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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桐柏山区的围山城金银成矿带包括破山特大型银矿、银洞坡大型金矿、银洞岭大型银多金属矿床及一些矿点，所
有矿床赋存于上元古界歪头山组地层，并具有层控特征。矿石矿物的铅同位素组成为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６７５３～１７２１６，２０７Ｐｂ／
２０４Ｐｂ＝１５４１７～１５６３８，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３８２５１～３９０５０；与歪头山组地层的铅同位素组成一致，而与桐柏地区的其他地层、岩体
差别较大，表明成矿物质来自赋矿地层歪头山组。围山城成矿带应属于典型的层控造山型金银成矿系统，它形成于中生代扬

子与华北板块的陆陆碰撞造山过程，碰撞造山期间的下插板片变质脱水诱发了矿带内流体成矿系统的发育，强烈的流体岩石
相互作用使歪头山组内的成矿物质被萃取、迁移、聚集到碳质绢云片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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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桐柏（Ａ）及围山城金银成矿带（Ｂ）地质简图
Ｆ１桐柏断裂，Ｆ２商丹断裂带，Ｆ３朱夏断裂，Ｆ４瓦穴子断裂。①桃园岩体，②梁湾岩体，③老湾岩体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ｙｍａｐｓｏｆＴｏｎｇｂａ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ｉｓｈａｎｃｈｅｎｇＡｕＡｇｏｒｅｂｅｌｔ（Ｂ）

铅锌）３个特大大型金／银多金属矿床和一些矿点，这些矿床
（点）均产于华北与扬子晚古生代—三叠纪缝合带以北的上

元古界歪头山组浅变质含碳质地层中，具有明显的层控特

征；矿床规模大，成因类型特殊。该矿带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发现以来，单个矿床已有较深入的研究（罗铭玖，１９９２；陈衍
景和富士谷，１９９２；陈衍景，１９９５；徐启东等，１９９５；张宗恒等，
１９９９），尤以银洞坡金矿床研究程度最深，并被厘定为造山型
矿床（陈衍景等，２００７；张静，２００４）。但就整个矿带的研究仍
然欠缺，限制了对于整个矿带成矿规律的认识，影响了区域

成矿模式的建立和矿床成因类型的确定。

在成矿理论研究方面，自Ｂｏｈｌｋｅ（１９８２）提出造山型金矿
概念；Ｇｒｏｖｅ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８）重新系统论证了造山型金矿的概
念；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天山、秦岭等地的很多脉状金矿先后被
论证为造山型（Ｋｅｒｒｉ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Ｈａｒｔ
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Ｒｕ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６；范宏瑞
等，２００３；陈衍景等，２００３，２００４；陈衍景，２００６；张复新等，
２００４ａ，ｂ），并在重视增生型造山作用与成矿的同时，也开始
重视碰撞造山机制下的成矿作用；之后，金以外其他造山型

矿种的研究也逐渐被关注（陈衍景等，２００３；张静等，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祁进平等，２００７；李文博等，２００７；邓小华等，２００８；李诺
等，２００８）。最近，乌兹别克的穆龙套金矿、吉尔吉斯的库姆
托尔金矿、我国新疆的萨瓦亚尔顿金矿和河南的银洞坡金矿

等典型碳质层控型金矿均被论证为造山型（Ｂｉｅｒｌｅｉｎａｎｄ
Ｍａｈｅｒ，２００１；Ｇｏｌｄｆａｒｂ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２；陈华
勇等，２００４），充分显示了层控造山型金矿的存在。那么，究
竟是否存在层控造山型银矿呢？围山城成矿带恰是研究、回

答这一问题的突破口，因为它不仅是公认的层控矿床，同时

还是金、银多金属矿带，包括有大型特大型的独立金、银
矿床。

鉴于上述两个问题，本文将介绍新近获得的围山城金银

多金属矿带铅同位素研究结果，从同位素地球化学出发探讨

成矿物质的来源、成矿机制与过程，进而厘定矿床类型，以期

丰富和完善造山型矿床的内涵，促进“造山与成矿”研究

发展。

１　地质概况

桐柏山区位于河南省南部，属于秦岭大别碰撞造山带
的一部分，其地质背景独特，构造复杂，成矿条件优越，形成

了大量矿床。桐柏地区重要的断裂构造有桐柏断裂、商丹断

裂带、朱夏断裂和瓦穴子断裂；从桐柏断裂向北依次分布着

信阳群、秦岭群、二郎坪群（含刘山岩组、张家大庄组、大栗树

组等）、歪头山组和宽坪群（图１Ａ）。
围山城金银多金属成矿带位于朱夏断裂北侧的二郎坪

弧后盆地内，东、西分别被吴城盆地和南阳盆地覆盖，长 ＞
２０ｋｍ。矿带内由西向东依次分布夏老庄金银矿点、破山特大
型银矿床、郭老庄银矿点、银洞坡大型金矿床、张庄金矿点、

栾家冲银矿点、江庄银矿点、魏沟银矿点、银洞岭大型银多金

属矿床、南小沟银矿点和朱庄金矿点（图１）。
矿带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上元古界歪头山组（Ｐｔ３ｗ），其

