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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澜沧江中北段
铜(金)多金属成矿特征

胡　斌,戴塔根,谢力华
(中南工业大学地质系,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 　在重新分析前人资料的基础上,结合野外工作,对滇西澜沧江中北段铜 (金)多金属矿成

矿特征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评价, 结果表明:该区具有大中型矿床的成矿远景及找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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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澜沧江中北段位于保山东部云龙西南部,处于兰坪-思茅、保山、昌宁-孟连三个微板

块的交汇地带, 澜沧江构造带、崇山变质带、崇山西断裂带纵贯该区, 区内地质条件复杂,岩浆

活动、构造、变质作用十分强烈, 矿床集中, 在该区不大的范围内已发现云龙锡矿、中和铁矿、核

桃坪铅锌矿、大雪山铜镍矿等中小型矿床及许多铜矿点。在重新分析前人资料的基础上,笔者

在区内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踏勘与矿点检查,对有望矿点深入进行了矿产地质工作。本文只将前

段野外工作(主要是该区铜金成矿特征)作初步的分析评价与总结,希望能对该区深入开展矿

产地质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1　本区成矿条件分析

在本区不大的范围内,矿床集中、成矿条件好, 是一个找矿前景好,易于开发的成矿区带,

其主要成矿条件如下:

( 1)处于保山陆架裂陷与崇山变质地体的接合部位,因而该区是兰坪-思茅、保山、昌宁-孟

连三个微板块的汇聚部位。

( 2)崇山西断裂可能是一条深断裂, 沿断裂分布大量基性岩体和中酸性侵入体, 该区构造

复杂,对成矿有利。

　　( 3)岩浆活动强烈, 首先是发育基性岩带, 沿带已发现数十个基性岩体,岩性以橄榄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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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辉石岩、辉绿岩为主,岩体规模较小,已发现与其有关的铜镍矿床;其次是中酸性岩体,以二

