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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滇 南 某 夕 卡 岩 型 铜 多 金 属 矿 床 的 成 矿

控 制 因 素 及 找 矿 方 向 的 认识

云银地质勘探队五分队地质组

一
、

矿田地质概况
、 、

本矿田位于矿区一级褶皱一一五子山复

式背斜西南倾没端
,

与老 矿 田同受矿区二

级褶皱老卡背料控制 图
。

矿 田北以老熊

雨断层与老 又 矿 田分界
,

南至大苍山一带
,

西至 义 大断层
,

东至龙头寨
,

面积达数十

平方公里
。

矿 田因受东西向断层分割
,

以及

矿 化特征的不同可分为卡新
、

鸡心脑
、

龙树

脚三个矿段
。

花岗岩接触带之夕卡岩型多金

属矿床集中分布于卡新矿段若干地区的两平

方公里范围内 见图
。

现将该矿段的地质

概况叙述如下
。

地层 本矿段除第四系坡积 残 积 层

外
, 均为中三迭统个旧组下部地层

。

自上而

下可分为卜 一
、 、

熟
,

策涣粤中厚至厚层状灰岩
,

局部

含泥质 、 白云质
,

厚度为 米 ,

全 灰色勺中厚层状灰岩
、

白云质灰

别州扒嗽

一 丽一

科 , 矿段构造纲要图

由苏祝新同志执笔
。

岩
、·

白云岩互层 ,,’局豁含泥质
·

部弓全见矿化

厚度为 米

全 深灰 色含炭质
、

硅质灰岩
,

灰黄

色含泥质拜岩与灰色灰岩之互层
,

按 化 石

层可分为两个亚层
,

总厚度为 米
。

该层为层间似层状夕卡岩铜 矿及条带状锡矿

床的主要赋存层位

畏 灰色薄至中厚层状灰岩
、

白云质

灰岩
、

灰质白云岩之互层
,

可分为上
、

中
、

下三个互层带
,

厚度为 米
。

该层为层

间似层状锡
、

铜矿床赋存的主要层位
。

深灰色中厚层至薄层 状 致密灰

岩
,

下部含泥质
、

硅质
,

厚度大于 。米
。

该

层为接触带矿床赋存的主要层位
。

构造 卡新弧形背斜为老卡背斜上之

次级褶皱
,

属矿区三级构造
。

该背斜受北俪
老熊碉断层及南侧仙人碉断层控制

,

呈近南
北

、

北北东
、

北东至正东方向延仲
,

似一向

西北方向突出的弧形
。

此背斜为矿段控制性

褶皱
,

卡新花岗
·

岩株即侵入于弧形 背 斜 轴

部
。

岩株轴迹与背斜轴大体一致
。

弧形背斜

之翼部尚有
,

一系列之小向斜
、

小背斜及挠曲

带
。

仙人碉断层 及老熊碉断层分别位于卡新

弧形背斜之南北两端
,

属矿区二级张扭性断

裂
,

走向近东西
,

倾向南
,

倾角
。 。

断层走
向延长约 公里

,

水 平 断 距

米
,

垂直断距 。一 米
,

此二断层为卡拚
岩株之成矿前控制性断层

,

后期局部有复活

现象
。

两断层间尚有一系列次级断层
。

火成岩 矿 田内主要见有花岗岩和辉

绿岩
。

花岗岩为矿 田之成矿母岩
,

受卡新弧



田 岩林八 一 刀袂创圈圈
, 创

形背斜及老熊酮
、

仙人碉断层拄制
,

生岩株

状侵入于背斜轴部 图
。

夕卡岩型铜多金

属矿床多产于接触带
,

少部分形成层间铜锡

矿床
。

构成岩体主体的为中细粒黑云母花岗

岩
、

斑状含斑状细
一

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
、

细

粒等拉自岗岩及含斑状自岗岩
,

以及分布于

岩体边缘的细品岩脉
、

斜 长 岩 脉
、

正长岩

脉
、

伟晶岩脉等 共共同的特 次是 暗色矿

物含盆少
, 过饱和

、

偏 碱性
。

辉绿岩为一浅成基性岩床 ‘见图
,

大

致沿 中上部层间侵入
。

岩 石 由 橄榄

石
、

含钦普通辉石
、

斜长石等组成
, 呈暗绿

色致密块状
。

岩 床 厚 度变化在 米之

间
。

在卡新矿段因受花岗岩及后期热液叠加

而弧烈变质为由金云母
、

阳起石和斜长石
,

或钠长石
、

金云母组成的变辉绿岩
。

部 ” 为主的接触带夕卡岩型铜多金属矿床的

玲寺征
。

卡新岩株之所 以形成这种特殊的 “ 岩舌

状
、

岩枝状
、

蘑菇状超覆 ” 和 “ 凹部 ” 的表

面形态
,

其地质控制因素可以大致归纳为如

