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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angjiazhai lead-zinc deposit in western Hunan is one of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large-scale 
lead-zinc deposits. In this article, the metallogenic geological background, mining strata, mining 
structure, ore body characteristics, or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algal limestone in ore-bearing 
strat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gal limestone and lead-zinc mineralization are introduced in 
detail. The geological prospecting method for such layer controlled full concealed deposits is dis-
cussed, from the direct basis and indirect basis, the prospecting prospects of the mining area pe-
riphery are analyzed, indicating great prospecting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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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湘西北地区龙山–凤凰铅锌成矿带是国内重要的铅锌资源基地。杨家寨铅锌矿床则是该成矿带4大铅锌

矿田之一的花垣矿田所属矿床，亦是该成矿带近期新发现、探明的大型铅锌矿床。作者作为该矿床勘查

工作的全程参与者，试图从研究和总结该矿床的区域成矿地质背景、矿区地质特征、矿体特征、矿石组

构特征、含矿岩层藻灰岩特征及其与铅锌矿化的关系等方面入手，探究此类矿床的成因类型，并就如何

取得该类层控型全隐伏矿床的直接的、高效的地质找矿方法进行探讨。利用在勘查杨家寨铅锌矿床过程

中所获取的从直接或间接的找矿依据，深入地分析了矿区外围铅锌矿的找矿前景，研究认为本地区铅锌

矿的找矿潜力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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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铅锌矿资源是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尽管铅锌是我国优势矿种，但近几十年的大量

开采，我国铅锌保有资源储量迅速下降，其中铅和锌的资源储量分别以每年 1.18%和 1.36%的幅度递减，

导致我国正在逐渐失去铅锌资源在全球的优势地位[1] [2] [3] [4]，近十年消耗量居世界首位，对外依存度

已高达 25%以上[5]。近年来，湘西北地区的铅锌找矿工作取得了巨大突破，有望成为世界级铅锌资源基

地[6] [7]，显示该铅锌成矿带具有良好找矿前景[8] [9] [10]。杨家寨铅锌矿床系湘西北地区花垣铅锌矿田

所属矿床之一。对于花垣铅锌矿田的成因，人们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有沉积成岩型[11]、沉积改造型

[12] [13]、密西西比河谷(MVT)型[14] [15]和浅成低温热液层控型[16]，这些成因由于存在差异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了该区的找矿工作[17]。为此，本文作者在总结杨家寨铅锌矿床地质特征的基础之上，结合找矿

实际，对其成因进行了比较深入客观的研究，认为该矿床属于层控型全隐伏的低温热液型铅锌矿床。该

矿床矿体的平均厚度 3.39 m，Pb + Zn 平均品位 2.79 × 10−2 (湖南省确定的最低工业品位为 Pb + Zn 1.5 × 
10−2)。铅锌资源量 184.82 万吨[18]。杨家寨铅锌矿具有“大吨位、低品位、易采选”的特征，此类矿床

的开采开发将发挥较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2. 区域地质背景 

湘西北花垣铅锌矿田位于湘西–鄂西铅锌多金属成矿区带的湖南张家界–贵州铜仁找矿远景区之花

垣–张家界断裂南部，其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上扬子地块东南边缘。该成矿区带是中国地质调查局确定的

全国 16 处重点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地区之一[19]，花垣铅锌矿田也是全国铅锌矿整装勘查区之一，而杨家

寨铅锌矿床的勘查成果的取得也是湘西北花垣矿田铅锌矿整装勘查又一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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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上，本区为一套沉积岩–浅变质的沉积岩分布区。地层除缺失石炭系、三叠系、侏罗系、第

三系外，自新元古界青白口系至第四系均有分布，其中以寒武系发育最为完整，分布最广泛。除白垩系、

第四系为陆相地层外，其余均为海相地层。受区域构造控制，地层呈北北东–北东向展布。 
本区区域构造相对较为简单，以断裂构造为主。区域断裂构造则以发育北东–北北东向断裂为特征，

主要有张家界–花垣深大断裂、两河断裂等(图 1)。 
 

 
1-寒武系下统；2-寒武系中上统；3-奥陶系；4-志留系；5-主干断层编号；6-逆断层； 
7-正断层；8-铅锌矿含矿岩层；9-大型铅锌矿；10-中型；11-小型；12-Pb + Zn 万吨。 

