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地质背景

辽宁省海城市庙沟富银铅锌矿床位于辽东台背斜营口 "
宽甸古隆起内，虎皮峪倒转背斜的北翼 # 区内广泛分布古元古

界辽河群，受区域构造的影响，辽河群产状局部倒转 # 地层总

体走向 $%& ’ ($&)，倾向南，倾角 *& ’ +&)# 地层自下而上为：里

尔峪组含黄铁矿浅粒岩、黑云变粒岩，其原岩为陆源碎屑沉积

岩；高家峪组主要为浅粒岩、黑云变粒岩夹角闪岩及大理岩透

镜体, 岩石以富含石墨为特征，银铅锌矿体就赋存在浅粒岩及

黑云变粒岩的顺层破碎带中，其原岩为一套陆源碎屑岩夹中性

火山岩沉积；大石桥组主要为浅粒岩、黑云变粒岩及大理岩薄

层，该组原岩为陆源碎屑岩、碳酸盐岩及泥质粉砂岩 -图 ! . #
区内的断裂和褶皱构造发育，主要的褶皱构造有虎皮峪倒

转背斜及其次一级石柱沟 " 板子屯 " 康家岭背斜 # 次级褶皱

整体走向近东西，呈反 “/”形 # 断裂构造按走向可分为东西、北

东、北西 ( 组 # 东西向断裂形成时期较早，并具有多期活动之特

点，表现为成组出现的层间断裂，区域上银铅锌矿体即赋存于

该组断裂破碎带中 # 断裂均为南倾，产状和形态变化较大 # 北

东向断裂形成时间晚于东西向断裂，为压扭性，倾向南东，断裂

规模较大，大多切割近东西向断裂 # 北西向断裂规模小于北东

向断裂，为区内的晚期构造，产状较陡，略向北东倾，主要显张

性 #
区内岩浆岩发育，主要有 ( 期岩浆侵入：燕辽期、印支期和

燕山期 # 燕辽期为海龙川 " 老山墙黑云花岗岩；印支期为石柱

沟 " 北庙、唐望山花岗岩体；燕山期为龙凤峪花岗岩体 #
本区位于航磁异常的突变部位，正负重力场的过渡带内，

大石桥组三段 01、23、45、46 含量超过地壳丰度数十倍，是辽河

群内 01、23、45、46 矿床的重要矿源层 #

$ 矿区地质

区内主要分布辽河群高家峪组，主要岩性为浅粒岩、黑云

变粒岩、斜长角闪岩，夹透闪变粒岩、大理岩透镜体 # 岩石以富

含石墨为特征，其原岩为陆源碎屑岩夹中性火山喷发沉积岩 #
地层走向为 $+& ’ ($&)#
$# ! 岩石特征

浅粒岩：风化面呈浅褐色—红褐色，新鲜面为灰白—白色，

中粒—粗粒变晶结构，块状构造 # 组成岩石的主要矿物为斜长

石、石英、微斜长石和少量黑云母、石墨、黄铁矿、电气石等 # 斜

长石含量 *&7 ’ %&7 ，石英 (&7 ’ *&7 ，暗色矿物含量小于

%7 #
黑云变粒岩：风化面浅褐—黑褐色，新鲜面灰白色，中粒—

粗粒变晶结构，块状构造 # 组成岩石的主要矿物为石英、酸性斜

长石、黑云母及少量黄铁矿、石墨等 # 局部岩石中含石墨较高 #
斜长石含量 (%7 ’ *&7，石英 (&7 ’ *&7，黑云母 $&7 ’ (&7 #

斜长角闪岩：风化面灰褐色，中粒变晶结构，块状构造 # 角

闪石含量约 *&7 ，斜长石约 8&7 #
透闪变粒岩：风化面灰黑色，新鲜面为灰色，细粒变晶结

构，块状构造 # 长石含量约 %&7 ，石英含量 (&7 ，透闪石含量

$&7 ，含少量夕线石 #
大理岩：风化面灰白色，新鲜面乳白色 # 中—粗粒变晶结

