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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西盘龙铅锌矿位于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成矿带西侧的南缘，是我国南方具有代表性的大型

铅锌多金属矿床之一。本文根据前人研究现状、野外调查、矿区构造、矿物粉末XRD衍射图谱等，系统

地分析了该矿床的地质特征和控矿因素。盘龙矿体主体部位发育在层间破碎带中，泥盆系下统上伦组

(D1sl)白云岩为主要赋矿层位，矿体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和少量囊状等不同形态，矿化程度好，常

常伴生铜、锰、黄铁矿、重晶石等。同时，本文分析了盘龙矿床的控矿因素，认为该矿床受控于地层、

岩性、构造和热液流体等方面的协同作用，主要表现为地质构造、岩石类型和岩相变化、热液流体性质

和流动通道等。本研究对深入理解盘龙铅锌矿床的形成演化和找矿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大瑶山西侧，铅锌矿，控矿因素，找矿标志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e-Controlling Factors of Panlong 
Lead-Zinc Mine in Guangxi 

Linju Luo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s,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Received: May 23rd, 2023; accepted: Jul. 4th, 2023; published: Jul. 12th, 2023 

 
 

 
Abstract 
The Panlong lead-zinc deposit in Guangxi i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margin of the west side of the 
Dayaoshan metallogenic belt in Jinxiu Yao Autonomous County, Laibin City. It is one of the repre-
sentative large-scale lead-zinc polymetallic deposits in southern China.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
search status, field investigation, mining area structure, mineral powder XRD diffract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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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e-controlling factors of 
the deposit. The main part of the Panlong ore body is developed in the interlayer fracture zone. 
The dolomite of the Lower Devonian Shanglun Formation (D1sl) is the main ore-bearing layer. The 
ore body is layered, stratoid, lenticular and a small amount of cystic. The degree of mineralization 
is good, often accompanied by copper, manganese, pyrite, barite, and so 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e-controlling factors of Panlong deposit, and holds that the deposit is con-
trolled by the synergy of strata, lithology, structure and hydrothermal fluid, which is mainly ma-
nifested in geological structure, rock type and lithofacies change, hydrothermal fluid property and 
flow channel. This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evolution and 
prospecting direction of Panlong lead-zinc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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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对铅锌资源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对于铅锌多金属矿床的研究方法，国内外学

者主要采用地质调查、地球化学、岩石学、矿物学、地球物理等方法，对铅锌矿的地质特征进行研究[1]。
例如，通过全岩元素、矿物元素、稀土元素等分析方法，研究铅锌矿成因和特征。岩石学方法可以进一

步研究地质成因和岩浆作用的影响。通过研究地质特征，结合地球物理勘探，分析矿床的构造、岩性、

矿柱、断裂、变质、富集带等因素，得出控矿因素。同时，还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不同控因素的影响程

度进行分析。国内外许多铅锌矿床的成因和控矿因素都得到了广泛研究。例如，中国的塔山铅锌矿、黄

海铅锌矿、湖南吉首铅锌矿等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此外，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老虎山铅锌矿、加拿

大的托马斯山铅锌矿、西班牙的克瑞罗斯铅锌矿等也都是铅锌矿床研究的代表[2] [3]。总之，铅锌矿床的

成因和控矿因素研究是铅锌矿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其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深入研究对于铅锌矿开发具

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研究的广西盘龙铅锌矿坐落于来宾市武宣县桐岭镇盘龙村附近，是大瑶山西侧铅锌多金属成矿

带的南端，具有极大的找矿潜力[4]，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铅锌矿之一。根据前人研究其产出环境、矿

体形态、矿石结构、矿化关系以及地球化学特征等方面，认为盘龙铅锌矿属于喷流–沉积矿床[5] [6] [7]。
20 世纪 60 年代初，广西 804 物探分队曾对朋村–古立–盘龙一带的铅锌矿田进行了物化探普查，并在

1960 年编写有普查报告。1970 年之后，盘龙矿区一带不时有铁矿、锰矿和重晶石矿的开采工作，曾有少

量铅锌矿开采的报道。21 世纪初期至今随着对盘龙地区的铅锌资源勘查工作的不断深入，盘龙矿采矿权

范围内累计查明铅锌硫化矿石量(探明 + 控制 + 推断) 6097.62 万吨，铅 + 锌金属量 2477121.31 t，Pb + 
Zn 平均品位 4.07%。累计查明重晶石(推断)原矿矿石量 197.70 万吨，净矿量 76.95 万吨，平均品位 BaSO4 
88.58%，平均含矿率 0.79 t/m3 [8]。该矿床具有丰富的铅锌资源，矿石品位高、结构复杂，开采难度大。