Figure 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Yangjiazhai lead-zinc mine 
图 1. 杨家寨铅锌矿区域地质简图 

 
张家界–花垣断裂：由五条规模较大的断层组成。走向北东，在区域附近的保靖地段走向逐渐变为

北东东向，呈弧形弯曲，为张扭性断裂带。主断面倾向北西，倾角 60~70˚，破碎带宽 10~100 m，地层断

距大于 100 m。具多期活动特征，为一震旦纪控相、寒武纪控矿的区域性深大断裂。沿断裂带有热泉、

地裂、地震等新构造活动迹象，推测它与花垣铅锌矿田成矿作用关系密切。 
两河断裂带：该断裂带大致呈走向北东东 75˚方向。断裂带所经之处主要切割寒武系下统石牌组、清

虚洞组以及中上统娄山关群地层，下部岩层寒武系下统石牌组砂质页岩、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下段第二

亚段薄层灰岩组砂质页岩形成揉皱构造沿破碎带冲出地表。与两河断裂伴生有五条小断层，并形成有两

个构造断块构造。出露断层破碎带宽约 20 m，断面倾向不明，南东盘上升，北西盘下降，显多次活动断

层特征。 
区内矿产以铅锌为特色。主要分布有杨家寨(铅锌资源量 184.82 万吨)、排楼(67.86 万吨)、大脑坡

(450.55 万吨)、李梅(153.26 万吨)、芭茅寨(133.46 万吨)、土地坪(111.70 万吨)、长登坡(87.32 万吨)等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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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矿床，各矿床大致呈北北东向排列。除杨家寨铅锌矿床分布在张家界–花垣断裂以北外，其他均分布

在该断裂以南(图 1)。 

3. 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位于区域性的张家界–花垣断裂带之北(图 2)，面积 52.03 km2。地表为寒武系娄山关组上部白

云岩，西部山谷见少量高台组泥质白云岩和清虚洞组上段白云岩，构造线及岩层走向均呈北东向展布，

为一倾向北西的单斜构造，断裂少。矿床属层控矿床，含矿岩层为深隐伏的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下段第

三、第四亚段厚–巨层礁灰岩体，埋深 170.41~1408.98 m，平均 856.42 m。 
 

 
1-奥陶系下统南津关组；2-寒武系中上统娄山关组三段；3-娄山关组二段；4-娄山关组一段；5-寒武系中统高台组；6-寒武系下统

清虚洞组上段第二亚段；7-清虚洞组上段第一亚段；8-清虚洞组下段第四亚段；9-第三亚段；10-第二亚段；11-第一亚段；12-寒武

系下统石牌组；13-见矿钻孔及编号；14-矿化钻孔；15-无钻编号；16-小断层编号；17-大断层编号；18-断层破碎带；19-矿区范围；

20-勘探线剖面。 

Figure 2. Geological map of Yangjiazhai lead-zinc mining area 
图 2. 杨家寨铅锌矿区地质图 

3.1. 地层(表 1) 

杨家寨铅锌矿区地层表见表 1。 

3.2. 构造 

矿区构造简单，为一倾向北西的单斜构造(图 3)。岩层产状一般倾向 300~80˚，倾角 6~12˚。 
区域性大断裂花垣–张家界断裂带经过矿区南东侧，所经过之处，断裂构造发育。以花垣–张家界

https://doi.org/10.12677/ag.2020.10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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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为界，矿区北西一侧，断裂构造简单，以北东–北东东向为主，大多为花垣–张家界断裂带的次

级构造。大小有 18 条断层，其中有 F1~F9 等断层组成矿区内的花垣–张家界断裂带(图 2)。 
 

Table 1. List of algal limestone and lead-zinc mineralization in Yangjiazhai lead-zinc mining area 
表 1. 杨家寨铅锌矿区地层表 

