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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东部前寒武纪铅锌矿资源分布广泛!目前已探明储量的前 寒 武 纪 铅 锌 矿 床 有&!处!其 中 超 大 型 矿

床!处!特大型矿床%处!大型矿床(处!中型矿床!#处!其余为小型"这类矿床主要形成于中新元古代的裂谷

系和裂谷系边缘的不同地质构造单元!其分布受构造控制!集中分布于华 北 陆 块 北 缘 东#中#西 段 元 古 宙 裂 谷 系

和扬子陆块西侧康滇地轴震旦系裂谷带东侧的边缘活动带!并以华北陆块北缘 为 主$成 矿 作 用 总 体 受 火 山2沉

积2变质作用控制!具 层 控 性$成 矿 时 代 有 从 北 向 南 变 新 的 趋 势"根 据 矿 床 围 岩 的 不 同!可 把 矿 床 主 要 分 为

DF-(#(’#’I#-D6三大类型!其中以(’#’I型最为重要!规模也最大"

关键词!前寒武纪$铅锌矿类型$裂谷系$中国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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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前 寒 武 纪 铅 锌 矿 产 资 源 极 为 丰 富!大

多数省&市&自治区均有分布!不仅产地广泛!储

量高!规模大!而且矿床类型齐全!矿石种类多’
据统计!截止 到!))(年 底 保 有 铅 金 属 储 量 为%
&%"万吨&锌 金 属 储 量 为)#&’万 吨!分 别 居 世

界第三位 和 第 二 位’前 寒 武 纪 铅&锌 金 属 储 量

约占全国铅&锌金属储量的%"%左右(!)’

!!时空分布及规模

到目前为止!已有报导的锌矿最早形成于新

太古代绿岩带内!岩石类型为一套钙碱性系列的

安山岩*英安岩*流纹质火山岩系列!形成一些

PL?/型铜锌矿床!代表性的矿床为辽宁的红透

山和浙江西裘等铜锌矿床等’元古代时期&尤其

是中元古代时期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也是

前寒武纪铅锌矿床的主要成矿期!多分布在不同

地质构造单元的边缘和裂谷系内’这时全球范

围内地质构造以拉张为主!形成一系列裂谷和沟

槽!伴随裂谷系的形成发育了大面积与非造山作

用有关的岩浆及海底喷流沉积活动!出现了一些

基性岩墙&岩脉群和大面积以碎屑岩为主的铅锌

多金属硫化物矿化带’在地理位置上主要分布

于我国东部的华北和西南地区’这些地区不仅

元古宙地层分布广范!而且裂谷带延续几百公里

至千余千米!特别是华北陆块北缘的东&中&西段

元古宙裂谷系及伴随发育的一系列同生断层内

"形成青城子&东升庙等/(J(0型硫铅锌矿床#和

扬子陆块西侧的康滇裂谷带东侧的震旦系边缘

活动带内"形成大梁子等 ?P;型铅锌矿床#是我

国前寒武纪两大主要铅锌赋矿区"域#带!并以华

北陆块北缘为主’另外在秦岭&祁连&华夏陆块的

一些区域裂谷系及其边缘的不同类型的碳酸盐

岩类的地层中也形成了一些铅锌矿化带"约占总

量的’&%以上!在广东&湖南两省各占$"%与

($%!在 广 西&贵 州&四 川 等 地 几 乎 达)"%以

上#(#)!矿床以/(J(0型为主!其次为 ?P;型铅

锌多金属矿床’最近!在河南省栾川钼矿周围也

发现了铅锌矿!据其地质条件分析!该矿床有可

能形成大型矿床(%&*)’
目前已探明储量的前寒武纪铅锌矿床有&!

处!其中超大型矿床!处!特大型矿床%处!大型

矿床(处!中型矿床!#处!其余为小型’华北地

区大中型铅锌"多金属#矿床有内蒙古西部东升

庙&霍各 乞&甲 生 盘&炭 窑 口!河 北 的 蔡 家 营&高

板河!辽宁的青城子&关门山等!据资料统计(!)!
这些矿床的铅金属储量占全国铅锌矿床中的铅

金属总 储 量 的$&(%+锌 金 属 储 量 占 全 国 铅 锌

矿床中锌 金 属 总 储 量 的!#&$%’铅 锌 金 属 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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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占全 国 前 寒 武 纪 铅 锌 金 属 总 储 量 的 一 半 左

右!西南地 区 目 前 已 探 明 小 型 以 上 铅 锌"及 多

金属#矿床!!处$&%&如大梁子’天宝山等大中型

以上的铅锌矿床中铅金属储量占全国铅金属储

量的!&(*%&锌金属储量占全国锌金属总储量

的*&*(%!另外在皖浙赣’湖南的枞树柏等地

也有一些铅锌"铁锰#矿床产出!矿床分布及特

征见图!和表!!

