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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泅顶
一
古丹铅锌矿田中

、

上泥盆统

碳酸盐相的特征与成矿关系的探讨

杨楚雄 扶同逸 覃焕然

( 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 ) ( 广西冶勘2 7 0队 )

广西融安县境内的泅顶
一
古丹铅锌矿 田面积约60 0平方公里

。

它位于江南古陆之南缘
,

湘
、

桂
、

粤褶皱带内
。

本区分布有中型铅锌矿床两处
,

铅锌矿
、

黄 铁 铅 锌 矿
、

黄铁矿

(褐铁矿 ) 等矿点约二十多处
,

是寻找铅锌矿床有利地区
。

区内广泛出露下古生界寒武系清溪组 ( e q )浅变质的碎屑岩
,

上古生界中上泥盆统

东岗岭组 ( D Z d )和桂林组 ( D
3 g ) 1) 碳酸盐岩及碎屑岩 (图 1 )

。

早晚古生代地层与之

呈角度不整合接触产出
,

两者分别组成上下两个构造层
。

下构造层属于被改造了的南岭

复式东西构造带北亚带的组成部分
,

基本构造轮廓为轴向5 0
“

一7 0
“

的紧闭型同斜倒转褶

皱
,

并发育着北东向的断裂 ; 上构造层为轴向北北东的宽展型的褶皱
,

产状平缓
,

倾角
5

。

一 8
“ ,

发育有多阶段形成的北东向
、

北西向和南北向断裂
,

整个矿田及外围尚未发

现任何岩浆活动的迹象
。

本区是海西沉积旋回海侵超覆沉积区
,

由于北部及西部受江南古陆的影响
,

以及加里

东运动形成的下构造层的构造骨架的制约
,

在区域上形成两个较大的超覆线
,

影响着泥

盆纪的海侵范围
。

一是矿田东部的超美至屯秋一带
,

为早中泥盆世海侵超覆线 , 一是位

于矿田内的泅顶至古丹以及外围的古当一带
,

为 中
、

晚泥盆世海侵超覆线
。

前者富集了

“
宁乡

”
式铁矿

; 后者是本区铅锌矿区域成矿的主要地段
,

矿床矿点均分布于此带上
。

一
、

碳 酸 盐 相 特 征

为了较系统的叙述本区碳酸盐相特征
,

有关问题阐述如下
:

1
。

地层系统

区内出露的寒武系清溪组 ( e q )
,

为一套浅变质的碎屑岩
,

主要分布在矿 田的西部

及背斜的轴部
。

泥盆系为一套碳酸盐岩及碎屑岩
,

分布于矿田的中部和东部
。

根据古生

物群的资料
,

将泥盆系的地层分为中泥盆统东岗岭组 (D : ‘】) 和上泥盆统桂林组 (D : g )
,

再按其岩性特性
,

将东岗岭组分为三个岩性段即D :
da

、

D :
db

、

D : d 。; 桂林组则分为六

个岩性段即 D 3 g ’
、

D 。‘ 2 、

D
3 g “

、

D 3 g ‘
、

D 3 ,: “
、

D 3 g 。
。

各段的特征见柱状对比图 (图

1) 见朱敏达的
“
广西泅顶地区中

、

上泥盆纪地层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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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积层 2
.

下石炭统岩关组 3
.

上泥盆统桂林组 4
.

中泥盆统东岗岭组 5
.

寒武统 6
.

地层界线

了
。

不 整合界 线 8
。

东 岗岭组沉积尖 灭线 9
.

断层 10
。

铅锌硫化铁矿床

圈 1 洒顶一古丹铅锌矿田地质略圈

F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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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i n e d e p o s it fie ld in s 主d in g 一G u -

d a n ,

G u a n g x i

2 )
。

2
.

岩石类型及其特征

本区中
、

上泥盆统的沉积岩主要是粗碎屑岩和碳酸盐岩
。

岩性特征如下
:

碎月岩类 本区以砾岩
、

含砾砂岩和砂岩为主
,

变化较大
,

其原生沉积构造
、

物

质组分等都因地而有差异
。

其一般的特征如下
。

砾岩 岩石成熟度较高
,

分选性及磨圆度较好
,

砾石成分单一
,

主要是石英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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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泥 晶灰岩 2
.

粉屑灰岩 3
.

砂屑灰岩 4
.

砾屑灰岩 5
.

含钙球灰岩 6
.

含生物屑灰岩 7
.

生物屑灰岩

8
.

层孔虫灰岩(枝状 ) 9
.

含球状层孔虫 10
.

层纹石灰岩 n
.

绍粒灰岩 12
.

