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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冷水坑银铅锌矿田位于江西省贵溪 市，是 我 国 重 要 的 银 铅 锌 矿 集 区。矿 田 中 产 有 两 类 特 征 迥 异 的

矿体，一类为赋存于花岗斑岩体内的细脉浸染状－大脉 状 矿 体，另 一 类 为 产 于 火 山 碎 屑 岩 夹 层 中 的 块 状 硫 化 物 矿

体。然而，目前关于两类矿体的成因及联系还存在争议。本文采用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对两类矿体

中的闪锌矿和方铅矿进行了微区原位成分的测试，试图根据它们的微量元素特征约束矿床的成因问题。分析结果

表明，产于细脉浸染状－大脉状矿体中的闪 锌 矿 具 有 相 对 较 高 的Ｆｅ、Ｍｎ、Ｐｂ、Ａｇ、Ｃｕ、Ｓｂ、Ｓｎ和Ｔｌ含 量，而 产 于 层

控块状硫化物矿体中的闪锌矿具有相对略高的Ｃｄ含量。两类矿体中方铅 矿 的 微 量 元 素 也 存 在 一 定 差 别，前 者 具

有相对较高的Ａｇ、Ｓｂ、Ｓｎ和Ａｕ含量，而后者具有相对较高的Ｃｄ、Ｂｉ、Ｓｅ和Ｔｌ。通过与国内外不同成因类型铅锌矿

床的综合对比，我们发现冷水坑矿田的闪锌矿具有较低的Ｚｎ／Ｃｄ比（６６～１３１）、Ｃｄ／Ｆｅ比（０．０６～０．３１）和Ｃｏ含 量

（多数＜１０×１０－６），以及相对较高的Ｓｎ含量（多数＞１×１０－６），这 些 特 征 与 火 山 成 因 块 状 硫 化 物 矿 床 中 闪 锌 矿 的

特征十分类似，表明它们可能具有类似成因。此外，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冷水坑矿田闪锌矿中Ｆｅ、Ｃｄ、Ａｇ、Ｓｂ和Ｔｌ
等元素主要以类质同象的形式存在，而Ｃｕ、Ｐｂ和Ｓｎ等 元 素 主 要 以 显 微 包 裹 体 的 形 式 存 在。方 铅 矿 中 的 Ａｇ、Ｓｂ、

Ｃｄ、Ｓｎ和Ｔｌ等元素以类质同象的形式存在，而 Ｍｎ、Ｂｉ和Ｓｅ等元 素 可 能 以 显 微 包 裹 体 的 形 式 存 在。此 外，基 于 闪

锌矿－方铅矿共生矿物对的Ｃｄ分配系数温度计，获得层控块状硫化物矿体的形成温度为２３８～２４６℃，而细脉浸染

状－大脉状矿体的形成温度略低，为２０９～２２４℃，前者闪锌矿中相对 较 低 的Ｆｅ和 Ｍｎ含 量，可 能 由 氧 逸 度 的 影 响

造成。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冷水坑矿田两类矿体具有相 同 的 成 因 机 制，成 矿 流 体 和 成 矿 物 质 都 主 要 来 自 深 部 岩 浆

热液，温度、围岩性质及氧逸度是控制两类矿床金属硫化物微量元素差别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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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水坑 银 铅 锌 矿 田 位 于 我 国 江 西 省 贵 溪 市 境

内，最早由江西省地质勘查开发局九一二地质大队

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根据群众报矿线索及县志

记载资料勘查发现。经过近５０年的不断工作，尤其

是最近二十年随着隐伏层状银铅锌富矿体的陆续发

现，冷水坑矿田已成为我国十分重要的银（铅－锌）
矿产集中区 之 一（Ｄ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ｈｕ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Ｌｉｕ
Ｙ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并产有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隐伏

单银矿 体。目 前，冷 水 坑 矿 田 已 探 明 银 金 属 储 量

９８００ｔ，铅锌３８５Ｍｔ，伴生金１０．８ｔ、铁锰３８８．５Ｍｔ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具有极高的经济

价值。

冷水坑矿田显示独特的成矿作用，既有赋存于

花岗斑岩体内的细脉浸染状－大脉状矿体（前人称

之为斑 岩 型 矿 床，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ｊ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又

有产于火山（碎屑）岩－沉积岩夹层中的块状硫化物

矿体（亦称为火山沉积－热液改造型、层控叠加型、
层控叠 生 型 或 层 状 改 造 型 矿 床；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ｘｉａｎｇ，

２００９；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Ｓｕｎ
Ｊｉａｎｄｏｎｇ，２０１４）。其 中，前 者 以 银 路 岭、鲍 家 和 银

珠山３个矿床为代表；后者以下鲍、银坑、营林和小

源４个典型矿床为代表（图１）。冷水坑特殊的成矿

特征，吸引了国内众多地质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尤其

针对产自花岗斑岩内银铅锌矿床，出版了大量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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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和专著资料（如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ｊ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然

而，对于 块 状 硫 化 物 矿 体 的 研 究 相 对 薄 弱（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Ｈｕａｎｇ　Ｓｈｕｉｂ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对其成矿作用的认识依然存在争议，归纳起

来主要观点有三种：内陆湖盆相火山沉积喷流成矿

（陆相 ＶＭＳ型）、火 山 沉 积－岩 浆 叠 加 改 造 成 矿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ｊ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和火山期后热液充填

（交代）成矿。
闪锌矿和方铅矿作为铅锌（银）矿床中的最主要

金属矿物，它们（尤其是闪锌矿）的微量元素组成蕴

含着丰富的成矿作用信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
外学者就注意到不同类型铅锌矿床中闪锌矿的微量

元素特征 不 同（如Ｓｔｏｉｂｅｒ，１９４０）。随 后 众 多 学 者

试图通过总结闪锌矿的微量元素特征来划分矿床成

因类型（如Ｓｏｎｇ　Ｘｕｅｘｉｎ，１９８２；Ｌｉｕ　Ｙｉｎｇ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４；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１９８７；Ｈａｎ　Ｚｈａｏｘｉｎ，１９９４；

Ｈｕｓ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 Ｂｅａｕｄｏｉｎ，２０００； Ｔｕ
Ｇｕａｎｇｚｈ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Ｇｏｔｔｅ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Ｉｓｈｉｈａ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但由于分析测试精度相对较

低和所选微量元素指标不同等，导致这方面的研究

实用性不强（Ｙｅ　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近年来，随着激

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ＬＡ－ＩＣＰＭＳ）的快速

发展以及相应硫化物标样的开发（Ｄａｎｙｕｓｈｅｖｓｋ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硫 化 物 原 位 微 量 元 素 的 精 确 测 试 成 为

可能，一些学者开始采用这种方法，研究不同类型矿

床中闪锌矿的微量元素特征，并取得了很好成效，为
正确认识微量元素在不同类型闪锌矿中的分布特征

开辟了 新 途 径（如 Ｃｏｏ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Ｙｅ　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Ｈｕ　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Ｌｏｃｋｉｎｇ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基于此，本文在详细野外地质工作的基础上，分

别对冷水坑矿田中的块状硫化物矿体（下鲍）和斑岩

型矿体（银路岭、银珠山）进行了细致的矿相学研究，
并利用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对矿石中的

闪锌矿和方铅矿进行了原位微量元素组成的分析测

试，试图根据二者的微量元素特征进一步约束冷水

坑矿田的成因类型以及两类矿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此外还将根据闪锌矿－方铅矿共生矿物对的微量元

素组成计算相应的分配系数，并进而约束成矿的温

度及其他影响因素。

１　地质背景

冷水坑银铅锌矿田位于扬子地块与华夏地块拼

接带南侧，即赣杭构造带南翼。矿田在区域上受华

南褶皱系赣中 南 褶 皱 上 的 鹰 潭－安 远 深 大 断 裂 及 鹰

潭－瑞昌断裂控 制。出 露 的 基 底 主 要 为 上 震 旦 统 老

虎塘组变质岩，其原岩可能为一套泥砂质夹火山碎

屑物的复理石建造。盖层主要为晚侏罗世的打鼓顶

组和鹅湖岭组。其中，打鼓顶组岩性为晶屑凝灰岩

夹铁锰碳酸盐层、安山岩、角砾安山岩、凝灰质粉砂

岩和沉凝灰岩。鹅湖岭组岩性为晶屑凝灰岩、熔结

凝灰岩并夹铁锰碳酸盐层、凝灰质粉砂岩及流纹岩。
打鼓顶组下段和鹅湖岭组下段的流纹质晶屑凝灰岩

分别为层状银铅锌矿体的主要赋矿围岩。
矿田岩浆活动主要发育在加里东期和燕山中晚

期，尤以燕山中期最为强烈。加里东期岩浆岩主要

为混合花岗岩、花岗伟晶岩等。燕山中期主要为浅

成－超浅成侵入的花岗斑岩，与成矿关系密切，属高

钾钙 碱 性 系 列 的Ｓ型 花 岗 岩，形 成 于 晚 中 侏 罗 世

（１６２～１５０Ｍａ；Ｚｕｏ　Ｌｉｙ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Ｙｕ
Ｍｉｎｇｇ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与打鼓顶组和鹅湖岭组火

山岩具有同时同源性的特征（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ｊ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燕山晚期则主要形成石英正长斑岩，流纹斑

岩和钾长 花 岗 斑 岩。石 英 正 长 斑 岩 出 露 于 矿 区 北

东、南东部，距离矿体较远，与成矿无关。流纹斑岩

和钾长花岗斑岩岩体规模较小，主要呈岩脉、岩墙、
岩瘤或岩盆产出，且常切割早期岩脉或矿体，如出露

于矿区西南部的流纹斑岩，属成矿期后侵入体，对矿

体有一定破坏作用。
矿田构造以断裂构造为主，其次为变质基底和

火山 岩 地 层 构 成 的 简 单 褶 皱 构 造。主 要 断 裂 为

ＮＥ、ＮＷ 向两组，在矿田深 部 火 山 岩 中 还 见 有 层 间

断裂构造。矿田ＳＥ侧 的Ｆ１断 裂 和 矿 田 中 部 的Ｆ２
断裂是矿田内的两条主要断裂构造（图１，２）。Ｆ１是

区域性 湖 石 断 裂 的 一 部 分，走 向 ＮＥ，倾 向 ＮＷ，倾

角５０°～７５°。Ｆ１的形成早于晚侏 罗 世 火 山 喷 发，总

体为逆断层，具有先压后扭再张、以压（扭）为主的活

动特征（Ｌｉｕ　Ｘｕ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１），且控制了区域火山

盆地的边界，是冷水坑矿田重要的导岩、导矿构造。

Ｆ２断裂为区域性推覆构造，上盘震旦系地层被推覆

至上侏罗统火 山 岩 之 上（图２），表 明 其 晚 于 晚 侏 罗

世鹅湖岭组火山岩喷发后有活动。此外，还能见到

同时代的花岗斑岩（１５６±３Ｍａ，Ｄｉ　Ｙｏｎｇ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和流纹斑岩沿Ｆ２断裂带贯入，由于银 铅 锌 矿

体的产状也受到Ｆ２断裂的控制，因此，推测Ｆ２断裂

是冷水坑矿田重要的控岩控矿构造。

２　矿床地质特征简介

冷水坑矿田按照赋矿围岩性质、矿化特点与成

７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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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江西冷水坑矿田区域地质图（底图修改自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矿作用的不同，可以明显分为两类矿体，一类是以花

岗斑岩为赋矿围岩的细脉浸染状－大脉状硫化物矿

体，另一类是以晶屑凝灰岩为围岩的层控块状硫化

物矿 体。两 类 矿 体 的 主 要 矿 化 特 征 详 见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ｊ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和Ｑｉ　Ｙｏｕ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细脉浸染状－大脉状矿体主要分布在银路岭、

鲍家、银珠山３个矿区。容矿岩石以花岗斑岩为主，

次为火山岩。工业矿体以隐伏矿为主，部分矿化体

己出露地表。矿体主要产于银路岭一带的花岗斑岩

体主体带至前缘带的内带及接触带，部分产于岩体

近根部带及外带火山岩中，产状与花岗斑岩产状一

致，走向ＮＥ，倾向ＮＷ，倾角１０°～５０°。矿体平均厚

度１．９３～５１．７３ｍ，呈透镜状、不规则似层状产出，

８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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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江西冷水坑矿田１３２号勘探线剖面（据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９１２地质队，１９９７? 修改）

Ｆｉｇ．２　Ｎｏ．１３２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Ａｇ－Ｐｂ－Ｚｎ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Ｎｏ．９１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ａｍ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１９９７?）

其间大致平行排列。矿体形态由中部向南西、北东

两侧，厚度逐渐变薄，规模逐渐变小，空间上呈叠层

状产出，矿体局部被晚期钾长花岗斑岩脉、流纹斑岩

脉破坏。与银矿化关系密切的围岩蚀变主要有绿泥

石化、绢云母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硅化等。以绿

泥石化为主，叠 加 其 它 蚀 变 且 增 强 时，有 利 于 银 矿

化，往往形成工业矿体。总体上斑岩型矿体的分布

与矿床蚀变叠加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联系，沿赋矿

岩体向外，依次产出绿泥石－绢云母化带中的铜矿

体、绢云母－碳酸盐化－硅化带中的铅锌矿体和碳

酸盐－绢 云 母 化 带 中 的 银 矿 体（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ｊ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矿 石 矿 物 主 要 有 辉 银 矿、深 红 银 矿 及

