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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通过对黑区 雪区矿床深入的野外考察 !典型矿石组构的显微鉴定 !矿石化学成分测试研究后认

为 与区域内广泛分布的 ∂ × 型矿床相对比 黑区 雪区矿床存在诸多明显不同的特征 主要为 ≠ 铅锌矿化与灯影

组巨厚的白云岩顶部所夹的富含有机质的黑色微晶硅质岩及同生角砾岩层密切相关 矿体呈层状与容矿围岩整

合接触 延伸规模巨大 地表露头断续长 以上 ≈ 矿石内发育层状 !纹层状 !条纹 条带状 !同沉积角砾状 !同沉积

滑动变形等沉积构造 …闪锌矿 !黄铁矿等金属硫化物以及含矿硅质岩的粒度微细 的粒径介于 ∗

之间 围岩蚀变微弱或不发育 含矿层状微晶硅质岩的形成温度低 ∗ ε ∀作者认为 黑区 雪区层状

整合铅锌矿床属于典型的海底热水沉积成因 ≥∞⁄∞÷ 型 是川滇黔铅锌矿集区内新发现的具有重要找矿前景的矿

床类型 ∀热水喷流 沉积成矿作用与灯影晚期在碳酸盐台地内发育的近东西向汉源 峨眉次级凹陷以及位于该凹陷

中心的同生断裂带的活动有内在联系 ∀

关键词  地质学 典型组构 热水沉积 铅锌矿床 ≥∞⁄∞÷ 型 层状 超大型 汉源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位于扬子地台西缘的川滇黔相邻地区 是中国

著名的铅锌矿分布区 铅锌矿床赋存于地台盖层的

上震旦统 !下寒武统 !中 上奥陶统 !中志留统 !中 上

泥盆统 !上石炭统 !中二叠统等众多层位的碳酸盐岩

中 ∀有关矿床存在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 例如 矿石

的矿物组分较简单 金属硫化物以闪锌矿 !方铅矿 !

黄铁矿为主 脉石矿物以白云石 !石英最常见 部分

矿床发育萤石 !重晶石 !方解石 围岩蚀变普遍很发

育 以白云石化 !硅化 !黄铁矿化最常见 部分矿床见

有萤石化 !重晶石化 不论是金属矿物还是脉石矿

物 其结晶粒度往往较粗大 主要为中 ) 粗粒结构

金属硫化物和热液粗粒亮晶白云石 !石英等脉石矿

物充填于不同形态 !产状的断裂构造带中 并胶结围

岩的破碎角砾岩 构成脉状 !网脉状 !角砾状 !浸染

状 !块状等矿石构造 后生成因特征明显 矿化发生

于赋矿岩石固化以后 成矿温度一般介于 ∗ ε

之间 属于低温热液矿床 ∀根据矿床的基本特征 有

关矿床可以划归密西西北河谷型 ∂ × 型 矿床的

范畴 杨应选等 王奖臻等 林方成

∀

自 世纪下半叶 特别是 年代以来 众多学

者对川滇黔相邻地区的铅锌矿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提出了沉积 改造成因 孙燕等 朱赖民等

李连举等 热液喀斯特成因 张立生

容矿地层与深部岩石提供矿质的混合成因

林方成 邵世才等 下震旦统火成岩提

供成矿金属 ∏ 峨眉山玄武岩提供

成矿物质或成矿热动力 沈苏等 曾忻耕

李文博等 黄智龙等 燕山运动引

起地下热卤水的运移并导致黔西北地区 !滇东北地

区矿床的形成 郑传仑 赵准 钱建平

喜马拉雅期受到印度板块与古亚洲板块俯冲

碰撞的强烈波及 川西南地区地台盖层发生全面的

褶皱变形 并驱使大规模含矿热卤水的迁移和铅锌

矿形成 林方成 等成因观点 ∀

世纪 年代初期 四川省地质矿产局 地

Ξ 本文得到国家 项目 ≤⁄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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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队和汉源有色金属总公司等单位 在汉源乌斯河