近年来，随着矿山开采深度的增加和资源的逐渐枯竭，盘龙铅锌矿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生产和环境保护

压力，为突破盘龙铅锌矿深部及边部找矿，许多学者对盘龙铅锌矿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但仍未取得突

破。为了更好地发挥盘龙铅锌矿的资源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其矿床特征、资源量、开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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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本文主要从铅锌矿地质特征入手，结合矿区矿体特征、矿石特

征以及 XRD 粉晶衍射结果，分析控矿因素，提出找矿标志，为该区深部及边部铅锌矿勘查工作提供新的

思路和方向。 

2. 地质背景 

该区先后经历了加里东期–海西期–印支期的地质构造运动，在印支运动之前为海相沉积环境，印

支运动之后为陆相。加里东运动在寒武纪时最主要的地壳运动为升降运动，自下寒武纪开始海侵，形成

海相沉积环境。一直到志留纪末泥盆纪初，该区经历海西期的褶皱造山作用，发生了大规模的海水后退，

逐渐转变为浅海或半浅海沉积环境，最终形成造山带。最后经历印支运动使地层相互挤压碰撞。自此，

在活动基底断裂控制下，形成了大瑶山西侧成矿带的构造格局[9] [10]。盘龙铅锌矿大地构造位置隶属于

华南板块与扬子板块之间，桂中凹陷与大瑶山隆起的交互部位，大瑶山西侧铅锌多金属成矿带的南段(如
图 1)。地质构造方面，属于华南早期古生代构造域，区域内断层纵横，构造活跃，分布广泛，主要构造

类型有隆起、裂谷、变形及复合型等。区内地层岩性组合和构造运动较复杂，矿具有明显的地层控矿、

岩性控矿和构造控矿特点，是一套以寒武系浅变质砂岩和泥岩互层为基底，泥盆系、石炭系的白云岩和

灰岩等为盖层的地层组合[11]。但矿物较为简单，金属矿物以方铅矿、闪锌矿以及黄铁矿为主，脉石矿物

有白云石，重晶石等。该区在经过压实成岩作用时，Pb、Zn 等元素随流体迁移并在地层中富集[12]；同

时，受加里东地质构造运动的影响，华夏古陆和扬子地台相互碰撞，拼合造山，区域上受南北向应力场

的挤压作用，产生一系列北东向、北北东向和北西向深大断裂和次一级的细小断裂，为成矿元素的迁移、

富集提供了导矿场所和和容矿空间[13]。与此同时，由于断裂活动，导致断裂内压力小于地层压力，使得

地层中富含贱金属(Fe、Pb、Zn)和金的变质流体进入断裂带内，与深部上升的岩浆流体混合，S2−与贱金

属结合，生成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毒砂等[14] [15]。 
 

 
Figure 1. Geotectonic loca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according to Fu Songwu, 2012 revision) 
图 1.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简图(据付松武，2012 修改) 

3. 矿床地质特征 

3.1. 含矿层及岩性组合 

盘龙矿区主要出露地层有寒武系、泥盆系及第四系等，含矿层主要为泥盆系下统上伦组白云岩，厚

度约 1070 m。该组顶部为深灰色中厚层状泥质白云岩；上部为灰色中厚层状白云岩，发育重晶石细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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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块，见铅锌黄铁矿化，局部见硅化。为矿区主要赋矿层位，赋矿层位走向与地层走向基本一致(顺层发

育) (如图 2)；中下部为灰色中厚层状白云岩，局部夹灰岩及硅质岩条带；底部为浅灰色中厚层状泥质灰

岩，局部含铁锰质结核及条带。 
矿区内岩浆岩不甚发育，在以往的报道中该区只有少量侵入岩体，如酸性花岗岩、煌斑岩和辉绿岩。

据航磁推测，在离盘矿区不远处的古寨、东乡以及象州县寺村镇附近有埋藏于地下深处的隐伏花岗岩体，

其深度大约在 1000 m 以上[11]。 

3.2. 构造 

3.2.1. 褶皱 
该区地层整体呈现出陡倾斜的单斜特征，地层产状 310˚~340˚∠70˚~85˚。并且断层对该区域影响极大，

使得地层的走向和倾向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弯曲，泥盆系地层如莲花山组、那高岭组、郁江组岩层均有

