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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新疆塔木) 卡兰古铅锌矿带位于塔里木板块西南缘之晚古生代碳酸盐台地环境中∀ 矿

化以铅锌矿为主 个别矿床含铜∀ 矿床赋存于中泥盆统) 下石炭统三个控矿的古含水层中 矿体形

态复杂 富矿段往往赋存于多组断裂构造交汇部位∀ 矿石根据其结构大体可分两类 一类呈角砾状

构造 硫化物呈浸染状 共 伴 生赤铁矿和磁铁矿 另一类矿石中硫化物以胶状! 草莓状结构为

主∀ 硫化物硫同位素值具有较宽的范围 Δ ≥ 为 1 ϕ ∗ ϕ 主要集中在 1 ϕ ∗

1 ϕ 和 1 ϕ ∗ 1 ϕ 两个区间 分别与上述两类矿石相对应∀ 研究表明 位于泥盆系与石

炭系间的第二古含水层是最重要的找矿层位 角砾岩带是重要的找矿评价标志 矿床成因可能属密

西西比河谷型 ∂ × 两种性质差异很大的低温热液混合引起成矿物质的沉淀和成矿∀

关键词 铅锌矿床 矿床成因 硫同位素 新疆塔木) 卡兰古

密西西比河谷型 ∂ × 矿床是世界上重要的铅锌矿类型之一 在我国也曾引起广泛的

重视∀虽然近年来在黔西北地区也发现了该类矿床的存在 但在我国仍无突破性找矿进展∀新

疆西昆仑地区的铅锌矿集中分布于阿克陶县克孜勒) 库斯拉甫地区 重要矿床有卡兰古2托格

拉克 简称卡兰古 下同 铅矿床! 塔木铅锌矿床! 阿巴列克铅铜矿床等∀ 年代后期曾开

展过初步勘探 获得近 万吨铅锌金属量 并认为这些矿床属于岩浆期后热液型 ∀ 近年来

的研究发现这些矿床有相似的成矿环境 其大地构造位置! 成矿地质特征以及地球化学特点

类似于典型的 ∂ × 矿床 与我国大多数铅锌矿床相比具有一些特殊性∀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塔里木地台西南边缘的铁克里克断隆 西南侧紧邻西昆仑古生代地槽≈ ∀矿带

受 • 向区域断裂控制 总体走向 • β 从更大范围上讲 这组断层受塔里木地台西南

缘大断裂制约∀ 区内古生界与主断裂走向一致 所有铅锌矿床 点 均分布于这组断裂之旁

侧 图 ∀ 铁克里克断隆区除局部出露少量的辉绿岩脉及早二叠世局部出现玄武岩外 缺乏

古生代以来的岩浆侵入活动∀

控矿地层为泥盆系) 下石炭统 下伏前寒武系变质岩 上覆上石炭统) 二叠系∀ 区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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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新疆塔木) 卡兰古铅锌矿带地质矿产简图

ƒ ⁄ × ∏2 ∏ 2 ÷

∏ ∏

∏ ∏ ° ∏ ≠ ×

≤ ∏ ≤ ∏ ⁄ √ ° 2

≤ 2

中泥盆统克孜勒组到上二叠统间无沉积间断 岩性简单 总体上属于一套浅海相碳酸盐岩)

陆源碎屑岩沉积 呈 • 向展布 ∀

泥盆系中统克孜勒陶组 ⁄ κ 下部为一套单一的碎屑岩沉积 主要岩石为中厚层状灰

绿色石英砂岩! 粉砂岩! 石英细砾岩等 上部为碎屑岩夹碳酸盐沉积 富含钙质! 粉砂质∀ 主

要岩石为钙质砂岩! 粉砂岩! 泥岩! 生物碎屑灰岩等∀ 上泥盆统奇自拉夫组 ⁄ θ 为紫红色

碎屑岩沉积 碎屑分选较好 磨圆度较高 主要岩石包括石英砂岩! 含砾石英砂岩! 细砂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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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炭系包括下统克里塔格组 ≤ κ ! 霍什拉甫组 ≤ η 和中上统卡拉乌依组 ≤ κ ! 阿