下四 个方面 一变 变辉绿 岩 岩 床
、

二互

炭互层带
、

三泥 全泥质灰岩
、

四断 成矿前断层
。

一变 变辉绿岩岩月沙 在 岩 浆 作 用

中
,

同化作用的程度不仅依赖于岩浆本身的

物理化学特性
,

而且也依赖于在仗入体形成

时的构造情况及围岩的物理化学性质
。

当侵

入体大致沿着老卡
二

背斜轴部向上流动时
,

背

斜轴部压力减轻
,

顶板岩石破碎
。

挥发物的

上升 ,
由于各种岩石物理化学性质的差异

,

直接影响到花岗岩对围岩的同化程度和岩体
的产状变化

。

钙镁质的碳酸盐炎宕石
,

较铝

硅质的辉绿岩活泼
,

裂隙度较高
,

渗透性也

较强
。

因此
,

在同化作用过程中
,

辉绿岩岩

床上下盘的灰岩地层
,

司化作用强度大
,

形

成以变辉绿岩岩床为核心的凹部 图
。

二
、

花岗岩岩株形态特征
、

控制

因素及其与成矿的关系 巴

本矿区东部几个矿田的花岗岩岩株突起

往往受上砚构造形态
、

尤其是褶皱构造形态

之控制
。

围绕这些突起的金属矿化作用相当

集中
,

这种现象在卡新矿段极为明显
。

与其

他几个矿田相比
,

卡新岩株的待点是 岩体

共有环带状构造
,

岩体的边缘及岩舌
、

岩株

多为细粒白岗岩及细 晶岩类
,

在中心逐渐过

渡为含斑状
、

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

在表面形

态上呈一 似蘑菇状 ” 突起
,

见图
。

这一

形态特征就决定了以 “ 岩舌下
、

岩 枝 下 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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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由变辉绿岩岩床控制的花岗岩形态
,

不
论在平面还是剖面上都凹向岩体

,

形成一个

半封闭状的构造
。

凸入岩体的大理岩被花岗

岩包围
。

在岩体侵入和冷却的过程中
, 有多

种方向的挤压和剪切力造成裂隙 , 同时
,

上

覆花岗岩岩舌和中部的变辉绿岩岩床又起着

隔挡作用
,

从而有利于矿液的交代沉淀
,

成

为犷床赋存的良好空间
,

形成凹部中的大而

富的多金属矿床
。

在岩体凹部变辉绿岩岩床

之下
、

正接触带之上的大理岩空间
,

由于上

有岩床遮挡
,

成为矿液和挥发物聚集的良好

场所
。

这些部位中矿液及挥发物不易向上逸
一

散和流动
,

往往形成比较集中的夕卡岩硫化

矿床及以萤石
、

石英
、

金云母和绿柱石为主

体的钨彼等的气成矿床
。

矿液虽多在岩体凹部聚集
,

但与变辉绿

岩并没有多少成因上的联系
。

在变辉绿岩与
花岗岩的直接接触部位以友变辉绿岩本身

,

尚未发现具工业价值的矿床 , 普遍的是硫化
物呈稀疏的细脉阳散点状浸染

。

有的矿床在

空间分布上似乎与变辉绿岩一致
,

但与其说

与变辉绿岩有关
,

不如说与夕卡岩和大理岩
、

有关
。

因为矿液的交代沉淀总是沿着变辉绿

岩岩床与大理岩接触之夕卡岩带
, 和变辉绿

岩中大理岩条带状夹石之接触面 上进行的 ,

形成似层状
、

条带状工业矿床
。

二互 专互层带 如果我们把从

受中上 部的变辉绿岩岩 床 到 全泥

质灰岩以下约厚 米的 羞地 层当作一

个
“ 互层带 ” 的话

,

似乎花岗岩 “ 岩舌
、

岩

枝
” ,

阳 “ 凹部带 ” 矿床都集中地分布在这个

区间 , 而很少有例外 图
。

因为这一套

由辉绿岩
、

灰岩
、

白云质灰岩
、

灰质白云岩

组成的 “ 互层 ” 在构造和侵入作用中
,

较之

其上的中厚层状泥质灰岩和其下的厚层状灰
不 同 碳 酸 盐 类

享享‘ 一 二中 圣彭二
,,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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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层带 控们的岩体凹哪形亡 尽 ·甘 创西

