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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东部前寒武纪铅锌矿资源分布广泛 ,目前已探明储量的前寒武纪铅锌矿床有 51 处 ,其中超大型矿

床 1 处 ,特大型矿床 3 处 ,大型矿床 7 处 ,中型矿床 12 处 ,其余为小型。这类矿床主要形成于中新元古代的裂谷

系和裂谷系边缘的不同地质构造单元 ,其分布受构造控制 ,集中分布于华北陆块北缘东、中、西段元古宙裂谷系

和扬子陆块西侧康滇地轴震旦系裂谷带东侧的边缘活动带 ,并以华北陆块北缘为主 ;成矿作用总体受火山 - 沉

积 - 变质作用控制 ,具层控性 ; 成矿时代有从北向南变新的趋势。根据矿床围岩的不同 ,可把矿床主要分为

V HMS、Sedex、MV T 三大类型 ,其中以 Sedex 型最为重要 ,规模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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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前寒武纪铅锌矿产资源极为丰富 ,大

多数省、市、自治区均有分布 ,不仅产地广泛 ,储

量高 ,规模大 ,而且矿床类型齐全 ,矿石种类多。

据统计 ,截止到 1997 年底保有铅金属储量为 3

530 万吨、锌金属储量为 9 256 万吨 ,分别居世

界第三位和第二位。前寒武纪铅、锌金属储量

约占全国铅、锌金属储量的 30 %左右[ 1 ] 。

1 　时空分布及规模

到目前为止 ,已有报导的锌矿最早形成于新

太古代绿岩带内 ,岩石类型为一套钙碱性系列的

安山岩—英安岩—流纹质火山岩系列 ,形成一些

V HMS型铜锌矿床 ,代表性的矿床为辽宁的红透

山和浙江西裘等铜锌矿床等。元古代时期、尤其

是中元古代时期不仅在中国 ,在全球范围内也是

前寒武纪铅锌矿床的主要成矿期 ,多分布在不同

地质构造单元的边缘和裂谷系内。这时全球范

围内地质构造以拉张为主 , 形成一系列裂谷和沟

槽 ,伴随裂谷系的形成发育了大面积与非造山作

用有关的岩浆及海底喷流沉积活动 ,出现了一些

基性岩墙、岩脉群和大面积以碎屑岩为主的铅锌

多金属硫化物矿化带。在地理位置上主要分布

于我国东部的华北和西南地区。这些地区不仅

元古宙地层分布广范 ,而且裂谷带延续几百公里

至千余千米 ,特别是华北陆块北缘的东、中、西段

元古宙裂谷系及伴随发育的一系列同生断层内

(形成青城子、东升庙等 Sedex 型硫铅锌矿床) 和

扬子陆块西侧的康滇裂谷带东侧的震旦系边缘

活动带内 (形成大梁子等 MV T 型铅锌矿床)是我

国前寒武纪两大主要铅锌赋矿区 (域) 带 ,并以华

北陆块北缘为主。另外在秦岭、祁连、华夏陆块的

一些区域裂谷系及其边缘的不同类型的碳酸盐

岩类的地层中也形成了一些铅锌矿化带 (约占总

量的 65 %以上 ,在广东、湖南两省各占 80 %与

78 % ,在广西、贵州、四川等地几乎达 90 %以

上) [ 2 ] ,矿床以 Sedex 型为主 ,其次为 MV T 型铅

锌多金属矿床。最近 ,在河南省栾川钼矿周围也

发现了铅锌矿 ,据其地质条件分析 ,该矿床有可

能形成大型矿床[ 3、4 ] 。

目前已探明储量的前寒武纪铅锌矿床有 51

处 ,其中超大型矿床 1 处 ,特大型矿床 3 处 ,大型

矿床 7 处 ,中型矿床 12 处 ,其余为小型。华北地

区大中型铅锌 (多金属) 矿床有内蒙古西部东升

庙、霍各乞、甲生盘、炭窑口 ,河北的蔡家营、高

板河 ,辽宁的青城子、关门山等 ,据资料统计[ 1 ] ,

这些矿床的铅金属储量占全国铅锌矿床中的铅

金属总储量的 8 . 7 % ;锌金属储量占全国铅锌

矿床中锌金属总储量的 12 . 8 %。铅锌金属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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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占全国前寒武纪铅锌金属总储量的一半左