孜干组 ≤ α ! 塔哈奇组 ≤ τ 上覆下二叠统棋盘组 ° θ 及上二叠统达里约尔组 ° δ ∀

下石炭统克里塔格组为中厚层状不纯碳酸盐岩 包括厚层结晶灰岩! 生物碎屑灰岩! 礁灰岩

和白云质灰岩 富含生物化石 与下伏上泥盆统奇自拉夫组之间在矿带北部之克孜勒) 铁克

列克地区为整合接触 在矿带中南部之塔木) 卡兰古地区为断层接触∀ 霍什拉甫组为海相碳

酸盐岩夹碎屑岩沉积 下部以粉砂岩! 含砾长石石英砂岩为主夹薄层灰黑色中薄层灰岩和泥

灰岩 上部为厚层状微晶灰岩和结晶灰岩 富含化石∀

古含水层 ° ∏ ∀研究区铅锌矿! 铁矿几乎都受控于泥盆系) 石炭系的 套岩石

组合 相当于 个古含水层系统 图 ∀ 这些古含水层都是由下部含 透 水的碎屑岩 砂

岩 与上覆相对不透水的碳酸盐岩层组成 其间发生角砾化和白云石化作用∀

图  古生代地层及含矿层位剖面图

ƒ ° 2

下古含水层位于中泥盆统克孜勒组中 由克孜勒组下部石英砂岩! 砂砾岩与上部砂质灰

岩及灰岩共同构成∀ 灰岩含量少 含水层规模小 矿化强度弱 矿化以 ° 为主 共生! 伴生

≤∏ 见于矿带北部的铁克里克地区 以铁克里克铜铅矿为代表∀ 中古含水层位于泥盆系与石

炭系接触部位 由上泥盆统奇自拉夫组碎屑岩与下石炭统克里塔格组中厚层砂岩构成∀ 矿化

主要产于碎屑岩与上覆灰岩接触部位上侧之含碎屑灰岩中 伴有强烈的白云石化! 角砾岩化

等 是研究区最主要的容矿古含水层 大多数有经济意义的矿床 点 均见于此古含水层中∀

代表性的矿床 点 包括卡兰古! 塔木! 乌苏里克和卡拉牙斯卡克等铅锌矿以及库达曼特铁

矿等∀ 上古含水层位于下石炭统霍什拉甫组中 由下部的碎屑岩与上部的厚层灰岩构成 矿

化以阿巴列克铅铜矿和阿巴列克铁矿为代表∀

上述古含水体系 若同时发生断裂引起其中含矿卤水的活动 则可引起白云石化等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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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可能形成多金属矿化和铁矿化∀ 而在缺乏断裂活动的地区 则不形成含矿层∀

