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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凡口铅锌矿是发育于碳酸盐岩建造中的海底喷溢沉积矿床 以 / 一大二富三集中0 的

特点和典型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吸引着中外矿床地质工作者∀ 叠层状矿体发育于同沉积断裂的旁

侧 矿层与灰岩呈沉积接触关系∀ 矿石具沉积碎屑组构 黄铁矿! 闪锌矿具外生特征∀ 稀土元素

组成和硫同位素组成反映矿床与同生作用有关∀ 铅同位素组成具有壳源和下地壳来源铅的特征∀

矿区主要矿层经历海底热泉喷溢沉积) 成岩的演化∀

关键词 海底热泉 元素分布 稀土组成 同位素 包裹体 凡口铅锌矿床

凡口铅锌矿是我国著名的超大型层控矿床之一 矿层厚达数十米 ° ! 品位是金顶铅锌矿

的数倍 ! ! ! 等都分别达到大型矿床规模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经济意义∀

凡口铅锌矿位于曲仁盆地北侧∀盆地外缘出露前泥盆纪变质岩系 构成本区褶皱基底 内

缘近东西走向的晚古生代碎屑岩和碳酸盐岩覆盖在加里东不整合面上 硫化物矿体主要赋存

在中上泥盆统灰岩中 叠层状矿体发育于同沉积断裂的旁侧 矿层与灰岩呈沉积接触关系∀矿

石具沉积碎屑组构 黄铁矿! 闪锌矿具外生特征 是我国极具特色的发育于碳酸盐岩建造的

海底热泉喷溢沉积矿床 朱上庆等 ≈ 具有一系列介于内生和外生矿床的地质特征∀

 矿化元素在围岩中的分布

° ! 等元素在矿区地层中的含量比区域地层高数倍≈ ∀ 在矿区内部越靠近矿层 成矿

元素含量越高∀ 矿层与围岩界线清晰 无蚀变矿化现象 围岩中矿化元素异常分布与矿层呈

平行整合关系∀ 与底板围岩相比 顶板近矿围岩受到酸性热泉的影响更明显∀ 在热泉活动间

竭 由于海水受矿化元素毒化 一般底栖生物无法生存 海水仍偏酸性 ≥ 发生沉淀 而

≤ ≤ 的沉淀受到扼制 表 ∀

在矿区内部和外围 各时代地层 ° ! 概率分布特征表明 主要含矿层位为天子岭组和

东岗岭组灰岩 占全区储量的 以上 ∀° ! 概率曲线呈现 ∗ 个成因总体 图 而

多数弱含矿层位和无矿层位则只具一个 沉积 成因总体 图 说明主要含矿层位 如⁄ τ !

⁄ τ ! ⁄ τ 受热泉成矿作用的影响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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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矿体顶底板围岩岩性及化学成分

Ταβλε 1 Λιτηολογιχ ανδ χηεμ ιχαλχομ ποσιτιον οφ ηανγινγ ανδ λψινγ ωαλλροχκσ

产  状 样品数 颜 色 生物情况 ≥ ≤ ≥ °

矿层底板 灰白色 生物发育 1 1 1 1 1

离矿层顶面 灰白色 较发育 1 1 1 1 1

离矿层顶面 灰黑色 生物稀少 1 1 1 1

矿层顶板 ∗ 灰黑色 无生物 1 1 1

条带状矿石夹层 灰黑色 无生物 1 1 1

   注 中国地质大学化分室分析

图  主要含矿地层 ° ! 概率曲线

ƒ ° ∏ √ ° 2

图  次要含矿层 ° ! 概率曲线

ƒ ° ∏ √ °

2

 成矿元素在矿体中分布

矿区内 中段 ≥ 号矿体的 ! ° 和 ° 趋势面出现封闭式凹陷 图 与此

同时 在其附近的 ! ° 趋势面呈现封闭式隆起∀ 这里不仅是 ! ° 的高品位区 而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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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凡口铅锌矿床 中段 ≥ 号矿体 ° ! 趋势面分布图

ƒ ° 2 ∏ ≥ √ ƒ ∏ 2

) ≤ ∏ ) ∏ )

