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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元素地球化学异 常 场 简 称 异

常场 受板块移动所制约的观点 出发
,

依据

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编制 的 地 球 化学异

常 重砂
、

次生晕 图
,

讨论云 南 境 内 锡

锡
、

钨
、

汞一锑
、

镍一铬 金 元素地

球化学异常场的分布特征及某些矿产的找矿

方向
。

云南大地构造概况

云南地处印澳板块
、

欧亚板块及太平洋

板块的汇聚区附近 图
,

西界位于印澳

板块的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中国板块缝合

线东侧
。

云南境内又划属三个次级板块
,

每
个次级板块视具体情况又可划分出一些小板

块
。

现分述如下

童 握 块

南

颧

图

一 青藏演次级板块

西以雅鲁藏布江一阿拉干达山为界
,

东
以石鼓

、

点苍山
、

哀牢山变质带为界
。

自西

向东俯冲
。

以位于斓沧江变质带西侧的板块

缝合线 图 中的 “ ” 为界
,

又可 分为

匡习 性岩

口 。 巴三国麟群笋及 〔三日 裂带

巨困地球化学异常场撇 反三〕国 界 巨口 省 界

图
①④⑦⑧为锡 锡

、

钨 地球化学异常场 , ②⑤⑨⑩为汞一锑异常场 , ③⑥为镍一铬 金 异常

场 一
、

一
、

一
、

一 为 小板块编号 , 为花 岗岩休编 号 ,

、 、 、

为板块缝合线 , 为青藏滇次板块 , 为青川滇 次板块 , 为 扬子板块



两个小板块 图 中的 一 和 一
。

二 扬子板块或川滇黔桂次级板块

西界北 自四川龙门山
,

经康定
、

盐边到云

南程海
、

祥云抵石鼓
、

点苍山
、

哀牢山变质

带上
,

并沿该带向南东延入越南
。

此次级板

块在云南境内至少又可分为两个小板块 图

中皿一
、

一
。

三 青川滇次板块

介于上述两个次级板块之问 见图
。

价

锡 锡
、

钨
、

汞一锑
、

镍一铬 金

地球化学异常场的分布特征

据现有资料
,

云南境内锡 锡
、

钨
、

汞一锑
、

镍一铬 金 地球化学异常
,

绝大

多数与某一种岩浆岩或某一种地 质 特 征 部

位有关
。

由于岩浆岩受板块构 造 部 位 的制
约 〔’〕〔乞 〕,

决定了这些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场

的分布特征
。

一 锡 锡
、

钨 地球化学异常场分

布特征
锡 锡

、

钨 异常的类型 从全省范

围看
,

共有四种锡 锡
、

钨 异 常 类 型
,

即 ①花岗岩 包括与之有关的 伟 晶 岩
、

石英脉 一锡 锡
、

钨 异常 , ②混合岩化

一锡〔锡
、

钨 异常 , ③粗面斑岩一锡异常 ,

④白奎系页岩一锡异常
。

从 个 锡 锡
、

钨 异常及含锡的其他元素异常分布类型统

计结果 表 可以看出
,

前者是异常主要

类型
。

的情况下
,

由加里东期和燕山期花岗岩引起

的异常
,

锡异常含量有随花岗岩时代越新越

增强的趋势
。

例如 。号异常
,

位于 加 里

东期花岗岩与围岩接触带上
,

含 ,

而 号异常 扬子板块上滇东南 处 及

号异常 青藏滇次级板块 上滇 西 处

均位于燕山期花岗岩与围岩接 触 带 土
,

含

可达 。 ,

含量峰值相差数百倍
,

与 日

前云南境内元古界到中生界锡一钨布