火车站北东约 处的大渡河谷北岸 发现了黑区

雪区整合层状铅锌矿床 ∀经过普查和 余年的开

采 矿床的规模不断扩大 已达超大型 ∀笔者经深入

的野外观测 !岩矿显微鉴定以及矿石化学成分的测

试研究后认为 该矿床的地质 !地球化学特征与区域

内以往发现的众多 ∂ × 型铅锌矿床存在着显著的

差异 属于海底热水沉积成因 ≥∞⁄∞÷ 型 是川滇

黔铅锌矿集区内新发现的具有重大找矿前景的矿床

类型 ∀

 区域地质背景

黑区 雪区铅锌矿床位于扬子地台西缘康滇地

轴北段汉源 峨边东西向基底隆起区内 ∀区内地质

构造具有典型的地台双层结构 表 其中 褶皱变

质基底为中元古界峨边群 ∀盖层地层为未受变质的

沉积岩 与基底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自下而上包

括下震旦统 !上震旦统 !古生界 缺失中 上志留统 !

泥盆系 !石炭系 不同地层之间呈整合或平行不整

合接触 中生界在矿区附近未产出 第四系分布于河

谷低地 ∀在乌斯河一带有晋宁期花岗岩出露 ∀盖层

地层发育燕山期及喜马拉雅期形成的东西向 !南北

向 !北东向 !北西向等开阔短轴褶皱及断裂构造 ∀黑

区 雪区铅锌矿床位于南北向王帽山断裂东侧的万

里村向斜南段 ∀

 含矿地层岩性

黑区 雪区铅锌矿床产于上震旦统 ) 下寒武统

灯影组上部的麦地坪段 ∀灯影组地层在区域上的厚

度约 ∗ 其下部在矿区内未全出露 ∀灯

表 1  黑区−雪区铅锌矿区域地层简表

Ταβλε 1  Ρεγιοναλστρατα οφ τηε Ηειθυ−Ξυεθυ Πβ−Ζν δεποσιτ

             据陈智梁等 王汝植等 Ο等资料编制 ∀

Ο 四川省地质矿产局 地质队 四川省汉源县马托乡黑区铅锌矿普查地质报告 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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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组自下而上可划分为 个岩性段 第一岩性段 为

