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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会泽麒麟厂铅锌矿床八号矿体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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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太量综合分析研究和套泽铅辞矿长期勘探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控矿构造等规律的求^研究，在威 

矿理论和巍矿实践上取得新进展。在成矿理论认识上 ．提出主要的成矿构造体系、构造控矿型式厦控矿构造 

模式厦矿床成矿模式，明确指出麒辟厂矿床主矿体向SW 向侧挟的规律。在巍矿实践上，应用构造地球化学 

拽矿方法，提出矿体定位靶值为 1571中段 44—62勘探巍问深部。通过工程验证，发现^号隐状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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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泽铅锌矿是一个开采历史悠久的老矿山， 

是我国著名的大型富 Pb、Zn、Ge产地之一。由于 

该区独特的成矿条件，形成了世界闻名的超大型 

富铅锌矿床，众多科研人员l1 相继作过大量的 

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和地质科研工作，为深部找矿 

预测开阔了思路。西南有色地质勘查局从 5O年 

代到 60年代中期在矿区从普查、勘探到补勘进行 

了大量的地质勘探工作，共提交铅锌金属储量 

II3万多吨。1984～1989年间在矿山厂一号矿体 

深部初步探明PbZn金属储量 20万吨 】 。1993 

年，会泽铅锌矿在麒麟厂矿深部找到了 6 矿体． 

获得铅锌金属储量78万吨，取得了找矿的突破。 

但是，资源长期开发，两大骨干矿山(麒麟厂、矿山 

厂)的资源出现严重危机，找矿的难度也愈来愈 

大。为了进一步寻找接替资源，缓解矿山面临的 

资源危机局面，昆明理工大学与会泽铅锌矿密切 

合作，针对构造控矿规律和隐伏矿预测的薄弱环 

节，通过大量的宏观和微观分析研究 ，明确提出矿 

床的构造控矿规律，运用构造地球化学找矿方法， 

在麒麟厂矿床深部找到了 8 矿体。本文拟概括 

介绍 8#矿体发现过程中成矿理论研究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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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找矿实践的新进展。 

1 矿床地质概况 

会泽铅锌矿床集中区由矿山厂、麒麟广、大水 

井铅锌矿床及银厂坡银铅锌矿床组成(图见【l )， 

在大地构造上位于扬子地块南缘滇』1f黔铅锌成矿 

区中南部、小江深大断裂东侧的滇东北坳陷盆地 

南部。在区域构造上位于小江深断裂带和昭通 一 

曲靖隐伏深断裂带间北东构造带、南北构造带及 

北西构造带的构造复合部位。矿区地层由上震旦 

统及古生界主要由中、上泥盆统、石炭系、二叠系 

等组成，下石炭统摆佐组是最主要的赋矿地层。 

矿区断裂构造有矿山厂、麒麟厂、银厂坡断裂，与 

成矿密切相关。岩浆活动主要为海西期峨蝎山玄 

武岩。 

截止目前，铅锌矿体 30余个，其中6#、8 矿 

体规模最大，矿体形态呈脉状、透镜状、囊状、扁柱 

状、网昧状及“似层状”，常见骤然尖灭或膨缩等现 

象。矿体走向长 800余米，倾斜长 720多米，垂直 

延深达1 100余米，厚度0．7～40m．局限分布于摆 

佐组中、上层位的层间断裂带中，产状大致平行于 

地层，走向 NE20～30。，倾向 SE，倾角 60～70。。 

矿床上(浅)部为氧化矿石 ，中部为氧化矿与硫化 

矿的混合矿石，下(深)部为硫化矿石，主要呈致密 

块状，矿石矿物主要有铁闪锌矿、闪锌矿、方铅矿、 

黄铁矿；脉石矿物主要有方解石、白云石、石英。 

矿石品位高(Pb+Zn≥30％～35％)，伴(共)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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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组分为 Ge、Ag、CA、In、Ga、TI等元素。围岩蚀 