“

化的火

成岩专属性一致 柳贺 昌
, 了 ,

内 部 资

料
,

并与华南花岗岩类中 平 均 含 量随

花岗岩时代越新越增加之特征类似 〔 〕。

②与锡 或锡一钨
,

或锡一钨多金属

矿床有关的花岗岩体地球化学异常
,

占据环

状分带的内一中带位置
。

例如
,

滇东南 号

燕山期花岗岩体
,

其活动造成某锡一多金属

矿床形成的约 公里 名范围的异 常 区
,

异

常区受一北东及一二匕西向断裂带及哀牢山深

断裂抉持
,

围绕燕山期花岗岩体为中心
,

以

断裂构造连接形成由内到外的
、 、

,
、

,
、 、

,
、

,
、

的异常环状分带
。

锡
、

铅一锌
、

锑一汞

异常带内异常中出现的部分 元 素 有 继承性

表
。

同样的岩浆岩类
,

类似 由
、

组成环状分带模型的内
一

中带异常
, 已知

实例还有马关 号花岗岩体异常区
,

文山

号花岗岩体异常区
,

以及九道湾花岗岩 小

花岗岩体异常区内各异常带元素组合 表

异异 常 类 型型 个数数 百分比比 注注

花花岗岩一妈 锡
、

钨 色 已知知
甲 口口 推断断

棍棍合岩化一锡 锡
、

钨 已知知

粗粗面斑岩一娜娜 已知知

页页岩一拐拐

异常区 异常带 已知异常元素组合 继承性元素

异常

带

、 、 、

、 、 、

、 、 、

铅锌异

常带

、 、 、 、

。 、 、 , 、 、

、

三
、 、 、 、

“ 、 、 、 、

、 、

演东甫

锑汞异

常带

、 , 、

、 、 、

花 岗岩 包括 与之有关的伟晶岩
、

石

英脉 一扬 锡
、

鸽 异常特点 锡 锡
、

钨 异常与花岗岩类岩石地球化学专属性是
明 显的

。

从晋宁期 如峨山岩体 到燕山期
如个旧花岗岩体 花岗岩地段均形成有锡

锡
、

钨 异常
,

并具以下区域性特点

①不同时代花岗岩形成的锡 锡
、

钨

异常强度有明显差异 在自然条件基本相同

拐异常

带

汞异常

带

、 、 、 、

。 、 、 、

、 、 、 、

、 、

、 、

护
文山号

一一一
—一 —

一

——
一

道

掩

拐 钨

异常带

铅锌异

常带

、 、 、

、



月勺,

岩体异常区
。

省 内锡 锡
、

钨 地球化 学异常场及

其展布特征 图 中的 ①
、

④
、

⑦
、

⑧等四个

锡 锡
、

钨 地球化学异常场
,

包含有铜
、

铅
、

锌异常在内
,

并均有花岗岩类分布
。

①
、

④号地球化学异常场位于青藏滇次

级板块上 , ①号地球孔学异常场形成于 一

小板块上
,

近似呈南北走向
。

④号地球化学

异常场形成于 一 小板块 卜
,

近似呈北北

西走向
,

北段窄
,

南段宽
。

⑦
、

③号地球化

学异常场
,

位于扬子板块
,

⑧号异常场估

计延入青川滇次级板块
,

它形成于 一 小

板块上
,

南段呈近东西走向
,

北段过 ⑦号异

常场后延展方向不明朗
。

从维西幅 号异

常含锡情况看
,

北段有转向北西走向之可能
。

该地球化学异常场东端
,

可能延伸到广西
。

⑦号地球化学异常场也形成于皿一 小板块

上
,

呈南北走向
,

南截止于哀牢山板块缝合

线 即图 中的 线
, 匕有延入四川之趋

向
。

从图 可见
,

④
、

⑧
、

⑦号地球化学异

常场均分布于仰冲 成块上
。

而据印度板块与

中国板块顶撞的性质和缝合线位置
,

①号异

常场也位于仰冲块上
。

二 汞一锑地球化学异常场分布特征

汞一锑地球化学异常类型 目前已知

汞一锑地球化学异常
,

绝大多数与构造裂隙

有关
,

据 个异常统计
,