次是大栗树组（Ｐｔ３ｄ）（图１）。歪头山组地层以碳质绢云片
岩、云母石英片岩、变粒岩为主，夹斜长角闪片岩、大理岩，并

５４４张静等：河南围山城金银成矿带铅同位素地球化学及矿床成因



含少量石英岩；以其碳质含量高、金银丰度高等特征明显区

别于其它地层。根据岩性特点，被划分为下、中、上３部分和
若干岩性段：破山银矿床赋存在上部第二岩性段（Ｐｔ３ｗ

２
３），银

洞坡金矿赋存在中部第二岩性段（Ｐｔ３ｗ
２
２），银洞岭银矿赋存

在下部第５６岩性段（Ｐｔ３ｗ
５６
１ ）（详见张静等，２００８）。

河前庄背斜是矿区内的主要褶皱构造（图１），由歪头山
组地层与大栗树组地层组成，主体走向变化于９０°～１２０°。
歪头山组地层出露在轴部，而大栗树组地层分布在两翼；矿

体主要产于核部虚脱部位及两翼地层中。

矿带内规模较大的侵入岩体有桃园花岗岩体（γ１４）和梁

湾花岗闪长岩岩体（γ３５），此外，燕山期煌斑岩脉在破山、银洞
岭银矿区的地层中广泛发育。

２　测试方法和结果

２１　测试方法与条件
作者对围山城矿带矿石硫化物及地层样品进行了铅同

位素的组成分析。银洞坡金矿床和破山银矿床的矿石硫化

物样品的铅同位素在中国地质科学同位素地球化学开放实

验室完成，银洞岭和其他矿点硫化物的铅同位素组成以及桐

柏地区地层的全岩铅同位素组成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固体同位素地球化学实验室完成。

对于硫化物单矿物，首先用丙酮洗去表面有机物，用蒸

馏水冲洗后，在烘箱中６０℃烘干；然后用ＨＮＯ３ＨＦ混合溶液
溶解硫化物，用过阴离子交换树脂提取 Ｐｂ，以硅胶做发射
剂，用单铼带在 ＭＡＴ２６１热离子质谱仪上测试铅同位素组
成；标样为 ＮＢＳ９８１，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和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的
分析精度在２σ水平上分别为０１％、００９％和０３０％。

对于全岩样品，先用ＨＦ酸（２％ＨＮＯ３）在高温高压条件
下将粉末样品完全溶解，然后蒸干样品溶液，用６ＮＨＣｌ酸将
氟化物样品转化为氯化物，蒸干后，用 ０６ＮＨＢｒ酸提取样
品。在装有８０微升 ＡＧ１ｘ８（１００２００目）交换树脂的 Ｔｅｆｌｏｎ
交换柱上，采用０６ＮＨＢｒ和６ＮＨＣｌ酸流程分离纯化 Ｐｂ样
品。铅同位素测量采用硅胶发射剂和铼金属带，质谱计型号

为德国Ｆｉｎｎｉｇａｎ公司的 ＭＡＴ２６２固体源质谱计，测量温度为
１３００℃。铅同位素质量分馏校正系数为每质量单位１‰。

２２　测试结果

破山银矿床 ８个硫化物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６９７０～
１７１２４，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４３０～１５６３８，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３８３５６～
３９０５０；银洞坡金矿床１４个硫化物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６９９０～
１７２１６，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４１９～１５６１２，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３８２５１～
３８８６１；银洞岭银多金属矿床 １３个硫化物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
１６７５３～１７２１６，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４１７～１５５２１，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
３８６８３～３８８６８；其他金银矿点５个硫化物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
１６９１２～１７１０９，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４３９～１５４６８，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

３８２９０～３８４９９（表１）。总体上，矿石铅同位素组成很稳定，
显示贫铀铅、富钍铅的特征。

歪头山组 １５个全岩样品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７０４７～
１８５３９，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３９～１５６１４，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３８０７～
３９４２６。二郎坪群大栗树组 ９个全岩样品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
１７３６０～１８７８９，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３６６～１５８２２４，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
＝３７８９４～３９０３５；张家大庄组４个全岩样品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

表１　桐柏围山城金银成矿带矿石矿物的铅同位素组成
Ｔａｂｌｅ１　Ｌｅａｄｉｓｏｔｏｐ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Ｗｅｉｓｈａｎｃｈｅｎｇｏｒｅｂｅｌｔ

样品号
测试

对象

２０６Ｐｂ
２０４Ｐｂ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４Ｐｂ

２０８Ｐｂ
２０４Ｐｂ

μ ω Ｔｈ
Ｕ

模式年

龄（Ｍａ）

破山银矿床

９９Ｈ５３ 方铅矿 １６９７０ １５４３２ ３８３５６ ９３６ ４５８２ ４７４ １０１０
９９Ｈ５４ 方铅矿 １６９８９ １５４６１ ３８４６４ ９４２ ４６５９ ４７９ １０２７
９９Ｈ５７ 方铅矿 １７０２６ １５５１６ ３８６４１ ９５３ ４７９０ ４８６ １０５７
９９Ｈ６１ 方铅矿 １７０２３ １５４７３ ３８４７９ ９４４ ４６５１ ４７７ １０１５
９９Ｈ６５ 方铅矿 １７０７２ １５５７９ ３８８５６ ９６６ ４９４５ ４９６ １０８９
９９Ｈ７３ 方铅矿 １７０７３ １５５８３ ３８８４５ ９６７ ４９４３ ４９５ １０９２
９９Ｈ７４ 黄铁矿 １７１２４ １５６３８ ３９０５０ ９７７ ５０８０ ５０３ １１１３
９９Ｈ７５ 方铅矿 １６９７０ １５４３０ ３８３５９ ９３６ ４５８０ ４７４ １００７
银洞坡金矿床

