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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上扬子地台及其周缘分布着众多铅锌矿，这些位于震旦系一奥陶系海相碳酸盐岩中受岩性控制且受断裂控矿明

显，以层状、似层状为主，成矿温度相差较大，成矿流体盐度高，成矿流体为热卤水的沉积岩型铅锌矿床，有着特殊的成矿背

景及成矿条件，与MvT相似也有不同特征的铅锌矿称为“扬子型”铅锌矿。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以来，该地区扬子型铅

锌矿找矿及勘查取得重要进展，在近几年的找矿工作中已累计探明铅锌资源量1000万吨以上。通过深入研究，总结出具有

中国特色的“扬子型”铅锌矿的成矿规律及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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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ead—zinc deposits were widespread in upper Yangtze plate and periphery area．All these deposits，

which distributed in Sinian．Qrdovician marine carbonate rocks，controlled by lithology and fault system，main-

ly have stratiform and stratoid structure，variable metallogenic temperature，mineralized fluid are hydrothermal

brine with high salinity,have special metallogenic setcing and ore—forming conditions，have a similar and differ-

ent characteristics with MVT lead—zinc deposit．The sedimentary—hosted lead—zinc epigenetic deposits with

above characters are defined as Yangtze type lead—zinc deposits．Since the whole country survey in land and

resource，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Yangtze type lead—zinc deposits explor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prospecting work has accumulated proven lead and zinc resources of 1 0 million tons．To summarize the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and prospecting criteria of Yangtze type lead—zinc deposits has great significa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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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扬子陆块是我国重要的大地构造单元之一，20

世纪50年代以来，扬子地台内鄂、湘、黔、桂、滇等

各省(区)相继开展了铅锌地质勘查工作，发现了较

多的大中型铅锌矿床以及数目众多的小型矿床和

矿点。2007年，黄崇轲、严铁雄两位专家提出了“扬

子型”铅锌床这一新类型矿床，认为这是扬子地块

极具找矿潜力的矿床类型。鉴于扬子地块及其周缘

铅锌矿成矿的特殊性，武汉地矿所(原宜昌地矿所)

