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红山铁铜矿床的成矿与找矿问题

云南第九地质队 沈远仁执笔

大红山矿区 由一个大型富铁矿和一个大

型铜矿组成
。

两个矿床均产于前震旦纪优地

槽的一套变质火山岩系中
。

含 矿 系 属于细

碧
一

角斑岩
、

绿色片岩及混杂大理岩组合建

造
。

矿床的生成与海底火山喷发
一

沉积作用直

接有关
。

探讨海底火 山喷发
一

沉积作用及其韵

律特征与成矿的关系
,

对指导类似地质条件

地区的找矿工作
,

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一 海底火山喷发沉

积韵律与成矿

大红山铁铜矿床是海底火山喷发
一

沉 积

作用的不同阶段
、

不同环境和不同条件下之

产物
。

整个含矿岩系 —大红山群的形成和

发展
,

与当时的古地理环境
、

海底火山作用及

海水的正常沉积作用密切相关
。

根据岩性岩

相组合特征
、

地层接触关系及含矿性等
,

大红

山群自下而上包括三个较大的沉积
、

火山
一

沉

积旋回
,

九个韵律 初步划分为 组
、

个

岩段 见 “大红山群地层岩石韵律柱状示意

图 ” ,

现分述如下
。

老厂河组 本矿区该组未见底
。

据已

知岩性组合特征
,

该组 为一正 常 沉 积旋回

下旋回
。

全组分为 ①
、

②两个岩段
,

属于
、

两个沉积韵律
。

自下而上
,

由含钾长

石英砂砾岩
、

石英白云母片岩
、

炭泥质板岩

及长英大理岩等构成
。

该组是本区火山作用

尚未开始之前
, 地槽发展初期脉动式下降过

程中正常海水沉积作用的产物 由滨海相及

浅海相组成
。

目前该组尚未发现有用矿产
。

二岗河组 本组开始海底火山喷发
一

沉

积
,

属矿区第二喷发沉积旋回 中旋回 ,

包

括 ⑧、 ⑨七个岩段
, 、 、

三个韵律
。

第班韵律 早期表现为碱 中 性 火 山喷

发
,

距喷发中心较远
,
沉积了条带状浅灰色

角斑质层凝莎岩
。

底部由于环境较平静
,

形

成了含铜贫铁岩层 姐号矿
,

由黄铜矿
、

菱铁

矿
、

磁铁矿组成 , 铜含量。 多士 ,

全铁 多

士 ,

厚。、 米
。

中期为碱基性海底熔浆溢

出
,

形成厚约 知米的细碧熔岩
。

随后进人喷

溢间歇阶段
,

生成富含钠质的大理岩
。

第 韵律 早中期以富含铁质的碱中性

喷发为主
,

由含镜铁矿
、

绿帘石的层凝灰岩

构成
。

中上部生成条纹状钠长磁铁贫矿 砚

号矿 , 全铁 书士 ,

厚 、 米
。

晚期又

出现喷发间断
,

生成了厚 、 米的含火山

物质的大理岩
。

第 韵律 位于受岗河组上部
,

海底火

山喷发强度减弱
,

本区为接近还原条件的海

盆
。

开始表现为间歇性基性凝灰质喷发
, 形

成较厚的石榴黑云角闪片岩
,

夹薄层大理岩

及钠质凝灰岩
。

基性喷发含铜较高
,

在间歇

期接近氧化
一

还原条件下
,

沉积 了 本区大型

层状铜矿的雏形 , 距喷发中心更远的一些地

方
,

近还原条件下沉积了菱铁矿及碳酸盐建

造 经变质改造作用
,

成为今 日之 号含铁

铜矿体
。

尔后
,

喷发停息
,

出现长时间的

间歇
,

沉积了 米左右的碳酸盐建 造
,

从

而结束了本组的沉积史
。

红山组 开始本区海底火山喷发的第

三旋回 上旋回
,

包括砚
、

飞
、

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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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韵律
,

