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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宁铁炉坪银铅矿床中方铅矿

标型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李忠烈

(河南有色矿 产地质研究所 )

本文研究铁炉坪银铅矿床方铅矿的化学成分
、

同位素组成和方铅矿热电性等矿物学特征
,

提取

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成因信息和找矿标志
。

认为铁炉坪银铅矿床系产于太古宇绿岩带背景上与岩

浆活动有关的岩浆热液一变质热液矿床
,

其矿质主要来源于太古宇太华群结晶基底
,

指出方铅矿以

含少量 S b
,

几乎不含 iB
,

含极少量 A g 和富含 C
u
的标型特征

,

提出在矿区 800 一 8 5 o m 标高以下

银铅矿体赋存的可能性很小
。

关键词
:

银铅矿床 方铅矿标型 河南铁炉坪

据 R a m d o h : P
.

( 1 98 0) 研究
,

方铅矿的成因产状各有差异
,

主要有由同生沉积 (密 西西

比河谷式铅锌矿床
、

砂岩型铅矿床 )
、

沉积变质或火山沉积变质 (页岩或火 山岩中的块状硫化

物矿床 )
、

各种热液 (岩浆热液
、

火山热液
、

变质热液
、

卤水热液等 ) 作用以及 由复式成矿作

用 (如某些沉积或火山沉积一热液叠加改造
“
层控型

”
矿床 ) 形成

。

因此研究方铅矿在银矿

床中的产 出地质特征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

1 矿床地质概况 `

铁炉坪银铅矿床位于华北地台南缘 (河南境内 ) 熊耳 山台弯西段
。

区域出露地层主要为

太古宇太华群和中元古界熊耳群
,

两者分别构成轴向北东东的龙脖一 花山复背斜的核部及两

翼
,

其北翼被北东东向洛宁 山前断裂所切截
,

矿床则处于复背斜南翼近轴部
,

矿体赋存在区

内南北向断裂带与北北东向断裂的复合部位
,

矿区内以断裂构造为主
,

自西向东发育有北东

一北北东向相互平行
、

间距大致相等的五条长近千米的断裂蚀变破碎带
,

构成矿区构造的从

本骨架
,

控制了银铅矿体的空间展布和形态特征
。

矿区内赋矿地层为太华群石板沟组
,

岩性 由角闪斜长片麻岩
、

黑云角闪斜长 片麻岩夹黑

云斜长片麻岩
、

斜长角闪岩组成
,

岩石蚀变强烈
,

混合岩化较为普遍
,

并含有超镁铁岩小岩

体
,

原岩为基性 一中基性一 中酸性火山沉积岩夹硅铁建造
。

在熊耳山台弯范围内燕 山晚期岩浆活动剧烈
,

酸性一 中酸性侵入岩体分布广泛
,

而 在铁

炉坪银铅矿床范 围内主要见及花岗斑岩
,

呈小岩脉产出
,

未出露大岩体
。

但据遥感影像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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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矿 区被包络在 区内环形构造中
,

中酸性大岩体隐伏于地下
,

矿床处于大岩体的南东延

伸部位
。

矿区 内已发现的银铅矿体
、

矿化体均受到南北向与北北东向复合断裂蚀变破碎带的严格

控制
。

矿体形态以脉状
、

透境状
、

分支复合脉状为主
; 已知矿体长 2 00 一 60 0 m

,

平均厚度为

2
.

22 一 6
.

35 m
,

最厚可达 16
.