岩地层易于产生层间破碎和剥离
,

花岗岩往
往沿着层间虚弱 带 贯 入

,

形成 “ 岩舌 ” 和
“ 岩枝 ” ,

而岩株的顶部是含矿溶液的聚集
’

部位
,

又置 “ 互层带 ” 中
。

在灰岩与白云质
‘

灰岩
、

白云岩交互的地段
,

则白云质灰岩更

利于交代
,

因为它具有较高的孔隙度 见下

表
。

所以 “ 互层带 ” 有利于成矿
,

正是各

种有利地质条件有机配合的结果
。

三泥 受泥质灰岩 浅黄褐色的

泥质灰岩属柔性岩石
,

由于其化学 活 泼 性

差
,

致密
,

加之岩浆同化作用 的逐渐减弱 ,

因此 , 贾的泥质灰岩地层就成为岩浆向

上流动的遮挡层
,

构成岩株的顶盖 图
。

在其与下伏地层的界面上往往有花岗岩呈岩

枝状贯入
。

四断 成矿前断层 成矿前断层对花

岗岩形态的控制
,

从总的来看 ,

是由二级和

三级断层大致控制了卡新岩株的分布
。

从局

部来看
,

岩株边缘的断层往往限制了花岗岩

向侧冀的发展
,

在小范围内造成花岗岩的急

剧下降
,

有时形成陡倾的幅度不大的 “ 波状

岩 石 的 孔 隙 度

止丝
一

⋯
一翌竺一一

⋯止翌竺
一一一

一里竺竺一一 一竺型里一一 一竺坚竺品一
一型 一‘上一一二竺 二一 止止几一

一

、
,

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

平平 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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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旨旨旨 欺更习习
一一一 二

图 泥质灰岩控制的岩雄凹部形 旅

图例同图

凹部 ” 图 仑
。

综上所述 , 本矿田内卡新矿段的 “ 蘑菇

状 ’ 或 “ 复蘑菇状 ” 岩株的表面形态
,

是受

了上述四种因素有机配合的控制
。

一般受变

娜绿岩岩床与断层的控制
,

形成 “ 平卧式 ”

或 “倒贯式 ” 的短岩舌及厚者泛状 的凹部

受互层及泥贡灰岩的控制
,

形成 “ 平卧式 ”

或 “顺层式 ” 的长岩舌及薄岩舌
、

岩枝状的

凹部
。

岩浆期后的含矿热液在有利的地质环

境及物理化学条件下
,

进行选择性的交代沉

淀
,

形成铜
、

呜
、

锡冤多金属工业 犷床
。

这

些 口床的赋存部位
,

大致 可分为

赋存于岩材顶却与泥质灰宕
、

白云质

灰岩平缓接触带上的似层状
、

透 镜 状 矿体

见图
。

赋存于长岩舌下盘接触带的似层状及

层间的薄矿体 见图
。

赋存于岩舌
、

岩枝状 超 覆 的 “ 凹部

带 ” 中的厚大透镜体状
、

囊状矿体 见图
。

赋存于 “ 凹部带 ” 之凹底正接触带上

的透镜状矿体 见图
、

图
。

赋存于花岗岩与断层接触处 的 破 碎

带充填交代的脉状
、

囊状矿体 见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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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断层控制的岩体凹郎形念

一
’