地层倒转现象，寒武系地层则发育小型紧闭褶皱。 

3.2.2. 断层 
控制盘龙矿区的主断裂主要有两个主要方向，即 NNE 向的横断层(F2)和 NEE 向的逆断层(F1、F3)。

其中，横断层(F2)破坏了岩层和矿体的连续性，而逆断层 F1、F3 则与岩层及矿体近平行分布。 
1) NNE 向断裂：横断层(F2) 
从图 2(b)可看出，该断层的走向线倾角约为 26˚，断距约为 1.5 km，断层两侧岩层走向受其影响相互

斜交，各相应岩层、矿体和先期的断层互不连接，断距由北向南渐变小。整体来看，该主断裂对于矿区

内的岩层和矿体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1：第四系；2：石炭系；3：上泥盆统；4：中泥盆统；5：中泥盆统巴漆组；6：中泥盆统东岗岭组；7：泥盆系中统

和上统；8：下泥盆统大乐组；9：下泥盆统官桥组；10：下泥盆统二塘组；11：下泥盆统上伦组；12：下泥盆统郁

江组；13：下泥盆统那高岭组；14：下泥盆统莲花山组；15：下泥盆统莲花–郁江阶；16：寒武系；17：花岗岩体；

18：不整合线；19：地质界线；20：断层及编号；21：重晶石；22：锰铁堆积体；23：铅锌矿体；24：矿区位置。 

Figure 2. Panlong lead-zinc mine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a) and mine geological map (b) (modified according to Niu et al., 2012) 
图 2. 盘龙铅锌矿区域地质图(a)和矿区地质简图(b) (据牛佳等，2012 修改) 

https://doi.org/10.12677/ag.2023.137067


罗林菊 
 

 

DOI: 10.12677/ag.2023.137067 703 地球科学前沿 
 

2) NEE 向断裂：逆断层(F1、F3) 
a) F1 逆断层 
如图 2(b)所示，该断层线与地层走向大致平行。断层倾向南东，其长度在 5 km 以上，贯穿整个矿区

西北部和中部，而后被 F2 断层错断，使得该断层东段往南推移大约 2 km，而西段走向变为北东向。 
b) F3 逆断层 
该断层长约 5 km 并贯穿矿区南部，总体走向 75˚~80˚，倾向南东，西段被 F2 横断层错断。断层线与

岩层走向斜交，南东盘寒武系地层上冲，造成湾龙–东博一带下泥盆统与寒武系呈断层接触。 

3.2.3. 不整合面 
大瑶山地区奥陶系和志留系地层缺失，泥盆系、石炭系等地层以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覆盖寒武系地

层，形成早、晚古生界的不整合面构造。以此构造为分界线，往东为大瑶山隆起，往西为桂中凹陷，这

两个相邻的构造单元，因其形成时期不同，所遭受构造作用也不同，所以其盖层和基底的沉积构造、岩

浆活动、构造形态以及矿产资源均有明显的不同。 

3.3. 矿石类型 

通过整理前人对盘龙铅锌矿典型矿石矿物精细的矿物学分析，可将矿石类型分为原生矿和氧化矿

[16]，矿区所采矿石多以原生矿为主。虽然该区域构造运动复杂，但是矿石组合简单，原生金属矿物主要

有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少量白铁矿、毒砂等，原生脉石矿物主要有白云石、重晶石、方解石、少

量石英和绢云母等。氧化金属矿物主要有水锌矿、白铅矿、铅矾、针铁矿等，氧化脉石矿物主要有白云

石、重晶石等。矿石结构一般为他形晶–自形晶粒状结构，除此之外还有交代结构、环带结构、草莓结

构等。矿石构造有条带–条文状构造、块状构造、浸染状构造、层间杂糅构造、脉状或网脉状构造等[17] 
[18]。值得注意的是，本区铅锌矿与重晶石紧密嵌生(如图 3)。 
 

 
Figure 3. Downhole photos and sample pictures of Panlong lead-zinc mine 
图 3. 盘龙铅锌矿井下照片及样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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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实验方法 

将样品清洗、晾干并初步碎样后，用玛瑙钵研磨至 200 目左右的粉末，做 XRD 衍射实验进行矿物标

定。XRD 粉晶衍射实验在桂林理工大学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光电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进行，扫毛范围为