∏ ) ƒ ∏

图  中段 ° 比值趋势面分布图

ƒ × ∏ ∏ °

√

黄铁矿爆裂温度较高的地段 因此 该

部位很可能是矿液的喷溢点∀在

中段 远离断裂喷口的 ≥ 号矿体

的 ° 比值五次趋势 图 为略

有起伏的曲面 没有明显的高值区和

低值区∀ 这表明成矿溶液没有明显的

流动方向 而可能沿各组同生断裂喷

出后融汇成面状流动∀

 微量元素在主要硫化物

中的分布

311 黄铁矿

矿体中黄铁矿一般为它形或半自形 滚圆程度较高∀ ≤ ! 含量低 ≅ ∗ ≅

≤ 比值 1 ∗ 1 ≥ ≥ 比值达 ∗ ≅ ∀ 具沉积成因黄铁矿特征∀

312 闪锌矿

闪锌矿多为浅棕色 颗粒边缘有程度不同的磨蚀 部分闪锌矿的结晶核心为生物碎片∀化

学成分以低 ƒ ∗ 1 ! 1 高 ≤ ≅ ! ≅ !

≅ ! ≅ 贫 1 ≅ 为特征∀ 反映成矿温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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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土元素组成特征

凡口矿区各种地质体稀土元素的组成如表 所列∀上泥盆统灰岩 1 ≅ ! 下石炭

统灰岩 1 ≅ 和中上石炭统壶天群白云岩 1 ≅ 的稀土总量明显低于粤北

地区泥盆系 1 ≅ 和石炭系 1 ≅ 的含量∀ 这与 ° ! 在区域和矿区

地层中的含量恰恰相反 可见稀土总量与 ° ! 含量可能有不严格的反比关系∀酸性热泉溶

液对碱性的稀土元素的析出有扼制作用 碱性更强的轻稀土比重稀土更易富集∀ 因而矿石中

轻稀土与重稀土之比值较大 为 ∗ 而在围岩碳酸盐岩中比值较小 为

∗ ∀ 单矿物硫化物中稀土总量很低 且随着晶出早晚顺序 黄铁矿) 闪锌矿) 方铅矿 而

降低 矿石中稀土元素主要与胶结物中的泥质! 硅质和碳酸盐物质有关∀

表 2  凡口矿区稀土元素 10 6 组成特征

Ταβλε 2 Ρ ΕΕ χομ ποσιτιονσ ιν τηε Φανκου ορε διστριχτ

元 素
灰 岩 灰 岩 白云岩 通道矿石 层状矿石 黄铁矿 闪锌矿 方铅矿 辉绿岩

⁄ τ ≤ ≤ ητ 矿2 矿2 ° ≥ ƒ 2Β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2 ∞∞ 1 1 1 1 1 1 1 1 1

2 2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Δ∞∏ 1 1 1 1 1 1 1 1 1

Δ≤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 ≥ 1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注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矿测试技术研究所分析

不同矿体稀土总量有所不同 在热液通道中形成的矿石的稀土总量 1 ≅ 比层状

矿体 1 ≅ 高一倍∀ 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海水中稀土含量仅为 1 ν≅ 含矿热

泉与之混合后 稀土元素的含量自然也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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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与单矿物硫化物相比 稀土总量! 轻重稀土元素比值和 ≠ 比值也有差异 反映

硫化物结晶期至矿石胶结物沉淀时溶液的 逐渐升高 这与矿物共生组合特征相一致∀

种单矿物的稀土元素组成大体相似 ∞∏亏损明显 轻重稀土分异程度 2 2

≠ 较低∀ 但在稀土总量! 轻重稀土分异程度! ∞∏和 ≤ 异常及 ∞∏比值等都有所区别

反映成矿早! 中! 晚阶段溶液浓度和物理化学条件的改变∀

凡口矿石的稀土元素组成与辉绿岩明显不同 反映凡口成矿物质来源与辉绿岩有区别∀

 同位素组成

511 硫同位素

凡口矿床围岩和矿石中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组成明显不同∀ 矿石中硫化物以具有 Δ ≥ 较大

