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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川滇黔交界地区的铅锌矿床中普遍发育含矿角砾岩。文章综述了角砾岩的成因分类，在重点矿床野

外地质调查的基础之上，对川滇黔交界地区的铅锌矿床含矿角砾岩进行了详细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含矿角砾岩

显示张性角砾岩的特点，仅个别矿床同时出现挤压角砾岩。综合区域地质构造演化特征和典型铅锌矿床的同位素

测年数据，可大致推断出，从中二叠世茅口期以来该铅锌成矿区伸展构造至少有!期：一期发生在铅锌矿化之前或同

时，即早二叠世／晚二叠世的升降运动（东吴运动）与晚二叠世峨眉山玄武岩喷发期间，此次伸展作用形成的角砾岩

为成矿流体提供了大量的容矿空间，并最终导致成矿流体沿断裂运移并充填沉淀而形成角砾状或网脉状:脉状构造的

矿石；另一期发生在铅锌矿化之后，即白垩纪—古近纪，发育一系列正断层，并有可能破坏了铅锌矿体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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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黔交界地区（包括黔西北、滇东北、川西南

部分地区）的铅锌矿区处于扬子地块西南缘，北起四

川汉源，向南经会东到云南禄劝；西起四川会理天宝

山，向东经云南巧家到贵州六盘水，是中国重要的

铅、锌、锗、银产地之一，其中包括唐家、赤普、茂租、

天宝山、大梁子、银厂沟、金沙厂、麒麟厂和毛坪等

CDD多个矿床（点）（图E）。该铅锌矿区赋矿岩石除

会理县小石房铅锌矿床之外，绝大部分分布在不同

层位的碳酸盐岩，仅少数产于硅质岩或者磷块岩中。

目前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这些铅锌矿床属于比较典

型的密西西比河谷型（FG1）铅锌矿，或存在一定差

异但可与之进行对比。近十几年来，众多研究者对

川滇黔交界地区铅锌矿床的成矿流体性质与来源

（黄智龙等，HDDE；HDDC&；HDDC(；李泽琴等，HDDH；刘

家铎等，HDDI；芮宗瑶等，HDDC）、矿床成因（周朝宪

等，EJJK；王奖臻等，HDDE；HDDH；刘家铎等，HDDI；张长

青等，HDDL(；HDDM；HDDJ；张长青，HDDM）、控矿因素与

成矿模型（柳贺昌，EJJL&；EJJL(；EJJN；刘文周等，

EJJN；韩润生等，HDDE；黄智龙等，HDDC&；HDDC(；芮宗

瑶等，HDDC；张志斌等，HDDN；张长青等，HDDL(；HDDM；

HDDJ；张 长 青，HDDM；刘 英 超 等，HDDM；许 典 葵 等，

HDDJ；陈超等，HDED）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总结，取得

了较大的进展。从区域上看，本区铅锌矿床受断裂

构造控制，并沿几条大的断裂带呈串珠状线性分布。

在大部分矿床中矿体充填在张性断裂和各种破碎带

中。许多研究者（郑传仑，EJJH；林方成，EJJC；龙训

荣等，EJJL；EJJK；徐新煌等，EJJN；王奖臻等，HDDH；

芮宗瑶等，HDDC；司荣军，HDDL；张长青，HDDL(）都注

意到该区内铅锌矿床的角砾状和网脉状7脉状矿石

构造，并 将 角 砾 岩 作 为 一 种 找 矿 标 志（张 长 青，

HDDM），但是对本区铅锌矿床中角砾岩或角砾状矿石

的具体特征及其成因并未进行过详细研究。角砾岩

