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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广西大瑶山西侧铜铅锌多金属成矿带位于南岭多金属成矿带西段,处在广西三级构造

单元来宾凹陷和大瑶山隆起的结合部位, 大瑶山背斜西翼。区内地层岩性组合较复杂, 断裂构造

发育, 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学异常显示突出,蚀变及矿化较强。该区赋矿地层、岩性、构造、岩浆岩、

同位素、包裹体的特征表明, 铜铅锌矿床的成因类型为中- 低温沉积-热卤水改造型, 属于/ 层控矿

床0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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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瑶山西侧铜铅锌多金属成矿带位于广西中部

偏东,北起鹿寨县寨沙, 南至武宣县通挽, 南北长约

140 km,是广西重要的铅锌多金属成矿带之一。

从上世纪 50年代开始, 地勘单位、矿山及科研

院校在本区开展大量的地质普查和研究工作。发现

和评价了 80 余处矿床(点) , 2001 年发现的盘龙大

型铅锌矿床和古立、朋村等中型铅锌矿床是近年来

广西铅锌矿找矿工作的突破。

本文在综合分析、系统总结归纳前人研究成果

基础上,重点对本区铅锌多金属矿的控矿因素、矿床

成因进行探讨。

1  矿带地质概述

大瑶山西侧矿带属南岭多金属成矿带西段, 处

于来宾凹陷和大瑶山隆起的结合部位, 大瑶山背斜

的西翼。矿带北起鹿寨县寨沙,南至武宣县通挽,全

长约 140 km, 呈/ S0形展布(图 1)。

矿带东侧出露寒武系浅海相砂页岩; 泥盆统角

度不整合于寒武系之上, 主要为泥盆系泥灰岩、灰

岩、白云岩及泥岩,并夹有砂岩,代表滨海或开阔台

地的近岸浅水沉积环境。岩浆活动微弱,仅在东北

部有加里东- 燕山期花岗岩体, 矿带内局部有煌斑

岩脉和基性岩脉。矿带为一单斜, 由北向南岩层走

向呈 NNE 向y SN 向 yNE 向变化, 主要发育有加

里东期复式褶皱、印支- 华力西期的三里向斜、印支

期的六仁向斜;南、北两端有次级褶皱, 断裂构造以

NE向和近 SN 向为主,次为 NW 向和近 EW 向;其

中 NE向的凭祥 ) 大黎及近 SN 向的永福 ) 东乡区

域深大断裂贯穿本区, 旁侧伴生的一系列 NE 向及

近 SN 向次级断裂控制着本区铅锌、铜、重晶石等矿

产的分布。本区的 NW 向断裂多切割 NE 向及近

SN 向断裂。矿床的围岩蚀变有白云石化、重晶石化

和硅化;中部有热水村热泉, 其沉淀物为含 Ba 高

( 3%)的硅质石灰岩。

含矿岩石主要是下泥盆统的白云岩, 白云岩夹

灰岩, 岩石中 Pb, Zn, Cu 元素的平均丰度分别为

121 @ 10- 6 , 101 @ 10- 6和 7. 3 @ 10- 6 , 可作为本区重

要的矿源岩。

矿带北段(象州以北)以重晶石和铜矿化为主,

南段则以铅锌矿、黄铁矿化为主。



成矿元素自北向南显示水平分带: Cu, Ba( Pb)