系 统 组段 厚度(m) 地层代号 主要岩性 含矿性 

第四系   0~12 Q 黄褐色粘土、亚粘土、碎石土。  

奥陶系 下统 南津关组 255~380 O1n 
灰、浅灰色厚–巨厚层状亮晶砂屑灰岩夹厚层生物屑泥晶

灰岩、亮晶生物屑砂屑灰岩、亮晶藻屑藻团粒灰岩，亮晶

砂屑云质灰岩，局部夹中厚层粉晶云质灰岩。 
 

寒武系 

上统 

娄山关组 
第三段 大于 578 m ∈2-3ls3 浅灰色厚–巨厚层砾屑云岩、砂砾屑云岩、砂屑云岩、 

中厚–厚层细–粗晶云岩、纹层状云岩。 
 

娄山关组 
第二段 

2~20.36 ∈2-3ls2 灰色、灰绿色薄–中层纹层状泥质云岩  

中统 

娄山关组 
第一段 

320~397 ∈2-3ls1 灰色、浅灰色厚–巨厚层砾屑白云岩、砂屑白云岩、 
粉–细晶白云岩，夹纹层状细晶白云岩。 

 

高台组 15~53.84 ∈2g 深灰色、灰黑色泥晶泥质白云岩、深灰色粉晶含泥质条带

白云岩，或含泥质斑块状白云岩。 
 

下统 

清虚洞组上段

第二亚段 
67~86 ∈1q2-2 米黄色含云母片和石英粉砂的纹层状云岩、 

灰色夹深灰色纹层状云岩。 
 

清虚洞组上段

第一亚段 
20~72 ∈1q2-1 

灰黄色纹层状泥质白云岩、灰–深灰色薄–中层泥晶砂砾

屑云岩夹少量灰黄色纹状白云岩、灰–深灰色层纹状云岩

和层纹石云岩夹砂屑灰岩。 
 

清虚洞组下段

第四亚段 
48~79 ∈1q1-4 

灰色–浅灰色厚–巨厚层状砂(藻)屑灰岩、含云质砂屑灰

岩、细–粉晶灰岩，底部和顶部为鲕(核形石)粒灰岩、 
含鲕粒砂屑灰岩。 

次要含矿层 

清虚洞组下段

第三亚段 
99~145 ∈1q1-3 灰–浅灰色巨厚层状泥晶–细晶藻灰岩、灰色厚–巨厚层

状亮晶藻屑灰岩和砂屑灰岩。 主要含矿层 

清虚洞组下段

第二亚段 
100~120 ∈1q1-2 

浅灰色巨厚层灰岩、深灰色薄层–中层含泥质粉砂屑灰

岩；上部为深灰色薄至中层含泥质细砂屑灰岩、粗砂屑灰

岩、砂砾屑灰岩、砂砾屑核形石灰岩、鲕粒灰岩。含白云

质斑块状泥晶藻屑砂屑灰岩 

 

清虚洞组下段

第一亚段 
50~95 ∈1q1-1 深灰色薄层含泥质泥晶灰岩与极薄层含陆屑泥晶云质灰

岩，夹中至极薄层粉砂屑灰岩。 
 

石牌组 大于 50m ∈1s 灰色页岩  

3.3. 矿体特征 

矿体呈似层状、透镜体状顺层产出，总体产状平缓，倾角 2~10˚。分布有五层铅锌矿体。 
矿区共圈定 15 个铅锌矿体，其中大型(长大于 800 m、延深或宽大于 500 m) 4 个，中型 2 个。主矿

体(铅锌金属量超过 15 万吨)有 4 个。 
单矿体厚度为 1~8.81 余米，一般厚为 3~5 m 左右，垂直方向 6 个部位的矿体厚度无明显变化规律。 
单工程锌品位为 0.7~7.83 × 10−2，一般为 1.5~4 × 10−2，单工程铅品位为 0~2.02 × 10−2，一般为 0.1~0.5 

× 10−2。 

3.4. 矿石组构及其化学成分特征 

杨家寨铅锌矿区的矿石结构以自形–半自形晶粒结构为主，少量交代结构、交代残余结构、交代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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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结构、包含结构、填隙结构、草莓状结构等。 
 

 
1-寒武系中上统娄山关组三段；2-娄山关组二段；3-娄山关组一段；4-寒武系中统高台组；5-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上段

第二亚段；6-清虚洞组上段第一亚段；7-清虚洞组下段第四亚段；8-第三亚段；9-第二亚段；10-钻孔编号；11-断层破

碎带；12-矿体。 

Figure 3. Geological section of the vertical 035 exploration line of the lead-zinc mine in the mining area 
图 3. 矿区铅锌矿纵 035 勘探线地质剖面图 