９９Ｈ０１ 黄铁矿 １７１５０ １５５７７９ ３８８０９０ ９６４ ４８４８ ４８７ １０３５
９９Ｈ０５ 方铅矿 １６９９０ １５４３５５ ３８４１９４ ９３６ ４６０１ ４７６ ９９９
９９Ｈ０６ 黄铁矿 １７０９７ １５４４５７ ３８３１８０ ９３６ ４４７３ ４６２ ９３５
９９Ｈ１０ 黄铁矿 １７０９５ １５４３９１ ３８２８６５ ９３５ ４４５０ ４６１ ９２９
９９Ｈ１１ 黄铁矿 １７１０１ １５４３５４ ３８２８００ ９３４ ４４３７ ４６０ ９２１
９９Ｈ１５ 黄铁矿 １７２１６ １５６１２０ ３８８６１０ ９６９ ４８６２ ４８５ １０２５
９９Ｈ２０ 黄铁矿 １７１０６ １５４７４２ ３８４２２０ ９４２ ４５５３ ４６８ ９５９
９９Ｈ２９ 黄铁矿 １７１５９ １５４６６０ ３８３６２０ ９３９ ４４６９ ４６０ ９１３
９９Ｈ３１ 黄铁矿 １７０６１ １５４１８６ ３８２５０５ ９３１ ４４３４ ４６１ ９３２
９９Ｈ３４ 黄铁矿 １７０７２ １５４４５２ ３８３５４７ ９３７ ４５１１ ４６６ ９５２
９９Ｈ３５ 黄铁矿 １７１３８ １５５０８９ ３８５５１０ ９４９ ４６３６ ４７３ ９７３
９９Ｈ３６ 黄铁矿 １７０６７ １５４４１８ ３８３５０３ ９３６ ４５０８ ４６６ ９５２
９９Ｈ３７ 黄铁矿 １７０４５ １５４２１４ ３８２９４１ ９３２ ４４７２ ４６４ ９４５
９９Ｈ４１ 黄铁矿 １７０５４ １５４２３２ ３８２８２０ ９３２ ４４６１ ４６３ ９４１
银洞岭银矿床

ＹＤＬ２ 黄铁矿 １６９５４４１５４８０８ ３８７７６２ ９４７ ４８７９ ４９８ １０７１
ＹＤＬ１０ 黄铁矿 １７００１２１５４６１３ ３８７０３６ ９４２ ４７７１ ４９０ １０１８
ＹＤＬ１３ 黄铁矿 １６９５７２１５４７２８ ３８７４６８ ９４５ ４８４９ ４９６ １０６０
ＹＤＬ２０ 黄铁矿 １６７５３９１５４１６６ ３８７１６７ ９３８ ４９４６ ５１０ １１４４
ＹＤＬ２７ 黄铁矿 １６９３８９１５４７２７ ３８７３５９ ９４６ ４８６１ ４９７ １０７４
ＹＤＬ４ 方铅矿 １６８０１６１５４５２２ ３８６９９８ ９４５ ４９４２ ５０６ １１４７
ＹＤＬ５ 方铅矿 １７２１６３１５５２１２ ３８８３９３ ９５０ ４７３０ ４８２ ９３０
ＹＤＬ１４ 方铅矿 １６７５２９１５４５２６ ３８６８３０ ９４６ ４９８１ ５０９ １１８２
ＹＤＬ１５ 方铅矿 １６７９３４１５４５９４ ３８７０６４ ９４６ ４９６３ ５０７ １１６０
ＹＤＬ２８ 方铅矿 １６８１０６１５４６５４ ３８７３８６ ９４８ ４９７５ ５０８ １１５６
ＬＤＰ２ 方铅矿 １６８２１６１５４７９１ ３８８１１８ ９５０ ５０２０ ５１１ １１６０
ＬＤＰ３ 方铅矿 １６８０１６１５４５２３ ３８７２０８ ９４５ ４９５４ ５０７ １１４８
ＧＣ６ 方铅矿 １６８４５３１５４９９７ ３８８６８０ ９５４ ５０５７ ５１３ １１６５
栾家冲银矿点

ＬＪＣ６ 硫化物 １６９４９４１５４４８３ ３８４５７０ ９４０ ４６７３ ４８１ １０４１
南小沟银矿点

ＮＸＧ１ 方铅矿 １６９１１６１５４５０８ ３８４９９０ ９４２ ４７３２ ４８６ １０７０
张庄金矿点

ＺＺ１ 黄铁矿 １７０８８８１５４３９１ ３８２８９８ ９３５ ４４５７ ４６１ ９３４
ＺＺ１ 方铅矿 １７１００３１５４５３３ ３８３３４３ ９３８ ４４８８ ４６３ ９４１
ＺＺ３ 黄铁矿 １７１０９０１５４６８０ ３８３９３０ ９４１ ４５２８ ４６６ ９５０

６４４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０９，２５（２）



１８１０５～１９２０４，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５１０～１５７４９，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
３７８０４～３９０４７；刘山岩组 １２个全岩样品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
１７８４８～１９１６６，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４５７～１５６３３，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
３７８１８～３９７３９。秦岭群 ５个全岩样品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
１７５４８～１９１３４，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４３０～１５６３３，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
３７９６６～３８５６４。信阳群８个全岩样品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８０１６
～１９４９０，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３１２～１５７４７，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３７４０８
～３９２７８。桐柏杂岩１１个全岩样品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７１３０～

１７４９９，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３３１～１５３９２，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３７４２０～
３８１８８。梁湾岩体 ４个全岩样品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７５５２～
１７８１２，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３６８～１５３９４，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３７８３７～
３８１６８；桃园岩体 ５个全岩样品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７５７６～
１９２５７，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４１５～１５６３８，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３８２５５～
３９８５６（表２）。其中，歪头山组地层的放射成因铀铅２０６Ｐｂ／
２０４Ｐｂ比值明显低于其他地层及岩体。

