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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汞铅锌矿是湖南凤凰地区的优势矿种( 介绍了该区汞铅锌矿的地质特征及类型"结合实际地质资料"综合

分析了该区构造控矿因素"初步提出了该区汞铅锌矿的构造控矿规律! 区内汞铅锌矿床成因类型主要有层控叠

加%沉积改造&型矿床和断层破碎带低温热液充填型脉状矿床) 导矿构造为((>向和(>向区域性大断裂,,,保

靖,铜仁断裂) 控矿构造为((>向和(>向背斜核部及两翼"以及背斜与向斜转折部位) 容矿构造为(Z向小断

裂'容矿层中节理裂隙'层间裂隙及破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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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湖南凤凰地区汞铅锌矿勘探及开采历史悠久"

前人对该区的地质特征'成矿条件进行过研究"并

取得了大量成果#+ :+2$

"但对该区成矿规律的研究"

尤其对构造与成矿关系的研究较少( 近年来"在

*湖南省花垣,凤凰地区矿产调查+'*中国矿产地

质与区域成矿规律综合研究+等项目实施中"笔者

通过研究该区具有代表性的汞铅锌矿资料"结合长

期野外找矿实践及近期野外调研"对该区构造与汞

铅锌矿的成矿关系有了新认识"现分述于下(

+"区域构造及矿田分布特征

凤凰地区茶田汞矿田'猴子坪汞矿田位于湘黔

汞矿带北段"西部边界为区域性大断裂保靖,铜仁

断裂( 该断裂为雪峰期'加里东期的同沉积断裂"形

成了*北西高'南东低+的古地势"控制了震旦系'寒

武系的分布"是区域汞铅锌矿床的重要控矿断裂"该

断裂带东侧为一系列(>向汞铅锌矿田%图 +&(

图 !"湘黔汞矿带地质矿产简图$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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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运动与典型矿床地质特征

凤凰地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扬子陆块南部被

动陆缘褶冲带#+$

"主要经历了雪峰运动'加里东运

动'印支运动'燕山运动及喜山运动等多期次构造

运动( 不同时期的构造运动在区内留下了变形程

度'方式和特征各异的构造形迹#) :3$

(

该区主体构造定型于印支期"以开阔型线状褶

皱%侏罗山式褶皱&为特征( 区内主压应力为(Z:

K>向"在挤压应力场作用下"形成了 (>向褶皱(

边界条件的差异使 (>向逆断层成生"近 >Z向压

扭性断层初具雏形"((>向断层在先存同沉积断层

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定型为主体构造格架(

燕山期以盆岭构造的成生演化为特征"红层盆

地边缘发育(>向高角度伸展断裂"为区内破碎带

型铅锌矿床的控矿断裂) 喜山期地壳运动以垂向

为主"表现为整体抬升"各地块之间不均衡隆升"形

成了丘陵及山地( 根据变形特征与构造样式差异"

将研究区划分为如下 ) 个构造变形区%图 )&!

%+&中部与西部地区( 褶皱形态清晰"规模大"

连续性好) 断裂相对集中成带"彼此穿插与叠置交

织成网"并相互限制与改造(

%)&中部与东部地区( 区域上属于沅麻盆地南

西边缘"地层产状总体平缓"构造变形简单"除局部

地段可见短轴褶皱变形外"其他地区主要是断裂构

造变形"并以正断层为主"其中一些同沉积断裂由

于差异升降形成了小型地堑'地垒构造组合(

+'白垩系) )'南华系,奥陶系) 3'青白口系) !'背斜轴迹) ;'向斜轴迹) #'实测 + 推测断层) ,'逆断层及产状)

4'正断层及产状) 2'平移断层) +*'角度不整合界线) ++'褶皱编号) +)'断层编号

&

'凤凰,云场坪构造变形区)

(

'官庄,锦和构造变形区

图 >"湖南凤凰地区地质构造纲要图$!%

#$%&>"E01-$+(/21*()/+51.0)1$/+$+#(+%*0,+% ,.(, /2S0+,+

#!$

""依据地层间的角度不整合面"认为区内典型变

形样式或形迹主要为各构造变形的叠加'归并'包

容'切割关系"构造变形与寄生岩的相关性"区域应

力场的骤然变更等"构造变形序列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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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研究区构造变形序列

',:&!"'()1/+$)3(2/.4,1$/+5(O0(+)(/21*(51037 ,.(,

时代 变形序列 主要构造形迹 构造旋回 岩浆活动 变质作用 构造体制

新生代d

-

,

断块升降"形成第四系阶地 喜山旋回 差异性隆升

中生代`

-

#

红层盆地内外高角度正断层组合'((Z向

挠曲构造

-

;

先存%基底&(>向断层活化"红层盆地中心

向西迁移( 近>Z向张扭性断层定型"红盆

内((>向短轴褶皱及同向斜冲断层成生

-

!