yCu, Pb, Zn y Pb, Zn y FeS2。某些矿床可见垂直
分带,从上向下为:重晶石 y褐铁矿(黄铁矿) y铅锌

矿y黄铁矿。赋矿地层为下泥盆统上伦白云岩和中

泥盆统东岗岭组白云岩。矿体多呈脉状、透镜状和

似层状。矿化普遍, 矿床矿点较多。重晶石矿床、铅

锌矿床主要为中、小型, 铜矿床以小型和矿点为主,

黄铁矿石可单独圈出矿体。矿石多为贫矿, w ( Pb+

Zn) = 1. 21%~ 3. 35% , w ( Cu) < 1%者居多。矿带

南段似层状矿体较多, 品位较高、厚度较大,伴生的

Ag, Cd和黄铁矿可综合利用, Hg 的品位也较高,规

模较大。

铅锌矿的矿石矿物成分简单,金属矿物为黄铁

矿、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脉石矿物为白云石、方

解石、石英、重晶石。矿石具自形- 半自形- 他形晶

粒结构、显微晶- 微晶结构、草莓结构、胶状结构;星

点状、斑点状、浸染状、细脉状、条带状、层纹状、同心

环带状、交代生物等构造。某些结构、构造显示出沉

积成矿的特征。

区内现已发现铜铅锌等矿床(点) 84处, 其中大

型矿床 2处、中型矿床 7处、小型 19处。

区内铅锌多金属矿集中分布于隆起边缘的朋

村、盘龙等地区。矿床类型有沉积- 热卤水改造型、

破碎带蚀变岩型,其中以沉积- 热卤水改造型为主,

朋村、盘龙等中大型矿床均属此种类型。

铜铅锌矿床由北往南可分为 3个成矿亚带: ¹

桐木 ) 寺村成矿亚带,包括桐木铜铅矿田、寺村含铜
铅锌重晶石矿田; º 新造 ) 乐梅成矿亚带,包括水村

铜铅锌矿田、乐梅铅锌矿田、新造 ) 风门坳铅锌矿

田; » 波吉 ) 司律成矿亚带,包括朋村 ) 盘龙铅锌黄

铁矿田及波吉、司律铅锌黄铁矿点。各成矿亚带总

体呈近 SN 或 NE 走向,与区域构造线相吻合。

2  控矿因素

大瑶山西侧铜铅锌多金属矿床的分布明显受地

层、岩性和构造等因素的控制。主要的控矿因素有:

2. 1  地层层位

区内的铜铅锌多金属矿床具明显的层控特征。

( 1)铜铅锌多金属矿床集中分布在泥盆系中,发

现矿床(点)共 84处,其中探明储量的大、中、小型铅

锌矿床 18处。

( 2)铅锌矿赋矿层位有下泥盆统上伦白云岩、官

图 1  广西大瑶山西侧铜铅锌多金属成矿带地质略图

F ig . 1 Sketch of Cu, Pb, Zn polymetal or e belt

in the west of Dayao shan mountain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

桥白云岩、大乐组、四排组,中泥盆统东岗岭组; 其中

下泥盆统上伦白云岩、官桥白云岩为本区主要层位,

现已发现的大中型铅锌矿床均产于以上两个层位中:

¹上伦白云岩中已发现矿床盘龙、鸡冠岭等矿床

(点) ; º 官桥白云岩已发现朋村、古立、风门坳等矿
床。

( 3)泥盆系赋矿层位具有由南往北呈由老变新的

变化特点: ¹ 桐木 ) 寺村成矿亚带的含矿层位较高,
为官桥白云岩、大乐组、四排组和东岗岭组; º新造 )

乐梅成矿亚带的含矿层位有上伦白云岩、官桥白云

岩、大乐组和东岗岭组; »波吉 ) 司律成矿亚带的含
矿层位较低,为上伦白云岩、官桥白云岩和二塘组。

广西运动后,海侵开始,形成碎屑岩向碳酸盐岩

过渡的相变带, 该相变带也是地球化学环境的转换

带,这种氧化环境向还原环境的变化有利于硫化物

的沉淀,从而形成碳酸盐岩底部控矿的现象。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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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侵的推进,碎屑岩与碳酸盐岩过渡层位逐步向上

