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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Nanjiang lead-zinc deposit in Danzhou，Hainan province was formed in a shape of veinlet and lens.The wall

    Docks of the deposit was a large-scaled crystalline limestone hasted in the Kong Lie Cun stratum（  S1k）  in the Silurian.The

    channels for the ore solution mig工ation were pDovided by the NE—trending faults（F6）  .The ore-￡orming hydrothermal solution

    was provided by the southem 玎ock mass，and a contact metasomatism between the southem rock mass and the crystalline

    limestone took place  ，thus leading to the skamization of theformer.According to the ge010gical characteEs af the depdsit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lead-zinc deposit was a hypabyssal contact metasomatic hydrothermal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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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志留鬻雾麓燃兰鬈翥菱碧
    海南省儋州市南江村铅锌铁矿区位于海南儋州    炭系下统南好 一青天 峡组 （  Cn—q）、第 四系全 新统

市西南 8 km处.矿 区地质工作程度低 ，本 区曾发现  （Qh）.

过铅锌矿化并在岩体接触带 、志留系地层中布置 了    区域构造较发育 ，以断裂构造为主.主要有近北

钻孔 ，但均未找到大的矿床.本文在总结前人工作的  北东向、北东向、北北西 向和北西 向四组.区内尚处

情况下 ，对本区铅锌矿化 和找矿进行 了研究.    于断裂活动和地热活动非常活跃时期.

-  区域地质背景    花岗呈冀誓言蒜篆芒；詈耋鬈三戛等篓
    矿 区位于海南 岛中北部 ，大地构造位置处 于岭  （T：—rl—Y、T.rrrY）为主，呈岩基 、岩株产出.

南褶皱系五指 山褶皱 带北 缘 ，王五 一文教深大断裂    区域矿产有铅 、锌 、铁、金、银等金属矿产和石灰

带的南侧11.    石、大理岩、粘土矿等非金属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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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区地质特征    雾总慧篙嚣群鬻警凛黧
2.1  矿区地层    砂质板岩、含砾条带状砂岩 、角砾 岩为主 ，岩层走 向

    矿区内地层 出露简单 ，主要地层有志留系下统  北东为主 ，倾 向南东 ，倾角一般 40  ～780，局部倾 向

空列村组 （Sl。）  、石炭系下 统南好 组（  Cn.q）  及第 四  北西 ，倾角 40～500，与下伏地层 呈不整合 和断层 接

系（Q）见图 1.    触.根据岩性特征 ，大致可分为两段 ：下段 （   C，   一1  ）   为

  广T—————7—— ——_—]T=：—=_= —1    石英砂岩 、砂岩夹含砾砂岩 ，本段地层岩石均可见轻
  I，.， / 1  ，lI.ll KHI；krlIjI

  I彳—■ ———：7————了] /l高 i罱 ：篙 。l    微的褐铁矿化.上段 （c.-2）为千 枚岩 、砂岩 夹千枚

  fJ 厂 /rI，彳 l曰 =国 s囤 。l    岩、炭质千枚状板 岩 、板岩 ，与东侧 的志 留系下统空
  l l ，—    J '  J l ^l_— _— _— l

  l l /    c—一t ，/ 办 叫 l幽 ∞幽 n臼 “l    列村组呈断层接触.本组地层褐铁矿化普遍 ，矿区的
  l  l    l    r  l  ” I r = — r — 1 r — I l

  I l/  一     ，il /—/ I世弋乜芝 酗 5l    铁矿化受本组地层控制 ，并 已发现很好的褐铁矿脉.
  l f/    ，71 / / ‘—1刁■———H    区内第 四系非 常发育 ，在矿 区的东部南江村 河

  r l    crz r  ，7  \。Z，。夕 （  趾f  l l    沟两侧和矿 区西北角分布.