 矿床地质特征

主控矿断裂走向 • 与区域断裂大体一致 控制了矿带和主矿 化 体的走向 另一

组断裂以 ∞∞ 走向为主 规模小 但它控制主矿体尤其是富矿体的产出 特别是在上述两组

断裂的交汇部位 矿体规模往往迅速膨大 品位升高 其中 乌苏里克铅锌矿床全部产于晚

期断裂中∀

矿床全部受控于古含水系统的角砾岩带中∀ 角砾化作用大体沿地层层位发生 形态极不

规则 其范围远超过矿体范围∀ 在塔木铅锌矿床 角砾岩带长大于 宽 ∗

可大致与矿化体对应∀ 角砾为灰岩或白云质灰岩 在有砾岩的矿区 还可见到浑圆状石英角

砾 角砾大小不等 1 ∗ ∀ 胶结物为细粒碳酸盐岩 富含粘土质 普遍含铅锌矿化∀ 矿

石以角砾状构造为主∀ 局部地区 有些角砾呈浑圆状 表面有溶蚀现象 角砾岩与围岩有时

可见到不规则接触界面 可能反映成矿过程中 或之前 有古岩溶作用存在∀ 矿体属于角砾

岩的一部分 与围岩完全过渡 由品位圈定∀ 矿体形态不规则 有局部膨大现象 总体受控

于沿层分布的角砾岩 同时与横向断层的发育密切相关∀

矿带中 工业矿化以 ° ! 为主 少数矿床含 ≤∏∀其中卡兰古铅矿 一般 ° ∗ 1

平均品位 1 1 伴生 ≤ 1 塔木铅锌矿 ∗ ° ∗

平均 1 ° 1 � ∀矿床的成分与围岩性质有密切的联系 直接产于碳酸盐岩中的

矿床 化 以 为主 塔木铅锌矿床 储量比 ° 1 产在碎屑岩与碳酸盐岩接触

部位的矿化 体 以 ° ! ≤∏为主 其中若碎屑岩为灰白色砂砾岩 则矿化以 ° 为主 卡兰

古铅矿产于灰白色砂砾岩与碳酸盐岩接触部位靠碳酸盐一侧 基本不含 碎屑岩为紫红色

时矿化以 ≤∏为主 阿巴列克铅铜矿 储量比 ≤∏ ° 1 ≤∏主要分布于古含水层中铅锌

矿化下盘靠紫红色碎屑岩一侧 这与 ⁄ ≥√ 总结的 ∂ × 矿床一般规律一致≈ ∀

与成矿有关的围岩蚀变很弱 包括白云石化! 方解石化和硅化∀ 白云石化与矿化紧密共

生 白云石呈亮晶白色 透明 自形 粒径 ∗ 主要发生于硫化物两侧 的范围内

与白云岩或白云质灰岩中沉积的白云石或区域蚀变形成的白云石明显不同 后者多呈半自形

细粒 粒径 1 ∗ 1 深色 图版 ∀ 主要原生矿物包括方铅矿! 闪锌矿! 黄铜矿! 黄

铁矿! 赤铁矿! 磁铁矿! 砷镍矿以及白云石 少量石英! 方解石! 石膏∀

矿化可分为铅锌 铜 矿化和铁矿化 二者具有相似的围岩蚀变和矿物组合∀

铅锌 铜 矿∀ 矿床中缺乏明显的多期次矿化作用 无矿脉穿插现象∀ 矿石可分 种 ≠

角砾碎裂状矿石 为主要矿石类型 图版 碳酸盐岩常构成角砾 方铅矿! 闪锌矿呈胶结

物或呈不规则细脉状 共生矿物有亮晶白云石∀ 硫化物为粗粒 粒径一般大于 乌苏里

克铅锌矿床的方铅矿! 闪锌矿粒径达 以上∀ 矿石品位高 主要赋存于横向断裂与主断裂

的交汇部位∀ 在塔木铅锌矿床中 闪锌矿内部发育细粒长柱状! 针状黄铁矿 图版 ≤ ∀ 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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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状矿石 硫化物呈 / 斑点状0 浸染分布于含石英碎屑结晶灰岩中 方铅矿和少量闪锌矿不

