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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位于川—滇—黔铅锌多金属成矿域中南部云南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可能是一种新的铅锌矿床类型 ,该

类铅锌矿床明显特征是规模大 、品位富 、伴生有用元素多 ,暗示其成矿环境较为特殊 。从成矿时代 、成矿物质

来源 、成矿流体来源与演化 ,以及峨眉山玄武岩与成矿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的研究进展

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认为矿床成矿时代与西南大面积峨眉山玄武岩成矿时代相近 ,成矿物质和成矿流体具有

“多源性” ,成矿流体存在均一化过程 ,区域大规模流体运移在该区铅锌成矿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峨眉山玄武

岩岩浆活动与铅锌成矿具有密切的成因联系 ,矿床可能为“均一化成矿流体贯入成矿”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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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扬子地台西南缘的川 —滇 —黔铅锌多金

属成矿域是我国重要的铅 、锌 、锗 、银生产基地之

一 ,目前在该成矿域已发现大 、中 、小型铅锌多金

属矿床和矿点 400多个[ 1] 。云南会泽超大型铅锌

矿床位于川—滇—黔铅锌多金属成矿域中南部 ,

由相距约 3 km的矿山厂矿床和麒麟厂矿床组成 ,

自 1992 年在麒麟厂矿床深部找到 Ⅵ 号矿体后 ,

1999年和 2000年又相继在矿山厂矿床深部和麒

麟厂矿床深部找到了 Ⅰ号 、Ⅷ号和 Ⅹ号矿体 ,新增

Pb+Zn储量超过 300万 t ,Ag 1000 t ,Ge 400 t(伴

生Ga 、Cd 、In等的储量也很可观 ,且矿体还在向深

部延伸)。该矿床具有独特的地质特征:① 矿区

出露从震旦系灯影组至二叠系栖霞-茅口组多个

时代的碳酸盐地层 ,但矿体无不例外地赋存于下

石炭统摆佐组白云岩中;② 矿体形态不规则 ,多

为似筒状 、扁柱状 、透镜状 、囊状和脉状 ,剖面上总

体呈“阶梯状”分布;③ 矿体与围岩接触界线清

晰 ,与矿体接触的围岩有几到几十厘米的“红化”

现象;④矿床的上部为氧化矿 ,下部为原生矿 ,中

间为混合矿 ,氧化矿组成相当复杂 ,而原生矿组成

相对简单 ,矿石矿物为方铅矿 、闪锌矿和黄铁矿 ,

脉石矿物为方解石;⑤ 围岩蚀变相对简单 ,常见

的蚀变为白云岩化 ,局部地段见有黄铁矿化;⑥

矿石铅锌品位极高(开采 Pb+Zn出矿品位大于

30%,部分矿石Pb+Zn含量超过60%)、伴生有用

元素多(Ag 、Ge 、Ga 、Cd 、In等);⑦ 矿体从底板到

顶板矿物组合出现分异现象 ,大致为铁闪锌矿-粗

晶黄铁矿-少量方解石※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

方解石※细晶黄铁矿-方解石;⑧ 从浅部到深部 ,

矿体有变厚 、变富的趋势 。

涂光炽院士 2001年在实地考察会泽超大型

铅锌矿床后的座谈会上指出 ,象会泽超大型铅锌

矿床规模如此大 ,品位如此高 ,有用组分如此多的

铅锌矿床在世界范围内也极少报道 。对比分析结

果表明[ 2] ,该矿床的地质 、地球化学特征既不同于

MVT 铅锌矿床 ,也不同于 SEDEX型铅锌矿床 。因

此 ,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可能是一种新的铅锌矿

床类型。这种铅锌矿床类型最大的特征是 Pb+

Zn品位极高 ,伴生有用元素多 ,规模大 ,具有很高

的经济价值。涂光炽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

所学术报告会上指出 ,分散元素(Ge 、Ga 、Cd 和 In

等)只有在较为特殊地质环境下才能聚集成矿 ,会

泽超大型铅锌矿床除 Pb+Zn品位高外 ,集众多分

散元素于一身 ,暗示其成矿环境极为特殊 ,加上这

种矿床类型在川—滇 —黔铅锌多金属成矿域中很

具代表性 ,因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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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因为具有独特的地质特

