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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子铅锌金银矿田的找矿及科研工作，先后经历了“岩株成矿论”（单一岩浆岩期后热液成矿论）、“层控理论”、

“多来源、多阶段、多成因”成矿理论 3 个阶段。在近 20 年来，青城子矿田的找矿有了重大突破。在矿田东部先后发现了

白云金矿、桃源金矿、林家金矿、高家堡子银矿、小佟家堡子金矿、杨树金矿、湾地沟金矿、林家三道沟金矿等。找矿矿种

由铅锌发展到金、银，找矿领域不断扩大，矿田面积由 180 km2扩展到 400 km2，找矿的深度也不断延深。 

四棵杨树银铅锌矿位于青城子矿田东部，与高家堡子银矿、小佟家堡子金矿、杨树金矿、湾地沟金矿、罗圈背金矿同处

于高家堡子-小佟家堡子金银铅锌矿带。高家堡子-小佟家堡子矿带，受辽河群盖县组黑云母片岩与大石桥组大理岩接触部附

近的多条层间断裂带控制，规模较大、连续性好。目前该矿带已探获（122b+332+333）类别资源/储量金金属量 31 吨，银金

属量 1 250 t，铅+锌金属量 15万吨。 

四棵杨树区位于矿带的西端，东与高家堡子银矿相邻，南与榛子沟铅锌矿相接，是银多金属找矿的有利部位。矿床成因

属于沉积-变质-热液改造型矿床，是典型的层控型隐伏矿床。1991～1992年在四棵杨树区长1 500 m、宽300 m范围内，施工5

个钻孔进行深部钻探验证，有4个孔见到了银铅锌贫矿体。通过与高家堡子银多金属矿床对比，认为含矿层间断裂带延伸到

了本区，区内有较大的找矿空间，有必要进一步开展找矿工作。2007年、2008年按160 m×160 m网度共布设11条勘查线24个

钻孔进行控制，在区内发现了8条隐伏似层状银铅锌矿体，经对Ⅰ、Ⅰ-1、Ⅱ、Ⅲ号4条主要矿体进行资源量初步估算，探获

（333+3341）类别金属量银9 9804 kg，平均品位215.85×10-6；（铅＋锌）50 900 t，平均品位：铅3.41%，锌2.02%；伴生银15014 

kg，平均品位31.60×10-6；伴生金494 kg，平均品位0.53×10-6。通过本次工作，进一步证明了在高家堡子-小佟家堡子矿带东

西长5 km的范围内，矿种的分布具有水平分带性，由西向东依次为铅锌（银）-银（铅锌、金）-金（银）。 

1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青城子矿田位于华北地台北缘辽东裂谷中段，大石桥-草河口断坳与营口-宽甸断隆的衔接地带。属于一套火山喷发的优