  I l ，， \人/ 1 4  l l    2.2  矿区构造
  lf ： /lq  o  f    j I    矿区褶皱构造不发育，为一单斜地层，其覆盖全
  l\  ～一    ：// / /，）l I    区，走向北东，倾向南东，倾角40一700.
  1 f、    、 一 ～ 一  ^ —    ， ， ，  l l

  I。J\    k 卜一声7—、—、 。（站/ I f I    矿区发育三组 断裂 ：第 一组为 NNE向 （  F，  、F，  、
  l I I    J^ ，    懈 ’ \ / \ I l

  I fJ  q.，。 ∞ ￡     ’氍 乒r 。 \U    Fs、F。）.F.断层 发 育 在 石 炭 系 下 统 南 好 组 上 段
  I I/    I  cF‰ /烨 舭 \ ，，I/J    （c，n一2）   ，北北东延 伸近 2 km.F，断层延伸约 2 km，

  yl ，L—— ——</1 l    与F，断层近平行分布，是普查区最发育的一条断
  }l c州 /    ，。 \—/ l l    层 ，走 向 NNE  lo  ～30  0，倾 向 sE，倾角  50  一70  0，为多

  I L—弋— ——————————————— l I    期活化断层 ，早期为正断层 ，断层角砾发育 ，角砾成

  — —  分为砂岩 、板岩 ，角砾棱角分明 ，分选差 ，晚期可能为

  ：：喜罢磊箍篓黧罴曼喜慧 蒜 翟霈 筹篆翥磊鬻
  留系下统空列村组结晶灰岩、大理岩；5一志留系下统空列村  0.8 km，附近砂 岩 中黄 铁矿化 明显.F6断层 走 向北

  组结晶灰岩；6一黑云母花岗岩；7一岩层界线；8一岩层不整  北东 ，延伸约 400 m，本组断层 控制 了南江铅锌矿 的

  合界线；9一石英脉；10一闪长玢岩脉；l1  一断层；12一推测断  产出，由于本组 断层 的影响 ，后期 发育 了一 系列 裂

  层；13一探矿权矿区；l4一探槽及其编号；15一以往钻孔及其  隙，组成了容矿构造 ，可能为逆断层.

  编号    第二组为 NW 向（F：）.主要位于 F，与 F，断层

    志留系下统空列村组（S，k）  ：分布于矿 区东部，  之间，规模较小 ，断层通过处可见岩石发生明显的揉

从矿区中部偏东条带状向北东分 布直 到矿 区外 ，面  皱现象.

积约 1.08 km2.以石英岩 、绢云母石英粉细砂岩 、绢    第三组为近 EW 向 （F4、F，）.Ft断层东西走 向

云母板岩、千枚岩和结晶灰岩为 主.岩层走 向北东 ，  延伸约 1.5 km，切割 了区内北北东 向断层 ，可能为

倾向西南 ，倾角为 35  ～700，其与上覆岩层呈不整合  平移断层.

及断层接触关系.本组地层中的结 晶灰岩 （S，k.2）  为    F，断层位于矿 区东 南志 留系地层 与花 岗岩体

矿区铅锌矿的赋矿母岩 ，控制 了铅锌矿的产出，主要  接触带附近 ，可能 为北 北东向断层的配套断层.F小

以大面积长条状 、团状出露于地表，分别在南江村东  F，均为晚期断层.

南河沟 自水塘处 ，英茶村东面水沟东岸分布 ，另据钻    区内节理十分发育 ，在南江村水塘边 的铅锌矿

探验证，英茶村东面志留系地层深部也有灰岩分布 ，    化点可见灰岩被多组节理切割成菱形状.

灰岩在矿区总的出露面积较大.    2.3  矿区侵入岩
    石炭系下统南 好组 （  Cn.q）  ：出露 于矿 区 中西    矿区为三叠纪昆仑超单元中的竹山岭单元蓝洋



岩体，出露于矿区南部，在矿区西北角、空列村和南  构造.

天组下段地层中也可见有零星侵入.本区位于岩体  3.2.2  矿石物质成分及特征

北端，主要出露河沟两侧，与矿区地层呈侵入接触关    矿石矿物有闪锌矿、黄铁矿、磁黄铁矿、方铅矿、

系，面积约 1.3 km2.平面透境状，走向 NE.岩性为  黄铜矿、毒砂、褐铁矿等，脉石矿物有方解石、阳起

中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原生定向构造明显.根据  石、绿帘石、石英等，见图2、3.各矿物特征如下.