自然银、自然金、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黄铜矿、磁
铁矿等，脉石矿物大多为斑岩体的原岩矿物，如钾长

石、斜长石、石英等，少量为蚀变矿物，如绿泥石、绢

云母、水白 云 母、方 解 石 等（Ｚｕｏ　Ｌｉｙａｎ，２００８）。矿

石结构有自形晶结构、半自形－他形及压碎充填交

代等结构，以 细 脉 浸 染 状、网 脉 状 和 块 状 构 造 为 主

（图３ａ，ｃ，ｅ），角砾状和条带状构造为辅。
层控块状硫化物银铅锌矿体主要产于下鲍、银

坑、小源和营林４个矿床。矿体赋存于上侏罗统打

鼓顶组和鹅湖岭组的晶屑凝灰岩中，或赋存于由石

英正长质凝灰角砾岩、铁锰碳酸盐、白云岩、硅质岩

和层凝灰岩组成的层间断裂破碎带内（图２）。矿体

产状与火山岩及含矿层产状基本一致，具有明显的

层控特 征。总 体 走 向 ＮＥ，倾 向ＳＥ，倾 角５°～３０°。
矿石矿物主要为闪锌矿、方铅矿、螺状硫银矿、辉银

矿、深红银矿和自然银等。矿石结构主要有中细粒

（半）自形－他形晶粒状结构、包含结构、充填结构、
交代（残余）结构和碎裂结构等；矿石的构造主要有

块状构造、角砾状构造、细脉浸染状构造、稠密浸染

状构造及脉状构造等（图３ｂ，ｄ，ｆ）。赋矿围岩之中

广泛发育铁锰碳酸盐化、绿泥石化和绢云母化等热

液蚀变。其中铁锰碳酸盐化与银铅锌矿化的关系最

为密切，常见蚀变矿物主要为含锰菱铁矿、含铁菱锰

矿、菱锰铁矿、富锰菱铁矿、富铁菱锰矿和方解石等，

碳酸盐的Ｆｅ、Ｍｎ含量变化很大，属 ＭｎＣＯ３－ＦｅＣＯ３系

列（Ｘｉａｏ　Ｍａｏ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然而，目前学术界

对于铁锰碳酸盐的成因及其与矿化作用的内在联系

的认识存在分歧，Ｈｕａｎｇ　Ｓｈｕｉｂ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基于

层状矿体中碳酸盐的碳氧同位素、金属硫化物的硫和

铅同位素研究，认为含矿地层内的碳酸盐岩层为火山

喷发间歇，局限陆相湖正常沉积而成，铁锰碳酸盐则

为岩浆热液成因。而Ｓｕｎ　Ｊｉａｎｇ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根

９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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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江西冷水坑矿田部分代表性矿石手标本（ａ，ｂ）及其显微照片（ｃ～ｆ）

Ｆｉｇ．３　Ｐｈｏｔｏｓ（ａ，ｂ）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ｔｏｓ（ｃ～ｆ）ｏｆ　ｓｏｍｅ　ｏｒ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ａ）—银路岭矿区花岗斑岩中的方铅矿－闪锌矿脉；（ｂ）—下鲍矿区铁锰碳酸盐细脉浸染状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磁黄铁矿矿石；（ｃ）—

银路岭矿区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矿石（ＹＬＬ１２－１）；（ｄ）—下鲍矿区致密块状方铅矿－闪锌矿－磁黄铁矿－黄铁矿矿石（ＸＢ１２－１０）；（ｅ）—

银路岭矿区闪锌矿中的黄铜矿“病毒”（ＹＬＬ２００－２）；（ｆ）—下鲍矿区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矿石（ＸＢ１５２－４）；矿物缩写：Ｃｃｐ—黄铜矿；Ｇｎ—方

铅矿；Ｐｏ—磁黄铁矿；Ｐｙ—黄铁矿；Ｓｐｈ—闪锌矿

（ａ）—ａｇａｌｅｎａ－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ｖｅｉｎ　ｉｎ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ｉｎｌｕｌｉｎ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ｂ）—ａｎ　ｏｒｅ　ｈ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Ｘｉａｂａｏ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ｇａｌｅｎａ，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ａｎｄ　ｐｙｒｉｔｅ　ｗｉｔｈ　ｖｅｉｎｌｅｔ－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ｕｒｅ；（ｃ）—ａｇａｌｅｎａ－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ｐｙｒｉｔｅ　ｏｒ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ｉｎｌｕｌｉｎ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ＹＬＬ１２－１）；（ｄ）—ａ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ｏｒ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ｇａｌｅｎａ，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ｐｙｒｒｈｏｔｉｔｅ，ａｎｄ　ｐｙｒｉ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Ｘｉａｂａｏ　ｄｅｐｏｓｉｔ（ＸＢ１２－

１０）；（ｅ）—ｔｈｅ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ｗｉｔｈ“ｃｈ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ｔ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ｉｎｌｕｌｉｎ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ＹＬＬ２００－２）；（ｆ）—ａｎ　ｏｒｅ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ｇａｌｅｎａ，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ａｎｄ

ｐｙｒｉ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Ｘｉａｂａｏ　ｄｅｐｏｓｉｔ．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Ｃｃｐ—ｃｈ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ｔｅ；Ｇｎ—ｇａｌｅｎａ；Ｐｏ—ｐｙｒｒｈｏｔｉｔｅ；Ｐｙ—ｐｙｒｉｔｅ；Ｓｐｈ—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０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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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铁锰碳酸盐的稀土元素特征、碳氧同位素组成和

凝灰岩中锆石 Ｕ－Ｐｂ定 年 等 研 究，提 出 矿 区 铁 锰 碳

酸 盐 均 为 陆 相 火 山 湖 泊 正 常 沉 积 形 成，Ｘｉａｏ
Ｍａｏ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

（铁锰）碳 酸 岩 角 砾 岩 为 深 水 湖 泊 相 火 山－沉 积 成

因，后期斑岩岩浆就位及其流体活动对早期火山沉

积碳酸岩层叠加改造，从而形成了与斑岩具有成因

联系的层状富矿体。
尽管斑岩型矿体和层控块状硫化物矿体的赋矿

围岩、矿化类型及矿石组合（尤其是脉石矿物）等特

征不尽相同（图３），但 是 二 者 具 有 相 似 的 矿 石 矿 物

组合（如 均 发 育 螺 状 硫 银 矿－闪 锌 矿－方 铅 矿 组

合）。前人根据细致的矿相学观察，认为它们具有基

本一致的矿化顺序（详见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成矿主要包括三个阶段：早期的黄铁矿－黄

铜矿－闪锌矿、主成矿期的螺状硫银矿－自然银－
方铅矿－闪锌矿（图３）、以 及 晚 期 的 黄 铁 矿－石 英

－方解石。

３　样品和分析方法

为了探讨上述两类矿体的成因类型及其内在联

系，本次研究选择冷水坑矿田层状富矿体最为发育

的下鲍矿区，以及细脉浸染状和大脉状矿体最为典

型的银路岭 和 银 珠 山 矿 区 开 展 工 作。所 采 集 的１２
件矿石样品均采自这３个矿区，样品编号、采样位置

及其矿石组合特征参见表１，所采样品均来自主 成

矿期。在细致 的 矿 相 学 研 究 基 础 上（图３），我 们 对

矿石标本中需要分析的闪锌矿和方铅矿进行了画圈

标记。然后利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国家优秀

矿床研究中 心（ＣＯＤＥＳ）的 激 光 剥 蚀 电 感 耦 合 等 离

子体质谱仪对闪锌矿和方铅矿进行了原位微量元素

组 成 的 分 析 测 试。仪 器 为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ＨＰ－７７００
Ｑｕａｄｒｉｐｏｌｅ型 号 质 谱 仪，测 试 所 用 束 斑 直 径 为３２

μｍ，测试过程中尽量避开含有杂质的区域。共完成

１２件 样 品６８个 测 点 分 析，测 试 元 素 包 括：４９　Ｔｉ、
５５　Ｍｎ、５７Ｆｅ、５９Ｃｏ、６０　Ｎｉ、６５Ｃｕ、６６Ｚｎ、７５　Ａｓ、７７Ｓｅ、１０９　Ａｇ、
１１１Ｃｄ、１１８Ｓｎ、１２１Ｓｂ、１２５　Ｔｅ、１５７　Ｇｄ、１７８　Ｈｆ、１８１　Ｔａ、１９７　Ａｕ、
２０５　Ｔｌ、２０８Ｐｂ和２０９Ｂｉ，每 个 测 点 分 析 时 间 为９０ｓ，所 用

标样采用ＳＴＤＧＬ２ｂ２（该标样适合于不同类型硫化

物 定 量 分 析 测 试，参 见 Ｄａｎｙｕｓｈｅｖｓｋ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对于闪锌矿和方铅矿分别采用Ｚｎ和Ｐｂ含

量（ＥＰＭＡ测量数据）作为内标元素进行矫正，然后

再分别采用不同的校正因子对二者中的元素含量进

行矫正（Ｄａｎｙｕｓｈｅｖｓｋ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分 析 误 差＜
２０％，详 细 分 析 流 程 参 见 Ｃｏｏ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和

Ｄａｎｙｕｓｈｅｖｓｋ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表１　样品编号、采样位置及其矿石标本描述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ｒ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ｎａｍ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样品编号 采样位置 样品描述

ＬＳＫ２１－２５ 下鲍矿区矿石堆 致密块状闪锌矿－方铅矿－磁黄铁矿－黄铁矿矿石

ＬＳＫ２１－３１ 下鲍矿区矿石堆 铁锰碳酸盐中的细脉浸染状方铅矿－闪锌矿矿石

ＸＢ１２－１０ 下鲍矿区矿石堆 致密块状闪锌矿－方铅矿－磁黄铁矿－黄铁矿矿石

ＸＢ１２－７ 下鲍矿区矿石堆 致密块状闪锌矿－方铅矿－磁黄铁矿－黄铁矿矿石

ＸＢ１２－１ 下鲍矿区矿石堆 致密块状闪锌矿－方铅矿－磁黄铁－黄铜矿矿石

ＸＢ１５２－４０ｂ 下鲍矿区１５２中段 铁锰碳酸盐中细脉浸染状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矿石

ＸＢ１５２－４ 下鲍矿区１５２中段 铁锰碳酸盐细脉浸染状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矿石

ＹＬＬ１２－１ 银路岭矿区２００中段采坑 花岗斑岩中的细脉状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矿石

ＹＬＬ２００－２ 银路岭矿区２００中段采坑 花岗斑岩中的大脉状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矿石

ＬＳＫ２２－１ 银路岭矿区２００中段采坑 花岗斑岩中的大脉状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矿石

ＬＳＫ２２－４ 银路岭矿区２００中段采坑 花岗斑岩中大脉旁侧的细脉浸染状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矿石

ＹＺＳ１２－１ 银珠山矿区矿石堆 花岗斑岩中细脉浸染状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矿石

４　分析结果

４．１　闪锌矿的微量元素组成

我们对下鲍矿区５件矿石样品中的闪锌矿完成

了２１个测点的分析，结果见表２和图４。闪锌矿的

Ｃｄ含 量 变 化 范 围 相 对 较 小，介 于４７４６×１０－６～

８７０３×１０－６，平均值为７０７０×１０－６。除此之外其他

元素的 含 量 变 化 范 围 均 较 大，其 中 Ｆｅ含 量 介 于

２．３％～１０．１ ％，平 均 值 为６．４９ ％，Ｍｎ为２６×
１０－６～１２６９×１０－６（平 均２０５×１０－６，下 文 同），Ｃｕ
为１３．６×１０－６～３８１３×１０－６（８３３×１０－６），Ｐｂ为

０．３１×１０－６～８６８２×１０－６（５２５×１０－６），Ａｇ为４×

１０－６～７２６×１０－６（７８．７×１０－６）。Ｓｎ、Ｓｂ、Ｓｅ、Ｔｉ、

Ｃｏ、Ｎｉ和Ａｓ等微量元素的含量从低于最低平均检

出限（简称检出限），到最高为几～十几１０－６，如Ｓｎ
最大为３１．５×１０－６，Ｓｂ最大为６．６９×１０－６，Ｓｅ最大

１６２２



地　质　学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７年

为１６．７×１０－６等等。此外，个别测点中还检测到痕

量的Ｔｌ（０．０４×１０－６～０．３４×１０－６）和 Ａｕ（０．０４×
１０－６～０．４０×１０－６）。Ｇｄ、Ｈｆ、Ｔａ和Ｂｉ的含量通常

均低于检出限。
银路岭矿区４件样品的１５组分析数据表明闪

锌矿的Ｆｅ和Ｃｄ的含量变化范围相对较小（表２，图

４），其中Ｆｅ含量介于５．６７％～１１．９％之间，平均

为９．１７％，Ｃｄ为５４３２×１０－６～９３８３×１０－６，平 均

６７５２×１０－６。除此之外，其他微量元 素 的 组 成 变 化

范围均 较 大，其 中 Ｍｎ为１３５×１０－６～１４８２×１０－６

（７５９×１０－６），Ｃｕ为２８×１０－６～８５３６×１０－６（２３７８
×１０－６），Ａｇ为４３×１０－６～４２９６０×１０－６（５４５５×
１０－６），Ｐｂ为３．２０×１０－６～９１９３１×１０－６（１２８５７×
１０－６），Ｓｂ为０．２９×１０－６～１１９×１０－６（２１×１０－６）。
此外，多数测点的Ｔｌ含量均高于检测限，变化范围为