4 m
,

倾向延伸约 50 o m
,

矿体具有上下薄中间厚
,

向北东侧伏特

征 (侧伏角在 25 一 35
“

之间 )
。

银矿体多位于构造蚀变带的两旁 (尤其是近下盘处 ) 而铅矿体

主要位于构造蚀变带的中上部
。

经初步鉴定
,

矿床中金属矿物有方铅矿
、

闪锌矿
、

黄铜矿
、

黄铁矿
、

黝铜矿
、

斑铜矿
、

纤

锌矿
、

磁铁矿
、

镜铁矿等
,

地表可见到孔雀石
、

铅矾
、

蓝铜矿
、

白铅矿
、

褐铁矿
; 已查定的

银矿物有自然银
、

银黝铜矿
、

硫锑铜银矿
、

辉银矿
、

硫银矿
;
非金属矿物有石英

、

长石
、

方

铅石
、

黑云母和绢云母等
。

最常见的矿石 自然类型为方铅矿一闪锌矿一黄铜矿一石英
、

方铅

矿一黄铁矿一黄铜矿 一石英一铁白云石
。

围岩蚀变早期以硅化
、

绢云母化
、

钾长石化为主
,

晚

期主要为绿泥石化
、

硅化
、

碳酸盐化等
。

矿石具半自形 一它形晶粒状结构
、

固熔体分离结构
、

交代结构
、

交代残余结构等
; 矿石

构造有细脉状构造
、

网脉状构造
、

浸染状构造和角砾状构造等
,

反映了热液成因的特征
,

同

时在脉石矿物石英中见有环带结构
,

金属矿物也具有多个世代
,

这说明了热液多期活动
、

具

有多期多阶段矿化的特点
。

2 方铅矿微里元素标型特征

方铅矿的定量化学分析结果表明
,

本矿床方铅矿在化学成分上具有含少量锑几乎不含沁
,

含极少量银和富含铜的特点
。

表 1 铁炉坪银铅矿床方铅矿的化学成分特点 ( % )

T a b l e 1 T h e C h e m ie a l e o m op s i t io n s o
f g

a le n a i n

T ie一u p i n g A g 一 P b d e op s lt ( % )

徉号 P b A s S b C u A g A 一

D 9 0 1 9 8 2
.

3 7 1 3
.

0 6 0
.

0 0 48 0
.

0 6 4 0
.

0 0 0 5 0
.

0 7 0
.

3 2 7 0
.

0 4 7 7 0
.

() 0 () 3

D 90 2 0 8 5
.

7 8 1 2
.

8 0 0
.

0 0 1 2 0 0 2 6 0
.

0 4 3 0
.

0 2 3 0 0
.

0 0 0 3

平均值 8 4
.

0 8 1 2
.

9 3 0
.

0 0 3 0
.

0 4 5

0
.

0 0 1 0
.

0 3

0
.

0 0 0 8 0 0 5 0
.

1 8 5 0
.

( ) 3 5 4 0
.

( ) 0 () 3

测 试单位
:

西北有色金属地质研究所中心实验室
, 19 9 。

根据本矿床方铅矿在化学成分上的标型特点与国内外不同成因类型矿床中的方铅矿微量

元素进行 比较 ( 见表 2 )
,

从中可以提供出矿床成因方面的地质信息
。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

本矿床中的方铅矿成因意义较为清楚
。

原生沉积成因的方铅矿 (表

2 中的 5
、

6) 只含少量的 A g 和大量的 S b
,

S b / A g 值也较大 (为 6
.

0一 6
.

7)
,

而 C u 含量偏低
,

本矿床与之不完全相符
; 沉积变质成因和沉积 一热液迭加改造成因的方铅矿因后期的热液作

用
,

使 A g
、

tC
: 、

iB 的含量增加
,

S b 含量减少
,

这些数值与本矿床中的方铅矿也不一致 (表

2 中的 7
、

8) ;
在 S b

、

A g 含量方面
,

铁炉坪银铅矿床中的方铅矿与我国河北平原某次火山热

液 型金矿床
、

广西某岩浆热液型金矿床和河南某斑岩型多金属硫铁矿矿床中的方铅矿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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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的 2
、

3
、

9 )
,

S b / A g 比值也差别不大 (在 I
·

0 3一 1
·

5 1 之间 )
,

这可能暗示本矿
`

J末的方

铅矿与愁浆热液
一 次火山热液有成因联系

; 与岩浆活动有关的接触交代成因和热液成因的方

铅矿
,

以含 A g 和 C 。
较高为特征 (表 2 中的 4

、

1 0 )
,

含 iB 也相对较高
,

与本矿床中方错矿

的微量元素尚不完全一致
,

但 tC
l 含量与湖南接触交代 一热液型铅锌矿床中的方铅矿却较为

相近
,

也就是说在成因上本矿床与岩浆活动也有着某种联系
。

通过上述对 比
.