变为白云岩化、硅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等蚀变。 

2 成矿理论研究 

通过矿床地质、地球化学和构造控矿规律等 

方面的研究，认为会泽铅锌矿床的矿床类型在滇 

东北地区具有代表性，主要的控矿条件是区域构 

造背景和矿区构造及成矿岩性，矿床具有明显的 

构控和岩控性质，提出构造成矿模式及“深源流体 

贯人(蒸发岩层萃取(构造控制”的矿床成矿模 

式 ，指示了该矿床的找矿方向应向深部，特别 

是最发育的 NE向层间断裂是矿区值得重视的主 

要控矿构造。 

2．1 矿区成矿构造体 系及构造控矿模式 

2．1 1 断裂结构面力学性质 运用矿田地质 

力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l1 对矿区内大量地质结 

构面从宏观及微观两方面进行系统的力学性质鉴 

定，总结断裂构造岩类型及其形变、相变特征 ， 

划分构造期次，进一步确定不同期次构造应力作 

用的最大主应力方向，建立构造格架，厘定了矿区 

构造体系。矿区主要发育 NE、NW、近 NS、NNW 

和近 EW 向五组断裂构造，各方向断裂具有多期 

活动之特点，经历了复杂的力学性质转化 。 

2 1．2 矿区构造体系 根据矿区各方向断裂 

结构面力学性质的复杂转变过程，通过构造筛分 

和配套法，初步划分其构造体系：①早 NS构造 

带；②NW 构造带；③NE构造带；④晚 NS构造 

带；⑤EW构造带。不同期次的主压应力(以)方 

位变化依次为：EW~NE45～55。一NW50～60 一 

近 Ew一近 NS。 

2．1．3 构造控矿型式、成矿构造体系 (1)构 

造控矿型式分析 ：矿区内主要存在两种控矿构造 

型式：“多字型”、“阶梯状”控矿构造型式，它们是 

主要控矿构造在平面和剖面上的不同表现形式， 

显示主矿体向 SW 向侧伏的特点，是实践证明的 

构造控矿规律。(2)成矿构造体系：从会泽铅锌 

矿区域构造、矿田构造、矿区构造、矿床构造、断裂 

结构面及其控矿特点、矿体立体定位及构造地球 

化学异常特点等方面 分析，主成矿期构造是在 

NW—SE向构造应力作用下形成的，NE构造带 

是会泽铅锌矿区主要的成矿构造体系。 

2．1 4 构造控矿模式 会泽铅锌矿床的成矿 

构造体系是小江深断裂带与昭通一曲靖隐伏断裂 

带的左行走滑运动的必然结果，小江深断裂带和 

昭通 一曲靖隐伏断裂带为形成深原成矿流体提供 

了有利的成矿地质背景 ，麒麟厂压扭性断裂为含 

矿流体的贯入提供了通道 ，下石炭统摆佐组中 

NE向层间压扭性断裂为矿质提供了储存空间， 

并直接控制了矿体的形成和分布，矿山厂、麒麟 

厂、银厂坡断裂为矿田的导矿构造，麒麟厂断裂派 

生的 NE向压扭性断裂是最主要的容矿构造， 

NW向断裂是配矿构造 ，呈现不同级别构造的挨 

次控制关系。 

2．2 成矿模式 

综合分析结果认为矿体本身是深源分异和萃 

取蒸发岩层中的台矿流体沿控矿构造贯人的产 

物。主要的成矿物质来自深源和蒸发岩层。成矿 

流体具有中等盐度、中温、中等压力、近中性的特 

点。燕山期，在越北板块从 SSE向 NNw方向俯 

冲的驱动下，由于未溢出的玄武岩岩浆及深部岩 

浆侵位作用与小 工深大断裂带和昭通 一曲靖隐伏 

断裂带的左行走滑运动，分异出的深源流体与基 

底、盖层中的流体发生对流循环，萃取 Pb、Zn、S 

等成矿元素，形成富含 Pb、zn、Ge等物质的成矿 

流体。该流体沿导矿构造(麒麟厂、矿山厂断裂 

带)贯人，通过 NW 向张扭性配矿构造的分配，成 

矿流体向裂(空)隙度高、含蒸发岩的有利围岩中 

运移，并沿容矿构造不断溶蚀。由于物理化学条 

件的改变，矿质沉淀，成矿流体发生物理分异，矿 

体最终定位于 NE向层间压扭性断裂带中，赋存 

在摆佐组白云岩中，形成富金属硫化物的铅锌矿 

床。 

3 找矿实践 

为了深入探讨构造控矿特征，进行隐伏矿定 

位预测，运用断裂构造地球化学找矿方法，研究成 

矿流体的演化过程，揭示构造应力场控制下成矿 

元素的组合、分布特点及成矿流体运移的规律，并 

用此规律进行矿床深部的成矿预测。笔者等科研 

人员重点在麒麟厂矿区 1751，1631，1571中段北 

东段和南西段进行了断裂构造地球化学的深人研 

究 ，采用 ICP—MS分析方法定量测试了 300 

余件构造地球化学样品并进行分析，获得构造地 

球化学地质图，提出隐伏矿定位预测准则，1999 

年 6月提出优选的重点找矿靶区，厘定出找矿靶 

位为1571中段44--62勘探线间探部有隐伏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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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存，56线大致处于隐伏矿体中心，确定了主矿 

体向SW 向侧伏的规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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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瞄耩厂矿区纵剖面投影找矿预测图 

