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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赫章猪拱塘铅锌矿床是贵州省内发现的首个中低温热液型超大型铅锌矿床ꎮ 铅

锌矿体严格受北西向断裂构造控制ꎬ主要赋存于北西向 Ｆ１、Ｆ２ 及隐伏 Ｆ２０、Ｆ３０断裂破碎带及次级

断裂破碎带内ꎮ 根据矿体的空间展布特点ꎬ以控容矿断裂作为矿体对比连接的依据ꎬ圈定 ６９ 个

铅锌矿体ꎬ探明铅锌金属资源量 ２７５ 万吨ꎮ Ⅰ－１ 号主矿体为区内规模最大铅锌矿体ꎬ呈似层状、
透镜状产出于猪拱塘断层(Ｆ１)破碎带内ꎬ赋矿围岩建造为二叠系中统栖霞组(Ｐ ２ｑ)泥灰岩、灰

岩、白云质灰岩建造ꎮ 矿体长度 １ ６４０ ｍꎬ平均厚 １１ ０１ ｍꎬ铅平均 ２ ８１％ꎬ锌平均 ８ ７１％ꎮ 铅锌

资源量 １８２ 万吨ꎬ占矿床总资源量的 ５７％ꎬ资源量规模达特大型ꎮ 通过对Ⅰ－１ 号主矿体地质特

征及找矿标志详细论述ꎬ为矿床总体特征及成矿规律总结提供依据ꎮ
[关键词]贵州猪拱塘ꎻ主矿体ꎻ铅锌矿床ꎻ地质特征ꎻ找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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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黔西北垭都一蟒硐铅锌成矿带是贵州省重要

的矿产资源基地之一ꎬ带内已发现铅锌矿床及矿

点 ３０ 余处ꎮ 猪拱塘铅锌矿床位于垭都一蟒硐断

裂带北西端ꎬ铅锌资源量 ２７５ 万吨ꎬ为最近查明的

一超大型铅锌矿床ꎬ其中Ⅰ－１ 号主矿体资源量达

特大型规模ꎬ创造区域内单矿体资源量规模新记

录ꎮ 前人对猪拱塘铅锌矿床地质特征虽有一定文

献进行阐述(金翔霖等ꎬ２００９)ꎬ但缺乏对主矿体的

特征认识研究ꎮ 本文主要论述了Ⅰ－１ 号主矿体

地质特征ꎬ掌握其空间分布、控矿构造、形态、产
状、矿化类型、矿石组构等特征ꎬ为进一步研究该

超大型矿床提供依据ꎮ

２　 区域地质背景

猪拱塘矿区位于小江、师宗－弥勒、垭都－蟒

硐三条深大断裂围限的三角地带北东缘ꎬ是川－滇
－黔铅锌成矿域上重要的铅锌成矿带和导控矿构

造(金中国ꎬ２００９)ꎮ 区内地层主要发育有志留系、
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ꎮ 主要赋矿层位

为中泥盆统独山组至中二叠统茅口组碳酸盐岩地

层ꎬ岩性为白云岩、白云质灰岩、灰岩、泥灰岩ꎮ 垭

都－蟒硐断裂带位于紫云－垭都古裂北西段(图
１)ꎬ以北西向褶皱和高角度逆冲断层为主ꎬ为黔西

北重要的铅锌成矿带和导控矿构造ꎬ位于江南古

陆西缘ꎬ由一系列北西向褶皱和逆冲断层组成ꎬ该
断裂始于晚奥陶世末都匀运动ꎬ是一条深切基底

乃至上地幔的深大断裂ꎬ具多期活动特点ꎬ切割和

控制了海西—印支、燕山期或更晚的东西向和北

东向的断裂ꎬ在二叠纪末期是黔西北地区玄武岩

浆喷溢和辉绿岩体侵蚀的重要通道ꎮ 最大断距大

于１ ５００ ｍꎬ为一典型的同生断裂ꎬ其早期控岩、控
相ꎬ晚期控矿ꎬ是区内一级构造成矿带ꎬ其断层破

碎带及其旁侧次级层间断裂为区内主要赋矿空间

(金中国ꎬ２００６)ꎮ 区内岩浆岩主要为二叠系大陆溢

９９２



图 １　 垭都—蟒硐构造成矿带地质略图(何良伦等ꎬ２０１９)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Ｙａｄｕ－Ｍａｎｇｄｏｎｇ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