提出“扬子型”铅锌矿床的初步想法，提出“湘西一

鄂西地区层控铅锌多金属矿”带，被国土资源部列

入全国重点成矿带之一，并成为“十一五”期间国土

资源大调查矿产评价的重点地区。长期以来，许多

学者对该区铅锌矿床进行了研究，获得了丰富的资

料，促进了区内铅锌矿找矿工作，但由于受研究区

局限性限制，目前对区内铅锌矿床的成因尚未取得

统一认识，主要观点有：龙宝林和刘忠明【1认为鄂西

地区铅锌矿床的成因类型主要为沉积型和热液型。

杨绍祥口。3认为湘西铅锌矿属层控改造型低温热液
矿床，特征类似于MVT铅锌矿床。林方成【4认为，扬

子地台西缘的川滇黔铅锌多金属矿，与铅锌矿密切

共生的硅质岩为典型的海底热水沉积产物，铅锌矿

床属于海底喷流沉积成N(SEOEX型1。王国武闭对

浙西地区的扬子型铅锌矿找矿潜力进行了初步的

总结。路启福等[61对桂北三江地区的扬子型铅锌矿

的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总结。最

近芮宗瑶等[71系统总结了扬子陆块铅锌矿床的空间

特征，划分了川滇黔铅、陕南马元、湘西一鄂西和南

京栖霞山等4个锌矿化集中区(图1)。随着研究的

深入，这些产于扬子地台周缘的有着特殊成矿背景

及成矿条件的铅锌矿，被定义为“扬子型”铅锌矿。

近年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扬子地块部署了多

个找矿项目，铅锌多金属矿找矿工作取得了重要进

展，先后发现了马元铅锌矿、冰洞山(铅)锌矿、凹子

岗锌矿等。201 1年开展《扬子型铅锌矿成矿规律研

究及选区评价》项目，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段其

发，曹亮等人对“扬子型”铅锌矿床这一新矿床类

型进行总结，认为该类矿床在扬子地台分布很广，

成矿时代从南华纪至奥陶纪，找矿潜力大，将“扬

子型”铅锌矿定义为产于扬子地台周缘震旦系一

奥陶系海相碳酸盐岩中受岩性控制且受断裂控矿

明显的以层状、似层状为主，成矿温度相差较大，

成矿流体盐度高，成矿流体为热卤水的沉积岩型

铅锌矿床。

本文在前人地质工作实践和科学研究基础

上，结合项目所做的有关研究成果，总结了扬子型

铅锌矿的成矿特征及成矿规律，以及近年来的找

矿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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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扬子型铅锌矿的特征

2．1赋矿层位

扬子地台及其周缘铅锌矿的赋矿地层相对稳定，

严格受层位控制，且赋存层位多，细分有十多个层位。

陕西南郑县马元铅锌矿集中区，位于扬子地台

北缘碑坝古陆核活化杂岩区，矿区由基底和盖层两

部分组成：基底由中元古代火地垭群中深变质火山

碎屑岩及晋宁一澄江期中酸性侵入岩和基性杂岩

等组成，盖层由角度不整合于基底之上的上震旦统

一下寒武统浅海相碳酸盐岩一碎屑岩组成。赋矿层

为上震旦统灯影组角砾岩化白云岩IS-lOl。

川一滇一黔铅锌矿化集中区，共发现铅锌矿大

型矿床6处、中型矿床20处、小型矿床及矿点、矿

化点300余处。铅锌矿床产于上震旦统、下寒武统、

中上奥陶统、中志留统、中泥盆统、上泥盆统、上石

炭统、中二叠统等众多层位。其中，上震旦统灯影组

和下石炭统是最重要的赋矿层位。容矿围岩以白云

岩为主，其次为白云质灰岩、硅质白云岩、灰岩等[4J。

鄂西地区铅锌矿床主要赋存上震旦统陡山沱

组、灯影组、寒武系和下奥陶统南津关组等地层中。

矿体赋存于角砾状白云岩、生物碎屑灰岩中，其顶、

底板通常为含炭质页岩、灰岩和白云岩等。

湘西龙山、保靖铅锌矿化区找矿潜力巨大。现

已发现洛塔、保靖和花坦3个矿田。含矿层有下寒

武统清虚洞组藻礁灰岩、中寒武统敖溪组白云岩和

下奥陶统南津关一红花园组硅化碎屑灰岩等。鄂西

神农架地区含矿层位为上震旦统灯影组白云岩。

南京栖霞山铅锌矿床位于下扬子准地台东缘，

赋矿层位为下石炭统一下二叠统，矿体主要赋存在

下石炭统一下二叠统碳酸盐地层中的纵向断裂和印

支面内，70％的矿石赋存于中石炭统黄龙组粗晶灰

岩、白云质灰岩、生物碎屑灰岩和含锰灰岩中刚】。

从北部神农架地区、陕南马元再到东南部湘

西，再到西南部川一滇一渝地区和南京栖霞山赋矿

层位逐渐抬高，即从震旦系陡山沱组到灯影组到寒

武一奥陶系，再到石炭系，主要赋矿层位有震旦系

陡山沱组、灯影组、寒武系清虚洞组、熬溪组、寒武

～奥陶系娄山关组、奥陶系南津关组、奥陶系红花

园组、石炭系黄龙组(图2)。自下部陡山沱组向上

至奥陶纪南津关组矿化由强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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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构造部位

