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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趋势分析方法研究老代仗沟铅锌矿床，是从定量的角度揭示矿床的随机规律，具体各

种地质要素如成矿母岩、矿体厚度、品位及矿体底板等在空间分布上均有一定的规律性。从趋

势分析图上可以清楚显示矿床沿三维方向的变化性，可为矿床勘查提供必要的地质线索，也为

在矿田内寻找同类型矿床总结出找矿因素。研究表明：各种地质要素在三维空间上的变化都

是随机的，但矿床成因和控矿因素则受一些地质因素制约而显出差异性。因此在找矿因素的

综合判断方面需要找出其特殊性。本文着重指出含矿破碎带的膨大狭缩处，Ew向的控矿构

造、成矿母岩与矿体围岩蚀变的叠加部位均是有利成矿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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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汝阳老代仗沟铅锌矿床，是河南省地质矿

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勘查院90年代在汝阳南部

地区杨坪一王坪铅锌矿田中部发现并探明的热液

充填交代型矿床。该矿田内五个大中小型铅锌矿

床均与Ew向构造岩浆岩带有关，矿床的成矿母岩

为沿EW向断裂充填的石英二长岩带状岩株。本

矿床内岩株断续出露，矿床则受岩体和断裂破碎带

严格控制①。矿体形态特征和物质组成变化特征等

一系列参数不仅反映了矿床本身的趋势特点，同时

也揭示出控矿构造和控矿母岩的变化状况。本文

以趋势分析方法来研究该矿床的变化特征，以期找

出其成矿规律，从而为在矿田内寻找同类型铅锌矿

床起到启示和借鉴作用。

1 大地构造与区域地质背景

矿区位于华北地台南缘与秦岭褶皱系东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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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部位。在晋宁期位处扬子板块向华北板块俯

冲的仰冲带一侧，形成火山岛弧型的“安山岩线”，

这就是本区大面积出露的中元古界长城系熊耳群

鸡蛋坪组的火山喷发岩系，主要为安山岩与英安岩

两大岩类。至燕山期晚侏罗一早白垩世，沿东秦

岭地槽活动带形成了十个巨大的花岗岩基。每个

花岗岩基出露面积都在500一1 000 km2，泰山庙花

岗岩基即为其中之一，花岗岩基在地下深部向铅锌

矿田提供了主要热源¨1(图1)。

在熊耳群火山岩系形成后，区域断裂构造开始

形成，在NW向两大断裂的间隔内及周边地区形成

NE向断裂群和Ew向断裂束。NE向断裂群与钼

矿的形成有关联，Ew向断裂束则是本区铅锌矿床

的主体控矿构造，矿田内五个大、中、小型铅锌矿床

全部产于该组断裂束内。断裂束由几条一十几条

平行断层密集排列，走向为70。～800，断裂面均呈

舒缓波状。老代仗沟铅锌矿区共发现较大的Ew

①河南省地质矿产局第二地质调查队，吕献延，贾佑来，李伟

等，‘l：20万付店幅、背孜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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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构造破碎带5条，其中最大的有P5破碎带，主要

的铅锌工业矿体P；、E均产于此带内(图2)。本文

重点就P：、焉作为代表进行阐述。

中元古代石英二长岩带状岩株沿EW向断裂

束侵人，岩体展布方向与断裂束一致，是铅锌矿的

成矿母岩。

图1 汝阳老代仗沟矿床区域地质略图

Fig．1 Gedo舀cal sketch sho、Ⅳing ttle region geology of klodaizh锄g ore deposit，Ruy柚g

1．第四系；2．中元古界熊耳群鸡蛋坪组五段安山岩；3．鸡蛋坪组四段安山夺；4．鸡蛋坪组三段安山岩；5．鸡蛋坪组二段安山

夺；6．鸡蛋坪且一段安山岩；7．燕山晚期花岗岩；8．东沟花岗斑岩；9．石英闪长岩；10．石英二长岩；11．断裂；12．花岗岩脉；

13．中型铅锌矿床；14．小型铅锌矿床

2成矿母岩的形态特征

由区域地质图(图1)可知，老仗代沟矿区地表

断续有石英二长岩带状岩株产出，在勘查过程中经

钻探也揭露到大量岩体。区内石英二长岩体为麻

杆岭一老婆壳区域石英二长岩体的中间一段，总

体长l 200 m，宽340 m，面积为0．4l km2(图2)。

为研究岩体顶部形态、产状等特征，利用揭露

岩体的13个钻孔资料对岩体顶面标高进行二维三

次趋势面分析处理，拟合度达93．56％，反映了绝大

部分的原始信息。据此结果作出了岩体顶面标高

的三次趋势面图和剩余值图(图3)，揭示出矿区石

英二长岩体的特点是：

(1)岩体顶面较复杂，凸脊呈近删向位于矿
区中部。

(2)自主“凸脊”向南北两侧外倾，倾角68。一74。。

(3)岩体自SEE向NwW方向侧伏，侧伏角在

80一250不等。

3 矿体特征

3．1矿体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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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回z圆s口t田s口e田，田s圆。囝·。
图2老代仗沟矿区地质略图