先存(>向断层张性活化( (>向控盆断层

及盆内基底断层伸展活动"白垩纪红层盆地

形成

燕山旋回
热液流体活

动'蚀变

挤压后伸展

(ZZ,K>>向

挤压

(Z,K> 向 伸

展

晚古生代<:-

-

3

(>5((>向开阔,宽缓型褶皱'(>向逆断

层'>Z向压扭性断层形成( ((>向主干断

裂活化并定型

印支旋回

%无沉积&

热液流体活

动'蚀变

(Z,K> 向 不

共轴向挤压

早古生代 K :

-

)

麻栗场断裂'铜仁,乌巢河等区域性 ((>

向断裂形成"表现为同沉积断裂的形式"塑

造了*北西高'南东低+的古地势"控制中晚

寒武世的岩相古地理环境

加里东"

旋回""

极低级变质

作用

块段掀斜与差

异性隆升

新元古代

\:dM

-

+

区域性((>向断裂初步成生"表现为同沉

积断裂形式
雪峰旋回

成岩压实

作用
块段掀斜

""凤凰地区位于湘西鄂西成矿带南段'松桃,丹

寨汞矿带中段"是湘西鄂西成矿带重要找矿远景区

之一( 汞铅锌矿是该区优势矿种"区内汞铅锌矿床

成因类型主要有层控叠加%沉积改造&型矿床和断

层破碎带低温热液充填型脉状矿床( 区内典型矿

床茶田汞矿床共划分出 ; 个矿段#!$

"各矿段矿体数

目'品位及储量等如表 ) 所示(

表 >"茶田汞矿各矿段含矿体个数'品位及储量统计

',:&>"C1,1$51$)5/21*(+04:(." %.,3(,+3.(5(.6(5/21*(

/.(:/3$(5$+1*(=*,1$,+4(.)0.7 /.(

矿段名称
含矿"

体5个

平均""

品位5S

储量5V

主要"

含矿"

体5个

主要含矿

体储量5V

乱岩塘,亭子关 : : ) *** : :

白崖壁"""" , *'+! Q*')# ) *,+ ! + 2#4

头坡脑"""" +2 *'3! 3 !)* + ) 4);

茶树喇"""" # *'+4 #2* ) ;+3

李家坡"""" , *'*4 #, :" :"

""剖面上矿体呈扁平透镜体状"平面上矿体呈不

规则状( 在白崖壁'头坡脑'茶树喇 3 个矿段共探

明 3) 个矿体"其中特大型矿体 ) 个'大型矿体 !

个'中型矿体 3 个"其他均为小型矿体(

矿体均分布于
)

$

3 :)中( 单个含矿体产状多

以m+*n的倾角整合于容矿层内"长轴沿 3+*n方向

延伸( 一般以
)

$

3 :)顶界为零向下计算"产于 * Q

)* ?内的矿体称为上部位矿"产于 )* Q!* ?内的

称为中部位矿"产于 !* ?以下的称为下部位矿(

据统计"特大型和大型矿体均为下,中部位矿"而

下部位的矿占整个矿床总储量的 4*S以上(

矿体的密集分布地段与 (Z向
'

级复背斜的

空间位置一致"汞矿体主要沿背斜轴部附近分

布#!$

( 具体控矿空间为容矿层中的层间角砾化带

和层间破碎带"前者被含矿脉石紧密胶结"后者被

含矿脉石穿插形成网脉状(

容矿层的岩石蚀变主要有硅化'白云石化'沥

青化'闪锌矿化'黄铁矿化'褪色化'碳化"其次有弱

重晶石化'弱雄黄矿化'弱滑石化( 茶田矿区矿石

矿物成分见表 3(

表 B"茶田矿区矿物成分表$H%

',:&B"X$+(.,-)/48/5$1$/+$+1*(=*,1$,+4$+$+% ,.(,

#H$

类别名称 主要矿物 次要矿物 少见矿物

矿石矿物
辰砂'闪锌

矿'黄铁矿

锌黑辰砂'辉锑

矿'褐铁矿'汞

闪锌矿

雄黄'白铁矿'

硫汞'锑矿'黄

锑华'方铅矿

脉石矿物 白云石'石英
沥青 石' 方 解

石'重晶石

萤石'滑石'黏

土矿物

""矿物共生组合有!

