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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里湾铅锌矿位于华北板块南缘，河南省境内。本文系统总结了该铅锌矿的矿床地质特征及赋矿规律，为以后在该地

区进行矿产勘查提供了新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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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区地质 

1.1 地层 

老里湾矿区出露地层简单，主要为熊耳群许山组陆相火山

岩系和第四系。熊耳群许山组分布于沟谷两侧的半坡至坡脚

处，上部及山脊多被第四系黄土覆盖，地层走向北东-南西，

倾向南东，倾角 29～34°，局部变缓为 15°左右。岩性以安

山岩为主，夹杏仁斑状安山岩、流纹岩。区内少部分矿体位于

岩体附近的熊耳群地层中。 

1.2 构造 

矿区位于燕尔岭—罗凹倾伏背斜东部南翼，区内构造主要

为断裂构造，地层以单斜构造为主，局部有小的挠曲。断裂构

造大体可分为北西、北东、南北向三组，主要断层有 F1、F2、

F3、F30 等，其中北西向的 F1 断裂规模最大，活动期次也较

多，是区内重要的控岩、控矿及赋矿的构造。 

F1 断裂：该断裂构造位于矿区中部，自北西至南东贯穿

矿区，向两端延伸出矿区，具多期活动的特点，区内主要表现

为一张性构造破碎带，控制长度大于 2500m， F1 断裂具多期

活动的特点，早期开始该断裂以压扭性为主，后来变为张性，

破碎带内形成了一些平行的挤压带，其内充填有断层泥，并有

一定的银多金属矿化。 

1.3 岩浆岩 

老里湾岩体：岩体位于老里湾村附近，侵入于熊耳群许山

组地层中，遥感影像上老里湾岩体具明显的环状构造，其南部

被北西向断裂切割。老里湾岩体岩性为花岗斑岩，风化色多呈

浅红色。 

2 矿体地质特征 

区内目前共圈定 20 个矿体，矿体位于蚀变矿化带（矿脉）

中。矿体呈囊状、脉状、似层状、透镜状及不规则形态产出，

主体呈脉状，倾向上呈叠层状，平面上有右行斜列的现象。除 

F1-1 矿体沿走向和倾向分支复合特征明显外，其余矿体多呈

脉状、似层状、透镜状的单脉，矿体形态简单；矿体与矿脉或

围岩多呈渐变过渡关系，少数矿体与围岩边界清晰。矿体矿石

与围岩主要为花岗斑岩，少量安山岩。矿体总体走向北西向，

倾向北西，倾角自南西的 60～65°，向北东逐渐变为 30～45

°，矿体间的距离也有加大的趋势，而矿体厚度有变薄的趋势。

矿体主要有用成分在水平方向上，自 F1 中部向两侧，银品位

有逐渐降低的趋势，铅锌有增高的趋势。主矿体 F1-1 位于北

西、北东、南北向三组方向断裂交汇部位。矿体总体为厚大的

囊状，分支复合现象明显。矿体在平面上看有右行斜列的现象，

呈现出北西部厚大，向南东部分叉、分支的特点，形似一小一

大的两个水平相连的水母，其头部在北西部，触须在南东部；。

矿体中部最厚，厚大部位总体向南西侧伏，侧伏角 62°，沿

走向及倾向方向，矿体极速的变为脉状，多数脉体迅速尖灭。

矿体顶底板围岩均为花岗斑岩，局部为安山岩。矿体主要位于 

F1 构造蚀变带的底部，厚大矿体部位达到蚀变带中上部，边

部分支为厚大部位的自然延伸；矿体矿石主要为浸染状矿石，

其内有较多细脉-微细脉状矿石杂乱分布，为成矿早期与中期

热液活动的产物，晚期成矿的脉状矿石仅在局部穿切早中期矿

石；矿石矿物成分均为全区最复杂，而其它矿体的成分相对简

单；在走向上，中部厚大，两侧变薄；倾向上表现为上部厚大

下部变薄；无论走向和倾向上，厚大部位均变薄较快。 

3 矿化蚀变特征 

3.1 矿石特征 

组成矿石的矿物约二十余种，主要及有用金属矿物为自然

银、硫铜银矿、辉银矿、螺状硫银矿、方铅矿、闪锌矿，次要

与微量金属矿物成分为黄铁矿、黄铜矿、黝铜矿、铜蓝、菱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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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铅矾、白铅矿、赤铁矿、褐铁矿等，脉石矿物以斜长石、