厚层含藻微晶白云岩 !葡萄状白云岩 局部含燧石条

带或团块 第二岩性段 为含硅质条带白云岩 底部

为厚 ∗ 的紫红色砂页岩 即/ 旧城页岩0 为

区域对比层 第三岩性段 麦地坪段 厚 ∗

为含胶磷矿和硅质条带白云岩 并含软舌螺等小壳

动物化石 其时代属于早寒武世 陈智梁等 王

汝植等 ∀麦地坪段白云岩所夹的黑色硅质岩

和角砾状白云岩层为铅锌矿的含矿围岩 ∀

灯影组与下伏地层上震旦统观音崖组滨浅海相

碎屑岩 !碳酸盐岩呈整合接触 与上覆地层下寒武统

筇竹寺组滨浅海相含海绿石砂页岩呈平行不整合接

触 ∀矿区地层产状平缓 倾角仅 ∗ β ∀

 矿体产状 !规模及矿石品位

矿体呈整合层状产于灯影组麦地坪段上部 延

伸规模巨大 从黑区向北东方向延伸至雪区 地表露

头断续长达 以上 矿体西界被王帽山逆断层

错失 而东界尚未圈闭 图 ∀按工业品位要求

∴ 或 ° ∴ 圈出矿体两层 上层为主矿

体 顶部距麦地坪段与筇竹寺组的界线 ∗

矿体厚度 ∗ 平均厚度 下层

矿体呈透镜状 较不稳定 仅分布于矿区西南部的三

图  黑区 雪区铅锌矿床地质简图 Ο

) 地质界线 ) 不整合界线 ) 断层 ) 铅锌矿 化 层露头 ) 坑道口位置及编号 ) 探槽及编号 ) 钻孔 ) 钻孔编号 ) 下震旦

统苏雄组陆相火山岩 !碎屑岩 ≤) δ ) 上震旦统 下寒武统灯影组白云岩 ≤) ) 寒武系碎屑岩 !碳酸盐岩 ° ) 奥陶系 二叠系碎屑岩 !碳

酸盐岩 ± ) 第四系 ≠ ≤ ) 扬子地台 ≤ ) 华北地台 ± ƒ ) 秦岭褶皱系 ≥° ƒ ) 松潘 甘孜褶皱系 ≥ ƒ ) 三江褶皱系 ƒ ) 华南褶皱系

ƒ  ∏ ÷∏ ∏°

) ∏ ) ) ƒ ∏ ) ∏ ° ) ∏ ∏ ) × 2
∏ ) ) ≥ ∏ ) ≤ √ ≥ ≥∏¬ ƒ

≤) δ ) ≤ ≥ ≤ ⁄ ƒ ≤) ) ≤ ° ) √ ° 2

± ) ±∏ ≠ ≤ ) ≠ ≤ ) ≤ ± ƒ ) ± ≥° ƒ ) ≥

≥ ƒ ) ≥ ƒ ) ≥ ∏ ≤

Ο 四川省地质矿产局 地质队 四川省汉源县马托乡黑区铅锌矿普查地质报告 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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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岩矿段 工程控制厚度 ∀达不到工业品位

要求的铅锌矿化体 ! ° 的厚度

可逾 ∀据四川省地质矿产局 地质队

年矿区普查估算 其 级别 现行的固体矿

产资源 储量分类 为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为经工程验证的预测资源量 的铅锌资源量为

≅ 达超大型矿床的规模 ∀

 矿石组分及典型组构

矿石的矿物组合较简单 金属硫化物以闪锌矿

为主 其次为黄铁矿 !方铅矿 ∀非金属矿物主要为微

晶石英 其次为玉髓 !白云石 含少量重晶石 !胶磷

矿 !水云母 !沥青等 ∀

矿石结构构造有以下突出特征

矿物粒度微细 结晶程度较低 ∀根据光薄

片的显微镜观测和统计 图 闪锌矿的粒度为

∗ 其中 为 ∗ 的

他形 !半自形微晶 照片 图 黄铁矿的粒度为

∗ 其中 为 ∗

图 多数为他形晶 !半自形晶 石英的粒度为

∗ 其中 为 ∗

图 硅质岩中的石英以微晶石英为主 其次为具

波状消光的玉髓 照片 ∀方铅矿的粒度相对较粗

一般为 ∗ 白云石一般为 ∗

的微晶 重晶石为 ∗ 的板状 !粒状 !

不规则状微晶 胶磷矿呈 ∗ 大小的次

圆状 !不规则状颗粒 零星分布 水云母呈 ∗

的鳞片状 !纤维状 常分布于同生滑动裂隙

中 ∀因此 矿物以显微颗粒占绝对优势 部分矿石用

肉眼难以识别其矿物种类 ∀

闪锌矿的颜色很浅 呈棕黄色 !暗红色 !褐

色等 ∀根据矿物的标型特征 浅色闪锌矿的形成温

度较低 ∀

硅质岩的颜色很深 外表多呈黑色 !深灰色

照片 ∀根据显微鉴定及岩石和矿石的化学

分析结果 硅质岩的颜色深浅是由有机质的含量所

决定的 ∀例如 灰白色硅质岩的有机碳含量很低 仅

而黑色 !深灰色含金属硫化物的硅质

岩的有机碳的含量平均达 ∀

典型的矿石构造有

层状 !纹层状 !条带状构造  矿石中具有很

发育的层状和纹层状构造 主要由微晶石英或玉髓

与微细粒闪锌矿以不同比例互层构成 ∀微晶硅质岩

层的厚度往往相对较大 而闪锌矿层的厚度相对较

小 其单层厚度一般小于 最细的闪锌矿纹层

厚度不到 Λ 照片 ∀部分闪锌矿层含粒度相

对较粗的方铅矿 构成条带状构造 照片 ∀局部地

图  黑区 雪区铅锌矿床主要矿物组分粒度统计图

) 闪锌矿 ) 黄铁矿 ) 石英

ƒ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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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由硅质岩 闪锌矿 方铅矿等构成斜层理构造 照片

