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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大宝山
一

雪山嶂地区

成矿系列及成矿模式

裴太昌 钟树荣 刘 胜 李光超
(广东省地矿局七O 六地质大队

,

韶关
,

5 1 2 0 26)

提 要 本文根据曲江大宝山外围 1 : 5万成矿预测的工作成果
,

概略地总结 了大宝 山
一

雪山嶂地区

多金属矿床的成矿条件和成矿规律
;
划分了成矿系列和矿床类型 ;建立了矿床成矿模式

、

区域成矿

模式及综合找矿模型
。

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

关往词 成矿系列 区域成矿模式 综合找矿模型 大宝山
一

雪山嶂地区

大宝山
一

雪山嶂地区是南岭多金属成矿区的重要地段之 一
。

位于曲江县马坝镇南东 1 SK m

的大宝山矿区
,

是我国著名的多金属矿床
。

北起曲江南华寺
,

南至英德官坪村
,

东自翁源凉桥
,

西达英德沙口
,

面积 9 4 0k m 2

的大宝山
一

雪 山嶂地区
,

成矿地质条件相 当有利
,

是 区划工作一直认

定的找矿远景区
。

近年来我们在该区开展 1 : 5万成矿预测工作
,

补作路线地质调查
,

充实典型矿床研究
。

总结

了成矿条件和成矿规律
;划分了成矿系列和矿床类型

;
建立了矿床成矿模式

、

区域成矿模式及

综合找矿模型
。

现发表初步研究成果
。

旨在抛砖引玉
。

l 区域地质背景

大宝 山
一

雪 山嶂地区属 于连县
一

新丰铜
、

铅
、

锌
、

锡矿带
,

是粤北坳 陷铜
、

铅
、

锌
、

钨
、

锡成矿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位于华夏古陆中粤北
一

东江坳陷的西段
,

北南分别与罗霄
一

武夷隆起
、

云开隆

起毗邻
。

区内出露地层有八村群 (任 bc )
、

桂头组 (Dl g )
、

棋梓桥组 (D
Zq )

、

天子岭组 (D
3 t )

、

帽子峰组

(D
3 m )

、

孟公坳组 (C 心m )
、

石瞪子组 (C
ld s

)
、

当冲组 (p . d )
、

金鸡组 (J
l ] )及南雄群 (K

Z n 。
)等

。

泥

盆一石炭纪地层为本区多金属矿的主要赋矿层位
。

本 区岩浆岩较发育
,

出露面积 1 38 km 2 ,

约占全 区面积的七分之一
。

以酸性
、

中酸性为主
,

还

有少量基性脉岩
。

共分 6个单元 12 个岩体
,

其中沙溪单元为大东山
一

贵东黑云母花岗岩基
,

徐屋

单元内的大宝山
、

九曲岭次英安斑岩和大宝山单元的大宝山
、

船肚花岗闪长斑岩与多金属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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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

可将沙溪单元归于重熔型
,

徐屋
、

大宝山单元划归同熔型
_

粤北
一

东江坳陷区
,

于古生代时期 主要属古亚洲构造域
,

在晚 占生代处于陆洋相互作用的

陆间带上
,

中生代以来大部分属滨太平洋构造域和特提斯构造域相互交叉复合部位
,

既有西太

平洋弧后扩张的因素
,

又受印度板块碰撞效应的影响
,

形成了 较为复杂的构造景观
。

经加里东

运动形成的华夏古陆
,

到海西一印支期成为复合坳陷
,

沉积了包括 D 一C 主要赋矿地层在内的

硅泥质建造和碳酸盐建造
、

本区存在的几个东西向构造带
,

特别是大东山
一

贵东东西向构造带
,

以及一些隐伏的北东向 (如清溪
一

大牛岭
、

官坪
一

牛栏坳 )
、

北西向 (如松山下
一

车子坳
、

雪山嶂
一

大

牛岭 )基底构造
,

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
,

从空间和时间上分析
.

它们只能是古特提斯关闭时南北

挤压造成的
,

都不可能是太平洋构造域的产物
。

燕 山一喜马拉雅期进入陆缘活化新阶段
、

岩浆

活动强烈
,

属类造山带环境
,

盖层褶皱以过渡型为主
,

由于太平洋板块的俯冲
,

造成华夏和新华

夏扭 动构造体系
,

复合或切割早期形成的北东向
、

北西 向及纬 向构造
,

是本区内生金属矿产的

重要控矿因素之一 (图 1 )
。

2 成矿地质条件及成矿规律

2
.

1 泥盆系地层是主要斌矿层位

本 区仅局部出露寒武系八村群变质基底
,

厚度大于 2 7 4 8 m ;上古生界泥盆系
、

石炭系
、

二叠

系广泛分布
,

厚度3 8 6 8 m ;
中生界侏罗系

、

白坐系次之
,

厚度 1 23 5 m
。

泥盆一石炭纪地层为本 区多

金属矿的主要赋矿层位
,

重要工业矿床均产于棋梓桥组和天子岭组中
。

统计结果表 明
,

分布在

泥盆系中的矿床 (点 )占全区矿床 (点 )总数的80
.

