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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山铅锌矿床位于我国著名的川滇黔铅锌成矿带之甘洛－宁南成矿亚带南端，具备有利的成矿地质

背景。该矿床的科研程度相比其勘查程度而言明显滞后，严重制约了该矿床的找矿突破。本文在充分认识

矿床地质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探讨铅锌矿化的时空结构特征，以期提升对该矿床成矿规律的认识。 

1  成矿地质背景 

蘑菇山铅锌矿床在大地构造位置上位于扬子地台西南缘、甘洛－小江深大断裂西侧。矿区内地层较简

单，主要出露第四系、寒武系筇竹寺组与麦地坪组、震旦系灯影组。骑骡沟背斜呈南北向纵贯全区，和层

间破碎带、近 SN向的 F1和 F2高角度逆冲断层以及 NNW向切层断裂一起组成矿区的基本构造型式。区内

岩浆岩不发育，仅在东部外围出露花岗斑岩体。 

2  矿床地质特征 

蘑菇山铅锌矿床的各矿体主要赋存于麦地坪组的微－粗晶白云岩、含硅质条带白云岩中，即筇竹寺组

和麦地坪组地层接触界面以下 0～60 m范围内，而且主要分布于层间破碎带中，呈似层状、透镜状产出；

当矿体产于 NNW向切层断裂及多组构造交汇部位时，则呈脉状或囊状。各铅锌矿体出露长度一般为 80～

200 m，目前仅控制斜深 70～90 m，平均厚度 1.76 m。该矿床以原生矿为主，氧化矿和混合矿则分布于矿

区东部。 

3  矿化时间结构特征 

铅锌矿化和区域内重要的地质事件紧密关联。研究表明，蘑菇山铅锌矿床所在的宁南地区的铅锌成矿

作用与灯影期沉积-成岩作用和燕山晚期－早喜马拉雅期褶皱造山作用关系密切（杨红英，2009），具有多

期多阶段的成矿演化特征。 

3.1  成矿期 

以区域地质演化为主线，匹配与铅锌成矿演化相关的重要地质事件，蘑菇山铅锌矿床的成矿作用大致

经历了沉积预富集期、热液改造期和表生氧化期，属于沉积－热液改造型铅锌矿床。晚震旦世至早寒武世

麦地坪期，大规模海侵使宁南地区沉积了巨厚的富含铅锌等成矿元素的含藻碳酸盐岩（沈苏等，1988），

形成铅锌矿化的初始矿胚层；燕山晚期－早喜马拉雅期的褶皱造山活动引起骑骡沟复背斜以及层间破碎带

等有利容矿空间的形成，并促使富含铅锌等成矿元素的成矿流体运移至骑骡沟背斜西翼低压扩容空间，因

物化条件的突变而导致铅锌等逐渐从溶液中卸载，形成工业矿体并赋存就位；而表生氧化期则表现为原生

矿体遭受氧化形成氧化矿和混合矿。 

3.2  成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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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液改造期为蘑菇山铅锌矿床的主成矿期，表现出多阶段矿化特征，具体可划分为石英-黄铁矿阶段、

石英-多金属硫化物阶段、萤石-闪锌矿-方铅矿阶段、碳酸盐阶段。从蚀变类型来看，第Ⅰ、Ⅱ、Ⅲ、Ⅳ阶

段分别以黄铁矿化+硅化、硅化、萤石化、碳酸盐化为主，研究表明，多种围岩蚀变叠加是矿化有利的直

接标志；在矿化强度上，各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以第Ⅱ阶段最强，第Ⅲ阶段次之。 

4  矿化空间结构特征 

宁南地区铅锌矿床（点）的空间分布具有集中产出，成带分布的特点，可分为骑骡－跑马、松林－红

星和狮子山－黄草坪－坡基等 3个矿带（严冰，2006），蘑菇山铅锌矿床即位于 SN 向展布的骑骡－跑马矿

带的北端，铅锌矿化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特征。 

4.1  层控性与矿化空间关系 

研究发现，蘑菇山铅锌矿床成矿具有明显的层控性，含矿层位较稳定。赋矿主岩岩性为青灰色含藻白

云岩、含硅质条带（结核）白云岩，主要赋矿部位为筇竹寺组与下伏麦地坪组平行不整合界面以下0～60 m

范围内，局部出现于筇竹寺组地层内。具体有3个赋矿层位：① 顶含矿层：筇竹寺组内近接触面处；② 上

含矿层：筇竹寺组与麦地坪组接触界面以下0～10 m范围内；③ 下含矿层：麦地坪组内向下10～60 m范围

内。其中上含层矿为主含矿层，下含矿层居于次要位置。 

4.2  容矿构造与矿体定位 

骑骡沟背斜奠定了骑骡-跑马矿带南北向的空间分布型式，其西翼筇竹寺组和麦地坪组之间的层间破碎

带、NNW 向断裂、次级褶皱挠曲、褶皱转折端等为主要容矿构造，为矿体就位提供了赋矿空间。其中，

层间破碎带是本矿区乃至整个骑骡－跑马矿带工业矿体最重要的赋矿构造，其控矿特征十分明显，矿体产

状与层间破碎带趋于一致。矿区内层间破碎带产状一般为 220～270°∠10～35°，局部出现反倾，如蘑菇山

向斜西翼的层间破碎带产状为 90～130°∠15～40°。 

4.3  矿体侧伏特征 

蘑菇山铅锌矿床各矿体主要赋存于层间破碎带中，受骑骡沟复背斜形态特征的影响，侧伏特征明显。

在骑骡沟背斜西翼和蘑菇山向斜东翼，矿体主要向南西倾，向南东侧伏，如矿体Ⅱ、Ⅲ；在蘑菇山向斜西

翼，矿体向南东倾，向南南西侧伏，如矿体Ⅰ。其中，Ⅰ矿体具有尖灭侧现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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