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6 矿   物   学   报 2015 年 

藏南扎西康铅锌矿矿床成因与控矿构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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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康矿区位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与高喜马拉雅北坡之间，属于特提斯喜马拉雅地块—冈底斯地

层大区喜马拉雅地层区康马—隆子地层分区，处于藏南拆离系东段（杨竹森和侯增谦等，2006）。区域

上出露地层主要有上三叠统修康群（T3x）、下侏罗统日当组（J1r）、中上侏罗统遮拉组（J2-3z）、下白

垩统甲不拉组（K1j）、第四系（Q）。矿区内出露地层为上三叠统修康群和下侏罗统日当组。 
经过对矿石和围岩的测试研究，结果表明表明扎西康铅锌矿具有多期多阶段的复杂成矿的特征（梁

维和郑远川等，2014），成矿阶段可划分：（1）同沉积期（王晓曼和李及秋，2011）；（2）热液成矿期

（主要成矿期）；（3）表生氧化期。成矿物质来源于地表和地下深部的流体，其中热液成矿期有两个成

矿期次：①铅锌热液成矿阶段，这一时期的流体为中温低盐度流体，形成方铅矿和闪锌矿；②锑（铅）

热液成矿阶段，成矿流体为中低温-低盐度成矿流体，形成锑矿锌矿认为扎西康铅锌锑银多金属矿床属

于多期次多阶段中低温热液改造型矿床。 
在藏南伸展拆离的影响下，受将主拉-错那洞-洞嘎岩浆-变质核杂岩影响，区域上，在核杂岩的沉

积盖层，形成了独特的、广泛滑脱褶叠的 A 型褶皱（图 1）。  

 
图 1 姐纳个普北侧 A 型褶皱（右手 120°） 

在核杂岩盖层中形成的不同规模的A型褶皱，由于垂直轴向的相邻A型褶皱的滑脱程度存在差异，

因此，在两者之间就形成了近南北向的撕裂系（图 2），这种撕裂系局部呈断裂特征，但整体不具延伸

贯通性，主要受 A 型褶皱轴向延伸规模的控制，这种近南北向的撕裂系是区域上重要的控矿构造（图

3）。A 型褶皱空间大小不同，受到韧性剪切应力的控制，A 型褶皱内部同样会发育次级的 A 型褶皱，

大型 A 型褶皱可达长轴长约 800 m，可作为岩浆-热液活动的场所。在扎西康矿洞中不仅发现破碎带中

的矿脉，也见到顺层矿脉，表明在 A 型褶皱之间的撕裂带（滑脱面）中为控矿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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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扎西岗村 A 型褶皱撕裂系（右手 110°）         图 3 柯月 A 型褶皱控矿撕裂系（右手 100°） 

印度板块低角度俯冲到拉萨板块之下，导致藏南位置高于正常地壳，形成藏南拆离系。同时由于

摩擦生热，导致地壳中下部位发生熔融，随着印度板块进一步俯冲，高喜马拉雅地块被南北向的继续

挤压，使地下熔融物质聚集和向上侵入地层，在藏南拆离系内形成大小不一的核杂岩，呈带状分布。

在扎西康矿区南部的淡色花岗岩的核杂岩，由于前期构造运动破坏原来岩层的稳定性，流体侵入使岩

层之间粘聚力进一步减少，岩层之间滑脱形成一系列的 A 型褶皱。同时通过 A 型褶皱之间形成的滑脱

面（破裂带），成矿物质侵入地层，成矿物质流体对原来黄铁矿进行熔融改造，形成方解石脉、闪锌、

石英、黄铜矿，而后又进行第二次改造，第三次改造，形成隐爆角砾岩（矿石），最后形成铅锌锑银多

金属矿床。扎西康铅锌矿属于多期次中低温液改造沉积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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