１—三叠系ꎻ２—二叠系ꎻ３—石炭系ꎻ４—泥盆系ꎻ５—志留系ꎻ６—辉绿岩ꎻ７—地质界线ꎻ８—背斜轴ꎻ９—向斜轴ꎻ１０—断层ꎻ１１—铅锌矿点ꎻ
１２—小型铅锌矿床ꎻ１３—中型铅锌矿床ꎻ１４—超大型铅锌矿床

流拉斑玄武岩及同源浅成侵入岩(辉绿岩)组合ꎬ
以基性－中基性侵入岩为主ꎬ总体上受紫云－垭都

断裂带控制ꎮ

３　 矿区地质

３ １　 地层

矿区位于扬子地层区上扬子地层分区黔西北

地层小区ꎬ地层具凹陷区向隆起区过度的性质ꎬ地
层发育较齐全ꎬ出露地层主要有志留系韩家店组ꎻ
泥盆系望城坡组、尧梭组ꎻ石炭系祥摆组、旧司组、
上司组、摆左组、黄龙组及马平组ꎻ二叠系梁山组、
栖霞组、茅口组、峨嵋山玄武岩组、龙潭组ꎮ 以二

叠系峨嵋山玄武岩组(Ｐ ３β)为界ꎬ其下主要为一

套碳酸盐岩夹细碎屑岩ꎬ其上主要为一套细碎屑

岩块ꎮ

３ ２　 构造

矿区断裂构造以北西向猪拱塘(Ｆ１)、朱砂厂

(Ｆ２)、水槽堡(Ｆ３)断裂及陈家寨( Ｆ４)和钻天坡

(Ｆ５)断裂为主ꎬ北东向及近东西向断层次之(图
２)ꎮ 北西向断裂为区内主要控矿构造及容矿构

造ꎬ而北东向与东西向断裂多切割或错断北西向

断裂ꎬ为成矿后期构造ꎮ 逆冲断层 Ｆ１、Ｆ２、Ｆ３ 走向

和倾向上呈波状起伏或略有相交ꎬ剖面上形成一

叠瓦状构造ꎬ整体显示出由南西向北东方向逆冲

的前展式叠瓦状构造ꎮ 区内褶皱构造不发育ꎬ主
要褶皱为陶家湾背斜及与北西向断裂构造相伴生

的圆滑褶皱ꎮ
猪拱塘断层(Ｆ１):为垭都－蟒硐断裂带北西

段前缘构造ꎬ走向和倾向上呈波状起伏ꎬ在地表多

形成高角度逆冲断层ꎬ深部渐缓ꎮ 断层断距大于

４００ ｍꎬ断层破碎带宽 ０ ５ ２５ ｍꎬ主要为断层角

砾岩、碎裂岩及灰岩透镜体组成ꎬ为逆冲断层ꎮ 围

岩蚀变有白云石化、方解石化、硅化、铅锌矿化ꎮ
该断层为Ⅰ－１ 号主矿体容矿构造ꎮ

朱砂厂断层(Ｆ２):大致与 Ｆ１ 逆冲断层平行ꎬ走
向北西ꎬ倾向南西ꎬ倾角 ４０ ７５°ꎬ断面倾角陡缓起

伏ꎬ为垭都—蟒硐断裂带主体部分ꎮ 该断层由南东

向北西ꎬ断距逐渐变小ꎬ最大断距大于２ ｋｍꎬ断层破

碎带宽 １ ６０ ｍꎬ以断层角砾、断层泥、碎裂岩及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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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透镜体组成ꎬ力学性质为压扭性ꎬ运动方式主要