表２　桐柏地区主要地层、岩体的全岩铅同位素组成
Ｔａｂｌｅ２　Ｌｅａｄｉｓｏｔｏｐ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ａａｎｄｒｏｃｋ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Ｔｏｎｇｂａｉ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地层／岩体 样品号 测试对象 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 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 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 资料来源

歪头山组 Ｗ３１ 碳质片岩 １７１４１ １５４９９ ３８５７２ 本文

Ｗ３５ 绢云片岩 １７６２２ １５５１５ ３８５４２ 本文

Ｗ２１ 绢英片岩 １７３７３ １５５００ ３８４４１ 本文

Ｗ２５ 变粒岩 １７１１２ １５４９７ ３８５８２ 本文

Ｗ１１ 变粒岩 １８４０５ １５６１４ ３９４２６ 本文

Ｗ１３ 斜长角闪岩 １７９７６ １５５３９ ３８１２６ 本文

ＹＤＰ１ 绢云石英片岩 １７１１２ １５４４５ ３８２９５ 燕长海，２００４
ＹＤＰ２ 绢云石英片岩 １７０４７ １５３９４ ３８１１３ 燕长海，２００４
ＴＢ２６ 云母长英片岩 １８５３９ １５５３５ ３８６００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２７ 云母长英片岩 １７２８１ １５４７３ ３８４１７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２８ 云母长英微片岩 １８４３５ １５６０９ ３８５８６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２９ 云母长英片岩 １７１３９ １５４４７ ３８３９９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３０ 片岩 １７０８６ １５４０７ ３８１７９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３１ 云母长英变粒岩 １７２１０ １５４０４ ３８０７４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３２ 云母斜长角闪岩 １７３９８ １５４５２ ３８２４７ 李红梅，２００７

二郎坪群

大栗树组 ＤＬＳ２ 细碧岩 １８１３０ １５５６６ ３８３０９ 本文

ＤＬＳ３ 石英角斑岩 １８２４０ １５６５３ ３８４６５ 本文

ＤＬＳ４ 硅质岩 １８７６３ １５８２２ ３９０３５ 本文

ＴＢ２０ 退变斜长角闪岩 １７９７０ １５５０１ ３７９０１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２１ 云母长英变粒岩 １７９２６ １５４７０ ３８７７１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２４ 细粒花岗闪长岩 １７５７７ １５４１９ ３８１９６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２５ 云母长英变粒岩 １７３６０ １５３６６ ３７９０１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３３ 斜长角闪岩 １７７１７ １５４７８ ３７８９４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３４ 斜长角闪片岩 １８７８９ １５６３０ ３８２２０ 李红梅，２００７

张家大庄组 ＺＪ１ 变粒岩 １８３２７ １５７４８ ３８８５４ 本文

ＺＪ３ 绢云片岩 １８１０５ １５６５２ ３８５５０ 本文

ＴＢ３５ 角闪岩 １９２０４ １５６３２ ３７８０４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３６ 绿帘石角闪片岩 １８５５０ １５５１０ ３９０４７ 李红梅，２００７

刘山岩组 ＬＳＹ１５ 绢云钠长片岩 １８０５６ １５５７８ ３８３０９ 本文

ＬＳＹ１３ 细碧岩 １８０６１ １５６３３ ３８４２０ 本文

ＬＳＹ１２ 基性凝灰岩 １８０９８ １５５２７ ３８１９５ 本文

ＬＳＹ１０ 角斑岩 １８０６１ １５６２７ ３８４０１ 本文

ＤＨ８ 硅质岩 １７８４８ １５５１０ ３８０６１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０９ 斜长片岩 １９０６８ １５６２９ ３９６６１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１０ 黑云母片岩 １９１６６ １５５７７ ３９７３９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１１ 白云石英片岩 １８７２５ １５６００ ３８４２６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１２ 硅质千糜岩 １７９４７ １５４５７ ３７８１８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１３ 绿帘黑云斜长角闪岩 １８６４３ １５５２９ ３８６７５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３７ 云母斜长角闪岩 １８９００ １５５６７ ３８９１７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３９ 蚀变角闪岩 １８０８５ １５５１３ ３８０２１ 李红梅，２００７

秦岭群

７４４张静等：河南围山城金银成矿带铅同位素地球化学及矿床成因



续表２
ＣｏｎｔｉｎｏｕｅｄＴａｂｌｅ２

地层／岩体 样品号 测试对象 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 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 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 资料来源

ＴＢ１４ 花岗质糜棱岩 １７９４７ １５５０６ ３７９６６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１５ 透辉石大理岩 １７５４８ １５４３０ ３７９８９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１６ 花岗质麻粒岩 １９１３４ １５６３３ ３８２９２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１７ 石榴石花岗质麻粒岩 １８２６５ １５５６１ ３８５０６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１８ 绿帘石化斜长角闪岩 １８８６２ １５５９４ ３８５６４ 李红梅，２００７

信阳群

ＴＢ０４ 长英云母微片岩 １９４９０ １５６７９ ３８１６３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０５ 云母石英片岩 １９０６３ １５７４７ ３９１５７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０６ 云母长英微片岩 １８３０５ １５５２３ ３８１１６ 李红梅，２００７
ＴＢ０７ 绿帘石蚀变岩 １８３７７ １５５１１ ３８０５４ 李红梅，２００７