Fig．2 Geol晒cal ske劬of Laodaizh锄g叭deposit锄
1．第四系；2．熊耳群鸡蛋坪组三段；3．熊耳群鸡蛋坪组二段；4．安山岩；5．英安岩；6．石英二长岩；7．工业铅锌矿体；8．蚀变破

碎带；9．地层产状；10．蚀变破碎带及产状．

z：辩娄然!、I、=．摹：_／．·≮：。。焱：，0
图3 隐伏石英二长岩体顶面标高三次趋势面

图(A)和剩余值图(B)

Fig．3 胁血n岱嘛nd鲫ffacc粕d唧lus Value Of He con．

ccaled q岫rtz m∞删te吝刚h∞eleV撕0n

P51和P52两个矿体走向近Ew向，长I 520 m

和l 360 m，倾向166。一178。，倾角70。一85。，具体

参数见表l①。

3．2矿体与岩体关系

P51、B2矿体产出状态与石英二长岩带状岩株

基本一致，但其波状起伏形态略有不同乜】，矿体整

体限制在岩体空间分布范围内(图4)，剖面上整体

基本完整连续。

4矿石质量特征

4．1矿石成分

原生矿石的主要金属矿物为方铅矿、闪锌矿、

黄铁矿，脉石矿物以绢云母、绿泥石、石英、白云石、

方解石为主，氧化矿石主要为褐铁矿、软锰矿、铅

矾、白铅矿【5】、菱锌矿等。

4．2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有半自形一它形粒状结构，交代

结构，次为乳虫状结构和角砾状结构或碎裂结构。

矿石构造常见有细脉一浸染状构造，次为浸

染状、网脉状及块状构造等。

4．3矿物组合及成矿阶段划分

矿石中主要金属矿物互相交代或呈脉状互相

穿插，同时又具有广泛的伴生和共生关系。矿石中

①燕长海，刘国印，付治国，等，河南省汝阳县老代仗沟铅锌矿

区p5矿带详查地质报告．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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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P51、B2矿体特征一览表

TaMe l TaMe ofBl、P52 on body cIIa门cter

矿体编号 B1 P52

矿体形态 脉状透镜状

矿体长度(m) 1520(工业矿体不连续)

厚度(m) 一般2．13—8．15平均3．92
矿体厚度 ．I

变化系数 55％

倾向19线以东3420一3。19线以西166。一178。
矿体产状

倾角 70。一85。

矿体长宽厚比 357：70：1

纵投影面积(m2) 456000

矿体品位 Pb 2．1l

(％)zn 2．61

变化系数 Pb 80

(％)zn 7l

透镜状尖灭再现

13印(工业矿体不连续)

一般1．01～3．39平均1．66

59％

19线以东342。一3。19线以西166。～1780

60。一850

600：120：1

99920

1．53

2．04

77

140

分布范围 35—36线分布标高965—440m，深部未封闭 35—32线分布杯高970—540m，深部尖灭

图4老代仗沟铅锌矿体与岩体关系剖面图

Fig．4 Lead zinc ore h)dy and rock m蚓汜s mlatation sccd∞in bodaizh柚g

1．中元古界熊耳群；2．安山岩；3．英安岩；4．石英二长岩；5．铅锌矿体；6．矿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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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脉石矿物的形成也并非一致。石英明显分

