩盐假晶），

同时，不断被加热而演变为热卤水。 

热卤水淋滤金属的能力很强，在 Cl
-含量高和氧化条件下，Pb、Zn等金属在溶液中呈氯化物络合物形

式搬运。从成矿初期至金属硫化物大量沉淀，其溶液的 pH值升高，还原性加强，当富含 Pb、Zn等金属的

氯化物络合物在热驱动下，沿断裂构造上升，在遇到 H2S聚集的部位（如圈闭构造等）或富含黄铁矿的地

层时，便会发生方铅矿和闪锌矿等金属硫化物沉淀成矿。根据流体包裹体研究（张长青等，2007）表明，

赤普铅锌矿床成矿深度较浅。 

该矿床的成矿物理化学条件研究（龙训荣等，1997）表明，Pb、Zn 等金属硫化物形成环境为弱碱性

还原环境，还原硫提供的速度明显控制着沉积物的结构构造。含金属的溶液与 H2S快速混合造成极高的过

饱和度，产生众多晶核，从而形成诸如环带状、葡萄状等各种形态的闪锌矿和黄铁矿的变胶状构造，以及

方铅矿的细晶块状构造。 

4  结  论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赤普铅锌矿床成因为地下热卤水成矿，矿质由陆源或海源供给，富集环境为弱

碱性还原环境，成矿深度较浅，各类圈闭构造是矿质再富集的场所，所形成矿物的组构直接受控于还原硫

的提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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