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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阐述上朝铅锌矿床地质特征基础上，对矿床的控矿因素进行分析，总结了找矿标志。矿体在泥盆、石炭纪

的地层中均有产出，且矿化有选择性地在碳酸盐岩与细碎屑岩和白云岩的接触带发育，矿化岩石岩性主要为凝灰

岩、白云岩、构造角砾岩等。矿化明显受层间破碎带及断裂控制，结合区域矿床对比，认为上朝铅锌矿床成因属层

控—热液蚀变叠加型铅锌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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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上朝铅锌矿矿区位于环江县北部驯乐苗族乡辖
区。广西第七地质队１９８７年提交了该矿床的勘探
报告，探明锌和黄铁矿的储量均超过大型矿床规模。

矿床的区域内均未见与成矿有关的岩浆岩，而矿床

又具有鲜明的热液成矿特征，故对这类矿床的成因，

多年争执不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后期至８０年代，
在找铁矿的过程中，深部发现铅锌矿化，通过研究沉

积环境、沉积相与矿化关系，提出“陆源层控”成因

观点。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该区铅锌矿化具有喷流

沉积成矿的特点。

　　以前的地质工作对矿山近２０年来的开采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通过对矿区地质工作的新认

识，较系统地总结了矿床地质特征，在综合分析前人

资料的基础上，对上朝铅锌矿的控矿地质条件、成矿

规律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１　矿区地质概况

１１　地质背景
　　该区所处大地构造位置是濒太平洋地槽褶皱

区、华南加里东褶皱系系列中湘—桂—粤褶皱带西

段北部边缘，也是“江南古陆”西南端边缘外侧，北

与扬子地台相接，长期活动的近南北向驯乐—上朝

基底断裂西侧（图１）。古地形北高南低，其基底与
古陆相连。

　　区内出露地层有震旦系、寒武系、泥盆系及中下
石炭统。矿区地层以中泥盆统为主，少量下石炭统；

６１线以北、北山村委附近有生物礁出露。泥盆系与
石炭系、下二叠统与上二叠统呈平行不整合接触，表

明有振荡性质的柳江运动和东吴运动存在。泥盆系

是本区出露最广泛的地层，主要为局限—半局限台

地碳酸盐、礁硅岩套沉积，是本区铅锌多金属矿的赋

矿地层。

　　中、上泥盆统在该区的洞忙、北山形成线状生物
礁，礁顶发育白云岩或白云石化灰岩，铅锌多金属矿

分布于礁灰岩上方的白云岩中。中、下石炭统分布

于本区东西两侧，主要为浅海—滨海相的砂页岩、泥

灰岩、灰岩及含煤建造。铅锌多金属矿化大多分布

于背斜轴部东岗岭组中。

１２　地层
　　区内出露泥盆、石炭系。
　　泥盆系下统：出露驯乐一带，为砂泥岩。中
统：出露较广，有应堂组（Ｄ２ｙ）泥灰岩、泥质灰岩。



图１　环江县构造纲要图（据环江县国土资源局，２００７）
１背斜；２向斜；３正断层；４逆断层；５性质不明断层

（１）下南背斜；（２）洞脚背斜；（３）川山背斜；（４）古宾背斜；（５）里蜡向斜；（６）肯简背斜；（７）明伦向斜；（８）新村背斜

① 川山断层；② 上朝正断层；③ 广南断层；④ 龙友断层；⑤ 八面断层；⑥ 内点逆断层；⑦ 小环江区域性正断层；⑧ 大仁江逆断层

东岗岭组（Ｄ２ｄ）：下段为黑色灰岩、生物灰岩，顶部
有生物礁，厚度３００多ｍ；上段灰岩、泥灰岩，厚
３６０ｍ～３９０ｍ，底部有一层厚 ７ｍ左右的粉砂岩，上
部有礁灰岩、角砾灰岩、白云岩。广西第七地质队把

礁灰岩分为：① 洞兆期礁：形成于Ｄ２ｄ早期，厚度大
于３４０ｍ，以层孔虫礁为主；② 北山期礁：始于 Ｄ２ｄ
晚期，终于Ｄ３ｒ早期，厚度大于３２０ｍ，以球状层孔虫
礁为主。上统：北山驯乐一带是融县组（Ｄ３ｒ）灰岩、

泥灰岩、砾状灰岩；川山一带是榴江组（Ｄ３ｌ）硅质
岩、泥岩、扁豆状灰岩。

　　石炭系下统为砂页岩层；上统为灰岩、白云岩。
１３　构造
　　矿区位于ＮＮＥ向上朝背斜的东翼，褶皱缓，褶
皱两翼岩层倾角多在１５°～３０°之间，次一级构造
发育，以 ＮＮＥ向的压扭性断层为多。可见，本区
一系列次级褶皱控制着含矿层的分布。矿体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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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于背斜近轴部的两翼，区内断裂总体走向与褶