均匀分布 局部集中呈 / 斑点状0 斑点内方解石全部被白云石化 方铅矿和闪锌矿充填于石

英和白云石粒间∀ 黄铁矿多呈草莓状 图版 ⁄ 和胶状结构 图版 ∞ 有些已被稍晚形成的

铅锌矿交代 局部还可见到呈胶状结构的闪锌矿以及由黄铜矿构成的草莓状结构∀ 在大部分

的矿床中 这种胶状结构或草莓状结构的黄铁矿化残留于铅锌矿石中 大部分已被交代∀ 矿

石中缺乏明显的脉状和碎裂状构造∀ 这类矿石主要见于卡拉牙斯卡克! 阿巴列克铅铜矿以及

卡兰古东西向矿体∀

铁矿∀ 铁矿呈脉状穿插于碳酸盐岩中∀ 矿脉宽 ∗ 其中含有黄铁矿矿石和赤铁矿矿

石 二者之间无明显的穿插∀ 黄铁矿矿石根据结构特点又可进一步细分为草莓状黄铁矿和结

晶中粗粒黄铁矿 草莓状黄铁矿矿石全部由细粒草莓状黄铁矿构成或由大量的极细粒黄铁矿

小于 Λ 集合体构成 常由于后期的重结晶作用引起草莓内部结构的破坏∀ 这种草莓状

结构也见于阿巴列克铜矿和卡兰古铅矿中 在那里较早形成的具草莓状或胶状结构的黄铁矿

被稍晚期出现的方铅矿! 闪锌矿! 黄铜矿等交代∀ 中粗粒黄铁矿矿石由高度自形的立方体黄

铁矿构成 图版 ƒ 粒径大于 1 部分达 1 ∀ 赤铁矿矿石与黄铁矿矿石常出现于

同一断裂中∀ 赤铁矿矿石中含有一些呈细脉状穿插的磁铁矿以及与磁铁矿共生的黄铁矿和亮

晶白云石 这种黄铁矿呈中粗粒自形) 半自形晶分布于磁铁矿脉的中心或出现于赤铁矿石边

部 同时共生有石膏∀

/ 斑点0分散状铅锌矿石和角砾状铅锌矿石可分别与细粒草莓状黄铁矿矿石和中粗粒自形

晶立方体黄铁矿矿石相对应 前者可能形成稍早∀由方铅矿! 闪锌矿交代早期形成的胶状! 草

莓状黄铁矿 并共 伴 生少量赤铁矿! 磁铁矿∀

 硫同位素

在塔木) 卡兰古矿带共测定硫化物的硫同位素样品 件 表 分别取自卡兰古! 塔木!

乌苏里克! 卡拉牙斯卡克和阿巴列克等矿床∀ 全区矿床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组成具有一个宽广

的分布范围 Δ ≥ 值为 1 ϕ ∗ ϕ ∀ 不同层位 古含水层 中的矿床 Δ ≥ 无明显的差

别 矿带中部与南部分布特点也是相似的 但单个矿床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差异∀铅锌 铜 矿

床中硫化物的硫同位素分布大体以 ϕ 为界划分为两个区域 图 即 1 ϕ ∗

1 ϕ 和 1 ϕ ∗ 1 ϕ 虽然各矿床不尽相同 但这两类硫同位素反映了不同成因的矿

石 它们可能代表着不同的物质来源∀

类硫同位素强烈富集 ≥ 分散 Δ ≥ 1 ϕ ∗ 1 ϕ 包括卡兰古! 卡拉牙斯卡

克! 阿巴列克铜矿以及部分塔木铅锌矿的样品∀ 具有这种硫同位素组成的矿石中硫化物呈分

散浸染状! / 斑点0 分散状 硫化物细粒 共生的黄铁矿往往具有草莓状结构或胶状结构 局

部还可见到具有胶状结构的闪锌矿∀

类硫同位素分布在 值附近 Δ ≥ 1 ϕ ∗ 1 ϕ 主要矿床包括塔木! 乌苏里克

和部分卡兰古铅锌矿的样品 对应的矿石以角砾状为主 品位高 矿体呈不规则脉状 以乌

苏里克铅锌矿为代表∀塔木铅锌矿的这类矿石都产于横向断裂与 • 向角砾岩带的交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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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塔木 卡兰古铅锌矿带硫同位素测定结果