个异常的形成与

断裂构造 个 和层间破碎带 个 有

关
,

占
。

异常出露层位从 第 三系到

前寒武系地层均有
,

岩性包括碎屑岩及碳酸

盐类岩石
。

按汞
、

锑元素是否在同一异常中

出现可分为 锑型
、

汞型
、

汞一锑型
,

前两

类型又包括单元素异常和多元素异常
。

省 内汞一佛地球化学异常场展布特征

②
、

⑤号地球化学异常场
,

位于青藏滇次级

板块上
。

②号异常场形成 于 一 小 板 块

上
,

南端在云南境内终止
,

向北呈南北走向

迸入西藏
。

⑤号异常场形成于 一 小板块

上
,

呈北西走向
。

这两个异常场分别与 ①
、

④锡 锡
、

钨 地球化学异常场毗邻且走向

大体一致
。

⑨
、

⑩号异常场
,

位于扬子板块

的 一 小板块上
。

⑨号异常场走向受交于

板块缝合线 线 的呈北东走向的两条深

断裂控制 图
,

呈北东走向
,

其南西端

终止于 线上
,

北东端延人广西及贵州境内
〔“ 、 ,

与 ⑧号地球化学异常场毗 邻 但走向交

叉
。

。号异常场呈南北走向
,

与 ⑦号异常场
北段毗邻

,

走向似相同
,

北部延人四川
。

与锡 锡
、

钨 地球化学异常场密切

联 系一异常元素继承性 据初步了解
,

汞一
锑异常场除了空间上与锡 锡

、

钨 异常场
关系密切及有深断裂构造沟通 如 ⑨号异常

场 外
,

还明 显具有矿化元素的继承性
,

例

如 位于扬子板块上的 ⑧号异常内的滇东南

号花岗岩体异常区
,

其汞一锑 异 常 带有
、 、 、

元素组合
,

毗邻的 ⑨号地

球化学异常场的某汞一锑异 常 区
,

有 小
、 、 、 、 、 、

元 素 出

现
, 、 、 、

元素组合有继承性 ,

与文山 号花岩岗异常区的外异常带比较
,

、 、 、 、

元 素 组 合 有 继 承

性
。

又如位于青藏滇次级板块所属 一 号

小板块上的 ⑤
、

④号异常场的云县一段上
,

锡 锡
、

钨 地球化学异常场 异 常 有
、

、 、 、 、 、 、

元素组合
出现 , 汞一锑异常场有

、 、 、 、

、 、 、 、

元素组合出现 , 。、

、 、 、

等 元素有继承性
。

三 镍一铬 金 地球化学异常场分

布特征

镍一格 金 地球化学异常类型 目前
已知有以镍为主和以铬为主的两类型

。

镍一

铬元素与超基性岩有关的认识
‘

吕二在 云 南也

得以证实
。

这类异常集中反映了近地表的基

一超基性岩体
。

据统计
,

以镍为主的组合异

常中
,

的 异常 为超基性岩及其镍扣
“

化引起
。

以铬为主 的 异常中
,

仅 为

超基性一基性岩引起
。

镍一铬 金 组合异

常反映超基性岩及有关矿化 例如滇南某大

型镍 金 矿床
,

位于镍一 铬组合的 越

号异常中
。

镍一铬 全 地球化 学异常场及其展

布特征 图 中已知 ⑥号镍一铭 金 地球

化学异常
一

而及 三断的 ③号异丁剖厉分属青藏泊

次级板块上的 一 写
一

、

一 号小板块
。

⑥号异常场呈南东一北西走向
,

位于板块缝

合线 南西侧
,

与 ⑤号异常场毗邻
,

其

北西端窄小且延入西藏
,

南东端张大
。

③号

异常场
,

是根据位于板块缝合线
、

的西

侧断续有超墓性岩出露
,

类比 ⑥号异常场而

推断的
,

近似南北走向
,

中间有弯曲
,

北端

窄小 , 进入西藏
,

南端张大
。



四 各类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场与板块
构造的关系

综合上述云南境内个别元素地球化学异

常场分布特征
,