∀

层间揉皱构造  黑色微晶硅质岩 闪锌矿层

局部发育层间揉皱构造 闪锌矿层在揉皱的转折端

明显加厚 并有较粗粒的方铅矿分布 而在翼部则被

拉长减薄 说明在塑性变形过程中物质组分发生调

整位移 照片 ∀

碎裂构造  铅锌矿层底板的白云岩或硅质

岩发生破碎 破碎角砾的大小自数厘米至 ∗

呈长条状 !不规则状 具张性角砾特征 棱角显

著 角砾的长轴大致顺层分布 相邻角砾往往没有发

生明显的错动 相互可以拼接 ∀碎裂岩块的裂隙被

含有机质的微晶白云质或硅质物充填 外表呈现网

纹状特征 ∀碎裂岩层的厚度一般为数十厘米 最厚

处约 上覆闪锌矿 方铅矿层或硅质岩 闪锌矿

层 向下过渡为正常白云岩 照片 ∀

这种碎裂岩可能属于同沉积期地震活动形成的

震裂角砾岩1或称为自碎屑角砾岩 ∏ 2

2 为已固化岩石的原地 !准原地破碎堆积产物

破碎后又被碳酸盐等海相沉积物胶结 往往呈面状

较大规模分布 ≥ ⁄∏ 孙晓

猛等 ∀

滑塌构造  局部地段发育滑塌构造 滑塌

堆积物为白云岩角砾 !块状闪锌矿角砾 !松散的泥质

物等 ∀滑塌角砾岩的砾径从几厘米至数十米不等 ∀

分布于滑塌角砾岩与白云岩基岩之间滑动面上的块

状闪锌矿产生强烈的塑性变形 照片 ∀

沉积角砾状构造  在铅锌矿层内 发育成

分多样的沉积角砾 包括白云岩 !硅质岩 !闪锌矿石 !

黄铁矿石以及胶磷矿等的角砾 ∀角砾呈不规则状 !