为左行走滑ꎮ 具明显褐铁矿化、方解石化、硅化、白
云石化ꎬ其深部与 Ｆ２０断层形成一构造透镜体式的

断夹块ꎬ为区内主要控矿构造之一ꎮ
水槽堡断裂(Ｆ３):呈北西向展布ꎬ南东端于王

家包包交汇于朱砂厂断层ꎬ北西端延伸出矿区ꎬ部
分地段形成宽 １ １５ ｍ 断层破碎带ꎬ白云岩化、

方解石化以及硅化蚀变强烈ꎬ该断层与猪拱塘、朱
砂厂在区域上构成垭都—蟒硐断裂北西段前缘叠

瓦扇构造ꎮ
陈家寨断裂(Ｆ４):该断裂在成矿后仍有活动ꎬ

表现为正断层ꎬ爬头寨 ＰＤ１ 坑道中见Ⅳ－２ 矿体被

Ｆ４ 错断ꎬ南西盘下降ꎬ断距 ３０ ８０ ｍꎬ对矿体的错

动不大ꎮ

图 ２　 猪拱塘铅锌矿区地质简图

Ｆｉｇ 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Ｚｈｕｇｏｎｇｔａｎｇ 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１—龙潭组ꎻ２—峨眉山玄武岩ꎻ３—茅口组ꎻ４—栖霞组ꎻ５—梁山组ꎻ６—马平组ꎻ７—黄龙组ꎻ８—摆左组ꎻ９—旧司－祥摆组ꎻ１０—尧梭组ꎻ
１１—望城坡组ꎻ１２—韩家店组ꎻ１３—地质界线ꎻ１４—正断层及编号ꎻ１５—逆断层及编号ꎻ１６—Ⅰ－１ 号矿体平面投影范围

４　 Ⅰ－１ 号主矿体特征

４ １　 矿体形态、规模及产状

矿体严格受 Ｆ１ 断层控制ꎬ分布于矿区中部 ３４
－１０９ 勘探线之间ꎬ沿断层呈南东－北西向展布ꎬ走
向 ＮＷ３００°ꎬ控制长度 １ ６４０ ｍꎮ 矿体呈扁豆状、条
带状、透镜状产出(图 ３)ꎬ北西段矿体较厚ꎬ透镜

状特征明显ꎻ南东段矿体较薄ꎬ呈条带状ꎮ 矿体在

不同标高中段上形态也存在一定差异:标高

１ ４５０ ｍꎬ控制长度达 １ １５０ ｍꎬ１０１ 线、５５ 线等线不

连续ꎬ矿体呈扁豆状ꎻ标高 １ ４００ ｍꎬ控制矿体长度

达 １ ４６０ ｍꎬ位于 ５３－１０４ 线间矿体出现膨大ꎬ呈透

镜状ꎬ矿体在 １０６ 线不连续ꎻ标高 １ ３５０ ｍꎬ控制矿

体长度达 １ ２１４ ｍꎬ矿体连续性好ꎬ１０１ 线、１０４ 线

呈厚大透镜状ꎬ１０１ 以南呈条带状ꎮ
矿体呈透镜状产于 Ｆ１ 断层内ꎬ产状与 Ｆ１ 基

本一致ꎮ 矿体倾向南西 ２１０°ꎬ倾向延深 １２０
５３０ ｍꎬ平均延深 ３１７ ｍꎬ１０６ 线倾向延深最小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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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线延深达最大值ꎮ 矿体在倾向上陡缓变化较