征(尤其是其 Pb+Zn品位高 ,伴生有用元素多)已

引起国内外地学界的关注 ,许多学者对该矿做过

研究工作 ,对矿床成因提出过不同模式 ,如岩浆-

热液成因[ 3] 、沉积成因[ 4] 、沉积-原地改造成因[ 5] 、

沉积-改造成因[ 6 ,7] 、沉积-成岩期后热液改造-叠

加成因
[ 8]

、沉积-改造-后成成因
[ 1]

、MVT 矿床
[ 9]
和

贯入-萃取-控制成因[ 10]等 ,但由于目前对该矿床

成矿时代 、成矿物质来源 、成矿流体来源与演化 ,

以及峨眉山玄武岩与成矿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还

存在很大分歧 ,这些成矿模式都无法全面解释矿

床具有的上述特征。本文就这些问题分析国内外

的研究现状及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研究进展 。

1　成矿时代

　　到目前为止 ,包括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在内

的川 —滇 —黔铅锌多金属成矿域还没有一个准确

可信的年代学数据 ,这严重制约了矿床成矿机制

研究 ,不同学者根据地质和区域铅锌矿床Pb同位

素模式年龄对其成矿时代有不同的认识 ,张云湘

等
[ 11]
认为包括会泽铅锌矿在内的滇东北铅锌矿

矿带为多期成矿产物 ,主成矿期为海西晚期和燕

山期;杨应选等[ 12] 将康滇地轴东缘铅锌矿床(包

括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划分为海西成矿期和印

支—燕山成矿期;欧锦秀
[ 13]
将黔西北青山铅锌矿

床矿石铅单阶段演化模式年龄 134 ～ 192 Ma作为

成矿年龄 ,认为矿床形成于燕山期;张立生[ 14]认

为该区铅锌矿床成矿作用发生于晚二迭纪;柳贺

昌等[ 1] 将其作为上古生界矿床讨论 ,形成于海西

晚期和印支—燕山期;管士平等[ 15] 利用 Pb 同位

素组成计算出该区铅锌矿床成矿时代为 245 Ma;