椭球状 !长条状等 部分角砾呈波状弯曲变形 ∀角砾

的大小一般为数毫米至数厘米 ∀角砾间的基质主要

为微晶石英 !微细粒闪锌矿 或者是石英 !闪锌矿 !黄

铁矿 !重晶石 !胶磷矿 !有机质等复杂成分的混杂物

照片 ∀

胶状构造  有几种情况的胶状构造 ≠ 由

胶状 ≥ 与黑色有机质混杂构成 照片 胶

状闪锌矿呈链环状 !不规则状分布于硅质岩中 照片

≈ 胶状黄铁矿与有机质混杂 局部发生结晶形

成有一定几何形状的聚形晶 但仍可见胶状残留边

照片 … 胶状黄铁矿呈不规则的斑团产出 ∀

 矿石地球化学特征

由 件矿石样品的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表 可

知 是最主要的金属元素 其次为 ƒ ° 除了在

¬ 号样品中含量较高外 在其他样品中含量均

低 ≥ 是最主要的非金属组分 ∀诸化学成分的平

均含量 元素符号及分子式均代表质量分数 下同

由高到低的顺序为 ≥ 硫化物

ƒ ° ≥ 碳酸盐 ≤

≤ 其他氧化物

° 仅占 图 ∀ ≥ Β ≤

≤ Β ∀

甘洛赤普 !会东大梁子等地灯影组地层 件样

品的岩石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杨应选等 为

≤ ∗ 平均为

∗ 平均为 ≥

∗ 平均为 ∀岩石的钙镁比值 ≤

介于 ∗ 之间 平均为 接近于

纯白云石的理论值 ≤

≤ 表明岩石中 以上是白云石

方解石含量很少 ∀

虽然黑区 雪区矿床产于厚度巨大的灯影组台

地碳酸盐岩中 但铅锌矿层的物质组分主要为闪锌

矿 !黄铁矿 !方铅矿等硫化物以及硅质岩 ∀硅质岩的

含量与碳酸盐岩相比占绝对优势 因此 确定硅质岩

的成因对于阐明成矿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

指出 当海相沉积物的 ƒ ×

! ƒ × ? ! ƒ

图  黑区 雪区铅锌矿床矿石化学成分图解

件样品的平均值

ƒ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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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说  明

) 微细粒他形闪锌矿 浅色者 较均匀地分布于微晶硅质岩 深色者 中 光片 单偏光 ) 微晶 隐晶质硅质岩 薄片 斜交偏光 ) 微细粒

闪锌矿 浅色纹层 与含有机质微晶硅质岩 黑色层 互层形成韵律性纹层状构造 ) 微细粒闪锌矿 浅色纹层 !方铅矿 白色斑点 与含有机质

微晶硅质岩 黑色层 构成条纹 条带状构造 ) 闪锌矿 ≥ !方铅锌 !黑色含有机质硅质岩 ≥ 构成斜交层理构造 底部为较粗粒的橙黄

色闪锌矿层 ) 微细粒闪锌矿纹层 浅色者 与含有机质的微晶硅质岩 黑色层 发生塑性揉皱变形 闪锌矿层中含有星散状的方铅矿晶体 )