二云石英片岩 １８３１７ １５７０２ ３９０００ 谢巧勤等，１９９９
二云石英片岩 １８５５２ １５６３０ ３９２７８ 谢巧勤等，１９９９
斜长角闪片岩 １８３６９ １５３９９ ３７８５３ 谢巧勤等，１９９９
斜长角闪片岩 １８０１６ １５３１２ ３７４０８ 谢巧勤等，１９９９

桐柏杂岩

ＴＢ４ 花岗质片麻岩 １７２７７ １５３６５ ３７９１５ 张宏飞等，１９９９
ＴＢ５ 斜长角闪岩 １７３４３ １５３４４ ３７７２１ 张宏飞等，１９９９
ＴＢ９ 花岗片麻岩 １７４００ １５３７８ ３８０４３ 张宏飞等，２００２
ＴＢ１０ 花岗片麻岩 １７３１０ １５３７２ ３７７６０ 张宏飞等，２００２
２０３８ 花岗片麻岩 １７３３３ １５３８０ ３８１８８ 张宏飞等，２００２
２０４０ 花岗片麻岩 １７２３６ １５３３７ ３８０２９ 张宏飞等，２００２
２０５２ 花岗片麻岩 １７２４７ １５３８０ ３７４２０ 张宏飞等，２００２
ＴＢ１１ 斜长角闪岩 １７２５５ １５３９２ ３７５７５ 张宏飞等，２００２
ＴＢ１２ 斜长角闪岩 １７４９９ １５３７５ ３８０７５ 张宏飞等，２００２
２０４１ 斜长角闪岩 １７１３０ １５３３１ ３７５６８ 张宏飞等，２００２
２０５６ 斜长角闪岩 １７１７２ １５３８５ ３７９８７ 张宏飞等，２００２

梁湾岩体

ＬＷ１ 花岗岩 １７５５２ １５３６８ ３７８３７ 燕长海，２００４
ＬＷ２ 花岗岩 １７８１２ １５３６８ ３８１０３ 燕长海，２００４
ＬＷ３ 花岗岩 １７７６０ １５３９４ ３８１０７ 燕长海，２００４
ＴＢ２２ 花岗闪长岩 １７６５７ １５３７４ ３８１６８ 李红梅，２００７

桃园岩体

ＴＹ１ 斜长花岗岩 １９２５７ １５６３８ ３９９５６ 张宏飞等，１９９９
ＴＹ４ 斜长花岗岩 １８３７１ １５５２６ ３８７２０ 张宏飞等，１９９９
ＴＹ１ 花岗岩 １７５７６ １５４１５ ３８２５５ 燕长海，２００４
ＴＹ３ 花岗岩 １９０８９ １５５３２ ３９８５６ 燕长海，２００４
ＴＢ２３ 细粒花岗岩 １８６６６ １５５１４ ３９２３１ 李红梅，２００７

３　讨论

３１　成矿物质及流体来源

矿带内矿石硫化物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和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变化

范围都很窄，按单阶段演化模式计算的 μ值也较一致，为

９３１～９７７。在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投影图（图２）上，矿

石样品基本呈线性分布，总体为单阶段演化的正常铅，表明

铅源的铀钍铅体系没有发生分离或没有受到其它铀钍铅

体系的强烈混染，可以用正常铅计算其模式年龄。采用

ＨｏｌｍｅｓＨｏｕｔｅｒｍａｎｓ法算得的模式年龄为９１３～１１８２Ｍａ，与歪

头山组形成于晚元古代的认识（胡受奚等，１９８８；陈衍景和富
士谷，１９９２）相吻合。

同时，硫化物的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较大，变化范围较宽，表
现出钍放射成因２０８Ｐｂ相对富集；计算的 ω值介于 ４４３４～
５０８０，明显高于正常铅 ω值（３５５５±０５９），显示铅源的物
质成熟度较高。矿石硫化物的 Ｔｈ／Ｕ介于４６０～５１３，表明
相对富集钍铅，这一特征与化学沉积岩、花岗岩、深变质岩的

差别较大，而与浅变质岩的铅同位素组成（朱炳泉，１９９８）相
似。歪头山组地层恰好为一套浅变质岩（绢云片岩、变粒岩

等），且Ｔｈ／Ｕ比值为２１９～１１７２（表３），集中在３～８，指示
了矿带的铅源很可能就是歪头山组地层。

为进一步确定围山城金银矿床矿石的铅源区的构造环

８４４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０９，２５（２）



图２　围山城矿带的铅同位素构造模式图
图Ａ、Ｂ中实线圈闭现今歪头山组地层和桃园、梁湾岩体的铅同位素范围，虚线圈闭１５０Ｍａ时歪头山组地层的铅同位素范围；图Ｃ、Ｄ中实线

圈闭现今秦岭群和二郎坪群地层的铅同位素范围，虚线圈闭１５０Ｍａ时二郎坪群地层的铅同位素范围；图Ｅ、Ｆ中实线圈闭现今信阳群地层和

桐柏杂岩的铅同位素范围。确定实线圈闭范围的数据来自表２，确定虚线圈闭范围的数据来自表３（本文数据）或据表２、表３估算（他人数

据）

Ｆｉｇ．２　Ｐｌｏｔｓｏｆｌｅａｄ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ｒａｔｉｏｓｆｏｒｔｈｅＷｅｉｓｈａｎｃｈｅｎｇＡｕＡｇｏｒｅｂｅｌｔ

境，查明成矿物质来自何种地质构造单元，作者将研究区矿

体及有关地质体的铅同位素共同投图，可以发现：（１）在
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关系图（图２Ａ，Ｂ）上，矿石铅投影点跨
度较大，表明铅来自时代较老的铀钍铅体系，这就排除了桃

