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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铁矿矿床的控制作用探讨

石 焕琪 王香成

( 广 西地矿局第七地质 队 )

一
、

概述

本矿床是一个以银
、

锌
、

锡
、

黄铁矿为大型
,

铅为中型的硫化物矿床
。

它兼有我国南方泥

盆系碳酸盐岩层控铅一锌矿 床和层控黄铁矿矿床的主要地质特征
,

是一个研究典 型层控矿

床和成矿理论不可多得的矿床
,

因此不少专家学者前往参观考察
。

矿床位于扬子准地台东南缘
,

在南华后加里东准地 台上
,

处于
“

江南古陆
”

南端西南缘
,

桂中褶断束的北西段
,

于南岭多金属成矿带西端
,

属北山一泅顶铅
、

锌
、

黄铁矿成矿远景区的

西段
。

矿床周围出露大片泥盆系和 石炭系
,

它的北部和东部是江南古陆
,

出露有四堡群
、

板溪

群
、

震旦系及零星分布的寒武系
,

西北角和南西偶有二叠系出露
。

本 区经历了加里东前地槽期和加里东后准地台期两个发展阶段
,

具基底
、

盖层的二元结

构
。

加里东运动结束了本 区地槽历史
,

形成以北北东或北东向为主的及北西西或北西向为次

的两组断裂组成棋盘式构造格局
。

在本区北部和东部 由于长期遭受剥蚀
,

加上北北东向古基

底断裂的复合
,

使古陆边缘有许多指状突起向南伸入海盆
,

形成指状海湾
,

如 图 1
。

构成了一

系列隆起和洼地的古地貌景观
,

在此基础上接受了泥盆系的沉积
。

早泥盆世早
、

中期
,

本区仍处于剥蚀区
,

直到早泥盆世晚期
,

自南而北的海侵波及到此
,

于驯乐
、

怀群两海湾开始接受了滨岸碎屑岩沉积
;到中泥盆世应堂期

,

海侵略有扩大
,

上述两

海湾
,

主要接受近滨带一局限台地的细粒碎屑岩和碳酸盐岩沉积
;
中泥盆世东岗岭期

,

海侵

又进一步扩大
,

海岸边缘指状弯曲度逐渐缩小
,

可分为两个相区
:

滨海和浅海
;
三个相带

:

驯

乐潮坪
、

上朝半局限台地和环江开阔台地
,

这三个相带均 以碳酸盐岩为主
。

上朝半局限台地

隆起 区局部发育有生物礁
、

滩相
。

晚泥盆世海侵继续 向北 东扩侵
,

海湾基本填平
.

东兴隆起沉

没
,

祖带与东岗岭期基本相似
,

只是环江开阔台地内部发生分异
,

在都川一水源一带出现北

西向韧长条形盆地将台地分割
。

上述绚丽多彩的古地理景观
,

以及该区紧靠古陆边缘有众多河流注入海盆
,

为矿床的形

成提供丰富的物质来源
,

构成了成矿的必然的先决条件
。

加上褶皱
、

断裂
、

生物礁
、

滩相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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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热卤水循环和白云岩的发育等等
,

是矿质富集必不可少的因素
,

因此
,

本矿床的形成是在

内
、

外因结合
,

经历过多次成矿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

二
、

地层对矿床 (体 ) 的控制作用

图 1 环江地区早泥盆世晚期江

南古陆边缘构造示意图
1一古陆边缘译一断裂 ,

3一推侧断裂讨一省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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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区内的主要地层含矿情况

广西区内地层发育齐全
,

自元古界至第四系均有

出露
。

根据区内 3 36 个铅锌矿 产地统计
,

(如 图 2) 含矿

层位达八个之多
,

其中含矿层位以泥盆系为主
,

占矿产

地数的 40
.

5 %
,

占探明储量 8组
.

4% ;
次为寒武系

,

占矿

产地数的 27
.

