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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秦岭熊耳山地区脉状 Ag-Pb-Zn 矿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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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秦岭熊耳山地区是我国一个大型 Au-Mo-Ag-Pb-Zn 多金属矿集区，经过多年的找矿和勘查，在豫西洛

宁县下峪乡发现一批大中型脉状 Ag-Pb-Zn 矿床，并伴生 Au-Mo 矿床，包括铁炉坪、沙沟、蒿坪沟和龙门

店矿床等。 
这些矿床具有非常相似的地质特征，矿体呈脉状产出，都受 NE-NNE 向断裂控制。单个矿脉厚数厘米

到数十厘米，但延长达数千米和延深数百米。蚀变类型都为早期绢云母和铬云母化，成矿期碳酸盐化和硅

化；其中碳酸盐化又包括了早期菱铁矿化，中期白云石化和晚期方解石化。矿石矿物都包含方铅矿、闪锌

矿、黄铁矿、黄铜矿以及大量的含银矿物，如(银)黝铜矿、硫锑铜银矿、辉银矿和自然银等。包裹体都为早

期 CO2 三相包裹体，晚期气液两相包裹体，成矿温度以中低温为主。但是这些矿床在成矿元素上具有一定

的区别，如沙沟矿床以 Ag-Pb-Zn 为主，铁炉坪矿床以 Ag-Pb 为主，蒿坪沟矿床以 Au-Ag-Pb 为主，龙门店

矿床以 Ag-Pb 为主伴生 Mo。 
近年来诸多学者对下峪矿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近矿蚀变岩中绢云母和铬云母 40Ar/39Ar 年龄表明沙沟

矿床成矿时代为 140～147Ma（毛景文等，2006；Li et al.,2013），铁炉坪矿床成矿时代为 134.6±1.2Ma（高

建京等，2011），蒿坪沟矿床成矿时代为 134.9±0.8Ma（叶会寿, 2006）。这些年代学证据表明下峪矿区存在

两期成矿事件，早期以沙沟矿床为代表，晚期以铁炉坪-蒿坪沟矿床为代表。沙沟矿床深部发现钼矿化，认

为银铅锌与钼矿化属于同一成矿系统（毛景文等, 2006）。同时，对蒿坪沟花岗斑岩的锆石进行 U-Pb 定年获

得其侵位时代为 133.5±1.4Ma（郭保健, 2006），暗示晚期成矿作用与与花岗斑岩关系密切。 
基于同位素研究表明成矿物质可能来自太华群（郭保健等，2006），栾川群和官道口群（Chen et al., 2004）；

成矿流体可能来自变质流体（Chen et al., 2004; Li et al., 2013; Han et al., 2014）并有大气降水的加入，或者变

质流体与深部流体的混合（郭保健, 2006）。对蒿坪沟矿床进一步研究表明 Au 成矿早于 Ag-Pb-Zn 成矿，二

者没有成因联系，而铅同位素特征表明 Ag-Pb-Zn 成矿与蒿坪沟花岗斑岩具有亲缘性（Li et al., 2016）。 
对比不同矿床各成矿阶段的碳酸盐矿物同位素组成发现不同矿床具有相似的 C-O 同位素组成，且矿床

矿床温度相似，暗示下峪矿区可能具有相同的成矿流体来源。同时下峪矿区 S 同位素数据显示具有两种来

源特征，一种为铁炉坪矿床的岩浆硫，一种为蒿坪沟-沙沟矿床的地层硫，与太华群组成相似，龙门店矿床

同时具有两种硫同位素特征。铅同位素特征对比发现沙沟、铁炉坪、龙门店 Ag-Pb-Zn 矿床与蒿坪沟 Au 矿

化具有相似的铅同位素组成，而与蒿坪沟 Ag-Pb-Zn 矿化明显不同，或者与花岗斑岩相同，表明成矿金属具

有两种来源。这些同位素数据以及矿床地质特征的异同暗示下峪矿区复杂性，在成矿时代，成矿流体，物

质来源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更加精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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