是一种孔隙度相对较大的岩石，它可以为成矿流体

运移提供良好的通道以及为成矿流体沉淀提供可容

空间。矿化（含矿）角砾岩是角砾岩的一种特殊类

型，是 破 碎 岩 石 与 成 矿 流 体 作 用 的 产 物（O"(+&<，

EJJK），其成岩作用常常伴随成矿作用，构成了金属

矿床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卿敏等，HDDH）。因此，通过

研究角砾岩的地质特征、形成时间、形成机制，可以

了解成矿作用的控制因素和过程，并可预测矿化的

富集部位，进而对矿床类型进行划分、探讨矿床成因

模式等。本文总结了角砾岩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

川滇黔交界地区的几个铅锌矿床含矿角砾岩进行了

详细研究，试图确定含矿角砾岩的成因，并进一步探

讨其形成构造背景与铅锌成矿之间的关系。

E 角砾岩的成因分类

岩石学中常把砾级颗粒中呈棱角和次棱角状者

含量大于LDP的粗碎屑岩统称为角砾岩。角砾岩的

分类方案较多（刘宝王君，EJMD；曾允孚等，EJMN；赵澄

林等，HDDE），目前，比较常用的分类方案是按成因分

类，如残积角砾岩、冰川角砾岩、同生角砾岩、滑塌角

砾岩、岩溶角砾岩、盐溶角砾岩、火山角砾岩、断层角

砾岩等（表E）。

林玉石等（EJMC）、刘功余等（EJMK）在研究桂林

岩溶地区断裂角砾岩时提出了岩溶交代改造断裂

岩，并探讨了其特征、地质意义和成因。隋志龙等

（HDDI）在研究恭城—栗木断裂带时提出了断溶角砾

岩，其实质与岩溶交代改造断裂岩属同一类型。汪

劲草等（EJJJ；HDDD）认为东川因民角砾岩为水压角砾

岩，并提出了流体动力角砾岩的概念，探讨了其形成

条件、分类、识别标志和意义等。李先福等（HDDE）对流

体动力角砾岩分类中的水力压裂角砾岩的几何特征、

鉴别标志、形成机制和找矿意义等进行了详细论述。

H 川滇黔交界地区铅锌矿床含矿角砾

岩特征及成因

探讨研究角砾岩的成因，其形态、大小分布、空

间产出状态是I个重要因素，对角砾岩的形态研究

可以区分其是物理成因的还是化学成因的；大小分布

DIN 矿 床 地 质 HDEH年

 
 

 

 
 

 
 

 



 
 

 

 
 

 
 

 



表! 角砾岩的成因分类及其特征

"#$%&! ’&(&)*++%#,,*-*+#)*.(#(/-&#)01&,.-$1&++*#,
成因 类型 特征 参考文献

风化作用 残积角砾岩 砾石呈棱角状、无分选，砾石成分单一，沿剖面向下逐渐过渡为下伏母岩 曾允孚等，!"#$

冰川作用 冰川角砾岩
成分复杂；分选极不好，砾石和泥砂混杂。砾石呈棱角状，角砾形状极为特

征，如常见砾石表面有丁字形擦痕等；砾石排列极为紊乱

曾允孚等，!"#$；

赵澄林等，%&&!

同生作用

同生角砾岩 竹叶状、扁豆状、疙瘩状、瘤状灰岩，或细粒碎屑岩 曾允孚等，!"#$

滑塌角砾岩
棱角状角砾和磨圆砾石可同时存在，分选性很差，砾石大小极不一致，厚度

变化大，常呈透镜状产出，分布局限
曾允孚等，!"#$

化学作用

岩溶角砾岩

角砾通常为板状碎片及各种大小的石灰岩块，杂基仍是碳酸盐质或风化的

红土物质。角砾呈高度棱角状，无分选，成分单一。角砾岩层厚度变化

很大，由几厘米到十米或者更厚。角砾岩层顶、底界特别是底界很明显

曾允孚等，!"#$；

沈继方等，!""’；

赵澄林等，%&&!

盐溶角砾岩

顺层分布，底面较平整，而上层面波状起伏，具垮塌现象；砾石呈棱角状、次

棱角状，砾径变化很大，成分较简单，为顶板岩层或较高层位岩层。砾石

大小混杂，无分选性；角砾岩中常存在溶解残余物

张瑞锡等，!"##；

魏东岩，!""!