5 %
,

次为下石炭统
,

占9
.

8 %
。

不同类型矿床对

层位 又有一定选择性
,

就铜铅锌而言
,

棋梓桥组是最优赋矿层位
,

其次是天子岭组
、

石瞪子组和

孟公坳组
。

棋梓桥组分布于大宝山凉桥
、

沙口 农场
、

大坑 口
、

官坪及九郎洞等地
,

面积 3 2 k m ’。

属

滨
、

浅海相砂泥 质碳酸盐沉积
。

下部 (即原东岗岭阶下亚阶 )为薄层状含碳泥质灰岩
、

白云石化

微晶灰岩
,

含腕 足和珊瑚化石
,

厚 1 20 ~ 1 60 m ;上部 (即原东岗岭阶上亚阶 )为薄层状泥岩
、

粉砂

质泥岩及粉砂岩
,

含丰富的腕足类化石
,

厚 1 00 ~ 1 1 0 m
。

从表 1可见
,

C u 、

P b
、

z n
的浓集程度

,

棋

梓桥组也是最高的
。

大宝山多金 属矿床就主要产在棋梓桥组中
.

其上亚组赋存菱铁矿
,

主要为

泥质粉砂岩
、

页岩
、

英安质凝灰岩
、

含石膏粉砂岩
;下亚组是铜铅锌和硫的赋存层位

,

岩性主要

表 ! 大宝 山地区地层成矿元素含t 表 (单位
:
x 1 0

’ 6

)

T a b le 1 o r e 一 fo r m in g e lem en t e o n 色e n ts in str a ta a r D a
ba 胎h a n A rea

议议
...

C UUU Phhh Z nnn WWW

}}}
M 。。

.................

飞飞飞飞 乏乏 妞工工
一

fff 工工 丁iii 尽尽 工工 上上 育育 l 耳耳 见见
、

屯屯屯 仪仪
.

仁仁 厄
一一 222

.

j
___

几几 土土 ggggg 万
、、

棋棋悴桥组组 4 4 2 4 777 3 000 5 6 000 7
.

9 000 7 3
,

7 000 ? 000 1 4
.

000 5
.

2 666 2 5 5
.

3 111 i 666 7 6
.

333 3
.

4 555 5 3
.

5 于于 竺999 1
.

1333 4 7
.

3 ,, 10 9 111 ? OOO 1
.

999 5 7 RRR 1U 4
.

6 333 2 999 ] 1333 7 3 1 777

桂桂头组组 3 4 3
.

8 333 4 000 5 6
.

000 6
.

1111 2 6
.

E SSS J 000 ‘ 1 4 000 1
.

9 000 4 ] 6 777 666 7 6
.

333 t】
.

5 555 1 4 5 6 222 4 000 1
.

1333 12 8 8 888 口口 lll 1 JJJ 2 6 333 3 5 0
.

1000 4 000 1
.

4333 2 44
.

8 333

少少、村群群 1 0 2
.

6 222

园园
5 6

.

000 1
.

8 333 5 6 1000

而而
1 4

.

000 飞
.

0 11111111111 2 7
.

0 444

国国「
卜 1333 夕3

.

9 333 A4
.

6 222

园园回回
:

.

6 ,

一一
2

.

1 777

巨巨}
, J333 了

.

5 222

¹ 元素算术平均含量 º 样品 个数 » 黎彤值二’
·

T 浓度克拉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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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组 3
.

栖霞组 4
.

石炭统地层 5
.

天 子岭组 6
.

棋梓桥组 7
.

桂 头组 8
.

八村群 ,
.

作绿 岩脉

10
.

燕 山第三 期花岗闪长斑岩 11
.

燕山第二期次英安斑岩 ! 2
.

燕 山第 一期 花岗岩 13
.

正 断层和逆断 层 } 4
.

出露 及

隐伏深断裂 15
.

不整合界线 16
.

(大宝 山 )铁帽

图 1 大宝山
一

雪山 I. 地区地质图

F ig
.

1 G e o lo g ica l m a P o f Da ba o s h a n 一
X u e s h a n z h a n g A r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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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含碳泥质灰岩
、

白云石化微晶灰岩夹薄层粉砂岩及钙质页岩
。

对于铁硫矿床
,

棋梓桥组仍然

是最佳赋矿层位
,

次为桂头组和天子岭组
。

进一步统计可见
。

矿床对地层的岩性
、

岩相也有一定

选择
,

铜铅锌多金属矿床与不纯碳酸盐岩关系密切
,

以浅海陆棚砂泥质与含碳质碳酸盐过渡相

为主
,

浅水陆棚含泥质碳酸盐亚相为辅 ;铁硫矿床除分布于上述相带外
,

在滨海碎屑岩相 中也

有产出
,

显示与细碎屑岩关系密切
;
岩浆热液型钨钥矿床随地层的岩性不同其矿床类型也不一

样
,

在灰岩中为矽卡岩型
,

在碎屑岩中为石英脉型
。

2
.