右。西南地区目前已探明小型以上铅锌 (及多

金属) 矿床 11 处[ 5 ] ,如大梁子、天宝山等大中型

以上的铅锌矿床中铅金属储量占全国铅金属储

量的 1 . 74 % , 锌金属储量占全国锌金属总储量

的 4 . 47 %。另外在皖浙赣、湖南的枞树柏等地

也有一些铅锌 (铁锰) 矿床产出。矿床分布及特

征见图 1 和表 1。

图 1 　中国大陆东部前寒武纪铅锌矿床分布示意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Precambrian lead zinc deposits in eastern China

1 .国界和海岸线 ;2 . 主要城市 ;3 . 陆块分区界线 ;4 . 主要构造线 ;5 . 小型 Sedex 型矿床 ;6 . 中型 Sedex 型矿床 ;7 . 大型

Sedex 型矿床 ;8 .特大型 Sedex 型矿床 ;9 . 超大型 Sedex 型矿床 ;10 . 小型 V HMS 型矿床 ;11 . 中型 V HMS 型矿床 ;12 .

大型 V HMS 型矿床 ;13 . 小型 MV T 型矿床 ;14 . 中型 MV T 型矿床 ;15 . 大型 MV T 型矿床 ;16 . 特大型 MV T 型矿床 ;

17 . 小型热液型矿床 ;18 . 中型热液型矿床 ;19 . 矿床编号

2 　铅锌矿床的类型特征

铅锌矿床可按成因、产状、容矿围岩、产地

等划分不同类型。根据前寒武纪铅锌矿床主要

产出的特点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以成因为主 ,

将前寒武纪铅锌矿床分为以下三种主要类型

(代表性矿床特点见表 1) ,另外还有一些热液成

因的铅锌矿床。

2. 1 　火山喷流型( VHMS 型)

这类矿床的突出特征是围岩为火山岩 ,代

表性矿床有辽宁的红透山铜锌矿床、河北的蔡

家营铅锌矿床和浙江西裘铜锌矿床等。矿床形

成时代分为新太古代花岗岩—绿岩带、古元古

代和新元古代活动大陆边缘。矿体呈层状、似

层状、脉状、连续的透镜状及囊状产出 ,基本与

围岩整合接触。如 :红透山大型 (铜) 锌矿床 ,是

中国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铜锌型块状硫化物矿

床。矿床产于华北陆块北缘东段新太古代清原

绿岩带红透山组中上部的变粒岩、浅粒岩和片

岩 (互层) 组合中 (图 2) 。矿体上盘为矽线黑云

片岩 , 下盘为石榴堇青直闪片岩。矿床以铜锌

为主 , 铅含量很低。矿石类型为 ;块状闪锌黄铁

矿石、闪锌磁黄铁矿石和含黄铁、磁黄铁矿石。

伴生元素主要为 Co、Ag 和 Au。矿床的形成与

海底火山活动有关系 , 含矿岩系为分异较好的

镁铁质—长英质钙碱性火山岩系 ,矿床赋存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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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红透山铜锌矿床 Ⅳ线剖面图

(据沈保丰[ 6] ,1994)

Fig 2 　Ⅳprof ile section map of Hongtoushan

copper̄ zine deposits

1 .矿体 ;2 . 黑云母变粒岩 ;3 . 斜长角闪岩 ;4 . 矽线黑云石英

变粒人岩 ;5 . 辉绿岩脉 ;6 . 断裂 ;7 . 中段及编号

山质—长英质火山岩中 ,与加拿大阿比提比绿

岩带中诺兰达地区的块状硫化物矿床的形成环

境相似[ 6 ] 。

蔡家营铅锌矿床产于古元古代红旗营子群

大同营组角闪斜长变粒岩、黑云斜长片麻岩、黑

云斜长变粒岩夹斜长角闪岩和大理岩中。矿床

以脉状、囊状、透镜体状矿体为主 ,局部也有似层

状矿体。矿石主要有两种类型 ,东部的绿泥石—

闪锌矿型和西部的绢云母—多金属型。区域构

造控矿和导矿构造明显 ,是裂谷下陷沉积阶段多

次海底火山喷发—沉积后又经上隆拉伸、挤压褶

皱及变质作用及中生代热液强烈改造成矿。

2. 2 　沉积喷流型( Sedex 型)