5˚~65˚。数据处理兼矿物标定用 Highscore 软件，出图用 Origin2019。在矿物标定时发现了重晶石、黄铁

矿等矿物与铅锌矿成矿密切相关(如图 4-70-30K-2，如图 4-120-28K-1)，而围岩的矿物成分基本很少发现

重晶石(图 4-70-30N，图 4-120-28S)，主要造岩矿物为白云石，部分围岩含有少量黄铁矿，镍黄铁矿，闪

锌矿，软锰矿，赤铁矿，羟铟石等，其中软锰矿和羟铟石都属于氧化矿石[19]，这也恰好证明了盘龙矿区

除了原生沉积作用之外，存在后期氧化作用。此外，盘龙铅锌矿的铅、锌赋存物种主要是硫化物和氧化

物，主要矿物有黄铁矿、方铅矿、白云石、萤石等，在矿床的流体包裹体中有硫化氢、氢气、二氧化碳

等气体和 Na、K、Fe、Mn、Zn、Pb、Mg 等元素，这些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与热液成矿相关。 
 

 
Figure 4. Comparison of XRD diffraction data 
图 4. XRD 衍射数据对比图 

3.5. 矿体类型、产状及规模 

3.5.1. 铅锌矿体 
盘龙矿区铅锌矿体主要产于台地相碳酸盐岩的下泥盆统上伦组白云岩(D1sl)中，其顶、底板围岩也大

多为上伦白云岩。矿体的延伸和空间产出形态均受地层及层间挤压破碎带的影响，白云岩地层沿走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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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变狭窄或尖灭，同时铅锌矿体规模变小，其形态亦变狭窄或尖灭，地层控矿较为明显。矿体多以似

层状和透镜状为主，顺层产出于北东向层间断裂带内。矿体规模最大真厚度达 24.49 m，最小厚度仅 0.9 m，

平均厚度为 10.13 m [20]。目前盘龙铅锌矿有两个已知的矿段，分别为北东东向的大岭矿段和北北东向的

翻山矿段(如图 2(b))。其中大岭矿段为主要采矿段，地表矿化带长约 3600 m，宽 10~70 m，工程控制长达

1300 m。在该矿段已发现 6 个原生铅锌矿体，2 个氧化铅锌矿体，且原生金属矿体与上部的氧化金属矿

体由明显的分界线，在大岭矿段附近还伴有重晶石矿体和铁锰堆积体。目前已圈定的 6 个原生矿体中，

其中 2 号矿体是该矿区的主要矿体，产矿资源总量占原生矿矿区的 95%以上。 

3.5.2. 重晶石矿体 
根据前人研究结果，发现已勘探的 2 号铅锌矿体分布地段形成大岭高地分水岭，重晶石矿体则沿着

大岭高地两侧分布，赋存在地表以下 1~10 m，部分出露地表的矿体可能为原生矿体的氧化帽。矿体呈似

层状连续展布，依次划分为 I 号和 II 号两个矿体。 
I 号矿体：为堆积型重晶石矿，位于工作区的北部，呈近水平似层状，呈北东东向展布，地表分布长

度 1350 m，宽度 150~350 m，厚度 1.00~3.70 m，平均 2.64 m，含矿量 0.46~1.13 t/m3，平均 0.77 t/m3，品

位 BaSO4 83.35%~93.43%，平均 88.61%。矿体走向及倾向未圈闭。 
II 号矿体：为堆积型重晶石矿，位于工作区北部，呈水平似层状，近北东东向展布，地表分布长度

1100 m，宽度 150 m，厚度 1.04~3.16 m，平均 2.32 m，含矿量 0.60~1.07 t/m3，平均 0.82 t/m3，品位 BaSO4 
85.46%~92.44%，平均 88.67%。矿体走向及倾向未圈闭。 

本区重晶石矿石往往呈白至黄白色放射状、颗粒状和不规则团块状。矿石呈中粗晶粒致密结构，块

状，部分片状，网格状构造。重晶石矿层有规律的分布于 2 号铅锌矿出露地段。2 号铅锌矿体所赋存的

层间破碎带具有强烈的重晶石化蚀变，选矿试验中测得含重晶石 23.55%，而组合分析样平均含 BaSO4 
17.32%，充分说明了堆积重晶石矿的来源，应为脉状重晶石矿(化)体经风化破碎后残积–坡积而形成。 

