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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马家火地铅多金属矿赋矿特征及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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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矿区地质填图
,

地球化学测量及工程勘探
,

对川西马家火地多金属矿的调查
,

发现有含金石

英脉矿化带
、

含铅矿石英脉和金铜侵染矿带和工区西部三家寨查出金
、

银
、

铅
、

锌
、

铜共生矿带
,

该

矿受构造控矿特征明显
,

金矿品位高
,

找矿前景良好
。

马家火地铅金多金属矿位于西大渡河有色
、

贵金属成矿带
。

区域构造上位于康滇南北 向构造带北

段
,

为小金
、

金汤弧形构造及鲜水河北西向构造结合交织部位
。

由于多次构造运动和应力场改变形成

十分复杂的构造格局
,

构造方向多变
,

总体以南北向为主
,

北西向
、

弧形构造稍次
。

1 矿床地质特征

工作区地层除寒武系缺失外
,

其它各系都有不同程度的发育
,

尤其以二叠纪以前的地层在矿权区周

边发育较广
,

奥陶纪至泥盆纪地层为主要矿 (化 ) 点分布层位
。

岩浆岩主要在奥陶系
、

志留系和泥盆

系地层中仅见有辉绿岩 (p田 和灰绿份岩 (p
兀 ) 出露

,

一般呈脉状沿地层贯入地层中
。

脉的方向有北

东和北西两组
,

倾角一般较陡
,

大小不等
,

一般脉宽数米至数十米
,

长数米至数百米
。

区 内构造形迹

规模很大
,

处于金汤弧形构造带西翼北东向张扭性断层和北西 向张扭性断层带上
,

这些大
、

小张扭性

断层的分布
,

直接对该地区的铅金多金属矿产起到控制作用
。

2 矿化特征

含金石英脉矿化带主要赋存在泥盆系中统千枚岩层夹石英岩脉中
。

石英岩脉裂隙发育
,

裂隙中充

填褐铁矿
,

见黄铁矿斑晶
。

含铅矿石英脉
:

主要赋存在泥盆系中统薄层泥质灰岩的方解石脉中
。

含铅

的方解石脉基本沿灰岩层理分布
,

脉宽一般 1一2 c m
,

顺地层层面延伸长达 loo m
,

铅矿主要 以立方晶

体顺脉壁缝隙呈透镜状断续分布
,

裂缝发育地段
,

铅矿也发育
,

二者呈正比
。

金铜侵染矿带
:

该矿带

主要赋存在中上志留统厚层块状角砾状白云岩缝隙中
。

含铜矿白云岩厚 > 10 m
,

顺走向延伸约 20 m
。

该矿主要为断层控矿所致
。

3 地球化学特征

从地球化学图分析
,

金
、

铅元素总体上呈现峰值较高
、

地球化学图形态基本一致的特征
。

元素含

量总体上较稳定
。

总体上
,

异常与地球化学界面 (张成江 等
,

2 001 ) 相关
,

铅元素含量东高西低
,

在

中部
、

北部局部地段有不明显富集
,

金元素在矿区东南富集较高
,

在东部异常区发现有铅
、

金矿 (化 )

点
,

基本仅能反映测区背景特征
。

4 结论

马家火地铅金多金属矿矿化分带性明显
,

且品位较高
,

个别矿化点已达工业品位
。

其未来找矿方

向主要为
:

1
.

地化异常区构造发育部位
,

特别是断裂及褶皱转折端部位
。

2
、

地层界线部位
,

地化界面

异常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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