断裂是铅锌矿的重要控制因素之一，它既是容

矿的场所，也是成矿物质富集和成矿热液循环的主

要通道。深大断裂对铅锌的空间分布有明显控制作

用，两组或多组深大断裂交汇的部位是铅锌成矿的

最有利场所。即使在顺层产出的层状、似层状矿体

中，断裂控矿的特征也非常明显。成矿物质大多充

填和交代于脆性断裂的破碎带、滑脱构造的滑脱层

以及褶皱的虚脱部位。

马元铅锌矿，构造总体上为一个大型穹隆构

造，其核部由中、晚元古界火地垭群及晋宁一澄江

期侵人体构成，翼部为上震旦统一下寒武统。区内

断裂构造主要沿穹隆核部杂岩的近翼部位置上发

育，有成矿前的控矿断裂和成矿后的破坏矿体断

裂。含矿层位的分布明显受穹隆翼部宽缓复式向斜

构造控制。

扬子地台西缘川滇黔地区的铅锌矿成矿作用

受晚震旦世一早寒武世NEE向延伸的汉源一峨眉

凹陷及同生断裂带的控制。区域上矿带主要沿小江

断裂、安宁河断裂与紫云垭都断裂展布；矿田范围

内矿床多分布于南北向断裂与北东向断裂交汇地

段(图3)[12-131。

湘西一鄂西地区，区内断裂极其发育，构造线

方向以NE、E—W、NW向为主，局部发育近s—N向

断裂。区域性大断裂具多期活动特征。在神农架断

穹和黄陵断穹区有两大重要滑脱面，即早一中元古

代变质岩系与震旦一侏罗纪沉积盖层之间的滑脱

面和震旦系白云岩与寒武系灰岩之间的滑脱面，铅

锌多金属矿分布在滑脱面及其附近⋯。湘西花垣地

区，构造主要为NNE—NE向褶皱构造，自北而南为

桂花树一吉筒坪背斜，太阳山一龙潭向斜，峰塘一

老寨(李梅)背斜，长10。15 km，呈NNE—NE向，

斜列相间分布，具有一定的等距性。断裂构造主要

为NE—NEE向压扭性断裂，与成矿关系不明显，一

般起着控制矿床边界的作用，但其派生的低序次褶

皱，断裂裂隙对矿化的局部富集则十分重要mI：

南京栖霞山铅锌矿床，处于南京一句容一六合

莫霍面坳中隆(幔隆)的上升区⋯】：苏南的四条大断

裂控制了宁镇断褶弯沉积盖层凸起(图4)，即北侧

的南京一泰兴断裂带、南侧的江宁一丹阳断裂带、

西侧的六合一和县断裂带和东侧的茅山断裂带。矿

区中部有一条近S—N向的栖霞镇一东流镇基底断

裂，其北端和南京一泰兴壳断裂近垂直⋯j：

综上所述，区域性大断裂控制了次级成矿带、

矿化集中区的空间分布，如青峰大断裂控制大巴山

次级成矿带的空间分布，石门一松桃大断裂控制花

垣一松桃次级成矿带的空间分布，安化一怀化一新

晃大断裂控制沅陵一怀化次级成矿带的空间分布。

深大断裂交汇部位控制矿集区(矿田)的分布。

2．3赋矿岩性

铅锌矿赋矿岩石类型有角砾状白云岩、藻礁相

灰岩、砂屑白云岩、白云质灰岩、硅化生物碎屑灰岩

及硅化蚀变碳酸盐岩。高孑L隙度、易碎、化学性质活

泼是这类岩石共有的特征。

震旦系下统陡LLI沱组是扬子型铅锌矿的重要

含矿层位。在神农架地区，陡山沱组分四个岩性段：

第一岩性段为浅灰色具硅质网格含锰白云岩；第二

岩性段为含磷岩系，主要岩性为肉红色骨板状磷块

1鞠3川滇黔接壤地区锵锌矿分布陶(据文献[13])

Fig．3 Sketch map showing distribution of Pb Zn deposits in

Chuan-·Dian．-Qi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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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宁镇地区断裂构造图(据文献【11)