火山作用 火山角砾岩
由大小不等的熔岩角砾组成；具火山角砾结构，分选差，不具层理，通常为

火山灰填隙。大多分布在火山口附近

曾允孚等，!"#$；

赵澄林等，%&&!

构造作用

断层

角砾

岩

张性

角砾岩

角砾和胶结物排列无一定规律，角砾多呈棱角—次棱角状，杂乱无定向，这

种角砾岩一般在张性应力作用下形成

挤压

角砾岩

角砾具有一定的磨圆、压扁，多呈透镜状、椭圆状，常定向排列，胶结物围绕

角砾分布，显示片理状定向，是挤压应力作用下的产物

夏宗国，!"#’；

朱志澄，!"""

构 造 与 化 学 作

用

断溶角砾岩／岩溶

交代 改 造 断 裂

岩

角砾包括断层角砾和岩溶崩塌角砾两种，其胶结物既有白色的结晶方解石

也有红色的钙、铁物质及钙华。断溶角砾岩可由多期断层角砾和岩溶崩

塌角砾互为彼此所组成，可构成复杂的“砾中砾”现象

林玉石等，!"#(；

刘功余等，!"#)；

隋志龙等，%&&’

流体动力作用 流体动力角砾岩

空间上呈筒状、囊状、脉状、不规则状等；角砾和基质成分复杂，且有显著位

移；多数角砾和基质是外来的；角砾岩带边界具突变性。水压角砾岩中

的角砾多数可拼合，角砾岩带边界具一定的过渡性

汪劲草等，!"""；

%&&&；李先福等，

%&&!

川滇黔交界地区铅锌矿床赋矿地层有前震旦系

变质基底、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

石炭系、二叠系，主要集中在震旦系和石炭系中，其

次为寒武系（主要为矿点）。而在震旦系和石炭系分

别集中在上震旦统灯影组和下石炭统摆佐组（张长

青，%&&#）。野外地质调查研究的几个典型铅锌矿床

主要赋存于上震旦统灯影组到下石炭统摆佐组之中，

并对其含矿角砾岩进行了详细观察与鉴定（表%）。

2*! 含矿角砾岩的岩石学特征

（!）角砾 角砾成分单一，为岩石原地破碎的

产物，如灰白色、深灰色—灰黑色白云岩或白云质灰

岩，部 分 角 砾 可 见 碳 酸 盐 岩 的 原 生 沉 积 纹 层（图

%+）。角砾中未见复砾结构。角砾含量一般在,&-
!$,-，填隙物及金属矿物合计约占’,-!,&-，个

别角砾含量只有’&-!(,-。角砾大小很不均一，

一般在’!!&..，最大砾径可达(*,/.0,/.。角

砾多呈棱角状—次棱角状，无磨圆，无分选，基本无

定向（图%1）。大部分角砾与胶结物之间界线清晰

（图%2）。

（%）杂基 杂基含量一般在!,-!’&-，主要

为磨碎的岩屑和岩粉以及成矿流体中沉淀的细粒物

质，基本未见岩石压溶物质和外源物质（图%1）。

（’）胶结物 胶结物含量一般在!&-!!,-，

主要为重晶石、方解石胶结，其次是铁质胶结（图

%1、%2）。

（(）金属矿化 可见自形晶粒状方铅矿、闪锌

矿，立方体粒状或隐晶质黄铁矿，少量黄铜矿，含量

一般在!,-!%&-，个别可达(&-!,&-。方铅

矿、闪锌矿呈斑点状或块状集合体分布于角砾间。

黄铁矿呈浸染状分布于杂基中，或呈细脉状分布在

角砾与胶结物的边部。各含矿角砾岩中金属矿物以

一到两种金属矿物为主，但总的来说角砾内部一般

没有矿化，矿化作用主要发生在角砾周围（图%3）。

2*2 含矿角砾岩的力学特征

从表%中可以看出，研究区含矿角砾岩中角砾

的成分与围岩成分一致，多为灰白色、深灰色—灰黑

色白云岩或灰岩，角砾大小不一，无分选且角砾棱角

清晰，多呈棱角状—次棱角状，角砾基本无定向排

列，部分角砾间位移或旋转量不明显，角砾间具有一

定的可拼性（图’1）。上述含矿角砾特征与表!中张

性角砾岩的特征完全一致，故推断为张性角砾岩。

%’$ 矿 床 地 质 %&!%年

 
 

