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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柚子坪铅锌矿控矿特征及矿化富集规律 

陆一敢 1，2，周奇明 1
 

（1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广西 桂林  541004；2 桂林理工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4） 

 

桂北柚子坪铅锌矿是广西龙胜县境内的一个小而富的矿床，已有 40多年的开采历史，目前已经面临资源枯竭的危机，

本文初步研究了该矿床的控矿特征及矿化富集规律，为外围找矿预测提供新的思路。 

1  地质概况 

矿区出露的地层为前震旦系板溪群，该地层具有复理石建造，为一套浅海相的地槽型沉积。矿区位于龙胜背斜东翼，背

斜走向 NE10°±，倾向 SE，枢纽向北东向侧伏，在西翼接近枢纽部位有辉绿岩墙侵入。矿区内断层及其派生裂隙构造比较

发育，岩石常具挤压破碎现象，并发育多组节理，

断层破碎带中常见有断层角砾及后生的石英脉填

充，显示了断层具有多期活动的特征。区内的断层

按其展布方向，分为 NNE、NE 及近 SN 向。其中

NNE向断裂较发育，规模最大，自东向西有 F1、F2、

F3、F4（图 1）。 

矿床已知矿体及矿化带 6 条。各矿体及矿化带

相距 3～8 m不等，矿床中除了 2号矿脉以外，其余

均为小矿脉，矿体赋存于 F1 断裂破碎带内，走向

NE20～30°，倾向 NW，倾角 50°±，目前已控制矿

体长 800 m，延伸 400 m以上，矿床矿石矿物主要为

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黄铜矿等。脉石矿物为

石英、长石、绿泥石等。 

2  控矿特征 

矿床的形成有两个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一

是要有物质来源，而是要有矿液运移通道及贮矿空

间。成矿物质来源一般认为主要是赋矿地层提供或

由岩浆活动提供，成矿空间则主要与构造运动有关，

因此控矿特征主要与地层、岩浆活动及构造运动有

关。 

2.1  地层、岩性与成矿关系 

本区地层与成矿有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 2 个

方面：一是为成矿提供了一定物质来源；二是特定的岩性有利于矿体的形成。 

本区地层中 Pb、Zn 、Cu元素含量均高于地壳的平均值，其中 Pb含量 25×10-6～91×10-6，为地壳丰度值 1.4～2.6倍；

Zn含量 58×10-6～96×10-6，为地壳丰度值 1.6～2.5倍；Cu含量 18×10-6～29×10-6，为地壳丰度值 1.4～2倍。这说明了成

矿与地层中 Pb、Zn 、Cu元素高含量有一定的关系，地层中 Pb、Zn 、Cu元素可能为矿化提供一定的物质来源。 

矿体赋存部位的岩性主要为板岩、凝灰质板岩及变沉凝灰岩，该岩类的 Pb2+、Zn2+及 Si4+、Mg2+、K+、Na+含量较高，

在中低温条件下，区域变质作用过程中 Pb2+、Zn2+从围岩中萃取出来，与 Na+、K+、S4-等组成络合物 Na2PbS2、K2PbS2、Na2ZnS

搬运，当含这种络合物的热液沿着围岩裂隙活动时，逐渐溶解围岩中的 Si4+，使溶液从酸性向弱碱性变化，并继续迁移，直

到在有利部位沉淀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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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桂北柚子坪铅锌矿地质略图 
1～5—板溪群拱洞组下段三～七分层；6—实测、推测断层；7—地质界线 

8—龙胜柚子坪铅锌矿；9—采矿区范围 

 

 
 

 

 
 

 
 

 



244                                          矿   床   地   质                                     2010年 