!

白云石'石英'黄铁矿'闪

锌矿组合)

"

白云石'重晶石'石英'闪锌矿'汞闪

锌矿'黑辰砂'辰砂组合)

#

白云石'石英'沥青'辰

砂'辉锑矿'硫汞锑矿组合)

$

白云石'沥青'辰砂'

萤石'雄黄组合(

矿石结构主要有自形粒状结构'它形粒状镶嵌

结构'交代溶蚀结构和包含结构) 矿石构造有角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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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构造'斑块状构造'浸染状构造'晶硐状构造'细脉

状构造'晕圈状构造和皮膜状构造等( 这些结构类

型在同一矿体中往往同时出现"相互间呈过渡关系(

矿石类型分为角砾状闪锌矿石%图 3&'角砾状

汞矿石'斑脉浸染状汞矿石'交代石英岩型汞矿石'

角砾状汞锑矿石'角砾状汞锌矿石'晶洞状汞矿石'

细脉状汞矿石'角砾状闪锌矿矿石以及胶状闪锌矿

矿石等(

图 B"角砾状闪锌矿矿石

#$%&B"L*/1/(55*/<$+% :.())$2/.4T$+)/.(

3"构造与成矿的关系

B'!"成矿物质来源及成矿作用

汞及铅锌源!

!

来自深部上地幔,下地壳)

"

来自地壳拉张裂陷发育时期的地层%青白口系,下

寒武统&( 区内矿床的壳源成矿物质主要为石牌洞

组以下的一套厚度可观的*矿源岩系+( 汞及铅锌

元素在该套地层中的原始积聚"是该区汞铅锌矿床

形成的先决条件之一#;$

(

硫源! 该区铅锌矿床的硫主要来自震旦,寒

武纪的古海水硫酸盐%表 !&(

表 H"硫同位素分析结果$H%

',:&H"C0-20.$5/1/8(,+,-75$5.(50-1

#H$

样号 测定对象
测定结果

)

K

3!

%o& K

3)

5K

3!

采样地点

%凤凰茶田矿区&

硫 + 辰砂" ))'44 )+',)3 茶树喇矿段HHH号矿体

硫 4 辰砂" )!'+2 )+'#2; 白崖壁矿段

硫 +* 闪锌矿 )*'!2 )+',,; 茶树喇矿段HHH号矿体

""油气源! 油气的氧化分解残留物广泛分布在

区内碳酸盐岩地层及铅锌矿床中"表明其来自沉积

盆地"与区内沉积环境具有密切的成因联系(

成矿流体在造山运动构造压力及热力等动力

驱动下"通过深断裂及各级导矿系统以扩散 :渗透

的方式向上运移##$

( 由于导矿系统常具有张性性

质"断裂和裂隙的张开度大"尤其主干断裂破碎带

宽阔"含水空间大"导水能力强"所以成矿流体的流

动渠道畅通"供给周期短"携带和沉淀成矿物质的

能力增大"可不断输往矿质沉淀成矿的场所(

B'>"构造控矿

川黔湘汞成矿区"构造对汞矿的控制可划分为

# 个级别! 成矿区受我国新华夏构造第三隆起带南

段控制) 汞矿构造域受主导性构造体系控制) 汞矿

带受构造域内大背斜或复背斜控制) 汞矿田受不

同体系构造正向叠加部位控制) 汞矿床受次一级

背斜或断裂控制) 汞矿体受小褶皱的有利部位或

断裂有利部位"或褶皱断裂的组合部位控制#,$

(

地质构造对内生热液型矿产具有主导作用(

热液脉状铅锌铜矿主要与 (>向断裂密切相关"矿

脉多沿断层破裂面或其派生裂隙产出"且多产于背

斜核部或盆地构造的内外边缘地带"尤以盆地的边

缘矿化较富集( 层状汞铅锌矿均产于背斜与向斜

过渡部位或向斜中"充填交代型铅锌矿则产于复背

斜之倾伏端%如桐木董&"矿化较富集(

区内汞铅锌矿的导矿构造为 ((>向和 (>向

区域性大断裂,,,凤凰,张家界断裂"配矿构造为

((>东向和(>向背斜核部及两翼以及背斜与向

斜的转折部位"容矿构造为 (Z向小断裂'容矿层

中节理裂隙'层间裂隙及破碎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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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断裂带控矿

湘黔深断裂带从研究区西侧通过"主断裂在松

桃附近"断裂切穿地壳"深达岩石圈底部"断裂带倾

向 K>"倾角 ;;n( 断裂带东侧软流圈抬升"莫霍面

深约 !* R?"西侧软流圈下降"莫霍面深约 !; R?"

