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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对铅锌矿类型的划分，主要有以成矿温度结合深度和典型矿物组合为基础、以围岩或含矿 

岩系为基础、以成因为基础、以综合矿床因素为基础、以含矿岩 系结合矿床成因为基础的若干划分 

方案，各具特 色，又有不完善之处。从反映客观地质规律和体现矿床内在差异和外在可把握的标志 

的原则出发，尝试将铅锌矿按成矿 系统划分为岩浆、热液 (水 )、沉积、叠加改造 4大类，再据成矿 

环境，围岩类型及蚀变，成矿时代，流体包裹体，铅、硫 同住素，成矿条件等特征进一步划分出 9 

个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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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铅 、锌是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全球性的 

战略矿产资源，在全球工业化进程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 。目前，世界各国都比较重视铅锌矿资 

源的地质研究、勘查和评价。由于铅锌成矿作 

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铅锌矿床的分类原则和 

类型划分一直是个争议颇多的问题 。合理的铅 

锌矿床分类是对铅锌矿床成矿作用 、地质特征 、 

地貌特征、分布规律的高度概括，不仅应反映 

铅锌矿的各种成因、产出的条件和矿床的基本 

形态特征，还应促进铅锌成矿理论的发展和指 

导生产实践。目前，铅锌矿床的分类较多，各 

具理论依据、实际意义和优缺点。本文仅对铅 

锌矿床分类的历史、研究现状和一些有代表性 

的分类方案进行粗浅的评析，不当之处敬请批 

评指正。 

1 铅锌矿床类型戈l』分的历史 

回顾和研究现状 

铅锌矿床的分类是铅锌矿地质研究工作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国内外著名的地质 

学家如 ：K·C·Dunham(1959)  ̈、前苏联的 

A．A．AMtlpacJIaHOB(1957)乜 、郭文魁 (1959)乜 、 

D．A．Brobst andW．P．Pratt(1973) ”、涂 

光炽 (1984  ̈，1989“ )、D．P．Cox and 

D．A．Singer(1986)n 、朱上庆 (1988)̈ 等 

先后都曾提出过不同的分类方案。由于铅锌矿 

床成矿作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铅锌矿床分类 

的原则与类型划分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尽管不 

同时期铅锌矿床分类的原贝U和划分出的铅锌矿 

床类型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见解和观点都大大 

丰富了铅锌矿床类型划分的思想，反映了各个 

时期铅锌矿地质工作者对铅锌矿床成矿实质的 

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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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60年代以前，温度被视为划分铅 

