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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球化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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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邻西 昆仑山脉
,

位于塔里木西南缘泥盆系一石炭

系碎屑岩及碳酸盐岩断褶带 中
,

为塔木
一

卡兰古铅
-

锌成矿带典型矿床
。

该矿床前人认为矿体受古 含

水层控制
,

并划分了上古含水层 (下石炭统上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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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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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古含水层 (中泥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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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屑岩 )三个古含水层
。

本次 研究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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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钡
一

钾长石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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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该类钡
一

钾长石分布于白云岩化灰岩角砾间

白云质填隙物和闪锌矿 中
,

暗示塔 木铅锌矿床成矿

流体可能有下伏硅质碎屑岩或基底流体的加人
,

应

存在成矿流体通过断层穿层运动 现象
,

部分钡
一

钾长

石存在次生加大现象
,

指示该钡
一

钾长石可能为钡冰

长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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