图!!中国大陆东部前寒武纪铅锌矿床分布示意图

"#$!!I#<10#4E1#(6(.D0’*+,40#+6)’+; F#6*;’-(<#1<#6’+<1’06V?#6+

!&国界和海岸线(#&主要城市(%&陆块 分 区 界 线(*&主 要 构 造 线(&&小 型/(J(0型 矿 床(’&中 型/(J(0型 矿 床((&大 型

/(J(0型矿床($&特大型/(J(0型矿床()&超大型/(J(0型矿床(!"&小型 PL?/型矿床(!!&中型 PL?/型矿床(!#&
大型PL?/型矿床(!%&小型 ?P;型矿床(!*&中型 ?P;型矿床(!&&大型 ?P;型 矿 床(!’&特 大 型 ?P;型 矿 床(

!(&小型热液型矿床(!$&中型热液型矿床(!)&矿床编号

8!铅锌矿床的类型特征

铅锌矿床 可 按 成 因’产 状’容 矿 围 岩’产 地

等划分不同类型!根据前寒武纪铅锌矿床主要

产出的特 点&综 合 考 虑 各 种 因 素&以 成 因 为 主&
将前寒 武 纪 铅 锌 矿 床 分 为 以 下 三 种 主 要 类 型

"代表性矿床特点见表!#&另外还有一些热液成

因的铅锌矿床!

8%!!火山喷流型!̂]7H型"
这类矿床 的 突 出 特 征 是 围 岩 为 火 山 岩&代

表性矿床 有 辽 宁 的 红 透 山 铜 锌 矿 床’河 北 的 蔡

家营铅锌矿床和浙江西裘铜锌矿床等!矿床形

成时代分 为 新 太 古 代 花 岗 岩)绿 岩 带’古 元 古

代和新元 古 代 活 动 大 陆 边 缘!矿 体 呈 层 状’似

层状’脉状’连 续 的 透 镜 状 及 囊 状 产 出&基 本 与

围岩整合接触!如*红透山大型"铜#锌矿床&是

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铜锌型块状硫化物矿

床!矿床产于华北陆块北缘东段新太古代清原

绿岩带红 透 山 组 中 上 部 的 变 粒 岩’浅 粒 岩 和 片

岩"互层#组合 中"图##!矿 体 上 盘 为 矽 线 黑 云

片岩&下盘为石 榴 堇 青 直 闪 片 岩!矿 床 以 铜 锌

为主&铅含量很低!矿石类型为(块状闪锌黄铁

矿石’闪锌 磁 黄 铁 矿 石 和 含 黄 铁’磁 黄 铁 矿 石!
伴生元素主要为+M’68和6K!矿床的形成与

海底火山活动有关系&含矿 岩 系 为 分 异 较 好 的

镁铁质)长英质钙碱性火山岩系&矿床赋存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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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红透山铜锌矿床!线剖面图

