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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租铅锌矿床地质特征及其成因探讨

刘文周
·

(成都理工学院资源与经济系,成 都)

提 要 :茂 租铅锌矿床赋存于震旦系灯髟组上段,矿 体呈似层状,矿 床明显地受有利的构造

岩相带及岩性组合的联合控制。根据古地理环境及岩浆活动,并 运用硫、铅同位东、流体包亵体

成分测试结果,着 重探讨该矿床的成因机制,认 为该矿床是典型的密西西比型(MVT)矿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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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 区地质概况

滇东北地区上震旦统灯影组铅锌矿带,南 北长 110km,东 西宽 硐 km。 茂租铅锌矿床

位于该带的中部,即 处于汉源-昭觉大断裂与 NE向 莲峰-巧家大断裂夹持区内的 NNE向 金

阳背斜向南倾没部位。汉源-昭觉大断裂通过矿区西侧称茂租逆断层,矿 区位于其上盘。

矿区出露地层有震旦系上统灯影组 (Zz洳 )、寒武系下统筇竹寺组 (e1q)、 龙王庙组

(ClJ)及 寒武系中、上统 (e⒈ 3),二 叠系峨眉山玄武岩 (Pz卩)。

矿区褶皱是由数个平行排列的不对称 (局部倒转)背 斜和宽缓的向斜组成,由 东至西有

白卡向斜、洪发硐背斜、甘树林向斜和长坡倒转背斜。除后者的轴向为 NE40° 夕卜,前 三者的

轴向均为 NE⒛
°
而且向NNE倾 伏。洪发硐背斜轴长仅 1000m以 上,向 南逐渐消失,使 白卡

和甘树林两个向斜兼并为同一宽缓的大向斜。

茂租逆断层走向NE10° ~55° ,向 SE倾 ,倾 角 50°~60° ,断 层面波状起伏,破 碎带宽 2

~10m9使 灯影组与玄武岩直接接触,无 明显的蚀变矿化现象。大岩硐断层,为 茂租逆断

层的派生断层,断 层面波状起伏,总 体走向为 NW10° ,倾 角近于直立。

2 矿 床地质特征

2.1 含 矿岩系特征

茂租铅锌矿床的含矿岩系为下寒武统筇竹寺组灰岩、砂页岩和含磷层之下的灯影组顶部

白云岩,根 据岩性和赋矿部位可分为:

上含矿层 (z·z洳
2~2):为 灰—深灰色细一粗粒结晶白云岩夹磷质页岩 ,平 均厚 25m,

顶部有 1~4层 小砾石层 ,砾 石层多为被白云质胶结的黑色磷质碎屑。第一层矿稳定的赋存

于 zz洳 2~2顶 部的白云岩中,含 矿部位的岩性特征是 :顶 部为薄层白云岩与深灰色磷质、白

云质页岩互层。其下为青灰色中厚层状细一粗粒结晶白云岩夹少许磷质页岩和小砾石层。

下含矿层 (Zz幽
2̄

):为 灰白色—灰色厚层、硅质白云岩 ,含 稀密不均的燧石扁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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燧条带 ,厚 ⒛0m左 右。与 饧幽 2̄ 2分
界为厚 1~9m的 燧石团块、条带的砾石层 ,砾 石多