成矿作用与古元古代和中元古代裂谷同生

沉积盆地的沉积活动有关 ,其特点是围岩以含

炭页岩为主 ,产于裂谷系。代表性矿床有古元

古代辽吉裂谷内的青城子大型铅锌矿床、中元

古代内蒙古东升庙超大型铅锌矿床和河北的高

板河铅锌黄矿床等[ 7 ] 。这些矿床主要产于含炭

页岩 ,少量千枚岩及局部大理岩中 ,虽然有弱火

山活动 ,但是沉积性、层控性以及海底喷气和热

水作用特征明显 ,与硫关系密切 ,是我国前寒武

纪铅锌矿床的主要类型。青城子铅锌矿床是辽

吉裂谷内的大型矿床 ,矿床就位于裂谷中央凹

陷区 ,靠近北缘斜坡带一侧高家峪组二段和大

石桥组三段的页岩内 (图 3) ,东矿区以榛子沟

层状铅锌矿为代表 ,容矿围岩为高家峪组条纹

状含石墨片状大理岩 ;西区以喜鹊沟脉状铅锌

矿为代表 ,容矿围岩为大石桥组三段透闪透辉

页片状大理岩。区域构造多表现为近东西向的

平卧褶皱和推覆构造 ,韧性剪切变形十分发育。

矿区由 13 个矿体组成 ,矿体形态有层状、似层

状、脉状、囊状。脉状矿体多出现在层状矿体上

盘或受层间韧 - 脆性断裂及旁侧的羽毛状裂隙

所控制。层状矿体的矿石成分比脉状、似层状

简单 ,前者主要的金属矿物为闪锌矿 ,后者为方

铅矿。矿区内花岗岩侵入面积达 1/ 5 以上 ,既

有古元古代花岗岩 ,也有印支期的黑云母花岗

岩体[ 8 ] 。矿区以 Sedex 型为主 ,不排除后期岩

浆作用对矿床的叠加和富集影响。在辽吉裂谷

内除青城子大型铅锌矿床外 ,还分布有近百个

矿床 (点) ,构成一个巨大的铅锌成矿带 [ 9 ] 。

2. 3 　密西西比河谷型( MVT型)

该类型矿床的特点是产在巨厚层、含重金

属的碳酸盐岩沉积地层中 ,代表性矿床有辽宁

的关门山和四川的大梁子铅锌矿床等。构造运

动使地壳拉张形成断裂 ,成为导矿构造 ,在后生

热液作用下成矿。关门山矿床产于中元古代辽

宁泛河裂谷带东侧坳陷区关门山组 (相当于高

于庄组) 碳酸盐岩地层中。大梁子矿床赋存在

扬子陆块西侧的川滇裂谷带东侧的大陆边缘活

动带的金阳—会东凹陷盆地震旦纪灯影组地层

中 (图 4) 。矿区内没有明显的岩浆活动 ,矿床生

成均与裂谷系有关。含矿岩石为含炭白云岩和

白云岩。主矿体受 F5 与 F15 两大断裂之间陡立

构造破碎带控制。矿体形态呈筒柱状 ,中间厚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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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辽宁青城子矿床地质略图

(据王魁元等[ 6] ,1994)

Fig. 3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Qingchengzi Pb̄ Zn deposit , Liaoning Province

1 . 辽河群盖县组 ;2 . 辽河群下部岩系至大石桥组三段第一层未分 ;3 . 辽河群下部岩系至大石桥组第三段第二层

未分 ;4 . 大石桥组第三段第三、四层 ;5 . 大石桥组第二段第二层 ;6 . 大石桥组第三段第一层 ;7 . 辽河群下部岩系至大石

桥组第三段第一层 ;8 . 大石桥组第一段和第二段 ;9 . 新太古界 ;10 . 吕梁期花岗岩 ;11 . 燕山期花岗岩 ;12 . 韧性断层 ;

13 . 飞来峰 ;14 .断层 ;15 .矿点 ;16 .生产矿山 ;17 . 已采完矿山

图 4 　大梁子铅锌矿床地质简图

(据林方成[ 8] ,1994)

Fig. 4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Daliangzi Pb̄ Zn deposit.

1～3 . 寒武系下统 :1 .龙王庙组 ;2 . 沧浪铺组 ;3 . 筇竹寺组 ;4 . 震旦系灯影组 ;5 . 灯影组岩性段编号 ; 6 . 地质界线 ;7 . 断

层及编号 ;8 . 含碳白云岩 ;9 . 铅锌矿体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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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薄、浅部厚深部薄 ,含有大量的石膏 ,矿体产