长花岗岩为主,铂矿与其有关。除侵入体外,该带还有上石炭统火山岩系(卧牛寺组玄武岩) ,该

区岩浆岩显然是成矿的重要条件。

( 4)热流值高且蚀变普遍发育,该区沿一定构造部位都发育矽卡岩化、硅化、碳酸盐化等蚀

变,并伴有一定的矿化,这表明该区热液流体十分发育,也是该区矿化信息丰富的重要原因。

( 5)该区地层以古生界为主,其中寒武系—奥陶系是滇西重要的含矿层位,其次泥盆系和

石炭系对成矿也有利。

2.　本区成矿特征分析

在重新分析前人资料的基础上, 结合野外实地考察, 该区铜金多金属矿的分布存在明显的

规律性:不同类型的矿床大致平行澜沧江断裂呈近南北向分带展布, 从东往西划分出如下矿

带。

2. 1　含铜(金)菱铁石英脉型矿带

该带多分布于澜沧江东岸, 围岩为侏罗- 白垩系变质砂页岩, 属中低温热液脉状矿床。矿

脉小而富,矿物以辉铜矿为主, 次为斑铜矿、黄铜矿、黄铁矿、脉石矿物普遍含菱铁矿, 次为石

英、镜铁矿。值得指出的是,本次工作发现该类矿床普遍含金,品位 w ( Au) 0. 4×10
- 6
～9. 2×

10
- 6

,是找寻金矿的重要线索,但本带无大中型铜矿远景。

2. 2　变质砂岩铜矿带

原为侏罗—白垩系沉积砂岩铜矿,经变质改造而成。含矿岩石为云母石英片岩,矿物以黄

铜矿、斑铜矿、黄铁矿为主, 脉石为石英,矿体呈层状,与围岩的层理(片理)大致协调。该类矿点

在澜沧江两岸分布很广,但矿体小,走向及倾向延伸均不稳定,零星分散。例如雪山河一带,在

1 000多米范围内,曾 7次测到该类型铜矿化,但无一稳定延伸形成矿床。因此本带亦无大中型

铜矿远景。

2. 3　含铜电气石石英脉型矿带

分布于澜沧江主断层带附近,矿体呈脉状, 矿脉受平行于片(层)理的剪切带构造控制, 矿

物成分较复杂, 主要为黄铜矿、斑铜矿、辉铜矿及黄铁矿等,脉石矿物有石英、电气石、云母, 属

高温热液脉状矿床。铜品位较富, w ( Cu)一般大于2%～5%,高者达 15% ,不含金,矿脉规模较

大,一般宽大于 1～2 m, 长大于200～300 m ,延深大而稳定。其中铁门沟铜矿矿脉受剪切带控

制,有一条脉宽大于 5 m,走向已控制 500多米, 延伸大于 200 m ,铜品位 w ( Cu) 2%～5%, 该

区至少有 3条以上的矿脉, 储量大于 3～5万 t。由于剪切带构造常成带出现,因此铁门沟铜矿

有中型铜矿床远景。

2. 4　金矿带

分布于澜沧江主断层附近,已发现功果金矿及油房河、黄皮场等金矿(化)点,含矿岩石为

黄铁矿硫化物脉穿插的变质石英(砂)岩层, 有的形成块状黄铁矿, 矿化似有一定的层位,因此

不是简单的脉状金矿, 含金品位 w ( Au)一般 2×10
- 6
～10×10

- 6
,但本带金矿的规模及远景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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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

2. 5　与元古代古火山岩有关的铜(铁)矿带

分布于崇山(道人山)西坡, 含矿岩系为元古界崇山群川塘组-田房组的变质中酸性火山岩

建造及碳酸盐建造。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含铜磁铁矿(如中和、松坡等) ,另一种是变质火山岩型