岩脉产出处灰岩中黄铁、黄铜矿化明显，岩脉走向北    图2  黄铜矿化磁黄铁矿化闪锌矿矿石（  一）

妻麓篇 笼纂麓鬈勰渊    图3  一⋯⋯㈠
锌矿脉走向北东，倾向南东，倾角600左右，呈脉状    闪锌矿：呈不规则粒状产出，粒径大小不一，大

产出，矿体宽0.5～1 m，地表出露长度约60 m.    者达5 mm左右，小者仅0.05 mm±，呈次团块状、

    KZZ005一l  矿点呈脉状，宽约70 cm，走向2 550.    脉状产出，闪锌矿包围早期形成的黄铜矿，后期又可

延长约50 m，矿脉围岩为结晶灰岩，主要金属矿物  见有磁黄铁矿呈脉状沿闪锌矿的裂隙穿插交代.

为闪锌矿、黄铁矿，脉石矿物为方解石、白云石.金属    黄铁矿：它形粒状，粒径为0.05  ～0.5 mm，呈星
光泽.浸染状分布.    散浸染状产出，被后期的磁黄铁矿所交代.

    KZZ006一l  矿点位于采坑的东南侧靠水塘处，矿    磁黄铁矿：半自形一他形粒状，粒径一般为0.1

化带宽约20 cm，走向2 450，延长约30 m.在结晶灰    ～0.4 mm，呈星散浸染状、脉状产出，为后期产物.

岩中可见浸染状闪锌矿化、黄铁矿化，矿化从水塘边    方铅矿：铅灰一钢灰色，呈自形的立方体晶形，

向东侧山坡延伸逐渐变窄，呈透镜状尖灭.    粒径0.1  ～0.2 mm，常与闪锌矿共生.
3.2  矿石特征     黄铜矿：呈乳滴状，粒径一般为0.001  ～0.01

3.2.1  矿石结构、构造    mm，呈交代乳浊体产出，被后期的闪锌矿所交代.

    矿区矿石为浅黄至淡蓝色，致密坚硬.矿石结构    毒砂：呈长柱状，为早期产物，被交代早期磁黄

主要有：半自形一它形粒状结构、它形粒状结构、不  铁矿所交代，呈星散浸染状产出.

规则粒状结构；矿石构造主要有：团块状构造、次团    褐铁矿：它形不规则状集合体，粒径0.1 mm  ×

块状构造、交代残余结构、稠密浸染状构造、稀疏浸  0.2 mm±，呈胶状分布.

染状构造、块状构造、星散浸染状构造，少量脉状    方解石：为不规则粒状，粒径大者达0.4 mm  ×



1.O mm±.一般为0.l mm  ×0.2 mm±.    表2  南江村结晶灰岩化学分析结果
    阳起石 ：呈放射状 ，粒径一般 为 0.01 mm+×0.5    样品号    定名  cao含量（10以）  Mgo含量（10一2）

mm  ±  . ZZ002.4  结晶灰岩    19.16.—.——  17.10
    绿帘石 ：呈放射状 ，粒径 0.1 mm  ×0.8 mm±.    注：测试单位为湖南省有色地质测试中心

    石英 ：主要为后期硅化产物 ，呈它形粒状 ，粒径

o.l mm  xo.15  一±.    4  控矿因素分析及矿床成因
3.2.3  矿石类型    4.1  控矿因素分析.
    铅锌矿矿石为浸染状铅锌矿化灰岩、磁黄铁矿  4.1.1  地.层

化闪锌矿化灰岩、黄铜矿化磁黄铁矿化闪锌矿石、闪    南江村西铅锌矿 围岩为灰岩 ，两种碳酸盐含量

锌矿化褐铁矿石等 ，脉石矿物为方解石、白云石·    都较高 ，有利于矿液 一交代 ，加之岩石易被溶蚀成孔

3.2.4  矿石品位及变化     隙、孑L洞发育 ，为矿液运移 、沉淀提供了有利的空 间.

    本次野外工作经 TC9、TClO揭露，共刻槽取样 7  加之志留系粉砂岩不透水层 的屏蔽作用是为矿化富

个，取样总长约 7 m，铅锌矿脉处取样分 析 Ag、Pb、  集提供 了重要条件.