Zhou等
[ 8]
认为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形成于喜山

期;黄智龙等[ 16]根据川—滇—黔铅锌多金属成矿

域400多个矿床(点)集中分布于峨眉山玄武岩以

下各时代地层中(只有 3个矿化点在三叠纪地层

中),推测矿床成矿时代可能与峨眉山玄武岩岩浆

活动时代相近。

铅锌矿床定年一直是国内外地学界的难题 ,

即使是世界上研究程度最高的 MVT 矿床也是如

此[ 17] ,其主要原因是铅锌矿床中一般缺少可直接

用于同位素定年的矿物[ 17 ,18] 。Symons 等[ 19 ,20]曾

利用古地磁法确定了 MVT 矿床的成矿时代 ,但由

于理论上不完善 ,在古地磁极解释上存在不确定

性 ,其结果难以令人信服 。随着测试技术的提高 ,

Changkakoti 等[ 21] 、Nakai 等[ 18 ,22] 、Brannon 等[ 23] 、

Christensen等[ 24 ,25]相继在 Nature等高级别刊物上

发表了一批直接测定铅锌矿床中硫化物(主要是

闪锌矿)或其中流体包裹体 Rb-Sr 等时线年龄。

刘建明等[ 26]认为 ,由于样品处理过程中很难排除

次生包裹体的影响 ,直接测定的硫化物中流体包

裹体 Rb-Sr等时线年龄可能会存在多解性;单一

硫化物 Rb/Sr比值变化不明显 ,很难构筑一条等

时线 ,用矿物组合来测定 Rb-Sr 等时线年龄可能

更好 。

Sm 、Nd同为稀土元素(REE),稳定性好 ,变化

同步 ,不易受改造 ,母体衰变形成的子体容易在矿

物的晶格中保存下来 ,所以 Sm-Nd定年法是一种

较为理想的定年方法 。许多学者已成功利用萤

石 、白钨矿和电气石等含 Ca矿物对相关矿床进行

了Sm-Nd等时线定年[ 27～ 31] 。方解石是许多矿床

中常见的脉石矿物 ,研究表明 ,REE进入方解石晶

格 ,除非晶体溶解 ,其它过程不可能破坏方解石稀

土配分模式这个地质记录密码[ 32] ,因此 ,这种矿

物具有Sm-Nd等时线定年的潜力。Peng 等[ 33]成

功地利用 LREE亏损型热液方解石对湘中锡矿山

锑矿床进行了 Sm-Nd等时线定年。方解石是会

泽铅锌矿床原生矿石中最主要的脉石矿物 ,黄智

龙等[ 34]的研究表明 , 不同产状方解石为同源产

物 ,其 REE含量变化范围宽 ,Sm/Nd比值变化大 ,

为Sm-Nd同位素定年创造了条件 ,笔者(未发表

资料)利用方解石的 Sm-Nd等时线获得会泽超大

型铅锌矿床Ⅵ 号矿体和Ⅰ号矿体的成矿时代分别

为(227±18)Ma和(225±41)Ma ,可见与峨眉山玄

武岩成岩时代 218 ～ 256 Ma[ 12 ,35 ,36]基本一致 ,但

该成矿年龄数据还有待更多地质和年代学资料的

支持 。

2　成矿物质和成矿流体

　　由于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赋存于下石炭统摆

佐组白云岩中 ,区域上有大面积峨眉山玄武岩分

布 ,较多学者认为成矿物质由碳酸盐地层和玄武

岩提供[ 1 ,6 ,8 , 10] ,但也有不同的认识 ,如李连举[ 37]

提出上震旦统 、下寒武统 、中上泥盆统和石炭系地

层是区域重要的矿源层;胡耀国[ 38]则认为成矿物

质主要来源于区域前寒纪基底(如昆阳群等);

Zhou等[ 8]根据铅锌等成矿物质的背景含量 、Pb和

Sr同位素组成认为成矿物质主要由早震旦纪火

山岩提供;李文博等[ 39]的研究发现 ,会泽铅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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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矿区外围各时代碳酸盐地层 Pb 、Zn 、Ge 、Ga 、Cd

和 In等成矿元素的含量明显低于克拉克值 ,也低

于中国东部碳酸盐上述元素的平值含量 ,结合各

时代碳酸盐地层普遍有重结晶特征 ,暗示其中成

矿元素有明显被迁移现象 ,表明成矿物质可能由

各时代的碳酸盐地层提供;铅同位素组成研究[ 16]