东西落差约 ; R?( 该断裂控制了湘西北地区中,

晚寒武世的岩相古地理环境#4$

( 断裂西侧寒武系

中上统为湖相白云岩及台地浅滩相灰岩沉积"东

侧为台缘斜坡,台盆相泥质碳酸盐岩沉积( 研究

区古地势北西高'南东低"依次为台地相区'台缘斜

相区和盆地相区(

湘黔汞矿带受大型压扭性旋扭构造系统控制"

在矿床产出定位中"构造具有主导作用( 岩相控矿

主要表现为岩性或岩性组合的差异"在构造应力作

用下"在能干层中产生构造裂隙系统"为含矿流体

提供容矿空间( 在旋扭构造系统中"(>向断裂带

控制了汞矿带内各矿田的展布"而由 (>向断裂带

派生的次级张扭性断裂'裂隙带控制单个矿体或矿

床的产出和定位( 特大型和大型汞矿床大多产于

旋扭构造的强应力区和中应力区内(

研究区汞铅锌矿田均产于湘黔深断裂带东侧"

呈(>向布列"大致呈雁行状产出%图 +&( 研究区

内((>向断裂"如c

+

%麻栗场断裂南段&'c

)

'c

!

%乌

巢河断裂&等"是汞%铅锌&矿带的一级控矿构造"

为含矿热液提供上升通道"为重要的导矿构造) (>

向断裂为控制矿田的二级构造"具有导矿与储矿作

用) (>向断裂两侧派生的小断裂和波状复式倾伏

背斜"是控制矿化体%矿床&的三级构造"为矿床的

富集提供空间( ((>向断裂与 (>向构造的复合

部位是汞'铅锌矿液聚集的成矿有利部位(

湘黔深断裂带东部边界保靖,铜仁断裂%图

+&"东侧作反时针扭动"为右行平移逆冲性质#2$

(

汞矿田均产于保靖,铜仁断裂带上盘"地表矿出露

距断裂带均不超过 # R?"其外仅有少量矿点分布"

可见汞矿的形成与保靖,铜仁断裂具有成因联系(

以保靖,铜仁断裂为主体的 ((>向构造控制了汞

矿带的分布"使湘黔汞矿带沿断裂东侧向 ((>向

延伸( 而(>向断层呈左阶排列"据朱战军等#+*$模

拟实验结果"雁列断层呈左阶排列"平行断层方向

的剪应力为右型"称为 GY型雁列构造"这一实验

结果与研究区野外观察到的 (>向断层为右型一

致(

3')')"矿田构造控矿

汞矿带内各矿田的展布与 (>向断裂密切相

关"均处于二者的复合部位( 由北向南"猴子坪断

裂带,酒店塘断裂带分别控制了猴子坪矿田'茶田

大硐喇矿田'岩屋坪万山矿田和酒店塘矿田的产

出( 各矿田大致呈左阶雁行排列%图 +&(

凤凰茶田矿田产于寒武系熬溪组盆地边缘斜

坡相带"((>向保%靖&,铜%仁&,玉%屏&大断裂

是控制铜凤汞矿带的构造因素#!$

( 该矿田主要由

麻栗场断裂南段'乌巢河断裂和凤凰复背斜及一系

列
(

级褶皱构成矿田的构造格架%图 !&( 矿田内

(

级褶皱为一系列(Z向波状褶皱"自南向北沿乌

巢河断层东侧呈右行斜列式分布"间距大致相等"