核形石灰岩 13
.

瘤状灰岩

14
.

含健石条带灰岩 15
.

藻灰岩 16 ‘斜层理 17
.

云质灰岩 18
.

白云岩 19
.

鸟眼 2 0
.

砾岩夹含砾砂岩

2 1
,

砂岩 22
.

粉砂岩 2 3
.

炭质页岩 2 4
.

板岩

圈 2 广西触安泅顶
一

古丹地区中上泥盆统柱状对比圈

F 19
.

2 C o r r e la tio n m a p o f th e M id d le a n d U p p e r D e v o n ia n e o lu m n a r s e e tio n

in S id in g一G u d a n d is t r ie t
,

G u a n g x i .

少量健石
,

大小 30 一40 毫米
。

杂基为中细粒的石英与少量的碳酸盐
。

局部地方砾岩中有

中细粒的海绿石
。

生物化石有珊瑚
、

腕足类碎片
。

杂基支撑
。

砂岩 岩性比较复杂
,

岩性特征有以下三种情况
:

( 1 )选分性差
,

成熟度低
,

粘土杂基支撑
。

它常与砾岩逐渐过渡
,

即由砂岩一含砾砂岩一砾岩
,

见 于 泅顶 矿区一

带
。

( 2 ) 分选性好
,

成熟度高
,

杂基支撑或颗粒支撑
,

杂基为碳酸盐
。

广泛发育斜交

层理与沙纹层理
,

含海绿石
。

它以中细粒石英砂岩为主
,

见于石墙岭
、

硫 磺 坳 等地
。

( 3 ) 以薄层夹于碳酸盐岩层中
,

含陆源碎屑及内碎屑为特征
。

中细粒
,

颗粒支撑
,

常

见海绿石
。

炭质页岩 深黑色
,

叶片状构造
,

薄层状
,

与泥晶灰岩互层
,

局部发育
。



10 0 沉 积 学 报

碳酸盐岩类 灰岩与白云岩及其过渡岩石
,

即白云质灰岩与灰质白云岩
。

白云岩 区内白云岩以成岩白云岩为主
。

主要特征是它作为岩性段区域性稳定展

布
,

底部的白云岩结晶粗大
,

一般为不等粒结构
,

系再结晶作用生成 ; 而上部的白云岩

则为等粒的中细晶白云岩
。

如东岗岭组的
.

D
: d “

与 D
: d b ;

桂林组的 D : ‘“ ,

它们在接近

不整合面时
,

呈现粗晶与极粗晶的不等粒结构
,

而 D
3 ; ‘ 、

D
3 g 6

则为中细晶白云岩
。

它

们具有交代残余结构
,

雾心亮边结构
,

残影结构
。

此外
,

局部还发育着后生 白云岩
,

存

在于断裂构造之 中
。

常见的灰岩类有 以下几种
:

泥晶灰岩 是本区广泛发育的岩石
,

中厚层
,

水平层理
。

灰泥中常含有介形虫
,

枝状层孔虫屑
,

局部有藻团粒
、

粪粒等
。

粒屑灰岩 有砾屑灰岩
、

砂屑灰岩
、

鲡粒砂屑灰岩
、

钙球藻团粒砂屑灰岩
。

砾屑

灰岩普遍发育
,

其底部多有一个水下冲刷面
。

砂屑灰岩多发育于桂林组的中上部
,

一般

分选好
,

亮晶胶结
。

多含有藻团粒
,

鲡粒 ( 薄皮鲡 )
、

钙球等
。

很少有生物屑
。

生物周灰岩 以枝状层孔虫屑灰岩较普遍
,

含生物屑多达70 一80 %
,

排列有一定

方向(图版 I
, 1 )

。

其次为块状层孔虫屑灰岩(图版 I
, 2 )

,

常杂以腕足类碎片
、

珊瑚
、

介形虫等
。

与燕类有关的灰岩 以蓝绿藻作用生成的灰岩
,

常见的有层纹石灰岩
、

藻团粒灰

岩
、

核形石灰岩
。

层纹石灰岩由不连续的
、

水平的富藻层与富屑层呈平行排列而成
。

常

见鸟眼构造
。

藻团粒灰岩系列由不很规则的大小相近的深色藻团粒组成
,

常杂有钙球
,

亮

晶胶结
。

核形石灰岩是由 1 一 3 厘米的核形石组成
,

镜下的形态以球状 (图版 I
,

5 )

和椭球状为主
。

核心多为枝状层孔虫和块状层孔虫屑
。

核形石的含量为20 一50 %
,

发育

于泅顶河与多娄弄
。

3
.