地槽陆间裂谷沉积建造。矿田内出露地层为辽河群浪子山组、大石桥组和盖县组，各组形成于不同的裂谷环境并赋存与之相

关的矿床。浪子山组形成于裂谷初始扩张期，发育火山喷发和陆源碎屑沉积建造。由透闪变粒岩、斜长角闪岩、浅粒岩、黑

云片岩、条带状大理岩互层带组成。其顶部是榛子沟式铅锌矿床的主要赋矿层位。大石桥组形成于裂谷扩张期的海进沉积环

境，在矿田西部，当时处于海盆边缘，发育形成厚层状复理石式碳酸盐建造。这套海相沉积地层自下而上可划分为 3 个岩段，

其中第三岩段由间歇性火山喷发成因的角岩与条带状大理岩互层带组成，是南山式铅锌矿床的主要赋矿层位。在矿田东部，

当时处于浅海潮坪环境，发育形成由大理岩和片岩互层的薄层复理石式碳酸盐建造，其层位相当于矿田西部的第三岩段，本

岩段有 5 个岩性层，其中第四、五层发育形成于裂谷收缩初期，表现为由初期火山喷发转为晚期的宁静的热泉喷流，此种地

质环境下形成的硅质岩和透闪变粒岩是青城子矿田铅锌、金银层控型矿床发育产出的特定赋矿层位。盖县组形成于裂谷收缩

期，分布在矿田北部和东部，属于一套由海退系列的粘土质-半粘土质岩石组成的沉积建造。岩性以黑云片岩和二云片岩为

主，夹矽线石片岩、黑云变粒岩、透闪变粒岩及大理岩。其底部是林家三道沟式金矿床的主要赋矿层位。 

区域地质构造复杂。早期近东西向平缓开阔褶皱构成的线型构造带是矿田的基本构造格架，隶属于草河口复向斜和虎皮

峪复背斜低序次范畴，由北向南主要有新岭背斜、四棵杨树向斜和榛子沟倾没背斜和南山向斜。中期受由北东东往南西西推

覆作用的影响，东西向褶皱局部地段构造线方向发生急剧扭曲，形成一系列弧形倒转褶皱。 

矿田内断裂构造主要有 3 种类型：① 韧脆性推覆构造作用形成的层间滑脱断裂，呈北北西—近南北走向，倾向北东东-

北，倾角一般为 18～30°，矿田内似层状矿体主要受此控制；② 北西向断裂主要为尖山子-罗圈背断裂、北砬子-朱家堡子断

裂；③ 北东向断裂为朱家堡子-罗圈背断裂、石家西沟-罗家堡子断裂。北西向、北东向断裂可能为同生断裂，后期又有脆

性断裂的叠加，其对矿床及矿体的空间产出位置均有控制作用。 

区域岩浆活动极其强烈，几乎整个矿田被花岗岩体所包围，构成了青城子岩浆岩田。主要为辽河期、印支期岩浆侵入活

动。辽河期大顶子黑云斜长花岗岩，出露于矿田东部，呈岩株状产出，成矿作用不明显，仅使地层发生明显的弯曲及倒转，

形成良好的储矿空间。印支期侵入岩体，在矿田南部有双顶沟似斑状二长花岗岩、北部有新岭似斑状二长花岗岩、西部有姚

家沟花岗斑岩。岩体呈岩基-岩株状产出，规模大小不一。印支期岩体与成矿关系密切，一是提供了部分成矿物质，二是促

使围岩中成矿物质活化转移，在圈闭构造空间充填或交代定位成矿。 

2  矿床地质特征 

2.1  容矿地层岩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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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棵杨树银铅锌矿位于四棵杨树向斜的南翼，容矿地层主要为辽河群大石桥组三段和盖县组组成。 

银铅锌矿体赋存于辽河群盖县组下部以及大石桥组三段第四层、第五层，受层间滑动断裂带控制。矿体呈平行的似层状

和扁豆状产出，与地层产状大致相同。辽河群大石桥组三段和盖县组的岩性及其容矿特征如下： 

辽河群大石桥组三段一层（PtLd3
1），主要由白云石大理岩、金云母条带白云石大理岩夹云母片岩、薄层变粒岩组成。

大地矿区的铅锌矿体赋存于该岩层。 

大石桥组三段二层（PtLd3
2），岩性为二云片岩、矽线云母片岩夹薄层浅粒岩、变粒岩、透辉透闪变粒岩等。 

大石桥组三段三层（PtLd3
3），以块状透闪白云石大理岩及条带状白云石大理岩为主夹浅粒岩薄层。该岩层发育小规模

铅锌矿体。 

大石桥组三段四层（PtLd3
4），由石榴云母片岩、矽线云母片岩、云母片岩、斜长变粒岩及大理岩扁豆体组成。Ⅲ号铅

锌银矿体赋存于该岩层。 

大石桥组三段五层（PtLd3
5），由黑色大理岩组成，夹薄层透闪片岩、变粒岩、方柱石大理岩、白云石大理岩、云母片

岩。Ⅰ号银铅锌矿体赋存于该岩层上部及其与盖县组接触部，Ⅰ号下平、Ⅰ-1 号银铅锌矿体赋存于该岩层中部。 

盖县组（PtLg），出露范围较大，占全区的 70%左右，呈东西向展布，由二云片岩、千枚岩、变质砂岩、薄层大理岩组

成。Ⅷ号、Ⅶ号、Ⅳ号矿体赋存于该岩层下部。 

2.2  矿体地质特征 

矿区发现 8 条矿体，严格受地层控制，矿体产状与地层产状大致相同，矿带延长 1 000 m，延深 600 m，厚度 0.50～3.80 

m。其中Ⅰ号、Ⅰ-1 号、Ⅱ号、Ⅲ号矿体为规模较大的主矿体，Ⅰ下平、Ⅷ号、Ⅶ号、Ⅳ号为小规模矿体。 

Ⅰ号矿体：矿体赋存于辽河群大石桥组三段五层白云石大理岩与盖县组片岩层的接触带附近，矿体总体沿层产出，较连

续，在接触带中矿体呈尖灭再现形式，单条矿体延长 80～420 m，延深 80～260 m，穿厚 0.50～3.80 m。品位铅最高 32.1%，

锌最高 15.3%，金最高 7.24×10-6，银最高 1 000×10-6；平均品位铅 5.78%，锌 1.91%，银 197.97×10-6，金 0.97×10-6。西段由

9133 孔、1-1 孔、9-1 孔、17-1孔控制，东段由 49-1 孔、49-2孔、33-1 孔、33-2 孔、41-1 孔、41-2 孔、7922 孔控制。 

Ⅰ号下平矿体:单体延长 50 m，延深 50～200 m，穿厚 0.75～1.30 m，分析品位铅最高 5.44%，锌最高 3.22%，金最高

2.62×10-6，银最高 599×10-6。西段由 9133 孔、1-1 孔控制,东段由 49-1 孔控制。 

Ⅰ-1 号矿体：矿体赋存于辽河群大石桥组三段五层中部白云石大理岩与矽线石变粒岩互层带中的层间断裂中，控制延

长 50 m，延深 50 m，穿厚 1.0 m，分析品位铅 5.1%，锌 1.81%，金 0.05×10-6，银 489×10-6，金 0.05×10-6。西段由 1-1 孔、

