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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峰铅锌矿床位于新疆哈密市双井子乡。该矿床主要矿体的产出严格受花岗闪长斑岩外接触带的石榴子石矽卡岩控制,在野外观察、

岩矿鉴定、岩石全分析等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矿区地质特征、矿床特征、主要元素特征,认为玉峰铅锌矿成矿地质体具富硅、高分异特征、

铝不饱和、准铝质到弱过铝质及弧岩浆岩特征。初步建立了玉峰矽卡岩型铅锌矿床“三位一体”找矿预测模型及找矿标志,通过分析认为该区

找矿潜力较大。 

[关键词] 矽卡岩；铅锌矿床；三位一体；预测模型 

 

玉峰铅锌矿是新疆有色704队2019年新发现的一处矽卡岩型矿床,工

作程度较低,前期研究多集中于矿床地质特征方面,对其成矿规律及找矿

预测等的研究很少,本文通过对成矿地质体及矽卡岩带进行了详细的野外

地质观察和室内化学分析测试,初步建立了玉峰矽卡岩型铅锌矿床的“三

位一体”找矿模型,对其成矿远景进行了分析,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区域内矽

卡岩型铅锌矿床成矿规律与找矿预测提供新的资料。 

1 区域地质 

玉峰金矿位于南天山-红柳河缝合带,马庄山弧后盆地内,在地理位置

上位于河西走廊以北,北东与蒙古接壤,南与甘肃邻。区域成矿单元划属卡

瓦布拉克-星星峡Fe-Pb-Zn-Au-Ag-Cu-Ni-Cr矿带。区域地层主要为下元古

界刘家泉岩组、长城系约飞井组、蓟县系沙子井组、泉东山组、石炭系狼

泉组及第四系。该区域分布于沙泉子深大断裂与尖山子深大断裂之间,受

其影响次级构造极为发育,其中北东向构造 为发育,次为近东西向,北西

向断裂再次之。区域岩浆岩活动极为发育,具有长期性、多期次的特点,

较集中在海西期和加里东期,海西期随着地壳运动的活跃,岩浆运动空前

广泛,火山活动持续时间也较长,主要为石炭纪中酸性火山喷发活动和大

规模的中酸性岩侵入,含金石英斑岩多为该时期形成。同时期的花岗侵入

岩以岩基、岩株形式广泛侵入,岩石类型多样,以二长花岗岩 为发育,为

多期次岩浆产物。 

2 矿区地质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晚古生界下石炭统狼泉组,为一套区域变质岩,

局部夹浅变质岩、碳酸盐岩等,岩性主要为变泥质粉砂岩、透辉绿帘角岩、

透闪绿帘角岩夹大理岩。构造以北西向为主,多被后期岩脉充填。岩浆岩

主要为花岗闪长斑岩。矿体主要产于花岗闪长斑岩体南侧接触带的石榴子

石矽卡岩内。 

矽卡岩呈不规则脉状、透镜状及似层状,圈出4条,长100～596m,宽1～

38m,断续出露,产状320°～37°∠60°～75°。岩石呈暗灰色、黄绿色,

粒状变晶结构、班杂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石榴石、方解石、石英,少量

绿帘石、透辉石等。石榴石呈黄绿色,为钙铝榴石,颗粒粗大,粗者粒径大

于5.0mm,正高突起；方解石呈不规则粒状,粗细不均,粒径0.1～1.0mm,颗

粒边界不平直；石英多呈小于0.15mm粒状,颗粒中富含极其细小的包裹体。

透辉石呈短柱状、粒状,粒径多小于0.3mm。绿帘石呈细小柱状、少见。 

矿石矿物以方铅矿和闪锌矿为主。方铅矿呈它形粒状集合体,显微镜