大ꎬ倾角 ３１° ５２°ꎬ均倾角 ４３°ꎮ 勘探线 １０８ 线及

５７－１ 线分别为倾角最小值和最大值ꎮ 矿体倾向

上向南侧伏ꎬ厚度变化大ꎬ透镜体特征明显ꎬ在 １０３
线最大厚度 ６７ ０１ｍꎬ在 ５４－１００ 线之间矿体厚度

均小于 ３ ｍꎬ１０８ 线、１０３ 线、５６ 线均出现分支复合

(图 ４)ꎮ Ⅰ－１ 号主矿体为隐伏矿体ꎬ埋深 ６５０
８８０ ｍꎬ产出标高 １ ２１０ １ ５４０ ｍꎬ探明铅锌金属

资源量 １８２ 万吨ꎬ占矿床总资源量的 ５７％ꎬ矿体规

模达大型ꎬ资源量规模为特大型ꎮ

图 ３　 猪拱塘矿区Ⅰ－１ 号主矿体标高 １ ３５０ ｍ、１ ４００ ｍ及 １ ４５０ ｍ中段平面图

Ｆｉｇ ３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 ３５０ ｍꎬ １ ４００ ｍ ａｎｄ ｍｉ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ｏｆ １ ４５０ ｍ ｏｆ Ｉ－１ ｍａｉｎ ｏｒｅｂｏｄｙ ｉｎ Ｚｈｕｇｏｎｇｔａｎｇ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１—峨眉山玄武岩组ꎻ２—茅口组一段－三段ꎻ３—栖霞组一段－三段ꎻ４—勘探线及编号ꎻ５—地层界线ꎻ６—断层及编号ꎻ７—矿体平面投影

图 ４　 Ⅰ－１ 号主矿体形态剖面图

Ｆｉｇ ４　 Ｓｈａｐｅｓ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Ｉ－１ ｍａｉｎ ｏｒｅｂｏｄｙ
１—断层及编号ꎻ２—铅锌矿体ꎻ３—取样点矿体厚度及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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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矿体品位与厚度

Ⅰ－１ 号主矿体由 ４９ 个钻探工程控制ꎬ其中

３５ 个工程见矿ꎬ矿体单工程厚度 ０ ９５ ６７ ０１ ｍ、
平均 １１ ０１ ｍꎬ厚度变化系数 １２４％ꎬ属不稳定矿

体(图 ５)ꎮ 矿体铅＋锌品位呈现“南东高、北西低”
的特点 (图 ６)ꎬ矿体单工程含铅品位 ０ １２％
１０ １４％、平均 ２ ８１％ꎬ品位变化系数为 ９９％ꎻ锌品

位 ０ ０９％ ３７ ０１％ꎬ平均 ８ ７１％ꎬ品位变化系数

为 ９８％ꎬ有用组分均匀程度属较均匀型ꎮ

表 １　 猪拱塘Ⅰ－１ 号主矿体厚度、品位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Ｉ－１ ｍａｉｎ ｏｒｅｂｏｄｙ ｉｎ Ｚｈｕｇｏｎｇｔａｎｇ

