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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闪锌矿标型特征浅论豫西若干铅锌矿成因

印修章!胡爱珍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第二地勘院"河南 许昌!*>+)))#

摘 要!通过对闪锌矿的矿物共生组合"化学元素标型特征及物性特征的研究!论证豫西卢氏后瑶峪"栾川骆驼山和

汝阳西灶沟铅锌矿的成矿物质来源"成矿温度及成因类型#

关键词!闪锌矿$标型特征$铅锌矿$成因类型$豫西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5!!!文章编号!+)))@"A+""!))*#)#@)*+?@)!

!!矿物是岩石和矿床成因的指示剂!随着成因矿

物学的不断发展!一些标型矿物越来越受人们重视#
笔者以闪锌矿的某些特征!来对河南省卢氏"栾川"
汝阳一带的铅锌矿床的成因作一浅论#

+!铅锌矿产出的地质简况

矿区主 要 分 布 于 华 北 地 台 南 缘 活 动 带%%%卢

氏"栾川"汝阳一带!呈北西%南东 向#在 卢 氏 后 瑶

峪"栾川骆驼山均有一花岗斑岩侵入体!围岩为大理

岩!铅锌矿床主要在侵入体内外接触带上$在汝阳西

灶沟铅锌矿床围岩为安山岩!矿区断裂构造发育!岩
脉交错!产状复杂!铅锌矿以脉状"带状充填于构造

裂隙之中!距矿区西南#)))B处有一太山庙花岗

岩侵入体出露#

!!闪锌矿的矿物共生组合

因成矿物质来源不同"成因类型不同及形成温度

不同!其矿物的共生组合也不相同#现将后瑶峪"骆
驼山"西灶沟铅锌矿中的矿物共生组合列于表+中#

骆驼山的铅锌矿矿物共生组合为典型的矽卡岩

矿物&如钙铁榴石"辉石及其它的钙"铁"镁"铝硅酸

盐所组成的脉石矿物!还有以闪锌矿"黄铁矿和黄铜

矿为主的金属硫化物!则该区的铅锌矿属矽卡岩接

触交代型矿床!这种矿床产生于中酸性侵入体与碳

酸盐岩的内外接触带及其附近的围岩中!主要由交

代作用形成!故称为接触交代矿床#
后瑶峪铅锌矿属接触交代型矿床!产在花岗岩

与围岩接触带的绿帘石化矽卡岩中!金属硫化物以

方铅矿"闪锌矿为主!黄铁矿和黄铜矿少量#

热液矿床是岩浆热液或花岗岩化岩浆的气水热

液’含矿热液(!在沿围岩裂隙运移时!由于物理化学

条件 的 改 变!发 生 溶 解"沉 淀"充 填 和 交 代 形 成 的#
西灶沟的铅锌矿产在安山岩的构造裂隙中!呈条带

状!且距花岗岩侵入体较远!围岩蚀变为绿泥石化!
金属矿物以铅"锌"铁"铜为主!属热液矿床#

!!!!!表!!闪锌矿的矿物共生组合含量!!!!C
矿区 !!!!矿石矿物 !!!脉石矿物

后
瑶
峪

!闪锌矿’#?("方铅矿’#("
!菱锌矿’+’#("白铅矿’)’#("
!黄铁矿及黄铜矿微量

石英D绿帘石’"?#("
黑云母D绢云母’"#(

骆
驼
山

!闪锌矿’!)("黄铁矿’E("
!黄铜矿’?("磁黄铁矿及

!针铁矿微量

钙铁榴石’*)("
透辉石’!#("
黑云母’?("萤石’!(

西
灶
沟

样
品

+

!闪锌矿’#)("方铅矿’!)("
!黄铁矿’>("白铁矿’*("
!黄铜矿’+("磁黄铁矿’+("
!斑铜矿及针铁矿微量

绿泥石’+E("
石英’+("
碳酸盐微量

样
品

!