也证实 ,碳酸盐地层 、峨眉山玄武岩 、基底地层均

可能提供成矿物质 。上述均表明 ,会泽超大型铅

锌矿床成矿物质具有“多来源”特征 。

由于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不同稳定同位素组

成示踪出不同成矿流体来源 ,有关成矿流体来源

更是众说纷纭 。柳贺昌等[ 1] 、韩润生等[ 8]和李文

博等
[ 40]
测得原生矿石中矿石矿物的δ

34
S 值主要

在11‰～ 17‰,表明硫来源于海水硫酸盐的还

原 ,区域上多个时代的碳酸盐地层中含有重晶石 、

石膏等硫酸盐矿物 ,且其硫同位素组成(δ34S 13‰

～ 17‰)与矿石相近 ,证实成矿流体中的硫主要来

源于碳酸盐地层;原生矿石中脉石矿物方解石的

δ13CPDB值和δ18OSMOW值分别为-2.1‰～-3.5‰(均

值-2.8‰)和+16.7‰～ +18.6‰(均值 17.7‰),

在δ13CPDB-δ
18OSMOW图上集中于岩浆碳酸岩与海相

碳酸盐岩之间的狭小范围内 ,Huang 等[ 41]据此认

为矿床成矿流体为壳-幔混合流体 ,其中壳源组分

可能主要由矿区(或区域)碳酸盐地层提供 ,而幔

源组分则可能与区域大面积峨眉山玄武岩岩浆活

动过程中的去气作用有关;原生矿石中脉石矿物

方解石流体包裹体的δDH
2
O值和δ18OH

2
O值分别为

-55.8‰～-75‰和 6.44‰～ 8.04‰[ 1] ,在岩浆水

H 、O同位素组成范围之内 ,表明成矿流体中的

H2O主要来自深部;黄智龙等[ 34 , 1] 通过对原生矿

石中脉石矿物方解石和控矿断裂带中方解石 REE

地球化学研究也证实 ,矿床成矿流体是一种壳-幔

混合流体 ,伴随峨眉山玄武岩岩浆活动过程中去

气作用(包括地幔去气作用和岩浆去气作用)形成

的流体参与了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的成矿作用。

这些资料均表明 ,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成矿流体

具有“多来源”特征。

虽然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现已探明的 Ⅰ号 、

Ⅵ号 、Ⅷ号和Ⅹ号原生矿体出露于不同标高(分别

为1751m 、1631 m 、1571 m、1451 m),但其矿物组合

相似(矿石矿物为方铅矿 、闪锌矿和黄铁矿 ,脉石

矿物为方解石)。笔者(未发表资料)测得 Ⅵ 号和

Ⅰ号矿体的方解石 Sm-Nd等时线年龄一致 ,分别

为(227±18)Ma和(225±41)Ma 。不同矿体的 Pb 、

S 、C 、O 同位素组成不具明显的区别 ,且各自具有

较小的变化范围 。这些特征均表明 ,矿床为均一

化成矿流体同期成矿作用的产物 。管士平等
[ 15]

也指出 ,康滇地轴东缘分布于不同层位的铅锌矿

床为同一体系一次性成矿作用的产物。会泽超大

型铅锌矿床 S 同位素组成存在 δ
34
S黄铁矿 >

δ34S闪锌矿>δ34S方铅矿
[ 40] ,表明成矿过程中硫已达到

平衡;C 、O同位素组成显示成矿流体为壳-幔混合

流体 ,但其δ13CPDB值和 δ18OSMOW值相对稳定
[ 41] ,

均表明矿床成矿流体存在均一化过程 。Zhou

等[ 9]也认为该矿床 Pb 同位素组成不具明显的变

化为成矿流体存在均一化的结果。

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以及川 —滇 —黔铅锌

多金属成矿域)成矿物质和成矿流体具有“多源

性” ,区域碳酸盐地层中成矿元素含有贫化现象 ,

成矿流体存在均一化过程等特征均表明区域大规

模流体运移在该区铅锌成矿过程中具有重要意

义。王奖臻等[ 42]也认为大规律流体运移与川—

滇—黔铅锌多金属成矿域成矿具有密切联系 。大

规模流体运移与区域成矿的关系已成为当前矿床

成因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和热点之一。Fyfe

等
[ 43]
首先注意到地壳中大规模流体运移与成矿

的关系 。Bethke[ 44] 、Duane等[ 45] 、Viets等[ 46] 、Dem-

ing[ 47] 、Garven等[ 48] 、Johnson[ 49]等利用大规模流体

运移成功的解释了MVT铅锌矿床的成因 ,这些研

究成果表明 ,碰撞造山带是产生大规模流体运移

最为有利的地区 ,而造山带一侧的盆地则是大规

模流体运移 、混合和成矿的有利场所 ,成矿物质来

源 、包裹体 、稳定同位素组成 、铅同位素组成 ,以及

流体物理特征是示踪大规模流体运移和混合的有

利手段;马东升
[ 50]
认为 ,地壳中主要存在三大流

动系统 ,即重力 、浮力和应力驱动系统 ,各种流动

系统在具备成矿物质来源和沉淀机制的条件下均

能形成矿床。马东升
[ 50]
还指出了大规模流体运

移与成矿关系的研究方向 ,认为国内外在该领域

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有关典型成矿区带的区

域古流体场地球化学背景资料 、变化规律与成矿

关系的综合研究至今还属空白 ,宜结合我国特色

矿床和急需矿床 ,选择基础程度较高 、成矿现象典

型丰富的地区 ,进行大规模流体运移与成矿关系

研究 。本文认为川—滇—黔铅锌多金属成矿域是

研究大规模流体运移与成矿关系较为理想的地

区 ,以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为突破口可望在该领

域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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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峨眉山玄武岩与成矿的关系

　　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以及川 —滇 —黔铅锌

多金属成矿域的众多矿床)的外围有大面积峨眉

山玄武岩出露 ,对峨眉山玄武岩岩浆活动与成矿

的关系 ,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认识 。廖文[ 6] 、陈

进[ 8] 、柳贺昌[ 1]和韩润生等[ 10]认为峨眉山玄武岩

在成矿过程中提供成矿物质;张云湘等
[ 11]