西段
,

图沙祠图 〕

三
、

找矿方向的初步探讨

这里主要说的是鹰坪地区
。

该 区位于老

熊碉断层两侧的鹰岩
、

白岩
、

坪岩等矿化地

段
,

地质上处于卡新弧形背斜与老林背斜
、

卡新址体与宅林 体 连接部位
。

据两个岩

体的接触带
、

凹部带征床成矿拄制因素的分

析
,

该区同样具备 “一变
、

二互
、

三泥
、

四

断 ” 的有利条件 图
,

是有望 的 找 矿

区
。

在岩株的西北翼
,

由于受成矿前断层



云南冶金地质战线开展斑岩铜矿工作取得可喜成就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

去年以来
,

去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全体职工认真贯彻中

央一系列指示精神
,

学理论
、

抓路线
、

深入

开展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
,

进

一步调动了广大干部
、

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社

会主义积极性
,

以铁
、

铜为主 的找矿工作也

有了新的发展
。

斑岩铜矿找矿评价工作进展

较快
,

力量由一个队增加到五个队
,

工作点

由一个地区扩大到四个地区
,

初步形成了群

众性找斑岩铜矿的热潮
。

在这一年当中
,

我

们先后踏勘了 多个岩体
,

检查了 多个

物化探异常
,

发现了不少找斑岩铜矿的好线

索
,

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

正是由于各级党委的重视
,

面上踏勘
,

点上的异常检查和各方面的综合研究
,

有了

新的进展
,

新区也有新的发现
。

可 以说
,

找

斑岩铜矿的局面已初步打开
。

通过实践
,

我们认为普查找矿工作对象

之间有这样的相互关系
,

即岩体是基础 , 构

造是条件
,

蚀变是现象
, 矿化是本质

。

在评

价时
,

要综合考虑这几个方面
。

在研究规律

时
‘

,

也要紧紧抓住对岩体
、

构造
、

蚀变
、

犷

化的深入调查
。

从全省范围来看 , 云南的构造体系型式

多种多样
,

有的具有长期活动的特点
, 促成

各种构造型式之间复杂的复合关系
。

由于构

造体系的形成和活动
,

伴随大量岩浆岩侵入

和火山岩喷发
,

为内生矿产的形成与富集提

供了有利的条件
。

特别是 世界性大 构 造 带

—青藏滇缅印尼歹字型构造
,

从云南西部

通过
,

波及范围很广
。

就板块与斑岩铜矿成因

模式而言
,

欧亚一印度一级板块地缝合线穿

过我省西邻的缅甸
,

云南正处于地缝合线东

仰冲板块的一侧
。

从大地构造观点来划分
,

云南有地台 ,

也有地槽
。

这两大单 元 的 存
在

,

尤其是优地槽的存在 , 无疑扩大了找斑

岩铜矿的可能性
。

就岩体而言
,

中酸性侵入岩分布面积占

全省近三分之一
,

在本省西部
、

南部成群成

片出现
。

岩性从钙碱性正常系刊到碱性系列

都有
, 以前者为主 , 喷出岩包括前震旦纪到

喜山期各期都有
, 以海西

、

印支期的中酸性

火山岩为主
。

含铜铂的斑岩体
,

岩石种类较

多
, 包括花岗斑岩

、

闪长斑岩
、

二长斑岩
、

花岗闪长斑岩
、

花岗二长斑岩
、

正长斑岩
,

以及安山岩
、

凝灰岩
、

火山角砾岩等
。

的控制
,

岩体变陡
。

在由陡变缓的部位可能

有凹盆式的正接触带矿床
,

并与老林岩体西

北翼凹部带矿床相连接
。

在岩株的东南翼
,

由于受互层和变辉

绿岩岩床的控制
,

位于断层南侧 的凹部向北

东方向倾伏
,

穿过断层可能与老林岩体东南

翼的受相同地质因素控制的四部带矿床相连

接
。

据 矿区褶皱形态分析
,

二级褶皱

老卡背斜的轴迹可能在三级褶皱老林背斜的

西侧 见图
,

其深部岩株可能突起
,

为

寻找正接触带矿床的远景区 见图
。

这样
,

老林岩体与卡新岩体实为一受两

个背斜控制
、

又由成矿前断层把它们连接起

来的一个整体 见图
。

花岗岩凹部带及

正接触带夕卡岩型铜多金属矿床围绕着岩株

四周连续分布 局部有无矿问隔
。

特别是

两翼构成大体呈由南西向北东方向侧伏的两

个矿化带
,

周长约一万多米
。

因此
,

在其未

勘探的空 自地段
,

加强地质综合研究工作
,

进行普查找矿
,

扩大矿区远景是大 有 希 望

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