０．０５×１０－６～０．９５×１０－６，均值为０．２９×１０－６，同时

表２　闪锌矿的原位ＬＡ－ＩＣＰ－ＭＳ微量元素分析结果（×１０－６）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ｓｉｔｕ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ｉｎｏ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１０－６）ｉｎ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样品编号 Ｆｅ（％） Ｃｄ　 Ｍｎ　 Ａｇ　 Ｃｕ　 Ｓｎ　 Ｐｂ　 Ｓｂ　 Ｔｉ　 Ｃｏ　 Ｎｉ　 Ｓｅ　 Ｔｌ　 Ａｓ　 Ａｕ
下鲍矿区

ＬＳＫ２１－３１－Ｃ１－ｓｐｈ１　４．３０　 ５９９４　 ３８４　 ７２６　 １２６５　 ０．６８　 ３．２７　 ０．２６ ＜ｍｄｌ　８．１３　 １．７４　 ９．７０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１３
ＬＳＫ２１－３１－Ｃ１－ｓｐｈ２　３．２８　 ４８５１　 ３９８　 １４．４　 １５．０６　 ０．７３　 ０．５５ ＜ｍｄｌ ＜ｍｄｌ　６．９０　 １．２２　 １４．６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ＬＳＫ２１－３１－Ｃ２－ｓｐｈ２　３．７７　 ４７４６　 １２６８　 １０．２　 １３．６２　 ０．３２　 ０．７９ ＜ｍｄｌ ＜ｍｄｌ　４２．９　 １．６３　 １６．５ ＜ｍｄｌ　２．４２ ＜ｍｄｌ
ＬＳＫ２１－３１－Ｃ３－ｓｐｈ１　３．４４　 ５８７７　 ２２９　 ３２４　 ６７５　 ２７．２　 ２０６　 ２．６４ ＜ｍｄｌ　４０．８　 ０．６９　 ６．１３　 ０．０４ ＜ｍｄｌ　０．０６
ＬＳＫ２１－２５－Ｃ１－ｓｐｈ２　９．８４　 ８６２６　 ５７．８　 ２７．７　 １６５５　 １８．３０　 ９．２４　 ０．４６　 １．１７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０７ ＜ｍｄｌ ＜ｍｄｌ
ＬＳＫ２１－２５－Ｃ２－ｓｐｈ１　９．６８　 ８５８０　 ３８．９　 ４１．３　 ３８１３　 １６．３０　 ８．２２　 ０．２４　 ２．２２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ＬＳＫ２１－２５－Ｃ２－ｓｐｈ２　１０．０７　８７０３　 ４６．１　 １７．１　 １２６６　 ５．８９　 ２．５０ ＜ｍｄｌ　２．１９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０７ ＜ｍｄｌ ＜ｍｄｌ
ＬＳＫ２１－２５－Ｃ２－ｓｐｈ３　９．６０　 ８２００　 ２９．４　 ４３．２　 ２１０９　 ２．８１　 ２４．１　 ２．４８　 ２．３１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０４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２－１０－Ｃ１－ｓｐｈ１　 ８．５８　 ７７１７　 ３０．３　 ２３．４　 ９１５　 １．４０　 ７．２１　 ０．５０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２－１０－Ｃ１－ｓｐｈ２　 ８．６１　 ７３３７　 ２５．５　 ４８．６　 １２７０　 １．８５　 ２７．７　 ２．７９　 ４．３３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１８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２－１０－Ｃ２－ｓｐｈ２　 ９．９５　 ８２５３　 ３５．５　 ３９．９　 ２５６３　 ６．５４　 ４．９２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２－１－Ｃ１－ｓｐｈ１　 ８．４３　 ６８３４　 ４５７　 ４．２５　 ２８２　 ０．３６　 １．３４　 ０．１６　 １．６９　 １．１３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２－１－Ｃ１－ｓｐｈ２　 ８．０９　 ６３８２　 ２８８　 ７．３８　 １４．６ ＜ｍｄｌ　 ３．４５　 ０．８５ ＜ｍｄｌ　０．２６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２－１－Ｃ２－ｓｐｈ１　 ８．２０　 ７３５９　 ７６．４　 ７．１０　 ２２５　 ０．４８　 ０．５５　 ０．１７　 １．４７　 ０．１８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２－１－Ｃ３－ｓｐｈ１　 ５．９４　 ５６６８　 ２０４　 １０５　 ３５８　 ３１．５　 ６７．８　 ２．４１ ＜ｍｄｌ　０．８３　 ０．１５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０４
ＸＢ１２－１－Ｃ３－ｓｐｈ２　 ６．５９　 ６１６０　 ２４７　 ４．９２　 １０１ ＜ｍｄｌ　 ０．３１ ＜ｍｄｌ ＜ｍｄｌ　３．３２ ＜ｍｄｌ　３．２６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５２－４０ｂ－Ｃ４－ｓｐｈ１　４．４０　 ７７７４　 １２０　 ２３．３　 ２１７　 ４．８４　 ４０．５　 ２．４０ ＜ｍｄｌ　１．３９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３４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５２－４０ｂ－Ｃ４－ｓｐｈ２　３．２０　 ７８１１　 ６３．５　 ４０．２　 １２３　 ６．９７　 １１３０　 ２．４１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５２－４０ｂ－Ｃ４－ｓｐｈ３　５．５７　 ７９３０　 ２０７　 ２６．６　 ４２３　 ４．６０　 １９．００ ＜ｍｄｌ ＜ｍｄｌ　３．２４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５２－４－Ｃ２－ｓｐｈ１　 ２．５３　 ６４９６　 ６３．６　 ６７．４　 １２６　 １２．９　 ８６８２　 ６．６９　 １．９６　 １．０７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２４ ＜ｍｄｌ　０．４０
ＸＢ１５２－４－Ｃ２－ｓｐｈ２　 ２．３０　 ７１７０　 ３６．０　 ５０．７　 ６３．１　 ４．４９　 ７９０　 １．８１ ＜ｍｄｌ　１．５５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均值 ６．４９　 ７０７０　 ２０５　 ７８．７　 ８３３　 ７．８０　 ５２５　 １．７５　 ２．１７　 ８．５９　 １．０９　１０．０４　０．１４　 ２．４２　 ０．１６
标准偏差 ２．７２　 １１７５　 ２７３　 １５９　 ９８５　 ９．０３　 １８４６　 １．６７　 ０．９０　１４．３６　０．６０　 ４．９８　 ０．１１　 ０．００　 ０．１４

银路岭矿区

ＹＬＬ１２－１－Ｃ１－ｓｐｈ３　 ９．０４　 ５４３２　 ２５７　 ８７．２　 １４８　 １３８　 ３．７１　 １．８２ ＜ｍｄｌ　１．５８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１２ ＜ｍｄｌ ＜ｍｄｌ
ＹＬＬ１２－１－Ｃ１－ｓｐｈ１　 ９．６２　 ６５５３　 １０８２　 ３９０　 ６２５　 １１９　 ９１９３１　 １１９ ＜ｍｄｌ　１１．２　 ０．７２ ＜ｍｄｌ　０．１３　 ２２９　 ０．０８
ＹＬＬ１２－１－Ｃ１－ｓｐｈ２　 ５．６７　 ６６６４　 ８１１　 ８３４　 ３４７０　 ５０８　 ４７３３５　 ５５．５ ＜ｍｄｌ　１．１５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９３ ＜ｍｄｌ　０．１３
ＹＬＬ１２－１－Ｃ１－ｓｐｈ４　 ９．１９　 ６４８２　 １３５　 ４３．２　 ２７．７　 ４．２０　 ３．２０　 ４．６８ ＜ｍｄｌ　１．２８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３１ ＜ｍｄｌ ＜ｍｄｌ
ＹＬＬ１２－１－Ｃ１－ｓｐｈ５　 ９．３８　 ６０５１　 ４１８　 ９８．３　 １７０　 ６５．３　 ４．２５　 ０．２９ ＜ｍｄｌ　１．５８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ＹＬＬ２００－２－Ｃ１－ｓｐｈ１　８．４３　 ５９２３　 ３６５　 ５９４　 ５９５４　 １７．７　 １１４５５　 ３１．５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ＹＬＬ２００－２－Ｃ１－ｓｐｈ２　９．０３　 ５８４０　 ３３９　 ６１４　 ５７０７　 ２８．８　 ２３７１　 ３０．４ ＜ｍｄｌ　０．３２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３３　 １１．８ ＜ｍｄｌ
ＹＬＬ２００－２－Ｃ２－ｓｐｈ１　８．７５　 ５６９７　 ５３１　 １５４３　 ８５３６　 ８０３　 １６０　 ５．４４ ＜ｍｄｌ　０．１７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３４ ＜ｍｄｌ ＜ｍｄｌ
ＹＬＬ２００－２－Ｃ２－ｓｐｈ２　７．８４　 ５８０４　 ４８０　 ５１６　 ２２７４　 １９８　 ２４６８　 ２０．６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ＬＳＫ２２－１－Ｃ１－ｓｐｈ１　 １１．９０　９３８３　 １０４２　 １６７５　 １８３１　 ４．２５　 ２３５２　 ８．６５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３．６６　 ０．０５ ＜ｍｄｌ ＜ｍｄｌ
ＬＳＫ２２－１－Ｃ１－ｓｐｈ２　 １１．９５　９３１７　 １１６７　 ２７４８　 １２９０　 １３．８　 ９１４　 ６．０８　 １．７６　 ０．０７ ＜ｍｄｌ　３．９４　 ０．１０ ＜ｍｄｌ　１．５５
ＬＳＫ２２－１－Ｃ３－ｓｐｈ１　 １０．９３　８６５０　 １０５１　 １１５１３　 １８７４　 ３２９　 ２７０６　 １１．７　 １．９６　 ０．２３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３９ ＜ｍｄｌ　０．４３
ＬＳＫ２２－１－Ｃ３－ｓｐｈ２　 １１．０２　８３９１　 １４８２　 １４７２８　 ２７５９　 ７２６　 ３５９４　 １２．２ ＜ｍｄｌ　０．５５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４０ ＜ｍｄｌ　０．３０
ＬＳＫ２２－４－Ｃ２－ｓｐｈ１　 ８．４４　 ５５０８　 １１３３　 ３４７７　 ２５２　 １．１５　 ２３６６２　 ３．３０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ＬＳＫ２２－４－Ｃ３－ｓｐｈ１　 ６．４０　 ５５７９　 １０８７　 ４２９６０　 ７５２　 ２９．４　 ３８９９　 １．７５ ＜ｍｄｌ　５．０６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０８ ＜ｍｄｌ　１．９４

均值 ９．１７　 ６７５２　 ７５９　 ５４５５　 ２３７８　 １９９　 １２８５７　 ２０．９　 １．８６　 ２．１１　 ０．７２　 ３．８０　 ０．２９　 １２０　 ０．７４
标准偏差 １．７３　 １３８１　 ４０２　 １０８７９　 ２４５６　 ２６１　 ２４４３６　 ３０．０　 ０．１０　 ３．１６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２４　 １０８　 ０．７３

注：＜ｍｄｌ表明低于平均最低检出限（Ｍｅａｎ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ｓ）。

２６２２



第１０期 冷成彪等：闪锌矿与方铅矿的ＬＡ－ＩＣＰＭＳ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对江西冷水坑银铅锌矿田的成因制约

图４　江西冷水坑矿田闪锌矿的微量元素与Ｆｅ协变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ｐｌｏｔｓ　ｏｆ　Ｆ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ｓｏｍｅ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个别测点的Ａｕ含 量 为０．０８×１０－６～１．９４×１０－６。

通过对比（图４），可 以 看 出 银 路 岭 矿 区 的 闪 锌 矿 具

有相对更高的Ｆｅ、Ｍｎ、Ｃｕ、Ｐｂ、Ａｇ、Ｓｂ、Ｓｎ和 Ｔｌ含

量，而 下 鲍 矿 区 的 闪 锌 矿 则 具 有 相 对 略 高 的 Ｃｄ
含量。

４．２　方铅矿的微量元素组成

下鲍矿区７件矿石样品共１７个测点的分析数

据表明（表３），方铅 矿 中 Ａｇ、Ｓｂ、Ｃｄ、Ｓｎ和Ｔｌ的 含

量都十分均一（图５），变化范围不大，如 Ａｇ变化为

９７．１×１０－６～２６１×１０－６（１７３×１０－６），Ｓｂ为８７．９

×１０－６～２７９×１０－６（１７３×１０－６），Ｃｄ为４．５８×１０－６

～２７．７×１０－６（１０．９×１０－６），Ｔｌ为０．１８×１０－６～
０．３７×１０－６（０．２７×１０－６）。另 外，除 了 一 个 异 常 点

的Ｓｎ含量高达１２１×１０－６之外，其 余１６个 测 点 的

Ｓｎ为２．１３×１０－６～１０．６６×１０－６（５．２０×１０－６），除

了２个异常点同时具有较高的Ｂｉ（１１５×１０－６、１３７×

１０－６）和Ｓｅ（１２６×１０－６、１２７×１０－６）之外，其余测点

均具有较低、且 相 对 均 一 的Ｂｉ（０．０５×１０－６～１．０７

×１０－６）和Ｓｅ（１．０９×１０－６～８．０６×１０－６）。个别测

点中还检测 到 一 定 量 的Ｆｅ和 痕 量 的 Ｔｉ、Ｍｎ、Ｃｏ、

Ｃｕ、Ｚｎ和Ｔｅ等。Ａｕ、Ａｓ、Ｇｄ、Ｈｆ和Ｔａ等元素均低

于检出限。

３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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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银路岭和 银 珠 山 矿 区５件 矿 石 样 品 的１５
组分析数据表 明（表３），方 铅 矿 中 Ａｇ、Ｓｂ和Ｓｎ的