皱走向相同，这些断裂带以逆断层为主，正断层次

之，大多分布于次级背斜轴部。断裂带常发育破

碎角砾岩、白云岩（化）带、重晶石岩，并有铅锌多

金属矿化。构造热液矿化常叠加于原有的热水沉

积铅锌多金属矿上，形成热水沉积和构造叠加型

共存的矿床。

２　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内矿体主要产在被断层切过的泥盆纪的礁
和围岩的接触面上（断层破碎带有矿化），呈皮壳状

产出，产状与礁体接触面近似。矿体形态复杂，有不

规则莲藕状、透镜状、囊状，长１００ｍ～２０００多ｍ，厚
２ｍ～４６ｍ。围岩有强烈的白云岩化，矿体被白云岩
化包围。

２１　矿床规模及矿体特征
　　据广西第七地质队１９８７年提交的勘探报告，该
矿床属大型铅锌矿床，面积１０多 ｋｍ２。已控制大、

小矿体１００多个，主矿体有３个。含矿带呈沿走向
朝东、北端缓慢倾伏的狭长带状，大多为盲矿体。Ⅱ
号矿体分别有ＰＤ６０１、ＣＤ１、ＣＤ２、ＣＤ４等工程控制，
矿体呈似层状，其走向 ＥＮＮ，倾向９６°～１４０°，倾角
５０°～７０°；控制矿体长１３５ｍ，出露宽度１５ｍ～３５ｍ，
平均厚度１１ｍ，品位为 Ｐｂ０３５４％ ～０２０８３％，平
均 １５０１％；Ｚｎ 为 １０６５％ ～４３９２％，平 均
３２４３％；Ｓ为 ８０８％ ～２４９７％，平均 １３４６％；Ｆｅ
为１８７９％～２４３３％，平均２１２７％。
　　矿体在走向上具有分枝复合的特点，分枝时亦
有黄铁矿层或褐铁矿层和夹石，矿体厚度２１７ｍ～
５８２ｍ，主要组分品位 Ｐｂ为０１９８％ ～０４９８％，平
均 ０３９１％，最高单样 １２１％；Ｚｎ为 ０９４２％ ～
１８８５％，平均１４４１％，最高单样６１０％。
　　矿体沿走向往北在６６线附近被 Ｆ９断层切割，
沿倾向往东与 Ｆ４断层接触。矿体产生于生物礁灰
岩与泥灰岩、泥质灰岩盖层的细—粗晶白云岩中，矿

体形态沿走向和倾向进一步延伸，但严格受生物礁、

白云岩和断层控制（图２）。

图２　上朝矿区０号勘探线剖面图
（据第七地质队资料）

１矿体；２岩礁；３白云岩；４钻孔及其编号；５断层及其编号

２２　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呈自形粒状结构、半自形—他形粒状结构、

压碎结构、交代残余结构、变胶状结构，块状构造、椭

球状构造、浸染状构造。矿物组合简单，以黄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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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９０％）、闪锌矿为主，次为方铅矿、白云石、
方解石，局部有菱铁矿。

　　矿石结构：自形晶粒状、半自形晶他形粒状、变
胶状、交代残余等结构。

　　矿石构造：环带状、角砾状、肾状、浸染状、脉状、
放射状等构造。

　　矿石中较为特别的是黄铁矿和闪锌矿，二者的
环带互相包绕组成相间多层的肾状或球状体。还有

早期的黄铁矿、闪锌矿压碎呈角砾状再被后期的黄

铁矿、闪锌矿、方铅矿或方解石、白云石充填、交代、

胶结。

　　矿物生成期次：第七地质队认为泥盆系沉积时
形成“矿化层”，局部有菱铁矿；成岩期形成结晶较

好的沿层作线状分布的黄铁矿；热水溶液改造期形

成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白云石等。

２３　矿石类型及矿物组分
　　矿石矿物为黄铁矿、闪锌矿，少量方铅矿，脉石
矿物为白云岩，少量方解石、石英、碳质。

　　矿石结构：黄铁矿呈浅黄色，半自形—他形粒
状，粒径 １１ｍｍ～２ｍｍ；闪锌矿呈棕褐色，他形粒
状，粒经０１ｍｍ～０８ｍｍ，部分结晶产出；方铅矿呈
铅灰色，他形粒状，粒经０１ｍｍ～０５ｍｍ，部分成立
方体，粒经１０ｍｍ左右；方解石呈浅灰色，他形粒状，
粒经０５ｍｍ；石英呈乳白色，他形粒状，常与碳质、
泥质一起富存在胶结物中；碳质呈星点状不规则分

