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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unt Wuyi metallogenic belt is one of the key metallogenic belts in China. Centered on the Tianpaishan copper sulfur tungsten 
deposit in Yongping, there are many copper lead zinc silver and other polymetallic deposits. In recent years, experts and scholars 
have believed that there exists a porphyry+skarn copper molybdenum polymetallic mineralization system controlled by a north 
northeast trending imbalanced thrust nappe structure in the Yongping area. There are clearly some low-temperature hydrothermal 
“satellite” deposits of gold, silver, lead, and zinc in the peripher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copper, lead, zinc, and silver anomalies 
in Yujialong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are excellent, with huge potential for mineral exploration. It is worth further work to expand 
the results of mineral exploration.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ore-forming geological conditions, ore body characteristics, and 
o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posit, preliminarily explores the genesis of the deposit, and summarizes the prospecting indicators in 
Yujialong and surrounding areas, which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future prosp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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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武夷山成矿带是中国重点成矿带之一，以永平天排山铜硫钨矿床为中心，分布着众多的铜铅锌银等多金属矿床。近年来，
专家学者们认为在永平地区存在着一个受北北东向叠瓦式逆冲推覆构造控制的斑岩+矽卡岩铜钼多金属成矿系统，在外围
明显存在一些较低温的金、银、铅、锌较低温的热液“卫星”矿床。笔者认为余家垅及周边铜、铅、锌、银异常极好，找
矿潜力巨大，值得进一步开展工作，进一步扩大找矿成果。论文通过对矿床成矿地质条件、矿体特征、矿石特征进行了阐
述，初步探讨了矿床成因，并总结了余家垅及周边地区的找矿标志，对下步找矿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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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概况

区域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华南褶皱系 - 赣中南褶隆 - 饶南

拗陷（Ⅲ 3-1）内，浙赣火山盆地边缘，北武夷成矿带北侧 [1]。

区域内地质构造复杂，褶皱、断裂发育，岩浆活动极其强烈。

区域矿产是以铜、铅、锌、银、金、钼、钨，水泥用石灰岩、

花岗岩矿等，主要有永平铜矿大型铜矿床、长寿源铅锌矿、

老虎洞铅锌矿、空谷山铅锌矿、龙头岗铜锌矿、柴源铅锌矿等。

1.1 地层
地层主要有石青白口系周潭岩组（Pt3

1bz）、二叠系中

统车头组（P2c）、上统乐平组（P3l）、白垩系下统中墩组（K1e）

及第四系全新统联墟组（Qhl）组成，如图 1 所示。

1.2 构造
矿区主要构造有二组，以北东向推覆构造为基底构造，

使青白口系周潭岩组（Pt3
1bz）逆冲于二叠系上统乐平组（P3l）

之上，晚期的北北东向构造活动，错断北东向推覆构造，使断

裂东盘中墩组火山岩系下降。现将主要断裂的特征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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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东向压—压扭性断裂。F1：向东、西两侧延出矿