9133 孔控制。 

Ⅱ号矿体：矿体赋存于辽河群大石桥组三段五层白云石大理岩与三段四层石榴石片岩的接触部层间断裂中，矿体呈尖灭

再现断续产出，矿体较为连续，延长 80～680 m，延深 50～200m，穿厚 0.60～3.80m，分析品位铅 0.58%～3.30%，锌 1.14%～

6.68%，银 12.1×10-6～115×10-6；平均品位铅 1.17%，锌 3.59%，银 43.18×10-6，金 0.17×10-6。西段由 9133 孔控制，东段由

49-1 孔、49-2 孔、57-1 孔、65-1 孔、57-4 孔、25-2 孔、41-3孔控制。 

Ⅲ号矿体：矿体赋存于辽河群大石桥组三段四层石榴石片岩层所夹的薄层大理岩中，其特征是大理岩明显碎裂及硅化，

构造带发育稳定，矿体呈尖灭再现断续产出，矿体较为连续，延长 200m，延深 200m，穿厚 0.80～1.30m，分析品位铅 0.51%～

5.04%，锌 1.41%～17.15%，银最高 48.7×10-6；平均品位铅 1.15%，锌 3.31%，银 20.78×10-6，金 0.22×10-6。由 49-1 孔、49-2

孔、57-1 孔、7922 孔控制。 

Ⅳ号矿体：矿体赋存于辽河群盖县组片岩层下部，单条矿体延长 50 m，延深 50 m，穿厚 0.60～1.30 m，分析品位铅最

高 4.85%，锌最高 5.94%，银最高 170.0×10-6。西段由 1-1 孔、9-1 孔、14-2 孔控制，东段由 49-2 孔、65-2 孔控制。此矿体

的发现表明在辽河群盖县组片岩中也存在铅锌矿化。 

该区矿石类型单一，矿石中的金属矿物有黄铁矿、磁黄铁矿、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磁铁矿、褐铁矿等。非金属矿

物以白云石为主，其次方解石、石英、绢云母等。矿石的金属矿物（主要指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呈团块状、细脉状，

稠密浸染或稀疏浸染分布于脉石矿物中。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粒状、自形-半自形粒状，他形不规则粒状等。构造主要为团

块状、浸染状、细脉状等。 

围岩蚀变主要为硅化、碳酸盐化、黄铁矿化和石墨化。  

3  找矿认识 

（1）控矿规律  四棵杨树区所处的高家堡子-小佟家堡子金银铅锌矿带中的矿床以及南临的榛子沟铅锌矿，都为层控型

隐伏矿床。矿床的形成受古沉积环境、地层建造、岩浆侵入、构造活动等多因素的影响。矿床的控矿因素主要为“层位+层

间断裂构造”双因素控矿。不同的容矿层位赋存不同类型的矿床，如浪子山组顶部赋存榛子沟式铅锌矿，在大石桥组三段赋

存南山式铅锌矿床，大石桥组三段四层、五层赋存高家堡子-小佟家堡子式金银矿，大石桥组三段四层、五层和盖县组结合

部位赋存四棵杨树银铅锌矿，在盖县组下部赋存林家三道沟式金矿，这些层控型矿床构成了辽河群里典型的成矿系列。 

层间断裂构造对矿体具有控矿作用，如榛子沟铅锌矿体产于两组褶皱叠加后北东向褶皱倾没端附近；高家堡子银矿床和

小佟家堡子金矿床均产于褶皱叠加部位且有区域深大断裂通过的地段，东西向褶皱与北东向褶皱叠加部位通常控制着金银矿

床的空间定位，北西向深大断裂及其派生的次级层间断裂、裂隙和层间滑脱面，控制着金银矿体的产出部位、形态、规模和

产状；四棵杨树区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叠加在早期东西向断裂上，对矿床定位起到控制作用；林家三道沟金矿段空间分布位

置受尖山子断裂控制，金矿体受其派生的次级层间断裂构造及层间滑脱构造控制。 

（2）找矿方向  ① 根据青城子矿田铅锌、金银矿体的空间分布规律，有必要对已发现的矿体进行加密控制，以期发现

厚大富矿体。② 根据本次研究，四棵杨树矿区处于四棵杨树向斜的南翼，而其轴部和北翼是找矿的空白区。因此，应在四

棵杨树的北部继续开展深部找矿工作，争取有新突破。③ 四棵杨树区南部与榛子沟铅锌矿相连，根据本次研究及找矿工作

实践，在深部浪子山组顶部榛子沟式铅锌矿和大石桥组南山式铅锌矿仍然具备层控型矿床构造条件和找矿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