3.6. 围岩蚀变 

矿区内变质作用不强，主要表现为动力变质作用和围岩蚀变作用。动力变质作用主要表现在断裂破

碎带，在 F1、F3 逆断层和 F2 横向断层均有发育。围岩蚀变作用分布范围主要在矿体附近，其主要包括

白云石化、硅化、黄铁矿化和重晶石化等，局部有方解石化。其中白云石化、硅化、黄铁矿化和重晶石

化与成矿关系最为密切。白云石化主要分布于铅锌矿体内部及两侧，白云石呈细小粒状，自形–半自形，

其结晶程度及晶粒大小均与原生白云石有显著区别[21] [22]。蚀变作用形成的重晶石也表现出与之相似的

地质特征。蚀变作用产生的硅化，使得矿体围岩致密坚硬，与远矿围岩亦有明显区别。蚀变的黄铁矿大

多为立方体晶形，半自形为主，与后期形成的草莓状黄铁矿明显不同。 

4. 控矿因素分析 

4.1. 地层控矿 

区内铅锌矿体主要赋存于泥盆系下统上伦组地层中，赋矿围岩以上伦白云岩为主，该组顶部为灰–

深灰色中厚层状含泥质白云岩；上部为灰色中厚层状白云岩，发育重晶石细脉及团块，见铅锌黄铁矿化，

局部见硅化，为矿区主要赋矿层位[17]。中下部为灰色中厚层状白云岩，局部夹白云质灰岩及硅质条带。

底部为浅灰色中厚层状泥质灰岩，局部夹铁锰质结核及条带。 

4.2. 岩性岩相控矿 

盘龙矿区的容矿岩性为灰黑–深灰色中至厚层状微晶–细晶白云岩，容矿层多见重晶石与黄铁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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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有层间硫化物碳质细层，后期被压实变形，与地层产状大致相同。矿体顶底板围岩为灰–深灰色中

–厚层状细晶白云岩、泥晶白云岩、硅质岩等，与容矿层围岩略有不同，容矿层围岩偏灰黑色居多，表

明岩石形成于还原或强还原条件下，矿体顶底板围岩多为灰、灰褐、深灰等色，说明顶底板的岩石比容

矿层的岩石还原强度较弱，推测成矿于成岩属于两个还原条件。总体上受构造应力影响，除了区域上产

生深大断裂外，岩层内部也发育层间滑动破碎带，而矿体的形成和油气的赋存规律相差无二，都需要一

个“生”“储”“盖”“圈”“运”“保”的成矿环境，矿体顶底板的围岩为软弱层，受构造作用发生

滑动或蠕动变形，并形成圈住成矿流体的隔档层。 

4.3. 构造控矿 

区域上整体为一单斜构造，不仅发育加里东期复式褶皱，还发育印支期三里向斜、六仁向斜。其中

加里东复式褶皱轴向为北东东–北东向，局部分支、倒转，并发育次级褶皱。区内断裂构造以北东向的

凭祥–大黎断裂及近南北向的永福–东乡断裂为主，其中永福–东乡断裂从北到南贯穿全区，与其旁侧

发育次一级断裂。三大褶皱和两大断裂构造共同控制着该区的成矿作用，褶皱构造为成矿流体提供活动

空间，断裂为成矿流体提供导矿及容矿场所。 

4.4. 岩浆活动 

本区的岩浆作用不甚发育，且岩浆岩出露甚少，但据广西第七地质队(1993 年)象州–武宣地区区域

调查资料，区内存在印支期、燕山期岩浆活动事件[18]。岩浆活动为成矿作用提供热源，其所释放的热能

对成矿物质活化、元素迁移和分配等具有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流体作用控制因素、地质环境控制因素和矿物学控制因素等。流体是热液型铅锌矿