!据沈保丰"’#$!))*%

"#$8!!-0(.#)’<’*1#(6,+-(.](6$1(E<?+6

*(--’02F#6’;’-(<#1<

!&矿体&#&黑 云 母 变 粒 岩&%&斜 长 角 闪 岩&*&矽 线 黑 云

石英变粒人岩&&&辉绿岩脉&’&断裂&(&中段及编号

山质’长英 质 火 山 岩 中$与 加 拿 大 阿 比 提 比 绿

岩带中诺兰达地区的块状硫化物矿床的形成环

境相似"’#(
蔡家营铅锌矿床产于古元古代红旗营子群

大同营组角闪斜长变粒岩)黑云斜长片麻岩)黑

云斜长变粒岩夹斜长角闪岩和大理岩中(矿床

以脉状)囊状)透镜体状矿体为主$局部也有似层

状矿体(矿石主要有两种类型$东部的绿泥石’
闪锌矿型和西部的绢云母’多金属 型(区 域 构

造控矿和导矿构造明显$是裂谷下陷沉积阶段多

次海底火山喷发’沉积后又经上隆拉伸)挤压褶

皱及变质作用及中生代热液强烈改造成矿(

8%8!沉积喷流型!H’;’_型"
成矿作用与古元古代和中元古代裂谷同生

沉积盆地 的 沉 积 活 动 有 关$其 特 点 是 围 岩 以 含

炭页岩为 主$产 于 裂 谷 系(代 表 性 矿 床 有 古 元

古代辽吉 裂 谷 内 的 青 城 子 大 型 铅 锌 矿 床)中 元

古代内蒙古东升庙超大型铅锌矿床和河北的高

板河铅锌黄矿床等"(#(这些矿床主要产于含炭

页岩$少量千枚岩及局部大理岩中$虽然有弱火

山活动$但是沉积性)层控性以及海底喷气和热

水作用特征明显$与硫关系密切$是我国前寒武

纪铅锌矿床的主要类型(青城子铅锌矿床是辽

吉裂谷内 的 大 型 矿 床$矿 床 就 位 于 裂 谷 中 央 凹

陷区$靠近 北 缘 斜 坡 带 一 侧 高 家 峪 组 二 段 和 大

石桥组三段的页岩内!图%%$东矿区以榛子沟层

状铅锌矿 为 代 表$容 矿 围 岩 为 高 家 峪 组 条 纹 状

含石墨片 状 大 理 岩&西 区 以 喜 鹊 沟 脉 状 铅 锌 矿

为代表$容 矿 围 岩 为 大 石 桥 组 三 段 透 闪 透 辉 页

片状大理岩(区域构造多表现为近东西向的平

卧褶皱 和 推 覆 构 造$韧 性 剪 切 变 形 十 分 发 育(
矿区由!%个 矿 体 组 成$矿 体 形 态 有 层 状)似 层

状)脉状)囊状(脉状矿体多出现在层状矿体上

盘或受层间韧E脆性断裂及旁侧的羽毛状裂隙

所控制(层 状 矿 体 的 矿 石 成 分 比 脉 状)似 层 状

简单$前者主要的金属矿物为闪锌矿$后者为方

铅矿(矿区 内 花 岗 岩 侵 入 面 积 达!*&以 上$既

有古元古 代 花 岗 岩$也 有 印 支 期 的 黑 云 母 花 岗

岩体"$#(矿区 以/(J(0型 为 主$不 排 除 后 期 岩

浆作用对矿床的叠加和富集影响(在辽吉裂谷

内除青城 子 大 型 铅 锌 矿 床 外$还 分 布 有 近 百 个

矿床!点%$构成一个巨大的铅锌成矿带 ")#(

8%A!密西西比河谷型!7 9̂型"
该类型矿 床 的 特 点 是 产 在 巨 厚 层)含 重 金

属的碳酸 盐 岩 沉 积 地 层 中$代 表 性 矿 床 有 辽 宁

的关门山和四川的大梁子铅锌矿床等(构造运

动使地壳拉张形成断裂$成为导矿构造$在后生

热液作用下成矿(关门山矿床产于中元古代辽

宁泛河裂 谷 带 东 侧 坳 陷 区 关 门 山 组!相 当 于 高

于庄组%碳 酸 盐 岩 地 层 中(大 梁 子 矿 床 赋 存 在

扬子陆块西侧的川滇裂谷带东侧的大陆边缘活

动带的金阳’会东凹陷盆地震旦纪灯影组地层

中!图*%(矿区内没有明显的岩浆活动$矿床生

成均与裂谷系有关(含矿岩石为含炭白云岩和

白云岩(主矿体受>& 与>!&两大断裂之间陡立

构造破碎带控制(矿体形态呈筒柱状$中间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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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辽宁青城子矿床地质略图

!据王魁元等"’#$!))*%

"#$%A!&’()($#*+)<@’1*?,+-(.1?’‘#6$*?’6$F#D42Z6;’-(<#1$Q#+(6#6$D0(T#6*’

!&辽河群盖县组&#&辽河群下部岩系至大石桥组 三 段 第 一 层 未 分&%&辽 河 群 下 部 岩 系 至 大 石 桥 组 第 三 段 第 二 层

未分&*&大石桥组第三段第三’四层&&&大石桥组第二段第二层&’&大石桥组第三段第一层&(&辽河群下部岩系至大石

桥组第三段 第 一 层&$&大 石 桥 组 第 一 段 和 第 二 段&)&新 太 古 界&!"&吕 梁 期 花 岗 岩&!!&燕 山 期 花 岗 岩&!#&韧 性 断 层&