本矿床中方铅

矿的微量元素更接近于岩浆热液矿床微量元素的成因特征
,

且形成温度以中温为主
。

表 2 铁炉坪银铅矿床与国内外铅锌矿床
、

金矿床中方铅矿微量元素标型特征对比表 ( % )

T a l】l e 2 C o
m P a r l s o n o n t y P o m o r P h i e e h a r a e t e r is t ie o f m i e r o e l e m

e n t s f o r g a l e n a a m o n g

T ie l ,一P in g A g一 P b d e p o s i t a n d p b 一 Z n d e P o s i t a n d g o ld d e p o s i冬ob th i n d o
m

e s t五e a n d a b r e a d

产地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 O

S卜 ( )
.

0 4 5 ()
.

0 5 6 0
.

0 4 1 7 0
.

18 5 0 0
.

3 ( ) () 0 0
.

3 ( ) ( ) ( ) ( )
.

1 5 () () ()
.

I t、 l ( ) > ( )
.

( ) 2 5 ( )
.

3 7 8 3

A g o
·

0 3 5 4 ()
·

() 3 7 〔)
·

0 3 ( ) 0 0
·

1 ( )8 0 0
·

0 5 () () o
·

( ) 4 4 8 0
·

0 6 2 0 ( )
·

( ) 6 2〔 ) 一 ( )
·

3 6吕3

C u 0
.

1 8 5 ()
.

0 6 9 ( )
.

0 ( ) 6 2 0
.

17 5 0 一 0
.

0 3 10 ()
.

0 5 3 () 一
-

- -

-

B 1 0
.

0 0 () 8 0
.

() 0 () 0
.

0 9 0 0 ()
.

08 6 0 一 0
.

() ( ) 8 5 ()
.

() 3 5 7 ( )
.

( ) 14 ( ) ( )
.

0《 ) 1 5 ( )
.

( ) ( ) 2 1

S b / A g 1
.

2 7 1
.

5 1 1
.

3 9 1
.

46 6
.

0 ( ) 6
.

7 ( ) 2
.

4 2 1
.

6 3
一

1
.

( }3

产地编号
: l 一本文方铅矿 ; 2一河北平泉某次火山热液型金矿床中的方铅矿

; 3一 广西某岩浆热 液型金矿床 中的方

铅矿 ; 4 一湖南接触交代一 热液型铅锌矿床中的方铅矿 ; 5 一美国伊利 斯州 iII
:
m p 矿山 (密西 西比 河 汗明

铅锌矿床 ) 方铅矿 ; 6一伊拉克北部 s er gu 从 铅锌矿沉积成 因的方铅矿
; 7一 伊拉克北部 s o g t ,

翻 铅锌 矿

后生迭加的热液型方铅矿 ; 8一 澳大利亚 Br ok on iH ll 沉积变质铅锌 矿床中的方铅矿 ; 9 一 河南某斑 岩创 多

金属硫铁矿矿床中的方铅矿 ; l 。一 美国爱达荷 州 W oo d K i v e r

热液型铅银矿床 中的方铅矿
`

资料来源
: 2一 l() (样号 ) 引自周佩玲

,

19 87
.

中国金矿床成因矿物学和找矿矿物学论文选集

3 方铅矿的同位素组成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3
.

1 铅同位素组成特征及成矿意义

铁炉坪银铅矿床中方铅矿的铅同位素测定结果见表 3
。

从表 3 中可以看 出
,

铅同位 素
`

!
`

的
2` ,` P b /

, ` ,`
P b 比值在 一7

.

4 4 4一 1 7
.

8 2 4 3 之间
,

平均值为 一7
.

6 7 6 0 ; ’ ` , 7 P b /
2 、̀ ` P b 比记L在 一5

.

3 6 8

1 5
.

5 4 6 3 之 l可
,

平 均值 为 15
.

4 6 0 4 ; “` ,习
P b /

2` ,` P b 比值 在 3 7
.

7 1 1一 3 8
.

2 7 3 5 之 }iIJ
.

平均 了,
,

t 为

38
.

0 2 4 6
。

由此可 见
,

本矿床矿石铅样品均具放射成因铅低的特征
,

其 产
、

津
、

K 值分别为 9
.

2 7
、

3 7
.

6 2
、

4
.