为早晚两期，矿石脉和脉石脉互相交代、穿插，这些

特点反映了矿物形成的不同时代以及成矿作用的

多期次特征。总体表现出早、晚两期五个阶段的成

矿过程，各期各成矿阶段的代表矿物组合顺序为：

早期：

第一阶段：石英一绢云母一绿泥石一黄铁

矿‘31；

第二阶段：绢云母一白云石一黄铁矿。

晚期：

第三阶段：石英一绢云母一闪锌矿一方铅矿；

第四阶段：石英一绢云母一黄铁矿一铁闪

锌矿(方铅矿)；

第五阶段：石英一绢云母一方解石一闪锌

矿(方铅矿)。

五个阶段基本显示出矿床各成矿阶段的矿物

组合特征，可以看出，晚期第三阶段是主成矿阶段。

4．4矿石化学成分及变化规律

各常量造岩组分见表2。随着矿石类型的变

化，各造岩组分的增减幅度和规律不太明显，反映

了矿床内各矿石类型相对均匀性和分布的随机性。

实际上，除黄铁闪锌方铅矿石富铁贫碱外，其它类

型矿石变化不大。矿石中脉石成分或近矿围岩性

质具有一致性。

表2各类矿石、矿化岩石主要氧化物含量表

Thbk 2 The o菇de c∞tent ofⅧI订。吣。雌s and minenⅡzed r眦妇 "B／lO‘2

注：样品由河南地勘局第二地勘院实验室测试；(2)括号内数值为样品数．

4．5段1矿体特征

单工程最高品位Pb 20．65％，最低品位Pb

0．47％，zn 0．85％，矿体平均品位Pb 2．11％，zn

2．6l％，现利用各工程品位进行趋势面分析(图

5)。其特点是：与分项(Pb，zn)品位趋势面图十分

相似，但其“脊”、“槽”则相反。表明矿体自NW浅

部向sE深部Pb含量相对降低，zn含量相对增高，

反映了成矿热液流动方向自SE深部指向NW浅

部，这与区域成矿规律的测温资料是一致的。对比

P51矿体厚度趋势面图可知，Pb，zn品位变化与矿

体厚度具有密切的关系，厚度增大，品位增高，与高

品位矿石多在大厚度矿体中的事实相一致‘41。

图5 B1矿体厚度×(Pb十Zn)趋势面分析图

Fig．5 1nbe trend surf砬e如aly辩s mp of P，’
thiclme鼹×(Pb+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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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研究P51矿体品位在空间不同方向上的

变化性，对矿体品位进行了定量计算，其结果是：

(1)Pb，zn品位变化存在一个变化系数下降序

列(表3)。

(2)不同方向上品位变化速度及趋势类型不

同，说明Pb在不同方向上的变化类型较大，Zn品

位变化类型与Pb相似，但变化幅度稍大。

(3)矿体相对熵变化表明，不同级别品位的变

化小于不同级别厚度的变化。由于品位的相对熵

值较小，因此，矿石品级和厚度的联合变化性小于

厚度变化性。

(4)矿体平均品位总体筛分结果说明平均品位

变化的相对稳定性和Pb，zn含量内部变化的非均

质性。

表3 P31矿体品位变化系数下降序列

Table 3 The d∞U眦辨一es of P5
1

o心body g隋de cha嘴e coemcient

4．6 P52矿体特征

品位总体变化趋势与P51矿体相似，单工程最

高品位Pb 3．33％，zn 4．Ol％，空间变化大。由图6

可知，矿体品位深部未封闭，向东西两端趋于0。整

个矿体品位略低，但浅部矿体连续性好，与矿体厚

度变化基本一致。

综合P52矿体品位及厚度，可得到如下矩阵

(表4)。可见P52矿体内部相对联合熵变化不大，

其中Hr(c)>Hr(m)，说明不同品级品位的变化大

于不同级别厚度的变化，矿石品级和厚度的联合熵

变化小于品位变化性。

由P，1、P，2两矿体的厚度、品位变化特点可揭

表4 R2矿体品位及厚度联合矩阵特征表

Table 4 The joint mat—x cha阳cter of P520re body g阳de粕d tMckne鹞

联合频数矩阵 联合概率矩阵

㈠陵
厂0．5217 0．2609 O．043 1≤3m

l o．087 o．043 o I一5．5
L o o．043 o J≥5．5m

示出该二矿体的下列特征：

(1)随着含矿构造带发育的强弱及其产状的波

状变化，P51、P52两矿体之矿化强弱部位具有等距

性。

(2)P51矿体在走向上东厚、富，西薄、贫。延深

方向上薄贫、下厚高。P，2矿体则在走向上东薄、

贫，西厚、富，延深方向上厚、富，下薄、贫。在三维

空间内矿化呈“强^+弱一强一弱”变化，反映了矿化

强度的互补性，即在P5矿带内存在一个铅锌矿化

的波浪场(图6)。

另外，从老代仗沟铅锌矿床总体而言，P。、P4与

P5三条矿带彼此间及它们与无矿带之间的矿化强

度在走向、倾向上仍具有矿化波浪场特征。

4．7 P：矿体空间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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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老代仗沟铅锌矿床矿化波浪场示意图