构，块状构造 # 岩主要由白云石、方解石及少量石英组成，含微

量绢云母、石墨 # 白云石含量 %%7 ’ 8%7 ，方解石 !%7 ’ $%7 ，

石英含量 %7 ’ !%7 #
$# $ 构造

研究区位于虎皮峪背斜的北翼，平行背斜轴发育一组近东

西走向的断裂，区内自南向北 9!’ 9"断裂破碎带依次为!’"
号矿化体的储矿构造 -见图 ! . # % 条断裂破碎带均倾向南，自南

向北倾角有由缓变陡的趋势 # 垂直褶皱轴向发育一组近南北向

的断裂 # 晚期南北向断层切割了东西向断层，控制了本区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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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城市庙沟富铅锌银矿床位于虎皮峪倒转背斜北翼的高家峪组内，沿南北向断裂上侵的辉长岩体萃取了下伏大石

桥组三段和成矿物质，在早期形成的顺层破碎带内形成了 ! 条矿体，* 条矿化体 # 由于庙沟富铅锌银矿床发现时间较晚，规

模较小，尚未引起广泛重视 # 但庙沟矿床有其独特的成矿模式，因此对该类矿床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丰富成矿理论及指导

本区找矿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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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分布 ! 区内的矿化体分布于庙沟断裂和糖梨树沟断裂这两

条南北向断裂之间 !
"!断裂为本区最大的近东西向破碎带，延长近 #$$ %，宽

$! & ’ & %，延深较大，总体走向 (#$ ’ ()$*，倾向南西，倾角 +$ ’
,$*，自东向西由陡变缓 ! 破碎带内发育构造角砾岩、糜棱岩化、

片理化及断层泥挤压透镜体，显示多期活动特点 ! 断裂带内见

有闪长岩、黑云片岩及长英质脉、方解石脉等岩石的尖棱角状角

砾，说明破碎带早期显张性 ! 在巨大的角砾边缘见有挤压片理

化带、石香肠及揉皱现象，说明断裂构造发育的晚期显压扭性，

上盘上升，下盘下降，为逆断层性质 ! 破碎带内蚀变矿化均较发

育，蚀变主要有绿泥石化、高岭土化、石墨化、碳酸盐化、细脉状

及网脉状的硅化，尤其以黄铁矿化最为普遍 ! 在破碎带膨大部

位，靠近上下盘的石英细脉中，断续分布有闪锌矿化和方铅矿

化，在同样的构造位置，断裂中部的低角度张扭性小裂隙中，发

育有富铅锌银矿化 !

""断裂位于 "!断裂北侧，破碎带规模较小，延长近 -$$ %，

宽 $! , ’ -! $ %，走向 (#$ ’ (&$*，倾向南，倾角 #$*! 破碎带内断

层泥发育，蚀变主要有石墨化、硅化、绿泥石化、高岭土化、褐铁

矿化 ! 该断层有分支复合现象，局部有银矿化 !
"#断裂位于 ""断裂破碎带的北侧，长 -$$ 余米，宽$! ( ’