⑩、⑧五个岩段
。

第砚韵律 初期
,

本区为强烈爆发式喷

竞
,

形成大量火山集块岩
、

火山角砾岩
。

中

期
,

为基性熔浆溢流
,

生成大量珠状
、

枕状
、

杏仁状及块状之细碧熔岩
,

局部有不规则状

的小型热液铜矿体 如 ‘号矿
。

后期
,

喷

发停息
, 生成了厚 米的黑云角闪大理

岩
。



第顶韵律 开始以碱中性爆发式喷发为

主
,

形成大量富铁角斑质凝灰角砾岩
、

角砾

熔岩 豹皮矿 夹块状熔岩
。

富铁角斑质凝

灰角砾岩形成 、号矿体雏形
,

后期火 山 热

液大致沿层及构造破碎带交代 充填
,

形

成当今的 号厚大富矿体
。

该矿体主 要 分

布于火山口附近
,

与 断裂之间
。

随后
,

本区为脉动式中偏碱性熔浆溢出及短暂的喷

发
,
形成大量富含尘点状铁质的块状

、

杏仁

状变钠质熔岩 角斑岩 及其凝梦岩
,

同时

伴生浸染状
、

云雾状贫铁矿 如 及
。号矿体

。

晚期
,

又转为喷发
,

生成细纹

状角斑质凝灰岩
,

其顶部沉积了条纹条带状

含铜长英磁铁矿 如 号矿
。

第性韵律 喷发作用减弱 , 间 歇 性 增

多
,

形成碱基性角闪绿泥片岩夹含铜黑云角

闪大理岩
‘

’丁号肋骨矿
,

近火山中心主要

为细碧熔岩
。

接着
,

喷发强度继续减弱
,

本

区主要变为黑云角闪大理岩夹 角 闪 片 岩沉

积
。

第互韵律 为较大的宁静式细碧熔浆溢

出
,

生成厚大的块状
、

杏仁状角闪变钠质熔
岩 , 其顶部因后期破碎钠化

,

局部有小型木
规则状钠长磁铁矿体产生 如 号矿

。

最

后
,

海底火山喷发作用终止
,

本区迅速递变

为巨厚的碳酸盐杭积
。

纵观曼岗河组与红山组的发展过程
,

前

者火山作用较弱
,

脉动式喷发较显著 , 后者

火山作用较强
,

主要由熔岩
、

火山碎屑岩构

成
。

各旋回自下而上喷发作用逐渐减弱 ,

正

常沉积作用逐渐增强‘ 各韵律的喷发作用同

祥表现为先强后弱的特点
。

从岩性岩相组成

上看
,

各旋回或韵律的中下部主要由火山碎

屑岩
、

熔岩组成
,

上部主要 为 片 岩 及大理

岩
。

从与成矿作用的关系上看
,

似乎铁矿主

要位于旋回 韵律 的中下部
,

与碱中性火

山岩 角斑岩及其凝灰岩 关系比较密切

铜矿主要产于旋回的中上部火山喷发间歇的

过渡岩相
,

与碱基性火山岩 细碧岩及其凝

灰岩 关系比较密切
。

二 矿床地质特征及其成因

矿区主要由三个矿带组成
。

矿带为含

铁铜矿带
,

产于曼岗河旋回 中旋回 中上

部 。 石榴黑云角闪片 岩 夹 凝 灰岩

中
,

由
、 、 。等矿体组成

。

矿 带

为主要铁矿带
,

产于红山旋回 中旋回 中

下部 浅色变钠质 火 山 岩 中
, 由

、 、 、 。等矿体组成
,

各矿厚度

相差悬殊
。

矿带为含铜铁矿带
,

产于红山

旋回中上部 石榴角闪绿泥片岩 夹

薄层大理岩中
,

由
、

两个矿体组成
。

各矿带的矿体特点不同
。

根据矿床地质

特征
, 、

矿带属于同一类型 , 矿带的

号矿体与
、

,

、 。号矿体分属不局

类型
。

现将各类型矿床主要地质特征概述如

下
、

矿带矿体特征 矿体呈层状
、

似层状多层 层 产出
,

’

