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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镇康县芦子园铅锌铁多金属矿地质特征

及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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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质调查院
,

云南 昆明 6 50 21 6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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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质调查局
,

云南 昆明 6 50 0 5 1)

云南镇康县芦子园铅锌铁多金属矿位于三江 (造山带 ) 成矿省保山一镇康 (地块 ) Pb
一

Z n 一

C u 一

Fe
一

H g
-

Sb
一

A s一 A u 成矿带上 (李文昌等
,

2 0 10 )
,

通过勘查深部揭露到厚大的矽卡岩型铅锌铁矿体
,

探获铅锌金属

量 41 9 7 7 万吨
,

铁矿石量 3
.

13 亿吨
,

为保山
一

镇康 (地块 ) 成矿带上勘查评价的第一个超大型矿床
。

本文

通过对矿床地质特征进行总结
,

初步指出找矿方 向
,

为下步勘查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

1 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位于镇康复背斜之次级芦子园背斜北西翼
,

出露地层为寒武系沙河厂组 (任 : 、) 和保山组 (任 : b)
,

北东向断裂是区内控矿
、

容矿构造
,

地表仅见辉绿岩脉出露
,

矿区揭露到蔷薇辉石和矽卡岩
,

结合重力
、

遥感等特征推断深部存在隐伏中酸性岩体
。

围岩蚀变有矽卡岩化
、

蔷薇辉石化
、

绿泥石化
、

硅化
、

大理岩

化
、

磁铁矿化
、

黄铁矿化等
。

地球化学以 Pb
、

Z n 、

C u 、

A g
、

A u 等中温成矿元素为特征
; 磁异常正负伴生

,

呈北东向展布
,

长 5 k m
,

平均宽均 住5一2
.

0 k m
,

正磁△T 最大值为 10 5I n T
,

负磁△T 一般在
一

100 一8 00
n T

。

激电异常呈北东向展布
,

长 3 000 m
,

宽 20 一3 00 m
,

具低阻
一

高极化特征
。

芦子园铅锌铁多金属矿带长 5 100 m
,

宽 2 00 一5 00 m
,

从北 向南 由天生桥
、

小河边
、

芦子园等矿段组成
。

矿体赋存于寒武系上统沙河厂组第二段大理岩
、

绿泥石英片岩及矽卡岩中
。

受 F l一凡 断裂控制
,

呈似层状

产出
,

矿体倾 向 2 85 一 345
。 ,

倾角 3 20 一 78
。 。

矿体向南侧伏
,

元素分带明显
,

小河边一天生桥以磁铁矿为主
,

芦子园中上部以铅锌矿为主
,

深部以磁铁矿为主
。

芦子园矿段 H
一

v l 、

v 3 、

v : 主矿体控制长 3 5 00 m
,

控制

最大斜深 14 50 m
,

上部铅锌矿体厚 住61 一 88
.

9l m
,

平均品位铅 住46 %
,

锌 3
.

14 %
,

伴生铜
、

银
、

铁 ; 下部

铁矿体厚 3
.

06 一56
.

8l m
,

平均品位 T F e
27

.

65 %
。

小河边
一

天生桥矿段圈出 11 个矿体
,

长 68 0一 14 00 m
,

控

制斜深 2 20 一 6 80 m
,

厚 2
.

23 一60 4 O m
,

平均品位 TF
e
30

.

62 %
,

伴生金
。

矿石具 自形
、

半 自形及它形晶结

构
、

交代结构
,

条带状
、

浸染状
、

斑杂状构造
。

金属矿物以闪锌矿
、

方铅矿
、

黄铜矿
、

磁铁矿等为主
; 脉

石矿物有阳起石
、

石榴子石
、

绿泥石
、

方解石
、

石英
、

蔷微辉石等
。

矿区矿化作用显示近岩体的矽卡岩型铁矿一矽卡岩型铁铅锌矿一大理岩型铅锌矿一热液脉型铅锌矿一

热液型金矿变化的分带特征
。

成矿作用经历了晚寒武世预富积
; 印支期基性岩浆侵入使成矿元素活化迁移

、

充填 ; 燕山期中酸性岩浆上侵交代形成了厚大的铅锌铁矿体 (该期为主成矿期
,

R b
一

S r 等时线成矿年龄为

14 1
.

9士2
.

6 M a ) ; 喜马拉雅期岩浆活动叠加了金矿成矿作用等阶段 (蒋成兴等
,

2 01 3 )
。

矿床系由上寒武统

为赋矿岩石并提供初始矿源
,

印支期基性岩浆提供部分成矿物质
,

并受燕山期
、

喜马拉雅期隐伏中酸性岩

体控制的沉积改造一矽卡岩型叠加的复合型铅锌铁多金属矿床
。

2 找矿方向

根据成矿地质特征及成矿规律
,

认为区内仁和
、

水头山一罗家寨等具有寻找大型铅锌 (铁 ) 多金属矿

的潜力
; 通过成矿预测

,

镇康芦子园矿集区铅锌金属量大于 10 00 万吨
,

铁矿石量大于 5 亿吨
。

3 结 论

镇康芦子园铅锌铁多金属矿赋存于晚寒武世沉积地层中
,

受北东向断裂控制
,

围岩蚀变强烈
,

元素分

带明显
,

矿床的形成受地层
、

构造及隐伏岩体控制
。

成矿预测镇康芦子园矿集区资源潜力巨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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