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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炉坪大型铅多金属矿床地球化学特征与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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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著名的北衙Au 多金属矿北西约 1 km的炉坪 Pb矿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大型 Pb-(Fe-Au-Ag-Zn)多金属

矿床（图 1，豆松等，2013a），该矿床被认为是北衙斑岩—热液成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豆松等，2013b；
Li et al., 2015 in press），但由于缺少系统的矿床地球化学和年代学研究，炉坪 Pb 矿与北衙 Au 矿间内在的成

因联系还不清晰。 

 
图 1 炉坪与北衙的空间关系（a）和区域地质简图（b） 

本文通过矿床学观察和对炉坪 Pb 矿部分钻孔所揭露原生矿石中硫化物（方铅矿、黄铁矿和闪锌矿）和

热液脉石矿物（方解石）系统的矿物学、矿物化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分析，并与北衙 Au 矿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显示： 
（1）炉坪 Pb 矿床具有如下地质特征：①矿床以 Pb 为主，伴生 Fe、Au、Ag 和 Zn 等；②矿体赋存于

北衙组灰岩中，呈似层状、透镜状；③矿化元素组合主要有 Pb-Fe、Pb-Fe-Au 和 Pb-Fe-Zn-Au-Ag，矿物组

合则以白铅矿+褐铁矿+方解石/石英、铅矿物+铁矿物+自然金+石英/方解石和方铅矿+菱铁矿+磁铁矿+闪锌

矿+自然金(银)+石英/方解石为主；④土状是氧化矿石的主要构造，原生矿石以角砾状、条带状和脉状构造

为主；⑤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碳酸盐化、矽卡岩化和绿泥石化。这些特征与北衙笔架山、桅杆坡、红泥

塘等矿段产于层间滑脱带或层间剥离带中的似层状矿体颇为相似（豆松等，2013a，b）。 
（2）炉坪Pb矿硫化物S同位素组成介于+0.8‰～+2.8‰，落于北衙硫化物S同位素组成范围内（-2.4‰～

4.5‰；肖晓牛等, 2011；图 2）；炉坪 Pb 矿热液方解石 C 同位素组成介于-5.8‰～-5.1‰和 O 同位素组成介

于+13.2‰～+14.7‰，同样落于北衙热液方解石 C（-8.1‰～+0.1‰）和 O（+11.6‰～+18.7‰）同位素组成

范围内（吴开兴等，2010），且与主成矿期热液方解石 δ13CPDB（-4.8‰～-2.9‰）和 δ18OSMOW（+13.0‰～+15.9‰）

值相似（图 3）；硫化物 206Pb/204Pb，207Pb/204Pb 和 208Pb/204Pb 值分别为 18.62～18.69，15.66～15.70 和 38.92～
39.08，与碱性斑岩相似（206Pb/204Pb=18.61～18.71，207Pb/204Pb=15.64～15.77 和 208Pb/204Pb= 38.88～39.32），
落于北衙 Au 硫化物和碱性斑岩 Pb 同位素组成范围内（图 4）。上述 C-O、S 和 Pb 同位素组成特征与对比

分析显示，炉坪 Pb 矿与北衙 Au 矿具有极为相似物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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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炉坪与北衙硫化物 S 同位素组成               图 3 炉坪与北衙 C-O 同位素组成 

 
图 4 炉坪与北衙 Pb 同位素组成 

（3）目前有关炉坪 Pb 矿的形成年龄还在研究中，本次工作获得的脉状碱性斑岩锆石 U-Pb 年龄为

36.2±0.4 Ma，与已经报道的北衙 Au 矿碱性斑岩成岩年龄（38～31 Ma）相近（和文言等，2013），更与北

衙 Au 矿辉钼矿 Re-Os 年龄（36.9±0.3 Ma）一致（和文言等，2013）。这表明炉坪 Pb 矿区内发育的碱性斑

岩形成年龄与北衙 Au 矿形成年龄高度吻合。 
综上，本文认为炉坪 Pb 矿与北衙 Au 矿具有空间、物质和热动力联系，很可能属于北衙斑岩—热液成

矿体系，为浅成热液型矿床，但炉坪 Pb 多金属矿床精确的成矿时代、精细的成矿过程和精准的成矿预测仍

需要精深的研究，这对完善现有斑岩-热液成矿理论体系、指导北衙外围乃至滇西富碱斑岩带内同类型矿床

的找矿预测，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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