彼此相互平

行
,

与围岩产状一致
。

火山
一
沉积旋回 中 上

部的过渡岩相是赋矿部位
。 、

号矿体与

细碧质凝灰沉积岩关系密切
,

号矿体与角

斑质凝灰沉积岩关系较大 , 严格受地层层位

及沉积旋回的控制
。

矿化分布面积较大
,

矿

体厚度
、

矿石品位较稳定 ,

并与火山物质的

多寡成正相关
。

矿石具条纹条带状构造 , 磁

铁矿多构成条带
,

硫化物多呈星点状
、

斑点

状或条带状沿层理或片理分布
。

矿物组合简

单
。

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铜矿
、

磁铁矿
,

次为

黄铁矿
、

菱铁矿 , 脉石矿物则随围岩不同而

异
,

常见的有石榴石
、

白云石
、

钠长石
、

黑

云母和绿泥石等
。

与矿化有关的围岩蚀变
,

、 万号矿体为黑云母化
、

绿泥石化
、

含铁

碳酸盐化 , 号矿体为绢云母化及轻微的钠

长石化
。

此外
,

由于后期变质改造作用
,

铁

矿物有重结晶和变晶加大现象
,

铜矿物出现

变质细脉 沿片理
、

层理或微裂隙分布
。

若干样品硫同位素测定结果
, 各 ‘

均 在



编以内
,

表明富集重同位素 吕礴 。

矿带 号矿体特征 矿体产 于 富

铁角斑质火山碎屑岩夹熔岩 中
,

形态和内部

结构较复杂
,

呈大透镜状或大致平行的分枝

复合脉
,

但总产状与围岩一致
。

有贫
、

富两

种矿石 贫矿与围岩过渡接触
,

厚 者达 多

米
,

薄者仅 米 富矿与围岩界线清晰
,

厚达百米以上
。

一般矿石品位变化较大
。

产

于角斑岩中之富矿石呈块状
、

斑块状 , 产于

角斑质凝灰角砾岩中之富矿石呈角砾状
, 贫

矿石多为浸染状或花斑状
。

矿石成分简单
。

主要金属矿物为磁铁矿
、

赤铁矿和镜铁矿等

缺少菱铁矿及硫化物 , 脉石矿物为石英
、

钠长石等
。

与
、

矿带矿物组合迥然不同
,

没有典型的深源热液矿物组合
。 矿石 中普遍

见有磁铁矿
、

赤铁矿互相交代的现象
。

这种

后期交代作用表现有三
一

①磁
一

赤铁矿的交

代充填
,

②磁
一
赤铁矿的浸染重结晶

,

③含

铁石英脉的交代充填
。

交代作用明显地选择

了原岩粒化程度高
、

孔隙度大和构造薄弱带

部位进行
。

富矿石又可分为细粒致密块状和

粗粒疏松块状两种
,

显然是不同成矿期的产

物
。

近矿围岩蚀变以硅化
、

绢云母化及钠化

最为强烈
。

硅化多出现于
一

号矿体中部
,

形

成强硅化带
,

并与绢云母化伴随
。

纲云母化

多出现于矿体上部
。

钠化 或钠长石化 与

矿体富化有关
,

多见于富矿外缘
,

表明受火

山及后期热液作用强烈
、

矿带
、 。导矿体特征 矿体产

于浅灰色钠质熔岩夹凝灰岩中
,

呈似层状及

透镜状
,

与围岩产状一致
。

这类矿体主要为

贫矿夹薄层富矿
。

贫矿石呈 浸 染 状
、

杏仁

状
、

豹皮状
、

花斑状
,

与 围岩无明显界线 ,

富矿石呈块状
、

斑块状
,

与围岩界线洁晰
。

矿石成分简单
。

主要金属矿物为磁铁矿
,

次

为赤铁矿及钦铁矿
。

脉石矿 物 主 要 为钠长

石
,

次为石英
、

绢云母
。

围岩蚀变仅见轻微

的绢云母化
、

钠化及碳酸盐化
。

矿床成因 本区主要矿带铁
、

铜矿床

可分为三种成因类型 见
』

下表
。

成 因 类 型

①大山咬友 喷气 沉积变质矿床

②火山气浪 热液 交代 充填 富化矿床

③火山喷锐熔旅 矿桨 矿床

含 矿 岩 石

基 性凝灰质绿片岩央不纯大理岩

角斑质层凝灰岩夹石英岩及大理岩条带

富铁凝灰角砾岩来熔岩

富铁角斑质杏仁状烙岩

矿 体 实 例

工、

号含铁钢矿体

号含铜铁矿体
、号厚大富铁矿体

’

下 、

。 、 。 号矿体及豹皮矿等

火 山喷发 喷气
一 沉积 变质矿床 形成

机理大致是 从火山管道带出的铜
、

铁
、

硫等

矿质进人海盆后
,

经一系列化学反应
,

夺适

宜的地质
一地球化学条件下

,

与成 岩 物质

如火山灰
、

炭泥质
、

碳酸盐等 同时沉积下

来
, 形成矿体雏形

。

尔后
,

由于构造运动及

变质作用 主要是区域中
一浅变质作用 等的

影响
,

使原生矿层 产生富化
、

改造而成如今

之矿体
。 、

犷号含铁铜矿体之生成与基性

喷发有关
,

围岩为基性凝灰质绿片岩夹不纯

大理岩
。

号含铜铁矿体之生成与碱中性喷

发有关
,

围岩为角斑质层凝灰岩夹石英岩及

大理岩条带
。

火 山 气液 热液 交代 充镇 富化矿

床 形成可分两个主要阶段
,

首先是官铁凝

灰角砾岩和富铁熔岩的喷溢堆积 ,
形成贫铁

矿或富铁岩石
。

随后在晚期火 山 气 液 作用

下
,

在岩性
、

构造等有利成矿的部位
,

大致

沿层交代充填富化成矿
。

号 厚大富铁矿

体位于火山口 附近
, ’