Fig．4 N ingzhen regional fault structure diagram

岩、灰黑色块状磷块岩、白云质条带状磷块岩、含磷

条带白云岩、含磷炭质页岩；第三岩性段为灰白色

厚层状含黑色燧石团块白云岩；第四岩性段为黑色

炭质页岩夹角砾状白云岩，角砾状白云岩具银铅锌

矿化。而在湘西北沅陵一辰溪一带，陡山沱组地层

厚度稳定，一般在40～75 m。黄铁铅锌矿则产于陡

山沱组底部的白云岩中，严格受层位控制。

灯影组由白云岩、鲕状白云岩、硅质条带或硅

质结核白云岩、白云质磷块岩、泥质白云岩及硅质

岩、角砾状白云岩所组成，但各地的岩石组合略有

不同。

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岩性为深灰一灰色薄一

中厚层灰岩、藻灰岩、白云岩夹泥质灰岩、泥质白云

岩。其底部夹黑色炭质页岩。厚27．5。396 m。清虚

洞组是湘西地区铅锌矿、汞矿的主要含矿层位，铅

锌矿赋存于藻相灰岩地层中，矿石以斑脉状构造为

主，其次为浸染状和角砾状构造。

寒武系中统敖溪组岩性为深灰色薄层一厚层

细晶白云岩、纹层状泥质白云岩、灰岩、泥质灰岩。

底部为黑色炭质板状页岩。中上部是凤凰矿田汞、

铅锌矿的含矿层位。

熬溪组是湘西凤凰一带铅锌矿的主要含矿层

位，铅锌矿赋存于熬溪组角砾状白云岩中，矿体呈

层状、似层状、透镜状，多数顺层产出，个别切层。矿

化富集受地层岩性和构造热液叠加双重因素控制。

寒武系中上统娄山关群岩性为灰一浅灰色中

一厚层细一粗晶白云岩夹深灰色薄层泥质白云岩，

局部夹鲕粒或含藻白云岩。局部产铅锌矿，是湘、鄂

交界地区的主要含矿层之一。

奥陶系下统南津关组岩性为灰色中一厚层砂

屑灰岩，白云质灰岩夹白云岩，生物屑灰岩及硅化

灰岩：南津关组是湘西北龙山一保靖一带铅锌矿的

主要含矿层位，岩性为灰白一深灰色厚层灰岩、结

晶灰岩、白云岩、白云质灰岩夹生物碎屑灰岩，局部

含硅质条带和团块。

奥陶系下统红花园组岩性为生物碎屑灰岩，区

域上厚105～109 m。为湘、鄂接壤区铅锌矿的次要

容矿层位，也是区内铅锌矿床产出的最高层位。

中石炭统黄龙组岩性主要为粗晶灰岩、白云质

灰岩、生物碎屑灰岩和含锰灰岩，地层厚360 m，呈

海进序列，常见含锰灰岩和层纹状黄铁矿层陋161。

此外，区内广泛分布的陡山沱组和水井沱组是

富含铅、锌、铜、银、钒、钡、钼、铬、镍等元素的黑色

岩系，推测是区内铅锌多金属矿的重要矿源层之

一，部分矿床(如冰洞山铅锌矿床)就产于黑色岩系

所夹的白云岩中。

2．4控矿岩相

扬子型铅锌矿控矿岩相主要有生物丘(礁)相、

台地边缘浅滩相和滩后泻湖相(叠层石发育)。

鄂西神农一黄陵地区震旦纪灯影组中的铅锌

矿床绝大多数分布在台地边缘浅滩相内(图5)。

湘西地区清虚洞组中的铅锌矿绝大多数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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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湘西鄂西及邻区震旦纪灯影期岩相古地理与铅锌矿床分布图(据文献[17】修改)

Fig．5 The map showing lead-zinc deposits distribution and the lithofacies palaeogeographical framework of the Sinian Dengyingxia