2 同熔型岩体与多金属成矿关系密切

铜铝铅锌等多金属矿化
,

主要与燕山早期次英安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等深源浅成的同熔

型岩体有关
,

空间上分布于大宝山
、

凉桥
、

沙口及雪山嶂矿 田中岩体接触带及其附近地段
,

为区

内重要成矿期之一
。

可以大宝山矿床为代表
,

燕山早期第二阶段侵入 (或喷溢 )的次英安斑岩
,

为成矿提供了 部分矿源和热量
,

改造和富集了层状多金属矿床
,

燕山早期第三阶段侵入的花岗

闪长斑岩
,

除了形成斑岩型铜钥矿床外
,

在接触带形成了矽卡岩型钥矿床
,

同时也再次改造富

集了先成的多金属矿床
;而钨秘矿可能是属于重熔型的铜罗湾黑云母花岗岩体叠加成矿的

;金

矿化发生在燕 山晚期
,

主要与金门花岗闪长岩有关
,

并伴有铁铜矿化
,

分布在雪山嶂矿田南边
。

本区同熔型岩体
,

属铝过饱和的富钾质花岗岩类
,

船肚
、

大宝 山花岗闪长斑岩及大宝山次英安

斑岩的 K : o / N a Zo 比值分别为 3
.

0 2
、

18
.

2 9
、

1 8
.

8 6 ;
其分异指数分别为8 9

.

9 3
、

7 6
.

6 3
、

7 3
.

6 4 ;
铝

质指数均大于 1
,

钙质指数都小于0
.

3
,

具有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
,

是多金属富集的重要 因素
。

各

岩体稀土元素均属轻稀土型
,

轻重稀土的比值在2
.

68 ~ n
.

18 之间
,

不具或具轻微的正负 E u 异

常
,

犯
u
在 0

.

56 ~ 1
.

03 之间
,

有 同熔与重熔型岩体间过渡型的特点
,

是深浅源混合的结果
,

也是

本区同熔成矿系列基础上
,

又有钨秘成矿元素叠加的佐证之一 (表 2 )
。

表2 岩浆岩主要地球化学特征表

T a b le 2 G eoc h e m iea l e ha r a eter is tie s o f m a g l n a tie r
oc ks

岩岩体名称称 样样 主要地球 化学恃征 (平均值 ))) 同位素素 侵 入入 花岗岩岩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年 龄龄 期 次次 类 型型
(((((个 )))

赢赢 旦旦 兰兰 鬃鬃 悬悬 爵爵咨咨
乙E UUU

寄寄 鬃鬃
C UUU

瓮瓮
(M a )))))))

MMMMMMMMM ggg N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 b + Z nnnnnnnnnnn

贵贵东黑云母花 岗岩岩 222 1
.

1 0000000 3
.

9 000 1】8 0 000 1
.

2 666 1
.

8 111 0
.

3 77777777777 1 7 777 燕山第一期期 重熔型型

(((((((((((((((((((((((((((((((全岩钾览法 )))))))

大大宝 山次英安斑岩岩 222 1
.

5 333 1
.

8 222 1 8
.

S EEE 0
.

5 000 1 6 8
.

8 555 , 4
.

3 222 3
.

7 999 0
.

7 999 0
.

4 999 0
.

4 000 3
.

0 44444 1 6 888 燕山第二期期 同熔型型

(((((((((((((((((((((((((((((((枷惚等时线 )))))))

大大宝山花 岗闪长斑岩岩岩 卜 7 666 0
.

4 555 1 8
。

2 999 1
.

1000 1 3 9
.

0 000 2
.

2 555 7
.

2 111 0 8 999 0
.

3 999 一0
.

3 888 1
.

5 00000 1 5 666 燕山第三期期 同熔型型

(((((((((((((((((((((((((((((((枷铎等时线 )))))))

金金门花岗闪长岩岩 222 1
.

5 111 2
.

5 000 1 0
.

9 巨巨巨 2 5 1
.

5 000000000 0
.

8 111 3
。

5 111 0
。

1 555 9 9
.

666 1 2 666 燕山第四期期 同熔型型

(((((((((((((((((((((((((((((((全岩钾氢法 )))))))

铜铜 罗湾黑云母花 岗岩岩 222 1
.

0 8888888 5
.

】OOO 9 4
.

0 000 0
.

5 555 3 5 999 0
.

1 99999999999 1 2 999 燕山第四期期 重熔型型

(((((((((((((((((((((((((((((((铀铅法 )))))))

2
.