Ταβλε 1 Συλφυρ ισοτοπε δετερμ ινατιονσ οφ τηε Ταμ υ−Καλανγυ λεαδ−ζινχ ορε βελτ

编 号 取样位置 矿石名称 特征 矿 物 Δ ≥ ϕ τ ε

× 卡兰古铅矿 细粒浸染状方铅矿矿石 方铅矿 1

× 卡兰古铅矿 浸染状矿石 贫矿 方铅矿 1

× 卡兰古铅矿 角砾状铅锌矿石 方铅矿 1

× 乌苏里克铅锌矿 块状粗粒方铅矿矿石 方铅矿 1

× 乌苏里克铅锌矿 块状粗粒闪锌矿矿石 闪锌矿 1

×

×

乌苏里克铅锌矿

乌苏里克铅锌矿

粗粒闪锌矿方铅矿矿石

粗粒闪锌矿方铅矿矿石

闪锌矿

方铅矿

1
1

1

×

×

乌苏里克铅锌矿

乌苏里克铅锌矿

粗粒闪锌矿方铅矿矿石

粗粒闪锌矿方铅矿矿石

闪锌矿

方铅矿

1
1

1

× 2 阿巴列克铅铜矿 细脉浸染状铜矿石 闪锌矿 1

× 2

× 2

阿巴列克铅铜矿

阿巴列克铅铜矿

细脉浸染状铜矿石

浸染状铅矿石 有草莓状结构

闪锌矿

方铅矿

1
1

1

× 2 阿巴列克铅铜矿 浸染状铅矿石 有草莓状结构 方铅矿 1

× × 2

× × 2

塔木铅锌矿

塔木铅锌矿

铅锌矿石 角砾矿

铅锌矿石 角砾矿

闪锌矿

方铅矿

1
1

1

× × 2 塔木铅锌矿 角砾状细脉浸染状闪锌矿矿石 闪锌矿 1

× × 2

× × 2

塔木铅锌矿

塔木铅锌矿

角砾状铅锌矿石

角砾状铅锌矿石

方铅矿

闪锌矿

1
1

1

× × 2 塔木铅锌矿 土黄色细粒黄铁矿石 胶状结构 黄铁矿 1

× × 2 塔木铅锌矿 含鲕状胶黄铁矿灰岩 胶状结构 黄铁矿 1

× × 2 塔木铅锌矿 横向矿脉 块状方铅矿矿石 方铅矿 1

× × 2 卡拉牙斯卡克 浸染状方铅矿矿石 方铅矿 1

× × 2

× × 2

卡拉牙斯卡克

卡拉牙斯卡克

含方铅矿闪锌矿角砾岩

含方铅矿闪锌矿角砾岩

黄铁矿

方铅矿

1
1

1 1

× × 2 卡拉牙斯卡克 含星点状方铅矿化石英砂岩 方铅矿 1

× × 2 库达曼特铁矿 致密块状细粒黄铁矿 草莓状 黄铁矿 1

× 2 阿巴列克铁矿 致密块状细粒黄铁矿 草莓状 黄铁矿 1

× 2 阿巴列克铁矿 致密块状粗粒黄铁矿 自形粒状 黄铁矿 1

× 2 阿巴列克铁矿 致密块状粗粒黄铁矿 自形粒状 黄铁矿 1

  注 测试单位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

图  塔木) 卡兰古铅锌矿带硫同位素分布直方图

) 卡兰古 ) 乌苏里克 ) 塔木 ) 卡拉牙斯卡克 ) 阿巴列克铜铅矿 ) 铁矿

ƒ ∏ ∏ ∏ × ∏2 ∏

2

∏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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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在 ∞ β和 • β方向的断裂中常出现块状铅锌矿石 矿物粗粒 品位高 共生黄铁矿

少且呈自形粒状∀

铁矿床中黄铁矿的硫同位素都超出上述两类同位素范围之外 个黄铁矿样 Δ ≥ 分别为

ϕ ! 1 ϕ ! 1 ϕ 和 1 ϕ 为最高值区和最低值区∀ 富含 ≥ 的黄铁矿都具有

草莓状或胶状结构 粒度极细 其中也共生有少量黄铜矿∀ 而富含 ≥ 的黄铁矿都呈中粗粒状

自形晶 与赤铁矿共 伴 生 或呈不规则脉状穿插于赤铁矿 石 体∀

根据硫同位素平衡温度计原理≈ 计算的成矿温度为 ∗ ε 明显呈脉状矿的乌苏里

克矿床成矿温度在 ∗ ε 以角砾状矿石为主的塔木矿床为 ∗ ε 阿巴列克铅铜

矿为 ε 该矿床发育大量的草莓状和胶状黄铁矿 而取自卡拉牙斯卡克铜铅矿床 / 斑点0 浸

染状矿石的成矿温度为 1 ε 虽然这一温度值过低 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卡拉牙斯卡克矿

