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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由麒麟厂和矿山厂两个独立的铅锌矿床组成。利用两组同源矿物组合 Rb-Sr 

等时线方法测定了麒麟厂6号矿体的成矿时代，测定结果分别为(225．1±2．9)Ma和(225．9±3．1)Ma，根据已知 

的分布于该矿床北部和西南部分布的峨眉山玄武岩成岩时代为 250 Ma左右，有多个火山喷发旋回，显示多期 

次的喷发活动，认为川一滇一黔成矿区内铅锌成矿作用与蛾眉山玄武岩岩浆活动存在成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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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位于川一滇一黔铅 

锌成矿区中南部。许多研究者从成矿地质背景、 

矿床地质、成矿物质和成矿流体来源等方面对该 

矿床进行过研究L卜sl，先后提出过多种成因模式， 

如岩浆．热液成因L9 J、沉积成因 0l、沉积一原地改造 

成因[̈J、沉积．改造成因[12,13 J、沉积．成岩期后热 

液改造．叠加成因⋯、沉积．改造．后成成因 J、MvT 

矿床【5 J和贯入．萃取．控制成因【8J等。由于铅锌矿 

床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LM ，正确理解铅锌矿 

床成因信息的最大障碍就是缺乏成矿年代学方面 

的资料。如果能够精确厘定这些矿床的成矿时 

代，对探讨其成矿物质、成矿流体来源和建立合理 

的矿床成因模式将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实际上，铅锌矿床定年一直是国内外地学界 

研究的难题，即使是世界上研究程度很高的MvT 

矿床都是如此【" ，其主要原因是铅锌矿床中 

一 般缺少可以直接用于同位素定年的矿物。刘建 

明等【20J指出用热液矿物组合Rb．Sr等时线测定热 

液矿床的成矿时代是比较理想的，由于不同矿物 

相具有不同的化学势，从而使化学性质不同的 Rb 

和Sr发生化学分异，结果使从同一成矿母溶液中 

沉淀出的一组共生矿物具有不同的 I／sr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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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组共生热液矿物来开展 Rb-Sr等时线定年， 

不仅符合 Rb-Sr等时线定年的所有基本前提，而 

且还将极大地提高 Rb-Sr等时线的精确度。本文 

利用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麒麟厂 6号矿体两组同 

源矿物组合 Rb．Sr等时线测定了会泽超大型铅锌 

矿的成矿时代。 

1 地质特征 

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受构造控制明显，位于 

NE向的小江深大断裂带、NS向的昭通一曲靖隐 

伏断裂带和 NⅣ向的紫云一垭都断裂带的构造复 

合部位，主要的控矿构造是北东向的矿山厂断裂、 

麒麟厂断裂、银厂坡断裂及牛栏江断裂(图 1)。 

矿区岩浆岩主要为二叠纪峨眉山玄武岩，出露于 

矿床北部和西南部 1 km。 

矿床由相距约 3 km的矿山厂矿床和麒麟厂 

矿床组成(图 1)，h等 总结其主要特征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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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矿体都毫无例外的产 

于石炭系摆佐组肉红色粗晶白云岩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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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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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生矿组成相当简单，矿石矿物为方铅矿、闪锌矿 

和黄铁矿，脉石矿物主要为方解石，其它矿物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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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中型铅锌矿床 ≥峨眉山玄武岩分布区 ／ 断裂 ／ 地层界线 