序号 工程号 厚度(ｍ)
平均品位(％)
Ｐｂ Ｚｎ

序号 工程号 厚度(ｍ)
平均品位(％)
Ｐｂ Ｚｎ

１ ＺＫ１０００２ ３ ４５ ５ ８０ １７ １８ １９ ＺＫ１０８０７ １ ２４ ０ １６ ０ ７５
２ ＺＫ１０００３ ０ ９５ ２ ２２ ９ ７０ ２０ ＺＫ３３０３ １ ５５ ９ ３６ ２８ ８２
３ ＺＫ１０００４ １ ３３ ０ ５５ ５ ２６ ２１ ＺＫ５３０２ １ ３８ ０ ４９ １ ６８
４ ＺＫ１０００５ １ ４１ １ ３４ ９ ０７ ２２ ＺＫ５３０３ ６ ６９ ３ ８９ １２ ５５
５ ＺＫ１０１０１ ３ ２８ ０ ４８ １ ３７ ２３ ＺＫ５４０４ １ ２６ ９ ９４ ３２ ００
６ ＺＫ１０１０２ ６４ ６５ ４ ４６ １３ ０１ ２４ ＺＫ５４０５ １ ５３ １ ５６ ７ ００
７ ＺＫ１０２０４ １ ９２ １ ７５ ９ ２５ ２５ ＺＫ５４０７ ２ ０６ １ １８ ３ ７４
８ ＺＫ１０２０５ １４ ６９ ０ ６５ １ ８４ ２６ ＺＫ５５０２ １ ０４ ０ ５１ ０ ０９
９ ＺＫ１０２０７ １１ ４１ ０ ６８ ２ ７８ ２７ ＺＫ５５０７ １ ７６ ０ ９７ １１ ２０
１０ ＺＫ１０３０１ １ ００ １ ４５ ９ ３８ ２８ ＺＫ５６０１ ５ １３ １ ４２ ３ ３８
１１ ＺＫ１０３０３ ２１ ９６ ２ ２９ ６ ９９ ２９ ＺＫ５６０２ １９ ９３ ７ １７ ２３ １２
１２ ＺＫ１０３０４ ６７ ０１ １ ９１ ５ ９８ ３０ ＺＫ５６０３ ３１ ２５ ３ １０ ８ ２７
１３ ＺＫ１０４０３ ３ ５２ ２ ５１ １２ ６７ ３１ ＺＫ５６０４ ２１ ７７ １ ３８ ４ ８４
１４ ＺＫ１０４０５ ５９ ３９ １ ８２ ６ ３２ ３２ ＺＫ５６０６ ３ ８４ ０ ７４ １ ８８
１５ ＺＫ１０４０７ １ ４３ ２ ６９ ９ ６２ ３３ ＺＫ５７０７ ５ ８０ ４ ３７ ８ ７０
１６ ＺＫ１０６０５ １ １５ ０ １２ ０ ８２ ３４ ＺＫ５７－１０２ ３ ９１ １０ １４ ２７ ６０
１７ ＺＫ１０８０３ ２ ３２ ２ １１ １ ２４ ３５ ＺＫ５７－１０３ １１ ９５ ２ １７ ７ ７８
１８ ＺＫ１０８０５ １２ ０７ １ ８６ ５ ７２

图 ５　 Ⅰ－１ 号主矿体厚度等值线图

Ｆｉｇ ５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ｍａｐ ｏｆ Ｉ－１ ｍａｉｎ ｏｒｅｂｏｄｙ

图 ６　 Ⅰ－１ 号主矿体铅＋锌品位等值线

Ｆｉｇ ６　 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ｇｒａｄ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ｍａｐ ｏｆ Ｉ－１ ｍａｉｎ ｏｒｅｂｏｄｙ

４ ３　 矿石特征

Ⅰ－１ 号主矿体矿石类型为铅锌硫化矿ꎮ 金

属矿物以方铅矿、闪锌矿及黄铁矿为主ꎻ非金属矿

物主要有白云石、方解石ꎬ其次为石英、重晶石ꎮ
主要有益组分为铅、锌ꎬ在纵向上铅、锌品位具正

相关关系ꎬ且锌品位大于铅品位(铅锌比 １ ∶３ １)ꎮ
共生组分有硫 １６ ２９％ ３４ ９８％ꎬ平均 ２５ １４％ꎻ
伴生有益组分主要有银 １０ ３３ ７５ １７ ｇ / ｔꎬ平均

２７ ５２ ｇ / ｔꎬ镉 ０ ０２７％ꎬ锗 ０ ００２％ꎬ硒 ０ ００２％ꎮ
矿石发育多种结构构造ꎮ 结构主要有自形－

半自形－它形粒状结构、它形粒状结构、交代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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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包含结构、碎裂岩化结构ꎻ矿石构造类型主