铜矿(如昌里)。昌里铜矿延长约 500 m, 厚2 m ,品位w ( Cu) 4%～15%, 可达小型铜矿规模,含

铜磁铁矿以前只注意铁矿勘查, 是否存在铜矿床值得进一步研究。

2. 6　矽卡岩型锌、铅、铜多金属矿带

分布于核桃坪背斜核部(图 1) , 已发现核桃坪矿床,岔河、茅竹棚、岩峰头等矿点,以及黑

泥凹、观音寺、豹子圈等多个矿化点, 实际上在核桃坪背斜核部,均分布有大小不一的多金属矿

化及小矿脉, 含矿地层主要为上寒武统核桃坪组,特别是其上段灰岩。该区有基性、超基性岩体

及上石炭统基性火山岩系。矿化与强弱不一的矽卡岩脉长达 1 km,宽大于 30 m, 有的矽卡岩

化形成蚀变体。矿物以闪锌矿为主,其次为方铅矿、黄铜矿、黄铁矿等,脉石有矽卡岩矿物、石

英、方解石等, 全区以锌为主, 伴生铜、铅、银, 一般品位锌 w ( Zn)大于 5%～10% , 富者大于

30%, 铜 w ( Cu) 0. 2%～0. 5%, 局部以铜为主, 铅 w ( Pb) 3%～10% ,含银高,银品位 w ( Ag)达

300×10- 6～4 000×10- 6。矿体大小不一,呈不规则脉状,产于矽卡岩与灰岩的接触带或分散

于蚀变岩体中。个别矿体估算储量 Zn+ Pb 大于 10 000 t , Cu 约 2 000 t , Ag30～50 t。该区矿

化受背斜构造控制,并有分带趋势: 背斜核部中心为蚀变岩型铜矿,往外为矽卡岩型锌、铅、铜

矿,再往外为弱矽卡岩化锌、铅、铜矿。核桃坪区是否有形成大中型铜多金属(银)矿床远景,存

在如下三大关键问题。

( 1)矽卡岩化是否由零星的小型超基性岩体引起,深部是否存在隐伏的中酸性岩体。

( 2)脉状矽卡岩是否只是含矿气液沿裂隙交代的产物,深部是否存在主接触带的连续矽卡

岩体及大型矿体。

( 3)矿化分带是否成立,背斜核部中心区及深部是否存在大型铜矿。

2. 7　超基性岩铜-镍矿带

分布在漕涧河断裂以西,出露数十个超基性岩体,大致分为东西两带,每带有数个岩群,此

外尚有少数孤立岩体, 岩性有橄榄辉石岩、辉长岩、辉绿岩等, 西带更偏超基性。岩体围岩以石

炭-泥盆系地层为主,只有少数侵入于寒武、奥陶、志留系地层中。岩体形状有层状、似层状体,

但多数为扁豆体,其长轴与地层走向协调,而与断裂无关,因此判断岩体群是火山- 次火山岩

受构造挤压改造的透镜体群,华里西期该区有三次基性- 超基性岩浆活动:第一次中泥盆世火

山- 次火山岩;第二次早石炭世火山- 次火山岩;第三次晚石炭世火山岩(卧牛寺组玄武岩) ,

其他地层中为小侵入体。

前人曾勘探过大雪山铜-镍矿床,认为属晚期岩浆贯入型硫化铜-镍矿床,近年来民采发现

一些新的铜-镍矿, 但规模都比较小。该区超基性岩具有一定的找矿前景,但其远景取决于其下

两个因素:

( 1)小岩体的产状及相互关系,小型超基性岩体能否形成较大矿床。

( 2)除贯入脉状富矿体外,是否存在浸染状矿体及融离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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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核桃坪背斜及成矿示意剖面图( 1: 10万)

F ig . 1　Sketch section showing or e locations w it h r espect t o Hetaoping anticline

∈1
3h. 上寒武统核桃坪组下段砂页岩　∈1

3l . 上寒武统柳水组上段砂页岩　∈2
3h. 上寒武统核桃坪组上段灰岩

O 2. 中奥陶统砂岩夹薄层页岩　S 1. 下志留统砂岩

3.　结论

澜沦江中北段除上述铜、金、铅、锌多金属矿及铜镍矿外, 还有锡矿、铁矿,是一个矿化密度

大,成矿信息极为丰富的地区,根据其成矿条件和成矿特征分析,作者认为,滇西澜沧江中北段

具有大中型矿床的成矿背景及找矿条件,且在本区的找矿过程中应着重分析以下找矿标志:

( 1)赋矿层的组合类型、发育特点及其展布特征。

( 2)矿液的运移、聚集与成矿分析,包括运移通道研究、流体势研究、地球化学障研究、成矿

蚀变研究等。

( 3)矿体本身的层位分布、空间展布特征研究。

( 4)澜沧江深大断裂带具有高的热流值,可以促进成矿物质的活化迁移以及成矿热液的形

成,还有可能从深部带来成矿物质, 其所生成的次生断裂、裂隙等构造低压带应是有利容矿空

间。

( 5)零星的小型超基性岩体以及矽卡岩化研究, 寻找深部隐伏的中酸性岩体。

( 6)矿化分带研究,确定背斜核部中心区及深部是否存在大型铜矿体。

通过以上研究, 指出本区成矿特征, 不仅对本区进一步的找矿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推

动滇西澜沧江中北段各项地质矿产工作亦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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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METAL METALLOGENETIC FEATURES

COPPER ( GOLD) AT THE MIDDLE NORTHERN PART

OF LANCANG RIVER IN WESTERN YUNNAN

HU Bin, DAI Ta-gen, XIE Li-hua
( Dep ar tment of G eology ,Central South Univ 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 sha 410083, C 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reanalysing pr ev ious results of other people and field studies, the

authors have discussed elem entarily m etallo genet ic features of copper ( g old) polymetal ore

belt at the m iddle no rthern part of Lancang River in western Yunna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 metal logenet ic condit ions to fo rm lar ge and m iddle- sized deposits in this region.

Key words :　polym etal ores; m etallog enet ic features; larg e and m iddle- sized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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