$! . %，走向 (&$ ’ ()$*，倾向北，倾角 ,$ ’ .$*! 断裂带内硅化、

褐铁矿化发育，并有较强的金、锌矿化 ! 该断裂东端被另一产状

为 ,.,*+#&*的断层所截 !
"$断裂位于 "#断裂的西侧，长近 ,$$ %，宽 $! , ’ -! ( %，延

深较大，走向 (.$ ’ (#$*，倾向南东，倾角 +$ ’ #.*! 断裂带内断

层泥发育，为压扭性逆断层 ! 主要蚀变有硅化、绿泥石化、高岭

土化、石墨化 ! 硅化为石英单脉，且挤压破碎 ! 褐铁矿化普遍，

并有黄铁矿化、方铅矿化、黄铜矿化、孔雀石、铜蓝等 !
"%断裂位于 "$断裂北部，长约 +$$ %，走向 (.$ ’ (#$*，倾

向南，倾角 ,. ’ +.*! 构造带内岩石破碎，发育强烈的糜棱岩化

和石墨化，并有分支复合现象，产状变化较大，显压扭性断裂性

质 ! 破碎带内糜棱岩、构造角砾岩、挤压透镜体均较发育，并有

断续的破碎石英脉存在 ! 主要蚀变为硅化、绿泥石化、石墨化、

高岭土化、褐铁矿化 ! 矿化有黄铁矿化、方铅矿化、孔雀石化 !
(! , 岩浆岩

测区的南部出露有老山墙花岗岩体 /&(
( 0 的一部分，为海龙

川燕辽期侵入岩的西段断续出露，出露面积 $! ( 1%(，近东西向

展布，侵入于里尔峪组和高家峪组地层中 ! 该花岗岩岩性单一，

主要为中粗粒二长花岗岩 ! 根据物探资料推测及地表工程揭露

结果，该岩体北部与地层的接触带向南倾，与区内银铅锌的矿化

关系密切，区内的富银铅锌矿脉即赋存于该接触带内 ! 在岩体

北侧高家峪组内平行发育一组顺层断裂破碎带，"、#、$、%矿

化体分别位于该组断裂破碎带内 !
测区的中部近南北向断续出露一条辉长岩脉，长约 2$$ %，

宽约 )$ %! 岩石呈灰绿色，辉长结构，球状构造，矿物成分主要

为斜长石 / ,$3 ’ 2$3 0、辉石 / 2$3 ’ .$3 0、云母 / .3 ’ -$3 0、
黄铁矿 / -3 ’ .3 0，另含少量石英 ! 岩脉内石英脉、方解石脉发

育，靠近矿 /化 0体部位具细脉状、浸染状黄铁矿化 ! 岩脉切层产

出于高家峪组内 ! 坑道和地表工程揭露表明，该岩脉切断东西

向顺层破碎带，因而可以断定该岩脉侵入晚于老山墙岩体，与区

内矿化关系较为密切 ! 辉长岩与近东西向的破碎带交汇处，破

碎带规模膨大，矿化增强 ! 区内!、%号矿 /化 0 体在与南北向的

辉长岩脉复合处，矿化明显增强，形成区内富银铅锌矿化 ! 岩脉

西侧矿体内有明显的元素分带现象，靠近岩脉部位以 45、67 为

主，向西 89、8: 矿化依次增强 !
此外区内的脉岩还有闪长岩、闪长玢岩，呈零星分布，规模

不大 ! 闪长岩脉一般走向北西，为成矿前形成 !

, 矿体地质特征

区内共发现 . 条铅、锌、银、金多金属矿体、矿化体，特征如

下 !
!号银多金属矿体，赋存于高家峪组黑云母片岩中的 "!断

图 - 辽宁省海城市庙沟地区综合地质图

";9! - <=>?>9;@ %AB >C D;A>9>: AE=AF G;A>7;79
-—第四系 / H:AI=E7AEJ 0；(—高家峪组角闪片岩 / A%BK;5>?=LM@K;MI >C <A>L

N;AJ: C%! 0；,—高家峪组黑云片岩 / 5;>I;I= M@K;MI >C <A>N;AJ: C%! 0；2—高

家峪组浅成岩 / KJBA5JMMA? E>@1 >C <A>N;AJ: C%! 0；.—高家峪组大理岩

/%AE5?= >C <A>N;AJ: C%! 0；+—高家峪组透闪浅粒岩 / IE=%>?;I= ?=:@>9EA7L

:?;I;I= >C <A>N;AJ: C%! 0；#—高家峪组斜长角闪岩 / B?A9;>@?AM= A%BK;5>?;I=

>C <A>N;AJ: C%! 0；&—高家峪组角闪岩 / A%BK;5>?;I= >C <A>N;AJ: C%! 0；)—

燕辽期混合花岗岩 /%;9%AI;I;@ 9EA7;I= >C OA7?;A> =B>@K 0；-$—辉长岩

/ 9A55E> 0；--—闪长玢岩脉 / P;>E;I= B>EBKJE;I= PJ1= 0；-(—矿 /化 0 体及编

号 / >E= 5>PJ A7P 7:%5=E 0；-,—矿化破碎带及编号 /%;7=EA?;Q=P CEA@I:EA?