推移。

2. 2  岩性

成矿带内主要赋矿岩石为白云岩、灰岩和碎屑

岩;含矿岩石组合主要有泥灰岩- 泥晶白云岩组合、

生物屑灰岩- 生物屑白云岩组合, 其次为泥岩- 灰

岩组合、粉砂岩- 砂岩组合。

( 1)白云岩为铅锌矿主要的含矿岩性,占赋矿岩

石的 78%,成矿带内有工业价值的铅锌矿床均赋存

于下泥盆统和中泥盆统的白云岩中; 岩石组合是以

白云岩为主的泥灰岩- 泥晶白云岩组合,生物屑灰

岩- 生物屑白云岩组合。铅锌的富集程度多与白云

岩的厚度呈正相关, 在白云岩最厚的地段常是矿体

最富的地段。

( 2)灰岩、泥质灰岩夹泥岩组合为铜和重晶石的

主要赋矿岩石, 铅锌矿仅占其岩石组合的 15%; 碎

屑岩主要为铜的赋矿岩石,铅锌矿仅出现少量的矿

化点,大多未构成工业矿体。

2. 3  构造
研究区内有 2条深大断裂, 即桐木 ) 永福深断

裂带和凭祥 ) 大黎深断裂。

( 1)桐木 ) 永福深断裂带: 呈 NNE 走向, 为桂

中台陷与台隆的次级构造单元分界线, 对岩相、沉积

建造控制明显。断裂带北段对雪峰期基性- 超基性

岩活动具有控制作用, 中段和南段控制成矿带的岩

相分布;象州桐木一带的断裂旁侧有多处铜铅锌多

金属矿产出。

( 2)凭祥 ) 大黎深断裂:呈 N E向穿过大瑶山隆

起成矿带,断裂对岩浆活动具有控制作用,沿断裂有

中酸性岩体分布; 铅锌矿化成群分布在断裂带旁侧

的层间破碎带中。

加里东运动构成了 NNE 向的复式褶皱, 为不

对称紧密褶皱, 局部为同斜倒转褶皱,向 NW倾斜。

华力西期的走滑断层和同沉积断裂对盆地进行

改造,形成了基底堑- 垒交替的构造格局。NE 向通

挽 ) 东乡挤压断裂带控制了成矿带南段的矿床矿化
分布,形成盘龙、古立、朋村等铅锌矿床; NNE向的桐

木断裂带以及派生的 NW向妙皇、热水断裂构成/ Y0

字型断裂,控制了成矿带中- 北段的沉积岩相和岩性

变化,形成花鱼岭、风沿、石山等铅锌铜矿床。

燕山- 印支期, 新生的 NNE 向褶皱和断裂对

先存的构造进行叠加改造,造成矿化的再富集或对

矿体的破坏。

2. 4  岩相古地理

岩相古地理对铅锌的预富集起着控制作用, 为

矿床的形成提供物质来源,储存场所和封闭条件。

( 1)滨岸碎屑岩相:在含矿岩系的底部和低洼处

形成局部的弱氧化还原界面,造成成矿物质的停积,

形成小型矿点和矿化。如金秀县三渡河铜矿点, 矿

化位于潮间带的砂坪相含泥石英砂岩中。

( 2)碳酸盐台地相: 是成矿带最主要的控矿相

带。早泥盆世晚期以后出现沟台分割特征, 古地理

环境复杂, 形成多处地球化学障带, 造成成矿元素的

聚集。铜、铅、锌及重晶石矿主要分布在该相区。在

开阔台地中的矿床皆处在沉积相变化带。或处在碎

屑岩向碳酸盐岩过渡地段海侵岩系的底部(如武宣

朋村、古立铅锌黄铁矿) ,或处于开阔台地向滨岸潮

下带过渡地段的台凹内(如象州县桐木、七建铜矿、

那马铜矿等)。矿层赋存于白云岩- 生物碎屑灰岩

组合中。

( 3)生物礁(滩)相区内:中泥盆世晚期至晚泥盆

世早期均有生物礁发育,礁体隆起成为障壁, 出现泻

湖环境。矿质成分在泻湖中初始富集, Pb, Zn, Fe, S

等形成矿胚层。

2. 5  岩浆活动
热是成矿的主要动力机制之一,在岩浆热动力

作用下,受热地下水循环速度加快, 增强溶液活动能

力,有利于围岩中的成矿物质活化转移到成矿热流

体中; 同时岩将活动形成的热能场驱使围岩成矿物

质的活化、运移和分配。研究区内仅见小面积岩浆

岩出露,但据航磁推测,象州地区有寺村隐伏花岗岩

体,长 8 km,宽 3 km, 埋深 1. 3 km; 武宣地区有古

寨、九贺、东乡 3 处隐伏花岗岩体: 古寨岩体长 7. 5

km ,宽 5. 5 km;九贺岩体长 4 km, 宽 3. 3 km ;东乡

岩体长 14 km ,宽 3~ 7 km,埋深 1~ 1. 5 km。隐伏

岩体与成矿带的展布方向一致, 已发现矿床(点)在

空间上与隐伏花岗岩体有一定联系, 说明岩浆活动

对区内铅锌矿的成矿具有影响。

岩浆活动对成矿的另一作用是提供部分成矿物

质和热流体。有资料表明, 本区部分的硫来自深源

的岩浆作用。

3  矿床成因

3. 1  成矿物质来源
3. 1. 1  稳定同位素

( 1)硫同位素。¹ 重晶石的硫同位素( 28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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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4 S) = + 11. 77 @ 10- 3~ + 30. 09 @ 10- 3 ) , 相当于