间距 ) Q3 R?"一般长 ! Q, R?"宽 ) Q3 R?( (Z

向褶皱控制了矿田汞锌矿化带的展布"控矿机理主

要为促使储矿层形成更多容矿空间( 轴部及近轴

两翼等软弱部位由于应力相对集中"往往形成层间

虚脱"岩石破碎"小断层及节理裂隙发育"从而形成

富矿体( 除区域性*麻栗场+和*乌巢河+) 条主干

导矿断裂外"矿田内 (>向断裂发育"均具有*先张

后压扭+) 期以上活动的特点"有利于矿化富集"为

导矿构造( 区内仅有数条小型 (>>向断裂和 (Z

向断裂"在容矿层中发育密集程度不同的(Z向张

扭性裂隙和*层间+破碎带"一般不穿过盖层( 容矿

层中还发育层间破碎角砾化带"常与背斜轴吻合(

以上 ) 种构造是汞矿的容矿空间(

茶田矿田内矿化分带明显"由西向东依次为汞

锌矿带和铅锌矿带"说明深断裂带的远近导致控矿

作用发生明显差异( 汞锌矿带位于矿田西侧"赋矿

层位为中寒武世敖溪组上段细,粉晶白云岩中的

似层状层间破碎角砾岩化'网状方解石细脉化蚀变

体"并严格受其控制( 铅锌矿带位于矿田中部及东

侧"赋矿层位为中寒武世敖溪组上段细,粉晶白云

岩和早寒武世清虚洞组灰岩(

(>向断裂带两侧派生的 (Z向张扭性断裂'

裂隙控制汞矿体或矿床的定位%图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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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垩系) )'寒武系上统) 3'寒武系中统) !'寒武系下统) ;'震旦系) #'青白口系) ,'地质界线) 4'断层) 2'背斜轴线) +*'向斜轴线

图 H"凤凰汞铅锌矿田构造纲要图$!%

#$%&H"E01-$+(/24(.)0.7 K-(,3KT$+)/.(2$(-351.0)10.($+#(+%*0,+% ,.(,

#!$

""该组张扭性裂隙的扭动导致矿田单个矿体走

向发生变化"如猴子坪矿田矿体走向为 3+*nQ33*n"

即矿体走向由南向北产生了顺时针扭动%图 ;&(

+'中寒武世敖溪组) )'中寒武世花桥组) 3'断层和背斜) !'汞矿体

图 R"猴子坪汞矿床地质矿产简图$W%

#$%&R"F(/-/%$),-,+34$+(.,-.(5/0.)(55G(1)*

""""" /2S/0T$8$+% 4(.)0.7 3(8/5$1

#W$

3')'3"伸展断裂控矿

沅麻盆地西南缘石羊哨一带"发育一系列 (>

向张性伸展断裂 c

!+

'c

!)

和 c

!3

"其倾角均在 ,*n以

上"具张性正滑特征"断裂带内张性节理密集发育"

伴随褪色蚀变和重晶石化"次级断裂中有温泉涌

出( 该断裂带为燕山期伸展剥离作用的产物"由于

伸展作用导致地壳变薄"地幔上隆"地热流活跃"有

利于成矿热液向上迁移( 当伸展断层切割不整合

面时"白垩纪石门组底砾岩性脆"裂隙发育"热液作

用使铅锌矿化进一步富集#+)$

(

3')'!"断裂与褶皱的复合控矿

燕山期构造体系是层控汞矿的重要控矿条件"

层控汞矿床多分布在古陆边缘"特别是江南古陆边

缘"是寻找各类层控汞矿的有利地带( 按构造控矿

机制和汞的气'液成矿特性"在有汞矿化的深断裂

沿线及主次构造的交叉复合处"应对封闭良好的背

斜加强研究"这些部位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矿床

产出位置多位于断裂中上部"并与背斜次级构造分

布有关"一般背斜轴部和两翼的张性或张扭性断裂

带是汞的最佳富集区"背斜倾伏端'翼部的层间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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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和鞍部也常赋存一定工业价值的矿体#+3$

(

断裂与褶皱复合控矿的一般规律为长期活动

的((>向深断裂控制矿带" (Z向
(

级宽缓背斜

控制矿床"(Z向
'

级背斜控制矿体的密集分布

段"而层间角砾化带'层间破碎带及 (Z向裂隙是

汞%含&矿体的具体充填空间(

3')';"褶皱控矿

汞矿体的产出受褶皱控制"褶皱为汞矿矿化富

集提供有利的空间"富矿体通常均产于形态复杂的

*

'

+

级小褶皱内(

3')'#"构造应力场控矿

湖南省构造应力场大致分为 ) 个历史阶段(

武陵运动'雪峰运动至加里东运动"延续至海西运

动为第一阶段"该阶段主压应力场方向为 (Z :