 

 
 

 
 

 



表! 川滇黔交界地区铅锌矿床含矿角砾岩特征

"#$%&! ’&#()*&+,-,*&.$&#*/01$*&22/#+/0%&#3.4/023&5,+/(+,-6/27)#0.8)00#0.9)/47,)$,*3&*#*&#

矿床名称 矿床地质特征 含矿角砾岩特征
角砾岩成因

类型

矿床地质

特征参考文献

荥 经 县 三

合 乡 宝

贝 凼 铅

锌矿床

该矿床是一个矿物成分简单，含银、镉、镓、

锗等多种伴生有益元素的中型矿床。产

于中奥陶统宝塔组白云岩中，主矿体受断

裂控制明显。矿体形态：柱状、似层状、透

镜状、细脉状；矿石矿物：闪锌矿、方铅矿，

少量黄铁矿；脉石矿物：白云石，极少量的

石英、方解石；矿石结构：粒状、碎裂、填

隙、交代等；矿石构造：浸染状、团块状、环

带状、角砾状、网脉状；围岩蚀变：白云岩

化、硅化、重结晶、黄铁矿化

角砾为灰白色白云岩，含量!"#!!$#，砾

径大小不一，一般在%!&’’之间，最大

者可达()$*’+%)$*’，角砾多呈次棱角

状，部分磨圆，呈扁圆状，无分选，无定向，

杂乱分布。角砾与胶结物之间界线不清

晰。杂基含量($#!%"#，为岩屑、岩粉。

胶结物主要为重晶石，其次少量方解石，

含量约,$#。矿化：主要为方铅矿、闪锌

矿，少量星点状黄铁矿，约占,$#，矿化发

生在角砾周围，角砾内部无矿化

张 性 角 砾

岩
李志廷等"，,-&$

甘 洛 县 赤

普 铅 锌

矿床

该矿床是一大型矿床，产于上震旦统灯影组

微晶白云岩中，沿马拉哈倒转背斜东翼产

出。矿体形态：似 层 状、透 镜 状；矿 石 矿

物：方铅矿、闪锌矿为主，次有黄铁矿；脉

石矿物：白云石、石英和少量方解石，偶见

重晶石、萤石等；矿石结构：自形.半自形

晶粒、变晶镶嵌、等粒状、鲕状连生；矿石

构造：块状、浸染.稠密浸染状为主，角砾

状、细脉状、条带状、碎粒状次之；围岩蚀

变：以硅化为主，次为方解石化、白云石

化、沥青化，局部可见重晶石化

角砾 为 灰 黑 色 白 云 质 灰 岩，含 量$"#!
/"#，砾径大小不一，一般在(!/’’之

间，最大者可达,0$*’+(0$*’，角砾多

呈棱角状，少部分呈次棱角状，无分选，无

定向，杂乱分布。角砾与胶结物之间界线

清晰。杂基含量约,$#，主要为岩屑、岩

粉。胶结物主要为重晶石，含量,$#!
("#。矿化：主要为自形晶粒状黄铁矿、

少量闪锌矿，占,"#!,$#，矿化发生在

角砾周围，角砾内部无矿化

张 性 角 砾

岩

龙训荣等，,--$；

,--1；徐 新 煌

等，,--/；张长

青等，(""1

会 东 县 铅

锌 镇 大

梁 子 铅

锌矿床

该矿床是一大型矿床，产于上震旦统灯影组

灰色致密块状白云岩中，沿凉山断褶带东

南角和东川台拱西北交接部位断裂带产

出。矿体形态：筒状、脉状、透镜状；矿石

矿物：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白铁矿、菱

铁矿、黄铜矿、磁铁矿、铅矾等；脉石矿物：

白云石、石英、方解石；矿石结构：细粒、球

粒状、草莓状；矿石构造：致密块状、浸染