Fig．6 Ske妯map of rIliniIIlizc waVe field of Laodaizh柚g
l龃d—zinc deposit

矿体沿走向变化大致分为三段：西段走向80。，

中段走向90。左右，东段走向为70。，矿体总体变化

特点基本一致。局部存在倒转现象(图7)。综合

不同中段矿体厚度变化特征表明：

900m

800m

700m

600m

(1)矿体厚度沿其走向呈旱_薄—厚之规律变化。

(2)在延深方向上厚度变化相对稳定，不同方

向的厚度变化形成一个厚度变化系数下降序列，反

映出矿体变化的不均一性。

为了更确切地反映出矿体厚度在空间上的变

化性，对矿体厚度进行了二维趋势面分析计算，分

别作出P51矿体厚度趋势面图(图8一A)及剩余

图(图8一B)及不同方向的一维趋势分析(见表

5)o

一维趋势分析特征值定量地描绘出矿体厚度

在四个方向上的变化特征，即由走向_侧伏方向-+

延深方向，趋势指数从大到小，矿体厚度由规则到

较规则变化。

田- 回2 回3 圈4 回s
图7 B1、B 2矿体勘探线剖面组合图

Fig．7 Exploration line secti∞combination map of B 1、P520rc body

1．工业铅锌矿体；2．B矿带l号矿体；3．B矿带；2号矿体；4．勘探线号；5．高程

4．8《矿体空间结构特征

瑶矿体由数个透镜状矿体组成，膨缩明显，尤

其在剖面上更典型，单个透镜状矿体长轴长200一

260 m，短轴80—120 m，矿体走向总长1 360 m，最

大延深240 m，平均延深192 m。厚度l～3 m，平均

厚1．60 m。

在二维空间上，厚度变化的总体趋势为：走向

上中间薄，两端厚，延深方向自上而下由厚变薄，厚

8线

度变化系数59％。

4．9矿体赋存规律

P；、巧两矿体在三维空间内大致平行排列，受

断裂构造严格控制而呈舒缓波状变化。或矿体倾

角陡且变化幅度小；《则相反，倾角缓而变化幅度

大。

呓矿体为区内主要工业矿体，其规律是：矿体

形态、产状受矿化蚀变破碎带控制，矿带的发育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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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产状变化影响主要工业矿体的厚度、长度及延

深程度。

为定量反映矿带产状变化及与矿体厚度变化

之间的内在联系，对P5矿带底板的x坐标值进行

了趋势面分析计算，即作坐标值的一次趋势面图。

一次趋势面分析剩余值的三次趋势面图和三次趋

势面剩余值图(图9)。

图8A表明局部等距线倾角8=740，等距线间

隔L=4 m，相临等距线水平距离a=20 m，东西两

侧，8=“o左右。L=4 m，仅=35 m。利用公式

9一《，喀p=器
可分别求得矿带底板倾向和倾角。需要指出：深部

隐伏的的石英二长岩之顶面形态影响了矿带产状

的变化，尤其在顶面“凸脊”-+“凹脊”部位矿体厚

度由小变大。但总的趋势是与岩体距离由近到远，

矿体厚度由小到大，说明岩体对矿体亦有明显的控

制作用。

图8 B1矿体水平厚度趋势面分析图(A)和剩余图(B)

Fig．8 Trend surfacc柚alyses卸d surplus value map of B
1
om body§h诵z∞廿lickne鼹

1．工业铅锌矿体；2．E矿带l号矿体；3．P5矿带；2号矿体；4。勘探线号；5．高程

表5 P51矿体厚度趋势分析特征值

Table 5 The trt舶d蛐aly辎cha瑚ct盯vah地of P510re body§伽cl‘Il嘲

注：表中P=；耋(二一乃2t耋；I=万笔；7’=孚；式中xi为观测值，i为趋势值，M表示趋势曲线升降变化次数，N为观测点数目，j
为等距线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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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也1矿体底板x坐标值的一次趋势面图(A)剩余值趋势面图(B)和剩余值图(C)

