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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骑马沟矿区位于河南省嵩县，矿床赋存于中元古界长城系熊耳群马家河组底部的硅质大理岩中；与下伏

中元古界长城系熊耳群鸡蛋坪组火山岩为整合接触，但接触界线模糊；赋矿岩石蚀变类型多、蚀变矿物复

杂；成矿作用与火山喷发有关，为海相火山—气液型层控铅锌矿床。硅质大理岩中发育的空洞构造可能

说明热液活动中有大量气态组分（氟）存在，与此相对应的矿化为萤石矿化。未发现与构造活动有关的破

碎、角砾岩化或构造片理化现象，硅质大理岩及硅化带中的石英不具波状消光，说明矿床非构造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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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言
骑马沟矿区位于河南省嵩县，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１２°１１′００″～１１２°１４′００″；北纬 ３３°５５′３０″～３３°５７′
００″。估算铅锌金属量 ２９９５５９ｔ，平均品位 Ｐｂ
０９３％、Ｚｎ１８８％。

铅锌矿床位于华北陆块南缘，处于太山庙花岗

岩体北缘外接触带中元古界长城系熊耳群火山岩分

布区，区内岩浆岩广布，断裂发育。该矿床是近年来

在豫西地区熊耳群火山岩中发现的一种新的矿床类

型，目前已控制铅锌金属资源量近３万 ｔ。矿床赋存
于熊耳群马家河组硅质大理岩中，其发现是近年来

河南铅锌矿找矿工作的一个突破。熊耳群鸡蛋坪组

与马家河组喷发旋回之间，具较长时间的休眠间歇

期，该间歇期内形成的硅质大理岩具区域稳定性，在

汝阳县、鲁山县交界处同层位硅质大理岩中亦发现

有铅锌矿化赋存，可见在熊耳群火山岩分布区仍具

有较大远景。笔者在前期勘查资料综合研究基础

上，参考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１－５］

，对该矿床

地质特征及成因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希望有助于同

类型铅锌多金属矿床的寻找工作。

１　矿区地质特征

１１　地层

出露中元古界长城系熊耳群鸡蛋坪组五段和马

家河组一段、二段火山岩，属大庄—中胡背斜东南

翼，呈单斜产出，总体走向北东—南西向，倾向一般

１３５°～１６５°，倾角１５°～２０°。
鸡蛋坪组五段：主要岩性有英安岩、流纹岩、含

火山角砾流纹岩。

马家河组一段：下部为硅质大理岩，中、上部为

凝灰岩、凝灰质大理岩，上部为安山岩。区内铅锌矿

主要赋存于该段的底部。与鸡蛋坪组为整合接触。

马家河组二段：下部为安山质角砾枕状熔岩，上

部为紫红色凝灰岩。

１２　构造

该区位于华北陆块南缘，马超营—确山断裂带

北侧。区域构造以断裂为主，有北东、北西、近东西

向３组。
北东向断裂（Ｆ３、Ｆ５等）：是区域上的主要断裂

构造，走向长度多大于 １０ｋｍ，区内长度近 ５ｋ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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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破碎带宽 ５～７０余米；断裂走向北东 ６５°左右，断
面多倾向北西，局部倾向南东，倾角 ５５°～８０°；压—
压扭性构造特征明显。带内岩石强烈破碎，部分地

段发育构造角砾岩。带内普遍具硅化、绿泥石化，矿

化以弱褐铁矿化为主，个别地段见稀疏浸染状铅锌

矿化。该断裂多期活动明显。

北西向断裂（Ｆ２、Ｆ４）：断裂走向长大于 １０ｋｍ，
破碎带宽５～４０ｍ；总体走向 ３００°左右，倾向北东，
倾角７０°～７５°；压扭性构造特征明显。带内发育碎
裂岩及构造角砾岩，普遍具绿泥石化和弱硅化。该

断裂经历了多期构造活动，是矿区内的主要破矿构

造，破坏了铅锌矿体的连续性。

近东西向断裂（Ｆ１等）：该组断裂规模小，走向
长几百米到 ２ｋｍ，破碎带宽 ３～１５ｍ；断裂走向在
８５°左右，以北倾为主，倾角６０°～７５°；断裂带走向上
呈舒缓波状，带内以碎裂岩为主，局部见呈透镜状的

构造角砾岩；带内蚀变以硅化、绢英岩化为主。

１３　岩浆岩

矿床位于太山庙花岗岩体北侧边缘，区内岩浆

活动频繁，以王屋山期和燕山晚期岩浆活动最为强

烈，华力西期岩浆活动较弱。

（１）王屋山期侵入岩：早期形成了大面积分布
的熊耳群火山岩建造，晚期主要为各类脉岩的侵入。

主要脉岩有安山玢岩脉。

（２）华力西期侵入岩：主要有正长斑岩脉，规模
不大，多呈脉状顺层侵入于马家河组火山岩中，部分

产状较陡，切穿马家河组岩层（图１）。
（３）燕山晚期侵入岩：主要为太山庙岩体北缘

的细粒花岗岩，多围绕花岗岩体北部边缘分布，或呈

脉状侵入于熊耳群火山岩中，呈北东展布，对矿体起

破坏作用。

２　矿床地质特征

２１　矿体赋存层位

矿体呈似层状赋存于熊耳群马家河组底部（图

２），赋矿围岩主要为硅质大理岩，矿体产状与围岩
产状一致，其走向北东 ４５°～６５°，倾向南东，倾角
２０°左右。区内地形切割严重，山坡陡，矿带出露受
地形切割影响，地质图上出露形态呈香肠型。赋存