区，走向长度大于 1km；断裂使北西盘基底岩系逆冲于车

头组 - 乐平组之上。断面舒缓波状，较陡，倾向南东，倾角

70°~80°。沿断裂有10~20m宽的挤压破碎带，主要由片岩、

混合岩、灰岩、砂页岩等角砾及含铅锌黑土及铁帽等组成，

属压—压扭性断裂。断裂形成于燕山晚期，其活动又至少可

分为两个次一级的活动阶段，并有一定的继承性。F2：向

东被后期的 F3 断裂切割，向西断裂形迹不清。断裂东段使

基底岩系—变质岩和混合岩逆冲在车头组、乐平组地层之

上，断裂走向长大于 1km，东西两侧延伸至区外，沿断裂

有 20~60m 宽的挤压破碎带，主要由含铅锌黑土、混合岩、

硅质灰岩等角砾所组成，可见构造透镜体，构造断裂面舒缓

波状，平缓，产状：150° ~180°∠ 15° ~45°，属压—压

扭性断裂，断裂形成于燕山晚期。

②北北东向压—压扭性断裂。断裂不普遍，但很强烈，

发生在燕山晚期北东向断裂活动之后，矿区发育一条F3断裂；

断裂使西盘的基底岩系及二叠系地层向东逆冲上推，东盘中

墩组火山岩系下降，并切割了北东向的 F1、F2 断裂，错断

石英斜长斑岩脉和铅锌矿体，断裂走向长度大于 500m，倾向

北西，倾角 65° ~80°，沿断裂形成 1~3m 宽的挤压破碎带，

带内主要由流纹质凝灰岩、混合岩组成；该断裂的形成晚于

成矿期，为破矿构造，矿体沿深部的延伸被其破坏。

③层间破碎带。矿区地表未出露，主要在钻孔中发现，

层间破碎形成于北东向压扭性构造期，为北东向压扭性构造

期的次一级断裂；由于区内岩性的差异层间破碎带形成的规

模不一，矿区内可见多条破碎带，小者 20~30m，最长大于

300m，延伸 40~200m 不等；破碎带宽度变化较大，大者宽

30m，小者 1~2m，呈透镜状形态分布；破碎带倾向总体南东，

倾角变化较大，最小 10°，最大 45°，一般 30° ~35°。该

层间破碎带与区内成矿关系密切，是区内的主要容矿构造。

1.3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较发育，主要以石英斜长斑岩为主，次为

煌斑岩及辉绿岩。

①石英斜长斑岩。矿区内见一条北东向石英斜长斑岩，

出露于地表 7~11 线，施工的钻孔中均有发现，以 9~11 线深

部延长最大，岩脉走向北东、倾向南东，从深部沿层间破碎

带向上侵入，并溶解了矿体，倾角 30° ~50°，走向延长

约 150m，沿倾斜延长 200m，宽 10~50m，具分支复合、膨

大缩小特点，部分有挤压破碎，斜长斑岩早于 F3 断裂，沿

倾向被 F3 断裂错断。

②辉绿岩。仅在钻孔 ZK110 见发现，铅直厚度 21m，

岩脉沿构造侵入。

岩石深灰绿色，辉绿结构。块状构造。矿物成分主要

为斜长石、次为辉石、角闪石等。蚀变较强，主要为绢云母化。

拣块化学分析，含 Cu0.007%，Pb0.006%，Zn0.015%。

1.4 围岩蚀变
区内的岩石发生了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围岩蚀变，

常见的有硅化、碳酸盐化、大理岩化等。其中以硅化与成矿

关系密切。其蚀变特征如下。

①硅化。有两期：第一，隐晶球粒石英，交代了沉积—成

岩期碳酸盐矿物，与矿化关系较密切，主要分布于构造破碎带

及其顶底板围岩 1~2m，呈面状分布；硅化后的岩石表现为硬度

增大，颜色变浅，硅质矿物明显增加，原岩矿物被交代或原岩

中的石英有次生增大现象；矿化的强弱往往与硅化有着密切关

系，随着硅化强度的增加，其矿化程度就越高。第二，细脉状

石英集合体：为主成矿期未产物，常与方解石共生，该期硅化

主要表现为脉状分布形式，为后期热液沿岩石裂隙充填所致。

②碳酸盐化。主要以方解石形态分布。碳酸盐化有三期：

脉状硅化方解石：被金属矿物交代，为成矿期前（沉积—成

岩期）的产物。

自形粗晶方解石：乳白色，呈团块状或呈较大脉状产出，

强烈地交代硫化矿物，为主成矿期后产物。

他形细晶方解石：灰白色，呈细脉状产出，切割所有

硫化矿物及前两世代方解石，为主成矿期后产物。

③大理岩化。局部为受岩脉上侵带来的热力影响所致，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灰岩的机械物理性质，与矿化关系不大。

图 1 江西省铅山县余家垅铅锌矿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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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床特征