3 北东
、

北西向构造为主要控岩控矿构造

海西一印支期形成的大东山
一

贵东东西 向构造
、

大宝山北西 向弧形构造及一些隐伏的北东

向
、

北西向构造
,

奠定了研 究区成岩成矿的基础
,

特别是这些构造的复合部位
,

直接控制了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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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

凉桥
、

沙口及雪 山嶂矿 田的展布范围
,

后期的构造改造作用
,

都是在这个背景上进行的
。

燕 山早期第二阶段控岩控矿构造有两种形式
。

一种为新华夏系两组扭裂控制 了北北西向

的岩前岩体和北北东向的凉桥岩体
;一种虽然总体上仍呈北北西向或北北东向

,

但他们的边界

却具有多组方向的转折
,

体现了多组断裂交叉复合的特点
,

如丘坝次英安斑岩体¹ 。

与次英安

斑岩有关的多金属矿的控矿构造形式
,

是以北北西向扭 (张 )断裂控制为主
、

褶皱改造 为辅
,

表

现为新华夏系北北西 向断裂对大宝山弧形构造 (北北西段 )压性断裂的扭 (张 )性改造控矿
,

典

型例子为大宝山多金属矿床
。

北北西向扭 (张 )性断裂控矿
,

还见于凉桥和水浸洞矿床 (点 )
。

此

外
,

北北东向复合断裂控矿作用表现在单竹坑
、

红寨及九郎洞等矿床 (点 ) 内
。

燕山早期第三阶

段控岩控矿构造
,

主要体现在两组或两组以上断裂交叉复合对船肚花岗闪长斑岩体的制约
。

大

宝山花 岗闪长岩总体走向近东西
,

但它伸出数条北北西及北北东向岩枝
,

也表明它受多组断裂

交叉复合控制
,

与其育关的钥矿控制构造有三种型式
:

新华夏系北西西向张性 改造控 矿
、

多组

断裂控矿及北北东向扭 (压 )断裂控矿
。

2
.

4 矿床的富集具明显的不均一性

由于多金属矿床的富集受地层
、

岩浆岩
、

构造等条件的共同制约
,

所 以矿床 (点 ) 的分布具

有明显的不均一性
。

主要汇集在大宝 山
、

凉桥
、

沙 口和雪 山嶂四个区域内
,

常分布在中小岩体的

内外接触带及其附近地段
。

其规律是
:

自北而南或由西往东
,

铜硫由多变少
,

钨秘由少而多
,

反

映了大宝山矿 田以同熔型花岗岩成矿为主
,

重熔型花岗岩成矿叠加
;
雪山嶂矿 田以重熔型花岗

岩成矿为主
,

同熔型花岗岩成矿叠加
;
沙 口和凉桥矿 田介乎其 间

,

各类矿床都是在不同类型岩

浆活动时加热 的地下水
,

淋滤了富含成矿物质的岩石 (包括岩浆岩本身 )
,

富集在各个时期构造

变动的有利空间内
。

因而表现 了成矿热液的多次叠加特征
,

它必然在各种成矿条件最优组合的

区域内集 中
,

造成不均一性
。

3 成矿系列及矿床成因类型

本区的成矿作用严格受地层
、

构造
、

岩浆岩等多种成矿因素联合控制
,

形成一系列内生
、

内

外生及外生矿床川
。

一个矿床的形成
,

特别是大型矿床的造就
,

往往不是单一地质作用的结果
,

而是复成因的产物
。

就内生作用来说
,

区内可分为两个成矿系列
:
一是主要与同熔型岩体有关

受重熔型岩体成矿元素叠加的 F e ( e u 、

P b
、

2 11 ) ~ e u 、 s 、 P b
、

z n ( M o 、

W )系列
.

以凉桥和大宝 山矿

区 为代表
; 二是与重熔型岩体有关的 w ( M O 、

Bi ) ~ S ( Pb
、

Z n) 系列
,

以雪 山嶂和沙口 矿区为代

表
。

据统计 º
,

研究区内共有各类金属矿床 (点 ) 4 1个 (其中大型 2 个
,

中型 3个
,

小型 7 个 ) ,

在

空间上形成 4 个密集中心
,

构成大宝 山
、

凉桥
、

沙 口和雪 山嶂 4 个矿田 (图 1 )
。

以成矿作用及其

¹ 宜昌地矿所
,

广东地矿局 70 6 队
.

粤北大宝 山及其外围地区多金 属矿床成矿条件
、

构造控岩控矿规律及隐伏矿床

预侧
.

19 8 9

º 广东地矿 局 7 06 队
.

广东曲江大宝山外围 1 : 5 万成矿预测新进 展
.

19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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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为主要依据
,

并考虑 成矿物质来源
、

控矿地质条件和矿床基 本特征等 因素
,

将本 区矿床

(点 )划分为斑岩型
、

矽卡岩型
、

热液 充填交代型
、

沉积改造型
、

沉积型及风化淋滤型等六个成因

类型阁和细脉浸染型铂矿等 15 个矿床类型 (表 3 )
。

研究区最重要的类型
,

为内外生作用共同

形成的沉积改造型矿床
。

表 3 大宝山
一

雪山岭地区矿床成因类型划分表

Ta ble 3 G en etie type ela”flca tio n o f o r e
de llOS its

成成矿矿 成因类型型 矿 床 类 型型 矿床床 矿 床 实 例例

作作用用用用 规模模模

内内内 斑岩型岩床床 细脉浸染 型钥矿矿 中型型 船肚
,

大宝 山山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作作作 矽卡岩型矿床床 矽卡岩型钨钥矿矿 小型型 船肚肚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矽矽矽矽卡岩型 白钨矿矿 中型型 单竹坑坑

矽矽矽矽卡岩型磁铁矿矿 小型型 凉桥桥

热热热热 脉状铜铅 锌多金属矿 (高一中温热热 小型型 大宝山 (西矿带 )))

液液液液 液型 )))))))))))))))))))))))))))))))))))))))))))))))))))))))))充充充充充 矿
‘

点点 凉桥
.