状、角砾状、脉状、网脉状；围岩蚀变：硅

化、碳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

角砾为灰白色、深灰色白云岩，含量$"#!
$$#，大部分角砾中可见沉积纹层，砾径

不均，一般在%!,"’’，最大者!)$*’+
$*’，角砾呈棱角状，无分选，无定向，杂

乱分布。角砾间位移或旋转量不明显，角

砾间具有一定的可拼性。角砾与胶结物

之间界线不清晰。杂基含量,$#!("#，

主要为深灰色岩屑、岩粉；胶结物主要为

钙质物质，含量约,"#。矿化：主要为闪

锌矿，少量黄铁矿、方铅矿，约占("#，矿

化发生在角砾周围，角砾内部无矿化

张 性 角 砾

岩

林方成，,--!

六 盘 水 市

观 音 山

镇（老鹰

山镇）杉

树 林 铅

锌矿床

该矿床是一中型矿床，产于中石炭统、下石

炭统摆佐组石灰岩，沿威水背斜南西翼近

轴部处层间活动带产出。矿体形态：似层

状、囊状、脉状；矿石矿物：黄铁矿、方铅

矿、闪锌矿；脉石矿物：方解石、白云石、重

晶石、萤石；矿石结构：全晶质粒状为主，

其次交代残余；矿石构造：致密块状、纹层

状、条带状、角砾状、星散状；围岩蚀变：方

解石化、白云石化、重晶石化、萤石化

角砾 为 灰 黑 色 白 云 质 灰 岩，含 量/"#!
/$#，砾径大小不一，一般在%!&’’，最

大者可达()$*’+%*’，角砾呈棱角状，

无分选，无定向，杂乱分布。角砾与胶结

物之 间 界 线 清 晰。 杂 基 含 量 ,$# !
("#，主要为灰黑色细粒岩屑、岩粉。胶

结物主要为重晶石，其次为方解石，含量

约,"#。矿化：主要为闪锌矿，少量黄铁

矿，约占,"#，矿化发生在角砾周围，角

砾内部无矿化

张 性 角 砾

岩

郑传仑，,--(

汉 源 县 唐

家 铅 锌

矿床

该矿床是一中型矿床，产于上震旦统灯影组

白云岩中，受东西向断裂带和层间破碎带

控制。矿体形态：脉 状、似 层 状；矿 石 矿

物：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褐铁矿、异己

矿、白铅矿；脉石矿物：白云石、石膏、高岭

石、绿泥石；矿石结构：晶粒、包含、填隙、

斑状、镶边、次为文象、交代、压碎；矿石构

造：块状、角砾状、脉状、浸染状、蜂窝状、

格子状；围岩蚀变：白云石化、黄铁矿化、

方解石化、褐铁矿化、石膏化、绿泥石化、

高岭土化

角砾为深灰色白云岩，含量!$#!$"#，砾

径一般在!!,"’’之间，最大者可 达

(0$*’+%*’，角砾多呈棱角状，少部分

呈扁豆状，无分选，无定向，杂乱分布。角

砾间位移或旋转量不明显，角砾间具有一

定的可拼性。角砾与胶结物之间界线清

晰。杂基含量约,$#，主要为灰色—深灰

色岩屑、岩粉。胶结物主要为重晶石，次

为方解石，含量,"#!,$#。矿化：主要

为隐晶质黄铁矿、方铅矿，少量闪锌矿，约

占($#，矿化发生在角砾周围，角砾内部

无矿化

张 性 角 砾

岩
李荣辰等#，,--,

%%/第%,卷 第%期 韩 奎等：川滇黔交界地区铅锌矿床含矿角砾岩特征及其构造意义

 
 

 

 
 

 
 

 