钾长石、石英、高岭土、绢云母为主,次要及微量矿物有黑云母、

白云石、白云母、磷灰石、榍石等。 

按矿石的结构构造可分为稀疏浸染状矿石、稠密浸染状矿

石、细脉-微细脉状矿石、粗脉和大脉状矿石等。其中以稀疏

浸染状矿石为主，局部见稠密浸染状矿石，细脉-微细脉状、

粗脉和大脉状矿石穿插于浸染状矿石中。粗脉和大脉状矿石也

可为单独或呈密集带组成矿体，主要为主矿体的分支或次级矿

体。 

（1）矿石结构；矿石的结构主要有碎裂结构、自形—半

自形—它形粒状结构、交代结构、交代残余结构、固溶体分离

结构、假象结构等。以碎裂结构、自形—半自形—它形粒状结

构为主。 

（2）矿石构造: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稀疏浸染状构

造、稠密浸染状构造、脉状构造。块状构造：碎裂二长花岗岩

由泥质、钙质及硅质胶结，形成块状，团块状。稀疏浸染状构

造：自然银、硫铜银矿、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等呈粒状、

集合体状，稀疏分散分布于矿石之中。稠密浸染状构造：自然

银、硫铜银矿、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等以粒状或集合体状

不均匀分布于矿石之中。脉状构造：可分为粗脉状构造、细脉

状构造和微细脉状构造。部分闪锌矿、方铅矿与黄铁矿组成粗

脉或大脉穿切浸染状矿石；部分闪锌矿、方铅矿等金属矿物组

成宽窄不等的细脉、微细脉穿插于矿石之中；或闪锌矿、方铅

矿等金属矿物与绢云母、高岭土、石英等脉石矿物一起混杂呈

不规则断续脉状分布；部分硫铜银矿呈断续微细脉状分布于闪

锌矿中等。 

3.2 围岩蚀变 

（1）蚀变特征 

伴随成矿作用而形成的蚀变主要受 F1 断裂及其次级构

造控制，矿体围岩蚀变范围较大，蚀变程度也较高；蚀变组合

类型主要有强绢云母化—强高岭土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

高岭土化—碳酸盐化—黄铁矿化、弱绢云母化—弱高岭土化—

绿泥石化—绿帘石化—黄铁矿化等。强绢云母化—强高岭土化

—黄铁矿化：该种蚀变类型主要呈粗脉状、透镜状，其次是细

脉－微细脉状，分布于大脉状矿体的两侧，形成断层泥的主体，

是脉状矿体的强蚀变带；粗脉状、透镜状蚀变的多是中晚期矿

化蚀变的产物，细脉－微细脉状蚀变带多分布在囊状厚大矿体

内及围岩中，与中早期矿化关系密切，大脉状矿体内和围岩中

很少。 

绢云母化—高岭土化—碳酸盐化—黄铁矿化：其表现形式

主要为面型浸染状和脉团状，主要为囊状矿体及近矿围岩蚀

变，多与中早期矿化有关，也在脉状矿体的强蚀变带外围分布。 

（2）蚀变分带 

矿体主要受 F1 断裂及其次级断裂的控制，成矿热液对断

裂带两侧化学性质比较接近的围岩蚀变类型相同或相近。蚀变

强度表现为自断裂带→围岩由强→弱的大致有规律地变化，呈

现出近于平行和对称分布的蚀变分带。囊状厚大矿体的围岩主

要是花岗斑岩，其蚀变形式主要为面型、团状，自矿体向围岩

表现为绢云母化—高岭土化—碳酸盐化—黄铁矿化带到弱绢

云母化—弱高岭土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黄铁矿化的变

化特征。大脉（粗脉）状矿体的蚀变形式主要为脉状、带状，

多数矿体的围岩蚀变自矿体至围岩依次出现强绢云母化—强

高岭土化—黄铁矿化、绢云母化—高岭土化—碳酸盐化—黄铁

矿化、弱绢云母化—弱高岭土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黄铁

矿化的变化特征。 

3.3 成矿期、成矿阶段划分 

根据矿床热液期围岩蚀变特征和矿石中脉体的先后次序

及含矿性，结合矿物的共生组合关系及结构、构造特征，将老

里湾银区内矿化及蚀变划分为五个阶段，即：成矿前、成矿早

期、成矿中期、成矿晚期、风化淋滤阶段，各阶段的矿物组合

及特征分述如下： 

（1）成矿期前蚀变：包括与断裂构造活动有关的热液作

用及岩体的自蚀变作用。蚀变矿物组合主要是绢云母、高岭土、

绿泥石、绿帘石，其次是石英、白云石，在岩体内则有钾长石。

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等。蚀变类型以面状、带状为主。 