锌矿床类型的唯一依据，岩浆一热液一元论的思 

想占据统治地位。显然，这种建立在岩浆·元 

论基础上的分类存在许多弊端，因为一些铅锌 

矿床的形成根本与岩浆无关，这种分类方案反 

映了同时期成矿理论的主流趋势。70年代后， 

加深了对铅锌矿床成矿作用的多样性和复杂1生 

的认识，引入了层控理论 、海相火山作用及多 

成因观点，从而打破了岩浆热液成矿理论占统 

治地位的局面，铅锌矿床的分类取得较大进展， 

这一时期以含矿岩系为依据的成因分类占主导 

地位 。近年来，层控理论、海相火山作用 、多 

成因观点 、岩浆成矿和变质成矿等成为划分铅 

锌矿床类型的主要准则，同时大地构造单元(朱 

上庆等，1988)̈ 、洋底成矿作用 、同位素组 

成 、成矿实验、微量元素含量和包裹体特征等 

也成为铅锌矿床分类的新依据  ̈。总体看，随 

着人们对铅锌矿成矿作用认识程度的不断提高 

和大量铅锌矿床地质资料和测试数据的积累， 

不同时期的国内外铅锌矿地质工作者在吸收和 

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铅锌矿床实 

际地质情况，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分类方案。 

综合分析不同时期铅锌矿床分类方案的特 

点和依据，众多的分类方案可概括为五种基本 

分类思路 ：①以成矿温度结合成矿深度和典型 

矿物组合为基础的分类 ；②以围岩或含矿岩系 

为基础的分类 ；③以成因为基础的分类 ；④ 

以综合因素为基础分类 ；⑤以含矿岩系结合矿 

床成因为基础的分类。 

2 对已有铅锌矿床类型划分 

方案的评述 

2．1 以成矿温度和深度为基础的分类 

这种分类以K·C·Dunham(1959)⋯ 提出的 

方案为代表，主要特点是主观地将温度与深度 

视为划分铅锌矿床类型的依据 。这种分类犯了 

把温度与深度因素同等看待的错误，众所周知， 

高温矿床可以形成在不同的深度 (其中包括近 

地表)，即高温矿床不完全都是深成的；同时， 

这种分类也犯了岩浆热液一元论的基本错误， 

因为铅锌矿床的形成可与岩浆作用有关，也可 

与岩浆作用无关，即使与岩浆作用有关，在同 
一 温度条件下形成的铅锌矿床也不相同，因此， 

这种分类没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被多成 

因观点取代也是理所当然。 

2．2 以成矿温度和典型矿物共生组合为基础 

的分类 

1959年郭文魁等 ”认为铅锌内生矿床基 

本上都是岩浆期后热液矿床，特别是中-f氐温矿 

床更为主要，因此，郭文魁等提出了以成矿温 

度和典型矿物共生组合为基础的分类方案 (表 

1)。该方案先将铅锌矿床在成因上分为内生和 

外生两类，内生矿床按照其生成时的温度降低 

的顺序分为以下8个建造：①方铅矿一闪锌矿一 

长石一石榴石建造；②方铅矿一闪锌矿一矽卡岩建 

造 ；③含毒砂的方铅矿一闪锌矿建造；④方铅矿 
一

闪锌矿一黄铁矿建造 ；⑤方铅矿一闪锌矿一锡石 

建造；⑥含石英和碳酸盐类的方铅矿一闪锌矿建 

造；⑦方铅矿一重晶石一萤石建造；⑧方铅矿一 

闪锌矿一白云石建造等8个建造。而外生矿床只 

有菱锌矿一白铅矿一铅钒 1个建造。而后根据温 

度将①～③建造划分为高温至中温矿床；④～ 

⑦建造划分为中温矿床：⑧建造为低温至超低 

温矿床。总体看，这种分类虽较以温度和深度 

为基础的分类方案有一定的进步1生，但其本质 

只是根据沃尔弗逊对铅锌矿床的分类方法再结 

合中国铅锌矿床的某些特征而做的简单分类， 

这种方法仍犯了岩浆热液一元论的基本错误， 

忽视了矿床成因、容矿岩系、构造环境等重要 

因素，同时也忽略了铅锌矿床成矿的多成因、 

多阶段的特点及矿物共生组合具有复杂性的问 

题，显然，这种只根据矿物组合对铅锌矿床进 

行的分类是不全面的和不完善的，其不完善性 

表现在同一矿石建造可以形成于不同成因环境 

和控矿条件等方面 。由以上论述可见，这种分 

类是片面的和不系统的 很难全面地反映铅锌 

矿床的特征和种类，难以很好地促进理论研究 

和指导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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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要铅锌矿床类型划分方案表 