 
矿区的矿石构造主要有花斑状构造、环带状构造、斑点状构造、细脉状构造、角砾状构造等。 
1) 花斑状构造 
由淡黄色闪锌矿细斑点聚集成不规则团块状、细脉状、星点状组成的花斑状图案。局部可见有乳白

色不规则团块状(10~20 mm)方解石脉体边缘有闪锌矿斑点分布(图 4(A))。 
 

 
A-花斑状构造；B-环带状构造；C-斑点状(闪锌矿)构造；D-斑点状(方铅矿)构造；F-
细脉状构造；E-角砾状构造。 

Figure 4. Yangjiazhai lead-zinc ore structure 
图 4. 杨家寨铅锌矿石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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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带状构造 
淡黄色闪锌矿围绕不规则团块状方解石脉分布形成环带状构造(图 4(B))，在矿区分布较普遍。 
3) 斑点状构造 
闪锌矿和方铅矿呈斑点状星散分布于岩石中(图 4(C)闪锌矿、图 4(D)方铅矿)，浅黄色斑点状闪锌矿

和乳白色斑点方解石脉较均匀的分布于深灰色灰岩中。斑点大小约 10 mm 左右，且闪锌矿斑点一般分布

于方解石斑点的边缘。岩石中缝合线构造较发育。方铅矿呈灰黑色(具轻微氧化)，大颗粒(10 mm)呈多边

形状，小颗粒的呈 2~4 mm 大小的斑点状，分布零星。 
4) 细脉状构造 
脉状–细脉状分布的闪锌矿与缝合线构造发育关系密切。岩石中缝合线构造发育，在这些锯齿状缝

合线构造中只有那些较粗的缝合线裂隙中充填有闪锌矿。浅黄色闪锌矿集合体呈斑点状或细脉状沿缝合

线边缘分布，或充填其中(图 4(F))。有的闪锌矿呈一条宽 1.5~3 cm 矿脉平行岩芯分布，矿脉略显弯曲，

矿脉体中间见有乳白色方解石呈不规则斑点状分布，矿脉体穿切岩层层理明显，脉体围岩中缝合线构造

发育。 
5) 角砾状构造 
在规模较大的乳白色方解石中残留一些闪锌矿集合体构成的角砾，这些角砾大小不一，大的砾径

30~50 mm，边缘浑圆，形态很不规则，在闪锌矿角砾中，分布有一些不规则斑点状乳白色方解石脉；小

的砾径 3~15 mm，棱角分明，星散分布于岩石中(图 4(E))。 
矿物共生组合一般比较简单，其共生组合为方解石–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组合，及方解石–重

晶石–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组合等。 
矿物生成顺序为微细晶方解石(围岩)→细粒黄铁矿→自形晶闪锌矿→方铅矿→他形晶闪锌矿→重晶

石→粗晶方解石(粗晶白云石)。 
经分析，矿石主要化学成分为 CaO 49.31~53.0 × 10−2、MgO 0.14~0.93 × 10−2、SiO2 0.16~0.96 × 10−2、

Al2O3 0.34~0.88 × 10−2、Fe 0.05~0.28 × 10−2。矿石主要有用组份主要为 Zn、Pb 等。 
Zn 主要以闪锌矿单矿物的形式存在，基本分析 Zn 品位一般 2~3 × 10−2左右，平均 2.12 × 10−2，品位

变化幅度微小；Pb 主要以方铅矿单矿物的形式存在，基本分析 Pb 品位一般 0.14~2.02 × 10−2，平均 0.6 × 
10−2，品位变化较大。 

其他有用组分如 Cd 品位为 0.012~0.03 × 10−2，平均 0.02 × 10−2；Ag 品位为 2.5~7.5 × 10−6，平均 4.375 
× 10−6；Se 品位为 0.002~0.01 × 10−2，平均 28.65 × 10-6。此三者均达到了综合利用品位标准。 