原生沉积构造

通过野外观察与镜下研究
,

本区的原生沉积构造有三种成因类型
,

分述如下
:

1) 流动成因的层理构造

水平层理 为本区广泛发育的主要层理之一
,

在各岩性段均较发育
。

它指示出一

个低能环境
。

交错层理 主要发育于碎屑岩中
,

形式多样
,

但主要是一种
“
人

”
字形缓倾斜 (倾

角一般为5
。

一7
。

) 的斜剑兔理
,

单层厚约15 厘米
,

长约50 一70 厘米
,

它是海滩浪成的
。

透铆状层理 发育于 D : g “ 、

D : 9 6

岩性段中 ( 图版 I
,
3 )

,

透镜体为泥晶质
,

砂

屑层绕过透镜体
。

为潮坪沉积
。

沙故层理 发育于D :
dc 的碎屑岩中和 D : g “

、

D 。‘6

的砂屑灰岩中
。

一般为浪成的
。

2) 生物成因的原生沉积构造

层纹石构造 在本区广泛发育
,

见层纹石灰岩所述
。

它是潮间带上部和潮上带的

产物 ( 图版 I
, 4 )

。

核形石构造 在本区局部发育
,

见核形石灰岩所述
。

层位仅限于 D 3 ‘“ 的底部
。

它指示着潮沟到潮下环境 ( 图版 I
, 5 )

。

3) 暴露成因的原生沉积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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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裂 呈龟裂状
,

裂缝中充填结晶碳酸盐
。

垂直断面上见
“ V ” 字形构造

。

它仅

发育于 D : d “

的上部 ( 图版 I
,
6 )

。

鸟眼 较为发育
,

几乎每个岩性段都有不 同程度的发育
,

但以 D
3 ‘ 3 以上更为常

见 ( 图版 l
, i )

。

水下冲刷面 一般在砾屑灰岩和块状层孔虫灰岩的下部
,

都有一个水下冲刷面
。

4
.

古生物特征

矿田内中上泥盆统所含古生物化石均较丰富
,

其中以层孔虫和藻类化 石 的 数 种繁

多
,

生态各异
。

它们不但构成各类岩石的重要组成部分
,

更常是沉积环境的重要标志
。

1) 常见的古生物门类 以固着底栖生物为主
,

且大部分为正常盐 度 或 窄 盐度生

物
。

在中泥盆统有枝状层孔虫
、

块状层孔虫
、

腕足类
、

四射珊瑚和床板珊瑚
、

苔醉虫
、

竹节石
、

介形虫
、

钙球蓝绿藻及红藻类
。

在上泥盆统有枝状层孔虫
、

球 状 和块 状层孔

虫
、

腕足类
、

四射珊瑚 (包括单体和群体 )
、

床板珊瑚
、

光壳节石
、

介形虫
、

苔鲜虫
、

腹

足类
、

瓣鳃类
、

有孔虫
、

钙球
、

红藻类和蓝绿藻
。

但总的趋势
,

向上生 物 化 石 大量减

少
,

仅只见蓝绿藻
,

钙球及少量的介形虫
。

2) 化石保存及生态特征 大部分化石多已破碎
,

棱角明显或略有磨圆
,

分选性较

差
,

在镜下见介形虫壳多分解成单瓣
,

腕足类呈碎片
,

层孔虫特别是枝状层孔虫常常成
、

为碎屑
。

然 而
,

在 D 3 g ‘
、

D
。 g “

、

D : d b
、

D :
dc 等岩性段中见到块状层孔虫

,

层状层孔

虫原地固着生长状态
,

并局部发育成点礁
。

生物碎屑大部分为砾
、

砂及或粉砂级
,

均为异粒度型堆积或在泥晶灰岩 中呈 碎 片

散布
。

上述特征均说明本区始终皆处于氧化界面之上
,

海水清彻
、

温暖
,

水循 环 一 般 较

好
,

水动力条件中等或较弱
,

含盐度正常
,

是有利于固着底栖生物生活的环境
。

化石较

丰富
,

化石虽有碎破
,

但搬运不远
。

5
.

碳酸盐相特征

根据系统的测制剖面与野外追索
,

所获得的岩相发育与分布的资料表明
:
本区在中

泥盆世为碳酸盐台地沉积区与古陆的分界所在 ; 而到晚泥盆世为海侵超覆
,

开始为开阔

台地的沉积
,

之后转为长期的潮坪沉积
。

结合湘桂中
、

晚泥盆世的古地理概况
,

并参照

威尔逊 ( J
.

L
.