要为块状构造 ꎬ其次是浸染状构造、脉状构造以

及条带状构造ꎮ
矿石中方铅矿的产出形式:一是与闪锌矿、黄

铁矿集合体呈块状、稠密－稀疏浸染状产出ꎻ二是

方铅矿交代闪锌矿及黄铁矿ꎬ使黄铁矿粒径细化ꎬ
或在方铅矿的集合体中包含小颗粒的黄铁矿ꎬ或
本身呈细小颗粒状交代黄铁矿ꎮ 闪锌矿的产出形

式ꎬ一是与黄铁矿、方铅矿等呈致密块状、团块状

产出ꎻ二是以不规则粒状呈浸染状产出在脉石中ꎮ

４ ４　 围岩蚀变及夹石

Ⅰ－ １ 号主矿体围岩建造为二叠系栖霞组

(Ｐ ２ｑ)泥灰岩、灰岩、白云质灰岩建造ꎬ围岩蚀变

以白云岩化、黄铁矿化为主ꎬ其次方解石化、硅化ꎮ
白云岩化主要集中于矿体顶板及断层破碎带之

中ꎬ表现为灰白色、黄褐色粗至极粗晶蚀变重结晶

白云岩ꎬ具碎裂结构ꎬ含星散状黄铁矿ꎬ主要呈脉

状、团块状分布于断层破碎带内或两盘ꎻ少量为灰

色细晶白云岩化ꎻ黄铁矿化发育较强ꎬ黄铁矿呈星

点状、细脉状分布于 Ｆ１ 断层破碎带内ꎻ方解石呈

白色自形及他形晶ꎬ以脉状形态切穿白云石脉及

石英脉ꎮ
由于受构造裂隙及矿化均匀程度的影响ꎬⅠ－１

矿体局部出现分支复合ꎬ在勘探线 ５３、５６、１０３、１０８
线圈定 ４ 条夹石(表 ２)ꎬ呈透镜状、扁豆状ꎬ岩性

为泥晶灰岩、断层角砾岩及碎裂岩ꎬ宽 ６０ ８０ ｍꎬ
厚 ６ ７１ １０ ２ ｍꎬ埋深 ６５９ ９２ ７５４ １０ ｍꎮ

表 ２　 Ⅰ－１ 号主矿体夹石特征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ｏｒｓｅ 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Ｉ－１ ｍａｉｎ ｏｒｅｂｏｄｙ

矿体
编号

夹石
编号

工程号
夹石规模(ｍ)

长 宽 真厚
夹石岩性

组分含量(％)
Ｐｂ Ｚｎ

埋深(ｍ)

Ⅰ－１ １ ＺＫ５６０４ / ８０ ５ ６５ 泥晶灰岩 ０ ２８ ０ ２７ ７４７ ９２ ７５４ １０
２ ＺＫ５３０３ / ６０ １０ ２ 断层角砾岩、碎裂岩 ０ ０４ ０ ０７ ７０５ ０２ ７１７ ９８
３ ＺＫ１０３０３ / ７０ ８ ４８ 泥晶灰岩、碎裂岩 ０ ２２ ０ ２８ ６５９ ９２ ６６９ ２８
４ ＺＫ１０８０５ / ７５ ６ ７１ 断层角砾岩、碎裂岩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６７２ ０５ ６７９ ７６

图 ７　 猪拱塘铅锌矿床Ⅰ－１ 号主矿体矿石及镜下显微特征

Ｆｉｇ ７　 Ｏ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Ｉ－１ ｍａｉｎ ｏｒｅｂｏｄｙ ｉｎ Ｚｈｕｇｏｎｇｔａｎｇ 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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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找矿标志