Fig．9 Tk∞酣眦吨nd吼戚acc(A)柚d surplus Value奢Ⅱend汕缸e(B)and su删us Val∞(C)0f X c∞fdin如of P，1 om

bodyb啪m plat

5矿床成因

5．1成矿物质来源

通过研究区域岩石化学，光谱近似定量分析样

品中的Pb，压含量，发现Pb，盈元素含量变化幅度

大，Pb 8．70一5 000×lO一，办12—1 000×10一，以区

域背景含量210×lO。和300×10。6为界区分出正常

80

60

， 40

20

场和异常场(图10)，多数>1 000×lO‘6(Pb或zn)

的样品分布于已知矿体附近，在其两侧围岩内存在

一个低于正常场几倍含量的降低场，分布有绝大部

分含量最低的样品。这种现象清楚地表明围岩为成

矿提供了矿质，这与矿床地质剖面实际情况相符。

剖面上，只要有工业铅锌矿体存在，就有石英二长岩

体出现，二者紧密相伴，构成了老代仗沟铅锌矿床与

石英二长岩依存关系的典型特征。

图10老代仗沟铅锌矿床岩石光谱Pb含量特征曲线

Rg．10 The rock spccmIm Pb cQntcnt cb帅cter cun，e of Laodaizh锄g 1ead—zinc dcposit

I矿化场；Ⅱ正晕场；Ⅲ降低场；Ⅳ正常场

估算降低场Pb，压主要元素的析出量可以看

出。由围岩提供的Pb，zn物质远大于已知Pb，zn矿

床的储量及预测资源量的总和，通过计算在杨坪一

王坪铅锌矿田范围内，所析出的Pb+zn资源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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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60×104t。

5．2水源

矿区内与老代仗沟相邻的西灶沟铅锌矿床的

热液蚀变矿物氧同位素资料"1表明，地表围岩英安

岩的8180=+6．32％o，在短距离(15—20 m高差)