含量变化范围相对较大（图５ａ，ｃ），其中Ａｇ含量为

６８．９×１０－６～１０４３×１０－６（３４４×１０－６），Ｓｂ为２４．３
×１０－６～９８４×１０－６（３３８×１０－６），Ｓｎ为０．１６×１０－６

～１１５６×１０－６（１５５×１０－６）。而Ｃｄ和Ｔｌ的含量十

分均一，Ｃｄ为２．３９×１０－６～７．６３×１０－６（４．３２×
１０－６），Ｔｌ为０．１０×１０－６～０．３７×１０－６（０．１９×
１０－６）（图５ｄ）。此 外，部 分 测 点 中 还 检 测 到 一 定 量

的Ｆｅ和微量的Ｔｉ、Ｍｎ、Ｃｏ、Ｃｕ、Ｚｎ和Ｔｅ等。值得

注意的是多 数 测 点 中 还 检 测 到 痕 量 的 Ａｕ（０．０２×

１０－６～０．１６×１０－６）。
通过对比（表３和 图５），不 难 发 现 以 银 路 岭 和

银珠山为代表的斑岩型矿体方铅矿具有相对较高的

Ａｇ、Ｓｂ、Ｓｎ和Ａｕ含量，而以下鲍为代表的层控块状

硫化物矿体具有相对较高的Ｃｄ、Ｂｉ、Ｓｅ和Ｔｌ。

５　讨论

５．１　微量元素在闪锌矿和方铅矿中的赋存形式

与常规的电子探针波谱分析不同，采用激光剥

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除了能够获得精确的元

素含量，还能够获取 元 素 随 激 光 剥 蚀 深度的空间变

表３　方铅矿的原位ＬＡ－ＩＣＰ－ＭＳ微量元素分析结果（×１０－６）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ｓｉｔｕ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１０－６）ｉｎ　ｇａｌｅｎａｓ　ｆｒｏｍ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样品号 Ａｇ　 Ｓｂ　 Ｃｄ　 Ｓｎ　 Ｂｉ　 Ｔｌ　 Ｓｅ　 Ｔｉ　 Ｍｎ　 Ｆｅ　 Ｃｕ　 Ｚｎ　 Ａｕ　 Ｔｅ
下鲍矿区

ＬＳＫ２１－３１－Ｃ３－ｇａ１　 ２４１　 １９０　 ４．５８　 ４．３２　 １１５　 ０．２３　 １２６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４７ ＜ｍｄｌ ＜ｍｄｌ
ＬＳＫ２１－３１－Ｃ２－ｇａ１　 ２５４　 １８２　 ５．２５　 ４．３８　 １３７　 ０．２６　 １２７　 ０．８２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６９ ＜ｍｄｌ ＜ｍｄｌ
ＬＳＫ２１－２５－Ｃ２－ｇａ１　 ９７　 １０３　 １０．０　 １０．７ ＜ｍｄｌ　 ０．２３ ＜ｍｄｌ ＜ｍｄｌ　 １．０１　 １２５１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ＬＳＫ２１－２５－Ｃ２－ｇａ２　 １００　 １０２　 ８．３２　 ７．１５　 ０．０５　 ０．２５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７４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ＬＳＫ２１－２５－Ｃ１－ｇａ１　 １３９　 ８８　 ８．８０　 ８．３５ ＜ｍｄｌ　 ０．２２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８０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２－７－Ｃ１－ｇａ１　 ２２６　 ２６３　 ２７．７　 ４．２４　 ０．０５　 ０．３３　 １．３１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２－７－Ｃ１－ｇａ４　 ２０５　 ２３４　 ２４．８　 ４．１６ ＜ｍｄｌ　 ０．２８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２－７－Ｃ２－ｇａ１　 ２６１　 ２７９　 ２０．８　 ６．８１　 ０．０５　 ０．３７ ＜ｍｄｌ　 ０．６３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２－７－Ｃ３－ｇａ１　 ２１６　 ２４３　 １７．４　 ３．９１　 ０．１４　 ０．３０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２－１－Ｃ４－ｇａ１　 １５１　 １２９　 ５．９６　 ６．７３　 ０．４６　 ０．２０　 ５．９６　 ０．５２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５２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２－１－Ｃ４－ｇａ２　 １８９　 ２１２　 ６．６８　 ２．９０　 ０．１５　 ０．１８　 ３．７８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５２－４０ｂ－Ｃ４－ｇａ１　 １４０　 １５７　 ６．９３　 １２１　 １．０７　 ０．３３　 ８．０６ ＜ｍｄｌ　 ０．８３　 ７２．６ ＜ｍｄｌ　 ０．５４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５２－４０ｂ－Ｃ３－ｇａ１　 １９１　 ２０９　 ６．９５　 ３．１０　 ０．５０　 ０．２７　 ４．２４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５２－４０ｂ－Ｃ３－ｇａ２　 １８２　 １９０　 ６．２７　 ４．９６　 ０．４４　 ０．２４　 ５．５６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２－１０－Ｃ２－ｇａ１　 ９８　 ９６　 ９．２９　 ５．９４　 ０．１２　 ０．３５　 １．０９　 ０．６４ ＜ｍｄｌ　 ７．５３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５２－４－Ｃ１－ｇａ１　 １０７　 １１３　 ７．２９　 ３．４４　 ０．２６　 ０．３０　 ５．６７　 ０．９７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ＸＢ１５２－４－Ｃ２－ｇａ１　 １４３　 １５１　 ８．１２　 ２．１３　 ０．６６　 ０．３１　 ５．９６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６９ ＜ｍｄｌ　 ０．１８

均值 １７３　 １７３　 １０．９　 １２．０　 １８．３　 ０．２７　 ２６．８　 ０．７２　 ０．９２　 ３５１　 ０．５２　 ０．６４ ＜ｍｄｌ　 ０．１８
标准偏差 ５４　 ６０　 ６．９４　 ２７．４　 ４４．２　 ０．０５　 ４７．１　 ０．１６　 ０．０９　 ５２０　 ０．００　 ０．１２ ＜ｍｄｌ　 ０．００

银路岭、银珠山矿区

ＬＳＫ２２－１－Ｃ２－ｇａ１　 １２５　 １１２　 ２．８８　 ０．７３　 ０．０６　 ０．１０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ＬＳＫ２２－１－Ｃ２－ｇａ２　 ３１４　 ３４５　 ２．３９　 ０．９０　 ０．０６　 ０．１３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ＬＳＫ２２－１－Ｃ１－ｇａ１　 ６９　 ６５　 ３．４１　 １１５６　 ０．０６　 ０．１０ ＜ｍｄｌ　 ０．９１　 ２．５７　 １７．３ ＜ｍｄｌ　 １．２６ ＜ｍｄｌ ＜ｍｄｌ
ＬＳＫ２２－１－Ｃ１－ｇａ２　 １０８　 １１７　 ３．５２　 ３．６８ ＜ｍｄｌ　 ０．１５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４９　 １６．１ ＜ｍｄｌ　 １．０４ ＜ｍｄｌ ＜ｍｄｌ
ＬＳＫ２２－４－Ｃ３－ｇａ１　 ２８５　 ２４　 ２．９３ ＜ｍｄｌ　 ０．０９　 ０．１４　 １．９２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ＹＬＬ１２－１－Ｃ１－ｇａ１　 １３５　 １４２　 ２．９８ ＜ｍｄｌ　 ０．０６　 ０．２２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１１ ＜ｍｄｌ
ＹＬＬ１２－１－Ｃ１－ｇａ２　 １７４　 １８７　 ３．８４　 ０．６２ ＜ｍｄｌ　 ０．２０ ＜ｍｄｌ ＜ｍｄｌ　 １．０３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２０
ＹＬＬ１２－１－Ｃ１－ｇａ３　 １４９　 １５２　 ３．５４　 ０．４７ ＜ｍｄｌ　 ０．１５　 ２．２６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ＹＬＬ２００－２－Ｃ２－ｇａ１　 ８７３　 ９４１　 ２．９１　 １４．７　 ０．１２　 ０．３７ ＜ｍｄｌ ＜ｍｄｌ　 ５．３３　 １３．３ ＜ｍｄｌ　 １．２１　 ０．０４ ＜ｍｄｌ
ＹＬＬ２００－２－Ｃ２－ｇａ２　 ２６８　 ２７９　 ４．１５　 ３９０　 ０．３０　 ０．１８ ＜ｍｄｌ ＜ｍｄｌ　 ５．５３　 １０．２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０９ ＜ｍｄｌ
ＹＬＬ２００－２－Ｃ２－ｇａ３　 ６００　 ６７８　 ４．０５　 ２３８　 ０．０８　 ０．２９ ＜ｍｄｌ　 ０．６０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０５　 ０．１３
ＹＺＳ１２－１－Ｃ２－ｇａ１　 ３３４　 ３５７　 ７．６３　 ４８．８　 ０．１４　 ０．２０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０５ ＜ｍｄｌ
ＹＺＳ１２－１－Ｃ２－ｇａ２　 １０４３　 ９８４　 ７．２０　 ０．３７　 ０．０７　 ０．２２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７７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ＹＺＳ１２－１－Ｃ１－ｇａ１　 ９３　 ８０　 ５．７９　 １６５　 ０．４１　 ０．１２ ＜ｍｄｌ ＜ｍｄｌ　 １．１４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１６ ＜ｍｄｌ
ＹＺＳ１２－１－Ｃ１－ｇａ２　 ５８４　 ６０２　 ７．５５　 ０．１６　 ０．０４　 ０．２１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ｍｄｌ　 ０．０２　 ０．２２

均值 ３４４　 ３３８　 ４．３２　 １５５　 ０．１２　 ０．１９　 ２．０９　 ０．７６　 ２．６８　 １４．２　 ０．７７　 １．１７　 ０．０８　 ０．１９
标准偏差 ２８９　 ３０６　 １．７５　 ３１２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１７　 ０．１６　 ２．０４　 ２．７５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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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江西冷水坑矿田方铅矿的Ｃｄ－Ａｇ（ａ）、Ｂｉ－Ａｇ（ｂ）、Ｓｂ－Ａｇ（ｃ）和Ｔｌ－Ａｇ（ｄ）协变图

Ｆｉｇ．５　Ｂｉｎａｒｙ　ｐｌｏｔｓ　ｏｆ（ａ）Ｃｄ　ｖｓ．Ａｇ，（ｂ）Ｂｉ　ｖｓ．Ａｇ，（ｃ）Ｓｂ　ｖｓ．Ａｇ，ａｎｄ（ｄ）Ｔｌ　ｖｓ．

Ａｇ　ｆｏｒ　ｇａｌｅｎａ　ｆｒｏｍ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化趋势，进而为我们探讨元素在矿物中的赋存形式

提供可靠的信息。众所周知，闪锌矿作为铅锌矿床

中最主要的矿石矿物之一，其中常含有Ｆｅ、Ｍｎ、Ｃｄ、

Ｇａ、Ｇｅ、Ｉｎ、Ｓｅ、Ｔｅ、Ａｇ等 元 素，其 中 有 些 伴 生 组 分

（如Ｇａ、Ｉｎ等）甚至可以达到工业品位的要求，从而

形成所谓的分散元素矿床。最近几年，国内外学者

采用激光剥蚀方法对铅锌矿床中的闪锌矿进行了大

量的 研 究（如 Ｃｏｏ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Ｙｅ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Ｈｕ　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Ｌｏｃｋｉｎｇ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结 果 表 明 Ｃｄ、Ｃｏ、Ｇａ、Ｇｅ、Ｉｎ、Ｍｎ、Ｓｎ、

Ａｓ、Ｔｌ、Ａｇ和Ｓｂ等 元 素 能 够 以 固 溶 体 的 形 式 进 入

闪锌矿的晶格之中，它们通常以类质同象的形式置

换闪 锌 矿 中 的 Ｚｎ２＋ 或 者Ｓ２－ 离 子（详 见 Ｃｏｏ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Ｙｅ　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Ｌｏｃｋｉｎｇｔ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冷水坑矿田 的 闪 锌 矿 除 了 具 有 相 对 均 一 的Ｆｅ
和Ｃｄ含量之 外，其 他 所 测 元 素 含 量 变 化 范 围 均 较