下常见三组解理相交而呈黑三角孔。白铅矿沿颗粒周边或解理缝交代,部

分颗粒可见方铅矿残留；部分颗粒完全被白铅矿替代,局部保留形成交代

假像结构。方铅矿、白铅矿集合体断续相连成细网脉状。闪锌矿呈不规则

粒状,具浅黄色的内反射色,与方铅矿、白铅矿紧密伴生。 

3 “三位一体”模型基本要素 

玉峰铅锌矿体产于花岗闪长斑岩外接触带的石榴子石矽卡岩内,严格

受其控制,矿体呈透镜状、似层状产出,为典型的矽卡岩型矿床。结合前期

工作,对构建该矿床“三位一体”模型的三个主要要素分析如下。 

3.1成矿地质体 

铅锌矿体产于矿区北部花岗闪长斑岩外接触带,据此认为成矿地质体

为花岗闪长斑岩。该岩体地表出露长度约3.7km,宽400～1400m,呈北东走

向的带状,其南接触带北倾。 

灰绿色,变余花岗斑状结构、块状构造,斑晶约占28%,主要为斜长石、

角闪石。其中斜长石呈半自形-自形宽板状,绿帘石化及绢云母化发育,晶

体多混浊不清,不洁净,部分颗粒可见正环带结构；局部多颗粒聚集在一起

形成聚斑结构。角闪石呈较自形,沿颗粒周边或解理、显微裂纹被细小的

黑云母、绿帘石替代,角闪石仍可见残留,原来的轮廓亦保留较完好。基质

约占72%,其矿物成分包括：斜长石45%、石英20%、钾长石10%、角闪石5%、

黑云母10%、绿帘石8%。 

花岗闪长斑岩常量元素中SiO2含量为58.64%～64.29%,全碱(Na2O+K2O)

含量中等(5.86%～6.94%),K2O含量2.43%～3.03%,Al2O3含量为13.94%～

16.05%,TiO2含量0.60%～0.75%,MgO含量较低(2.20%～4.04%)；样品QFX-8

的Mg
#
值为63,其余4件样品Mg

#
值44～49,均为高钾钙碱性系列。同时,TiO2

含量(平均0.68%)低于大陆裂谷碱性玄武岩TiO2平均值(2.2%)和钙碱性岩

系列安山岩平均值(1.16%),与岛弧区钙碱性火山岩(0.58%～0.85%)相似,

并具接近典型岛弧火山岩(Al2O3为13.94%～16.05%)的Al2O3含量(平均

15.50%),显示出弧火山岩特征。 

矽卡岩化花岗闪长斑岩的CIPW计算结果显示,4个样品含石英分子在

14.07%～20.99%；透辉石分子含量不均,其中QFX-7几乎不含透辉石分子

(0.48%),而QFX-8富透辉石分子(17.69%),另外3个样品透辉石分子含量接

近(2.72%～4.93%)；5件样品均含有紫苏辉石分子(6.66%～10.55%)。 

3.2成矿构造及成矿结构面 

(1)成矿构造。受沙泉子断裂影响,次级构造影响,矿区北东向构造控

制岩体、地层展布,北西向控制脉岩走向,同时,少量的矽卡岩直接受北东

向断裂构造及层间构造控制。 

(2)成矿结构面。玉峰铅锌矿成矿结构面为花岗闪长斑岩外侧岩体接

触带,其控制了矽卡岩带赋存位置及形态,矿区目前矽卡岩带控制断续长

大于1000m,其形态呈不规则似层状,走向上随着岩体界线弯曲而变化,倾

向上呈似层状及“U”形,其厚度大的矽卡岩多赋存于岩体转折部位,同时

也是成矿有利部位。 

3.3成矿作用标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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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矿化样式及矿石组构。目前玉峰石榴子石矽卡岩带圈出了4个铅锌