续表!"#
$%&’()*+,-!"#

矿床名称 矿床地质特征 含矿角砾岩特征
角砾岩成因

类型

矿床地质

特征参考文献

会 理 县 天

宝 山 铅

锌矿床

该矿床是一大型矿床，产于上震旦统灯影组

白云岩中，受天宝山!"向短轴向斜轴部

控制。矿体形态：大脉状；矿石矿物：闪锌

矿、方铅矿、黄铜矿、黄铁矿等；脉石矿物：

石英、方解石、白云石、重晶石等；矿石结

构：交代、乳滴状、叶片状、文象、连生；矿

石构造：块状、网脉状、脉状、细脉浸染状、

角砾状；围岩蚀变：白云石化、硅化、绢云

母化、碳酸盐化以及局部黄铁矿化

角砾为灰白色白云岩，大部分角砾可见沉积

纹层，含量#$%!#&%，砾径大小不一，一

般在#!&’’之间，最大者可达()&*’
+,*’，角砾多棱角状—次棱角状，无分

选，无 定 向，杂 乱 分 布。填 隙 物 含 量 约

-&%，主要为灰白色岩屑、岩粉。矿化：网

脉状闪锌矿，少量方铅矿，占&$%!&&%，

矿化发生在角砾周围，角砾内部无矿化

张 性 角 砾

岩

王小春，-..(

荥 经 县 新

建 乡 紫

炉 村 铅

锌矿

该矿床是一小型矿床，产于中奥陶统宝塔组

白云岩中，受断层和层间破碎带控制。矿

体形态：层状、似层状、脉状；矿石矿物：方

铅矿、黄铁矿为主，其次闪锌矿；脉石矿

物：方解石、白云石、重晶石等；矿石结构：

自形/半自形晶粒结构；构造：网脉状、脉

状为主，角砾状、浸染状次之；围岩蚀变：

白云石化、硅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等

角砾为灰白色白云岩，含量&$%!0$%，砾

径一般在,!1’’之间，最大者可达(
*’+,*’，角砾多呈次棱角状，部分磨圆，

无分选，无定向，杂乱分布。角砾与胶结

物之间界线清晰。杂基含量-$%!-&%，

主要为灰白色岩屑、岩粉。胶结物主要为

紫红色铁质物质，其次为少量重晶石，含

量-$%!-&%。矿化：主要为黄铁矿，少

量方铅矿，约占($%，矿化发生在角砾周

围，角砾内部无矿化。部分角砾发生溶蚀

且与胶结物之间可见一些溶蚀孔

张 性 角 砾

岩

本文

荥 经 县 三

合 乡 建

政 村 横

香 岗 铅

锌矿床

该矿床是一小型矿床，目前正处于坑探阶

段。矿体产于中奥陶统宝塔组白云岩中，

受断层控制明显。矿体形态：似层状，脉

状；矿石矿物：黄铁矿、方铅矿、闪锌矿；脉

石矿物：方解石、重晶石、白云石；矿石结

构：半自形粒状、细粒状；矿石构造：块状、

角砾状、浸染状、网脉状；围岩蚀变：主要

为重晶石化、方解石化，其次为白云石化，

硅化，黄铁矿化。与该矿相邻不远处为三

合乡建政村大水担沟铅锌矿床，为一小型

铅锌矿床，目前正在开采

角砾为灰白色白云岩，含量&&%!0$%，砾

径一般在,!1’’之间，最大者可达(