（2）成矿早期阶段：该阶段为成矿早期热液作用的结果，

矿化蚀变带和矿体的蚀变矿物组合主要为绢云母、高岭土、白

云石，少量石英，围岩蚀变矿物主要为绢云母、高岭土、绿泥

石、绿帘石；金属矿物组合主要为硫铜银矿、银金矿、辉银矿、

螺状硫银矿、方铅矿、闪锌矿，次要与微量金属矿物为黄铁矿、

黄铜矿、黝铜矿等，其颗粒粒度以中细粒为主。蚀变形式以面

状、带状为主，脉状次之。矿石结构以粒状结构为主，矿石构

造以浸染状为主。该阶段是成矿的主要阶段。 

（3）成矿中期阶段：该阶段矿化蚀变带和矿体的蚀变矿

物组合主要为绢云母、高岭土，其次是白云石，围岩蚀变矿物

主要为绢云母、高岭土。金属矿物组合主要为自然银、硫铜银

矿、银金矿、辉银矿、螺状硫银矿、方铅矿、闪锌矿，次要与

微量金属矿物为黄铁矿、黄铜矿、黝铜矿等其颗粒粒度以微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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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为主。蚀变形式为面状、带状和细脉状。矿石结构以粒状结

构、交代结构为主，矿石构造以浸染状为主，其次是微—细粒

脉状，可见微—细粒脉状矿石穿切浸染状矿石。该阶段是成矿

的重要阶段。 

（4）成矿晚期阶段：该阶段矿化蚀变带和矿体及围岩的

蚀变矿物组合为绢云母、高岭土；金属矿物组合主要为方铅矿、

闪锌矿、黄铁矿，很少量自然银、硫铜银矿、银金矿、辉银矿、

螺状硫银矿、黄铜矿、黝铜矿等，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的

矿物颗粒粒度以中粗粒为主。蚀变形式为带状和粗脉或大脉

状。矿石结构以粒状结构为主，矿石构造为粗脉或大脉状，常

见粗脉或大脉状矿石穿切微—细脉状和浸染状矿石，其矿脉外

常见强绢云母化、高岭土化，该阶段也是成矿的次要阶段。 

（5）风化淋滤阶段：该阶段实际包含了早期风化淋滤期、

还原期和晚期风化淋滤期；早期风化淋滤期指矿床形成后，黄

土覆盖前的时间段；还原期指黄土覆盖后至剥蚀前的时间，也

指淋滤层底部的还原作用；黄土剥蚀后晚期风化淋滤期。高岭

土、铅矾、白铅矿、褐铁矿、赤铁矿是风化淋滤的产物，而辉

银矿、螺状辉银矿、深红银矿、淡红银矿、白铅矿是还原期的

产物。 

4 结论 

本文系统总结了老里湾铅锌矿的矿床地质特征及矿床成

矿阶段，为该地区下一步地质找矿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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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范围和深度越来越广，任何想要单独发展的地区、国家和

组织都不可能存在，国际协议和国际组织的存在为这些发展提

供了平台。锡协议作为 20 世纪政府间成功运作的典范，使锡

这类战略矿产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成为政府间合作和博

弈的工具。作为锡协定的管理机构和维持锡价和锡市场的国际

组织，理事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理事会成立之

初危机就已存在。美国庞大的锡储备以及理事会内部成员国之

间的矛盾始终是威胁锡和锡价平衡的因素。另外，理事会的发

展与国际局势的变化、生产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美国锡储备的

变化等密切相关，因此理事会的运营不单单只是稳定锡价和锡

市场上，更集中在其背后存在的政府间的合作与竞争。作为在

冷战时期成立的国际矿物组织，理事会的解散是多方面原因造

成的，我们既要反思其解散原因，亦要反思国际矿物组织如何

在日新月异的 21 世纪“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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