床形成的重要物质来源，流体的组成和运移路径对矿床的形成和富集起着重要作用。盘龙铅锌矿床形成

于复杂的地质环境中，包括区域构造演化、岩石类型和变质程度等因素，这些因素影响了矿床的形成和

分布。矿床主要矿物为黄铁矿、闪锌矿和方铅矿等，矿物的性质和组成对矿床的形成和富集也有一定的

影响。 

5. 找矿标志 

5.1. 地层标志 

本区铅锌矿体产于泥盆系下统上伦组(D1sl)白云岩中，其上部地层为泥盆系下统二塘组(D1e)，是一套

灰–深灰色薄–中层状泥质灰岩夹泥灰岩，局部夹少量白云岩及钙质页岩的岩石组合。其下部地层为郁

江组(D1y)，其岩性基本为浅灰、灰、褐花色薄–中厚层状泥岩。上伦组地层与其上下地层岩性有明显的

区别，可作为本区的找矿标志。 

5.2. 构造标志 

本区的永福–东乡断裂、凭祥–大黎断裂以及褶皱作用控制着铅锌成矿作用，断裂构造为铅锌成矿

提供热液流体通道，褶皱作用和次一级的断裂构造为铅锌矿液提供赋矿空间。 

5.3. 蚀变标志 

白云石化、黄铁矿化、硅化、重晶石化是该区铅锌矿重要的找矿标志。 

5.4. 地化标志 

通过前人对区内近矿围岩、远矿围岩、矿石和构造岩的微量元素测试可看出：Ba、Sr、Zn、Pb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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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背景值极高，是正常值的 100 多倍[11]。值得注意的是近矿围岩 Ba 元素含量较远矿围岩 Ba 元素含

量高，且矿石 Ba 元素含量较近矿围岩 Ba 含量更高，这是否指示着重晶石和铅锌矿之间的成矿关系。 

6. 讨论 

目前盘龙铅锌矿矿体规模已达中–大型，正在向大型–超大型铅锌矿过渡，因其处于桂中凹陷与大

瑶山隆起的交互部位，地史上该地区由沉积盆地经历长期的地层抬升、沉降及构造杂糅作用，多重多期

次的地质作用在此叠加，为成矿流体有利的提供了赋矿空间，因此形成了大瑶山成矿带。同时在该地也

发现了朋村、古立、乐梅、风门坳等铅锌矿产地，且这些矿床大部分都是喷流沉积或是喷流沉积 + 后期

叠加改造作用所形成，矿体多为似层状、层状和透镜状，也与脉石矿物重晶石紧密嵌生。据王立佳(2017)，
该区铅锌矿体从矿体形态来看，盘龙矿段矿体埋藏在地下深部，延深很大，从朋村矿段到盘龙矿段矿体

埋藏深度有逐渐变深、矿体规模逐渐变大的趋势，随着矿体深度和矿体规模的变化，重晶石矿与黄铁矿

逐渐减少，也就是说，铅锌矿体与重晶石矿呈负相关。再结合盘龙铅锌矿井下观察到的重晶石大脉旁侧

并无铅锌矿产，而有铅锌矿产的位置会伴有重晶石细脉的这一现象，是否可以将重晶石看作一个指示矿

物作为该地区或类似矿床深部及边部找矿提供帮助。 

7. 结论 

1) 研究区处于华南板块与扬子板块之间，板块之间相互挤压碰撞，形成的桂中凹陷与大瑶山隆起交

接部位是广西地区重要的铅锌矿产地之一。区内构造运动复杂多期，矿体主要赋存于泥盆系碳酸盐岩上

伦组白云岩中，因其物理化学性质，性脆，硬度小，易破裂，且容易与铁锰等物质类质同象，多以似层

状、透镜状产出于层间破碎带中，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脉状矿，矿石有原生矿石和氧化矿石，可看出本

期成矿作用为原生沉积成矿后有后期热液叠加改造作用，并非典型的喷流沉积矿床。 
2) 区内深大断裂错综复杂，与褶皱共同作用形成该区的构造格局，为岩浆和成矿流体的运移及就位

提供通道和空间，因此层间破碎带成为了主要的找矿位置。 
3) 在富矿层处围岩多呈黑–灰黑色，并且穿脉中发育有碳质细层，与地层产状大致相同，矿化现象

明显，铅锌品位较高，岩相控矿明显。 
综上，喷流沉积矿床的控矿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矿床的形成和分布。就

盘龙矿区而言，地层、岩性和构造控制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盘龙铅锌矿主要分布在层间破碎带内，

断裂活动为矿床形成提供了通道和储集空间。岩浆作用和流体作用也是控制矿床形成的重要因素，岩浆

作用为流体提供了热源和物质来源，而流体作用则促进了矿物的沉淀和富集。地质环境和矿物学因素也

对矿床形成和富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这些因素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区域地质构造演化和矿

床成因机制，也为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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