!闪锌矿’?>("方铅矿’*("
!黄铁矿’!)("白铁矿’+)(

绿泥石’+"("
黑云母’+)(

!!注&括号内数据为矿物含量

表"!热液作用形成的主要热液矿物

热液作用 !!!有用矿物 !!脉石矿物

高温热液型
’?E*!?))F(

黑钨矿"锡石"辉钼矿
辉铋矿"磁铁矿"毒砂

石英"云母"黄玉"
电气石"萤石

中温热液型
’?))!!))F(

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
斑铜矿"黝铜矿"沥青铀矿

石英"方解石"
绿泥石"绢云母

低温热液型
’!))!#)F(

辰砂"辉锑矿"
雄黄"辉银矿

蛋白石"高岭石"
矾石"沸石

!!热液矿床形成的地质环境不同!其矿物组合也

不相同’表!(#后 瑶 峪"骆 驼 山 铅 锌 矿 的 矿 物 组 合

为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黄铁矿"石英"绢云母"绿
帘石"石榴石"辉石"萤石等!矿床形成温度在?))F
左右!属中高温热液型矿床$西灶沟的铅锌矿矿物组

合 为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绿泥石"石英和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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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属中低温热液型!形成温度在!))!?))F之间"

?!闪锌矿的化学元素标型特征

后瑶峪#骆驼山#西灶沟铅锌矿中闪锌矿单矿物

化学#光谱定量全分析结果见表?"
表#!闪锌矿单矿物化学!光谱全分析数据

单矿物 后瑶峪 骆驼山 西灶沟+ 西灶沟!
2 ?!’>! ??’!* ?!’#) ??’!*
GH #*’!> #?’E# #?’"> #+’""
IJ A’+) ++’># A’+" +!’"?
/K )’>) )’?# ?’!* !’)*
4L ?’?? )’"# )’!) )’#>
(M + ! + #+
4% )’! )’# #) >
8% + )’# )’! #)’!
,N +) +# )’# )’#
4O !))) !))) +#)) )’!
;J # # # #
2H " > * *
4P !# *) ?) +#
,J #+ #+ #+ #+
3H #)) #)) !)) A)
5Q +!’>! A’+? !+’>? !)’>?
5L +’>E +’+! +’+! +’"?

!!含量单位$!%2#GH#IJ#/K#4L&’C!!%其它指标&’+)@>

闪锌矿中的某些微量元素含量与形成温度及成

因类型有关"岩浆热液型和温度较高条件下形成的

闪锌矿 呈 深 色!IJ#3H含 量 高!,N#,J#;&含 量 低!

!,N’!3H或!,J’!3H值小(而层控成因矿床#低温条件

下形成 的 闪 锌 矿 则 与 上 述 相 反!呈 浅 色!,N#,J含

量大!!,N’!3H或!,J’!3H值大"
由表?可清 楚 地 看 出$后 瑶 峪#骆 驼 山#西 灶 沟

的闪锌矿中IJ和3H含量高!,N#,J含量低!都是岩

浆热液型矿床!即在较高温度条件下形成的"
一些不能单独组成矿物的稀有#分散元素!以类

质同象存在于闪锌矿中"从表?中可以看出!后瑶

峪#骆驼山的闪锌矿微量元素含量十分接近!且4L#

4O#3H的含量都比西灶沟的高!说明后瑶峪#骆驼山

的铅锌矿床成矿温度比西灶沟的偏高"微量元素含

量随成矿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N是 典 型 的 分

散元素!极少呈独立矿物!主要以类质同象出现于别

的矿物中",N具有很强的亲石 性 和 亲 硫 性"它 在

高温条件下亲石性极强!而在低温条件下则亲硫性

大于亲石性"在高温条件下,N大部分进入硅酸盐

和铝硅酸盐矿物的晶格中!但是在强还原及低温条

件下,N才表 现 出 明 显 的 亲 硫 性!主 要 呈 ,N!2? 形

式存在于闪锌矿中"在岩浆活动过程中!大部分 ,N
已进入硅酸盐#铝硅酸盐矿物中!只有少量滞留在岩

浆期后热液中"而且在岩浆热液活动的早#中期!温
度较高!,N主 要 表 现 为 亲 石 性!进 入 蚀 变 矿 物 中"
到硫化物期!热液中残留的,N可能已非常低!所以