Age in western Hunan-western Huhei area

卜泥晶白云岩；2-泥岩；3-水平叠层石白云岩；4一波状叠层石白云岩；5-半球状叠层石白云岩；6-微晶白云岩；7-粉屑泥晶白云岩；8一

砾屑白云岩；9一核形石白云岩；10一细晶白云岩；11-碳(硅)质页岩；12-硅质岩；13一潮坪相；14一局限台地相；15一浅滩相；16一浅缓坡相；17一

深缓坡相；18一盆地相；19一开阔台地相；20一剖面位置；21一矿床；22一矿点；23一主干断裂．

物丘(藻礁)相有关(图6)旧，湘西地区寒武纪经历

了多次海侵一海退旋回，在各旋回，高海平面期间

形成的生物礁相和浅滩相常发育溶孔、暴露面等，

它们具有高孑L隙度和高渗透率特征，是重要的赋矿

岩相。由此，认为较高的孔隙度和渗透率是成矿的

重要条件之一。同时，岩石化学分析表明在无矿化

地段的生物礁(丘)相和浅滩相地层中成矿元素

Pb、Zn含量并不高，不能构成矿源层。成矿元素Pb、

zn应属异地来源。刘宝瑶等¨8】在研究李梅铅锌矿时

认为，矿床形成与生物丘相关系密切(图7)，生物

丘间接控制了矿床的形成。

扬子地台西缘川滇黔地区铅锌矿分布在浅水

碳酸盐台地的潮坪相(图8)|41。该地区主要可划分为

三个沉积区：滨海陆源碎屑与碳酸盐沉积区、浅海碳

酸盐台地沉积区和碳酸盐台地前缘斜坡沉积区∽】。

南京栖霞山铅锌矿区及邻区的下古生代地层

是处在还原、半还原的浅海、滨海、泻湖相等环境，

藻类及珊瑚类造礁生物较丰富。尤其是藻类低等浮

游生物在密闭缺氧的沉积环境中，腐烂繁殖生成大

量硫细菌，分解H：S、C0：与沉积物中的Fe(OH)：形

成FeS：，停留于生物遗体中形成多种生物的假象。

或与亲硫力强的Cu、Pb、Zn阳离子置换，呈多金属

矿物质与碎屑物同时沉积下来，成为矿源层或局部

富集成小矿体[20l。

2．5·围岩蚀变特征

扬子型铅锌矿主要围岩蚀变类型有碳酸盐化

(方解石化、白云石化)、黄铁矿化、硅化、褪色化，其

次为重晶石化、褐铁矿化、沥青化、萤石化等。黄铁

矿化(或地表铁帽发育)地区以及重晶石矿(脉)出

露较广的地段为找矿有利地段。

空间上，南部董家河黄铁矿锌矿床和中部江家

垭铅锌矿床、唐家寨锌矿床是区内硅化作用最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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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The map showing lead—zinc deposits distribution and the lithofacies palaeogeographiPal framework of the Cambrian

Qingxuudong Period in western Hunan area

地区，萤石化和重晶石化主要分布于龙山、鹤峰、宣

恩等地；沥青化、方解石化主要见于湘西凤凰一花

垣地区。白云石化分布普遍，但多数发生于成矿作

用之前，而与成矿作用同时发生的白云石化以凹子

岗矿床和沅坪矿床最为显著。总体上，区内铅锌矿

床的围岩蚀变较弱，而且一个矿床中以1～2种蚀变

为主。

马元铅锌矿，围岩蚀变较弱，与铅锌矿化有关

的蚀变主要有硅化、重晶石化，其次为白云石化、萤

石化、沥青化。硅化和重晶石化主要以胶结物形式

与闪锌矿等同时充填于角砾问及裂隙内，对白云岩

角砾无明显的交代现象110I。

川一滇一黔地区的铅锌矿床，大部分围岩蚀变

不发育，在滑动断裂带附近发育硅化、白云石化HI。

南京栖霞山矿区围岩蚀变微弱，根据野外观察

和镜下鉴定，矿体上盘石英砂岩、粉砂岩、泥岩中可

见轻微的绢云母化、硅化和绿帘石化，下盘灰岩中

可见轻微大理岩化。围岩中偶见方铅矿、闪锌矿、黄

铁矿呈细脉状、星点状和团块状分布在裂隙中|211。

2．6扬子型铅锌矿找矿标志

通过对区内扬子型铅锌矿床成矿规律总结可

知，该类型矿床在成因、成矿地质条件和空间分布

特点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共同性主要表现矿

床成因都为盆地边缘后生低温热液铅锌矿床；控矿

因素主要为岩性和构造，即“二元控矿”特点；在空

间分布上以环绕古隆起(含水下高地，如生物礁、浅

滩等)分布为特征；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不同成矿区

控矿构造的类型不尽相同。因此，找矿标志都有共

同特征和差异，主要找矿标志简述如下：

岩性标志：铅锌矿床可出现在不同时代的地层

中，却毫无例外的都产出在同一类岩性一碳酸盐岩

中，尤其产于厚层一巨厚层状白云岩中，而在各类

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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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川滇交界地f×|灯影蝴计f¨，11地J=l{!‘舟JL锌f}i：r分ni罔(据文献””)