红寨
、

水浸洞
、

游屋
、

石 山下
、

伍练
、

笔架架
填填填填填填 山

、

宝山山东
、

丘桥
、

上官坪坪

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交

代代代代 石英脉型钨矿 (高一中温 热液液 矿点点 雪山山章章
型型型型 型 )))))))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床床床床 不不
氛氛
伏赤铁 矿

一

磁铁矿 (高一中温
’’
袱

‘

点点 小坑子
、

铁深塘塘

拟拟拟拟拟拟 液型 )))))))

石石石石英脉型金矿 (高一中温热液液 矿
.

点点 半天高高
型型型型 ““““

脉脉脉脉状银 多金属矿 (中一低温热液液 矿点点 榕树下‘飞诫彩 )))

型型型型 )))))))

脉脉脉脉状黄铁矿矿 小型型 沙 口
、

单竹坑坑

(((((((中一低温热液型 )))))))))))))))))))))))))))))))))))))))))))))))))))))))))
矿矿矿矿矿

’

点点 湖洋坑
、

蕉园
、

石山下下

脉脉脉脉状锑铅矿 (低温热液型 ))) 矿点点 左坑尾尾

内内外生生 沉积改造 型矿 床床 层状
一

似 层状铜铅锌多金属矿矿 大型型 大宝山山

作作 用用用用用用

夕夕卜卜 沉积 型矿床床 层状菱铁矿 (火山沉积型 ))) 小型型 大宝山山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作作作 风化淋滤 型矿床床 风化淋滤 型褐铁矿矿 大型型 大宝山山

用用用用 (铁帽 )))))))))))))))))))))))))))))))))))))))))))))))))))))))))
小小小小小型型 单竹坑坑

矿矿矿矿矿点点 坑源北
、

大牛岭
、

松 山下
、

九郎 洞
、

李屋
、

狗耳耳
岭岭岭岭岭岭

、

黄薯岭
、

车子坳坳

风风风风化淋滤型锰矿矿 矿点点 湾背
、

马径寮寮

4 成矿模式

4. 1 大宝山矿床多因复生成矿模式

大宝山矿区赋矿地层为泥盆系棋梓桥组
,

成矿岩体为燕 山早期次英安斑岩和花岗闪长斑

岩
,

地表 为铁帽
.

深部是多金属硫化矿床
.

分为岩控和复控两个序列
.

是 多期
、

多阶段成矿作用

叠加形成的复生矿床
。

岩控矿床有斑岩型钥矿床 (船肚和大宝山 )及矽卡岩型钨钥矿床 (船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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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控矿床除层状火 山沉积型菱铁矿外
,

主要为沉积改造的复生矿床
,

以大宝山层状
一

似层状多

金属矿床为代表
:

矿体主要产于棋梓桥组下亚组泥碳质灰岩中
,

矿床长 3 1 00 m
,

宽 4 0 0 m
,

由 33

个矿体组成
,

分布在大宝山向斜的轴部及近轴部的两翼 中
,

层状
、

似层状矿体在向斜轴部
、

断层

旁侧或钙质与泥质岩石界面上加厚
,

有时超过百米
。

沿走向矿床分带明显
,

北部以铜为主
,

中部

为铜硫矿体
,

南部主要富集铅锌
。

围岩具透辉石透闪石矽卡岩化
、

阳起石化
、

钾化及硅化
。

据 H 2 0
一

c o Z

体 系的 扒v
一

T 关系的 图解 ¹
,

求得包体捕获时的压力
,

次英安斑岩 为 70 ~

80 MPa
,

多金属矿石为 50 ~ 60 MPa
,

花岗闪长斑岩为 40 ~ 60 M p a ,

钥矿化时为 40 ~ 50 M Pa
,

其成

岩成矿压力总体上小于 80 M甲a ,

属于浅成或超浅成范畴
。

氧氢同位素资料说明成矿流体主要为

热液水
,

并混有大气水
。

碳 同位素介于一 4 %。~ 一 8
.

5 %。

和一 6 %。~ 0 %。

之间
,

说明有岩浆热液和

同生沉积两种成因
,

但以岩浆热液为主
。

27 8 个硫同位素资料统计
,

沪S 最小为一22
.

5 %。 ,

最大

为 20
.

5 %。 ,

主要集中于一 4%。

一十 4编之间
,

说明以热液硫为主
,

地层硫次之
,

呈现广义热液矿

床的特征
。

67 个铅 同位素测定结果
,

均分布在上地壳和造山带铅同位素演化曲线附近
,

表 明成

矿物质有深源和浅源
,

是同熔和重熔混合作用的产物
。

综上所述
,

大宝 山多金属矿 区是具有成矿物质多来源
、

成矿多阶段及多成因的复生矿床
。

它的演化经历了 4 个时期 [4j (图 2)

1
.