4. 含矿岩层特征 

4.1. 藻灰岩特征 

矿区铅锌矿化受层位、岩性、岩相控制。含矿岩层为清虚洞组下段第三亚段与第四亚段，主要岩性

为厚层-巨厚层藻灰岩、鲕粒灰岩、砂屑灰岩等。 
第三亚段：为铅锌矿床主要含矿岩层。主要岩性为灰–浅灰色巨厚层状(或块状层)泥晶–细晶藻灰岩

(图 5(A)~(D))，底部和上部夹灰色厚–巨厚层状亮晶藻屑灰岩和砂屑灰岩(图 5(E)~(H))等，具质纯、性脆、

成层厚度大等特征。厚度 99~145 m。岩石中鸟眼藻腐孔或压溶缝合线孔隙斑状方解石脉石发育。藻灰岩

中主要藻类及生物有表附藻、直管藻、肾形藻、薄蒂维尼藻、尼科尔森藻、上射小波托曼藻、葛万藻、

斑点藻、隐藻、少量凯内拉藻等。 
第四亚段：铅锌矿床次要含矿岩层。主要岩性为：灰色–浅灰色厚–巨厚层状砂(藻)屑灰岩、含云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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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屑灰岩、细–粉晶灰岩，底部和顶部为鲕(核形石)粒灰岩(图 6(A)、图 6(B))、含鲕粒砂屑灰岩，底部为

一套厚 0~7 m 的亮晶鲕粒(核形石)灰岩、假鲕粒灰岩。厚度 48~79 m。 
 

 
A-表附藻灰岩(藻坪主体)；B-表附藻灰岩中的亮晶；C-直管藻表附藻灰岩中的表附藻；D-直管藻表附藻

灰岩中的直管藻；E-F-亮晶砂砾状藻团灰岩；G-H-泥晶藻团藻屑灰岩。 

Figure 5. Algal limestone 
图 5. 藻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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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亮晶泥晶核形石藻团灰岩。 

Figure 6. Algal limestone 
图 6. 藻团灰岩 

 
铅锌矿体基本上皆产于灰岩段内，并且又明显受该岩性段内的藻礁灰岩的控制，据统计，90%以上

的矿石和全部较大的矿体都赋存在藻灰岩中。铅锌矿与藻灰岩的关系如此密切，显然与它本身所具备的

物化性质有关。矿体的产出与岩层的厚度、岩石分布范围广泛与否，以及所处的层序位置等条件也有一

定的关系。据矿区见矿的钻孔资料统计，在矿体集中地段，藻灰岩的厚度一般都大于 116 m。藻灰岩的

孔隙度居全区岩石之冠，而且在层序上又在鲕粒–砂屑灰岩之下，自深部向上迁移的矿液首先经过藻灰

岩层，然后才到达颗粒灰岩层，但当其流经前者时，就遇到了十分理想的容矿空间条件，于是，交代和

沉淀作用便随之发生，决不可能无故舍近求远，摒弃藻灰岩而集中到颗粒灰岩中去成矿。由于藻灰岩本

身具备了最有利的成矿条件，而且在层序上处于优先接受矿液停留沉淀的位置，所以它成为矿床的主要

容矿层决不是偶然的。 
表 2 显示了矿区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下段第三亚段与第四亚段藻灰岩厚度、铅锌矿化厚度、米百分

率(厚度与品位之积)的数据。 
图 7 反映了藻灰岩厚度与铅锌矿化厚度变化曲线，说明二者之间为正比关系。 

 
Table 2. List of algal limestone and lead-zinc mineralization in Yangjiazhai lead-zinc mining area 
表 2. 杨家寨铅锌矿区藻灰岩与铅锌矿化情况一览表 

序号 钻孔号 藻灰岩厚度 m 矿化厚度 m Pb 米百分率 Zn 米百分率 

1 ZK0-1 46.23 0.00 0.00 0.00 

2 ZK7-6 116.72 1.28 0.31 2.59 

3 ZK49-1 0.00 0.00 0.00 0.00 

4 ZK8508 169.91 19.22 31.33 10.57 

5 ZK89-1 228.90 22.56 31.13 5.87 

6 ZK89-2 155.49 13.46 19.92 5.52 

7 ZK77-1 132.46 0.00 0.00 0.00 

8 ZK101-1 116.24 0.80 0.56 0.02 

9 ZK133019 109.70 1.21 0.74 0.04 

10 ZK181035 144.00 2.20 1.33 0.04 

11 ZK165019 154.44 6.61 7.60 1.78 

12 ZK197067 142.20 10.60 27.88 2.33 

13 ZK133059 196.17 16.37 33.07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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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Curv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algal limestone thickness and lead-zinc minera-
lization thickness 
图 7. 藻灰岩厚度与铅锌矿化厚度关系曲线图 