床浸染状矿石成矿温度较低 同时也可能是不同来源硫混合的结果∀

这些同位素温度与闪锌矿的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 ∗ ε 是基本一致的 成矿温

度很低 同时也说明成矿体系中矿物硫同位素基本上达到了平衡状态∀

 讨 论

塔木) 卡兰古地区铅锌 铜 矿床的地质和硫同位素特征说明其成因具有密西西比河谷

型矿床的特点 它们与北美地区密西西比河谷型矿床成因特点是非常相似的 表现在大地构

造环境! 含矿建造! 矿体和矿石特征! 围岩蚀变! 角砾岩化! 成矿温度以及硫同位素分布等

方面∀

虽然 ≥ 认为 ∂ × 型矿床是一类地质特征差异很大的矿床≈ 但它们有着一些共

同的特点∀除在西澳大利亚发现 ∂ × 型矿床产于 ≤ 裂陷盆地中外≈ 世界各地迄今所

发现的几乎所有这类矿床都产于大陆边缘的碳酸盐台地中 尤其被动大陆边缘≈ ∀区内缺乏与

成矿有关的岩浆作用≈ ∀控矿地层为滨浅海相稳定沉积的一套厚层不纯碳酸盐夹碎屑岩 矿

体直接受控于古含水层系统≈ ∀矿体形态不规则 富矿体受控于局部的断裂构造∀矿石以角砾

状为主≈ 角砾岩化普遍 围岩蚀变主要是白云石化 在很多矿床中 亮晶白云石的出现是重

要的找矿评价标志≈ ∀矿石组分简单 以方铅矿! 闪锌矿为主 黄铁矿含量少 普遍含铜 成

矿温度低≈ ∀

本区自中泥盆统克孜勒组到上二叠统间无沉积间断 属于稳定的克拉通边缘碳酸盐岩台

地环境∀ 铁克里克断隆区除局部出露少量的辉绿岩脉外 无侵入活动 这类辉绿岩脉的分布

也与矿区无直接联系∀ 矿体与围岩界线不清 缺乏明显的多阶段热液活动现象 断裂交汇部

位往往形成富矿体∀ 矿化沿古含水层中产生角砾化的部位发生 矿化范围远大于矿区 角砾

多为碳酸盐岩 硫化物构成胶结物∀ 亮晶白云石化是主要的围岩蚀变 硅化弱且不普遍∀ 矿

石中有大量的胶状结构! 草莓状结构 到目前为止未发现条纹条带状结构构造∀ 矿物成分简

单 成矿温度低 闪锌矿透明! 色浅∀本区矿床的这些特点也是世界 ∂ × 型矿床的共同特点

尤其与北美 ∏ 东南部和 地区的 ∂ × 型矿床相似≈ ∀

虽然 ∂ × 型矿床的成因模型仍存在争议 至少包括混合模式!硫酸盐还原模式以及还原

硫模式≈ ∗ ∀ 其中 两种热液甚至多来源热液的混合成矿模式≈ 已为目前很多的学者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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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似乎能更好地解释一些 ∂ × 矿床的成矿特点∀一种是富含硫的还原性热液 另一种

流体富含金属物质 氧化性较高 二者的混合在特定部位造成硫化物的沉淀∀

单用硫同位素的分异作用或单一来源的含矿热液的分异演化 还原硫模式 看来都无法

解释塔木) 卡兰古地区 Δ ≥ 为 1 ϕ ∗ ϕ 这一宽广的分布范围∀ 两类不同特点的矿石

类型和铁矿石特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独特的硫同位素分布规律说明成矿作用过程中可能存在