*’+()&*’，角砾多呈次棱角状，部分磨

圆，无分选，无定向，杂乱分布。角砾间位

移或旋转量不明显，角砾间具有一定的可

拼性。角砾与胶结物之间界线不清 晰。

杂基含量($%!(&%，主要为灰黑色岩

粉、岩屑。胶结物主要为钙质物质，含量

约-$%。矿化：主要为细粒黄铁矿，少量

方铅矿，含量约-$%，矿化发生在角砾周

围，角砾内部无矿化

张 性 角 砾

岩

本文

布 托 县 乌

依 乡 乌

依 铅 锌

矿床

该矿床是一中型矿床，产于上奥陶统巧家组

碳酸盐岩中，矿区位于康滇地轴东侧，矿

体受断裂和层间破碎带控制。矿体形态：

似层状、透镜状；矿石矿物：以方铅矿为

主，闪锌矿、黄铁矿次之，少量黄铜矿、铜

蓝、砷黝铜矿、辉银矿、菱锌矿、白铅矿等；

脉石矿物：重晶石、白云石、方解石，少量

石英；矿石结构：自形/他形粒状、交代残

余、交代溶蚀、胶状、纤维状，矿石构造：浸

染状、致密块状、似层状、脉状、不规则状、

条带状、层纹状；围岩蚀变：重晶石化、白

云石化、方解石化

角砾为灰黑色灰岩，含量#&%!,$%，砾径

一般&!-$’’，角砾呈棱角状，无分选，

无定向，杂乱分布。角砾与胶结物之间界

线清晰。杂基含量约-&%，主要为灰黑色

岩屑、岩粉。胶结物为重晶石，局部呈放

射状排列，含量#&%!,$%。矿化：方铅

矿、闪锌矿为主，少量黄铁矿，约占-$%，

矿化主要发生在角砾周围

张 性 角 砾

岩

角砾为灰黑色灰岩，含量#$%!#&%，砾径

一般,!0’’，角砾多呈透镜状，长条状

定向排列。填隙物含量-&%!($%，主要

为灰黑色岩屑、岩粉。矿化：主要为条带

状、网 脉 状 方 铅 矿，少 量 黄 铁 矿，约 占

&$%，矿化主要发生在角砾周围。局部见

放射状重晶石晶体

挤 压 角 砾

岩

谭小凡，-.1,"

注：# 李志廷，等)-.1&)四川省荣经县宝贝凼铅锌矿床详查评价地质报告)内部资料)

$ 李荣辰，等)-..-)四川省汉源县唐家铅锌矿区普查地质报告)内部资料)

" 谭小凡)-.1,)四川省布托县乌依铅矿区普查地质报告)内部资料)

布托县乌依铅锌矿床坑道中（坑口坐标：(23(14
$0)256，-$(3&04&$)&5!，78(,$$’）一壁发育一组

角砾岩带，角砾岩带与围岩接触界线清晰，顺地层层

面产出。角砾成分单一，主要为灰白色白云岩原地

破碎的产物，角砾大小不一，呈棱角状—次棱角状，

基本无定向，重晶石胶结，显示张性角砾岩的特点

（图,9）。同时，在该矿床中也发育具有挤压构造特

征的含矿角砾岩，角砾岩的成分与围岩的成分一致，

,#0 矿 床 地 质 ($-(年

 
 

 

 
 

 
 

 



 
 

 

 
 

 
 

 



 
 

 

 
 

 
 

 



 
 

 

 
 

 
 

 