!%&飞来峰&!*&断层&!&&矿点&!’&生产矿山&!(&已采完矿山

图B!大梁子铅锌矿床地质简图

!据林方成"$#$!))*%

"#$%B!&’()($#*+)<@’1*?,+-(.1?’I+)#+6$F#D42Z6;’-(<#1%

!!%&寒武系下统(!&龙王庙组&#&沧浪铺组&%&筇竹寺组&*&震旦系灯影组&&&灯影 组 岩 性 段 编 号&’&地 质 界 线&(&断

层及编号&$&含碳白云岩&)&铅锌矿体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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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薄!浅部 厚 深 部 薄"含 有 大 量 的 石 膏"矿 体 产

出规模较大#长’%"$宽"&$!#"&$$的部位

甚至 含 有 石 膏 层"且 矿 化 集 中!矿 石 品 位 较 高

#并以锌 为 主"主 金 属 元 素)4%Q9最 高 可 达!%

($"受构造控制具有明显的穿插特征"说明为后

生热液充填的产物&矿石类型以黄铁矿’闪锌

矿’方 铅 矿 为 主"黄 铜 矿’黝 铜 矿 与 闪 锌 矿 和

方铅矿 等 组 合 类 型 次 之(!")&除 以 上 主 要 三 类

型外"还有 一 些 产 在 前 寒 武 纪 地 层 中 与 后 期 岩

浆热液等有关的铅锌矿床&

A!讨论

中国东 部 前 寒 武 纪 铅 锌 矿 床 在 新 太 古 代

时"是 以 铜 锌 为 特 征 的 PL?/型 矿 床"元 古 宙

为铅锌矿 主 要 成 矿 期"矿 床 类 型 以/(J(0型 为

主"其次 为 ?P;型&矿 床 所 处 的 地 质 构 造 背

景!物化条 件 等 不 同 都 直 接 控 制 和 影 响 着 矿 床

的形成!类型 和 规 模&如/(J(0型 矿 床 的 形 成

是随裂谷 演 化 而 进 行 的"在 下 陷 沉 积 阶 段 成 矿

作用主要 是 喷 流’沉 积 作 用*在 海 盆 中 形 成 了

以碎屑 岩’碳 酸 岩 为 容 矿 岩 的 层 状#铜!黄 铁

等$铅锌矿体&在其上隆拉伸与挤压褶皱阶段"
形成了层状矿体衍生的脉状矿体!囊状矿体"并

以不同的组合聚成矿床"构成一个成矿系列"而

且矿体之间有较大的继承性&层状矿体位于下

部"脉状矿体在层状矿体之上或其上盘"囊状矿

体处于更高部位&也就是说"随着裂谷的发展"
矿床定位越来越高"矿体规模越来越小&

总之"中 国 前 寒 武 纪 铅 锌 矿 绝 大 多 数 分 部

在东部的陆块区#即华北陆块和扬子陆块$及陆

块边缘区"其 分 布 受 构 造 控 制&成 矿 作 用 特 征

上总体受火 山E沉 积E变 质 作 用 控 制"具 层 控

性"其时空演化受控于大地构造演化"由于所处

的地质构造背景不同"成矿类型!成矿时代也有

差异&华北 陆 块 的 地 壳 演 化 历 史 较 早"从 新 太

古到青白 口 各 个 地 质 时 期 内 均 有 铅 锌 矿 产 出"
成矿时代 有 从 北 向 南 变 新 的 趋 势&/(J(0型 铅

锌矿床在华北陆块形成时代从古元古代’中元

古代"成矿规模较大"最古老的铅锌成矿床分布

在东部地区&扬子陆块#和华夏陆块$是前寒武

纪成矿较 重 要 的 地 区"但 矿 种 和 成 矿 特 征 与 华

北陆块有 较 大 的 差 别"主 要 成 矿 时 代 是 以 新 元

古代 为 主"随 时 代 由 老 到 新"矿 种 由 单 一 到 多

种"成矿规 模 由 弱 到 强"成 矿 区 域 逐 渐 扩 大"矿

床类型由简单到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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