0 6
,

在铀铅图解上
,

除 1 个样品投影点落在地慢铅平均演化曲线以下之外
,

其余徉

品均落在地慢铅平均演化 曲线之上
、

造 山带铅平均演化曲线之下
; 在社铅图解上

,

所有洋品

都处于造 山带铅平均演化曲线之上
。

7 件样 品投影点在图上大致沿 5 30 M a
等时线呈线性 排

列
。

这些特点暗示铁炉坪矿石铅为混合铅
,

主要来 自下部地壳
,

即来 自太华群结品基底

3
.

2 硫同位素组成特征及成矿意义

本矿床方铅矿的硫同位素样品的测试结果见表 4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尸
`
S 值的变化范 }1}I 为

一 1
.

4一 一 6
.

4编
,

平均值为一 4
.

3%
。 ,

最大离差为 5
.

0编
,

变化范围有一定的区间
,

_

且均 为负

值
。

同时
,

硫同位素组成富轻硫同位素
32 5

,

可能是由于在成矿过程中含硫气体在构造裂隙碱

压带中不等量地丢失了部分富
3`
S 的 C O

:

和因一些内生硫酸盐的作 用
,

使部分硫化物富集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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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
,

有较多的地壳硫参与成矿过程
。

因此
,

成矿热液中的硫源除主要来 自岩浆热液外
,

还

有部分硫来 自变质热液
。

表 3 铁炉坪银铅矿床同位素组成特征

T a b l e 3 F e a t u r e o
f P b 一 i s o t o P i e e o n s t i t u t io n o f T ie l u p i n g A g 一 P b d e P o s i t

单阶段演 化模式 (伪
c 〕

祥号 测定矿物
2 0` P b /

2 0月
P b

2 0 7
P b /

2 0魂
P b

2 0吕P b /
乞0 4

P b 2 3 2门 , 1

(M
a
)

方 铅矿

方铅矿

方铅矿

方铅矿

方铅矿

方铅矿

方铅矿

方铅矿

1 7
.

69 7 1 5
.

4 4 0 3 7
.

99 5 9
.

2 2 4 0 3

1 7
.

72 8 1 5
.

4 6 4 3 8
.

0 2 8 9
.

2 7 4
.

0 3

1 7
.

44 4 1 5
.

3 6 8 3 7
.

7 1 1 9
.

1 2 4
.

0 3

1 7
.

8 2 43 15
.

5 4 6 3 3 8
.

2 7 3 5 9
.

4 2 4
.

1 ( )

1 7
.

77 99 15
.

5 1 4 7 3 8
.

2 2 68 9
.

3 7 4 1 0

1 7
.

5 4 1 2 15
.

4 2 1 9 3 7
.

8 7 6 0 9
.

2 1 4
.

0 6

1 7
.

7 1 7 5 15
。

4 6 8 1 3 8
.

0 6 2 2 9
.

2 8 4
.

0 5

平均值 1 7
.

6 7 6 0 15
.

4 6 0 4 3 8
.

0 2 4 6

4 8 8

4 9 4

5 8 8

5 2 1

5 1 6

5 8 ()

5 0 7

5 2 8 9
.

2 7 4
.

( )6

测试单位
: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总公司矿产地质研究院同位素地质室

表 4 铁炉坪银铅矿床硫同位素组成特征

T a b】e 4 T e a t u r e o f s 一 i s o t o P i e C o n s t i t u t i o n o f T i e l u P i n g A g 一 P b d e P o s it

序号 采样位置 测定矿物

方铅矿

方铅矿

方铅矿

方铅矿

占
3 4
5 ( %

。 ) 测定单位

1 L D
l o 一 4

.

8

一 4
.

5

一 6
.

4

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总 公司矿 产地质 研

究院同位素地质室

一 1
.