海水硫酸盐 D(
34
S)的分布范围,说明重晶石中硫来

源单一,主要与地层中封存的与沉积物同时沉积的

海水有关; º 硫化物 D( 34 S) = - 21. 0 @ 10- 3 ~ +

10. 43 @ 10- 3 (表 1) ,塔式效应不明显, 分散性大, 说

明硫的来源具有多样性; » 不同硫化物的 D(
34
S)的

极值离差也有所不同,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即闪锌

矿< 方铅矿< 黄铁矿。

表 1 武宣 ) 象州成矿带矿石硫同位素组成

Table 1  S isotopic composition

矿床(点) 样数
D( 34S) / 10- 3

范围 均值

乐梅矿床 9 - 12. 99~ 5. 19 - 8. 83

朋村矿床 17 - 7. 10~ 3. 60 - 1. 06

古立矿床 11 - 21. 0~ 9. 81 - 2. 32

象州白石山矿点 2 0. 23~ 1. 86 1. 03

九崖矿床 5 - 13. 3~ 0. 4 - 6. 48

江城矿床 1 - 7. 7 - 7. 7

盘龙矿床 13 - 6. 11~ 10. 23 4. 18

水村矿床 4 - 3. 34~ - 0. 47 - 2. 05

花鱼岭矿床 8 - 10. 77~ - 10. 43 - 1. 22

风沿矿床 2 - 15. 12~ - 7. 98 - 11. 55

石山矿床 3 - 7. 44~ 0. 23 - 2. 80

古富矿床 2 - 11. 20~ 12. 20 11. 70

邓来矿点 3 4. 66~ 8. 74 7. 33

司律矿点 2 4. 24~ 4. 40 - 8. 16

合计 76 - 21. 99~ 12. 20

 资料来源:乐梅和朋村据张锦泉等( 1990) ,其他矿床(点)据张振贤

等( 1988)和胡明安等( 2003)。

  上述分析可知, 矿床中的硫有多种来源: 形成重

晶石的硫均来自沉积期的海水硫酸盐, 而且方铅矿、

闪锌矿及黄铁矿中的部分硫亦来自海水硫酸盐, 显

示以重硫34 S为主 D( 34S)为正值。黄铁矿、闪锌矿及

方铅矿中的部分硫来自生物成因的硫,其中轻硫32 S

占主导地位,其 D( 34S)值为负值。黄铁矿、闪锌矿及

方铅矿等硫化物的部分硫来自深源岩浆, 其 D(
34
S)

值接近 0值,与陨石硫相近。

相比之下, 闪锌矿中硫来源相对稳定,而黄铁矿

中的硫来源最为复杂, 方铅矿介于二者之间。这可

能与黄铁矿的生成期与生成阶段有关。黄铁矿为多

世代产物,它可以在同生沉积阶段形成,也可以在成

岩期产生,还可以在成岩期后的热卤水改造期形成。

综上所述硫以地层硫为主要来源, 部分硫来自

深源的岩浆作用。

( 2)铅同位素。方铅矿铅同位素206 Pb/ 204 Pb 为

17. 966 ~ 18. 784, 主区段为 18. 141 ~ 18. 494;

207 Pb/ 204Pb为15. 371~ 15. 826, 主区段为 15. 674~

15. 826;
208
Pb/

204
Pb为 37. 777~ 39. 045, 主区段为

38. 305~ 38. 980。总体表明矿石铅同位素各比值分

布范围较窄,变化较小,相对稳定、均一, 具有单阶段

铅演化的特点。多数矿床(矿点)为正常铅,个别显

示异常铅。

在图 2 的207 Pb/ 204 Pb- 206 Pb/ 204 Pb 图中, 除个

别样品数据偏离 0值线外,其他数据点均沿正常演

化曲线附近分布, 具有线性特征; 在
208
Pb/

204
Pb -

206
Pb/

204
Pb坐标图上, 大多数数据点都位于上地壳

铅平均演化曲线( L= 9. 73)附近分布。

图 2 大瑶山西侧铜锌矿床铅同位素坐标图

(据张振贤等, 1988)

Fig. 2 P lot show ing genesis o f Pb isot opes

图 3  铅锌矿床的同位素三角图

(据张振贤等, 1998)