W il s o n ) 和我国学者关士聪 ( 1 9 8 0 ) 关于岩相划分的原则
,

将本区的中

上泥盆统的沉积层划分为两个相区
,

三个相带和六个微相
,

如表 1 所示
:

裹 1 广西泅顶
一

古丹地区中上泥盆统的相区
,

相带及橄相的划分

T a b le 2 T h e e la s s ifie a tio n o f fa e ie s r e g io n s ,

fa e ie s b e lt a n d m ie r o fa e ie s o f

the M id d le a n d U Pp e r D e v o n ia n ,

S id in g
一

G u d a n d is tr ie t
,

G u a n g x i

局局 限 台 地 相 带带

滨 岸 相 滨海陆屑滩相 潮间泥坪相 潮沟
、

砂坝相 滩后开阔地相 台内生物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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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从陆到海的次序分别描述如下
:

I潮上局部滨岸相 炭质页岩
、

薄层粉砂岩
、

泥晶灰岩
、

层纹石灰岩
、

瘤状灰岩
。

该相在本区很不发育
,

规模小
,

仅在西部和北部边缘见到
,

如24 公里和拉穷一带
。

层位属 D : d 。
。

为薄层状
,

水平层理
,

炭质页岩与泥晶灰岩呈互层或粉砂岩与泥晶灰岩互

层
,

互层内两者互相逐渐过渡
。

炭质页岩含有较多的陆相植物的茎
、

叶
。

泥晶灰岩中有

机质高
。

瘤状灰岩所含生物化石多为珊瑚
、

腕足类
,

且位置不固定
。

推测此瘤状灰岩为

干裂后稍经搬运而成
。

层纹石灰岩不甚发育
。

生物化石 皆为异地埋藏
,

常见的生物屑有

腕足类
、

瑚珊等
。

可见泥裂 ( 图版 I
, 6 )

、

鸟眼
、

层纹
、

结核状等构造
。

本相位于平均

高潮面之上的滨岸
。

I滨海陆屑滩相 砾岩
、

含砾砂岩
、

砂岩
、

粉砂岩
。

该相发育于东岗岭组底部D : d “和上部D : d “ 。

以D : d “为例
,

陆屑滩沉积的剖面结构

是
:
在不整合面上为海侵滞留砾岩

,

由下而上顺序是
:
滞留砾 岩一砂 岩一粉 砂 岩一砂

岩一砾岩
,

总的是从下向上由细变粗
,

为逆粒序
,

虽然开始的砂岩变为粉砂岩不占重要

位置
,

但是仍可说明开始为海进接着发育着海退层序
。

岩层广泛发育低角度的
“
人

”
字

形交错层理与楔状交错层理
。

岩石一般选分性差
,

多含有植物碎片
、

腕足类和苔醉虫碎

片
。

在各类岩石中均可见到细粒的海绿石 (图版 l
, 2 )

。

属滩相环境
。

1 潮间泥坪相 白云岩
、

层纹石灰岩
、

泥晶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本区白云岩极为发育
,

几乎占整个碳酸盐岩的一半
。

主要是成岩作 用 生 成 的白云

岩
。

它具有一定的层位
,

如东岗岭组 的 D : d b
、

桂林组的 D 3 g ’
、

D 。g ‘
、

D 3 g ’ ,

呈区域

性分布
。

它在横向
、

纵向上都与灰岩逐渐过渡
,

即由白云岩一灰 质 白 云 岩一白云质灰

岩一灰岩
。

亦有白云岩与灰岩呈锯齿状交错接触的
。

上部层位的白云岩为中细粒结构
,

下部愈接近不整合面晶粒愈粗
,

即粗晶和极粗晶
,

且为不等粒结构
。

镜下多见雾心亮边结构
、

交代残余结构
、

残影结构
。

综上所述
,

以上几个层位的白云岩恢复其原岩为泥晶灰岩
、

层纹石灰岩
、

生物屑灰

岩
、

砂屑灰岩和岩粒砂屑灰岩
。

当它们沉积时处于潮间带上部
,

由于强烈的蒸发作用
,

使其浓缩的海水残留在沉积物中和层间
,

由于水浅易暴露
,

并接受雨水
,

这样
,

淡水与

浓缩的海水掺合
,

致使在成岩作用过程中发生强烈的白云岩化
。

同时
,

在压实固结作用

过程中
,

还排出这样的掺合水液向下渗流
,

以致下部层位的白云岩经多次重结晶作用
,

形成粗晶至极粗晶结构
。

而上部层位仅在成岩作用形成
,

则为中细晶结构
。

属于潮间泥坪相还有 D : ‘3
的上部和D 。 g ” ,

它们的特征是以泥晶灰岩
、

层纹石灰岩

为主
,

有较强的白云岩化
,

薄层一中厚层
,

具透镜状层理
,

鸟眼构造等
。

万潮沟一砂坝相 核形石灰岩
、

层孔虫屑灰岩
、

泥晶灰岩
、

砂屑灰岩
、

鲡粒砂屑

灰岩
、

钙球砂屑灰岩
、

藻团粒灰岩
。

这个微相属于潮间带下部
,

在本区发育着两个亚相
,

即潮沟亚相和砂坝亚相
,

现分

述如下
:

潮沟亚相为核形石灰岩
、

层孔虫屑灰岩
、

泥晶灰岩
。

潮沟乃是潮坪上的渠道
,

可通潮下浅水
,

处于浪基面之上
,

生物屑或者其它颗粒受

波浪作用持续搅动
,

而蓝绿藻围绕它生长成层纹体包壳
,

因之形成本区常见近球状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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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石
,

反映有较强的水动力环境
。

此外
,

还有不规则状以凝块石为包壳的核形石
,

反映

出较平静的环境
。

同时还出现斑块状的层孔虫屑灰岩与泥晶灰岩
。

高能与低能的产物汇

聚在一起
,

是本区潮沟沉积的主要特征
。

砂坝亚相为砂屑灰岩 ( 图版 l
,

3 )
、

腼粒砂屑灰岩
、

钙球砂屑灰岩 ( 图版 l
, 4 )

、

藻团粒灰岩 (图版 l
, 5 )

。

这里是指潮坪下部的水下隆起
,

起主要作用是波浪
,

潮汐作用次之
。

表现出亮晶胶

结的砂屑灰岩
、

俪粒砂屑灰岩
、

藻团粒灰岩
。

原生沉积构造主要是浪成的交错层理
,

水

下冲刷面及鸟眼与层纹构造
。

潮沟
、

砂坝相发育于D
3 g 3 、

D
Z

dc 和 D
。 9 5

等岩性段
,

它沿着泅顶一硫磺坳一古丹呈

南北相带状分布
。

潮沟仅在泅顶河和多娄弄局部出现
,

其他则为砂坝
。

V 滩后开阔台地相 白云质灰岩
,

灰质白云岩
,

生物屑泥晶灰岩
,

颗粒灰岩
,

枝

状层孔虫屑灰岩
。

局部有点礁
。

该相在本区发育较好
,

岩层为中厚层至厚层
,

具水平层理
。

普遍 白云化
,

在灰岩中

发育着不连续的条带状 白云岩
,

呈纹层构造
。

生物发育
,

有枝状层孔虫
、

块状层孔虫
、

苔醉虫
、

介形虫
、

有孔虫
,

还有腕足类
、

腹足类化石碎片
、

珊瑚等
。

岩石以泥晶灰岩为

主
,

在泥晶灰岩中含有不等量的生物屑
,

藻团粒
、

粪粒等
。

颗粒灰岩较为发育
。

这里表

现为水动力较弱
,

水循环不畅的环境
。

它发育于D 3

“和D 。‘’的中部
。

在该相中
,

于多娄弄和硫磺坳出现点礁
,

厚约0
.

5一 1米
,

长约 1 一 2 米
。

造礁生物

主要是块状层孔虫
,

也有层状层孔虫
。

可台内生物滩相 枝状层孔虫屑灰岩
,

块状层孔虫灰岩
、

生物屑泥晶灰岩
。

本相主要特征是以枝状层孔虫屑为主的生物屑堆积
,

厚度从几米到十多米
。

岩层为

中厚层至厚层
,

水下冲刷面发育
。

岩石的结构变化很大
,

以枝状层孔虫屑组成的岩石
,

其含量多达70 %以上
,

且略有定向排列时
,

称为
“
丐条岩

” ,

以块状或球状层孔虫屑组

成的岩石为假角砾状构造
,

以枝状层孔虫屑与块状层孔虫屑并杂以其它生物屑组成的岩

石为斑块构造
。

生物屑的堆积是杂乱的
,

但不很破碎
,

且纹饰清晰
,

说明生物是就地生

长
,

稍经搬运
。

填充于生物屑的间隙为砂砾屑
、

藻团粒与泥晶质不均匀混杂
。

该相发育

于 D 。 g ‘底部和 D 。 : a
中下部

。

上述生物碎屑的堆积是在台地内浪基面之上的中到高能带
,

海水循环良好的环境
。

6
.