含矿岩石为角斑质的
,

成矿与碱中性喷发及后期气液作用有关
。

火山喷溢熔 装 矿 装 矿床 这类矿床

的形成是含挥发分的富铁熔浆由火山日 溢出

后
,

在古海底半封闭条件下冷凝而成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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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浆在 “火山岩浆库 ” 内便进行了一定的分

异
,

所以这类矿体 多位于喷溢韵律的上部
,

顶部还常有薄层块状富铁矿产出
。

三 控矿因素与找矿问题
。

火山机构的控矿与找矿 大红 山富铁

矿及铜矿的生成与分布明显受海底古火山机

构的控制
。

各矿体的分布规律是 号矿

休接近火山喷发中心
,

火山岩厚度大
、

粒度

粗
、

次火山岩发育
、

结构复杂 , 矿质来源丰

富
,

铁矿层数 多
,

厚度大
,

品位高
。

稍远为
。、

号矿体
,

火山岩厚度变小
,

粒度变

细
,

次火山岩不发育
,

结构 较 简 单 矿层

少
,
厚度小

,

品位低
。

再向外
,

火山岩变薄

尖灭
,

逐渐为正常沉积岩所取代
,

铁矿相应

变为铜矿
、

菱铁矿
,

最后尖灭
。

从上述情况

来看
,

在大红山地区研究火山机构
,

寻找火

山活动中心
,

对找矿应具有指导意义
。

有利的岩性岩相控矿与找矿 本区铁

矿以浅色角斑质火山碎屑岩相最利成矿 , 矿

体主要产于浅色富铁角斑岩及角斑质凝灰角

砾岩
、

凝灰岩中
, 部分产于深色含铁细碧岩

及细碧质凝灰岩中
。

铜矿主要产于喷发间歇

期的火山沉积岩相 过渡相 中
,

以基性凝

灰质为主体所构成的绿色片岩夹不纯大理岩

对铜成矿最为有利
。

实践表明
,

铁矿与含钠高的岩石有关
,

铜矿与含钾高的岩石有关
。

在海底火山喷发

的细碧 一

角斑岩系中
,

铁
、

铜矿床经常 是 伴

生的
。

因此
,

寻找大红山式富铁矿时
,

一定

要注意围岩岩性的转化
,

注意从副变质岩中

找正变质岩 ,

众钾质火山岩 中 找 钠 质火山

岩
,
从细碧岩中找角斑岩及角斑质火山碎屑

岩 , 寻找铜矿则应按照相反的方向
。

火山喷发
一沉积旋回控矿与 找 矿 本

矿床明显受喷发沉积旋回控制
。

铁矿常产于

火山喷发沉积旋回的中下部
,

以角斑岩及角

斑质火山碎屑岩为主所构成的部位
。

铜矿常

产于喷发沉积旋回的中上部
,

主要为基性凝

灰质及铁泥质所构成的绿色片岩夹不纯大理

岩 中
。

因此
,

找矿时应加强地层
、

岩石的研

究
,

划分喷发
一

沉积旋回
,

确定含矿 有利 地

段
。

地层
、

构造控矿与找矿 本区铁铜矿

床具有一定层位
。

铁矿主要产于大红山群曼

岗河组中下部
,

铜矿则产于 其 中 上部
。

因

此
,

该地层及其邻区与之相当的会理群河口

组应是找矿有利的层位
。

构造对矿床的富化

控制明显
。

号厚大富铁矿体
,

除受火山

机构
、

层位
、

岩性和喷发旋回控制外
,

东西向

低序次的 “人 ” 字型构造控制亦甚明显
。

富

铁矿体直接产于分枝断裂 与 之间的红

山向斜 次级分枝褶曲 底部的碱中性变钠

质火山岩系中
,

并位于主干断 裂 由陡变

缓的构造破碎地带
。

铜矿主要富集在背斜转

折端附近及后期辉绿辉长岩较发育的地段
。

关于找矿标志和方法问题 除上述分

析之外
,

当然
,

最好的直接的找矿标志是铁

铜 矿露头
,

其次是转石和重砂异常
。

大红

山原生矿就是根据铁矿转石找到的
。

近矿围

岩蚀变及物探异常是重要的间接找矿标志
。

大红山铁矿地表都有磁异常显示
,

因此
,

航

空磁测可作为区域普查的手段
,

地面磁测可

作为直接找矿的有效方法
。

大红山铜矿常有

明显的铜晕异常
,

故化探异常可视为重要的

找矿依据
。

鉴于本矿区周围三迭一侏罗纪红层掩盖

很广
,

要扩大远景
,

寻找新的矿产基地
,

应

采用地质
、

物探 磁法
、

电法
、

地 震 和 重

力 及化探等综合手段开展普查
,

以期迅速

取得找矿效果
。 、

二苗哥纽
、

淤渊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