F ig . 3  T riangular diag ram o f isotopes fo r Pb, Zn depo sits

在铅同位素组成三角图上 (图 3) , 除六峰山和

寺村两矿床(点)各有 1个标本分别位于钍铅、铀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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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之外,其余均落在正常铅演化曲线附近。

利用多伊( Doe)的最新计算参数, 按单阶段演

化的霍姆斯- 豪特曼斯法计算 5 值年龄, 在测试的

14件标本中有 13件可以计算 5 年龄。其中 9个标

本的模式年龄为 329~ 378 M a, 与大瑶山西侧铅锌

矿赋矿的下泥盆统上伦组白云岩的时代相当, 说明

矿床中的铅大部分来自地层; 有 3 件标本为 429~

452 M a, 属前泥盆纪,反映有部分铅来自下伏的基

底地层;有 1件标本的模式年龄为 202 M a, 显示这

部分铅来自印支晚期后生成矿阶段成矿热液带来的

叠加改造。

源区特征值有如下规律: L值变化范围为 9. 055

~ 9. 911, 但大部分接近 9. 7, X值变化范围为32. 480

~ 40. 889,大部分为 39~ 40; K 值变化范围为3. 337

~ 4. 423, 大部分为 4。因此, 大瑶山西侧多数铅锌

矿床(点)具有高 L值、高 X值和高 K 值正常铅的特

点,铅主要来源于上部地壳,即源于赋矿地层泥盆系

以及基底岩系, 小部分铅来自后生热液。

综上,铅稳定同位素组成比较稳定、变化小, 以

正常铅为主。模式年龄为 329~ 452 M a, 与容矿地

层及基底岩系时代接近,显示矿石铅大部分来自于

围岩,个别由印支末期的叠加改造带来。

( 3)碳氧同位素。风沿铅锌矿的脉石(白云岩)

D( 13 CPDB) = - 2. 73 @ 10- 3 , 属现代正常海相碳酸盐

岩( D(
13
C) = - 5 @ 10- 3 ~ + 5 @ 10- 3 )范围; 可能是

地下热卤水萃取围岩的碳所致; D( 18O PDB ) = - 12. 27

@ 10- 3 , D( 18O SMOW ) = 16. 87 @ 10- 3 , 反映了层控矿

床与大气降水热液成矿有关, D(
13
C)同样受到控矿

围岩的制约。

3. 1. 2  矿物包裹体

据张桭贤等资料,重晶石中包裹体较多。多为

液相包体( 80%以上) ; 室温下未见液相 CO2 包体。

包体呈浑圆状、四边形、管状、短柱状及不规则状,其

大小以5~ 10 Lm 为主,少量达 25 Lm。均一温度平

均值分别为: 重晶石 213 e , 石英 206 e , 白云石

154 e (未作压力校正)。
包裹体爆裂法测温: 闪锌矿为 257~ 300 e , 黄

铁矿为 353 e 。

3. 1. 3  微量元素
闪锌矿中 In低, Ga/ In< 1,属低温闪锌矿;黄铁

矿中 Co/ N i< 1, S/ Se> 9 @ 105 , 具沉积型黄铁矿特
征;方铅矿中富 Ag 和 Sb, 贫 Bi, Sb/ Bi> 100, 具层

控特点。

3. 2  水源

北部重晶石矿床流体属高盐度 K+ , Na+-SO2-4

型卤水,南部铅锌矿床属 Na+ , Ga2+-Cl- 型或 Na+ ,

Ga
2+
-HCO

-
3 , Cl

-
型卤水, 盐度 w ( NaCl ) = 8. 2% ~

14. 4% , pH= 6. 4~ 8. 5,即为中性/弱碱性溶液硫化

物和硫酸盐的沉淀。

根据氢、氧同位素组成特征(表 2) , D( D) = - 24

@ 10- 3 ~ - 56 @ 10- 3 , D( 18 O) = - 1. 6 @ 10- 3 ~

- 9. 7 @ 10- 3 ,在 D( D) - D( 18O)坐标图上投点落于

大气降水线上或附近, 且出现 D(
18
O)的迁移。这些

表明含矿溶液为雨水经深循环形成的含矿热卤水。

表 2 铅锌矿床矿物流体包裹体氢、氧

同位素组成特征(据文献[ 5] )