图1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地质图 

Fig．1．Geological map ofthe Huize anf Pb-Zn deposit． 

见；⑤ 矿石铅锌品位极高(开采的矿石 Pb+zn平 

均品位大于 30％，部分矿石 Pb+Z1含量大于 

60％)，伴生有用分散元素多 (鲰、Ge、Ca、Cd、In 

等)；⑥ 矿体从底部到顶部矿物组合出现分异现 

象，大致为铁闪锌矿．粗晶黄铁矿．少量方解石一 

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方解石一细晶黄铁矿．方 

解石；⑦ 从浅部到深部，矿体有变厚、变富的趋 

势。 

2 样品及其分析方法 

本文测定了两条同源矿物组合 Rb．Sr等时 

线，两块手标本均采自麒麟厂 6号矿体地下坑道， 

取样位置相隔 15 m左右。将手标本粉碎到40～ 

80目，在双 目镜下挑选出单矿物，由于会泽超大 

型铅锌矿床的原生矿石矿物组合极为简单，为闪 

锌矿、方铅矿、黄铁矿和方解石，样品数量有限，所 

以我们还挑选了不同颜色的闪锌矿。样品挑纯达 

99％以上，用蒸馏水清洗，低温蒸干，然后将纯净 

的单矿物样品在玛瑙研钵内研磨至 200目左右待 

测。 

样品的 Rb、Sr同位素组成测定在南京大学现 

代分析中心同位素分析室完成，采用高压密闭熔 

样和阳离子交换技术分离和提纯 ，然后用英国产 

的VG354质谱仪测定。测定方法同方维萱等【22J。 

测定的美国 NBS987同位素标样为：87Sr／86Sr= 

0．710223±8，sr的全流程空白为(5～7)X 10 

g,STSr／a6Sr同位素比值用86Sr／黯Sr=0．1194进行标 

准化。卵Rb Sr的分析误差为 l％， = 1．42× 

10I1 a_。。等时线年龄用 ISo哪 (Versi0n 2．9o， 

1994)程序计算。 

3 结果及讨论 

两组样品的 Rb、sr同位素组成测定结果见 

表 l，得到的卵Rb S卜卵S Sr图均表现出很好 

的线性关系(图 2)。由于镜下鉴定黄铁矿、闪锌 

矿和方解石不存在明显穿插关系，1／Sr与卵Sr 

sr之问也不存 在线性关系，可 以认为 图 2所 表 

现 出 的 两 条 直 线 具 有 等 时 线 意 义。利 用 

IsO哪 软件包计算出样品 L．C．5的等时线年 

龄为 t=(225．1±2．9)Ma，初始锶同位素组成为 

=0．71754l，MSWD：0．0225；样 品 L广C．7的等 

时线 年 龄 为 t =(225．9±3．1)Ma，Isr ： 

0．716443，MSWD=0．0796。两组年龄值在误差范 

围内一致，初始锶同位素组成与 Zhou等 J的研究 

结果相近。 

笔者对云南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的成矿时代 

早先也做过研究，测得 l号矿体和 6号矿体方解 

石 Sm．Nd等时线定年结果分别为(228±16)Ma 

和 (225±9．9)Ma，闪锌矿Rb-Sr等时线年龄测定 

结果6号矿体为(223．5±3．9)Ma和 l0号矿体为 

(226±6．4)Ma[21,23】，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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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同源矿物组合R b—Sr同位素组成 

Table 1．Rb—Sr isotopic analyses for minerals from the Huize giant Zn—Pb or@deposits 