沉积成岩成矿期 经加里东运动形成的深断裂 (如官坪断裂
、

大宝山弧形断裂 )
,

海西

期继续活动
,

为含矿流体上 升提供了通道
。

中泥盆世早期
,

由雪山嶂水下隆起的海侧侵蚀和海

解作用
,

带了一部分成矿物质
,

同时沿断裂上涌的热 卤水及海底火山喷发也带来了大量成矿

物质和泥炭质
、

有机质及 碳酸盐泥 同时沉积
,

并与成岩初期丰富的硫源反应
,

形成 F eS
、

P bs
、

z ns 等矿源层
。

表现为早期的层纹状
、

条带状和富有机质呈微粒及胶状结构的组构特点
。

1
.

构造
一

热液改造富集成矿期 由于北北西 向断裂受新华夏系改造复活
,

产生北东向断

裂及大宝 山向斜
,

并发生层间滑动和破碎
,

上覆地层压力产生较强的地热 梯度
,

加上构造应力

使层间水和循环地下水升温
,

形成高温地热卤水
,

使碳酸盐岩产生早期热液蚀变
、

矿物重结 晶

及部分黄铁矿变为磁黄铁矿等
。

同时还促成矿源层 中的金属活化迁移
,

形成富金属而贫硫的热

液
,

交代早期含铜铅锌的黄铁矿层
,

形成微细粒的黄铁矿
、

闪锌矿
、

方铅矿
、

磁黄铁矿及黄铜矿

的共同富集
,

形成层纹条带状多金属矿石
。

1
.

次英安斑岩侵入改造成矿期 次英安斑岩沿北北西 向弧形断裂带侵入及喷溢
,

其热

液使接触带的棋梓桥组地层产生角岩化
、

矽卡岩化
、

钾长石化
、

硅化和绿泥石化等强烈蚀变
,

并

带入大量的铜
,

对早期矿层进行强烈的改造
,

使早期金属矿物重结晶
,

并发生矿物成分中由低

温向高温转变 (如形成铁闪锌矿及磁黄铁矿 )
,

也形成中粗粒黄铁矿
、

闪锌矿
、

方铅矿和黄铜矿

共生的团块状
、

致密块状及脉状矿石
。

在次英安斑岩内形成细脉浸染状黄铁矿
、

黄铜矿化体
。

这

一阶段铜铅锌成矿物质部分来自次英安斑岩期后热液
,

部分是早期含矿层与矿源层 内的铜铅

锌等的活化
,

形成有热 卤水参加的混合成矿热液
,

使层状多金属矿床进一步富集
。

W
.

花岗闪长斑岩侵入 成矿期 大宝 山花岗闪长岩和船肚花岗闪长斑岩呈岩 株侵入矿

1。。

矛
宜 昌地矿所

,

广东地 矿局 7 06 队
,

广东地 矿局 物探 队
.

大宝 山
一

雪 山嶂一带 多金属
、

金矿床 成矿条件及成 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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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 成成成
液液 矿矿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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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沉 矿矿

积积 期期
成成成

岩岩岩
成成成

CCC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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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深断裂 及含矿热 卤水运移方向 2
.

砂质透 镜体 3
.

灰质透镜体 4
.

金属富 集体 5
.

含金属 的沉积软泥 6
.

含矿岩浆热液运 移方向 7
.

含矿热卤水运移 方向 8
.

含铅锌 黄

铁矿 层 9
.

黄铁矿体 10
.

菱铁 矿体 11
.

铜铅 锌多金属矿体 12
.

脉状 多金属矿及 含

铜黄铁矿脉 13
.

硫钥矿体 14
.

斑岩铝矿体 ] 5
.

矽卡岩型钨钥矿 ] 6
.

含钨秘铁帽

17
.

花岗闪长斑岩 18
.

次英安斑岩 19
.

海底 火山 20
.

砂岩砂砾岩 21
.

页岩砂质 页

岩 2 2
.

碳酸盐岩 23
.

中酸性火ilJ 凝灰岩 2 月
.

矽卡岩 25
.

角度不整合界线

图 2 大宝山多金属矿区成矿演化模式图

F ig
.

2 E v o lu tio n a ry m e ta llo g e n ie m od
e l in D a

比
o sha n m u ltim e ta l m in in g D istr ic t

区
,

在岩体内及接触带

形 成斑 岩 型 钥 (钨 )矿

床 ; 在外接触带有利部

位
.

特别是与灰岩接触

处形成矽卡岩型钨 (钥 )

矿床
。

岩体本身是钥的

母岩
,

钨 (秘 )可能是重

熔 型酸性侵入岩 (如铜

罗湾岩体 )叠加的结果
;

在与层状多金属矿床接

触部位形 成辉铝矿
、

黄

铜矿及 黄铁矿
,

再次使

矿床富集
。

同时产生粗

晶辉钥 矿
、

黄铁矿石英

脉
,

穿插层状矿体
,

形成

蚀变分带
。

至于褐铁矿

中钨秘的富集
,

也是铜

锣湾岩体叠加的
。

4
.