4.2. 藻灰岩与铅锌矿化的关系 

图 7 反眏出藻灰岩厚度与铅锌矿化厚度在平面上的变化关系，说明的藻灰岩厚度越大，矿化厚也越

大，矿化也越强。 
 

 
Figure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ickness of algal limestone and the meter percen-
tage of lead, zinc 
图 8. 藻灰岩厚度与铅锌米百分率关系曲线图 

4.3. 藻灰岩厚度与铅锌米百分率的关系 

图 8 反映了藻灰岩厚度与铅锌矿化强度变化曲线，说明二者之间也为正比关系。 

5. 找矿前景分析 

因杨家寨铅锌矿床是层控型的全隐伏的矿床，部分矿体的埋深 超过 1000 m，使用探槽、物探、化

探、遥感等地质找矿手段均收效甚微。探讨一套对类似矿床行之有效的找矿方法是十分必要的。笔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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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矿区找矿过程中，通过对含矿层上覆厚厚的“盖层”上的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总结出了在本地区扩

大铅锌矿资源找矿前景的依据。 

5.1. 直接依据 

如前所述，矿区的岩层呈舒缓波状起伏弯曲，造成局部岩层产状变化。如图 8 和图 9 所示，直观表

明了藻灰岩层的总体延伸产状，也因此指示出了区内矿体的总体延伸产状以及藻灰岩厚度与铅锌矿化厚

度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从图 9 中所示控制藻灰岩的钻孔孔深反映出岩层向北北东方向倾斜角度较大，

造成了藻灰岩层的延伸的深度加大，而图 10 则反映出岩层向北西西方向倾斜角度较小，造成了藻灰岩层

的延伸的深度增加幅度较小，揭示了区内往北北东方向和北西西方向均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但往北西

西方向的矿体埋深渐浅，而往北北东方向的矿体埋深渐深。 
 

 
1-见矿体钻孔；2-矿化钻孔；3-无矿钻孔；4-钻孔编号/深度(m)；5-藻灰岩等厚曲线；6-矿化等厚曲线。 

Figure 9. Algal limestone and mineralized thickness curve of Yangjiazhai lead-zinc mining area 
图 9. 杨家寨铅锌矿区藻灰岩及矿化厚度曲线图 

 

 
1-寒武系中上统娄山关组三段；2-娄山关组二段；3-娄山关组一段；4-寒武系中统高台组；5-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上段第二亚段；

6-清虚洞组上段第一亚段；7-清虚洞组下段第四亚段；8-第三亚段；9-第二亚段；10-钻孔编号；11-铅锌矿体；12-断层。 

Figure 10. Exploration line 133 profile map of the in Yangjiazhai lead-zinc mine 
图 10. 杨家寨铅锌矿区第 133 勘探线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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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间接依据 

地质找矿工作首先是在地表寻找矿化线索，但对于这种深入地下超过 1000 m 的层控型的全隐伏的铅

锌矿床，间接依据就显得十分重要。比较容易查明的就是藻灰岩上覆岩层的厚度。再者就是根据已知的

钻孔资料分析出藻灰岩厚度与上覆岩层厚度的关系。表 3 就反映了藻灰岩厚度与出露矿区地表的上覆岩

层厚度呈负相关关系。充分利用这种厚度呈负相关关系则可简接指导地质工作者的找矿工作。 
 
Table 3. Thickness correlation between algal limestone, mineralization and overburden 
表 3. 藻灰岩、矿化、上覆盖层之间厚度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 藻灰岩层 矿化厚度 Pb 米百分率 Zn 米百分率 高台组泥质 
云岩 娄山关组下段 娄山关组中段泥

质云岩 

含矿岩层 1.00 0.78 0.72 0.62 0.24 0.43 0.12 

矿化厚度  1.00 0.96 0.89 0.34 −0.03 0.25 

 
如上覆藻灰岩层多为含泥云质成份较多的高台组泥质云岩、娄山关组下段以及娄山关组中段泥质云

岩。说明藻灰岩厚度大的地方，上覆岩层厚度较小，有可能找到厚度较大的铅锌矿体[20]。 

6. 结论 

综上所述，杨家寨铅锌矿为层控型的全隐伏的铅锌矿床。藻灰岩为控矿层位，矿体呈似层状、顺层

透镜体状多层产出，产状与围岩(藻灰岩)一致，低温热液成因特征明显。找矿的直接依据和间接依据说明

了本矿区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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