布在白云石粒间，含量小于１０％。
　　矿石构造：① 原生构造主要有纹层状构造、浸
染状构造；② 后生构造主要有不规则网状构造、斑
杂状构造、角砾状及胶结角砾状构造、斑点状构造、

条块状或团块状构造、多孔蜂窝状构造。主要矿体

均以网脉状、斑杂状、角砾状构造为主，条块状构造

主要分布在富矿部位。

　　矿石成分：矿物组分简单，已知金属矿物有方铅
矿、闪锌矿、黄铁矿和微量硫锑铅矿等。脉石矿物有

石英、菱铁矿、白云石、方解石及碳质等。

２４　围岩蚀变
　　矿床围岩蚀变主要表现为白云岩化、方解石化
和黄铁矿化３种。
　　白云岩化：主要分布在生物礁的顶部及其盖层
的一部分，不包括在热水喷流沉积—成岩期所生成

的黑灰色，可分为３期：① 早期成岩白云岩化，此种
白云岩化发生在生物礁终止后，由于本身含镁离子

较高，在上部盖层压力置换灰泥岩中的钙离子而形

成，此种岩石中常见球状、柱状层孔虫。② 重结晶
白云岩化，主要是后生重结晶作用，其次是含矿、含

镁质溶液交代作用，使早期白云岩发生重结晶和褪

色现象，并扩大了白云岩的范围。③ 后期白云岩
化，主要是在成矿阶段后白云岩呈细买脉或网状穿

插、交代原岩和矿石。分布广泛。

　　黄铁矿化：破碎带中常见黄铁矿呈斑点、星点、
细脉状产出。

　　方解石化：主要见于灰岩及石英岩中，早期多形
成密集网络状脉条分布在灰岩中。晚期则以不规则

单脉状分布。与成矿无关。

３　找矿标志

３１　地层岩性
　　泥盆纪中统应堂组（Ｄ２ｙ）泥灰岩、泥质灰岩。
东岗岭组（Ｄ２ｄ）：下段为黑色灰岩、生物灰岩，顶部
有生物礁，厚度 ３００多 ｍ；上段灰岩、泥灰岩，厚
３６０ｍ ～３９０ｍ，底部有一层粉砂岩，上部有礁灰岩、
角砾灰岩、白云岩。下石炭统大塘组为一套含铁白

云石—陆源碎屑沉积岩系，铅锌矿体赋存于中下部

铁碳酸岩中，部分分布于钙质砂岩中，具有明显的重

晶石—碳酸盐岩—铁白云岩沉积建造。

３２　构造
　　矿区断裂以南北走向断裂为主，并发育次级的
ＮＥ向断裂。其中 ＳＮ向断裂为盆地边缘同沉积断
裂、热水沉积与次断裂密切相关；ＮＥ向断裂多为张
扭性断裂，对铅锌矿的富集起到决定性作用。

３３　围岩蚀变
　　矿化带内围岩蚀变发育，矿床围岩蚀变主要表
现为白云岩化、退白云岩化和黄铁矿化等几种。方

解石化、黄铁矿化与成矿关系最为密切，多分布于

矿体旁侧的附近，对成矿十分有利。

４　结　语

　　广西运动（祁连运动）以后，扬子地台主体部
分升出海面，在海洋动力作用下沉积了滨海潮坪

相地层。在古陆基底上发展起来的滨海台地中形

成的碎屑岩—泥质岩—碳酸盐岩等海相沉积体

系，和灰岩—硅质岩等热水沉积体系共同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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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填充，明显存在板块活动引起的深部成矿元

素富集过程，成矿作用发生在一个伸展的滨海地

台环境。

　　① 如前述热水沉积是区内铅锌矿主要成矿方
式，成矿物质来自台地深处，中低温海底地表成矿，

在区域地质构造过程中岩石的重结晶现象明显。

　　② 矿体与围岩界线清楚，与矿有关为中上泥盆
统，桂林组和融县组的白云岩，特别是深灰—灰黑色

含碳质白云岩夹薄层状碳泥质白云岩，是找矿的有

利层位。

　　③ 矿床为中泥盆统浅海台地环境下的层控—
热液蚀变叠加型铅锌矿床，矿床明显受泥盆纪地层

和层间断裂的控制。经多阶段矿化叠加，形成多元

素组合矿。构造作用、岩浆活动是这一成矿机制的

动力源和物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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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玄武岩台地素描图

地质素描———神奇的草帽山

在吉林省珲春县春化北土门子附近，有一些新生

代玄武岩熔岩台地，其中草帽山的玄武岩台地最为神

奇，它在地貌上形成似一顶有趣的草帽，故俗称为草

帽山。

近年来，草帽山已开辟成为珲春地区的旅游景点，

人们在春化就能远远地见到神奇美妙的草帽山，附近

山清水秀，令人神往。

（钟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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