受岩浆热液影 响 的 矿 床 中!闪 锌 矿 含 ,N就 必 然 不

会高!一般#+)R+)@>!如西灶沟闪锌矿中的,N含

量仅为)’#R+)@>"后瑶峪#骆驼山的闪锌矿中,N
含量"+)R+)@>!这主要与围岩有关!因后其围岩为

大理岩!硅酸盐#铝硅酸盐含量低!,N不能大量进入

围岩!所以这一带闪锌矿中,N的含量就偏高"
由以上分析得到$后瑶峪#骆驼山的铅锌矿物质

来源于岩浆热液!属热接触交代型矿床"西灶沟的

铅锌矿物质来源是围岩浆热液!赋存在中性的安山

岩构造裂隙 中!属 热 液 脉 型"?个 矿 床 的 成 矿 期 基

本上在硫化期!即在中温热液条件下形成的"

*!闪锌矿的物性特征

闪锌矿是地质温度计!温度高时!含铁 高!颜 色

深(温度低时!含铁低!颜色浅"现将在双目显微镜

下鉴定的闪 锌 矿 物 性 特 征 列 于 表*"由 表*可 知!
后瑶 峪#骆 驼 山#西 灶 沟 的 闪 锌 矿 颜 色 较 深!含IJ
量高!说明成矿温度较高"

!!!!!!!!表$!闪锌矿的物性特征!!!!!C
矿区 晶体 !!!颜色 !条痕 GH IJ

后瑶峪 四面体 黑色#少量棕红色
深 褐#黄

褐
#*’!> A’+)

骆驼山 四面体 黑色 褐色 #?’E#++’>#
西灶沟+ 四面体 褐黑色#边缘棕红色 黄褐 #?’"> A’+"
西灶沟! 四面体 褐黑色#边缘棕红色 黄褐 #+’""+!’"?

!!!!!表%!闪锌矿标型特征与矿床成因关系! !C
!项目 !高温热液 !中温热液 !低温热液

矿物名称 黑色闪锌矿 褐色闪锌矿 黄色闪锌矿

IJ +)!!) ?!+) +!?
GH *)!#) #)!>) >)!>E
颜色 黑褐色S黑色 红褐色S褐色 淡黄色S黄色

条痕 深褐 黄 白S浅黄

形成温度 ?))!#))F !))!?))F +))!!))F
成矿条件 深成S中深成 中深成S浅成 浅成

!!将闪锌矿的物性特征和闪锌矿标型特征与矿床

成因联系对比%表#&!发现后瑶峪#骆驼山#西灶 沟

的闪 锌 矿 颜 色 深!且 含IJ较 高!在AC!+?C!含

GH都在#+C!##C"这一带的铅锌矿床属于中温

热液矿床!形成温度在?))F左右!是在中深成条件

下形成的"在研究中!曾将?个矿区的铅锌矿样品

送湖北宜昌地质科研所做包体测温!其结果见表>"

!!!!!表&!闪锌矿!方铅矿包体测温结果!!!!F
矿区 闪锌矿 方铅矿

后瑶峪 !)#%爆裂温度&
骆驼山 ?E)!*!) +?)!+")
西灶沟 !!)!!E) +A)

#!结语

后瑶峪#骆驼山铅锌矿属接触交代型矿床!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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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唐将等!成都市区域化探深层样品元素异常与物探重"磁异常及遥感解译构造的关系

重"磁和遥感解译的隐伏构造的元素特征有了更为

清楚的认识#区域化探异常$特别是深层样的元素

异常研究$必须与其它学科紧密结合$才能提高研究

和认识的水平#区域勘查地球化学与其它相关学科

广泛结合$是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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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来源于岩浆气水热液$是在中深成矿条件下形

成的中温偏 高 热 液 矿 床$形 成 温 度 在>))‘左 右#
西灶沟铅锌矿属热液型矿床$赋存在断裂构造裂隙

中$呈脉状$距花岗岩体有一定的距离$它的物质来

源为岩浆热液$是在中深成Y浅成条件下形成的中温

热液矿床$形成温度为!))#>).‘#

)$&,$)$*7&5*-48--*+,+,$%&3&,&-*-+2-+1&.9FG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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