、胡耀

国[ 38]认为峨眉山玄武岩在成矿过程中主要起提

供热动力作用;李文博等[ 39]的分析结果显示 ,峨

眉山玄武岩成矿元素背景含量明显高于各时代碳

酸盐地层的含量 ,但不同地区峨眉山玄武岩成矿

元素含量相对稳定 ,且与中国东部以及国外玄武

岩成矿元素含量不具明显变化 ,表明这种岩石在

成矿过程中提供大量成矿物质的可能性较小 。

柳贺昌[ 51]从“峨眉山玄武岩含有铅锌等金属

元素和铅锌等矿物” ,“在峨眉山玄武岩 、玄武质凝

灰岩 、玄武角砾岩中 ,多处有铜 、黄铁矿 、锑 、金矿 ,

个别的有铁矿” ,“峨眉山玄武岩的展布范围 ,与铅

锌矿的水平分布基本重合 ,铅锌矿的垂向分布则

受前者的限制” , “峨眉山玄武岩等厚度线图与铅

锌矿间保持明显的关系”和“与峨眉山玄武岩相当

的侵入相辉绿岩岩带和所在区内主要铅锌构造成

矿带间保持一定关系 ,被侵入的围岩有蚀变 、矿

化”等方面论述了峨眉山玄武岩与铅锌成矿的关

系。黄智龙等[ 16]也认为峨眉山玄武岩岩浆活动

与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在内的川—滇—黔铅锌金

属成矿域的成矿存在密切的成因联系 ,主要表现

在会泽超大型铅锌矿成矿时代与峨眉山玄武岩成

岩时代相近 ,峨眉山玄武岩具有提供成矿物质的

潜力 ,伴随峨眉山玄武岩岩浆活动过程中去气作

用形成的流体参与了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以及

川—滇—黔铅锌多金属成矿域)的成矿作用 ,峨眉

山玄武岩岩浆活动在成矿过程中提供了热动力。

地幔柱-热点成矿作用是当今矿床学研究的

又一前沿课题之一。李红阳等[ 52]和牛树银等[ 53]

指出 ,地幔柱-热点活动可形成有利于成矿的“成

矿物质大规模聚集的成矿物质场” 、“驱动壳/幔成

矿物质的热-化学交换和流体输导运移的成矿能

量场”和“矿质迁移和沉淀的成矿空间场” ,因而从

根本上控制了“大矿集中区”的发育;王登红[ 54]在

评述地幔柱-热点成矿作用中强调 ,地幔柱-热点

可能影响到各种环境的矿床和地球演化各个阶段

的成矿作用;刘丛强等[ 55]例举了大量实例说明伴

随地幔柱活动的岩浆作用过程中的地幔去气和岩

浆去气作用形成的流体参与了成矿作用 。国外较

早开展地幔柱-热点成矿作用研究 , Sawkins[ 56] 、

Mitchell等[ 57]和 Piragno[ 58]分别总结了该领域的研

究成果 ,发现自然界许多金属 、非金属矿床成矿都

与地幔柱-热点活动有密切联系。国内对该领域

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李红阳等[ 52] 、牛树银等[ 53]对

华北地台金银多金属矿床地幔柱-热点成矿作用

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侯增谦等[ 59]论述了三江特

提斯成矿域幔柱构造与成矿系统。峨眉玄武岩是

我国较为典型地幔柱活动产物[ 60～ 63] ,谢家荣[ 3]