F喀7 The map showing lead—zinc deposits distribution and the lithofaeies palaeogeographical framework of the Sinian Dengyingxia

Age in Sichuan-Guizhou area

碎屑岩中几乎未出现有价值的工业矿化。

构造标志：铅锌矿控矿构造具有多种构造类型、

多种构造层次控矿特点。而其中断裂和褶皱构造以

及各种成因的角砾岩体，是铅锌矿的主要控矿因素。

围岩蚀变标志：扬子型铅锌矿围岩蚀变主要

㈠一{l|_|"m
图8李梅铅锌矿与沉积相的关系(据文献[18])

Fig．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mei lead—zinc mi‘ne and

sedimentary facies

有白云石化、重晶石化、方解石化、硅化、萤石化、绢

云母化和黄铁矿化等，为典型的中一低温热液成矿

作用的蚀变类型。

地球化学标志：将区域地球化学测量结果与矿

调结果对比发现，区域地球化学异常分布范围和异

常强度与已探明的铅锌矿化范围基本吻合，较真实

地反应区域地球化学场特征、异常元素种类、异常

元素组合特征和异常形态的空间展布特征；能反映

矿化集中区含矿地层的展布及主要矿化因素与矿

化带内在联系。

物探标志：扬子地台周缘所进行的物探工作主

要有重力、磁法和电法测量。从区域上看，成矿区

(带)与重力梯度带的空间展布相一致，在含矿地质

体中，激电异常表现为低阻高极化、较高极化地段

是锌矿赋存的极佳部位。

综上所述，可总结出扬子型铅锌矿的找矿标志

(表1)。

扬子型铅锌矿的找矿进展

扬子陆块及其周缘是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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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区域找矿标志特征表