2.1 矿体特征
矿山目前共圈出铅锌矿体 1 个，编号为Ⅰ号矿体；矿

体主要赋存在二叠系中统车头组灰岩地层中，受层间破碎带

控制，为隐伏矿体。现将Ⅰ号矿体的特征叙述如下：

矿体分布于矿区 5~13 剖面线之间，总体西高东低，

走向北东向，倾向南东，倾角最大 43°，最小 10°，一

般 32°，走向长大于 350m，倾向最大延伸 180m；一般在

一般埋深 80~150m。矿体沿走向厚度变化较大，一般厚度

2.30~9.77m，最小 0.26m，最大达 24.73m；全区平均厚度

9.14m；倾向上呈透镜状、囊状，中间大，两头尖灭；延伸

一般 70~100m，最长 180m；矿体厚度膨大部位 5~7 线，最

厚度达 20 多米，根据矿区 10 个单工程矿体厚度统计，矿区

厚度变化系数 119%，显示出矿区厚度不稳定，变化大。

矿体品位 Pb 一般均为 2.49%~4.30%，最高达 50.0%，

平均 3.92%；Zn 品位一般在 2.19%~4.82%，最高 23.0%，平

均品位 3.86%；矿体赋存在标高 +35~-110m，自 5 线至 11 线，

标高自 +1.83~-6.89~-57.33~-10.46~-102.17m，显示其沿走向

波状起伏特征；矿体顶底板岩性均为车头组微晶灰岩。

由于区内矿体为隐伏矿体，为层间破碎带控矿，因此

矿区矿石为原生矿石。

2.2 矿石特征
矿石结构以自形—它形晶粒结构、填隙结构，交代结

构和充填交代结构为主；矿石构造以浸染状、稠密浸染状、

块状构造为主。

矿石矿物成分以方铅矿、闪锌矿为主，次为黄铁矿、

白铁矿等 15 种以上（见表 1），各矿物特征叙述如下。

表 1 矿石的矿物成分

矿物

量级
金属矿物 非金属矿物

主要 方铅矿、闪锌矿 方解石

次要 黄铁矿、白铁矿、钒酸铁锰铅矿

少量
黄铜矿、赤铁矿、黝铜矿、磁黄铁矿、

褐铁矿、软锰矿
石英、白云石

微量 淡红银矿、褐铅矿、白铅矿 铁质粘土矿

脉石矿物以方解石为主，次要矿物为石英、白云、铁

质粘土矿等。

矿区主要有益组分为 Pb、Zn，区内 Pb 品位 1.0%~2.0%

有 25 个，2.01%~3.0%10 个，3.01%~4.0%11 个，4.01%~5.0% 

4 个，5.01%~6.0% 有 6 个，6.01%~10.0% 有 9 个，10.01%

以上有 14 个，最高达 50%；总之，Pb 在 3.0% 以下有 78 个，

占比 64%，3.01% 以上 44 个，占 36%；经统计，Pb 品位变

化系数为 163%，品位变化属较均匀；锌品位 1.0%~2.0% 有

15 个，2.01%~3.0%10 个，3.01%~4.0%13 个，4.01%~5.0%8

个，5.01%~6.0% 有 4 个，6.01%~10.0% 有 20 个，10.01%

以上有 14 个，最高达 23%；总之，Zn 在 3.0% 以下有 63 个，

占 52%，3.01% 以上 59 个，占 48%；经统计，Zn 品位变化

系数为 105%，品位变化属较均匀；全区平均品位铅 3.92%； 

锌 3.86%。

3 矿床成因

根据目前矿床的成矿类型以及矿体的赋存层位，区内

矿床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矿体赋存于车头组下段灰岩地层中，灰岩为矿

区成矿提供了物质来源：①该地层属浅海—滨海碳酸盐相，

海水较浅，动荡—宁静环境，生物比较发育，灰岩中，局部

含生物骨粒量达 50% 以上，有利于铅锌等元素初步富集。 

②根据灰岩半定量光谱分析统计，矿区地层灰岩中铅平均含

量 25~35ppm，锌 85~110ppm，此值分别高于江西省地层中

灰岩 Pb（8.3ppm）、Zn（8.6ppm）平均值 3~4 倍，10~12 倍。

第二，矿体在空间上与石英斜长斑岩脉相伴，矿体

膨大缩小与岩脉膨缩相应，矿区Ⅰ矿体厚大部位大部分位

于岩脉厚大弯折部位，据统计，石英斜长斑岩中，铅含量

10~20ppm，锌含量 10~50ppm，分别相当于地壳丰度值或略

低，难以提供矿质。故石英斜长斑岩脉仅起热源作用，对渗

透横向流动溶液进行加温，同进，使成矿元素活化转移，也

为深源热液上升开通道路 [2]。

第三，层间破碎带提供了热水溶液流动的通道和活化

元素沉淀的场所 [3]。

综上所述，矿床成因类型为改造叠加层控型矿床，大

致过程是：车头组上段地层沉积过程中，由于有机、无机作

用使成矿元素初步富集；成岩改造、石英斜长斑岩上侵加温，

元素活化转移至地层褶皱产生的层间破碎带中叠加深源矿

液富集成矿。

4 找矿标志

①古代采矿窿硐。②车头组下段灰岩地层成矿元素在

大范围内丰度较高，周边地区铜元素异常较好；中酸性小岩

体、构造破碎带与该地层有机组合时，小岩体附近的破碎带。

③硅化、碳酸盐化、大理岩化以及黄铁矿化比较强烈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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