园、梁湾岩体等年轻地质体提供主要成矿物质的可能，表明

矿带的铅应来自歪头山组、二郎坪群、秦岭群或信阳群等古

老地层。（２）虽然矿床产于北秦岭构造带，但矿石铅与北秦
岭的秦岭群、二郎坪群等地层的铅同位素组成仍有较明显差

别（图２Ｃ，Ｄ）：现今二郎坪群以及秦岭群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
高于矿石的对应值，由于成矿后矿石铅中没有放射成因铅的

再积累，而二郎坪群地层仍有放射成因铅积累，从这一点看，

似乎矿石铅可以来自于二郎坪群地层。然而从根据样品Ｕ、

９４４张静等：河南围山城金银成矿带铅同位素地球化学及矿床成因



表３　桐柏地区主要地层的Ｕ、Ｔｈ、Ｐｂ含量及计算的初始Ｐｂ同位素比值（ｔ＝１５０Ｍａ）
Ｔａｂｌｅ３　Ｕ，Ｔｈ，Ｐｂｍａｓｓ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ａｉｎＴｏｎｇｂａｉａｒｅａ（ｔ＝１５０Ｍａ）

样号（１） ｔＭａ
Ｕ

（×１０－６）

Ｔｈ

（×１０－６）

Ｐｂ

（×１０－６）
Ｔｈ
Ｕ

２３８Ｕ
２０４Ｐｂ

２３２Ｔｈ
２０４Ｐｂ

２０６Ｐｂ
２０４( )Ｐｂｔ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４( )Ｐｂｔ

２０８Ｐｂ
２０４( )Ｐｂｔ

Ｗ３１ １５０ １２９ ４４７ ４４９ ３４７ １９３ ６７３ １７０９５ １５４９６ ３８５２２
Ｗ３５ １５０ ３４１ ７４８ ２７８ ２１９ ８２２ １８１８ １７４２８ １５５０５ ３８４０７
Ｗ２１ １５０ ３０３ １１０ １７１ ３６３ １１９ ４３３ １７３４５ １５４９９ ３８４０８
Ｗ２５ １５０ １８１ ６８７ ６７５ ３８０ １８０ ６８７ １７０７０ １５４９５ ３８５３１
Ｗ１３ １５０ ００６ ０２６ １７９ ４３３ ２１８ ９７１ １７９２５ １５５３６ ３８０５４
ＤＬＳ２ １５０ ０１２ ０４５ ２４１ ３７５ ３３９ １２４７ １８０５１ １５５６２ ３８２１６
ＤＬＳ３ １５０ １０８ ６３７ ２９７ ５９０ ２４３ １４５１ １８１８３ １５６５０ ３８３５７
ＤＬＳ４ １５０ １９０ ４２６ ２０９ ２２４ ６１２ １３８０ １８６１９ １５８１５ ３８９３３
ＺＪ１ １５０ １１６ ９０２ ６７５ ７７８ １１５ ９０３ １８３００ １５７４７ ３８７８６
ＺＪ３ １５０ ０４７ ５５１ １５３ １１７２ ２０５ ２４３０ １８０５６ １５６４９ ３８３６９
ＬＳＹ１０ １５０ １０３ ４７８ ３９８ ４６４ ０１７ ０８１ １８０５７ １５６２７ ３８３９５
ＬＳＹ１２ １５０ ０９２ ２１２ １６０ ２３０ ３８７ ８９７ １８００７ １５５２３ ３８１２８
ＬＳＹ１３ １５０ １９７ １０２ ２０４５ ５１８ ００７ ０３４ １８０６０ １５６３３ ３８４１７
ＬＳＹ１５ １５０ ０８４ ７２１ ７７３ ８５８ ０７３ ６３１ １８０３９ １５５７７ ３８２６２

　　注：（１）各样品的岩性见表２；（２）ｔ＝１５０Ｍａ；全岩样品的Ｕ、Ｔｈ和Ｐｂ含量由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岩石圈演化国家重点实验

室测试，采用 ＦＩＮＮＩＧＡＮＭＡＴ公司制造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ＩＣＰＭＳ），标样为花岗岩 ＧＳＲ１；安山岩 ＧＳＲ２；玄武岩 ＧＳＲ３。

（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ｔ、（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ｔ和（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ｔ为ｔ＝１５０Ｍａ时的Ｐｂ同位素比值，由测定的全岩 Ｐｂ同位素比值和根据 Ｕ、Ｔｈ、Ｐｂ含量

计算得到的２３８Ｕ／２０４Ｐｂ值和２３２Ｔｈ／２０４Ｐｂ值获得

Ｔｈ含量计算获得的１５０Ｍａ前二郎坪群铅同位素组成范围来
看（图２Ｃ，Ｄ中虚线区间），其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依然高于矿带
中者，表明在１５０Ｍａ之前矿带成矿流体开始发育之时，二郎
坪群地层无法提供如此低的２０６Ｐｂ。因此，可以推断北秦岭的
秦岭群、二郎坪群也很难作为矿石铅的主要来源。（３）南秦
岭信阳群、桐柏杂岩的铅同位素组成与围山城矿带的矿石铅

同位素组成差异显著（图２Ｅ，Ｆ），表明矿石铅很难来自这些
岩石地层单位。（４）排除了其他地质体为矿带提供成矿物质
及铅源的可能性之后，歪头山组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图２
（Ａ，Ｂ）也清晰的显示，围山城矿带内众多金银多金属矿床的
矿石铅同位素组成与歪头山组地层非常接近；歪头山组地层