1%
,

占探明储量 4
.

7 %
,

其余各时代地

层
、

岩体中仅占百分之几
。

以上资料说明广西区内铅锌

矿含矿层位主要分布在泥盆系
,

其中特别是受中泥盆

统的东岗岭组控制
。

2
.

含矿层位的时代随海侵方向 自南而北的先后

有由老变新的递变趋势

在加里东运动后
,

桂北地区处于江南古陆边缘
,

沉

积物主要来于古陆
,

由于海侵自南而北
,

反映在含矿地

层时代上
,

随海侵方向自南而北由老到新递变
,

如从全

区看
:

在桂中大瑶山西侧多金腻成矿带上的南端通挽

司律铅锌矿点
,

含矿层位为那高岭缭 ( lD : )顶部
;
向北

至朋村
、

古立两个铅
、

锌
、

黄铁矿矿床
,

含矿层位变为郁江组 (D
:

妇顶部和 四排组 ( D , , )底部
;

再往北到古丹
、

沮顶铅锌矿区
,

其含矿层位为东岗岭组 ( D斌 )顶部与融县组 ( D 3: )底部
;
而北

山铅锌
、

黄铁矿矿床的 I 号主矿体
,

在南段产于东岗岭组中段
,

中段产于东岗岭组顶部一桂

林组底部
,

到北段则产于桂林组 ( D矿 )底部
,

由此可知
,

赋矿层位 自南而北由老到新
,

与海侵

方向一致
,

具有穿层的特点
,

在北山矿床之南的都川铅锌矿区
,

赋矿层位则稍老
,

全为东岗岭

组中上部
。

这些资料均明显告诉我们
,

靠近古陆
,

含矿层位变新
,

显示了海侵式成矿的规律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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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广西各时代地层
、

岩体中铅锌矿
一

产地数及储量百分比图

l 一矿产地个数百分比
, 2一占总储量百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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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矿床的含矿层位

矿床内出露地层为中泥盆统东岗岭组及上泥盆统的桂林组和融县组
。

矿床 (体 )产在东

岗岭组顶部与桂林组底部的礁顶厌岩 (均白云岩化 )与泥灰岩
、

泥质灰岩盖层之间的 中一粗

晶白云岩内
,

如图 3
,

地层岩性情况
,

现按地层层序编号简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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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山矿床地层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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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融县组 ( D 3 ,
)

:

灰色厚层块状砂屑灰岩
、

云 质灰岩
,

含牙形刺化石
。

厚 6 3 0一 7 z o m
。

( 2) 桂林组上段 ( D
3

梦)
:

深灰色瘤状灰岩
、

薄层白云岩

及生物粉晶灰岩
,

含竹节石
、

珊瑚
、

腕足类等化石
。

厚 50 一

1 0 0拼
。

( 3) 桂林组下段三小组二段 ( sD广“ ) :
灰色泥灰岩与异

化粒粉晶灰岩互层
,

水平层理发育
,

含无洞贝
、

帐幕石燕等

化石
。

厚度为 1 5 0一 Z o o m
。

( 4) 桂林组下段三小组一小段 ( sD护
一 3

一

`
)

:

条带状泥质灰

岩
、

泥灰岩互层
,

水平层理
、

条带构造发育
,

上部岩层中见有

重力滑塌卷 曲构造
,

产中华分珊瑚
、

准云南贝等化石
。

厚度

4 0一 6 5m
。

( 5) 桂林组下段二小组 (氏广
,

)
:

深灰色泥晶粒屑灰岩
、

泥灰岩夹数层塌积岩
,

含淮云南贝
、

无洞 贝
、

隐孔虫等化石
。

厚 3 0一 7 om
。

( 6) 桂林组下段一小组 ( aD 护
一 `
)

:

灰黑色健石灰
、

泥岩夹

灰岩
,

产光壳节石
、

瓣鳃
、

植物碎片等化石
。

厚 o一 1 5 0m
。

( 7) 东岗岭组上段二小组 ( D灵
一
2

)
:

黑色泥灰岩
、

泥岩夹

灰岩
,

产光壳节石
、

瓣鳃类
、

植物碎片等
。

厚 。一 2 00 ,
。

( 8) 东岗岭组上段一小组 ( D矿
.
,

)
:

灰色厚层粉晶灰岩
,

部分云灰岩
,

底部有 0
.