5=?I A7P 7:%5=E 0 R -2—蚀变破碎带 / A?I=E=P CEA@I:EA? 5=?I 0；-.—结晶岩

/ B=9%AI;I= 0；-+—设计勘探线及设计物探剖面 / P=M;97=P =SB?>EAI;>7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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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存杰等：辽宁省海城市庙沟富银铅锌矿床地质特征

图 ! !号矿体剖面示意图

"#$% ! &’()*+ ,- .(*)#,/ ,- 0,%!,1( 2,34
5—辉长岩 （$6221,）7 !—闪长岩 （3#,1#)(）；8—黑云母花岗岩 （2#,)#)( $16/9

#)(）；:—高家峪组黑云变粒岩、浅粒岩（2#,)#)#* ;(<*,$16/<;#)#)( ,- =6,>#64<

-?% ）；@—矿体及编号（,1( 2,34 6/3 /<?2(1）；A—断裂（-6<;)）

裂破碎带内 B图 ! C % 地表破碎带延长 !AD ?，宽 D% A@ E F% F ?，局

部膨大% 矿化以银为主，G$ 平均品位 58H I 5D J A，K2 5% D@ I 5D J !

E @% !F I 5D J !， L/ D% ! I 5D J ! E 5% @M I 5D J!，G< D% A: I 5D JA E
8% A5 I 5D J A% 在 8!: ? 中段，见一富银铅锌矿体 % 单样品最高 G$
H@@D I 5D JA，K2 8!% !@ I 5D J !，L/ 8:% D! I 5D J !，N< 5% 5! I 5D J!，G<
D% AA I 5D J A，该矿体为透镜状，走向 !MDO，倾向南，倾角 8D E :@O%
蚀变以细脉和网脉状硅化为主，此外还具绿泥石化和绢云母化%

"号矿化体位于 ""断裂破碎带内 % 延长约 FD ?，宽 D% A ?，

走向 !MDO左右，倾向北，倾角 @DO% 围岩为高家峪组浅粒岩，岩石

破碎，片理化强烈，呈红褐色，土状 % 矿化体位于 ""断裂破碎带

内，为破碎带蚀变岩型矿化 % 单样品位最高 G< D% MH I 5D J A，G$
@!% A I 5D J A，K2 D% 5 I 5D J !，L/ D% :! I 5D J !%

#号矿化体位于 "#断裂破碎带内，延长约 FD ?，宽 D% 5! E
D% : ?，倾向北，倾角 @DO% 矿化体产于高家峪组浅粒岩和透闪浅

粒岩接触带的压扭性断裂中，呈脉状 % 主要矿化为黄铁矿化、方

铅矿化和闪锌矿化，蚀变为硅化 % 该矿化虽规模小，但品位较

富，G< :% :M I 5D J A，G$ @F% H I 5D J A，L/ !@% :@ I 5D J !%
$号矿体位于 "$断裂破碎带内，延长 5AD ?，宽 D% ! E D% @

?% 走向 !@D E !FDO，南东倾，倾角 FD E F@O% 蚀变有硅化、绿泥石

化、绢母化 % 石英脉受挤压后，强烈破碎 % 矿化以金为主，并伴

有多金属矿化，G< !% M: I 5D J A E @% ! I 5D J A，G$ !% DH I 5D J A E
H@% 5 I 5D J A，K2 D% 85 I 5D J ! E 5% F: I 5D J !，L/ D% 8A I 5D J ! E
8% @! I 5D J !%