Table 1 Major classification plans of Lead-Zinc deposits 

序号 代表性人物 划分基础 类 型 

l K·C·Dunham 成矿温度 ①高温矿床 ；②热液交代一中温矿床 ；③中温矿床 ； 

(1959) 与 深 度 ④亚中温矿床；⑤远温矿床 

2 A．A．AMl4pac．rl 围岩性质 ①产于岩浆岩 ；②产于矽卡岩 ；③产于火山沉积岩 ； 

aHOB(1957) ④产于砂岩、碳酸盐岩 、砂泥质岩；⑤产于古老深变质岩 

3 郭文魁 温度与矿物 内生 (8个建造) ①建造 l一3为高中温矿床 ；②建造 4—7为中温矿床 ； 

(1959) 共生组合 ③建造 8为低温矿床 

外生 (1个建造) ①菱锌矿一白铅矿一铅钒建造 

4 涂光炽等 成 因 ①沉积一轻微改造铅锌矿床；②沉积一强烈改造铅锌矿床；③沉积．变质铅钟 

(1984) 矿床；④沉积一变质一混合岩化铅锌矿床 ；⑤后成铅锌矿床 ；⑥沉积．变质 (或 

改造)一岩浆气液叠加铅锌矿床 

5 涂光炽等 ①地质背景 ； ①花岗岩型 ：如锯板坑 、新华 、东坡等铅锌矿床 ； 

(1989) ②含矿围岩； ②矽卡岩型：如水口山、桓仁、黄沙坪、大硐、夏山、拉么等铅锌矿床； 

③物质组成 ③斑岩型 ：如姚安、北衙 、香夼 、冷水等铅锌矿床 ； 

综 (除 Pb、zn ④海相火山岩型 ：如小铁山、锡铁山、麻邛呷等矿床 ； 
合 
因 外)； ⑤陆相火山岩 ：如五部、大岭口、银山等铅锌矿床 ； 

，  素 ④围岩蚀变 ； ⑥碳酸盐岩型 ：如凡口、会泽、杉树林 、栖霞山、柴河、渔塘等铅锌矿床 

⑤铅同位素； ⑦泥岩一细碎屑岩型 ：如高板河、东升庙、西榆皮、乌岙、厂坝、银硐子等 

⑥硫同位素 铅锌矿床 ； 

(6 s值) ⑧砂砾岩型 ：如金顶 、保安等铅锌矿床 

6 戴自希等 矿岩系结合 ①沉积岩容矿的海底喷气沉积矿床 (SEDEX)；②火山岩容矿的海底喷气 

(2005) 矿床成因 沉积矿床 (VMS)；③碳酸盐岩容矿的后生沉积矿床 (密西西比河谷型， 

MVT)；④砂页岩容矿的沉积或沉积一变质型矿床 ；⑤与岩浆岩有关的斑岩 

矽卡岩、热液交代型矿床和陆相火山岩型矿床 ；⑥非硫化物锌矿床 

2．3 以围岩或含矿岩系为基础的分类 

需要指出的是含矿岩系可与矿床直接围岩 
一 致，也可以不同，因此将该种分类归纳为以 

围岩或含矿岩系为基础的分类。1957年前苏联 

的 A．A．AMr~pacJlaHOS“ 指出大多数铅锌矿 

床虽形成于热液作用，但按热液矿床的成矿温 

度进行分类又不能反映实际地质情况，因此提 

出了按围岩性质进行分类的方案，将铅锌矿床 

分为丘大类 (表 1)。这种分类的优点在于围岩 

作为实际找矿工作中的直接研究对象易于识 

别，而且围岩的物理化学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 

影响 j，控矿构造的性质、产状的变化及矿液富 

集方式””，有利于找矿。总体看，这种分类虽 

较上述2种分类有一定的进步性，强调了含矿 

岩系的重要性，但忽视了影响铅锌矿床成矿作 

用的构造条件、成矿环境和矿床成因等重要因 

素，其缺点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铅锌矿床 

成矿作用具有广泛性和成矿地质背景的复杂 

性，不同的地质环境、不同的岩石组合可以出 

现在同一类矿床 ；另一方面，在同一围岩条件 

下的不同地段的成矿作用及矿体规模也相差很 

远。显然，这种分类也是不全面和不完善的。 

2．4 以成因为基础的分类 

这种分类以 1984年涂光炽  ̈先生提出的 

方案为代表 (表 1)。涂光炽先生根据我国层控 

铅锌矿床的地质特征，按成矿作用和控矿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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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性，对铅锌矿床作如下成因分类 ：①沉积一 