5一 18 米厚的砂岩
、

粉砂岩
、

含砾砂岩
,

含拟鳞木
、

夏丽安原始鳞木等

化石
。

厚 2 6 0一 3 3 om
。

东岗岭期发育有北山礁
,

礁
、

滩相间生长延续到桂林组底部
。

生物礁岩性特征可分为
:

①

礁顶白云岩段
:

由深灰一灰黑色
,

粉晶一粗晶白云岩
、

层孔虫白云岩组成
,

分布不固定
,

多沿

礁顶或礁缘斜坡分布
,

是矿床铅锌
、

黄铁矿体的主要赋矿围岩
。

厚 20 一 9 0m
。

②礁
、

滩相组合

灰岩段
:

由造礁的障积粘结灰岩
、

骨架粘结灰岩
、

盖复粘结灰岩及粘结灰岩组成 5一 8 个抗浪

骨架
,

每架迭置高达 0
.

3一 25 米
。

造礁生物以层孔虫及兰绿藻组合为主
,

生物含量为 30 一

70 %
。

厚 100 一30 Om
。

③礁底为砂岩
、

泥质粉砂岩
、

含砾砂岩等
,

丰产植物化石
。

厚 .0 5一

1 8m
。

(9 )东岗岭组下段二小组 ( D灵
一
,
)

:

灰黑 色厚层泥一粉晶灰岩
、

生物屑灰岩
,

产剥鳃无洞

贝甘肃变种
、

分珊瑚等化石
。

厚度大于 5 15m
。

该期发育有洞忙礁
,

其岩性特征为
:

①礁顶
:

以枝状层孔虫屑灰岩夹含生物团粒
、

凝块石

灰岩
、

鸟眼纹层泥一粉晶灰岩等组成
,

岩石普遍具不均匀白云石化
,

偶有铅
、

锌矿化
。

厚约

3 3 m
。

②礁
、

滩相
:

藻缠绕层孔虫礁灰岩及藻缠结含核影石异化粒粉晶灰岩
。

造礁生物 以层孔

虫
、

兰绿藻组合为主
,

生物含量 30 一 80 %
。

厚 1 07 一> 4 00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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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岩相古地理环境对矿床 (体 )的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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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江南古陆南缘

东岗岭期岩相古地理略图

l二滨岸台地
: 1一 1一罗攀一兴安湖坪

.

I 一 IA一驯乐滩后灰泥坪
、

泥坪
; I一 Bl 一

融水滩后灰泥坪
. 1一 cl 一兴安灰泥坪

,

I 一 2一龙岸滨岸注塘
。 , 一浅海台地

:

, 一 l一环江
、

桂林半局限一开阔台地 ;

, 一 I A一北山一怀群生物礁
、

滩 汪 一 lB 一

洒顶一古当生物礁
、

滩
:

, 一 2一河池一柳州浅

水陆拥
. , 一 3一天峨开阔台地

. , 一 4一南丹 一

·

仁林台沟 . , 一 4 A一大厂生物礁
.

, 一 5一灵川台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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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古陆边缘相对隆起区的控制

正如前面 所说
,

江南古陆长期隆起遭受

剥蚀
,

加上古北北东 向断裂的活动
,

使古陆边

缘存在着隆
、

洼相间的指状向南伸入海盆
.