大。通 过 仔 细 检 查 各 微 量 元 素 计 数 值 在 ＬＡ－
ＩＣＰＭＳ时间 分 辨 率 剖 面 中 的 变 化 趋 势，我 们 发 现

Ｆｅ、Ｃｄ和 Ａｇ等 元 素 呈 现 为 相 对 平 缓 的 直 线（图

６ａ），表明这些元素以类质同象的形式赋存在闪锌矿

的晶格中，而Ｃｕ、Ｐｂ和Ｓｎ等元 素 则 呈 现 为 起 伏 波

动较大的不规则曲线（图６ａ），说明这些元素主要以

显微包裹体的形式赋存于闪锌矿之中。这与矿相学

观察结果也是一致的，比如在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

闪锌矿中存在大量“黄铜矿病毒”（图３ｅ）。此外，尽

管Ｓｂ和Ｔｌ在所测闪锌矿中的含量很低，但是除个

别测点显示异常值之外，其余测点均具有相对均一

的Ｓｂ和Ｔｌ含量，结合前人研究资料，我们推测这两

个元素也能 够 以 类 质 同 象 的 形 式 进 入 闪 锌 矿 的 晶

格，可能的替换形式为２Ｚｎ２＋＝Ｔｌ＋＋Ｓｂ３＋（Ｃｏｏ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由于银路岭矿区闪锌矿中的 Ａｇ含量

普遍较高（最高达４．３％），这可能与激光剥蚀到银

的独立矿物（如螺状硫银矿、自然银等）有关。
目前，鲜有学者利用ＬＡ－ＩＣＰＭＳ研究方铅矿的

微量元素组成及其赋存形式，可供参考的资料很少

（Ｇｅｏｒｇｅ　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冷
水坑矿田（尤其是下鲍矿区）的方铅矿含有十分均一

５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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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Ａｇ、Ｓｂ、Ｃｄ、Ｓｎ和Ｔｌ等元素，而这些微量元素在

ＬＡ－ＩＣＰＭＳ时间 分 辨 率 剖 面 图 中 呈 现 为 相 对 平 缓

的直线（图６ｂ），表明这些元素以类质同象的形式赋

存于方铅矿之中。此外，Ｓｂ与Ａｇ呈现出良好的线

性关系（图５ｃ），二 者 在 下 鲍 矿 区 线 性 方 程 为Ｓｂ＝
１．４０２８×Ａｇ－０．７７７５（Ｒ＝０．９８）；在 银 路 岭 和 银 珠

山两个 矿 区 的 线 性 方 程 为 Ｓｂ＝ ０．９０９１×Ａｇ－
０．１２３７（Ｒ＝０．９７），另外，在下鲍矿区的方铅矿中Ｔｌ
与Ａｇ表现出良好的线性关系（图５ｄ），可能的置换

方式为（Ａｇ，Ｔｌ）＋ ＋（Ｓｂ，Ｂｉ）３＋ ＝２Ｐｂ２＋（Ｇｅｏｒｇｅ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除此之外，个别测点偶有检测到异常高的Ｂｉ和

Ｓｅ含 量 （如 ＬＳＫ２１－３１－Ｃ２－ｇａ１ 和 ＬＳＫ２１－３１－Ｃ３－
ｇａ１，表３），暗 示 方 铅 矿 之 中 可 能 存 在 独 立 铋 矿 物

（如辉铋矿等）的微细包裹体。

前人普遍认为 Ｍｎ能够以类质同象的形式进入

方铅矿晶格，有的学者还提出了所谓的闪锌矿－方

铅矿的 Ｍｎ温度计（Ｂｅｔｈｋ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１），然而冷水

坑矿田方铅矿中 Ｍｎ的含量很低，许多分析点均低

于检出限，且变化范围很大。因此，我们认为 Ｍｎ应

该很难进入方铅矿晶格之中。

５．２　成矿温度的制约

共生矿物对的微量元素分配系数地质温度计是

根据热力学 原 理，通 过 成 矿 模 拟 实 验 建 立 起 来 的。

Ｂｅｔｈｋ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１）根据相关模拟实验结果提出Ｃｄ
和 Ｍｎ在闪锌矿－方铅矿之间的分配行为服从亨利

定律，它们的分配系数主要受温度 Ｖ的控 制，压 力

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可以用来计算成矿温度。相

图６　（ａ）闪锌矿（ＬＳＫ２１－２５－Ｃ１－Ｓｐ１）和 （ｂ）方铅矿（ＸＢ１２－７－Ｃ２－ｇａ１）的ＬＡ－ＩＣＰＭＳ时间分辨率剖面图

Ｆｉｇ．６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ｏｔ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ｆｏｒ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ａ，ＬＳＫ２１－２５－Ｃ１－Ｓｐ１）ａｎｄ　ｇａｌｅｎａ（ｂ，ＸＢ１２－７－Ｃ２－ｇａ１）

应的数学表达式分别为：

Ｌｏｇ Ｋ（ ）Ｄ ＣｄＳｐｈ－Ｇｎ＝
２０８０－０．０２６４Ｐ

Ｔ －１．０８，

（方程１）

Ｌｏｇ　Ｋ（ ）Ｄ ＭｎＳｐｈ－Ｇｎ＝
１４１０－０．０２６１Ｐ

Ｔ －０．０１，

（方程２）
公式中 Ｋ（ ）Ｄ ＣｄＳｐｈ－Ｇｎ、（ＫＤ）ＭｎＳｐｈ－Ｇｎ

分别是Ｃｄ、Ｍｎ在闪锌矿和方铅矿中的分配系数，Ｔ
表示开尔文温度，Ｐ表示压力（单位为ｋｂａｒ）。

随后，国内外许多学者将闪锌矿－方铅矿的Ｃｄ
和 Ｍｎ分 配 系 数 温 度 计（下 文 分 别 简 称 为 ＴＣｄ和

ＴＭｎ）应用至矿床学研究之中，并将其获得的温度与

流体包裹体测温数据或者硫化物共生矿物对的硫同

位素平衡温度进行对比，以评价ＴＣｄ和ＴＭｎ的合理性

（如Ｕｒａｂｅ，１９７７；Ｄａｎｇｉｃ，１９８５；Ｔｏｎｇ　Ｑｉａｎｍｉｎｇ，

１９８６；Ｂｏｒｔｎｉｋｏｖ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大量的研究结果表

明，ＴＣｄ给出的成矿温度通常与其他温度计的结果一

致，且与地质事实相符；而ＴＭｎ给出的成矿温度范围

极大，且与其他温度计的结果不一致，也与地质事实

不符。这是 由 于 Ｍｎ很 难 进 入 方 铅 矿 的 晶 格 之 中

（详见上文讨论），而往往以微细包裹体的形式存在，
从而导致方铅矿的 Ｍｎ含量变化范围很大，进而导

致计算的ＴＭｎ不符合实际地质情况。因此本文主要

采用ＴＣｄ制约成矿温度条件。
冷水坑矿田中的闪锌矿和方铅矿都具有十分均

一的Ｃｄ含 量，ＬＡ－ＩＣＰＭＳ时 间 分 辨 率 剖 面 图 谱 也

表明Ｃｄ赋存 在 闪 锌 矿 与 方 铅 矿 的 晶 格 之 中，因 此

满足ＴＣｄ应用 的 前 提 条 件。对 此，我 们 从 上 述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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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挑选出那些紧密共生、同时或近于同时形成

的闪锌矿－方 铅 矿 对，计 算Ｃｄ在 二 者 间 的 分 配 系

数，进而应用方程（１）计算相应成矿温度（表４）。其

中下鲍矿区５组共生的闪锌矿－方铅矿给出的分配

系数（ＫＤ）Ｃｄ＝８４１～９７３，对应的ＴＣｄ＝２３８～２４６℃（均
值２４２℃）；而银路岭矿区３组闪锌矿－方铅矿给出了

相对较大的（ＫＤ）Ｃｄ值（１２３５～１７８４）和相对较小的ＴＣｄ
（２０９～２２４℃，均值为２１５℃），结果表明银路岭矿区铅

锌的成矿温度略低于下鲍矿区。这一认识同样得到

了两个矿区Ａｇ、Ｓｎ和Ｔｌ的分配系数的进一步支持，
其中银路岭矿区的（ＫＤ）Ａｇ、（ＫＤ）Ｓｎ和（ＫＤ）Ｔｌ值分别为

０．４９９、２．３４～６．３０（４．３２）和０．１９～１．２１（０．８４）；而下

鲍矿区对应的分配系数分别为０．０４～０．４４（０．２９）、

０．０７～４．０８（１．４２）和０．２３～０．７９（０．４４），即前者均具

有相对较大的分配系数，而分配系数通常与温度成

反比，即分配系数越大，平衡温度越低。

表４　江西冷水坑矿田闪锌矿－方铅矿共生矿物对的部分元素含量（×１０－６）、分配系数及Ｃｄ平衡温度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１０－６），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ｇａｌｅ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样品编号 Ｃｄ　 Ａｇ　 Ｓｎ　 Ｓｂ　 Ｔｌ （ＫＤ）Ｃｄ （ＫＤ）Ａｇ （ＫＤ）Ｓｎ （ＫＤ）Ｓｂ （ＫＤ）Ｔｌ　 ＴＣｄ（℃）

ＬＳＫ２１－２５－Ｃ１－ｇａ　 ８．８０　 １３９　 ８．３５　 ８７．９　 ０．２２
ＬＳＫ２１－２５－Ｃ１－ｓｐｈ　 ８５６１　 ３０．８　 １１．４　 １．０７　 ０．０７

９７３　 ０．２２１　 １．３６０　 ０．０１２　 ０．２９９　 ２３８

ＬＳＫ２１－２５－Ｃ２－ｇａ　 ９．１９　 ９８．７　 ８．９０　 １０２　 ０．２４
ＬＳＫ２１－２５－Ｃ２－ｓｐｈ　 ８４９４　 ３３．９　 ８．３３　 １．３６　 ０．０６

９２５　 ０．３４３　 ０．９３６　 ０．０１３　 ０．２３２　 ２４１

ＬＳＫ２１－３１－Ｃ２－ｇａ　 ５．２５　 ２５４　 ４．３８　 １８２　 ０．２６
ＬＳＫ２１－３１－Ｃ２－ｓｐｈ　 ４７４６　 １０．２　 ０．３２

９０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４　 ２４２

ＸＢ１２－１０－Ｃ２－ｇａ　 ９．２９　 ９８．０　 ５．９４　 ９６．１　 ０．３５
ＸＢ１２－１０－Ｃ２－ｓｐｈ　 ８３３４　 ４２．７　 ３．９１　 １．３６

８９７　 ０．４３６　 ０．６５７　 ０．０１４　 ２４３

ＸＢ１５２－４－Ｃ２－ｇａ　 ８．１２　 １４３　 ２．１３　 １５１　 ０．３１
ＸＢ１５２－４－Ｃ２－ｓｐｈ　 ６８３３　 ５９．１　 ８．７０　 ４．２５　 ０．２４

８４１　 ０．４１４　 ４．０８４　 ０．０２８　 ０．７９０　 ２４６

下鲍矿区－均值 ９０８±４３　 ０．２９±０．１５　１．４２±１．４０　０．０１７±０．００６　０．４４±０．２５　 ２４２±３
ＹＬＬ１２－１－Ｃ１－ｇａ　 ３．４５　 １５３　 ０．５５　 １６１　 ０．１９
ＹＬＬ１２－１－Ｃ１－ｓｐｈ　 ５９８８　 ７６．２　 ６９．０　 ２．２６　 ０．２２

１７３４　 ０．４９９　 １２７＊ ０．０１４　 １．１３１　 ２０９

ＹＬＬ２００－２－Ｃ２－ｇａ　 ３．７０　 ５８１　 ２１４　 ６３２　 ０．２８
ＹＬＬ２００－２－Ｃ２－ｓｐｈ　 ５７５１　 １０３０　 ５０１　 １３．０　 ０．３４

１５５３　 １．７７４＃ ２．３３５　 ０．０２１　 １．２１１　 ２１４

ＬＳＫ２１－３１－Ｃ３－ｇａ　 ４．５８　 ２４１　 ４．３２　 １９０　 ０．２３
ＬＳＫ２１－３１－Ｃ３－ｓｐｈ　 ５８７７　 ３２４　 ２７．２　 ２．６４　 ０．０４

１２８５　 １．３４２＃ ６．２９６　 ０．０１４　 ０．１８６　 ２２４

银路岭－均值 １５２４±１８４　 ０．４９９　 ４．３２±１．９８　０．０１６±０．００３　０．８４±０．４７　 ２１５±６

注：（ＫＤ）Ｃｄ表示Ｃｄ在闪锌矿－方铅矿中的分配系数，其他类同；ＴＣｄ根据公式（１）计算获得，Ｐ值取１ｋｂａｒ；＃由于闪锌矿中含有Ａｇ的微细矿物

包裹体，计算的（ＫＤ）Ａｇ无地质意义，不参与均值计算和讨论；＊由于闪锌矿中含有Ｓｎ的微细矿物包裹体，计算的（ＫＤ）Ｓｎ无地质意义，不参与均

值计算和讨论。

　　总之，基于闪锌矿－方铅矿共生矿物对的ＬＡ－
ＩＣＰＭＳ分析，不仅获得了相对可靠的成矿 温 度，同

时也首次获得了闪锌矿－方铅矿之 间Ｃｄ、Ａｇ、Ｓｎ、

Ｓｂ和 Ｔｌ的 分 配 系 数 与 Ｃｄ的 平 衡 温 度（２０９～
２４６℃），这对于研究和探讨铅锌矿床中微量元素的

地球化学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相信

随着该项研究应用拓展至更宽广的温压条件以后，

将能更全面地揭示这些微量元素的分配行为。

５．３　矿床成因约束

闪锌矿、方铅矿中的微量元素，尤其是那些以类

质同象形式进入主矿物晶格的元素，它们置换主元

素的量受到 一 定 的 地 质 条 件 和 物 理 化 学 条 件 的 制

约。其中元素的浓度、成矿温度、压力及介质的ｐＨ
值等是主要制约因素，不同成因类型的铅锌矿床通

常具有 不 同 的 成 矿 物 理 化 学 条 件（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不 同 的 成 矿 条 件 势 必 会 导 致 微 量 元 素