Tablel Regional prospecting marks characteristics

标志 主要特征

岩性

构造

蚀变

化探异常

物探异常

其它

碳酸盐岩建造为主，矿化赋存于各种结构的白云岩和灰岩中，以厚度大、纯度高、结晶程

度好的含角砾白云岩和生物碎屑灰岩含矿性较好。

区域性断裂构造或断穹构造+背斜褶皱构造+次生和派生断裂裂隙构造系统

出现方铅矿化、闪锌矿化是直接的找矿标志，白云岩化、硅化、黄铁矿化是近矿围岩的蚀

变标志，重晶石化、石膏化、褐铁矿化是近地表的蚀变标志。

Pb、zn元素异常范围大，强度高，浓集中心明显，矿化元素和元素组合重迭性好的化探元

素综合异常作为找矿的标志。

区域重力梯度带内，激电异常表现为低阻高极化、较高极化地段是锌矿赋存的极佳部位。

在矿区内用激电测深对判断地下的具较大规模的隐伏矿体和圈定异常有一定效果

地表露头上铅锌氧化矿的数量多、分布广是矿化强度高的反映，采空塌陷区，老硐、老窿、

采坑、矿渣堆，是最明显的找矿标志。

锌多金属成矿省，分布有一些著名的大型超大型铅

锌矿床。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实施以来，铅锌

矿找矿及勘查取得以下重大进展：

(1)陕南马元一白玉地区铅锌矿主要沿上震旦

统灯影组层位分布，成矿带长大于60 km，宽60～

230 m。预测全区铅锌资源量在300万吨以上。

(2)神农架地区新发现铅锌矿产地23个，提交

可供普查的矿产地14处，提交(333+334．)铅锌资

源量643万吨，其中333铅锌资源量约83万吨，估

算远景铅锌资源量达2000万吨。区内以冰洞山铅

锌矿床为代表，矿化带露头长达30 km。已控制

Pb+Zn 333+334l资源量327．25万吨，其中333资

源量26．78万吨(不包括矿田北西部)，预测铅锌资

源量达480万吨，已具大型矿床规模。

(3)黄陵断穹北缘发现了良好的铅锌矿化，圈

定大小铅锌矿体39个，获得Pb+Zn 333+334。资源

量39万吨。预测远景区内潜在的Pb+Zn 333+334，

资源量431万吨。在白鸡河和凹子岗地区取得了重

要的勘查成果。含矿层位为震旦系灯影组石板滩段

和白马沱段。白鸡河地区已控制333+334。锌资源

量31．98万吨，预测远景资源量可达50万吨。凹子

岗地区已控制锌资源量334，资源量12万吨，已达

中型锌矿床规模。

(4)湖南龙山一保靖地区共圈定矿体136个，

提交333+3341铅锌资源量255．56万吨(铅28．3 1

万吨，锌227．25万吨)，其中333资源量33．9l万

吨，334．资源量221．65万吨。同时估算伴生镉金属

资源量2．41万吨，伴生银金属资源量为291．26吨。

新发现了唐家寨、卡西湖、狮子山、白岩、且溪科5

处铅锌矿产地。

(5)湖南凤凰一花垣地区，铅锌矿床(点)赋存于

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藻丘相泥晶灰岩、中统敖溪组

浅滩相亮晶颗粒白云岩中，可进一步分为花垣铅锌

矿田和凤凰汞锌矿田。预测花垣矿田铅锌远景资源

量400万吨以上(不包括李梅一耐子堡矿区探明的

工业储量296万吨)。凤凰矿田的汞矿体中普遍伴

生有锌矿，预测其铅锌远景资源量200万吨①。

(6)Jlj一滇一黔铅锌矿化集中区内已发现大中

小型铅锌矿床百余个，拥有铅锌储量近千万吨，为

中国铅锌锗银生产基地之一。

通过开展区域成矿预测和勘查选区评价，为找

矿T作部署提供依据，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与突破。

这一类型铅锌矿在近几年的找矿工作中已累计探

明铅锌资源量1000万吨以上，估算扬子地块及其

周缘铅锌远景资源量达6000万吨②。

4结论

(1)通过对扬子地台周缘铅锌的研究及总结，将

“扬子型”铅锌矿定义为产于扬子地台周缘震旦

系一奥陶系海相碳酸盐岩中受岩性控制且受断裂

控矿明显的以层状、似层状为主，成矿温度相差较

大，成矿流体盐度高，成矿流体为热卤水，与MVT

相似也有不同特征的铅锌矿的沉积岩型铅锌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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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扬子型”铅锌矿。

(2)扬子型铅锌矿有如下成矿特征：区域性大断

裂控制了次级成矿带、矿化集中区的空间分布，深

大断裂交汇部位控制矿集区(矿田)的分布；铅锌矿

赋矿岩石类型有角砾状白云岩、藻礁相灰岩、砂屑

白云岩、白云质灰岩、硅化生物碎屑灰岩及硅化蚀

变碳酸盐岩；控矿岩相主要有生物丘(礁)相、台地

边缘浅滩相和滩后泻湖相(叠层石发育)；主要围岩

蚀变类型有碳酸盐化(方解石化、白云石化)、黄铁

矿化、硅化、褪色化，其次为重晶石化、褐铁矿化、沥

青化、萤石化等。

(3)扬子地台周缘矿床成因类型特殊，在扬子地

台分布很广，成矿时代从南华纪至古生代，找矿潜力

大。加强扬子地区铅锌矿床的调查、研究、评价，不仅

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

注释：

①武汉地质调查中心．扬子型铅锌矿成矿规律研究与选区评

价总体设计．2010．

②武汉地质调查中心．湘西一鄂西成矿带地质找矿研讨会会

议交流材料．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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