2 两个成矿系列

盈加的区域成矿模式

如前所述
,

本区成

矿受粤北坳陷区域背景

中特定的地层
、

构造
、

岩

浆岩控制
。

海西一印支

期坳陷内雪山嶂水下隆

起及海岛周围沉积了富

含成矿物质的地层
,

沿

深断裂上涌的热 卤水及

海底火 山喷发也带来一

定的成矿物质
,

造 成了

成矿的大气候
,

在海西

一印支期形成的大东山

贵东东西 向构造
,

大宝

山北西向弧形构造
,

雪 山嶂
一

沙口 北西 向隐伏断裂
、

雪山嶂
一

大牛岭北西向隐伏断裂
、

官坪
一

牛栏

坳
一

丘屋北东向大断裂和唐王山
一

罗家山隐伏大断裂
,

奠定了成岩成矿基础
。

燕 山期这些深断裂

继续活动
,

使本区北
、

南有所侧重的造成同熔和重熔花岗岩体多次沿断裂入侵 (及局部喷溢 )
,

叠加改造或直接形成工业矿床
,

造就大宝山矿 田的沉积改造型
、

矽卡岩型及斑岩型多金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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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雪 山嶂矿田的热液充填交代型的钨秘矿床
,

还有相互叠加复合的过渡矿床类型
。

自北而南形

成两个各有特色的成矿系列
,

即与同熔型岩体有关的 Fe (e u 、

P b
、

z n )~ e u 、

s
、

Pb
、

z n (M。 、

w )系

列和与重熔型岩体有关的 w (M。 、

Bi )~ S( P b
、

z n) 系列川 (图 3 )
。

可以看出
,

两个成矿系列既各

自长期独立演化
,

有主有次
,

又相互混合不断叠加
,

形影不离
。

造成了本区矿床 (点)分布的不均

J ! J 一 卜侏罗统金鸡组 Pl 一 下二叠统地层 。
一石炭 系地层 u ; 之一 上泥盆统天 户岭组 0 : (I 一 甲泥 盆统棋 梓桥组

D . , 一下泥盆统桂头组 〔一寒武系地层
丫
冲

‘’

一燕 山第四期花岗闪长 岩
丫
冲

‘’

一燕 山 第三期 花 岗闪长 (斑 ) 岩

瑰
2 ’

一燕 山第二期次英安斑宕
丫帕一燕山期 沱岗闪长岩 一燕 山期花岗岩 sK 一矽卡岩 ¹ 细咏浸染型钥矿 夏矽

卡岩型钨铝矿 » 矽卡岩型 白钨矿 ¼矽 卜岩型礁诀 旷 » 脉状铜铅 锌多金属矿 亘石英脉型钨矿 艾脉状赤铁矿磁

铁矿 À 石英脉型金矿 Á 脉状银多金属矿 少脉状黄铁矿 珍脉状锑铅矿 珍层状似层状铜铅锌多金属矿  层状

菱铁矿 垂风化淋滤型褐铁矿 分风化淋滤型锰矿

图 3 大宝山一雪山嶂地区区域成矿模式图

F ig
.

3 R e g i o n a l m e t a llo g e n 盔e m o(] e 玉o f D a b a o s h a n 一 X u e S h a n z h a n g A r e a

一性及又表现有近似等距分布的规律
。

5 “

三高一低
”

物探异常和
“

三位一体
”

最佳地质组合找矿模型

本区有重力异常 3 处
,

航磁局部异常 11 处
,

土壤测量异常 18 处
.

物化探综合异常 15 处
,

它们与成矿岩体和有利成矿的构造均有一定关系
。

在 已知大东山花岗岩体上出现重力低而无

磁异常
,

因而将不具磁性或只具弱磁性的沙 口 G S一 1
、

雪山嶂 G S一 2 重力低异常 (匹配滤波浅

源场负异常 )推断为花岗岩引起
; 在已知大镇 花岗闪长岩体上呈现磁力高

、

重力低
.

从而认为具

较强磁性的大镇 G S一 3重力低异常 ( 匹配滤波浅源场负异常 )
.

为隐伏花 岗闪长岩体所引起
.

它们在重力深源场上连为一体
,

推断为北西向岩基
。

根据布格重力及其浅源场负心异常分布特

征
,

推断高桥
、

大牛岭
、

上官坪
、

铁屎塘及妹子山坝等地段为岩体
_

L突部位
。

航磁
、

地磁局部异常和化探异常与多金属矿床关系密切
,

在已知矿床 (点 ) 上均有磁异常及

化探 异常
,

如大宝山 ( Z H , )
、

凉桥 ( Z H 。) 、

单竹坑 ( z H , , )
、

伍练 ( Z H : )等
.

显然这些异常均为矿体

或矿化体引起
。

此外
,

尚有许多物化探综 合异常分布在已知矿床点外围
.

可能是隐伏矿体引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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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北大宝山
一

雪山嶂地 区成矿 系列及成矿模式 5 7

地球物理 模型 b
.