构

成泥盆系沉积基底凹凸不平的古地理环境
。

这一环境直接控制着泥盆 系沉积时的生物发

育
、

岩石性质
、

地 层厚度等的不均一性
,

也控

制着本区矿床 (点 )沿北北东向隆起区或隆起

斜坡 区成带状分布 (图 4 )
,

如拉更铅锌矿点一

北山铅锌
、

黄铁矿床一都川 `万隆
、

下巴
、

板扒

等 )铅锌矿床
;
小文洞铅锌矿床一建旺铅锌矿

点
; 洒顶铅锌矿床一古丹铅锌矿床等

、

均沿上

述部位
,

呈北北东方向分布
。

2
.

受古陆边缘一定距离的控制

矿床 (点 )距离古陆边缘 的远近
,

同一纬

度却不尽一致
,

主要看位于当进海底相对隆

起区还是洼地区
。

一般说
,

在隆起区比较有工

业价值的矿床
,

多数距离古陆边缘稍远
,

约 2 0

公里左右
;
在洼地区

.

则较靠近古陆
.

般 3

5公里
,

因为海水先到
.

先接受沉积
。

而隆
、

沫

之间的环境也各不一致
,

因为太靠近古陆边

缘斜坡的浅海 区
,

由于水浅
、

氧气充足
,

如怀

群一带的拉有
、

才乐
、

坡律
、

正桐
、

汝甲等地分

布有鲡状赤铁矿层 出现
。

从 黄铁矿和 闪锌矿

来看
,

两种矿物 的生成环境必须在碱性或 偏

碱性的介质溶液中
,

而这样的介质溶液是 在

高 PH ( 7 ~ 8 )值
,

低 E h 值的环境 即位于半还

原一还原环境下才能形成 的
,

故铅锌矿成矿

环境
,

其位置必须与古陆边缘有一定距离
,

或

者应位于洼塘区的半还原一还原的条件下才

能形成
。

说明矿床矿物的形成
,

必须与古地理

环境相吻合
,

故推测本区较有希望的铅锌
、

黄

铁矿矿床的成矿有利地段
,

应在有沉积鲡状

赤铁矿层 (氧化环境 ) 的外侧地段寻找更为有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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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受基底不整合面的控制

本区已知铅锌矿床除保安中型铅锌矿床矿体位于不整合面上 0一几十米的四排组 ( Dl
。
)

的砾岩
、

含砾砂岩
、

砂岩之中外
,

泅顶
、

古丹铅锌矿床矿体位于不整合面之上几十一百余米
,

而北山矿床矿体则于不整合面之上至少 70 0m
,

可见这个距离各个矿床不一
,

但总的看来
,

矿

床 (矿体 )均产在一次大的构造运动之后的一个剥蚀不整合面之上的第一次海侵沉积旋回的

碳酸盐岩岩层的中
、

下部
。

4
.

岩相控制

古地理 环境控制着本区泥盆纪的沉积相
,

而沉积相又控制着区内的
“

矿化层
”

及矿床

(点 )的分布
,

从图 4可知
,

北 山一洒顶铅锌
、

黄铁矿成矿远景区
,

实际上是受环江一桂林半局

限一开阔台地上的生物礁 (北山
、

泅顶一古丹
、

古当 )滩 l(j }山
、

怀群 )相所控制
,

目前在这些生

物礁
、

滩相一些点上均发现有铁帽和黄铁矿化等现象
,

应引起必要的重视
。

从目前本区已知的矿床 (点 )统计
,

有 87
.

5%的矿床 (点 )分布在半局限一开阔台地上的

生物礁
、

滩相碳酸盐岩中
,

仅有 1 2
.

5 %分布在滨岸或滩后灰泥坪的碎屑岩中
。

北山矿床除 v 号锌矿体外
,

其余矿体均产在礁
、

滩相顶部的潮坪微相白云岩中
。

5
.