５ １　 控矿因素

(１)构造控矿:猪拱塘铅锌矿床属产于碳酸盐

岩断裂中的中低温热液充填交代型矿床ꎬⅠ－１ 号

主矿体严格受北向逆冲断层 Ｆ１ 控制ꎬＦ１ 与 Ｆ２、Ｆ３

等断裂构成了北西向垭都－蟒硐叠瓦状构造带ꎬＦ１

为构造带最前缘构造ꎬ走向、倾向上呈波状起伏ꎬ
断层断距大ꎬ破碎带宽达 ２５ ｍꎬ顶底板岩性均为

碳酸盐岩ꎬ能干性强ꎬ在断层上下盘地层中易形成

较好虚脱空间ꎬ有利于含矿热液的运移交代ꎬ为含

矿热液的运移及富集提供了通道和场所ꎮ Ⅰ－１
号主矿体产于 Ｆ１ 断层破碎带内断平与断坡的交

汇部位ꎬ形态、规模、形成和分布严格受 Ｆ１ 断层控

制ꎬ在断层陡缓交汇处往往形成富厚矿体ꎬ其它部

位相对变薄ꎮ
(２)岩性建造控矿:Ⅰ－１ 号主矿体的形成受

岩性建造控制:矿体赋存于二叠系栖霞组泥灰岩、
灰岩、白云质灰岩建造之中ꎬ该赋矿层位以泥灰

岩、灰岩、白云质灰岩等碳酸盐岩为主ꎬ顶底部富

含炭质ꎮ 碳酸盐岩以其脆性、孔隙度大和亲 Ｐｂ、
Ｚｎ 元素之地球化学性质ꎬ极易与后期含矿热液发

生交代作用ꎻ同时栖霞组顶底部灰岩含炭质泥岩ꎬ
由于炭质泥岩的致密性ꎬ形成了成矿流体迁移的

地球化学障和较好隔档层ꎬ易于矿质的沉积聚集ꎮ
栖霞组在空间上自上而下形成泥质岩－碳酸盐－
泥质岩相的顺序组合ꎬ岩性层位具圈闭条件(潘龙

驹等ꎬ２０００)ꎬ有利于 Ｐｂ、Ｚｎ 矿质赋存ꎮ
(３)蚀变控矿:矿体围岩蚀变主要以白云岩

化、黄铁矿化为主ꎬ其次方解石化、硅化ꎮ
白云岩化主要为灰白色、黄褐色粗至极粗晶

蚀变重结晶白云岩ꎬ具碎裂结构ꎬ含星散状黄铁

矿ꎮ 主要呈脉状、团块状分布于 Ｆ１ 断层破碎带内

及其上下盘中ꎬ为近矿围岩蚀变ꎬ矿体上盘蚀变往

往强于下盘ꎬ形成不对称蚀变带ꎮ 因白云岩化可

提高空隙率约 １０％ꎬ晶洞空隙发育ꎬ岩石脆性大ꎬ
受力碎裂孔缝增加ꎬ为其后溶蚀、充填及交代成矿

提供空间ꎻ黄铁矿呈自形至半自形晶的五角十二

面体ꎬ与铅锌矿共生ꎬ在空间上呈现出由上至下含

量逐减趋势ꎬ往往赋存于铅锌矿之上ꎬ但总体上与

铅锌矿形成兜底圈边现象ꎬ为中近矿蚀变ꎻⅠ－１

号主矿体围岩蚀变中ꎬ方解石化、硅化较弱ꎮ

５ ２　 找矿标志

猪拱塘矿床位于垭都－蟒硐断裂带北西端ꎬ是
垭都－蟒硐铅锌矿成矿带 Ｐｂ、Ｚｎ、Ａｇ 成矿最有利

地段ꎬ主要找矿标志有:
(１)构造标志:Ⅰ－１ 号主矿体严格受垭都－蟒

硐构造带最前缘 Ｆ１ 断层控制ꎬＦ１ 断层为矿液的运

移富集、储存提供了最有利条件ꎬ查明 Ｆ１ 断层分

布特征ꎬ是寻找该矿体最直接、最重要的标志ꎻ
(２)岩性建造标志:栖霞组上自上而下形成泥

质岩－碳酸盐－泥质岩相的顺序组合ꎬ为矿体的赋

存提供了有利的圈闭条件ꎬ栖霞组泥灰岩、灰岩、
白云质灰岩建造的存在ꎬ将是矿体赋存不可或缺

的条件ꎻ
(３)围岩蚀变:矿化蚀变作用主要发生在构造

破碎带内及矿体上、下盘围岩中ꎬ区内白云岩化、
黄铁矿化、方解石化是Ⅰ－１ 号主矿体重要的找矿

标志ꎮ

６　 结论

(１)猪拱塘铅锌矿Ⅰ－１ 号主矿体位于矿区

３４－１０９ 勘探线之间ꎬ矿体呈透镜状ꎬ北西段厚ꎬ南
东段薄ꎬ 厚度不均匀ꎬ属厚度不稳定矿体ꎬ品位相

对稳定ꎬ资源量达特大型ꎬ为矿床内最主要矿体ꎬ
对其特征的研究可为猪拱塘超大型铅锌矿床成矿

规律总结提供依据ꎮ
(２)猪拱塘铅锌矿Ⅰ－１ 号主矿体受 Ｆ１ 断裂

控制ꎬ赋矿围岩为二叠系栖霞组泥灰岩、灰岩、白
云质灰岩建造ꎬ围岩蚀变有白云岩化、黄铁矿化、
方解石化ꎬ主要发生在构造破碎带内及矿体上、下
盘围岩中ꎮ

致谢:本文是黔西北地区铅锌找矿攻关综合

研究成果之一ꎬ工作中得到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刘远辉副总工程师、陈国勇高级工程师、谭
华高级工程师等多位专家的指导ꎮ 在此谨致