T able 2  H, O iso topic composition of fluid inclusion

from minerals o f Pb-Zn deposits

矿床名称 样数(个) 矿物 D( DSMOW ) / 10- 3 D( 18O SMOW ) / 10- 3

乐梅
1

1

闪锌矿

重晶石

- 39

- 56

- 1. 6

- 8. 3

古立 1 重晶石 - 24 - 1. 78

江城 1 重晶石 - 34 - 6. 83

盘龙 1 重晶石 - 40 - 6. 72

花鱼岭 1 重晶石 - 44 - 9. 75

3. 3  热源

大瑶山西侧的铅锌矿床主要赋存于下泥盆统,

其埋藏深度为 4~ 6 km, 按桂中合山煤田现代地温

增温率( 4. 35 e / 100 m) ,换算得增温值为 181. 2~

271. 8 e 。而铅锌矿床成矿温度(矿物流体包裹体均
一温度)为 135~ 197 e ,重晶石矿床为 256~ 263 e ,

地温增值与矿床成矿温度大体相近。

据航磁推测,沿大瑶山西侧铜铅锌多金属成矿

带有寺村、古寨、九贺、东乡等隐伏花岗岩体, 埋深 1

~ 1. 5 km, 其展布方向与成矿带一致, 已发现的矿

床(点)在空间上与隐伏花岗岩体有一定的联系, 表

明岩浆活动对区内铅锌矿的成矿提供了热源。

3. 4  成矿温度

据测温资料成矿温度为 100~ 300 e 。绘制成

矿带的等温值线图(图 4)以北部潘村、龙保、寺村 3

个大、中型矿床(成矿温度为 258~ 263 e )为中心,
呈明显的环带状分布特点,围绕其分布的北段及两

侧的铜、铅锌矿床(点)成矿温度为 181~ 230 e , 南

部铅锌矿床(点)的成矿温度为 135~ 197 e ; 盘龙铅

锌矿床的成矿温度(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为 150. 4

~ 245. 1 e ,属中- 低温成矿环境。

3. 5  矿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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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成矿温度等值线图

(据张振贤资料修改)

F ig . 4  Isoline o f the o re- fo rming temperatur e

本区铜铅锌多金属矿成矿物质来源以地层为主

要来源, 部分来自深源的岩浆作用; 含矿溶液为雨

水经地下深循环形成的含矿热卤水; 热源主要源自

地热增温和隐伏花岗岩体;北段铜、铅锌矿床(点)成

矿温度为 181~ 230 e ,南段铅锌矿床(点)成矿温度

为 150. 4~ 245. 1 e ,矿床为中- 低温沉积- 热卤水

改造型铅锌矿。

3. 6  成矿时代

本区铜铅锌多金属矿的主要赋矿层位为下泥盆

统上伦白云岩和官桥白云岩, 多数矿床的矿石铅同

位素年龄值为 329~ 452 M a,与赋矿地层时代一致,

即矿胚层形成于早泥盆世。矿床主形成于华力西

期,个别矿床的矿石铅同位素年龄值为 202 M a, 相

当于印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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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CONTROL FACTORS AND GENESIS OF DEPOSITS IN

Cu, Pb, Zn POLYMETAL ORE BELT INWEST OF DAYAOSHAN

MOUNTAIN, GUANGXI AUTONOMOUS REGION
LUO Yong-en

( Guangx i Geop hy sical Exp lo ration I nstitute, Liuzhou 545005, Guangx i, China)

Abstract:  Cu, Pb, Zn polymetal ore belt in w est of Dayao shan mountain, Guangx i A utonomous Region

is situated in w est part of N anling polymetal or e belt , on the w est limb of Dayaoshan mountain ant icline

w here tectonic unit III Laibin depression and Dayaoshan mountain uplif t in Guangx i A utonomous Region

joint tog ether. Her e litholo gy is complex and fault developed, alteration and mineralizat ion st ronger and

geophy sical and geochemical anomalies outstanding . Characterist ics o f the o re host st ratum , litholo gy,

tectonics, magmat ic rock, isotope composit ion and f luid inclusion data show that Cu, Pb, Zn po lymetal

depo sit s in the area are the medium-low hydrothermal sedimentary-hot br ine rew o rked st ratobound o re de-

posits.

Key Words:  Cu, Pb, Zn polymetal ore belt; ore-control factor; genesis of the ore depo sit ; Guangx i Au-
tonom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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