正值为特征 其众值在 ϕ ∗ ϕ 之间∀ 黄铁矿! 闪锌矿和方铅矿众值依次降低 图 分

别为 ϕ ! ϕ 和 ϕ 与本区同时代的重晶石的 Δ ≥ 值 ϕ ∗ ϕ 相近 表明矿石的

硫可能主要来源于海水硫酸盐∀围岩 灰岩 中黄铁矿的Δ ≥值 以分散和无明显众值为特征

其 Δ ≥ 值在 ϕ ∗ ϕ 之间∀ 相比之下 沉积硫化物矿体最集中的中上泥盆统黄铁矿

Δ ≥ 值略为集中 其不大明显的众值与矿体硫化物的众值较接近∀

图  凡口铅锌矿床硫同位素组成直方图

ƒ ∏ ∏

ƒ ∏ 2

图  粤北泥盆系层控矿床铅同位素

组成坐标图

ƒ ⁄ 2

√ ∏

∏

512 铅同位素

主要矿体硫化物铅同位素组成较集中 为单阶段正常铅 其中 ° ° 为 1 ∗

1 ° ° 为 1 ∗ 1 ° ° 为 1 ∗ 1 ∀ 矿石 Λ值为 1 ∗

1 Ξ 值为 1 ∗ 1 κ 为 1 ∗ 1 ∀ 在 ° ° 2 ° ° 坐标图 图 上

投影范围比铅源主要来自于地层的红岩矿更深 比铅源与岩浆有关的大宝山矿浅∀ 凡口矿铅

源可能主要来自上地壳 部分来自下地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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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包裹体温度分布图

闪锌矿 黄铁矿 方解石 方铅矿 横

线以上为爆裂温度! 横线以下为均一温度

ƒ × ∏ ∏ ∏ ∏2

≥ ° ≤

√ 2

∏ ∏

 矿物包裹体测温

矿石中包裹体少而小 分布不均匀 闪锌矿中

包裹体 ∗ Λ 方解石中包裹体 ∗ Λ 少数

达 Λ ∀ 绝大多部分为气液两相包裹体 但气相

部分仅占包裹体的 ∗ ∀ 显示浅成中低温矿

床的特征∀

矿石中粒度较细的黄铁矿爆裂温度为 ∗

ε 校正温度 ∗ ε 较粗的黄铁矿爆裂

温度为 ∗ ε 校正温度 ∗ ε 脉状

闪锌矿爆裂温度 ∗ ε 校正温度 ∗

ε 矿石中脉石矿物方解石均一温度 ∗

ε 平均为 ε ∀ 可见 成矿温度变化范围较

大 但基本连续∀温度上限为 ∗ ε 下限

∗ ε 残余溶液温度 ∗ ε ∀

在垂直方向上 深部 中段 至浅部

中段 各层位矿石测温结果无明显差别 图

说明不同时期的矿化温度基本上是稳定的∀在

水平方向上 不同矿段! 不同部位的测温结果有较

明显的变化∀ 最高测温点的位置正是同生断裂旁

侧! 热泉长期活动的地点∀远离热泉喷口的地方温

度较低∀

 成矿作用分析

随着中泥盆世海侵扩大和盆地边缘继承性断裂活动的加剧 深部循环热液沿同生断裂向

海底喷溢 偏酸性的热液与偏碱性的海水混合 硫化物发生结晶沉淀∀ 硫化物堆积体在底水

作用和构造作用下 沿海底地形发生滑塌流动 形成各种形态的同生沉积组构 活动在水 沉

积物界面以下的成矿热液 形成各种成岩特征的组构∀

酸性含矿热泉与海水混合后 造成底层海水 值的降低 从而阻碍了海水中碳酸钙的沉

淀 使含矿热泉活动带附近正常海相碳酸盐沉积大大减少 因此形成脉石物质含量很低的富

矿石堆积 周围灰岩的厚度也大大减少∀ 与此同时 当富含碳酸钙的混合有含矿热泉的海水

运移到外面与正常碱性海水相遇时 由于 升高 使过饱和的碳酸钙迅速大量沉淀 同时促

使钙质底栖生物大量发育 碳酸盐沉积物和生物滩在卤水池外围构筑 / 堤坝0 形成障壁 防

止喷溢到海底卤水池的含矿溶液不至于大量流失 并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物理化学环境 沉积

出厚度较大的似层状! 楔状硫化物矿体 形成 / 一大二富三集中0 的凡口式矿床∀ 泥盆纪末

至石炭纪初 本区地壳运动性质发生变化 同生断裂停止活动 海底热泉沉积矿化结束∀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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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石炭纪碳酸盐沉积在晚泥盆世硫化物矿体之上 覆盖并保护了已形成的矿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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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ΗΕ Γ ΕΝΕΣΙΣ ΟΦ ΤΗΕ ΜΙΑΟΖΙ Ω ΙΤΗΕΡ ΙΤΕ −

ΒΑΡ ΨΤΟΧΑΛΧΙΤΕ−ΒΑΡ ΨΤΟΔΟΛΟΜΙΤΕ

ΔΕΠΟΣΙΤ ΙΝ Ω ΑΝΨΥΑΝ ΧΙΤΨ

ΣΙΧΗΥΑΝ ΠΡ Ος ΙΝΧΕ

× ∏¬ • ⁄ ∏ ∏

Χηενγ δ υ Υνιϖερσιτψ οφ Τ εχηνολογψ Χηενγ δ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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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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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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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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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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