在 1960年代就注意到西面大面积峨眉山玄武岩

岩浆活动与成矿具有内在联系 ,但由于在这类岩

石中没有找到像样的矿床而一直未被矿床学家所

重视 ,到 1990 年代随着地幔柱-热点成矿作用研

究的不断深入 ,峨眉山玄武岩岩浆活动与成矿关

系才逐渐被我国矿床学家所关注 ,侯增谦等[ 59]已

将三江地区金属矿床与幔柱构造对应起来 ,将赋

存于碳酸盐地层的铅锌银矿床(包括会泽超大型

铅锌矿床在内的川—滇—黔铅锌金属成矿域的矿

床绝大部分为这种类型)归入热幔柱成矿体系的

地幔柱-热点成矿系统之内 ,其成矿体制为热动力

成矿;王登红
[ 60]
也认为 ,我国西南部包括铅锌矿

床在内的许多金属矿床的大规模成矿作用与地幔

柱活动存在密切联系 。

4　结　语

　　根据现有资料和地球化学研究成果 ,笔者认

为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为“均一化成矿流体贯入

成矿”的产物 ,成矿机制简述为峨眉山玄武岩岩浆

活动引发区域大规模流体运移 ,使膏盐层地层中

的硫还原硫代硫酸和氢硫酸 ,并淋滤各时代地层

(包括基底)中的成矿元素 ,携带成矿元素的流体

运移至成矿流体储库发生混合 、均一化和浓缩形

成高度富集铅锌等成矿元素的成矿流体 ,沿有利

构造贯入成矿 。其主要依据:①矿床明显受构造

控制 ,矿体形态不规则 ,矿体与围岩界线清晰 ,矿

床为一次性成矿 ,矿体本身具有分异现象等均表

明为贯入成矿;②矿区外围各时代碳酸盐地层成

矿元素有贫化现象 ,成矿物质多来源 ,成矿流体多

来源以及Pb 、Sr 、S 、C 、H 、O 同位素组成相对均一

等表明存在大规模流体运移和成矿流体混合 、均

一化过程;③ 原生矿石组成相对简单 ,铅锌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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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伴生有用元素多等表明成矿流体存在浓缩过

程;④ 成矿时代与峨眉山玄武岩成岩时代相近 ,

成矿流体(和成矿物质)具有幔源信息以及成矿动

力来源等表明成矿与峨眉山玄武岩活动有密切的

成因联系 。虽然该成矿机制能较好的解释会泽铅

锌矿的成因 ,但还有待大量地质 、地球化学研究工

作以及成岩成矿实验来补充和完善 。

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品位极富 ,伴生有用元

素多 ,规模大 ,具有极其特殊的成矿环境 ,矿石本

身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 ,加之川 —滇 —黔铅锌多

金属成矿域有众多与该矿床成矿地质背景相似的

矿床(点),深入探讨这类矿床的成矿条件和成矿

机制 ,总结其成矿规律 ,建立其成矿模式 ,揭示地

幔柱-热点活动 、大规模流体运移与成矿的耦合关

系 ,不仅对丰富现代成矿理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

而且对指导富铅锌矿床的找矿 ,提高生产部门的

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致谢:野外工作得到会泽铅锌矿领导的大力支持 , 参加野

外工作的还有昆明理工大学李元副教授 、马德云博士 、马

更生工程师和会泽铅锌矿地质科高德荣高级工程师 、吴

代城工程师 、赵德顺工程师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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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PROBLEMS INVOLVED IN GENETIC STUDIESON HUIZE

SUPERLARGE Pb-Zn DEPOSIT , YUNNAN PROVINCE

HUANG Zhi-long1 , LI Wen-bo1 , 2 , HAN Run-sheng3 , CHEN Jin4

(1.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Guiyang 550002 , China;

2.Graduate School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039, China ;

3.Kunming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Kunming 650093 , China;

4.Huize Giant Zinc-Lead Deposit of Yunnan Province , Huize 654211 , China)

Abstract:The Huize superlarge zinc-lead deposit ,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Sichuan-Yunnan-Guizhou Zn-Pb

polymetallic mineralization zone , may be a new type of Zn-Pb deposit.This type of Zn-Pb deposits is famous for their large

scale , high grade and many associated trace elements.These characteristics imply that they may form in a special setting.

In this paper , based on themetallogenetic age , the source of basemetals and ore-forming flui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meishan basalt and mineralization , we summarized the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the Huize superlarge Zn-Pb deposit.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age of this deposit is close to that of the Emeishan basalt that is distributed in Southwest China.

The base metals and ore-forming fluid have several sources , which were completely mixed during leaching , migration and

precipitation processes.Large-scale fluid migration in this are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Zn-Pb mineralization.Zn-Pb

mineralization in this area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Emeishan basalt magmatic activities.When homogenous fluid migrated

on a large scale in host carbonate rocks , Zn-Pb ores were precipitated.

Key words:metallogenetic epoch;source of base metals and ore-forming fluid;relationship between Emeishan basalt and

mineralization;Huize superlarge Zn-Pb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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