岩性及有利的岩性组合控矿

北山矿床具有一套有利的岩性组合
`

( 1) 赋矿围岩
:

从十多个矿床 (点 )统计看赋矿围岩各不一致
,

但从数据看
,

赋矿围岩最好

的岩性是白云岩及白云质灰岩 (占 87
.

5 % )
,

而砂页岩仅占 12
.

5%
。

北山矿床的储量及矿体数

的百分比分别以” %及 88 %以上赋存在白云岩中
。

( 2) 有利的岩性组合控矿

北山矿床受有利岩性组合控矿非常明显
,

这套岩性组合是
:

①盖层
:

为一套东岗岭组顶部一桂林组底部的薄一中厚层状深灰色含泥泥晶灰岩
、

泥质

灰岩
、

泥灰岩等组成
,

这类岩石的孔隙度平均 1
.

5%左右
,

具有渗透性差
,

可塑性能好的特点
,

当深循环含矿热水流经它时
,

起到对铅
、

锌等金属 的屏闭与过滤作用
。

②容矿层
:

为礁顶具残余砂
、

砾屑的细一粗晶白云岩
,

这类岩石孔隙度平均为 1
.

95 %
,

有

效孔隙率平均为 2
.

24 %
,

特别是灰岩经白云化后
,

克分子体积缩小 12 一 i3 %
,

这就是说给原

岩增加 1 2一 13 %的晶间孔
。

加上这套岩石性脆
,

在构造应力作用下
,

易于机械破碎
,

产生次生

角砾间孔隙
,

大大增加了岩石的孔隙度和连通孔隙率
,

构成良好的储矿场所
,

它控制着矿体

的产状和产出形态
。

③容矿层下部岩石
:

是一套厚度在 70 0米以上的生物礁
、

滩相碳酸盐岩
。

主要为骨架粘结

灰岩及生物碎屑灰岩
,

含生物屑灰岩
、

灰岩等
。

其中生物含量丰富
,

以层孔虫及藻类为主
,

次

为珊瑚
、

腕足
、

棘皮… …等
,

一般含量 2 0一 30 %
,

有些层段多达 50 一 80 %
。

这套岩石含有机炭

平均 0
.

18 %
,

个别达 5
.

42 % ,硫含量平均为 0
.

n %
,

并含氯仿
“ A ”

沥青
,

含量 1一 1 7 7P mP
,

平均

含量 15
.

6 8 pmP
。

在这些生物礁
、

滩相灰岩中
,

由于生物发育
,

具有较多的有机质及灰泥质
,

生

物死亡后产生 H多 及生物硫等
,

对贱金属的 P b
、

nZ 等有吸附
、

富集的作用
;
且区内的黑色含

炭质灰岩
、

含炭泥灰岩中普遍含星点状黄铁矿
,

而黄铁矿对铅
、

锌而言
,

可起到固定剂作用
。



岩 相 古 地 理

四
、

矿床 (体 ) 的就位位置

前面已谈过
,

古构造位置的古陆前缘及半局限台地上的生物礁
、

滩相碳酸盐岩区
,

控制

着北山一洒顶成矿远景区 ;而古陆边缘的指状隆起区及隆
、

洼衔接地带的北北东向条带则控

制着几个矿床 (点 )组成的矿田 ,而在隆起区上的背斜上次级褶皱或近轴部的倾伏端
,

两翼加

上多次活动的同生断裂旁侧的背斜虚脱
、

层间破碎带的部位
,

则直接控制着矿床 (体 )的就位

位置及矿体形态
。

北山矿床
,

主要矿体为似层状
、

透镜状
,

位于北山背斜次级褶皱的南东倾伏端的背斜虚

脱和层间破碎带中
,

即背斜及其上的断裂的构造组合控制着矿体的产出形态
,

当矿体处在背

斜虚脱部位有明显加厚的特征
,

如图 5
。

以上说明北山矿床
,

比较明显地受层
、

相
、

位控制的一些特征
。

在论文编写过程中得到曾允孚教授的指导
,

特此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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