现在的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与矿床相当或者略高，
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明显高于各矿床，而且矿石的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
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几乎完全落在１５０Ｍａ前歪头山
组地层的对应比值范围内。考虑到矿石硫化物在成矿后没

有新增放射成因铅，而歪头山组岩石仍在持续积累放射成因

铅，其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理应与矿石硫
化物相当或略高。因此，歪头山组地层应是围山城矿带内矿

石铅最可能的源区，是该矿带成矿物质的最佳源区。

３２　成矿机制和过程

前文对铅同位素的深入分析已经为成矿物质的来源提

供了比较确定的结论，即围山城矿带的成矿物质来自于歪头

山组地层。而流体包裹体的岩相学、热力学和成分研究（杨

艳，２００８）以及碳、氢、氧、硫同位素研究（张静等，２００８）证实
成矿流体与歪头山组地层的变质分泌水密切相关，在热液成

矿的晚阶段大气降水不断加入流体系统中。既然成矿物质

和成矿流体均与歪头山组地层密切相关，那么是什么机制驱

动歪头山组地层变质脱水形成成矿流体、并使之不断萃取围

岩中的成矿物质、与围岩发生物质组分和同位素等的交换？

这就需要分析其成矿时代与大地构造背景。

目前，关于秦岭陆内碰撞造山的时间，主要有两种意见，

有的认为秦岭大别苏鲁造山带在２００Ｍａ前的晚三叠世已
经结束碰撞造山过程、属于拉张环境（卢欣祥等，１９９９；Ｓｕ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有的则认为秦岭造山带在晚三
叠世属于强烈的挤压环境（李春昱等，１９７８；许志琴等，１９８６；
陈衍景和富士谷，１９９２；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６；Ｚｈ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李继亮等，１９９９；陈衍景等，２００３）。前者的认识主要是基于
岩石学研究，而考虑到沉积学、大地构造、地球物理等其他多

学科的证据，如：（１）沿勉略缝合带发育三叠纪蛇绿岩套，其
北发育岛弧型火山岩建造（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６），表明洋盆最
终闭合不应早于三叠纪；（２）秦岭造山带的陆内俯冲、变形
（许志琴等，１９８６；胡受奚等，１９８８）和前陆复理石的冲断（李
继亮等，１９９９）主要发生在三叠纪及其以后；（３）２４５～２１１Ｍａ
的印支期碰撞型花岗岩（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６）的出现和以
１４５Ｍａ为峰值的燕山期碰撞型花岗岩的大量发育（陈衍景和
富士谷，１９９２），证明大规模的造山带硅铝化始于三叠纪；（４）
中新生代沉积演化研究表明，秦岭造山带在侏罗纪达到隆升

高峰，白垩纪开始出现断陷红盆地（陈衍景和富士谷，１９９２）；
（５）古地磁研究揭示三叠纪之前扬子与华北属于两个彼此
独立的陆块，白垩纪中期以后二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基本未

变，而 ＴＫ２期间发生强烈的地壳缩短、陆块旋转等（Ｚｈｕｅｔ

０５４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０９，２５（２）



图３　围山城矿带成矿构造模式图
Ｆｉｇ．３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ＷｅｉｓｈａｎｃｈｅｎｇＡｕＡｇｏｒｅｂｅｌｔ

ａｌ，１９９８）；（６）按照碰撞造山带ＰＴｔ演化轨迹，碰撞造山作
用减压增温阶段是同碰撞成岩、成矿和流体作用最强烈的阶

段，而秦岭地区最强烈的成岩成矿事件发生在侏罗纪与白垩

纪之交（陈衍景等，２００３），表明晚三叠世应为碰撞造山过程
的初期阶段；等。本文认为秦岭桐柏地区的全面陆陆碰撞
始于三叠纪、在侏罗纪达到隆升高潮、早白垩世为伸展高峰、

晚白垩世结束，１５０～１００Ｍａ之间为挤压向伸展转变期。
已有的ＫＡｒ和 ＡｒＡｒ年代学数据（详见张静等，２００８）

显示围山城矿带主要形成于１４０～１００Ｍａ之间，属于中生代
燕山期。因此，围山城矿带的成矿作用与秦岭桐柏造山带
的碰撞造山作用必定有着密切的时间、空间联系，确切地说，

成矿作用发生在陆陆碰撞造山带从碰撞挤压向伸展转变的

时期，与东秦岭燕山期大规模成矿的时间 Ｊ２Ｋ１接近。即：矿
带应形成于东秦岭燕山期大规模成矿的大地构造背景下。

综上，结合研究区的构造背景，分析围山城矿带的成矿

过程如下（图３）：歪头山组作为晚元古代的地质单元，本身
富含碳质和成矿元素。在侏罗纪晚期（约１５５～１４５Ｍａ），南
秦岭的相关构造单元沿商丹断裂向北 Ａ型俯冲到北秦岭之
下，导致北秦岭的秦岭群、二郎坪群等不同构造单元的拆离

和向南逆掩推覆，形成一系列板片呈薄皮或厚皮方式堆叠，

使得造山带隆升。部分南秦岭信阳群龟山组地层、北秦岭秦

岭群的部分岩石构成俯冲带内的混杂岩带。在造山带隆升

的过程中，俯冲壳楔（秦岭群等）的岩石由于梯度增温增压的

影响而不稳定，依熔点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发生活化或熔

融，首先产生变质流体，流体向上迁移并活化、萃取歪头山组

地层内的成矿元素，流体运移至歪头山组中上部沿高碳质地

层发育的河前庄背斜或者层间滑脱带时聚积、卸载成矿物质

而成矿。此过程中，矿石硫化物完全继承了歪头山组的硫铅

等同位素特征，尤其是低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比值、较高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比
值的铅同位素特征，而早阶段的流体主要显示深部物质变质