4

DPDLDL

4 方铅矿包体成分和测温及揭示的成矿意义

据中南工业大学地质矿产研究所构造研究室 ( 1 9 9 1) 对本矿床的研究资料 (表 5) 可以看

出
,

铁炉坪银铅矿床中方铅矿形成温度平均值为 20 6 ℃
,

且多数样品小于 2 00 ℃ 或者在 20 0℃

以内
,

与其共生的石英形成温度均大于 2 00 ℃
,

小于 3 0 0℃
。

由于爆裂温度是矿物热声特征参

数
,

严格说是不能代表矿物的形成温度
,

但可以表示由同一成矿作用形成同种矿物的相对形

成温度
。

因此
,

本矿床方铅矿一般晚于石英形成
,

这种温度的差异与镜下观察结果也相吻 合
。

铁炉坪银铅矿床中方铅矿
、

石英包体的气液相成分见表 6
。

在气相组分中
,

H
Z
O 含量高

,

缺氧
,

揭示成矿溶液中岩浆水和变质水丰富
,

成矿过程是在还原 一弱还原条件下进行的
。

在液相成分 中
,

K
`
< N a 一 ,

两个方铅矿 N a 一 / K ` 比值分别为 1
.

0 57 和 2
.

7 4 9
,

N a 一 / K
一

与

方铅矿共生阶段的石英 N a 一 / K 十 比值为 0
.

73 7
,

与湖南水 口 山康家湾岩浆热液矿床对 比 (其

N a

+/ K + 比值为 。
.

6一 2 )
,

其值有的接近
,

也有的差异大
。

两个方铅矿的 K ’ /M g
Z一 + C a Z一

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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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0
.

02 和 0
.

0 46
,

其值小于水口 山康家湾岩浆热液矿床之比值 ( 0
.

2一 4
.

9 )
,

与方铅矿 共

生的石英 K
一

/ M g Z一
+ C a Z十

比位为 .0 84
,

大于水 口 山康家湾矿床中方铅矿共生同阶段方解 石

比值 ( 。
.

2 一 0
.

3 )
。

此外
,

液相组分中
,

K
一

/ N
a 一 < 1

,

F / C I < 1
,

C a Z一
/ M g 艺一 》 l

。

分析 对比

得知
,

本矿床成矿热为 N a

一 C a Z

一 CI 型的岩浆一 变质混合热液
。

表 5 铁炉坪银铅矿床单矿物爆裂温度表 ( C )

T a b l e 5 E n p l o s io n t e
m P e r a t u r e o f i n d iv id u l m i n e r a l i n T ie l u P i n g A g 一 P b d e p o s i t ( 〔 )

测量矿物 测量个数 温度范围

1 6 6一 2 42

2 1 9一 2 95

平均温度

方铅矿

石英

2 〔) 6

25 6

引自中南工 业大学地质矿产研究所 构造研究室 ( 19 9 1)

表 6 铁炉坪银铅矿床中方铅矿
、

石英的气液包体成分表 (
阳 g乍 )

T a b le 6 e h e m ic a l e o
m P o s i t io n o f i n e l u s i o n s i n T i e l一 P in g A g 一 I

》
. ) d e P砚} s i t ( m g厂g )

气 相 成 分
矿物名称 一

—
一

-
-

—
一

——
——

一一
-

—
一一一

-

—
一

-

一
C () ,II .

I于
2

( )
2

N
Z

C l于
月

C C Z
H

Z
C ( ) 2 正 J Z〔 )

ó421川
石英 1

.

() () 5

方铅矿

方 铅矿

0
.

14 5

无 2
.

6 6 7 痕 2
.

1 1 9 无 () 8
.

6 9 5

无 无 痕 痕 无 l ( ) 6 2 5
.

7 9

2 2
.

8 5 1 无 ()
.

3 83 0
.

3 8 3 4 9 7
.

8 3 6 无 8 4 4 5

液 相 成 分
矿物名称

液 相 成 分

K一 N a 小 C护 中 M g Z申

0
.

6 3 0
.

7 6 0
.

4 9 0 0 4

- -

一一一—
一 长 一 依 1扩

N奇̀ 一 / K一

石英

方铅矿

方铅矿

( ) 7 3 7 () 8 4

0
.

4 8

1
.

7 3

19 2 3
.

3 4 ()
.

2 6

8 3 9
.

6 2 2 7
.

3 7

5 2 1
.

2 4

5 2 3
.

3 8 2
.

7 4 9 ()
.

() 2

( )
.

4 8 2
.

5 6 1
.