为浅灰色、淡肉红色、灰白色硅质白云岩及少量深灰色白云岩组成 ,砾 径一般几毫米至几厘

米 ,该 层 自西向东厚度增大,燧 石条带变厚。第二层矿就位于此界面以下 13.25~14m范 围

内,以 含萤石团块和萤石脉的深灰色、灰白细一中粒白云岩中的铅锌矿体最有价值。

2.2 矿 体的形态、规模及规律

(1)似 层状矿体 :一 、二层矿均呈似层状产出,主 要分布于甘树林向斜北西翼及洪发洞

背斜轴部一带。矿体产状受褶皱控制和围岩产状一致。两个含矿层共有 9个 矿体 ,其 中缓倾

的 7个 矿 体 ,一 般 走 向 为 NNE,倾 向 SE⒛

°
~35°

,单 个 矿 体 长 440~930m,延 深 254~

725m,厚 1.60~5.64m。 因 构 造 影 响 的 陡 倾 的 二 层 矿 中 2个 矿 体 ,一 般 走 向 NE10°
~16°

,

倾 向 SE65°
~80°

,单 个 矿 体 长 243~612m,延 深 45~129m。

(2)脉 状矿体:主 要分布于洪发硐背斜轴部及其东翼的构造羽状裂隙中,倾 角达 9O°~

85° ,单 个 矿 体 长 60~94m,延 深 47~80m,厚 2.71~3.27m。 形 态 复 杂 ,规 模 较 小 ,但

含 Pb较 富。

根据观察,工 业矿体与含矿岩层的厚度、岩相相关 ,一 层矿的工业矿体在 ‰幽 2̄ 2层
厚

度为 19~25m范 围内产出,过 厚或过薄时只有裂隙矿出现,并 只产在白云岩内,白 云岩中

灰岩夹层厚 0~1m时 其相变处有大矿体。二层矿的工业矿体在 ‰幽 2̄
层的燧石团块、条

带层厚为 0,5~3.4m或 其下 0~7.3m间 产出,且 在燧石层变薄或变尖灭处出现。

2.3 矿 石的结构构造及物质的组分特征

(1)矿 石结构 :粒 状结构、胶结结构、镶嵌结构、斑状结构。

(2)矿 石构造 :块 状构造、斑点状构造、浸染状构造、脉状及网脉构造。

(3)矿 石的物质组分 :常 见的矿石矿物有闪锌矿、方铅矿 ,在 氧化带中有少量菱锌矿、

白铅矿、水锌矿、红锌矿 ,极 少量的车轮矿与闪锌矿共生。

从矿石的元素化学分析结果 (表 1)特 征看 ,Au、 Ag主 要赋存于方铅矿中,闪 锌矿中

也 含 少 量 Ag,但 无 Au。 cu、 Cd、 Ga、 Ge主 要 赋 存 于 闪 锌 矿 中 。 Ga/In为 2.z,Ge/In为

12,h/Ge为 0.0833。 闪锌矿的这些比值和碳酸盐岩型层控铅锌矿床的一般特点相似,具 h

低 Ge高 ,Ga/In和 Ge/In比 值 高 而 h尼 e小 的 特 点 。

表 1 茂 租铅锌矿床闪锌矿、方铅矿的微Ⅰ元紊 (10ˉ
6)分

析结果

样 号 样 名 Ga Ge Cu Se Te Ba ⒌ As sb Bi Ti Mn Cd Au 炖

M̄ 1

lNI-2

闪锌矿

方铅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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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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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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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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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Id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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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29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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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耐
 
妮

85

555

注:样 品由成都理工学院测试中心分析,″d=未 检出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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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矿 床成因讨论

3.1 物 质来源

(1)地 层、岩浆岩与成矿的关系:震 旦纪末期 ,

沉积环境 ,本 区处于半封闭的海湾环境。区域上 ,

上扬子准地台西南缘为一个浅水碳酸盐

灯影组白云岩厚近 1000m,在 富藻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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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中Zn的 丰度最高,达 432× 106,而 在含磷质砂屑白云岩中 Pb丰 度最高达 ”9× 106。

二叠纪峨嵋山玄武岩、印支-燕山期花岗岩铅的丰度分别达 35× 10̄ 6和 367× 10̄ 6。
从而推

断该铅锌矿的生成与地层及岩浆活动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包 括矿质来源、矿质迁移富集

的热动力等因素均有密切的关系。

(2)硫 、铅同位素特征:闪 锌矿和方铅的 ε34S分 别为 10,7‰ ~14.1‰ 和 11.9‰ ~

12,6‰ ,变 化范围小,仅 有 3.43‰ ,说 明矿石的硫源是均一的。灯影组下段及寒武纪地层

中,都 有膏盐沉积,天 水溶滤膏盐层所形成的循环卤水,其 中的 Sα
ˉ
在还原环境中可被细

菌或非生物(Fe2+,有 机碳,沥青等)还原,产 生 H2S。

茂租铅锌矿床硫化物铅同位素组成及计算的模式年龄及源区特征值见表 2。

表 2 茂 租铅锌矿床铅同位素组成及模式年龄、源区特征值

样号 样 名

同位素值/‰ 模式年龄 源区特征值

资料来源
2°6Pb'°。Pb

20’Pb'°
。Pb 208pbloapb

♀ 〃

M-1

M̄ 2

冈锌矿

汀铅矿

18 154± 0,010

18 124± 0 010

15,632± 0010

15 628±0 010

38216± 0010

38 176±0 010

0.60337

0,60497

38636

403,15

955005

9 54621

0.06926

0 06923

|74845|

|7,4489

3

3,92291

由宜昌所同位

素室分析

M-3 汀铅〃 17 98 15 47 38 01 ),59679 41681 )06827 72323. 3,95511
同位累值据原

目南冶勘 315队

注 :计 算 时 采 用 的 常 用 常 数 :@0=9307 犭 0=10294 cO=29476 R:=15525×
1G⑽ a】 ;R5=9“ 85

× 10̄
0ā

 λ 2=049475× 10̄
1°

a l;r=443× 109a(计 算 ω 、 攴 时 ,￠
=455× 109a)

从表中可知,该 矿床的铅同位素组成变化范围不大。计算的模式年龄为 386.36× 106~

416,81× 106a。 源区特征值变化也不大。将铅同位素组成数据投于 Zartman&Doe(1981)