沉积旋回和相模式

根据岩相在纵向上的变化分析
、

中上泥盆统有两个大的沉积旋回
。

现在分述如下
:

第一个大旋回
:
是中泥盆统的沉积

。

根据岩石组合和沉积环境变迁
,

又可分为两个

小的沉积旋回
。

第一个小旋回为中泥盆统中下段
,

主要的岩石组合是下部为碎屑岩
,

上

部为白云岩
。

是滨海陆屑滩相
一
台地相

。

第二个小旋回为中泥盆统上段
,

下 为 一套碎屑

岩
,

上为砂屑灰岩
,

是滨海陆屑滩相
一
台地相

。

第二个大旋回
:
为上泥盆统海侵旋回

,

表现为在不整合面或 D :
dc 砂屑灰岩之上

,

沉积碎屑岩
,

接着转为生物滩相沉积
,

潮下浅水沉积
,

最后转为长期的潮坪沉积
。

在仔细研究各条剖面的基础上
,

分析各段的沉积环境
,

逐条对比
,

得出相变关系
,

井反复到现场观察与追索
,

构成本 区泥盆世的沉积模式图 (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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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边缘相区

滨海相带 局限台地 相带

区

开阔台地相带

潮上局部滨岸 l 陆屑滩 潮间泥坪 1 潮沟砂坝 滩后开阔台地
}

台内生物滩

一
平均 锄朝面

‘

‘寻扭王云
~

)里脚些丝

彝

岩石

类型

沉积

构造

古生
物化
石

各段

组所

在的
.

范围

砾岩 砂岩 粉砂岩火有

泥灰岩
.

普通含海绿石

白云岩 层 纹石

灰岩
、

泥晶灰软

核形石灰岩

生物屑灰岩
鲡粒砂屑灰岩

钙球砂屑灰岩

云灰岩
、

白云岩
、

团 粒灰岩

蘸彝氢生物屑灰岩 面条

岩
.

公已晶灰岩

浪成交错层
乌眼

.

层纹透镜

状和水平层 理

层孔虫
、

隐藻腕足

类 珊瑚介形虫
。

孩形 石
、

水平和砂

纹层理水下冲蚀面 水平层理 下 冲 蚀 面

渊割础一叫洲
页灰灰刘一乌结

涨濒麟绷一酬歇

腕足类 1珊瑚 腕足类动物

隐藻类 l植物碎片
介形虫 l

层孔虫
‘

隐藻腕

足类
、

珊瑚腕足

类
。

层孑L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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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碳酸盐相与成矿关系的探讨

泅顶
一
古丹矿田是以泅顶和古丹两个矿床和十多处矿化点组成

。

它们皆赋 存 于上泥

盆统桂林组底部
,

在空间上
,

即在寒武系浅变质碎屑岩与桂林组的碳酸盐岩相接触的不

整合面之上。一 120 米之内
。

因它是后生矿床
,

所以矿体受构造控制
,

其形式有三
:

不整

合面上的破碎带 ; 断层两侧的裂隙与层面构造 ; 岩溶
。

三者形成的矿体
,

在空间上往往

是彼此连接贯通的
。

如古丹宝山
,

其上为坍塌岩溶成矿
,

向下变为裂隙成矿
,

乃至不整

合面上为破碎带成矿 , 泅顶的 5 号裂隙脉状矿体与不整合面的破碎带似层状
、

透镜状的

7
、

8 号矿体在 2 60 中段相连接
。

且矿物成分简单
,

金 属矿物为闪锌矿
、

方铅矿
、

黄铁

矿 ; 脉石矿物为白云石
、

方解石
。

矿体的周 围有强烈白云岩化蚀变带
。

以上为本区的矿

床地质特征概要
。

其成矿与岩相之间的关系
,

主要表现为岩相控矿和岩相 聚 矿 两 个方

面
。

现阐述如下
:

1
.

桂林组的局限台地相带控制矿化

如前所述
,

本区的矿床
、

矿点集中分布在泅顶
一
古丹南北向岩相构造带上

,

形 成 八

赖一泅顶一硫磺坳一古丹铅锌矿成矿带
。

在此带之东侧无矿化现象
,

而西 侧 有 零 星矿

化
。

而桂林组的局限台地相带
,

则从泅顶
一
古丹中晚泥盆世海侵超覆线起

,

向 西 广泛发

育
。

并在成矿带上发育最完整
,

厚度最大
。

显然
,

局限台地相带发育才有矿化
,

两者之

I’gl 存在有机的联系
。

至于要形成一个成矿带
,

除岩相控制矿化外
,

还需要有导矿容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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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空间
。

正是泅顶至古丹为一南北向通过基底的大断裂
,

它的次一级断裂为成矿提供

良好的空间
。

所以成矿带的形成需要岩相和构造条件
。

2
.