〔 ) 5 7 ( ) () 4 6

资料来源
:

中南工业大学地 质矿产研究所构造研究室 ( 199 1)

5 方铅矿热电性标型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鉴于铁炉坪银铅矿床目前正处于详查阶段
,

就现今勘探资料所圈定的银铅矿体
一

『界是否

较为准确是非常重要的
,

这必然涉及今后勘探阶段能否扩大深部远景的问题
。

据 (j咬研究 义

献 报道 (徐国风
,

1 9 8 7 )
,

在较低温条件下
,

含低温元素较多的较晚期形成
“

亏铁
” (硫过

剩 ) 黄铁矿显示空穴导型 (P 型 ) 热 电动势 ; 反之
,

较高温条件下
,

含高温元素较 多的较 旱期

形成
“
亏硫

”
(铁过剩 ) 黄铁矿显示 电子导型 ( N 型 ) 热电动势

。

这就决定了在金银矿床的 垂

直分带中
,

矿体
“

上部
”

及
“

矿上晕
”

的黄铁矿为空穴导型热电动势
,

矿体中部 (富矿丰冲 为

混 合导型热电动势
。

矿体
“
下部

”
及

“

矿下晕
”

为电子导型热电动势
。

基于方铅矿与黄铁矿

在热电性标型方面具有相似性
,

结 含本矿床的实际情况
,

现从方铅矿的热电性 标型特征入 乒
.

来探索矿体的剥蚀程度及矿体下延的情况
,

以求提供出矿体产出的某些地质信息
。

.5 1 本矿床方铅矿热电性的一般特征

矿石中方铅矿热 电性测试结果见表 7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方铅矿热 电系数具有应用际志 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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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的一般 特 征主要表 现在
:

( )l 方 铅矿热 电系数 的离散 范 围相 当 大
,

为 一 4 07
.

8一 +

28 1
.

0脚 / ℃ ; ( 2) 方铅矿热 电系数常见值的范围比较大
,

极差为 39 一 56 ; ( 3) 方铅矿的导型

组 合为混合导型
,

且 N > P
。

表 7 方铅矿热电系数 ( a ) 特征

T a b le 7 P y r o e l e c t r ie e o e f f i e i
e n t ( a ) o f g a le n a

导

N 型

P 型

一
a

范围

一
。
常 见值范围

热电系数 (户
,
/ ℃ )

一 2 1 0
.

2一一 4 0 7
.

8

一 2 9 6
.

2一一 3 3 5
.

6

N 型 样品出现率 ( % )

十
a

范围

十
Q

常见值范围

P 型徉品出现率 ( % )

+ 1 2 5 2一 十 2 8 1
.

0

十 2 0 2
.

0一 + 2 5 8
.

0

测试者
: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 成因矿物室
,

罗飞
, 1 9 9。

5
.

2 方铅矿热电性在判断矿体剥蚀程度及矿体延深方面的应用

矿物的热电性可反映矿物从成矿热液中析出的先后顺序
。

一般早析出的矿物为电子导型
,

随后析出的为混合导型
,

最后为空穴导型
。

据此可以判断矿床的剥蚀程度及推测矿体的下延

情况
,

即矿床深部为电子导型
,

中部为混合导型
,

浅部为空穴导型
。

结合本矿床几个主要矿体
,

我们分别采集方铅矿样品进行矿物热 电性测试
,

其结果分别

列于表 8 和表 9 中
。

表 8 铁炉坪银铅矿床 l 号矿体方铅矿热电系数与导型垂向分带

T a b l e 8 P y r o e le e t r i e e o e f f i e ie n t a n d v e r t i e a l Z o n in g o f e l e e t r o n C o n d “ e t t y P e o f

g a le n a i n N o
.

皿 。 r e ho d y o f T i e l u P in g A g 一 P b d e P o s i t

标高 ( m ) 十 。 平均值 ( 一州 / ℃ ) 一 Q

平均值 ( 一洲 /℃ ) 士
。
总平均值 (土川 /℃ ) N 一八N + 户) ( % )

十 28 1
.

( ) 一 4 () 7
.

8 一 6 3
.

4

十 2 33
.

3 一 2 7 1
.

2 一 1 9
.

0

一 3 () 5
.

8 一 3 0 5
.

8

一 3 9 1
.

8 一 3 9 1
.