矿区板岩具有较强的塑性，在相同的应力条件下所形成的构造单一、规则，有利于矿床的沉淀富集，加之凝灰质板岩岩

性致密，孔隙度小，利于形成封闭环境，矿液不致于挥发，容易富集形成工业矿体。 

2.2  岩浆岩因素 

矿区外围岩浆岩主要有双洞花岗岩及辉绿岩。双洞花岗岩位于矿区北部双洞村附近，为一不规则小岩株，出露面积大约

2 km2，岩体变质作用程度较弱，本身未见任何矿化。该岩体属于雪峰期产物，与矿化关系目前尚不清楚。 

辉绿岩脉出露与矿区西部，岩体顺层侵入了板溪地层中，其走向与区域构造线一致，据区测资料显示，该岩体成岩时期

为雪峰期。 

辉绿岩的上、下盘，均见有零星的铅锌矿化，故推测本矿区与辉绿岩有一定的关系，本区辉绿岩很可能为本矿床提供了

部分物质来源。 

2.3  构造因素 

断裂构造是本区形成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控矿特征，是矿床定位的最主要因素。 

（1）NNE向的龙胜－拐江断裂与马堤－宛田区域性断裂是控制本区 Pb、Zn矿床产出的重要区域性断裂，本区矿床内

的 F1、F2、F3、F4等断裂则是夹于其中的控矿断裂，这两条断裂切割深、规模大，它们的长期多次活动驱使地层中的物质

不断溶解活化，并与产生的流体一起迁移，夹在这两条断裂之中的断裂是成矿的最有利场所，控制了矿床的定位。 

（2）矿区内 F1、F2、F3、F4 断裂是容矿（储矿）构造，直接控制了本矿床矿体的定位。矿山具有工业价值的矿体均

产出于该断裂带中。 

矿液之所以能在断裂中充填，固然有多方面因素，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断裂的产生，使之成为低压区，矿液通过不同

的通道，向低压区聚集。另一方面，矿液本身又具有一定的能量，它们在构造应力的驱使下，具有矢量特征，当这种具矢量

的流体沿着一定方向运移时，便对运移通道产生压裂作用，使岩石进一步破裂，即“热液致裂”这种具有矢量能量的流体沿封

闭的断裂或裂隙运移，并对断裂或裂隙壁产生强压，使之张裂成具有一定空间和宽度的裂隙。裂隙裂开的宽度与流体对断裂

产生的压力（垂直脉壁的压力）有关。断裂在各点裂开的宽度可用下式子表达： 

μ△U1/2（1-υ）=△σ1（a2
2-χ2i

2）1/2 

式中：μ－弹性模量（不同岩石 μ不同）； 

△U1－裂隙张开宽度（矿脉的厚度）； 

Υ－泊松比（材料常数）； 

△σ1－张应力； 

a2－断裂的半长（脉的半长）； 

χ2i－断裂的测量点位置（＜a2）； 

由上式可知，当△σ1一定即张应力相同时，断裂裂开的宽度即矿床脉的厚度与断裂（或矿脉）上各点的位置有关，当 χ2i=0

时，也就是在断裂（或矿脉）的中点，裂开的宽度即脉幅最大。 

按上式公式，矿脉在中间一段，脉幅应最宽，往两端逐渐变薄，直至尖灭。这与本矿床矿体的变化是十分吻合的，大部

分矿脉的中矿脉厚度大，就某单个矿体而言，往往是中间厚，矿化连续，品位富，而两侧则逐渐变薄，并逐渐尖灭。 

2.4  矿化富集规律 

通过分析本区控矿特征及矿床成矿规律，在野外详细观察的基础上，通过室内综合分析，对本矿床的富集规律提出以下

几点认识： 

（1）矿区内工业矿体，无一例外的产在 NNE 向断裂中。剖面上，由缓变陡处，由陡变缓处往往是富矿体、厚大矿体

的产出部位。 

（2）断裂带内透镜体状矿体的中部即为富矿体，厚大矿体产出处，两个矿体的首尾重叠处往往是无矿部位。 

（3）断裂多次活动，晚期石英脉发育，羽状断裂发育出形成富矿体。 

（4）矿床标高 100～200 m范围内是富矿体的最佳产出部位。 

（5）矿体最大部位，品位高的部位，往往是断裂交汇部位或断裂膨大部位。 

3  结  论 

（1）矿区地层不仅为本区矿床提供了一定的成矿物质，而且特定的岩性有利于矿体的形成。 

（2）双洞花岗岩与矿化关系不密切，而矿区的辉绿岩则为矿床提供了部分成矿物质来源。 

（3）矿区的断裂构造是本矿床最直接、最重要的控矿特征。以柚子坪矿为中心，在构造两侧延伸的方向上，仍有很好

的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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