%号矿化体位于 "%断裂破碎带中，为延长 FD ? 的两个扁

豆体，宽 D% @ E D% ! ?P 走向 !@@ E !F@O，南倾，倾角 8@ E @@O，有分

支复合现象 % 矿化带与辉长岩交汇部矿化较强，见有 ! 条石英

脉 % 品位 G< D% !M I 5D J A E 5% DM I 5D J A，G$ !A% @ I 5D J A E 8H% M I
5D J A，K2 D% ! I 5D J ! E @% DA I 5D J !，L/ D% !! I 5D J ! E D% !F I 5D J !，

深部品位较稳定 % 矿化带远离辉长岩部位矿化较弱，G$ 8@ I
5D J AP G< D% 8M I 5D J A，K2 5% 88 I 5D J !，L/ D% :@ I 5D J !%
8% 5 矿石特征

矿体在#线以东矿石中常见有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压

碎结构、浸染状结构、细脉状结构、网脉状结构，条带状构造 % 以

西以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致密块状构造为主 %
矿石矿物主要为方铅矿、闪锌矿、自然银、黄铜矿、黄铁矿 %

脉石矿物为石英、方解石、石墨、绿泥石、绢云母、高岭石等 %
8% ! 矿物生成顺序及共生组合

早期形成的矿石中黄铁矿和石英各呈脉状互生，含少量方

铅矿、闪锌矿 % 石英、黄铁矿均呈致密块状，表现为高温特征 %
早期生成的矿石被后生块状铅锌硫化物矿体切割，自然银呈薄

膜状、树枝状产于后生矿石的裂隙内 % 矿体内具石英集合体，局

部具晶洞构造，表现为中低温特征 % 后期方解石脉切割前两期

矿石，在围岩和矿石中脉石矿物普遍蚀变，表现为低温特征 % 由

矿物的穿插关系及镜下特征可划分出 8 个成矿阶段，见表 5%

矿物的共生组合分为 8 种情况 % &早期的粗粒灰白色石英

与粗粒的方铅矿、闪锌矿及细粒的黄铁矿、黄铜矿组合以细脉状

分布在矿体的下盘边缘；’矿体的中部为致密块状的黄铁矿、闪

锌矿组成，内有零星的块状黄铜矿、黄铁矿分布，在一些角砾的

边部可见绿泥石、绿帘石绢云母；(矿体内局部可见脉状、团块

状方解石和乳白色石英集合体，石英集合体内可见细粒的方铅

矿、闪锌矿及黄铁矿，局部可见晶洞构造 %
8% 8 围岩蚀变特征

矿体的围岩蚀变是在早期矿化蚀变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

的，因而矿体围岩蚀变较矿化体蚀变既具相似性又具不同性，蚀

变的强度更强，而且具较强的黏土化 %
硅化：以石英细脉、网脉、单脉 8 种形式出现 % 石英细脉一

般以细脉群出现于主要矿 B化 C体的下盘，宽 D% @ E @ *?，多伴有

少量出现 大量出现

表 5 庙沟富铅锌银矿床成矿阶段

!"#$% & ’()%*"$(+",(-) .,"/%. -0 ’("-/-1 2#34)35/3*(67 8%9-.(,

5:5第 ! 期

第二阶段

中温热液

硫化物阶段

第三阶段

低温热液

方解石硫化物阶段

第一阶段

高温热液

石英硫化物阶段

矿化阶段

方铅矿

闪锌矿

黄铜矿

黄铁矿

自然银

石英

方解石

绿泥石

绢云母

绿帘石



自形—半自形的黄铁矿 ! 除个别的具有金银铅锌矿化外，大多

矿化极弱 ! 石英单脉一般以不连续的扁豆体出现，且均已破碎，

硫化物发育，与金银矿化关系密切 ! 石英网脉为区内最普遍的

一种蚀变，在各矿 "化 # 体内均有发育，与银铅锌矿化关系密切$
多出现在矿化构造带内部，胶结构造角砾，局部发育富银铅锌矿

化 !
石墨化：由于高家峪组地层富含石墨，经动力变质作用，区

内的断裂构造带内普遍含有大量的片状、团块状石墨 ! 石墨化

与矿化关系不大，但可以引起较高的激电异常和视电阻率异常 !
碳酸盐化：主要发育在辉长岩与断裂破碎带交汇处的矿体

围岩内，在破碎带中呈方解石细脉、网脉出现 !
黄铁矿化：该蚀变在区内较普遍，且具多期性，可分为% 期 !