白云岩角砾岩层 !闪锌矿层 !含有机质泥质硅质岩层 !闪锌矿 方铅矿层 构成互层状构造 白云岩角砾 间的空隙被含有

机质的黑色硅质充填和胶结 ) 滑塌构造 从下往上依次为 原地厚层块状白云岩 ⁄ !滑塌构造面 ƒ !含白云岩角砾的块状中细粒闪锌矿

层 ≥ !含有机质的泥质岩 ) 滑塌角砾岩 角砾成分为灰色白云岩 角砾之间充填含有机质的泥质物及微细粒黄铁矿 ) 沉积角砾状

构造 含硅质岩碎屑的块状闪锌矿石角砾 ≥ 被黑色含有机质的微晶硅质岩 ≥ 胶结 ) 沉积角砾状构造 次棱角状的硅质岩碎屑 白色者

被微细粒闪锌矿 含有机质的微晶硅质岩 色深者 胶结 薄片 单偏光 ) 沉积角砾状构造 椭圆状 !次棱角状的硅质岩角砾 ≥ 被微细粒闪

锌矿 石英 ≥ ≥ 胶结 光片 单偏光 ) 沉积角砾状 胶状构造 棱角状含有机质的微晶硅质岩角砾 白色 !灰白色斑块 分布于有机质 胶

状二氧化硅中 黑色者 薄片 斜交偏光 ) 胶状构造 由二氧化硅与黑色有机质混杂构成 薄片 单偏光 ) 胶状构造 胶状闪锌矿 浅色

者 分布于微晶硅质岩中 深色者 光片 单偏光 ) 变余胶状构造 胶状黄铁矿与黑色有机质的混合物发生结晶作用 形成黄铁矿聚形晶

两者之间残留不规则的反应边 光片 单偏光 ∀

表 2  黑区−雪区铅锌矿床矿石化学分析结果

Ταβλε 2  Αναλψτιχαλ ρεσυλτσ οφ Πβ−Ζν ορεσφρομ τηε Ηειθυ−Ξυεθυ Πβ−Ζν δεποσιτ

成分 ¬ ¬ ¬ ¬ ¬ ¬ ¬ ¬ ¬ ¬ ¬

ω

°

ƒ

≥

≤

×

°

≥

≤

有机碳

ω

≤∏

≤

•

≥

≥

≠

  矿石名称及采样位置 ¬ ¬ ) 灰黑色层纹状硅质闪锌矿石 °⁄ 坑道 ¬ ) 灰黑色层纹状硅质铅锌矿石 °⁄ 坑道

¬ ) 致密块状硅质铅锌矿石 °⁄ 坑道 ¬ ) 黑色层纹状硅质闪锌矿石 °⁄ 坑道 ¬ ) 角砾状硅质闪锌矿石 °⁄ 坑道

¬ ) 块状硅质黄铁矿闪锌矿石 °⁄ 坑道 ¬ ) 灰黑色块状黄铁矿石 °⁄ 坑道 ¬ ) 黑色细粒浸染状闪锌矿石 °⁄ 坑道

¬ ) 深灰色白云质硅质闪锌矿石 °⁄ 坑道 ¬ ) 黑色含胶磷矿硅质黄铁矿石 °⁄ 坑道 ∀

测试方法 ≤ ≤ ≤∏ ° ƒ ) 原子吸收光谱法 ≥ ) 电弧发射光谱法 ≥ ) 原子荧光法

° × ) 分光光度法 • ≤ ≥ ) 容量法 )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 ) 重量法 ≠ )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有

机碳 ) 燃烧 非水滴定法 ∀测试单位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

 第 卷  第 期         林方成 四川汉源黑区 雪区层状铅锌矿床典型矿石组构与成因            

 
 

 

 
 

 
 

 