在主矿物中的含量差异，这种差异便是利用微量元

素区分矿床成因的理论基础（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１９８７）。

对于闪锌矿的微量元素，Ｓｏｎｇ　Ｘｕｅｘｉｎ（１９８２）认

为火山热液矿 床 和 矽 卡 岩 矿 床 闪 锌 矿 含Ｃｄ最 高，

Ｚｎ／Ｃｄ比值最低，为１０４～２１４；火 山 沉 积 型 矿 床 闪

锌矿含Ｃｄ最低，Ｚｎ／Ｃｄ比 值 最 高，为４１７～５３１；而

沉积变质型和碳酸盐岩为主岩的层控矿床或层状矿

床中Ｃｄ含量中 等，Ｚｎ／Ｃｄ比 值 也 为 中 等，为２５２～
３３０。Ｇｏｔｔｅ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的 研 究 认 为 闪 锌 矿

中Ｚｎ／Ｃｄ＜２５０是典型陆相脉状矿石特征，且成矿

多与花岗质岩浆有关。就冷水坑矿田而言，下鲍和

银路岭两个矿区的闪锌矿均具有相对较低的Ｚｎ／Ｃｄ
比值（表２），前者为７１～１３１，后者为６６～１１３，均小

于２５０，并且与火山热液和矽卡岩矿床的Ｚｎ／Ｃ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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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相似，表明成矿可能与岩浆热液有关。闪锌矿的

Ｃｄ／Ｆｅ比值同样 给 出 了 相 似 的 结 论，Ｙｅ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通过对我国南方９个代表性矿床中闪锌矿微

量元素的研究，发现矽卡岩矿床和块状硫化物矿床

通常具有极 低 的Ｃｄ／Ｆｅ比 值（＜０．３），这 与 冷 水 坑

矿田的情况十分类似（图７ａ），其中下鲍矿区闪锌矿

的Ｃｄ／Ｆｅ比 值 为０．０６～０．３１（平 均 值０．１３），银 路

岭矿区比值为０．０６～０．１２（平均值０．０７）。此外，根
据闪锌矿的Ｓｎ和Ｃｏ的含量、以及Ｃｄ／Ｆｅ比值还可

以进一步区分块状硫化物矿床和矽卡岩矿床（详见

Ｙｅ　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由于块状硫化物矿床通常具

有相对较高的Ｓｎ含量（１×１０－６～５０００×１０－６）、较

低的Ｃｏ（＜１００×１０－６）和 相 对 均 一 的Ｃｄ／Ｆｅ比 值

（０．０３～０．１），这些特征均与冷水坑矿田闪锌矿的特

征一致（图７）。综 上，尽 管 冷 水 坑 矿 田 不 同 矿 体 闪

锌矿的微量元素组成存在一定差别，但是它们总体

上与我国南方地区的某些同生块状硫化物矿床（如

老厂、白牛厂和大宝山；Ｙｅ　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的特征

非常相似，可能具有相似的成因机制。
与闪锌矿相比，前人关于方铅矿中微量元素及

其成因方面的研究则要薄弱很多，可供参考的资料

相对较老，如Ｓｏｎｇ　Ｘｕｅｘｉｎ（１９８２）汇 总 了 当 时 世 界

已报道的铅锌（银）矿床中方铅矿的Ａｇ、Ｓｂ、Ｂｉ、Ｈｇ、

Ｓｅ、Ｔｅ和 Ａｓ等 微 量 元 素 数 据，并 构 建 了Ｓｂ－Ｂｉ－Ａｇ
三元图试图加以对比和区分。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１９８７）的
研究资料表明，岩浆热液矿床和变质混合岩化矿床

中方铅 矿 的 Ａｇ含 量 相 对 最 高，一 般 大 于１０００×
１０－６，Ｂｉ含量 通 常 也 可 达 到 几 百×１０－６；而 沉 积 改

造型矿 床 中 方 铅 矿 的Ｓｂ含 量 相 对 最 高，一 般 大 于

图７　江西冷水坑矿田闪锌矿的Ｃｏ－Ｃｄ／Ｆｅ（ａ）和Ｓｎ－Ｃｕ（ｂ）协变图（图中阴影区域数据来自Ｙｅ　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Ｆｉｇ．７　Ｂｉｎａｒｙ　ｐｌｏｔｓ　ｏｆ（ａ）Ｃｏ　ｖｓ．Ｃｄ／Ｆｅ　ａｎｄ（ｂ）Ｓｎ　ｖｓ　Ｃｕ　ｆｏｒ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ｈａｄｅｄ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Ｙ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３５０×１０－６，Ａｇ和Ｂｉ含 量 则 相 对 最 低，其 中 Ａｇ通

常小于５００×１０－６，Ｂｉ小于１０×１０－６。火山岩型铅

锌矿床则位于中间，与岩浆热液矿床和沉积改造矿

床均存在一 定 的 重 叠。在Ｓｂ－Ｂｉ－Ａｇ三 元 图 也 可 以

明显看到这种趋 势（图８），其 中 岩 浆－热 液 型 铅 锌

矿床主要集中在右下角区域（Ｓｂ／Ａｇ原子比通常＜
１），而沉积 改 造 型 铅 锌 矿 床 主 要 落 在Ｓｂ－Ａｇ线 上，
且靠近Ｓｂ的 端 元 一 侧（Ｓｂ／Ａｇ一 般＞１）。火 山 岩

型铅锌矿床则主要靠近Ｓｂ－Ａｇ线的中间区域。
冷水坑矿田３个矿床的方铅矿均具有相对均一

的 Ａｇ、Ｓｂ和 Ｂｉ含 量，其 中 Ａｇ为９７．１×１０－６～
１０４３×１０－６（均值２５３×１０－６），Ｓｂ为２４．３×１０－６～
９８４×１０－６（２５０×１０－６），Ｓｂ／Ａｇ比值为０．５５～１．３２
（０．９４），而Ｂｉ为０．０４×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６（０．２３×
１０－６）。由于冷水坑矿田方铅矿具有极低的Ｂｉ含量

以及相对较低的 Ａｇ含量，同时与沉积改造型铅 锌

矿床相比，它们又具有明显偏低的Ｓｂ含量，因此冷

水坑矿田方铅矿与火山岩型矿床中的方铅矿特征最

为类似，表现出岩浆热液矿床和沉积改造矿床之间

的过渡性质（图８）。
综上，通过与世界上不同成因铅锌矿床的综合

对比，我们认为冷水坑矿田闪锌矿和方铅矿的微量

元素特征均 与 火 山 岩 型 块 状 硫 化 物 矿 床（ＶＭＳ）的

特征一致，暗示它们可能具有相似的成因。
因此，从本质上讲，层控块状硫化物矿体与花岗

斑岩中的脉状矿体的成因没有任何差别。成矿温度

的差异以及赋矿围岩化学成分的不同，可能是造成

二者闪锌矿微量元素差别的主导因素。由于层控矿

体隐伏于花岗斑岩下部，距离深部岩浆房更近，成矿

８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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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江西冷水坑矿田方铅矿的Ｓｂ－Ｂｉ－Ａｇ三元协变图

Ｆｉｇ．８　Ａ　Ｓｂ－Ｂｉ－Ａｇ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ｇａｌｅｎａ　ｆｒｏｍ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图中岩浆热液和沉积改造铅锌矿床区域和火山岩型铅锌矿床数据

来自Ｓｏｎｇ　Ｘｕｅｘｉｎ（１９８２）和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１９８７）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ｂ－Ｚ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Ｓｏｎｇ　Ｘｕｅｘｉｎ（１９８２）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１９８７）

温度相对更高。岩浆在侵位与冷却过程中，一方面

会在围岩地层之中形成大量的破裂，从而为成矿提

供了一定的空间，另一方面将会促进火山岩地层之

中自由水的不断循环，从而不断淋滤和萃取火山岩

中的成矿物质（如Ｐｂ、Ｚｎ、Ａｇ、Ｓ等），使两种矿体硫

化物显现出较多的火山岩型矿床的成矿特征。
另外，相对于花岗斑岩脉状矿体，层控块状硫化

物矿体尽管具有较高的成矿温度，但其发育的闪锌

矿却具有较低的Ｆｅ、Ｍｎ含量。我们认为这可能主

要受到成矿体系氧逸度的影响。在氧逸度较高的环

境，作为变价元 素 的Ｆｅ和 Ｍｎ，会 以 更 多 高 价 形 式

出现（如，Ｆｅ３＋、Ｍｎ４＋），由此造成进入闪锌矿低价元

素（Ｆｅ２＋、Ｍｎ２＋）的减少。这也与层状矿体内发育广

泛的铁锰碳酸盐岩和磁铁矿相吻合，二者作为氧化

作用的产物，指 示 成 矿 体 系 具 有 高 氧 逸 度 的 特 征。
作为氧逸度相对较低的花岗斑岩型脉状矿体，反而

具有较高的Ｆｅ、Ｍｎ含量。这暗示从闪锌矿中Ｆｅ含

量来衡 量 闪 锌 矿 成 矿 温 度 的 大 小 时 需 要 谨 慎（Ｑｉ
Ｙｏｕ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还应考虑其他制约因素（如
氧逸度）的影响。

６　结论

通过对冷水坑矿田两类代表性矿床中闪锌矿和

方铅矿的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研究，我们获得以下几

点认识：

（１）闪锌矿中的Ｆｅ、Ｃｄ、Ｓｂ和Ｔｌ等元素主要以

类质同 象 的 形 式 存 在，而Ｃｕ、Ｐｂ、Ａｇ和Ｓｎ等 元 素

主要以显微包裹体形式存在。方铅矿中的Ａｇ、Ｓｂ、

Ｃｄ、Ｓｎ和 Ｔｌ等 元 素 主 要 以 类 质 同 象 形 式 存 在，而

Ｍｎ、Ｂｉ和Ｓｅ等元素可能以微细包裹体的形式存在。
（２）基于闪 锌 矿－方 铅 矿 共 生 矿 物 对 的Ｃｄ分

配系数温度计，获得层控块状硫化物矿体的形成温

度为２３８～２４６℃，而细脉浸染状－大脉状矿体的形

成温度略低，为２０９～２２４℃，Ａｇ、Ｓｎ和Ｔｌ等微量元

素的分配系数也支持这一结论。
（３）冷 水 坑 矿 田 的 闪 锌 矿 具 有 较 低 的Ｚｎ／Ｃｄ

比值（６６～１３１）、Ｃｄ／Ｆｅ比值（０．０６～０．３１）和Ｃｏ含

量（多数＜１０×１０－６），以及相对较高的Ｓｎ含量（多

数＞１×１０－６），与火山岩型块状硫化物矿床闪锌矿

的特征十分类似，方铅矿的微量元素组成同样支持

这一认识，表明冷水坑矿田与火山成因块状硫化物

矿床具有相似的成因机制。
（４）冷水坑矿田两类矿床具有一致的成矿机理，

温度、围岩性质及氧逸度是控制两类矿床金属硫化

物微量元素差别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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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 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９１２地质队．１９９７．江西省贵 溪 县 冷

水坑银矿地质报告．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ａｕｄｏｉｎ　Ｇ．２０００．Ａｃｉｃｕｌａｒ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ｉｎ　Ａｇ，Ｓｂ，ａｎｄ　Ｃｕ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ｏｌｏｒ－ｂａｎｄｅｄ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Ｋｏｋａｎｅｅ

Ｒａｎｇｅ，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Ｃａｎａｄａ．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ｓｔ，

３８（６）：１３８７～１３９８．

Ｂｅｔｈｋｅ　Ｐ　Ｍ，Ｂａｒｔｏｎ　Ｐ　Ｂ．１９７１．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ｍｉ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ｌｏｇｙ，６６

（１）：１４０～１６３．

Ｂｏｒｔｎｉｋｏｖ　Ｎ　Ｓ，Ｄｏｂｒｏｖｏｌ’ｓｋａｙａ　Ｍ　Ｇ，Ｇｅｎｋｉｎ　Ａ　Ｄ，Ｎａｕｍｏｖ　Ｖ　Ｂ，

Ｓｈａｐｅｎｋｏ　Ｖ　Ｖ．１９９５．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ｇａｌｅｎａ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ｔｅｒ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ｄｍｉｕｍ，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ｌｆｕｒ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ｌｏｇｙ，９０（１）：１５５～１８０．