内下降32．48％o。这种现象如采用矿田南部几公里

的燕山期花岗岩体或深部隐伏的石英二长岩带状

岩株的岩浆水来解释，显得很困难。成矿热液水应

以地表水或再生水为主，并混有岩浆水的混合水。

另外，在热液蚀变发育地区的水含量变化明显，未

蚀变或弱蚀变的岩石水含量较低，因为长石矿物的

绢云母化和暗色矿物的绿泥石都是由无水或少水

矿物被含水或多水矿物交代，而凝灰质砂岩蚀变后

水含量减少，显示出成矿过程中围岩内的部分水向

蚀变岩和矿体的迁移。

5．3热源

(1)围岩蚀变以中低温热液蚀变为主，金属矿

物组合除方铅矿一闪锌矿外，并有铁闪锌矿、磁黄

铁矿、磁铁矿等高温矿物共生组合出现。

(2)测温结果表明：方解石、石英均一温度llOo

一410℃，明显分为两部分，以早期石英为代表的低

温范围1100一230℃，平均170℃；以后期方解石、石

英为代表的2lo。～410℃，平均3lO℃。方铅矿、闪

锌矿、黄铁矿爆裂温度1500一623℃，石英315。一

“0℃，同样可分为1500一315℃及3340～“0℃两

个范畴，分别与低一高温矿物组合相对应。

闪锌矿与黄铜矿等的固熔体分离结构，反映了

矿物形成温度应在350℃以上。

(3)区域矿产分布特征反映自岩体接触带向

外，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及矿产分布具有自高温Mo，

Cu矿化_中温Pb，zn矿化一Ag，Pb，Au矿化_舡
元素异常之特点。而老代仗沟矿体围岩蚀变自石

英二长岩向外依次为中温蚀变_低温蚀变呈环带

状分布，表明成矿热液主要来源于深部的隐伏岩

体。

在矿体及附近测定了8个硫同位素样品，4个

铅同位素样品，834S值在2．30～10．79％o之间，平均

6．90％o，与西灶沟矿床十分接近(6．70％o)，且各种

硫化物的834S值差别不大，说明硫的来源与深部的

岩体(10：o及％3)有关。同样，矿石中铅同位素

中206Pb／斟Pb为17．334．17．551，207Pb／拟Pb为

15．421一15．670。猫Pb／204Pb为37．937—38．897，反

映在坐标图上，均属于正常铅，用多伊(Doe)参数计

算得出模式年龄为73—87 Ma，与岩体侵入时代相

吻合。

(4)围岩热液蚀变呈线形，严格受断裂带控制，

具有纵向分带性，但横向分带则不明显，强度既弱

且窄，并随断裂带碎粒化增强而增强。无论是矿石

脉或脉石脉，其分布均限于主断裂带内及其附近次

级裂隙之中，且互相穿插，多数难以区分其形成先

后，形态各异，大小不一，产状复杂。远离断裂的围

岩虽有一些裂隙，但并未发现热液蚀变或矿脉充

填。矿床形成的温度差别很大，矿石中有高铁闪锌

矿伴生或共生，形成年龄与1，3岩体差别较大，均与

岩浆热液成矿模式相矛盾。因此认为，除岩浆热液

外，尚存在动力热液成矿的特点。在压性断裂构造

的动力作用下，造岩元素的稳定系列为Si，Fe，Mn，

触，ca，Mg，Na，K，与本区岩石化学分析资料吻合，

即成矿热源尚可来源于动力作用热。

综上所述，该矿床成因属于两期岩浆和动力叠

加并受断裂控制的中温热液充填交代型矿床。

6控矿因素及找矿标志

(1)矿田内主要铅锌矿床多赋存于近EW向早

期构造破碎蚀变带内，近Ew向断裂带与NE向断

裂的交汇处，主矿体沿走向转弯、沿倾向由陡变缓

处为较富、厚矿体赋存的有利部位。

(2)老代杖沟矿床范围内主要矿带之间或同一

矿带的不同部位存在铅锌矿化波浪场，根据矿化波

浪场特征，可以推测矿化增强部位。

(3)矿区内石英二长岩脉(带状岩株)与主矿

带方向一致，一般作为矿体的直接围岩，自身亦发

生破碎、蚀变而成矿。

(4)沿矿带展布的“线型”围岩蚀变较发育，尤

其绢英岩化或硅化可作为近矿找矿标志，几种蚀变

叠加部位是铅锌矿赋存的有利部位。

(5)地表岩石的采矿遗址以及具蜂窝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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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带状构造的矿体氧化铁锰帽，是矿体的直接找矿

标志。

7结论

(1)河南省汝阳南部，杨坪一王坪铅锌矿田处

于秦岭地槽活动带的外边缘地区，属内生多金属成

矿作用的有利区域。

．(2)矿田内所有矿床均位于泰山庙大花岗岩基

的外接触带lO l(nl范围内呤】。应该说，矿床的形成

与燕山期花岗岩浆活动有关联。

(3)铅锌矿质来源于围岩石英二长岩，在岩浆

期后热液作用下逐步将其中的矿质淬取出来，并充

填于蚀变破碎带内。

(4)趋势分析可以清楚显示出矿体在三维空间

上的分布和变化特征，其变化是相互联系的，并能

定量反映出矿床内在的随机规律。在厚度方面，矿

床由浅到深向sE方向逐渐变厚；品位上，主工业矿

体P51自Nw到sE深部Pb含量降低，zn含量升

高，反映出含矿热液流动方向自南东深部向北西浅

部的变化趋势，并可以作为找矿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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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nd Analyses and Cause of Fo珊ation Research of Laodaizhang

Lead—Zinc ore Deposit Ruyang，He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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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I】dying LaodaizIlang lead—zinc ore b甜wim the mettlod of me廿end analy∞s，is to post me

船ndom law of吐le IIlineral deposit f幻m tIle quan吐ficational angle，concreting Vadous geology fktorS such舔

t11e o陀一f蛐g momcr rock、tlle thjclaless of IrIineral body，content觚d ttle bonom of ITlineral body etc，

wtlich of distribution in me space haVe some ce慨n law．We c锄know ttle mree—dimensional V鲥eties of

Injneral deposit from the廿end aIlalyses diagr锄，which proVides necessaD，geology clues for mineral deposit

prospect．At me s锄e 6me，su姗arize t11e fktors for loohng fbr t11e s锄e s哆le lTlineral deposit iIl the re-

酉onal field．，nle c伽clusion is that ttle change of V撕ous geology factors iIlⅡlI∞dimeIlsions is姗dom，but
the forrTling reason mld tlle control condition of tlle IIlir屺ral deposit are dif琵rent because of con仃Dned by some

geological f如tors．So we necd find me special f如tors in lool(ing for IIlineral deposit．Such勰：ttle expand

and n姗w place of tlle contain ore shatter belt，me joint exist place of tIle orc—forrIling mother rock aIld me

ore b阳y，tlle superimpose ofⅡle hot liquid alteradon etc．吐leSc are all“s texts emph硒izc to point out．

Key wordS：The lead zinc ore bed；711le眈nd锄aly∞s；F缸tor of seek Inineral；RuyaIlg of Hen卸pr0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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