地层层序如下：

图 １　骑马沟矿区地质简图（据河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勘查院，２００９修改）
１—第四系沉积物；２—中元古界马家河组二段安山质角砾枕状熔岩；３—中元古界马家河组一段硅质大理岩、安山岩；４—中元古界鸡

蛋坪组五段英安岩、流纹岩；５—中元古代安山玢岩；６—华力西期正长斑岩；７—燕山晚期细粒花岗岩；８—地质界线；９—断层及编号、

　　 产状；１０—岩层产状；１１—铅锌矿体及编号；１２—铅锌矿带；１３—钻孔及编号；１４—勘探线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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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骑马沟铅锌矿区 ３勘探线剖面图（据河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勘查院编绘）
１—中元古界长城系熊耳群马家河组一段；２—中元古界长城系熊耳群鸡蛋坪组五段；３—第四系全新统坡积物；４—流纹岩；５—凝灰岩；

　　 ６—安山岩；７—硅质大理石；８—正长斑岩；９—安山玢岩；１０—构造角砾带及编号；１１—铅锌矿体；１２—钻孔及编号

　　⑧ 马家河组灰绿色玄武安山岩：含火山角砾及熔岩枕，

火山角砾成分为玄武安山质，呈棱角—次棱角状，角砾大小

一般 ２～２０ｃｍ，个别大者达 ３５～４００ｃｍ，角砾分布不均匀，

下部多，向上逐渐减少；熔岩枕具清晰的包纹层，呈扁圆形，

大小一般为 １０ｃｍ×３０ｃｍ～３０ｃｍ×７０ｃｍ，下部多与火山角

砾岩混杂产出。

⑦ 灰白色条纹状硅质大理岩：具密集的平行纹理或变

形纹理，厚 ２～１５ｍ，与上覆及下伏地层均有截然界线，底界

面有小的起伏，岩层产状 １４０°∠２０°。

⑥ 铅锌矿层：厚 ０～５ｍ，产状与围岩一致。

⑤ 鸡蛋坪组青灰色火山凝灰岩：厚 ５～１０ｍ，局部略具

层理，产状 １３５°∠１８°。

④ 灰白色硅质大理岩：厚 ０６０～１３０ｍ，坚硬，纹理不

甚发育。

③ 浅灰色火山凝灰岩：厚 ２００ｍ。

② 紫红色火山角砾凝灰质熔岩：熔岩成分为流纹质，角

砾成分复杂，大小 １～３ｃｍ；层内含磁铁矿细小条带及由方

铅矿、闪锌矿细小颗粒构成的流纹，层面上有薄的凝灰质膜；

厚 ０７０～１００ｍ，产状 １３５°∠１７°。

① 紫红、紫灰色流纹岩：斑状结构，流纹构造。厚 ２５０ｍ

左右。

２２　矿体特征

通过地表槽探揭露和深部钻孔控制，全区共发

现铅锌矿体７个，以Ⅰ、Ⅱ、Ⅲ、Ⅳ、Ⅴ、Ⅵ、Ⅶ编号，其
中Ⅲ、Ⅵ矿体规模较大，Ｐｂ＋Ｚｎ金属量约占矿床金
属量的９７％。从整体看全区 ７个矿体实际应为一
个矿体，因含矿层产状平缓，且受地形切割强烈，并

受成矿期后的 Ｆ２断裂切错和花岗（斑）岩、安山玢
岩等脉岩侵入诸因素影响，使矿体在走向和倾向上

遭受剥蚀后断续出露，且被分割为多个矿体（图 ２）。
矿床平均厚度 ３０４ｍ，平均品位 Ｐｂ０９３％、Ｚｎ
１８８％。

Ⅵ矿体特征：由９个工程控制，控制矿体走向长
５００ｍ，倾向长 ３４８ｍ。矿体倾向南东，倾角 ２１°左
右。矿体最大埋深 ３５７５ｍ。矿体呈似层状，产状
平缓，但矿体底板在走向及倾向上均有小的起伏，起