９６２２



地　质　学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７年

Ｃｏｏｋ　Ｎ　Ｊ，Ｃｉｏｂａｎｕ　Ｃ　Ｌ，Ｐｒｉｎｇ　Ａ，Ｓｋｉｎｎｅｒ　Ｗ，Ｓｈｉｍｉｚｕ　Ｍ，

Ｄａｎｙｕｓｈｅｖｓｋｙ　Ｌ，Ｓａｉｎｉ－Ｅｉｄｕｋａｔ　Ｂ，Ｍｅｌｃｈｅｒ　Ｆ．２００９．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Ａ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ｓｔｕｄｙ．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７３（１６）：４７６１～４７９１．

Ｄａｎｇｉｃ　Ａ．１９８５．Ｍｉ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ａｌｅｎａ　ａｎｄ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ａｓ　ａ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ｔ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ｗｏ　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ｌｏｇｙ，８０（１）：１８０～１８３．

Ｄａｎｙｕｓｈｅｖｓｋｙ　Ｌ，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Ｐ，Ｇｉｌｂｅｒｔ　Ｓ，Ｎｏｒｍａｎ　Ｍ，Ｌａｒｇｅ　Ｒ，

ＭｃＧｏｌｄｒｉｃｋ　Ｐ，Ｓｈｅｌｌｅｙ　Ｍ．２０１１．Ｒｏｕｔｉｎ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ｌｐｈｉｄ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ｂｙ　ｌａｓｅｒ　ａｂｌａｔｉｏｎ　ＩＣＰ－Ｍ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１（１）：

５１～６０．

Ｄｉ　Ｙｏｎｇｊｕｎ，Ｘｕ　Ｙｉｇａｎ，Ｗｕ　Ｇａｎｇｕｏ，Ｚｈａｎｇ　Ｄａ，Ｘｉａｏ　Ｍａｏｚｈａｎｇ，

Ｌａｉ　Ｓｈｏｕｈｕａ，Ｙｕ　Ｘｉｎｑｉ，Ｑｉｎ　Ｓｉｔｉｎｇ，Ｙａｎ　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ｏｎｇ

Ｙｏｎｇ．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ｒａ　ｏｆ　ｎａｐ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Ａｇ－Ｐｂ－Ｚｎ　Ｏｒｅ　Ｆｉｅｌｄ，Ｊｉａｎｇｘｉ：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２０（４）：３４０～３４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ｉｎｇ　Ｊｉａｎｈｕａ，Ｆａｎ　Ｊｉａｎｆｕ，Ｙｉｎ　Ｊｉａｎｇｎｉｎｇ，Ｌｉｕ　Ｙａｌｉｎｇ．２０１６．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ｃ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Ｃｕ－Ｐｂ－Ｚｎ　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９０
（７）：１５３７～１５５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Ｃｏｏｋ　Ｎ　Ｊ，Ｃｉｏｂａｎｕ　ＣＬ　ａｎｄ　Ｗａｄｅ　ＢＰ．２０１５．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ａｌｅｎａ：Ａ　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ｓｔ，１００：５４８～５６９．

Ｇｏｔｔｅｓｍａｎｎ　Ｗ，Ｋａｍｐｅ　Ａ．２００７．Ｚｎ／Ｃｄ　ｒａｔｉｏｓ　ｉｎ　ｃａｌｃ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ｈｏｓｔｅｄ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ｏｒｅｓ　ａｔ　Ｔｕｍｕｒｔｉｊｎ－ｏｖｏ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Ｃｈｅｍｉｅ　ｄｅｒ　Ｅｒｄ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６７（４）：３２３～３２８．

Ｈａｎ　Ｚａｏｘｉｎ．１９９４．Ｔｈｅ　ｔｙ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ｌｉｎｇ　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６（１）：１２～１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ｕ　Ｐｅｎｇ，Ｗｕ　Ｙｕｅ，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Ｈｕ　Ｍｉｎｇｙｕｅ．２０１４．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ｙｕａｎ　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ｐｌａｔ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ＣＴＡ　ＭＩ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３４
（４）：４６１～４６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ｈ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ｕａｎｇ　Ｓｈｕｉｂａｏ，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ｊｉｎ，Ｘｕ　Ｗｅｎｙｉ，Ｚｈｏｕ　Ｘｉａｎｒｏｎｇ，Ｗｕ

Ｍｅｉｒｅｎ，Ｚ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ｈｕｉ．２０１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ｄｄｅｄ　ｌｅａｄ－ｚｉｎｃ－ｓｉｌｖｅｒ　ｏｒｅｂｏｄｙ　ｉｎ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ｏｒ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５（２）：１０１～１１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ｕｓｔｏｎ　Ｄ　Ｌ，Ｓｉｅ　Ｓ　Ｈ，Ｓｕｔｅｒ　Ｇ　Ｆ，Ｃｏｏｋｅ　Ｄ　Ｒ，Ｂｏｔｈ　Ｒ　Ａ．１９９５．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ｈｏｓｔｅｄ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Ｐａｒｔ　Ｉ， Ｐｒｏｔｏｎ

ｍｉｃｒｏｐｒｏｂ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ｐｙｒｉｔｅ，ｃｈ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ｔｅ，ａｎｄ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ａｎｄ　Ｐａｒｔ

ＩＩ，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ｐｙｒｉｔ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ｅｌｔａ　３４Ｓ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ｓｕｌｆｕｒ　ｉｎ　ｖｏｌｃａｎｏｇｅｎｉｃ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ｌｏｇｙ，９０（５）：１１６７～１１９６．

Ｉｓｈｉｈａｒａ　Ｓ，Ｅｎｄｏ　Ｙ．２００７．Ｉｎ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ｖｏｌｃａｎｏｇｅｎｉｃ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ｏ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Ｋｕｒｏｋｏ，Ｂｅｓｓｈｉ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５８（１－２）：７～２２．

Ｌｉｕ　Ｘｕｎ，Ｓｈｅｎ　Ｓｈｉｌｉａｎｇ．１９９１．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ｅｃｔｏｎｏ－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ｉｎ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Ａｇ－Ｐｂ－Ｚｎ　ｏｒｅ　ｆｉｅｌｄ，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Ｇｅｐ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　ｅｔ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ａ，１５（１）：４１～５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　Ｙｉ，Ｌｕｏ　Ｘｕｅｑ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ｈｕｉ，Ｂａｎ　Ｙｉｚｈｏｎｇ，Ｚｅｎｇ　Ｙｏｎｇ，

Ｚｈｏｕ　Ｚｏｎｇｙａｏ，Ｌｏｕ　Ｆａｓｈｅｎｇ．２０１６．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Ｑｉｎｚｈｏｕ－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ｕ－Ａｕ－Ｐｂ－Ｚｎ－Ｗ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９０

（７）：１５５１～１５７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　Ｙｉｎｇｊｕｎ，Ｃａｏ　Ｌｉｍｉｎｇ，Ｌｉ　Ｚｈａｏｌｉｎ， Ｗａｎｇ　Ｈｅｎｉｎａ， Ｃｈｕ

Ｔｏｎｇｑ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ｒｏｎｇ．１９８４．Ｅｌｅｍｅｎｔ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１～５４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ｏｃｋｉｎｇｔｏｎ　Ｊ　Ａ，Ｃｏｏｋ　Ｎ　Ｊ，Ｃｉｏｂａｎｕ　Ｃ　Ｌ．２０１４．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ｆｒｏｍ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ｅｄ　ｓｕｌｐｈｉｄ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１０８（６）：８７３～８９０．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ｊｉｎ，Ｄｏｎｇ　Ｇｕａｎｇｙｕ，Ｌｉｕ　Ｊｉａｎｇｕａｎｇ，Ｚｕｏ　Ｌｉｙａｎ，Ｈｅ

Ｘｉｒｏｎｇ，Ｚｈａｏ　Ｚｈｉｇａｎｇ，Ｈｕａｎｇ　Ｚｈｅｎｑｉａｎｇ，Ｎｉｎｇ　Ｊｉｎｎａｎ，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ｐｅｎｇ，Ｒａｏ　Ｋｅｘｉｎ，Ｙａｎｇ　Ｃｕｎｌａｉ．２００７．Ｔｈｅ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Ｐｂ－Ｚｎ－Ａ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１４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Ｑｉ　Ｙｏｕｑｉａｎｇ，Ｈｕ　Ｒｕｉｚｈｏｎｇ，Ｌｉ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Ｌ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ｂｉａｏ，Ｌｉｕ

Ｓｈｅｎ， Ｗｕ　Ｌｉｙａｎ， Ｌｉｕ　Ｒｕｉ． ２０１５．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ｉｎ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Ａｇ－Ｐｂ－Ｚｎ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３５（２）：１３６

～１４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ｏａｒｅｓ　Ｍｏｎｔｅｉｒｏ　Ｌ　Ｖ，Ｂｅｔｔｅｎｃｏｕｒｔ　Ｊ　Ｓ，Ｊｕｌｉａｎｉ　Ｃ，ｄｅ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Ｔ　Ｆ．

２００６．Ｇｅｏｌｏｇｙ，ｐｅ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ｚａｎｔｅ　ｎｏｎ－ｓｕｌｆｉｄｅ　ａｎｄ　Ａｍｂｒóｓｉａ　ａｎｄ　Ｆａｇｕｎｄｅｓ　ｓｕｌｆｉｄｅ－ｒｉｃｈ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ｈｏｓｔｅｄ　Ｚｎ－（Ｐｂ）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Ｍｉｎａｓ　Ｇｅｒａｉｓ，Ｂｒａｚｉｌ．Ｏｒ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８（２）：２０１～２３４．

Ｓｏｎｇ　Ｘｕｅｘｉｎ．１９８２．Ｍｉ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ｇａｌｅｎａ　ｆｒｏｍ

Ｆａｎｋｏｕ　Ｐｂ－Ｚ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ａｔｉｏ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　ｅｔ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１（３）：３７～４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ｔｏｉｂｅｒ　Ｒ　Ｅ．１９４０． Ｍｉ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５（４）：５０１～５１９．

Ｓｕｎ　Ｊｉａｎｄｏｎｇ，Ｌｕｏ　Ｘｕｅｑｕａｎ，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ｈｕｉ，Ｚｈａｎｇ　Ｃｈｕｎｍａｏ，Ｌｉ

Ｃｈｕｎｈａｉ，Ｙｕ　Ｍｉｎｇｇａｎｇ，Ｚｈｕ　Ｙｉｐｉｎｇ，Ｚｏｎｇ　Ｗｅｎ．２０１４．Ａ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ｅ－Ｍｎ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ｂｒｅｃｃｉ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Ａｇ－Ｐｂ－Ｚ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Ｇ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４１（２）：

４８４～４９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ｈ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ｎｇ　Ｑｉａｎｍｉｎｇ．１９８６．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ｇａｌｅｎａ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ｔｅｒｓ．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７）：２４～ ２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ｕ　Ｇｕａｎｇｚｈｉ，Ｇａｏ　Ｚｈｅｎｍｉｎ．２００３．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０７２２



第１０期 冷成彪等：闪锌矿与方铅矿的ＬＡ－ＩＣＰＭＳ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对江西冷水坑银铅锌矿田的成因制约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８（５）：３５８～３６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ｒａｂｅ　Ｔ．１９７７．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ｄｍｉｕｍ　ａｎｄ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ｇａｌｅｎａ　ｆｒｏｍ　ｓｏｍ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ｐｉ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１２（３）：３１９～３３０．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Ｘｕ　Ｙｉｇａｎ，Ｗｕ　Ｇａｎｇｕｏ，Ｚｈａｎｇ　Ｄａ，Ｙａｎｇ　Ｌｅｉ，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ｇｕａｎｇ，Ｗａｎ　Ｈａｏｚｈａｎｇ，Ｄｉ　Ｙｏｎｇｊｕｎ，Ｙｕ　Ｘｉｎｑｉ，Ｈｅ

Ｍｉｎｇｙｕｅ，Ｚｈａｎｇ　Ｙａｏｙａｏ．２０１１．Ｃ，Ｏ，Ｓ　ａｎｄ　Ｐｂ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ｅ　ｍｅｔ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Ａｇ－Ｐｂ－Ｚｎ　ｏｒｅ　ｆｉｅｌｄ，Ｊｉａｎｇｘｉ．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１８（１）：１７９～１９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Ｄａ，Ｗｕ　Ｇａｎｇｕｏ，Ｓａｎｔｏｓｈ　Ｍ，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ｇ，

Ｘｕ　Ｙｉｇａｎ，Ｚｈａｎｇ　Ｙａｏｙａｏ．２０１４．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Ｐｂ–

Ｚ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ｅａｓｔ－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４９（６）：７３３～７４９．

Ｘｉａｏ　Ｍａｏｚｈａｎｇ，Ｄｉ　Ｙｏｎｇｊｕｎ，Ｍｉｎｇ　Ｘｉａｏｑｕａｎ，Ｑｉｎ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Ｄｏｎｇ

Ｙｕｅ，Ｗｅｉ　Ｊｕａｎｊｕａｎ，Ｌｕ　Ｊｕｎｈａｏ．２０１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ｏｎ－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ｉｔｅ　ｂｒｅｃｃｉａ　ｈｏｓｔ