地球化学模型
户、 , 、

C u P b
.

Z n
.

A S
.

A 民

P b A 皿 , .

岁汽澎挺戴拱
一

加洲1110

△ g 一 x 1 .)

2
.

0

I 5

l ‘李

户 一 一~ 飞

乙 Z

人
忿三

俪
一

~ 几二飞_ /
△ :

倪口刚例洲翩
。

川剖面 (上 延 到浸蚀面上方
,

B助阴扣20

△ z

吸O T 卜

\900删撇

W
甲5

〔% , 5 0 0

吕《)0

女1 3 1、0

〔 . P b

IU剖面 (上廷到侵蚀面上方 )

Z 二 ^ ,

气减 10

A 盆 七 x 沪

200190
。加100

,O
�J

几nUO八廿0“�O口
尸」h‘

.
,n山l

n 剖面 (现代地表
、

浸蚀面 ) n 剖面 ( 现代地表
、

侵蚀面 )

、引120]0080阴
犯

△尸 x 川

A 城一 x

姗耐900600500

, , w

( % , 6 0 0

功 0

40 ‘rjo

C “
.

P b
.

Z n A S

nU
0nU加即m

203010

Ps侧刚200300100

2 。

5

2
.

0

1
.

5

1
.

0

0
.

5

0 0

倪fnT制600150300150
。

I 剖面 (下延到矿体顶部) I 剖面 (下延到矿体顶部 )

梦

.

沪尸尹
‘

一
.

、、

少肠达二
酗(

“
\

.

、、

碗舀二
、 ”

: ”

住 q / /
D 暇

巨口
‘

巨困
2

巨习
:,

区习
,

[三刃
5

压三口
“

巨日
7

1亘习
8

匝巫」
9

1二习
10

吐爱}, }二自
, 2

1
.

下侏 罗统 2
.

中泥盆统棋梓桥组 3
.

下 泥盆统桂头 组 月
.

燕 白期花岗闪长斑岩 5
.

燕 山期花岗闪长岩 6
.

燕 山

期次英安斑岩 7
.

地质 界线 8
.

断裂 9
.

铜 ( 铅锌 ) 硫矿体 10
.

钥 (钨 ) 矿 (化体 ) 11
.

物性体界线范围
:

¹ 第一类物

性体即高磁高密度 高极化率低电阻
‘ .

三高 一低
”

物性体 º 第二类物性体即 中磁 中密度中极化率 中电阻
“
四中

”

物性体

» 第三类物性体即 低磁低极化物性体 12
.

原生晕元素分带界线
:

¹ 无异常带 º M。
带 » w

.

F 带 ¼cu
.

F 带 ½
p b

、

z n
、

八、
、

A g 等

图 4 大宝山
一

雪山峰地区综合找矿棋型图

F ig
.

4 I n te g r a l Pr o s pe e t in g m od e l i n D a
比

o s h a n 一 X u e s h a n Z h a n g A rea

特别是雪 山嶂矿 田已知矿床不多
,

尚未发现大型矿床
,

而物化探异常信息丰富
,

是找矿有利地



第九卷 第三期 地质找矿论丛

段
。

本区可划分三类物性体
:

第一类物性体为高磁
、

高密度
、

高极化及低电阻之
“

三高一低
”

物

性体 (磁化强度 J> 5 0O0 x 1 0
一 ’A / m

,

密度 6> 3
.

3 x l 0 一 ’k g/ 耐
,

极化率
。> 50 %

,

电阻率 p < 1 0Q

·

m )
,

对应层状多金属矿体
,

形成高磁高重力高极化和低电阻之
“

三高一低
”
物探异常

;
第二类

物性体为中磁
、

中密度
、

中极化及中电阻之
“

四中
”

物性体 (J 、20 00 火 1 0
一 ’A / m

,

6尧 2. 9 火 1 0
一 ’

kg / m
3 ,

: 、 30 %
,
p、 1 00 一

n x lo o。
·

m )
,

形成中磁中重力中极化中电阻之
“

四 中
”

物探异常
,

对

应钥 (钨 )
、

铜矿 (化 )体 ; 第三类为 低磁化低极化之
“

两低
”

物性体 (J 镇 1 0 00 x l0 一 ’A / m
,
; 毛

15 % )
,

形成弱磁弱极化物探异常
,

对应铜
、

铅
、

锌
、

钥
、

钨等多金属矿化蚀变带困
。

从而可将大宝

山式多金属矿床的找矿模型归结为图 4
,

即在具有深源浅成一超浅成中酸性侵入体
,

有棋梓桥

组或天子岭组泥炭质灰岩或白云岩围岩建造
,

位于北西向或北东向深断裂背景上的多组断裂

交汇的空间内
,

形成
“

三位一体
”

的最佳地质组合的前提下
,

具备
“

三高一低
”

物探异常 (图 4
,

a)

和成矿元素化探综合异常 (图 4 ,

b)
,

即可找到大宝山式多金属矿床
。

文稿曾经我队曾水连总工程师审阅
,

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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