Fig．1 Section plane of vertical p ec[ion on 

ore pronosis of the Qilnichang mining district 

3．1 矿体侧伏规律 

根据隐伏矿定位预测准则l1 ，笔者认为主矿 

体向 SW向侧伏，主要依据有： 

① 在 1571中段 SW段 44—62线间，发现明 

显的 Zn—Cu—In—A 一Cd—Pb—T1一Hg—Sb— 

Mn—Mo—U一(Fej异常，特别是 54—62线间异 

常显著，56线大致应为矿化中心。1571、1631、 

1751中段构造地球化学矿化异常向 SW 向“飘 

逸”，预示“阶梯状”构造控矿规律的正确性。 

② 构造地球化学异常区内发现有微 一细脉 

状闪锌矿、方铅矿和强褐铁矿化显示，52—56线 

断裂构造岩中 Pb可达1 800×10 以上，zn可达 

1 000×10一 。 

③ 综合各中段构造地球化学特点，成矿流体 

有从 SWINE向运移的趋势。 

④ 构造在平面和剖面上的等间距、等深距成 

矿、“阶梯状”构造控矿规律和左行压扭性断裂控 

矿的特点。 

⑤ 定位靶区有良好的岩性条件，有利于形成 

层间断裂破碎带，赋存铅锌矿体。 

⑥ 1571中段 SW 段 NE向断裂带中的构造 

岩与六号矿体尖灭端的断裂构造岩特征相似，其 

中黄铁矿晶形均呈五角十二面体。 

表 1 

Table 1 

预测的 8#矿体的验证钻孔见矿情况 

Testiag and verifying of bore目 i 。lg 

0fNo、8 m-ebody 

⑦根据构造的控矿规律和矿床成因分析，提 

出的定位靶区位于强的构造 一矿化带上，主矿体 

向 SW 向的延深可大大超过走向延长。 

3 2 工程验证效果 

通过会泽铅锌矿钻探工程验证[ ，1999年 9 

月12日开始实施验证工程，于 9月 15日在 56号 

剖面线首钻(ZDK56—1孔)探到见矿厚度17．65m 

富厚矿体后，陆续在 6o、50、52线实施钻孔揭露， 

证明 1571中段 44—62线深部确有隐伏矿体赋 

存，发现 8 隐伏矿体 ]。到 2000年止，验证钻 

孔的见矿情况见表 1。8 矿体呈扁柱状，从上部 

(6 矿体)到下部(8 矿体)确呈阶梯状向 SW 方 

向侧伏，矿体在l 571～l 391m标高间有分枝现 

象，l 391m标高以下分枝矿体复台后向深部延 

深，平均见矿厚度16．79m。矿石矿物为闪锌矿、 

方铅矿及黄铁矿，弥石矿物主要为方解石、白云 

石，矿体平均品位 Pb十zn 3O％，探获的 8 矿体 

(深部还在勘探验证)新增经济的基础储量与经济 

的预可采铅锌金属储量806 677t，按现有生产能 

力可延长矿山的服务年限 10余年，加上 6号矿体 

在深部的延深部分 15多万吨，故已探获的铅锌金 

属储量近百万吨，使会泽铅锌矿床的规模有望达 

到超大型 。 

实践证明，构造地球化学方法和有关理论具 

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概括的成矿规律为今后的找 

矿预测指明了方向。八号矿体的发现充分显示了 

“产学研”联合科技攻关研究是值得推广的成功范 

例。 

本文在昆明理工大学与云南会泽铅锌矿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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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会泽麒麟厂铅锌矿床深部找矿预测 项目 

(1999—01)部分成果的基础上概括而成 第一作 

者现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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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oF eoNCEALED No．8 oREBoDY IN 

QILINCHANG LEAD-ZINC DEPoSIT IN 

HUIZE M INE。YUNNAN 

Han Runsheng ，Chen Jin2，Li vuan3，Gao Dexing2，Ma Deyun ·’ 
(1 Open Laboratory of Ore Depo t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Gulyang 550002； 

2 Yurl瑚 n Huize L蛆d-Zinc Mine，YU1)Jl~Rn 654211； 

3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unming 650093) 

Abstraet 

Based on a great deal of exploration in the Huize Pb-Zn mine and composition study and analysis．re— 

cent advances achieved from detailed study of the ore-controHing tectonics and prospecting have been intro— 

duced．In the ore-forming theory，major metallogenic tectonic systems，types of ore：contmUing tectonics， 

model of ore-forming tectonics and metallogenic model have been put forward and summarized． It is 

thought that the major orebodies of the Qdinchang deposit incline in the SW direction．In ore-search prac- 

tice，the tectono-geochemicsl method has been applied，and the prognosis criteria of concealed ores have 

been summarized．According to these criteria，a breakthrough has been made in prognosis of concealed ores． 

in the Qilinchang mining area．Ore target area is at the depth among No．44—62 explotation lines．By en— 

gineering testing and verifying，the No．8 concealed ore-body has been discovered successfully． 

Key words：newly discovered orebody；prognosis of concealed  ores i Huize Pb-Zn deposit；Yu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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