ｒｏ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ｏｒｍ　Ｐｂ－Ｚｎ－ｒｉｃｈ　ｏｒｅｂｏ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Ｇ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４１（２）：５８９～６０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ｈ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ｅ　Ｌｉｎ，Ｃｏｏｋ　Ｎ　Ｊ，Ｃｉｏｂａｎｕ　Ｃ　Ｌ，Ｌｉｕ　Ｙｕ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Ｌｉｕ

Ｔｉｅｇｅｎｇ，Ｇａｏ　Ｗｅｉ，Ｙａｎｇ　Ｙｕｌｏｎｇ，Ｄａｎｙｕｓｈｅｖｓｋｉｙ　Ｌ．２０１１．

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ｆｒｏｍ　ｂａｓｅ　ｍｅｔ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Ａ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ｓｔｕｄｙ．Ｏｒ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３９
（４）：１８８～２１７．

Ｙｅ　Ｌｉｎ，Ｇａｏ　Ｗｅｉ，Ｙａｎｇ　Ｙｕｌｏｎｇ，Ｌｉｕ　Ｔｉｅｇｅｎｇ，Ｐｅｎｇ　Ｓｈａｏｓｏｎｇ．

２０１２．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ｉｎ　Ｌａｏｃｈａｎｇ　Ｐｂ－Ｚｎ

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８（５）：１３６２～１３７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ｕ　Ｍｉｎｇｇａｎｇ，Ｚｈａｏ　Ｘｉｌｉｎ，Ｑｉａｎ　Ｍａｉｐｉｎｇ，Ｄｕａｎ　Ｚ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ｈｕｉ，Ｗａｎ　Ｈｈａｏ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　Ｍａｏｚｈａｎｇ，Ｓｕｎ　Ｊｉａｎｄｏｎｇ．

２０１５．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Ｌａｔ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３４（１）：１３８～１４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１９８７．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ａｌｅｎａ　ａｎｄ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ｂ－Ｚｎ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９）：６４～６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Ｙａｎ， Ｈａｎ　Ｒｕｎｓｈｅｎｇ， Ｗｅｉ　Ｐｉｎｇ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Ｌｅａｄ

ａｎｄ　Ｚｉｎｃ　ｉｎ　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　ｓｙｓｔｅｒｍ　ｆｏｒ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ｈｏｓｔｅｄ　Ｌｅａｄ－

Ｚｉｎ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６２（１）：１８７～２０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ｘｉａｎｇ．２００９．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ｉｆｏｒｍ

ｏｒｅｂｏ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１２）：４～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ｕｏ　Ｌｉｙａｎ，Ｈｏｕ　Ｚｅｎｇｑｉａｎ，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ｊｉｎ，Ｙａｎｇ　Ｚｈｉｍｉｎｇ，Ｓｏｎｇ

Ｙｕｃａｉ，Ｌｉ　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０．ＳＨＲＩＭＰ　Ｕ－Ｐｂ　ｚｉｒｃｏｎ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ｔｙｐｅ　Ａｇ－

Ｐｂ－Ｚ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Ｇ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３７（５）：１４５０～１４５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ｕｏ　Ｌｉｙａｎ，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ｊｉｎ，Ｙａｎｇ　Ｚｈｕｓｅｎ．２００８．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ｒ，Ｎｄ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　ｉｎ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ｔｙｐｅ

Ａｇ－Ｐｂ－Ｚ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２７（３）：３６７～３８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参　考　文　献

狄永军，徐贻赣，吴淦国，张达，肖茂章，来守华，余心起，秦思婷，

闫鹏程，龚勇．２０１３．江西冷水 坑 银 铅 锌 矿 田 推 覆 构 造 的 形 成

时代：来自年代学的约束．地学前缘，２０（４）：３４０～３４９．

丁建华，范建福，阴江宁，刘亚玲．２０１６．武 夷 山Ｃｕ－Ｐｂ－Ｚｎ多 金 属

成矿带主要成矿地质 特 征 及 潜 力 分 析．地 质 学 报，９０（７）：１５３７

～１５５０．

韩照信．１９９４．秦岭泥盆系铅锌成 矿 带 中 闪 锌 矿 的 标 型 特 征．西 安

工程学院学报，１６（１）：１２～１７．

胡鹏，吴越，张长青，胡明月．２０１４．扬子板块北缘马元铅锌矿床闪

锌矿ＬＡ－ＩＣＰ－ＭＳ微 量 元 素 特 征 与 指 示 意 义．矿 物 学 报，３４
（４）：４６１～４６８．

黄水保，孟祥金，徐文艺，周显荣，吴美仁，曾祥辉．２０１２．冷水坑

矿田层状铅锌银矿稳定同位素特征与矿床成因．华东理工大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３５（２）：１０１～１１０．

刘迅，申世亮．１９９１．江西冷水坑银 铅 锌 矿 田 构 造 地 球 化 学 的 若 干

问题．大地构造与成矿学，１５（１）：４１～５４．

刘一，骆学全，张雪辉，，班宜忠，曾勇，周宗尧，楼法生．２０１６．钦

杭Ｃｕ－Ａｕ－Ｐｂ－Ｚｎ－Ｗ成矿带（东段）主 要 地 质 成 矿 特 征 及 潜 力 分

析．地质学报，９０（７）：１５５１～１５７２．

刘英俊，曹励明，李兆麟，王鹤年，楚同庆，张景荣．１９８４．元素地

球化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５４８．

孟祥金，董光裕，刘建 光，左 丽 艳，何 细 荣，赵 志 刚，黄 振 强，宁 晋 南，

杨小鹏，饶 克 辛，杨 存 来．２００７．江 西 冷 水 坑 斑 岩 型 铅 锌 银 矿

床．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１４８．

齐有强，胡瑞忠，李晓峰，冷成彪，刘 燊，武 丽 艳，刘 瑞．２０１５．江

西冷水坑Ａｇ－Ｐｂ－Ｚｎ矿田闪锌矿矿物化学特征及 赋 矿 铁 锰 碳 酸

盐层成因背景制约．矿物学报，３５（２）：１３６～１４６．

宋学信．１９８２．凡口矿床闪锌矿和方铅矿的微量元素及 其 比 值———

一个对比性研究．岩矿测试，１（３）：３７～４４．

孙建东，骆学全，张雪辉，张春茂，李春海，余明刚，朱意萍，宗雯．

２０１４．江西省冷水坑银铅 锌 矿 床 铁 锰 碳 酸 盐 角 砾 岩 成 因 研 究．

中国地质，４１（２）：４８４～４９６．

童潜 明．１９８６．闪 锌 矿—方 铅 矿 镉 分 配 系 数 地 质 温 度 计 应 用 实 例．

地质与勘探，（７）：２４～２７．

涂光炽，高振敏．２００３．分散 元 素 成 矿 机 制 研 究 获 重 大 进 展．中 国

科学院院刊，１８（５）：３５８～３６１．

王长明，徐贻赣，吴淦国，张 达，杨 磊，刘 建 光，万 浩 章，狄 永 军，

余心起，何明 跃，张 垚 垚．２０１１．江 西 冷 水 坑 Ａｇ－Ｐｂ－Ｚｎ矿 田

碳、氧、硫、铅同位素特 征 及 成 矿 物 质 来 源．地 学 前 缘，１８（１）：

１７９～１９３．

肖茂章，狄永军，明小泉，秦 晓 峰，董 越，魏 娟 娟，卢 俊 浩．２０１４．

冷水坑矿田层状 富 铅 锌 矿 赋 矿 围 岩—铁 锰 碳 酸 岩 角 砾 岩 物 质

１７２２



地　质　学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７年

来源及成因分析．中国地质，４１（２）：５８９～６０１．

叶霖，高伟，杨玉龙，刘铁庚，彭绍松．２０１２．云南澜沧老厂铅锌多

金属矿 床 闪 锌 矿 微 量 元 素 组 成．岩 石 学 报，２８（５）：１３６２

～１３７２．

余明刚，赵希林，钱迈平，段政，张雪辉，万浩章，肖茂章，孙建东．

２０１５．江西冷水坑火山－侵入杂岩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Ｕ－Ｐｂ年龄

及地质意义．岩矿测试，３４（１）：１３８～１４９．

张乾．１９８７．利用方铅矿、闪 锌 矿 的 微 量 元 素 图 解 法 区 分 铅 锌 矿 床

的成因类型．地质地球化学，（９）：６４～６６．

张艳，韩润生，魏平堂．２０１６．碳 酸 盐 岩 型 铅 锌 矿 床 成 矿 流 体 中 铅

锌元素 运 移 与 沉 淀 机 制 研 究 综 述．地 质 论 评，６２（１）：１８７

～２０１．

周建祥．２００９．冷水坑矿田层控叠生型矿体特征及成因．民营科技，

（１２）：４～６．

左力艳，侯增谦，孟祥金，杨志明，宋玉财，李政．２０１０．冷水坑斑

岩型银铅锌矿床含矿岩体锆石ＳＨＲＩＭＰ　Ｕ－Ｐｂ年代学研究．中

国地质，３７（５）：１４５０～１４５６．

左力艳，孟祥金，杨竹森．２００８．冷 水 坑 斑 岩 型 银 铅 锌 矿 床 含 矿 岩

系岩石地球化学及Ｓｒ、Ｎｄ同位素研究．矿床地质，２７（３）：３６７

～３８２．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Ａｇ－Ｐｂ－Ｚｎ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ｆｒｏｍ　Ｉｎ－ｓｉｔｕ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ｏ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Ｇａｌｅｎａ

Ｌ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ｂｉａｏ　１，２），ＱＩ　Ｙｏｕｑｉａｎｇ　２）

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７，Ｃｈｉｎａ；２）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Ａｇ－Ｐｂ－Ｚｎ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Ｇｕｉ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ｒ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ｏｒ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ｃｏａｒｓｅ　ｖｅｉｎｓ，ｖｅｉｎｌｅｔ，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ｒｅｓ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ｇｒａｎｉｔｅ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ｓ，ａｎｄ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ｏｒ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ｒｏｃｋ．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ｏｒ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ｏ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ｇａｌｅ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ｏｒ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ｓｉｔｕ　ＬＡ－ＩＣＰＭ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ｉ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ｒｓｅ　ｖｅｉｎｓ　ａｎｄ　ｖｅｉｎｌｅｔ－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ｒｅ
ｂｏｄｙ　ｈａ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ｅ，Ｍｎ，Ｐｂ，Ａｇ，Ｃｕ，Ｓｂ，Ｓｎ　ａｎｄ　Ｔｌ，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ｏｒｅ　ｂｏｄｙ　ｈａｖｅ　ｍｕｃ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ｄ．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ａｌｅ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ｏｒｅ　ｂｏｄｉｅｓ，ｍｕｃ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Ｓｂ，Ｓｎ　ａｎｄ　Ａｕ
ｉｎ　ｃｏａｒｓｅ　ｖｅｉｎ，ｖｅｉｎｌｅｔ－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ｒｅ　ｂｏｄｙ，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ｄ，Ｂｉ，Ｓｅ　ａｎｄ　Ｔｌ　ｉｎ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ｏｒｅ　ｂｏｄ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ｂ－Ｚ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ｂｏｔｈ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ｈａ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Ｚｎ／Ｃｄ（６６～１３１），Ｃｄ／Ｆｅ（０．０６～
０．３１）ａｎｄ　ｌｏｗ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ｏｓｔｌｙ＜１０×１０－６），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ｎ（ｍｏｓｔｌｙ＞１×１０－６），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ａｔ　ｏｆ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ｖｏｌｃａｎｏｇｅｎｉｃ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ｓｕｌｐｈｉｄｅ（ＶＭ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ｓａｍ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Ｆｅ，Ｃｄ，Ａｇ，Ｓｂ
ａｎｄ　Ｔｌ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ａｓ　ｓｏｌｉ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Ｐｂ，ａｎｄ　Ｓｎ　ｍａｙ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ｇ，Ｓｂ，Ｃｄ，Ｓｎ　ａｎｄ　Ｔｌ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ｇａｌｅｎａ　ａｓ　ｓｏｌｉ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Ｍｎ，Ｂｉ　ａｎｄ　Ｓｅ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ｇａｌｅｎａ　ａｓ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ｄ－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ｃｄ）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ｇａｌｅｎａ，ｗｅ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２３８～２４６℃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ａｂｏｕｎｄ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ｓｕｌｆｉｄｅｓ　ｏｒｅ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２０９～２２４℃ｆｏｒ　ｃｏａｒｓｅ　ｖｅｉｎ，ｖｅｉｎｌｅｔ－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ｒｅ　ｂｏｄｙ．Ｓｔｒａｔａｂｏｕｎｄ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ｓｕｌｆｉｄｅ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ｅ　ａｎｄ　Ｍｎ，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ｒｅｓｕｌ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ｏｘｙｇｅｎ　ｆｕｇａｃｉｔｙ．Ｉ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ｗ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ｏｒ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ｈａｖｅ　ａ　ｓａｍ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ｗｉｔｈ　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ｄｅｅｐ　ｍａｇｍａｔｉｃ　ｆｌｕｉｄｓ．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ｇａｌｅｎａ　ｃｌｏｕｄ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ｓｃｒｉｂ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ａｌｌ
ｒ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ｏｘｙｇｅｎ　ｆｕｇａｃ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ｇ－Ｐｂ－Ｚ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Ｇａｌｅｎａ；ＬＡ－ＩＣＰＭＳ；Ｏｒ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Ｌｅｎｇ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２７２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