两种不同性质! 不同来源的含矿热液 二者的相互混合形成了目前的各种铅锌矿石∀

一类是具有还原性的含矿热液 沿角砾岩化的层位形成广泛的低品位矿化 以这类热液

为主形成的矿石矿物粒度细 呈 / 斑点0 浸染状! 胶状! 草莓状结构等 矿物共生组合包括

黄铁矿! 方铅矿! 闪锌矿等 但不含赤铁矿或磁铁矿∀热液温度可能较低 具有极低的 Δ ≥ 值

其成因可能与某种硫酸盐或硫化物的还原作用有关 大量的草莓状黄铁矿! 胶状黄铁矿以及

闪锌矿的出现 说明生物还原作用是可能存在的∀这种热液不含或少含 ° ! ! ≤∏等金属元

素 主要形成黄铁矿∀ 在卡兰古! 阿巴列克! 卡拉牙斯卡克等矿床的成矿过程中均起重要的

作用∀

另一类含矿热液属于氧化性流体 温度较高 有较高的 Δ ≥ 值 如果考虑到氧化环境中

≥ 2 ≥ 间的平衡关系 则初始热液中的 Δ ≥2≥值会更高∀ 以这种热液为主形成的矿石品位

较高 矿石的矿物共生组合除黄铁矿! 方铅矿! 闪锌矿和黄铜矿外 还广泛发育有赤铁矿∀这

一特点在铁矿床中表现最为明显 发育块状的赤铁矿矿石 其中含磁铁矿和粒状黄铁矿∀ 矿

石呈角砾状! 脉状∀ 主要结构为中粗粒粒状∀ 该类型矿石更多地见于缺乏胶状! 草莓状结构

的横向断裂发育部位 尤其是多组断裂的交汇部位 乌苏里克! 塔木等矿床以该类矿石为主∀

表现为矿石中出现大量的赤铁矿! 磁铁矿以及石膏等∀其中中粗粒黄铁矿矿石 Δ ≥ 为 1 ϕ

∗ ϕ 与 ≤ 的石炭纪海水硫酸盐的 Δ ≥ 值 ϕ ≈ 一致∀

 结 论

分布于新疆阿克陶县的塔木) 卡兰古铅锌矿带属于密西西比河谷型 ∂ × 其成矿

地质特征与北美地区的 ∂ × 型矿床有类似的特点∀

成矿过程中可能存在两类性质差异很大的含矿热液 一种是富硫的还原性热液 Δ ≥

值低 另一种富含金属物质 但可能贫硫 属于氧化性热液 Δ ≥ 值高 两种热液的混合形成

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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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铅锌矿石∀ 亮晶白云石 ⁄ 紧挨硫化物 方铅矿 分布 高度自形 透明 两侧为沉积结

晶白云石 ⁄ 颜色较深 透明度差∀ 塔木 ≅ 透射光

图版  角砾状铅锌矿石∀角砾为碳酸盐岩和石英 胶结物为硫化物! 亮晶白云石和少量粘土质∀塔木 ≅

图版 ≤  块状铅锌矿石∀ 闪锌矿 ≥ 晶体内部分布大量长柱状! 针状黄铁矿和部分细粒自形黄铁矿

° ∀ 塔木 ≅ 反射光

图版 ⁄ 含草莓状结构的铜矿石∀ 草莓状结构 草莓由黄铁矿 ° 组成 黄铁矿常呈自形晶 其间常充填

方铅矿! 黄铜矿等∀ 阿巴列克铅铜矿 ≅ 反射光

图版 ∞ 含胶状黄铁矿的铅锌矿石∀ 黄铁矿 ° 呈胶状结构∀ 塔木 ≅ 反射光

图版 ƒ  块状黄铁矿矿石∀ 黄铁矿几乎全部呈立方体自形晶∀ 阿巴列克铁矿 ≅ 反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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