第一期以细脉状分布于含矿构造两侧围岩中的片理化带内，黄

铁矿呈浅黄色，细粒，沿片理发育，不具银铅锌矿化；第二期以团

块状、脉状分布在含矿破碎带内，黄铁矿为黄白色，中粒自形结

构，一般也不具银铅锌矿化；第三期以细粒他形充填于矿体内部

的构造裂隙内，或呈半自形浸染状分布于裂隙的两侧，常与方铅

矿、闪锌矿、黄铜矿伴生，构成富银铅锌矿体 !
深度黏土化：主要分布在矿体上盘或下盘与与闪长岩接触

带内，蚀变矿物集合体为高岭石、叶腊石、绢云母、石英等，黏土

化带宽度可达 & ’!

& 矿床成因探讨

&! ( 成矿物质来源

根据矿化体及矿体与辉长岩的空间展布特征，以及矿体、矿

化体内部元素的分布特征，可以断定矿体及矿化体的形成与辉

长岩有直接关系 ! 在坑道内可见岩脉具分支复合现象，并可见

辉长岩脉与闪长岩脉紧密共生，闪长岩与辉长岩为同源岩浆分

异产物，闪长岩脉在局部构成矿体的上下盘围岩 ! 在地表多处

工程深部见辉长岩，很可能在地下深部为较大的岩株 ! 辉长岩

微量元素分析 )* 可达 (++ , (+ - .，/0 可达 (1+ , (+ - .，近矿体的

闪长岩脉 23 可达 41+ , (+ - 5，26 可达 %&! & , (+ - .! 据辽东裂谷

研究资料，辽河群高家峪组铅锌丰度较低，而大石桥三段大理岩

铅锌丰度值高达克拉克值的 % 7 1 倍，局部高达十几倍 ! 因此，

很可能是岩脉在上侵过程中萃取了倒转背斜深部大石桥组三段

内的 )*、/0、26、23 等成矿物质，为成矿提供了物质来源 !
&! 4 成矿机理

新元古代，老山墙岩体向上侵入里尔峪组、高家峪组内，在

围岩内形成一组与地层走向一致的南倾压扭性断层 ! 随着岩体

进一步上侵，形成与东西向断层近于垂直的张性断层，如庙沟断

层、糖梨树沟断层等 ! 此期岩浆活动热液萃取了里尔峪组的石

墨，并在挤压破碎带内沉淀，热液形成了初期的蚀变 ! 后期的辉

长岩脉上侵使早期的东西向压扭性断层活化呈张性，辉长岩同

源分异的闪长岩脉侵入 8!破碎带内，随岩浆结晶分异，形成富含

)*、/0、26 的岩浆热液，在各破碎带内运移和沉积成矿 ! 由于岩

体较小，成矿热液迅速经历了从高温至低温的演变，因而矿体与

围岩之间界线清楚 ! 由于 23 元素在高温阶段具有较高的稳定

性，运移距离较远，26 元素次之，因而以辉长岩脉为中心向西形

成 )*、/0—)*、/0、26—23 三个矿 "化 # 段 ! 矿体的岩石化学分

析结果表明，矿体为岩浆热液贯入形成 "图 % # ! 在成矿期内储矿

破碎带又经历多次运动，造成闪长岩脉的破碎和矿体的分支复

合现象 !

1 结束语

由于庙沟富铅锌银矿床发现时间较晚，规模较小，尚未引起

广泛重视，所做矿床研究工作较少 ! 但庙沟矿床有其独特的成

矿模式，对丰富成矿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 因此应进行深入的研

究，尤其是研究其深部成矿的可能性，这对指导矿山生产具有重

大经济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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