轻微改造铅锌矿床 ；②沉积一强烈改造铅锌矿 

床；③沉积一变质铅锌矿床；④沉积一变质～混合 

岩化铅锌矿床；⑤后成铅锌矿床；⑥沉积～变质 

(或改造)一岩浆气液叠加铅锌矿床。这种分类 

引入了层控理论和多成因的观点，强调了成矿 

作用的多样性 。众所周知，铅锌矿床是多种地 

质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显然，这种只强调成 

因而忽视容矿岩系 、成矿构造条件和成矿环境 

等因素的分类也是不完善的，即不能很好地反 

映铅锌矿床的成矿特征。这种分类的不完善1生 

表现在同成因的铅锌矿床也可以产于不同的含 

矿岩系、构造条件和成矿环境。因此，这种分 

类也不能很全面准确地划分铅锌矿床类型。 

2．5 以综合因素为基础的分类 

1989年涂光炽等  ̈对我国铅锌矿床进行 

了以综合因素为基础的分类，即在尽可能全面 

分析矿床产出的地质背景 、成矿环境、含矿岩 

系 、物质组成、成矿的物理化学条件等因素的 

基础上进行分类 (表 1)。这种分类使铅锌矿床 

的宏观和微观特征得以结合起来，强调了新研 

究成果的重要1生，把具有可靠性和科学1生的地 

球化学因素作为划分铅锌矿床类型的新依据， 

这一点是非常可取的。总体看，这种分类能相 

对较全面地反映了铅锌矿床的成矿特征，是一 

种极有意义的尝试。但在成矿系统理论和区域 

成矿学理论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并越来越受到重 

视的今天，作者认为铅锌矿床类型的划分应在 

成矿系统和区域成矿的大背景下结合铅锌矿的 

成矿特征进行划分，这样既考虑了铅锌矿的地 

质和地球化学特征，又使各种划分依据有机地 

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即铅锌矿成矿 

系统 。 

2．6 以含矿岩系结合矿床成因为基础的分类 

近年来，戴自希等 。̈ 提出了以含矿岩系 

结合矿床成因为基础的分类方案，将世界主要 

铅锌矿床划分为：①沉积岩容矿的海底喷气沉 

积矿床 (SEDEX)；②火山岩容矿的海底喷气 

沉积矿床 (VMS)；③碳酸盐岩容矿的后生沉 

积矿床 (密西西比河谷型，MVT)；④砂页岩 

容矿的沉积或沉积．变质型矿床 ；⑤与岩浆岩有 

关的斑岩、矽卡岩 、热液交代型矿床和陆相火 

山岩型矿床；⑥非硫化物锌矿床等。这种分类 

的主要优点是集中反映了矿床产出的地质背 

景 、成矿环境、成矿主岩和矿床成因等重要因 

素，既有利于促进铅锌矿床成矿理论的研究， 

又便于指导找矿，是一种被大多数地质工作者 

普遍接受的分类方案。但这种分类也存在不足 

之处，缺乏铅锌矿床间的过度类型，如东升庙 

超大型铅锌矿床既具有SEDEX型矿床的特征， 

又有VMS型矿床的特征，属SEDEX型矿床与 

VMS型矿床间的过度类型⋯ ：同时，这种分 

类对同位素、物质组成和成矿流体特征等地球 

化学依据不够重视，忽视了地球化学因素在铅 

锌矿床类型划分中的重要1生。 

从以上分类思路可以看出，在具体应用上 

许多划分方案观点体现不够完整，有的侧重成 

矿温度，有的强调含矿岩系，有的则注重矿床 

成因，因此使已有分类方案很难满足建立完整 、 

系统和实用的铅锌矿床类型分类的要求。 

3 草拟新方案 

从反映客观地质规律和体现矿床内在差异 

和外在可把握的标志的原则出发，笔者尝试将铅 

锌矿床按成矿系统划分为岩浆、热液 (水)、沉 

积、改造4大类；再据成矿环境，围岩类型及蚀 

变，成矿时代，流体包裹体，铅、硫同位素成矿 

条件等特征进一步划分出9个亚类 (表2)。 

4 讨论 

综上所述，已往的每种分类方案无论繁 

简，都备具特色，虽然分类原则和划分的类型 

不尽相同，但各具理论依据和实际意义，使铅 

锌矿床类型的划分逐步完善 、系统和实用，极 

大地促进了铅锌矿床的分类研究。同时，上述 

分类方案也表明：目前铅锌矿床类型划分尚未 

统一，因此，今后随着人们对铅锌矿床成矿作 

用认识的不断加深和更新，需将铅锌矿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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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划分不断完善、系统和实用化。但应当指出 

的是：铅锌矿床成矿作用具有普遍性 、多样性 

和复杂性，其形成过程是个具有多阶段性、多 

成因性和多期次性漫长而复杂的地质过程，经 

历了多次的地壳运动和多次叠加改造，因此铅 

锌矿床的类型划分在长期内仍将是争议的问 

题。目前，虽然通过地球化学、流体包裹体、 

稳定同位素以及各种实验手段提高了人们对铅 

锌成矿作用的认识程度，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 

着不同的认识，争议之处依然较多，因此铅锌 

矿床的分类依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 
一

个好的铅锌矿床分类，其成功之处在于能够 

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地质事实，能体现出矿 

床的内在差异和外在可以把握的标志  ̈。因 

此，笔者认为铅锌矿床的分类应遵循以下原则 ： 

①以成矿系统理论和地球化学理论为指导思 

想 ；②把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现状同中 

国铅锌矿成矿特征结合起来 ；③成因类型与工 

业类型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④以成因、 

合矿建造 、构造、流体、成矿条件、成矿环境 

为主要参考因素 ；⑤简明、系统 、实用和易行 ； 

⑥能促进成矿理论研究和有利于找矿。本文提 

出划分方案的建议，就是基于上述原则提出的， 

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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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I SIS 0N THE CLASSIFICAT10N 0F LEAD—ZINC DEP0SITS 

Chen Xifeng Peng Runmin 

China University ofGeosciences，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plans of Lead—Zinc deposits， which vary greatly from principles tO methods and 

imperfect．Most of them are based on； ① combining ore—forming temperature with depth and typical mineral assemblages， 

@wall rock or ore—hosting rock formation，@genesis，④ deposit’S comprehensive factors，@combining ore—hosting rock 

formation with genesis．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Lead·Zinc deposits classification，which can reflect the external geological 

rules and reveal the inherent difference and exterior indicators of Lead—Zinc deposits，and tile metallogentic system theory, 

Lead—Zinc deposits are divided into magma，hydrothermal，sedimentary and superirnposition 4 supergroups．And then， 

according to tile mineralizing environment，wallrock type and alteration，mctallogentic age，fluid inclusion，lead and sulfitr 

isotope and the metallogentic conditions，Lead—Zinc deposits are dix，ided into 9 groups． 

Ke) ’、 ords：Lead—Zinc deposits；classification；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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