注：nd为未检H 

图2 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同源矿物组合 

Rb-Sr等时线图解 

Fig．2． Rb-Srisochronforthe(a)L-C一5 

(b)L-C一7 from the Huize giant Pb-Zn deposit 

我国许多学者试图根据地质和区域铅锌矿床 

铅同位素模式年龄等间接方法确定的川一滇一黔 

铅锌成矿区各矿床的成矿时代也与本文研究结果 

相近。张云湘等L24 J根据铅同位素模式年龄的分 

组，认为康滇地轴东缘的铅锌矿床为多期成矿产 

物，主成矿期为海西晚期和燕山期。杨应选等【 J 

根据构造矿化及铅同位素模式年龄，将这些铅锌 

矿床的成矿时代划分为海西成矿期和印支燕山成 

矿期。柳贺昌等_3j也认为康滇地轴东缘铅锌矿床 

的成矿时代为海西成矿期和印支 一燕 LU成矿期。 

张立生L26j根据构造、矿石、围岩之间的关系等地 

质资料推断，整个川滇经向构造带东侧的铅锌矿 

床成矿作用发生于晚二叠纪峨眉山玄武岩喷发时 

期。管士平等【27j在对本区 l5个矿床铅同位素资 

料总结的基础上 ，利用铅同位素组成计算 出该 区 

铅锌矿床成矿时代为 245 Ma。韩润生 J根据不 

同时代岩石的实测古应力值反映的构造期次，推 

测会泽超大型铅锌矿床的成矿时代与峨眉山玄武 

岩岩浆喷发时代接近。 

岩浆活动与成矿作用一般存在 3～25 Ma以 

上的时差[凹～ ，Leach等[33]对北美 6个主要 的 

MⅥ 铅锌矿区的古地磁定年统计结果也显示，矿 

化过程可以持续 25 Ma。峨眉山玄武岩成岩时代 

为250 Ma左右l 一36]，有多个火山喷发旋回，显示 

多期次的喷发活动【 40]。川一滇一黔铅锌多金 

属成矿区中的绝大部分矿床(点)，包括会泽超大 

型铅锌矿田在内，其外围均有大面积峨眉山玄武 

岩分布(图 1)。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峨眉山玄武 

岩在铅锌矿床成矿过程中可能起到提供部分成矿 

物 质[1， ， ， · 引、成 矿 流 体[6,7,41]和 成 矿 热 动 

力[7,24,28,42]的作用，但缺乏铅锌矿床的准确年代 

学资料。本文的测定结果无疑为“峨眉山玄武岩 

浆活动与铅锌成矿存在成因联系”提供了重要的 

证据。 

本次研究的两组样品的初始锶同位素组成分 

别为 0．717541和 0．716443，还有此前计算的 1号 

矿体方解石 ￡Nd=一10．6，6号矿体方解石 ￡Nd： 

一 10．8，以及 6号矿体闪锌矿 ，sr=0．717017，10 

号矿体闪锌矿 ，sr=0．716729，它们与本区峨眉山 

玄武岩、矿区各时代地层以及基底都有较大差别 ， 

其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 

致谢： 在野外工作期间得到会泽铅锌矿地质科和资源 

接替指挥部的大力支持，同位素分析测试由南京大学现 

代分析中心同位素分析室王银喜工程师完成，在此一并 

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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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Sr DA G oF A s：s姗 IAGE FROM T眦 lIIJIzE 

G jrI’Zn-Pb El ，sn’，YUNNAN PROVINE 

LI Wen—bo ．一， HUANG Zhi 1ong~
，
CHEN Jin3， HAN Run—s}le ， 

ZHANG Zhen-liangj一， XU Cheng 

(1．肺础她 ∞ 嘶 ，a 嘶  Sck-v~s， 550002， ；2．C．,rrMuate&hod，a 咖  

ofSc／tnces， 100039，Oi／na；3．Hu／ze Z／nc-Lead M／he ofYunatm Prtl／t~，Huke 654211， 妇 ； 

4． 函 ＆ ， 嘶  面嘶  &切口and 由蝴 ， ‘，|，r嘲 650O93，‰ ) 

Abstract：The Huize giant zinc—lead ore deposit comprises the Kuangshanchang deposit and the Qilinch~ deposit．The 

age of the No．6 ore body ofthe Qilinch~g deposit has been detemained by the Rb-Sr isochron method for two groups of 

mineral assemblage samples．The ages are 225．1 ±2．9 Ma and 225．9 ±3．1 Ma for the two groups of mineral 

assemblage samples，respectively．These two ages are close to the age ofthe Emeishan basalt in this唧 ，which is about 

250 Ma．Many research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 Emeishan basalt has many cyclothems and the~ tism may have 

been a long-lived event．Th e ages reported here imply that mineralization of the Huize Zn—Pb deposit may be related to the 

magma event of Emeishan basalt． 

Key words：Bb-Sr isoehron for cogenetic mineral assemblage；mineralization age；Huize giant Zn-Pb deposit，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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