不同地质构造环境铅同位素演化曲线图上,投 点有落在地幔铅同位素演化曲线与造山带的铅

同位演化曲线附近的;也 有落在上地壳同位素演化曲线上的。表明该矿床的 Pb既 有来自地

壳中不同的地层中的,也 有可能来自地壳构造活动强烈部位及地幔。

(3)成 矿流体的成分:茂 租铅锌矿床流体包裹体成分及计算的有关参数见表 3、4。

表 3 茂 租铅锌矿床矿物包灰体成分

样 号 样 名

气相/(ug/g) 液相/(ug/g)

H2 O2 N2 CH。 C.呒 C○ C○ 2 H2O F̄ C1_ sα
ˉ

K+ Na+ Ca2+ Mf+

Ml

M2

闪锌矿

方铅矿

0 44

0 56

″d

刀d

″d

″d

〃d

刀d

刀d

,I'

″d

刀d

4
 
⒗

134 0

3190

3618

5 327

4 556

1 946

J

 

d

4

8613

3 29∶

5 47{

0 59~

}4 03'

0.520

″'

注 :样 品由有色金属总公司北京矿产地质研究所色谱室测试

流 体 包 裹 体 气 相 成 分 中 以 C02、 H2O为 主 ,次 为 H2,CO2/I-I2O比 值 平 均 10.85;液 相 成 分

中,阳 离 子变化 较大,主 要 阳离子为 Ca2+、 Na+、 K+,其 离子百 分 比平均值分别 为

50.2%、 32.05%、 16.35%。 流 体 中 阴 离 子 仅 有 F̄ 和 Cl,且 其 离 子 百 分 比 含 量 F̄ >α

ˉ

。

根据包裹体液相成分中阳离子、阴离子相对百分含量推测,成 矿流体为 F-Cl̈ Na Ca型 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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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茂 租铅锌矿床成矿流体组分比值及水化学类型

样 号 样 名

摩尔比值 阳离子/% 阴离子/%

矿液水化学类型
Na/K

Na
F/Cl C

o
2
一

H
2
。

K+ Na+ c'+ Mf+ F̄ Cl sO:ˉ
Ca+Mg

M-1

/̂12

闪锌矿

方铅矿

1 577

3 055

2 023

0 792

1 463

5 108

0 141

21 558

24 2

85

38 1

26 0

34.9

65.5 0

59 4

83 6

40 6

16,4

0

0

F-C⒈ N扯 %

F̄ C扯 Na

3.2 成 矿过程

(1)沉 积-成岩期的初步富集 :长 期的风化剥蚀 ,前 震旦系变质岩和中酸性火成岩中的

成矿元素被分解出来 ,呈 溶解状态、粉屑或被粘土吸附等形式被带到槽盆中。一部分溶解的

矿质可被潮坪-泻湖中发育的藻类吸附;而 大量的粉屑和粘土被带到盆地中聚集 ,加 之槽盆

中火山喷发及火山热泉带来的成矿物质 ,造 成了槽盆相沉积物中含丰富的成矿物质。由于沉

积压实作用 ,当 温度达到 130℃ 时沉积物大量脱水并引起金属的大量析出,富 含 Fe、 Pb、

Zn等 金属的压实水溶液 ,沿 不整合面及其上的多孔碎屑沉积层向盆地边部运移。在盆地和

古陆的交界地带 ,往 往发育富藻台地碳酸盐沉积。这些藻类由于埋藏分解 ,使 沉积层进人还

原环境、厌氧细菌还原海水硫酸盐而产生 H2s;同 时 ,由 于台地边缘处于碳酸盐沉积物和碎

屑沉积物的过渡部位 ,是 pH值 等物理化学条件变化的部位。因此 ,当 含金属的成岩压实水

溶液到达此带时,极 易形成硫化物沉淀而发生成岩富集。

(2)后 生的活化、迁移和再富集 :海 西期晚期玄武岩的喷发 ,以 及印支-燕山期的岩浆

活动 ,是 造成整个区域内地热异常的根本原因。下渗的天水和地层水 ,因 受岩浆的加热 ,温

度骤增 ,呈 现重力浮动 ,在 循环的过程中,一 方面溶解地层中的膏盐 ,同 时在有机质的参与

下 ,溶 滤地层中的金属而演变为含矿热液,当 含矿热液沿一定通道上升到下寒武统筇竹寺组

黑色页岩层底部 时,因 致 密 的页岩覆盖,上 升 的含矿热液流体受阻而进人 ‰幽 2~2和

zz幽 2丬
顶部 ,由 于温度、压力及其他物理化学条件的变化 ,使 所携带的成矿物质沉淀下

来 ,形 成现在的一、二层似层状铅、锌矿体。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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