伏形态总体呈缓波状，起伏高差达 １８ｍ。矿体厚度
沿走向及倾向变化均较大，单工程见矿最大厚度

５４２ｍ，最小厚度 １２９ｍ，矿体平均厚度 ３６９ｍ。
单工程见矿最高品位 Ｐｂ１７９％、Ｚｎ３７７％，矿体平
均品位 Ｐｂ０９７％、Ｚｎ１８９％。

２３　矿石特征

（１）矿石结构构造：硫化矿石多为他形—半自
形粒状结构，颗粒状构造、小斑块—斑块状构造、条

带状构造，局部见韵层状构造。氧化矿石多见土状

结构、松散结构。颗粒状构造多见于低品位矿石，斑

块状构造、条带状构造主要见于品位较高的矿石中。

（２）矿石矿物成分：主要矿石矿物为闪锌矿，次
为方铅矿，少量黄铁矿、黄铜矿等。脉石矿物主要有

石英、方解石，其次为绿泥石、透辉石、萤石、绢云母

等。

（３）矿石伴生有用组分：铅一般为 ０５％ ～

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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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最高 ４４１％；锌一般为 １％ ～２％，最高
１３４５％。伴生有用组分为 Ａｕ、Ｃｕ、Ｗ、Ｃｄ、Ｉｎ５种，
其含量与主元素（Ｐｂ、Ｚｎ）含量无明显线性对应关
系。金含量最高 ０６×１０－６，最低 ０２×１０－６，一般
０３×１０－６。铜含量最高 ０３８％，最低 ００８％，一
般 ０１５％。三 氧 化 钨 最 高 含 量 ０１２％，最 低
００４％，一 般 ００７％ ～００８％。镉 最 高 含 量
００３％，最低 ００１％，一般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铟
最高含量 ０００５％，最低 ０００１％，一般 ０００１２％ ～
０００３４％。

（４）矿石类型：自然类型有方铅闪锌矿矿石和
闪锌方铅矿矿石两种，以方铅闪锌矿矿石为主。按

矿石结构构造可分为：颗粒状矿石、斑块状矿石、条

带状矿石。颗粒状矿石中矿物成分以方铅矿为主，

闪锌矿较少，矿石品位较低；斑块状、条带状矿石中

以闪锌矿为主，方铅矿较少，矿石品位相对较高。

２４　矿体围岩及围岩蚀变

（１）矿体围岩及夹石：矿体顶板围岩以硅质大
理岩为主，其次为凝灰岩、正长斑岩。底板岩石以硅

质大理岩为主，其次为流纹岩或含火山角砾流纹岩，

仅个别地段为凝灰岩。底板岩石普遍具不同程度的

硅化，局部具绿泥石化、绿帘石化。靠近矿体的底板

岩石仅局部具铅锌矿化，大部分地段不具矿化。矿

体与围岩界线一般清楚，但近围岩处均有不同程度

的铅锌矿化。矿体内仅个别工程见有不足剔除厚度

的小夹石，夹石为硅质大理岩或铅锌矿化硅质大理

岩，呈透镜状产出，厚度 １０ｍ左右，与矿体界线不
明显。

（２）围岩蚀变：主要有硅化、碳酸盐化、萤石化、
绿泥石化、绿帘石化、夕卡岩化等。硅化、碳酸盐化、

萤石化呈脉状分布于赋矿岩石和围岩中，而绿泥石

化、夕卡岩化主要呈脉状、条带状、团块状分布于硅

质大理岩层中。

３　矿床成因
（１）矿体呈似层状赋存于熊耳群马家河组底部

的硅质大理岩中，具有特定的产出层位和赋存岩石。

（２）赋矿的硅质大理岩中具复杂多样的热液蚀
变，即硅化、碳酸盐化、萤石矿化、绿泥石化、绿帘石

化等。

（３）矿区内发育的含火山角砾流纹岩中，部分
地段见流纹呈直立状，推测可能存在古火山构造

（火山口、火山裂隙）。矿区内存在古火山洼地，这

种洼地可能为古火山机构的一部分。

（４）矿石中的韵层状构造反映了成矿热液活动
的脉动性，这种热液活动的脉动性（韵律性）应是硅

质大理岩纹层状构造形成的主要原因。

（５）硅质大理岩中发育的空洞构造可能说明热
液活动中有大量气态组分（氟）存在，与此相对应的

矿化为萤石矿化；

（６）未发现与构造活动有关的破碎、角砾岩化
或构造片理化现象，硅质大理岩及硅化带中的石英

不具波状消光，说明矿床非构造成因。

综上所述，骑马沟铅锌矿床赋存于马家河组底

部的硅质大理岩中。鸡蛋坪组顶部流纹岩或含火山

角砾流纹岩层厚仅０８～１２ｍ，夹有紫红色凝灰岩
薄层（厚０１～０４ｍ），说明鸡蛋坪火山喷发后期由
于地壳沉降区内已有海水侵入，大规模火山喷发虽

已停止，但火山气液活动仍很活跃。鸡蛋坪组与马

家河组喷发旋回之间，具较长时间的休眠间歇期，该

间歇期内形成的硅质大理岩具区域稳定性。马家河

期火山喷发开始后，喷发产生的火山灰飘落至地形

低洼处形成火山凝灰岩，这种含矿火山气液在鸡蛋

坪组流纹岩顶部矿质沉淀并成矿。因此据现有资料

分析骑马沟铅锌矿应为海相火山—气液型层控铅锌

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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