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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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

Ｍａｉｎ Ｏｒｅｂｏｄ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ｏｆ
Ｚｈｕｇｏｎｇｔａｎｇ 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Ｈｅｚｈａｎｇ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ＷＵ Ｄａ－ｗｅｎ１ꎬ ＨＥ Ｌｉａｎｇ－ｌｕｎ１ꎬ ＣＡＩ Ｊｉｎｇ－ｃｈｅｎ１ꎬ ＷＡＮＧ Ｊｕｎ１ꎬ Ｂａｉ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２ꎬ
ＹＡＮＧ Ｔｉａｎ１ꎬ ＪＩＮ Ｘｉａｎｇ－ｌｉｎ１ꎬ ＨＵＡＮＧ Ｑｉｎｇ１

(１.１１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ꎬ
Ｌｉｕｐａｎｓｈｕｉ ５５３０００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Ｈｅｚｈａｎｇ Ｄ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ｘｉ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ꎬ.

Ｌｔｄꎬ Ｈｅｚｈａｎｇ ５５３２００ꎬ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ｕｇｏｎｇｔａｎｇ 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Ｈｅｚｈａｎ ｇ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ｄｉｕｍ－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ｐｅｒ－ｌａｒｇｅ 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ｏｒｅ ｂｏｄｙ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ＮＷ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ｅ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ｚ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ａｕｌｔｅ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Ｆ１

ａｎｄ Ｆ２ ｉｎ ＮＷ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Ｆ２０ ａｎｄ Ｆ３０ .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ｅ ｂｏｄｙꎬ ６９
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ｏｒ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ｅｄꎬ ａｎｄ ２.７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ｎ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ｍｅ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ｖｅｎ ｗｉｔｈ ｏ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ｒｅ－ｈｏｓ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ｏｒ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ｒｅ ｂｏｄｙ ｏｆ Ｉ－１ꎬ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Ｚｈｕｇｏｎｇｔａｎｇ ｆａｕｌｔ(Ｆ１)ꎬ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ｏｒｅ ｂｏ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ꎬ ａｎｄ 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
ｂｅ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ｌ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ｈ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ｒｏｃｋ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ｍａｒｌꎬ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ꎬ ａｎｄ ｄｏｌｏｍｉｔｉｃ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ｉａｎ Ｑｉｘｉａ ｇｒｏｕｐ(Ｐ ２ｑ).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ｅ ｂｏｄｙ ａｒｅ １ ６４０ ｍ ａｎｄ １１.０１ ｍ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ꎬ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ｅａｄ ａｎｄ ｚｉｎｃ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ｒｅ ２.８１％ ａｎｄ ８.７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ｌｅａｄ ａｎｄ ｚｉｎｃ ｉｓ
ｕｐ ｔｏ １.８２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ｎｓꎬ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５７％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ｔｓ ｐｒｏｖｅ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ｓｕｐｅｒ－ｈｕ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ｒｅ ｂｏｄｙ ｏｆ Ｉ－１ ｗｅ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ｄｅ￣
ｔａｉｌꎬ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Ｚｈｕｇｏｎｇｔａｎｇ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ｒｅ ｂｏｄｙꎻ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ꎻ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ꎻ Ｏ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ｓｙｍｂｏｌｓ

６０３ 　 　 　 　 　 　 　 　 　 　 　 　 　 　 　 贵　 州　 地　 质 　 　 　 　 　 　 　 　 　 　 　 　 　 ２０１９ 年 ３６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