Zn、Cu 4种元素（见表1）.    4 1 7）  断裂
    表1  儋州市南江铅锌矿化学分析结果     %    从区域构造来看本 区处在北西 一北西西 向儋县

———————————石磊石雨磊 ———————    一万宁断裂带上 ，该断裂带经过了三期构造活动 ，第

样品号 —Ag（lo=■ z..（10-：）—Pb（10i广 cu（10了  一次活动形成宽窄变化很大破碎带 和角砾 岩带 ，在

Tc9.1    36.6    15.47  0.255    0.ool    矿区表现为 F3  、F。断裂 的形成 ，并伴 随有深部含铁

  Tc9.2    5.8    0.10    0.006    0.ool    质的流体沿断裂带和角砾岩的孔隙向上充填而使岩

Tc9—3    9.8    0.04  0.006  0.ol4    层富含铁质 ，使得 区域 内黄铁矿 化 明显.也 在本 时

Tc9-4    7.4    0.25    0.007    0.004    期 ，矿区南部花 岗岩沿较大空隙向上充填 ，在海西期

Tclo-1    6.4    0.03    0.010    0.001    形成了本区的岩体.第二次断裂活动在前期 活动形

Kzz005—1    4.4    7.81    0.006    0.001    成的角砾岩带基础上又发育一 系列左行斜列 的破碎
KZZ006.1    4.2    3.13    0.007    0.00l

— —  带 ，在矿区表现 为 F.  、F.、F7北东 、近东西 向断裂 的

  注：测试单位为中南大学地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地质研究所  形成，本次活动使得志 留系地层 中的灰岩也形 成了

    各样的分析结果变化为 埘（Pb）0.006%一0.225%，  F；NNE向断裂 、近东 西 向断裂 缝 隙，使 富含 闪锌矿

埘（Zn）0.03% 一15.47%，埘（Ag）4.2% 一36.6 g/t，    的流体和闪长玢岩向上侵入充填.

埘（Cu）0.001% 一0.014%，总的品位较低.但铅锌矿  4.1.3  岩浆岩

脉取样分析其含 埘（Ag）为 36.6 g/t，加（Pb）为0.255%，    矿区花岗岩体 一蓝洋岩体属海西 一印支时期侵

埘（Zn）为 15.47%，其 品位较高 ；KZZ005一l  矿点分析  入岩，岩浆演化分异较 彻底 .在演化过程 中 ，水蒸气

其含 埘（Ag）为 4.4 g/t，加（Zn）  为 7.81  %；KZZ006一l  压逐渐升高 ，而有 利于含矿 热溶 液 的大量聚积‘43.

分析其含 埘（Ag）  为 4.2 g/t，埘（Zn）  为 3.13%；3  处  含矿热液沿着 断层裂 隙将 Pb、Zn等金 属元 素运移

Zn品位均达工业要求.    和分离沉淀 下来 ，从而 富集 成矿 [5】   .矿 区铅锌 矿化

3.3  围岩和 围岩蚀变    产在靠近花 岗岩接触带 附近的灰 岩中 ，就非常说 明

    矿体 围岩为结晶灰岩 ，化学成分含量见 表 2.围  了这一点.本 区花岗岩有利于本区的铅锌矿化 ，为铅

岩蚀变主要有大理岩化、黄铁矿化，次为矽 卡岩化 、  锌矿化的成矿母岩.

白云石化 、重 晶石化.其中大理岩化 、黄铁矿化、矽卡  4.2  矿床成因

岩化在南江村西采坑的结 晶灰岩 中发育明显 ，与铅    区内铅锌矿产 于志留系结 晶灰岩 ，靠近南部花

锌矿化关 系密切.围岩灰岩受岩浆热液影 响发生蚀  岗岩体接触带附近 ，呈透镜状 、细脉状产 出.通 过分

变重结晶∞】  ，均 可见星散分布黄 铁矿颗粒.采坑边  析认为 ：1）南部 花 岗岩体岩浆 演化分异 较彻底 ，微

采标本 CK08可见非常明显 的绿帘石矽卡岩化 .    量元素表明其偏向于浅源 系列 ，为成矿提供了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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