矿体,矿体长44～148m,真厚度1.22～9.81m,矿体形态均为北倾的似层状、

透镜状。矿区的整体矿化以锌为主,Zn平均品位0.56%～5.94%；铅矿化以

共生状态存在,Pb平均品位0.06%～0.85%,且矿化也相对分散一些,多为伴

生银,Ag平均品位可达7.66～23.4g/t。铅锌矿石结构主要为它形粒状结构,

构造以细网脉构造及星点状构造为主。 

(2)矿化期及矿化阶段。根据已有的铅锌矿石及矽卡岩手标本和显微

研究,将本矿床的热液成矿过程划分为5个阶段：A.干矽卡岩阶段,以石榴

子石-透辉石为标志。B．湿矽卡岩阶段,以绿帘石、透闪石为标志。C.氧

化物阶段,以磁铁为标志矿物,少量赤铁矿。D.石英-硫化物阶段,以石英-

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等硫化物细脉为标志,是铅锌矿化发育的主要阶

段。E．碳酸盐阶段,以方解石为标志,基本无矿化。 

(3)成矿物质来源。前文矿床地质的研究已经表明,玉峰铅锌矿具有典

型矽卡岩型矿床的蚀变与矿化特征,因此,其成因类型应属于矽卡岩型矿

床。而已有大量的矽卡岩型铅锌矿床的同位素、元素地球化学研究证明,该

类型矿床的成矿物质与热液来源与深部岩浆作用密切相关。同时,该矿区地

球化学异常显示：铅锌异常主要集中分布于岩体接触带附近及热液蚀变部

位,花岗闪长斑岩体及地层内部异常较弱,这也显示了该矿床为与岩浆有关

的热液成因。综上,本文认为玉峰铅锌矿床的成矿物质应为深部来源。 

4 找矿预测模型及成矿远景 

4.1找矿预测地质模型 

通过对勘探区矽卡岩型矿床成矿地质体、成矿构造与成矿结构面以及

成矿作用特征标志的分析,结合区域矿产地质资料和矽卡岩类型对矿区矽

卡岩型矿床建立找矿模型,见表1。 

表1  玉峰铅锌矿“三位一体”找矿预测地质模型简表 

找矿预测模型要素 主要标志 特征

成矿地质体

岩体形态 岩株

形成时代 石炭世

岩石类型 花岗闪长斑岩

岩石化学 高钾钙碱性系列

矿体空间位置 平面上推测距岩体小于 100米

围岩 角岩、大理岩

成矿构造与

成矿结构面

大地构造 南天山-红柳河缝合带

控矿构造系统 侵入岩体构造系统

成矿结构面类型 接触带界面、层间断裂界面

矿体就位有利部位 侵入体转折端、凸凹处

成矿作用

特征标志

典型矿物组合 闪锌矿、方铅矿、白铅矿、黄铁矿、磁铁矿

蚀变类型 绿帘石化、矽卡岩化、角岩化、绿泥石化

蚀变分带 由岩体向外：绿帘石化→矽卡岩化→角岩化

成矿物质来源 岩浆热液为主  

4.2找矿标志 

基于上述,结合矿区地物化特征,总结研究区的找矿标志如下： 

(1)地层岩石标志：上石炭统狼泉组与中酸性侵入岩接触带上形成的

矽卡岩是有利部位。矽卡岩矿物主要为石榴石、透辉石,其次为绿帘石。 

(2)构造标志：近北向断裂构造、岩体接触带、不同岩性的接触部位

是成矿的有利部位。 

(3)侵入岩标志：华力西期中酸性侵入岩,尤其是偏中性小岩株与成矿

关系密切。矿体主要产于岩枝底部,其次位于大岩体接触带顶部,接触带转

折部位、岩舌型凹陷带内及捕虏体接触带是寻找多金属矿体的有利部位。

尤其是侵入岩和碳酸盐岩地层大角度接触所形成港湾状接触部位(如39、37

勘查线)往往形成厚度大、高品位的矿体。 

(4)矿化标志：地表黄褐色的褐色蚀变带,特别是锌矿物氧化形成的黄

褐色蚀变带是重要的直接找矿标志。局部伴有少量孔雀石化。 

(5)地球物理、化学标志：电阻率异常梯度变化部位往往是矽卡岩赋

存处是找矿的有利部位；Ag、Cu、Bi、Zn、Pb、W组合异常浓集中心区与

矿床(点)的分布吻合性较好。 

4.3成矿远景分析 

(1)根据玉峰铅锌矿床赋存的石榴石矽卡带展布特征来看,矽卡岩带

地表断续出露,严格受岩体接触带控制,矿体均产于其转折端,沿走向及倾

向找矿潜力较大。 

(2)玉峰铅锌矿南西方向为黑虎山矽卡岩型铁铜金矿,二者之间被第

四系覆盖,建议开展物探综合测量工作,与已知矿床进行对比研究,扩大找

矿前景。 

(3)根据矽卡岩型矿床矿化分带及区带附近已存在的矽卡岩型铜金、

钨矿点分析认为,在未完全剥蚀的情况下矿区(或附近)可能存在同类型矿

化线索,值得注意。 

5 结论 

通过对玉峰铅锌矿床各类特征的研究,取得如下认识与结论： 

(1)玉峰铅锌矿床产于花岗闪长斑岩外接触带的石榴石矽卡岩内,严

格受其控制,矿石类型主要为细网脉及星点状矿石。成矿经历了干矽卡岩

阶段、湿矽卡岩阶段、氧化物阶段、石英-硫化物阶段、碳酸盐5个阶段。 

(2)玉峰铅锌矿成矿花岗闪长斑岩体SiO2=58.64%～64.29%,分异指数

(DI)=58.54～67.64,具富硅,高分异特征；Al2O3=13.94%～16.05%,铝不饱

和,A/CNK=0.634～0.961,为准铝质到弱过铝质；TiO2含量平均0.68%,显示

出弧火山岩特征。 

(3)初步建立了玉峰矽卡岩型铅锌矿床“三位一体”找矿模型及找矿

标志,通过分析认为该区找矿潜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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