时 一般为热水沉积物 ∀黑区 雪区矿床的富硅质矿

石及硅质岩的 ƒ × ∗ ƒ

× ∗ ƒ ∗

∀现代远洋沉积物和成岩含金属层的

!≥ 含量低 分别为 ≅ 和 ≅ ∗ ≅

而热水沉积物富集 !≥ 分别为 ≅

和 ≅ 沉积物中 的富

集和重晶石的产出是热水活动的重要标志 周永章

彭军等 ∀黑区 雪区矿床的矿石及硅质

岩中 ≤∏! !≥ ! ! 等元素富集程度高 平均含

量为 ≤∏ ≅ ≅ ≥ ≅

≅ ≅ ∀这

些特征说明 该矿床中富含硅质的矿石及容矿硅质

岩为热水沉积产物 ∀

层状微晶硅质岩中的流体包裹体很微小 一般

小于 Λ 为单一的液相包裹体 反映出其形成温

度较低 ∀硅质岩的 Δ ∂ ≥ • 为 ϕ ∗ ϕ

∀根据 ∏ 等 的硅质岩 水的氧同位

素地质温度计方程式 Α硅质岩 水 ≅

Τ 的计算 硅质岩形成时的古海水温度

为 ∗ ε ∀

 讨论与结论

黑区 雪区矿床与川滇黔铅锌矿聚区内广泛

分布的具有明显后生热液成因特点的 ∂ × 型铅锌

矿床的矿石结构 !构造特征明显不同 ∀ ∂ × 型矿床

中的闪锌矿 !黄铁矿 !石英 !白云石等矿物的结晶粒

度粗大 一般为数毫米 矿物晶形以肉眼清晰可见

闪锌矿的颜色较深 多数呈棕褐色 色深者呈黑色

石英 !白云石 !重晶石呈粗大的亮晶 围岩伴有较强

烈的热液蚀变 矿体受切层断裂或层间断裂破碎带

控制 矿体形态呈大脉状 !复脉状或层间脉状 ∀而黑

区 雪区矿床的矿物结晶程度低 微细颗粒占绝大多

数 微细粒的闪锌矿和微晶石英用肉眼难以辨别 闪

锌矿以浅色者为主 微晶硅质岩因含丰富的有机质

而呈黑色 矿体呈层状延伸且规模巨大 与地层呈整

合产出 矿石发育纹层状 !层状 !条纹 条带状构造以

及层间塑性滑动变形构造 ∀因而 该矿床具有非常

典型的沉积特征 ∀结合硅质岩的地球化学研究 笔

者认为 该矿床属于海底热水沉积成因 ≥∞⁄∞÷

型 含矿热液与海水混合后矿石的沉淀温度为 ∗

ε ∀

根据川西南地区晚震旦世 ) 早寒武世灯影

期岩相古地理的研究 杨应选等 含矿地层灯

影组属于碳酸盐台地潮坪环境的沉积产物 成矿的

岩相古地理环境与含矿地层相同 ∀在灯影期 汉源

峨眉一带形成近东西向的沉积凹陷 凹陷中心的沉

积厚度逾 黑区 雪区铅锌矿床即位于该凹

陷带西段的中心部位 图 ∀

黑区 雪区铅锌矿床的局部地段发育同生断

裂带 沿断裂带出现大规模的滑塌沉积构造 其附近

的矿体厚度大 最厚处近 ∀由同生断裂带向外

矿石构造呈现规律的分带性 滑塌角砾状构造 ψ 碎

裂构造 ψ层状角砾状构造 ψ分散的和较细粒的沉积

角砾 相对应的矿石依次为 块状矿石 !脉状矿石 ψ

与层状角砾岩互层的层状矿石 ψ层状 !条带状 !纹层

状矿石 其中 层状 !条带状 !纹层状矿石的分布较

广 ∀根据这些矿化分布特征 可以认为 位于汉源

峨眉沉积凹陷带中心的同生断裂 可能是含矿热液

向上运移和喷发 沉积的通道及成矿的中心地带 ∀

矿体底板碎裂岩以及矿体内部沉积角砾岩

的发育 说明在成矿前和成矿过程中 具有明显的构

造活动 ∀韵律性纹层的发育 可能反映了构造活动

的周期性和含矿热液喷溢的间歇性特征 ∀

根据矿石的结构构造 可鉴别出胶体化学

沉积 !化学沉积 !机械沉积等 类沉积产物 ∀块状矿

石中由硅质 !有机质 !黄铁矿 !胶磷矿等多种成分混

杂而成的复杂的胶状物 照片 推测是喷口附

近类似于现代海底/ 黑烟囱0的高浓度喷出物 因化

学条件的急剧改变而呈胶状物迅速沉积 不同组分

未能进行有效的分异沉积 ∀层状 !纹层状硅质岩 !富

硅质的金属硫化物属于化学沉积物 分布最广 可能

是海底喷出物被水流搬运后 在较大范围内发生沉

积 其形成的水动力条件相对较弱 ∀成层产出或零

星分布的由硅质岩 !白云岩 !铅锌矿石 !黄铁矿石等

构成的大小不一的沉积角砾或碎屑 是在成矿过程

中含矿围岩或矿石经过破碎 由水体搬运到异地再

沉积 即为/ 碎屑流0机械沉积物 形成于强大的水动

力条件 ∀

在川滇黔铅锌矿集区内 像黑区 雪区那样

具典型沉积特征的超大型层状矿床的发现 尚属首

次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该矿床未受变质

改造 矿层保存完好 堪称认识和理解古代喷流 沉

积成矿的理想的/ 天然展厅0 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将有助于丰富有色金属的成矿理论 ∀另一方面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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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川泸定野牛山 金口河晚震旦世 早寒武世灯影期岩相剖面图 Ο

) 白云岩 ) 硅质白云岩 ) 含藻白云岩 ) 含磷白云岩 ) 铅锌矿层 ) 推测同生断层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正在进行的勘查实践证明 该类矿床的找矿潜力

大 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 ∀

致  谢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成都理工大学

郑明华教授的悉心指导 ∀文中引用了四川省地质矿

产局 地质队矿区普查的部分成果资料 李光明

研究员 !谢仲全教授级高工 !游学军教授级高工 !陈

华安高级工程师 给予了帮助 在矿山考察期间 汉

源有色金属总公司提供了便利 ∀在此向有关人员和

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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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章 丹池盆地热水成因硅质岩地球化学特征≈ 沉积学

报 ∗

朱赖民 胡瑞忠 袁海华 等 热液改造成矿机制 ) ) ) 四川底

苏铅锌矿床成矿作用研究≈ 四川地质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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