脱水的特征。在燕山中晚期，由于挤压体制向伸展体制的转

变，早期的各种断裂构造抬升到较浅的构造层次，为大气降

水的深部循环提供了通道。成矿热液也开始由早阶段变质

热液为主演化为中阶段变质热液与大气降水形成的混合热

液。由于深度变浅，趋向体系开放，改变了体系的物理化学

条件，破坏原来的化学平衡造成成矿元素大量沉淀，形成矿

体。同时，在破山银矿形成位置的北侧，南秦岭俯冲物质的

进一步变质、熔融，形成了梁湾岩体，即梁湾岩体来自于Ａ型
俯冲的南秦岭基底物质的部分熔融，这已得到同位素等多方

面的证实（张宏飞等，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３３　矿床类型

成矿机制的分析已表明围山城成矿带形成于中生代造

山过程，且与造山变质脱水作用密切相关，这暗示了矿床属

于“造山型”矿床，并为厘定其矿床成因类型提供了重要约

束。进一步对比造山型矿床的特征（详见 Ｋｅｒｒｉｃｈ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陈衍景，２００６；及其引文），发现围山城成矿带具有如下
典型的与造山型矿床相似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１）围山城
矿带的成矿作用发生在秦岭陆陆碰撞造山的高峰期之后、从

碰撞挤压向伸展转变的时期；即成矿系统的发育时间略晚于

造山时间；（２）矿带地质特征研究表明，硅化与矿化关系密
切，分布最广泛且强烈，多以渗透方式交代围岩，使围岩中二

氧化硅含量增加，成分、结构、构造发生改变，变成致密块状

的蚀变岩（详见张静等，２００８），甚至使矿体与围岩呈渐变关
系，少量表现为裂隙充填的石英脉；（３）围山城金银成矿带的
成矿流体属于低盐度（＜１０％ ＮａＣｌｅｑｖ）、富 ＣＯ２（４～

１５４张静等：河南围山城金银成矿带铅同位素地球化学及矿床成因



１５ｍｏｌ％）的流体系统。基于上述，可以确定该矿带属于造山
型成矿带。

同时，该矿带早已被公认为典型的层控金银成矿带（陈

衍景和富士谷，１９９２；吴冲龙等，１９９４；楚柏林等，２０００；等），
其依据主要有：（１）矿体定位受歪头山组地层和河前庄背斜
构造的双重控制，矿体为层状、似层状、鞍状、透镜状等，矿石

以蚀变岩型为主；（２）歪头山组各岩性段中 Ａｕ、Ａｇ、Ｐｂ、Ｚｎ、
Ｃｕ等微量元素普遍高于地壳丰度，与矿区内其他地质体相
比，Ａｕ、Ａｇ、Ｐｂ、Ｚｎ高出数倍至数十倍，为矿床形成提供了必
要的矿质来源；（３）碳硫铅同位素则指示成矿物质主要来
自歪头山组地层；氢氧碳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揭示早、中阶
段的成矿流体主要为变质水，晚阶段成矿流体系统趋向开

放，加入大量大气降水。

根据成矿系统理论，在一定的时空域中，控制矿床形成

和保存的全部地质要素和成矿作用动力过程，以及所形成的

矿床系列、异常系列构成了“成矿系统”这一具有成矿功能的

整体，它的基本要素有：①成矿物质，②成矿流体，③成矿能
量，④成矿流体的输运通道，⑤矿石堆积场地（翟裕生等，
１９９９）。由此可知，在造山环境下由造山型成矿流体将金／银
等成矿物质运移并堆积在断裂构造中，即为断裂控制的脉状

造山型金／银矿床；如果造山型成矿流体将金／银等成矿物质
运移并堆积在其它类型的储矿空间，如有利的岩性层位，应

该可以形成层控造山型金／银矿床。而围山城矿带的源于变
质水的、低盐度、富ＣＯ２的造山型成矿流体能将金／银等成矿
物质运移并堆积在歪头山组这一特定的岩性层位中成矿，这

主要得益于地层中碳质的作用，即碳质地层相当于一个隔挡

层，使得从下部来的流体及其携带的成矿物质不再向上运

移，而顺碳质层运移、聚集，从而滞留在碳质层间；同时，晚阶

段大气降水参与作用的流体（可能也会携带部分有用物质）

向下运移到此处时，也会因为碳质层的隔挡作用而在此

滞留。

综上所述，可以判断围山城成矿带属于层控造山型金银

成矿系统，其中的银洞坡、破山矿床属于层控造山型金、银矿

床的典型代表。

４　结论

（１）围山城金银成矿带包括破山特大型银矿、银洞坡大
型金矿、银洞岭大型银多金属矿床及一些矿点，所有矿床赋

存于上元古界歪头山组地层中，并具有层控特征。

（２）矿带中矿石铅同位素组成为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６７５３～
１７２１６，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４１７～１５６３８，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３８２５１～
３９０５０，与歪头山组地层的铅同位素组成一致，与桐柏地区
的其他地层、岩体差别较大，证明成矿物质来自于赋矿的歪

头山组地层。

（３）围山城成矿带应属于典型的层控造山型金银成矿系
统，它形成于中生代扬子与华北板块的陆陆碰撞造山过程，

碰撞造山期间的下插板片变质脱水诱发了矿带内流体成矿

系统的发育，强烈的流体岩石相互作用使歪头山组内的成
矿物质被萃取、迁移、聚集到碳质绢云片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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