出规模较大 (长 630 m 宽 0 . 8 ～ 205 m) 的部位

甚至含有石膏层 ,且矿化集中、矿石品位较高
(并以锌为主 ,主金属元素 Pb/ Zn 最高可达 1/

7) ,受构造控制具有明显的穿插特征 ,说明为后

生热液充填的产物。矿石类型以黄铁矿—闪锌

矿—方铅矿为主 ,黄铜矿—黝铜矿与闪锌矿和

方铅矿等组合类型次之[ 10 ] 。除以上主要三类型

外 ,还有一些产在前寒武纪地层中与后期岩浆

热液等有关的铅锌矿床。

3 　讨论

中国东部前寒武纪铅锌矿床在新太古代

时 ,是以铜锌为特征的 V HMS 型矿床 ,元古宙

为铅锌矿主要成矿期 ,矿床类型以 Sedex 型为

主 ,其次为 MV T 型。矿床所处的地质构造背

景、物化条件等不同都直接控制和影响着矿床

的形成、类型和规模。如 Sedex 型 矿床的形成

是随裂谷演化而进行的 ,在下陷沉积阶段成矿

作用主要是喷流—沉积作用 ;在海盆中形成了

以碎屑岩—碳酸岩为容矿岩的层状 (铜、黄铁

等)铅锌矿体。在其上隆拉伸与挤压褶皱阶段 ,

形成了层状矿体衍生的脉状矿体、囊状矿体 ,并

以不同的组合聚成矿床 ,构成一个成矿系列 ,而

且矿体之间有较大的继承性。层状矿体位于下

部 ,脉状矿体在层状矿体之上或其上盘 ,囊状矿

体处于更高部位。也就是说 ,随着裂谷的发展 ,

矿床定位越来越高 ,矿体规模越来越小。

总之 ,中国前寒武纪铅锌矿绝大多数分部

在东部的陆块区 (即华北陆块和扬子陆块) 及陆

块边缘区 ,其分布受构造控制。成矿作用特征

上总体受火山 - 沉积 - 变质作用控制 ,具层控

性 ,其时空演化受控于大地构造演化 ,由于所处

的地质构造背景不同 ,成矿类型、成矿时代也有

差异。华北陆块的地壳演化历史较早 ,从新太

古到青白口各个地质时期内均有铅锌矿产出 ,

成矿时代有从北向南变新的趋势。Sedex 型铅

锌矿床在华北陆块形成时代从古元古代—中元

古代 ,成矿规模较大 ,最古老的铅锌成矿床分布

在东部地区。扬子陆块 (和华夏陆块) 是前寒武

纪成矿较重要的地区 ,但矿种和成矿特征与华

北陆块有较大的差别 ,主要成矿时代是以新元

古代为主 ,随时代由老到新 , 矿种由单一到多

种 ,成矿规模由弱到强 ,成矿区域逐渐扩大 ,矿

床类型由简单到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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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cambrian
Lead̄ Zinc Deposits in Eastern China

CAO Xiu l̄an ,S H EN Baō f eng , YA N G Chun l̄iang , HU Xiaō Die

( Tianj in I nsti tute of Geolog y and M ineral Resources , Ti anj in 300170)

Abstract :The Preca mbria n L ea d Z̄inc dep osits a re widely dist ributed in easte rn Chi na . 51 Preca mbri2

a n dep osits have bee n exp lore d i n t he easte rn Chi na , i n w hich t he re a re 1 supp er la rge scale , 3 gia nt

la rge scale , 7 la rge scale , 12 medium scale dep osits , ot he rs a re s mall scale ones . They mai nly f or me d

i n t he dif f e re nt st ra tigrap hic seque nces of Meso t̄ o Neo P̄rote rozoic rif ti ng syste m . A nd t hei r dist ri2

bution is cont rolled by t he dif f e re nt st ruct ures . The dep osits a re mostly conce nt ra te d i n t he easte rn ,

middle a nd weste r n p a rt of t he Prote rozoic rif ti ng syste m develop ed i n t he nort he r n ma rgi n of N ort h

Chi na p latf or m , a nd t he east s̄ide exte r nal mobile belt of Ka ngdia n Si nia n rif ting zone i n t he weste r n

p a rt of Ya ngtz p la tf or m , all of w hic h comp rise tw o mai n ore f̄ ormi ng a reas (or zones) of L ea d Z̄i nc

dep osits , esp ecially i n t he nort he r n ma rgi n of t he N ort h Chi na p la tf or m . The ore f or mation is af f ect2
ed by t he volca nic s̄edi me nta ry m̄eta morp hic p rocess , a nd t he ore f̄ or mi ng e ra has a t re nd of t ur ni ng

new f rom t he nort h t o t he sout h . The dep osits a re of st rata bound cha racte rs . Accordi ng t o t hei r dif2
f e re nt count ry rocks , t hey ca n be divide d i nt o t h ree typ es , i . e . V HMS , M V T a nd Sedex , i n w hic h

t he Sedex t yp e is t he most i mp orta nt one .

Key words : Preca m bria n ; L ea d Z̄i nc dep osits ; rif ti ng syste m ; Easte r n Chi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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