K>"形成一系列弧顶指向 (Z的大型弧形构造和

(>向构造"在大型弧形构造内侧%加里东期&"形成

一系列与大型弧形构造一致的次级弧形构造) 印

支运动'燕山运动'喜山运动至新构造运动%包括现

代构造运动&为第二阶段"该阶段主压应力场方向

为>Z'(>和(Z的剪应力方向"由老至新垂直运

动逐步取代水平运动"出现 K(向构造'>Z向构造

和一系列(>向构造等#+;$

(

研究区矿体形成于应力场叠加'构造出现张性

改造的部位( 断裂的力学性质与成矿有关"发生张

性改造的断裂易形成容矿空间"有利于汞矿富集(

构造应力场控制矿体的形成'展布及规模#+#$

(

B'B"成矿模式及成矿系列

凤凰地区汞锌矿的成矿模式如图 # 所示(

+'层纹状白云岩) )'浊积灰岩) 3'白云岩) !'灰岩) ;'泥质灰岩) #'页岩) ,'黑色含钾页岩%敖溪组下段&) 4'容矿层盖层)

2'层纹:包卷状白云岩) +*'*角砾化+带) ++'汞矿体) +)'褶皱基底) +3'青白口纪冷家溪群) +!'青白口纪板溪群) +;'震旦

系,中寒武统底部) +#'中寒武世敖溪组上段第二岩性段%容矿层&) +,'中'上寒武统) +4'断裂) +2'沉积相带界线

图 D"凤凰地区层控型汞铅锌矿成矿模式

#$%&D"X(1,--/%(+$)4/3(-/251.,1,:/0+34(.)0.7 K-(,3KT$+)3(8/5$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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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要矿源的含矿碎屑岩系是中寒武世

地壳拉张裂陷%裂谷&时期的沉积产物"其主体是青

白口纪晚期,早寒武世牛蹄塘期地层"大气降水成

因的热卤水在循环过程中淋滤并萃取地层中的汞

等金属元素"形成含矿热卤水%矿液&(

%)&在加里东构造活动期"深部汞呈气态沿深

断裂上升至上地壳后"因温度降低转变为液态并加

入向上运移的含矿热卤水中"汞在矿液中主要以氯

络合物的形式搬运(

%3&

+

%%即*黑层+&中形成的油气物质在加里

东构造运动早期沿断裂系统向上运移"途经容矿层

时"少部分滞留在容矿层封闭条件较好地段或岩石

裂隙中"大部分已逸散"仅在途经的岩石裂隙中留

下一些沥青质等碳氢化合物的残余物质(

%!&地层中含 Ki

) :

!

的水溶液被碳酸盐岩中的

沥青质'有机质及容矿层中的 I[

!

还原"产生 [

)

K

气体%还原硫&(

%;&矿液进入环境相对封闭的容矿空间时"溶

液中的汞'锌等氯络合物与还原硫反应生成 [8K'

\BK沉淀而成矿(

依据陈毓川等#+4$

*全国矿床成矿系列+划分方

案"将全省汞矿产资源划分为 + 个系列组%与热卤

水作用有关的矿床成矿系列组合&'+ 个成矿系列

和 + 个亚系列#+4 :)*$

"具体如表 ; 所示(

表 R"汞铅锌矿床成矿系列划分

',:&R"=-,55$2$),1$/+/24(1,--/%(+$)5(.$(5/24(.)0.7 K-(,3KT$+)3(8/5$1

成矿系列组合 成矿系列 成矿亚系列 主要矿床式 含矿地层及岩性 岩浆岩 成矿时代 成因类型

与热卤水作

用有关的矿

床成矿系列

组合

上扬子台褶带沉积岩容

矿的 <M'\B'[8'=8'KM'

=]'萤石'重晶石矿床成

矿系列

湘西北地区震旦系,奥

陶系碳酸盐岩容矿的

<M'\B'[8'=]'萤石'重

晶石矿床成矿亚系列

李梅式'江

家垭式'油

坊式

震旦系,奥陶

系藻灰岩'灰岩

及白云岩

地表无 燕山期
热卤水叠

加改造

!"结论

地质构造对湖南凤凰地区汞铅锌矿的形成具

有主导作用( 地质构造与汞铅锌矿成矿关系研究

对该地区汞铅锌矿找矿具有指导作用"目前凤凰汞

锌矿田取得了较好的找矿成果及社会经济效益(

今后该区深部找矿需进一步加强对地质构造及成

矿规律的研究"改变过去只重视接触带平面横向追

索找矿的思路( 采用新方法'新理论进行综合垂向

找矿"才能进一步扩大既有矿床的找矿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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