开阔台地相带为铅锌矿聚集带

综观全区
,

绝大多数的铅锌矿皆赋存在不整合面上的桂林组底部开阔台地相带内
,

成为聚矿相带
。

铅锌矿既不在其它相岩层 内聚集
,

也不进入下构造层
,

这是因为该相带

的灰岩中生物发育
,

从物质与环境
,

都为成矿提供了必要 的条件
。

据对矿床成因的研究认为是卤水 ( 浓缩海水与淡水掺合
。

下同 ) 成矿
。

联系岩相控

矿
、

聚矿的关系
,

试作如下探讨
:

大量的资料证明卤水是从上向下渗流 的
,

卤水是来至上部的潮坪沉积层
,

特别是潮

间泥坪相的沉积层
。

正如前述
,

晚泥盆世的海侵超覆后
,

形成了广阔而长 期 的 潮 坪沉

积
。

并在潮坪的前方有砂坝与生物滩起着障壁作用
,

致使海水循环不畅
,

这样蒸发浓缩

的海水与大气降水掺合
,

存在于沉积物之中
,

在成岩过程中
,

由于固结压实交代作用
,

挤

出含金属元素的卤水
,

它沿着构造裂隙向下渗流
,

当卤水流到不整合面之上的开阔台地

相带的岩层中
,

这里的环境与物质组分都有利于成矿
。

于是铅锌元素在此聚集
。

这样就

较好地解释了岩相控矿
、

聚矿和构造导矿
、

容矿的原 因及相互关系
。

本文在撰写过程 中
,

得到丁传谱教授阮道源教授的支持
。

文稿初成
,

丁传谱教授
、

吴延之副教授和关尹文副研究员以及彭尚仁工程师曾提出宝贵意见
。

在此
,

表示由衷的

感谢
。

并向本文拍摄照片的关惠营工程师
、

高光明和孙莉同志表示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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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 n g C h u x io n g

( C e n t r a l一S o u th In s t it u t e o f M in i n g a n d M e t a llu r g y )

F u T o n g yi a n d Qin H u a n ra n

( 270 T e a m , G u a n g x i M e t a llu r g ie G e o lo g ie E x p lo r a tio n C o r p o r a ti n )

A b str a e t

B a s e d o n t li e s u r v ey
, a n a ly s is

, e o r r e la t io n o f s y s t m a t ie fa e ie s s e e tio n ,
t r a n s v e r -

s e t r a e e o f o u t e r o p s , a n d s t u d y in the la b o r a t o r y
,

the e a r b o n a t e s t r a t a o f th e

U p p e r a n d M id d le D e v o n ia n S e r ie s in t h is a r e a m a y b e e la s s if ie d in t o tw o fa e ie s

r e g io n s ,

th r e e fa e ie s b e lt s a n d s ix m ie r o fa e ie s
.

(1 ) T h e e o n t in e n t a l m a r g in fa e ie s

r e g io n w ith a l‘it to r a l fa e ie s b e lt w h ie h e a n b e s u b d i v id e d in t o a s u p r a tid a l lo e a l

sw a m p fa e ie s a n d a l生t t o
r a l t e r r ig e n o u s e la s tie s h o a l f a e ie s

.

T h e b a s ie e ha r a e t e r is tie

o f th e lit
,

t o r a l lo e a l sw a m p f a e ie s 1 5 t ha t it e o n s is t s e h ie fly o f t h in b e d e d
, e a r b o n -

a e e o u s s h a le s a n d m ie r it e s
.

In th e la t t e r th e r e a r e a b u n d a n t s li e ll fo s s ils a n d e o r a l

f r a g m e n t s t o g e th e r w ith m u d 一 e r a e k a n d b ir d s ey e s t r u e t u r e s ,

k n o t ty a n d b a n d e d

lim e s to n e s a r e e o m m o n
.

T h e lit t o r a l t e r r ig e n o u s e la s tie s h o a l fa e ie s 1 5 a s e t o f

e o a r s e e la s tie r o ek s一m a in ly e a le a r e o u s一 q u a r t z sa n d s t o n e s , s a n d s t o n e s w ith g r a v e ls ,

e o n g lo m e r a t e s a n d m in o r s ilt s t o n e s , e o n t a in in g m o r e m a r in e f o s s ils
.

G la u e o n it e

o e e u r s u b iq u it o u s ly 呈n th e s e r o e k s
.

G e n tle
“
t e e p e e ”

ty p e e r o s s b e d d in g a n d r ip p le

b e d d in g o e e u r in s a n d s t o n e s a n d s ilt s t
o n e s ,

th e y a r e g e n e r a lly r e v e r s e一g r a d e d

b e d d in g s
.