可见这些元素地球化学异常

场受岩浆岩分布及构造裂隙控制明显
,

一定

元素 组合 地球化学异常场产出于板块构

造的相应部位上
。

不同元素 异 常 场 与岩浆

岩
、

板块构造部位的相互关系如下

板 块 构 板 块 缝
造 部 位 , 俯冲板块 , 合线 仰冲板块

地球化学
异 常 场 ,

一 一 —一 ,

。 、

一争 一
、 、 、

多金属

岩浆岩类 超墓性岩类为主

—
, 花岗岩 类

认为 岩浆产物及成

矿产物的分布
,

与岩石圈板块相对移动有关
。

他在论述安第斯型大陆活动边缘的岩浆分带

和成矿分带模式时
,

指出这种模式
“

在朝外
带的方向上

,

可见到汞一锑类远成热液矿床
,

这些矿床也含金
、

砷和多 金 属 ” 〔“ 〕。

云南

境内这种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场和岩浆岩
、

板

块构造部位的关系
,

类似安第斯型大陆活动
边缘岩浆分带和成矿分带的模式 〔’〕。

说明这

些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场也是由于岩石圈板块

相对移动而造成的
。

对某些矿产找矿方向
的指示意义

锡 锡
、

钨
,

汞一锑
,

镍一铬 金

地球化学异常场
,

是云南境内相邻地区同类
元素内生矿产最有希望的成 矿 区 域

。

事实

上
, 与云南相邻地区某些汞

、

锑矿床与图

中⑨
、

⑤号异常场展布方向范围一致 〔名
’

,
·

云南境内在 ②
、

⑤
、

⑨等异常场外
,

很少发

现有价值的汞
、

锑矿产
。

云南一些特大型的

锡 锡
、

钨 一多金属矿床一无例外地均赋

存于同类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场内
,

目前尚未

在本文所列的锡 锡
、

钨 地球化学异常场

外有花岗岩的地段 发 现 有 意 义 的 内 生锡

锡
、

钨 矿床
。

云南及其邻区锡 锡
、

钨
地球化学异常场很多

,

每个异常场范围都大
,

且存在着一些与已知矿区类似的异常区
,

锡
锡

、

钨 矿产蕴藏地域广
,

找动
”

前策足好

的 , 此外
,

③号异常场是云南找类似 ⑥号异

常场内的与超毯性岩有关的镍一铬 金 口
’·

产的又一远景区
。

在锡 锡
、

钨 地球化学异常场内找 与

花岗岩有关的同类元素矿床 寸
,

注意在同一

板块构造部位上发 现 具 有
、

,
、

、 、 一‘ 、 一 卜 一
、

异
’

污带环

形分带或类似的异常区
。

劝讨
,

仅 甘异
‘

,’

场有 个已知矿区
,

还有 个同类异么犷区存

在 此外
,

⑦
、

①号异常场内各有一个具 仃

钨
、

锡为中
、

内异常带的环状分六异常区
,

④号地球化学场内目前已知最少有 名 个环状

分带的锡 钨 一多金属元素异常区
,

都是

发现有价值矿床的地段
。

结 语

文中讨论的
,

云南境内 三 种 元 素地

球化学异
‘

旨场分布
,

受 羚石圈板块移动所制

约
,

是属安第斯型大陆活动边缘 丈〔’、
地球

化学异常场群
。

文中划分的三种地球化学异常场
,

是

云南境内及毗邻地区同类元素内生矿产的找

矿地区
。

元素构造地球化学异常场的划分
,

可

以提供岩浆分带和矿产分带的有益线索
,

预

测未知地区的矿产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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