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  床  地  质 
2010年                                    MINERAL DEPOSITS                             第 29卷  增刊 

 

甘肃花牛山铅锌金矿床地质特征及成矿物质来源*
 

朱  江 1,2，吕新彪 1,2，曹晓峰 1,2，莫亚龙 1,2，陈  超 1,2
  

（1 中国地质大学资源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2 中国地质大学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074） 

 

1  地质背景 

花牛山铅锌金银矿区位于北山南部花牛山古生代岛弧带，柳园-大奇山深大断裂北侧，是连接马鬃山地块与塔里木板块

的关键部位(左国朝等,1990; 左国朝等 2003；刘雪亚等, 1995; 聂凤军等，2002a；毛启贵,2008)。矿区现有花牛山金矿、花西

山金矿、花牛山铅锌矿多个矿床(点)，分布在一个东西长 11 km，南北约 6 km，面积约 60km2的范围内。矿区出露地层为震

旦系洗肠井群和奥陶纪花牛山群变质火山-沉积岩，主要岩石类型有千枚岩、板岩、片岩和大理岩，并夹有少量火山岩。矿

区范围内体积大小不等、不同岩性、不同成因类型和形成时代的花岗岩类侵入岩分布广泛，约占岩层(体)出露面积的 35%（聂

凤军等，2002a；2002b）。矿区东部花牛山钾长花岗岩早期侵入体与金属成矿关系最为密切，金矿体、铅锌矿体均赋存于地

层与岩体接触部位。 

花牛山岩体出露面积约为 78 km2，东西长 40 km，南北宽约数公里至 8 km不等，由早、晚两期侵入体组成。早期侵入

岩是花牛山岩体的主岩体，出露面积约 54 km2，与成矿关系亦最为密切。其主要岩性为钾长花岗岩和二长花岗岩，肉红色

或浅肉红色，中细粒花岗结构、块状构造。钾长花岗岩与二长花岗岩呈渐变关系，不具明显的岩相分带，两者除在钾长石与

斜长石含量上存在差别外，其它岩相学、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特征基本相似。晚期侵入岩呈椭圆状岩株侵位于早期钾长花岗岩

中，出露面积约为 24km2，局部地段见有 0.3～1m的冷凝边和早期二长花岗岩残留体（聂凤军等, 2002b）。岩性主要为钾长

花岗岩，肉红色，中粗粒似斑状结构、块状构造。 

2  矿床地质 

2.1 花牛山铅锌矿 

花牛山铅锌矿由四个矿区组成，其中一矿区面积最大，金属量最多。各矿体主要产在钾长花岗岩体与地层接触部位，

赋矿岩层主要为一套海相沉积碳酸岩。矿体沿细碎屑岩—碳酸盐岩层之接触面及其附近层间水平错动带产出。矿体形态以脉

状为主，扁豆状矿体次之。圈定的 221个矿体中，储量大于万吨的主矿体 8个。矿体走向延长 10～380 m，个别达 500 m，

厚 0.7～9 m，最厚 16.5 m，沿倾斜延深几～280 m，最深可达 350 m。矿体走向多为 70°，倾向北西、倾角 50～70°，并随围

岩的产状变化而变化。 

矿石构造以块状构造、脉状构造以及浸染状构造为主。主要金属矿物有黄铁矿、磁黄铁矿、闪锌矿和方铅矿，次有毒砂、

磁铁矿、硫锰矿、黄铜矿、矿石金属硫化物中有益伴生元素银含量极高，原生矿、氧化矿中银均已达到工业品位。 

 2.2  花牛山金矿 

金矿体产在近东西向断裂构造破碎带和蚀变花岗岩中，部分矿体产在各类岩石层间破碎带中。矿体多呈脉状和透镜状，

有膨缩、分支复合和波状弯曲现象。矿体形态、产状明显受断裂破碎带、层间裂隙控制。圈定矿体 14个，垂深 20 m以下，

长 14～56.5 m，宽 1～3 m，延深 13～40 m，产状近南北向。 

矿石主要结构有：交代结构、结晶结构；主要构造包括：块状构造、浸染状构造、条带状构造。金属矿物主要有磁黄

铁矿、黄铜矿、黄铁矿、毒砂，脉石矿物为石英、绢云母、绿泥石、绿帘石、石榴子石等矽卡岩矿物，磁黄铁矿是主要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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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 

3  矿石 S同位素分析 

本次研究对分别采自花牛山金矿区的 7个硫化物样品和花牛山铅锌矿的 8个硫化物样品进行了硫同位素测试分析。测

试结果表明：花牛山金矿区34S均为正值，集中于+6.41‰，铅锌矿三矿区矿石34S集中于+2.20‰，花牛山铅锌矿一、二矿

区矿石34S均为负值，集中于-5.01‰。不同矿区矿石 S同位素组成差别较大，但全部矿石34S值都分布在±10‰范围，且同

一矿区 δ34S 同位素数据分布集中，变化较小，显示出岩浆热液成因硫的成因特征。34S 正值到负值的规律性变化反映了 S

源演化的复杂性。可能是由于岩浆侵位过程中混染围岩物质。 

矿石铅来源以深源为主，与花牛山岩体存在密切联系，岩浆活动提供了 Pb的主要物质来源(聂凤军等,2002a)。 

岩体 Nd同位素分析表明：:εNd=4.4，TDM=546 Ma，反映岩浆源区来自深部。岩浆、矿石 Pb均来自深部，成岩成矿源

区具有一致性。 

4  围岩含矿性分析 

通过对花牛山矿床围岩、岩体含矿

性分析测试,结合前人区域化探资料认

为：成矿元素 Pb、Zn、Au、Cu 在地

层和岩体中均有不同程度富集。花牛山

金矿区围岩大理岩中 Au含量极高，最

高值达 18.1×10-9，最低也有 4.0×10-9，

远高于地壳平均值，并高于花牛山岩体

Au的含量。地层围岩是金的有效物质

源区。岩体、围岩中成矿元素 Cu、Pb、

Zn 富集程度均较高，且近矿围岩元素

富集程度高于远矿围岩，暗示成矿物质

似乎并不是从围岩中萃取，而是来自岩

浆热液，这与矿石 Pb同位素认识相符。 

5  小  结 

花牛山矿床 S同位素组成复杂，不

同矿区差异较大，但各矿区均显示出岩

浆热液 S 的特征。成岩、成矿源区具

有一致性。花牛山三叠纪岩浆活动不仅

导致了成矿作用的发生，而且提供了成

矿所需 S、Pb及大量金属物质，地层也可能提供了一部分金属成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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