T h e p la tfo r m fa e ie s r e g io n e o n t a in s a r e s t r i e te d p la t fo r m f a e ie s b e lt a n d a n

o p e n p la tf o r m f a e ie s z o n e
.

T h e r e s t r ie t e d p la tfo r m fa e ie s b e lt e a n b e d i v id e d in t o

a n in t e r t id a l m u d fla t fa e ie s a n d a ti d a l e h a n n e l b a r fa e ie s
.

T h e fo r m e r 1 5 the

m o s t d e v e lo p e d a n d e o n s is t s e s s e n t ia ll了 o f t w o r o e k typ e s ,

i
.

e
.

th e f ir s t 1 5 e h ie fly

m a d e o f 全im e s t o n e s , w h ieh e o n s is t m a in ly o f th in t o m e d iu rn b e d e d m ie r it e s w ith

w i d e ly d e v e lo p e d la m in a te d lim e s t o n e s a n d a fe w in te r e a la t e d p s e p h itie lim e s t o n e s
.

T h ey a r e p o s s e ss e d o f le n tie u la r b e d d in g ,

b ir d s e y e s t r u e t u r e , e t e a n d f e w f o s s ils
.

T 五e s e e o n d 15 e o m p o s e d m a in ly o f d o lo m it e s , w h ie li a r e e o n s id e r e d t o b e f o r m e d

in d ia g e n e tie s t a g e
.

R e lie t a n d m e t a so m a t ie 一 r e lie t s t r u e t u r e s a r e w id e ly d e v e lo p e d

成n th e r o e k s
.

B a s e d o n th e i r s t r u e t u r e s ,
th e o r i g i n a l r o e k s r e s t o r e d w e r e d o m i n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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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v e ly m ie r it e s a n d la m e lla r lim e s t o n e s
.

T he d o l
o m it e s , a s a p e t r o g r a p h ie

u n it
, a r e r e g i o n a lly d is t r ib u t e d

.

T he t id a l e ha n n e l b a r fa e ie s 1 5 in lo e a lly in t e r -

m it t e n t d is t r ib u tio n
.

T he t id a l e ha n n e l s u b fa e ie s 1 5 e h a r a e t e r iz e d by o n e o id lim e -

s t o n e s in t e r e a la t e d w ith b io e la s ti e lim e s t o n e s ,
g r a in s t o n e s , e t e

,

w h ile th e b a r s u b f a -

e ie s b y o o lit e一b e a r in g p s a m m it ie lim e s t o n e ,
p s a m m it iie lim e s t o n e

.

p s e p h it ie lim e -

s t o n e a n d b io e la s t ie lim e s t o n e w ith s u b a q u e o u s s e o u r p la n e s
.

T h e o p e n p la tfo r也

f a e ie s b e lt e o n s is t s o f a b a e k sh o a l o p e n p la tfo r m fa e ie s a n d a n in t r a p la tfo r m o a l
-

b io s h f a e ie s
.

In the fo r m e r p r e d o m in a t e m ie r it e
, a lg a l p e lle t lim e s t o n e a n d g r a in s t o n e

w it h a b u n d a n t f o s s ils a n d h o r i z o n t a l s t r a tif ie a tio n s
.

T h e la t t e r w a s the a e e u rn u la
-

t io n o f b io e la s t s一m a in 1Jr b r a n e he d a n d n z a s s iv e S t r o m a t o p o r a
.

B a s e d o n th e

o b s e r v a t io n ,
the s e o r g a n is m s g r e w in s it u o r w e r e t r a n sP o r te d in a s li o r t d is t a n e e

.

T h e a b u n d a n e e o f le a d a n d z in e o f e a r b o n a t e s t r a t a in t his g e n e r a lly 3 t o 4 tim e s

h ig h e r th a n th e C la r k V a lu e o f le a d a n d z i n e in e a r b o n a te
, r o ek s e v e n a m o u n t in g

t o 6 t im e s hig h e r th a n th a t
.

T h e i n te r tid a l m u d一fla t fa e ie s a b o u t 5 0 0一 m e t e r t丘iek

1 5 e o n s id e r e d t o e o n t r o l le a d a n d z in e m in e r a li z a tio n z o n e
.

A e e o r d in g t o the sy n te s is

o f o the r d a t a
,

th e a u th o r s i n fe r t h a t b r in e s a n d m e ta ls f o r th e le a d a n d z in e m i -

n e r a liz a tio n w e r e p r o v id e d b y th e 丁n t e r t id a l 饥 u d一fla t
,

fa e ie s , w hie h w a s th e

m a in s o u r e e一b e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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