! 白垩纪—古近纪弱伸展背景下的局部断陷作用；

" 新近纪—第四纪强烈挤压背景下的褶皱—冲断

作用。各期构造事件在川滇黔交界地区均产生了不

同的沉积!构造效应。

野外地质调查研究的几个典型铅锌矿床赋存于

上震旦统灯影组到下石炭统摆佐组之中，绝大部分

铅锌矿床中都发育张性含矿角砾岩（图"）。川滇黔

交界地区铅锌矿床最新赋矿地层是二叠系（张长青，

#$$%），如云南省罗平县富乐厂铅锌矿床赋存于中二

叠统茅口组白云岩、灰岩中，且角砾状构造是其矿石

的典型构造（司荣军，#$$&），反映成矿作用应该发生

于茅口期之后。结合扬子地块西南缘区域地质构造

演化特点和已有典型铅锌矿床成矿年代同位素测年

数据，在这’期构造事件中，只有峨眉山地幔柱活动

引起的区域性伸展背景与该区的铅锌成矿作用在时

间、空间以及含矿角砾岩的成因方面吻合。可大致

推断，从中二叠统茅口组被矿化以来，该铅锌成矿区

主要受到了#期伸展构造事件的影响。第一期为早

二叠世／晚二叠世的升降运动（东吴运动）与晚二叠

世峨眉山玄武岩喷发活动的区域伸展作用。东吴运

动在中国南方具有明显的地区性，东部以挤压汇聚

作用为主，主要为造陆性质的地壳振荡运动；西部则

以伸展裂陷作用为主，表现为洋盆扩张、地壳的拉张

破裂和大规模的玄武岩喷发（燕继红等，#$$(）。茅

口末期峨眉山地幔柱上升引起的地壳抬升、峨眉山

玄武岩的喷发和东吴运动这三者之间存在成因联

系；上扬子中!晚二叠世之间的东吴运动是峨眉山地

幔柱 上 升 所 造 成 的 地 壳 快 速 差 异 抬 升（何 斌 等，

#$$&），在此差异抬升背景下，川滇黔交界地区在中!
晚二叠世主体应处于区域性伸展构造环境。峨眉山

地幔柱上隆导致地壳浅部形成穹隆构造，张性破裂

构造可能呈弥散状发育于穹隆构造顶部的任何部

位。此次伸展作用导致正断层发育，形成局部减压

扩容空间，为成矿流体的运移创造了条件。盆地内

的成矿流体沿断层面运移，当成矿流体运移到盆地

边缘与已存的深大断裂、破碎带相遇时，由于成矿流

体物理化学条件的迅速改变或者与含有机质的还原

性流体的混合，导致铅锌铁等金属硫化物在断裂带

或破碎带内充填沉淀而形成角砾状或网脉状!脉状

构造的矿石。第二期为白垩纪—古近纪期间弱伸展

背景下的局部断陷作用。川滇黔交界地区的伸展构

造表明，在铅锌矿化之后，该地区还发生过至少一次

伸展事件，表现为发育一系列正断层，可能破坏了铅

锌矿体的连续性。在许多剖面上都能见到正断层截

切下白垩统（图&、图(）。例如，会东县穿过大梁子

铅锌矿床的构造剖面上（图’），正断层虽然并没有直

接截切灯影组（)#!）赋矿地层，但是在地下隐伏区正

断层截切赋矿地层，说明正断层应该发生在铅锌矿

化之后，并有可能破坏了铅锌矿体的连续性。

* 主要结论

（"）川滇黔交界地区铅锌矿床中含矿角砾岩分

布较为广泛，在大部分矿床中均可见到，如荥经县新

建乡紫炉村、荥经县新庙乡千翻沟村仙人洞、荥经县

三合乡宝贝凼、荥经县三合乡建政村横香岗、汉源县

图& 云南省禄劝县深拉沟村!双化乡地质剖面（据#修改）

!#"—中寒武统西王庙组；!+#—上寒武统二道水组；,"$—下奥陶统红石崖组；-+—."%&—上三叠统—下侏罗统

白果湾组；.#’—中侏罗统益门组；.#"—中侏罗统新村组；.#(—中侏罗统牛滚凼组；/""—下白垩统小坝组；/#)—上白垩统雷打树组

0123& 4567621897:58;16<=>6?@A5<7926BC177925;6@AB9<2AB9-6D<1<EBFB9<G6B<;H，IB<<9<J>6K1<85
（?6L1=15L9=;5>"M#$$$$$4567621897N9O6=PB171@A55;）

!#"—N1LL75G9?Q>19<R1D9<2?19606>?9;16<；!+#—SOO5>G9?Q>19<T>L96:AB106>?9;16<；,"$—E6D5>,>L6K1819<P6<2:A1H906>?9;16<；

-+!."%&—SOO5>->19::18!E6D5>.B>9::18U912B6D9<06>?9;16<；.#’—N1LL75.B>9::18I1?5<06>?9;16<；.#"—N1LL75.B>9::18R1<8B<06>?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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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部四川省地质局第一区域地质测量队3"W((3"M#$万会理幅地质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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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铅锌矿化之后，时限为白垩纪—古近纪，表现为发

育一系列正断层，并有可能破坏了铅锌矿体的连续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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