8

溯ù洲874

测试者
: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 成因矿物室
,

罗飞
,

1 9 9。

从表 8 中可以看出
,

本矿床 I 号矿体方铅矿电子导型热电系数 ( 一 a) 值总趋势是浅部大
,

中 部变小
,

到深部又变大
,

且深部 电子导型的出现率为 10 0%
,

说明在矿体上部 (标高 约

1 1 5 o m ) 方铅矿显示混合导型
,

矿体剥蚀程度中等
,

可能为矿体的富集地段
,

到 中下部过渡为

电子导型
,

自标高 87 0 m 向下
,

推测矿体的延深规模不会太大
,

已接近矿体尾部
,

也就是说
,

银铅矿体的赋存际高在 1 1 30 一 8 70 m
,

矿体倾斜延深大约为 30 0一 40 0 m
,

深部扩大银铅矿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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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矿前景不十分乐观
。

当然
,

也不能否认会出现盲矿体或其他矿种的矿体
。

表 9 铁炉坪银铅矿床 l 号和 v 号矿体方铅矿热电系数测试结果

T a b l e 9 T e s t i n g r e s u l t o f Py r
oc l e c t r i e e o e f f ie i e n t o f g a le n a i产 N o

.

班 a n d N o
.

V o r e

bo d ie s o f T i e l u P i n g A g 一 P b d e P o s jt

矿体号 , v 备 注

采 样号 R D 0 o 6 R D 0 o 7 R D ( ) ( ) 8一 o ( ) 9

标高 ( m ) 10 8 0 1 () 5 6 1 ( ) 4 6

+
a

平均值 如
v
/ C ) 12 5

.

2 ( 3 2% ) 2 2 5
.

5 ( 76 % ) 2 0 6
.

9 ( 3 3 % ) 括号内数据为

一
。
平均 值 (一 尸

v
/℃ ) 一 32 7

.

8 ( 6 5% ) 一 3 3 5
.

6 ( 24 % ) 一 2 5 1
.

() ( G7 % ) 导型出现率

士
a

总平均值 (士 尹 , / C ) 一 l 一) 1
.

3 一 5 9
.

9 一 3 7一

测试者
:

同表 7

从表 9 中可以看出
,

本矿床 皿号和 v 号矿体方铅矿电子导型热电系数变化范围不大
,

在

一 2 8 1
.

0一 一 33 5
.

6洲 / ℃之间
,

由于样品多在矿体浅部平碉中 (标高 10 4 6一 l o s o m ) 采集
,

矿

物的热电性导型显示混合导型
,

表明银铅矿体被剥蚀到中部或中部偏下
,

推测矿体向下仍有

一定程度的延伸
,

与相邻的 I 号矿体相比
,

推测矿体下延深度在标高 800 一 85 o m
。

6 结论与商榷

通过对洛宁铁炉坪银铅矿床中方铅矿的化学成分特征
、

同位素组成特征
、

包体成分特征

以及方铅矿的热 电性标型特征的分析探讨
,

对我们深化对本矿床的成矿理论的认识
,

有可能

提出有参考价值的地质信息
。

a
.

根据对本矿床中方铅矿化学成分特点的讨论与对 比
,

得出在化学成分上具有含少量

锑
,

几乎不含秘
,

含极少量银和富含铜的标型特征
,

本矿床方铅矿的成因应属与中温岩浆热

液有关的成因类型
。

b
.

同位素组成特征揭示
,

本矿床矿石铅具放射性成因铅低的特 征
,

为混合铅
,

主要来 自

下部地壳
,

即太古宇太华群结晶基底
。

成矿溶液中的硫源主要来 自岩浆热液
,

还有部分硫 未

自变质热液
。

c
.

包体测温结果表明
,

矿石中方铅矿的形成温度应为中温区间
;
包体中的气相成分表明

成矿过程是在还原一弱还原条件下进行的
; 液相成分表明

,

成矿溶液为 N a

一 C a Z

一 lC 型岩

浆一变质混合热液
。

d
.

方铅矿的热电性标型揭示
,

矿体在地表剥蚀程度中等
,

在标高 8 0 0一 8 50 m 已接近银铅

矿体的尾端
,

再 向下扩
一

大找银矿的前景可能性不大
。

综上所述
,

方铅矿的成因类型应为产于太古宇绿岩带背景上与岩浆活动 (主要是燕山晚

期酸性岩浆活动 ) 有关的岩浆热液一变质热液矿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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