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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旧矿区开展地质工作较早
,

尤其是东区
,

勘探

和开采程度都比较高
,

进一步找矿的难度明显增大
。

要提高找矿的成功率
,

关键在于提高对隐伏矿体的预

侧能力
。

应用现代的成矿理论
,

建立成矿模式已成为

理论找可渐阶段的重要特征
。

建立成矿模式
‘

是对成

矿环瑰 成矿机制
、

矿体空间和时间分布规律及控矿

因素的辨证综合或抽象图式
,

是正确选区的根据
,

也

是合理使用勘查方法的指甫
’ 。

个旧矿区在研究总结地

区性成矿特点和空间分布规了翱约基础上
,

建立了矿区

的控矿构造模式 图
,

综合归纳了本区背斜控矿的

基本特点
,

对指导找矿有重要意义 但是本区的主要

矿床是否都属于这类模式
,

是否都属于五子山背斜矿

带
,

尚值得商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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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个 旧矿试控矿构造 模式
一个 旧 灰 岩 川一 燕 山 期 花岗岩 一 砂锡矿

一 断裂裂隙。 一 褶皱地层 名一辉绿岩 一 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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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尹 家洞式 老阴山式 。 月号式 号式 、 新山式

矿床类型及空间分布特征

与燕山晚期花岗岩侵入活动有关的成矿作用
,

在

本区形成了各种类型的锡多金属矿床
,

现分述如下

含锡云英岩矿床 为锡子卜石英矿组的高温

气热矿床
。

分布在老厂
、

卡房
、

牛屎坡 等粒状花岗岩

体的顶部或周边
,

呈脉伏
、

巢状及不规贝帐产出
。

电气石细脉带矿床 由成矿气热液多阶段充

填交代碳酸盐岩中的裂隙带所形成的人缝夕卡岩
、

电

气石
、

硫化物 氧俗 细脉所组成 为锡石一石英矿

组和锡石一硫化物矿组叠加的矿床
,

也 要分布在老

厂
、

卡房
、

牛屎坡等地
。

由陡倾斜压扭性裂隙带控制的

细脉带总体呈脉状 产出 由褶皱作用引起的层间滑动

及所派翻勺层内裂防腔制的为似层状细脉带矿床
。

锡石一蒯七物矿床 是区内址垂要的矿床类

型
。

赋存于花岗岩与碳酸盐类岩石接触带的 为夕卜岩

一硫化物矿床
。

其产状形态土要受花岗岩圳衫和盖层

构造控制
。

在接触带比较平整
,

盖层构造不太发台的

部位
,

矿体厚度小
,

成为较薄的板状体 在花岗岩的

盆地以及盖层的断裂和褶皱发育部位
,

矿体厚度较人
,

多形成 委境体 岩脉或断裂与接触带交汇处常形成瘤

状
、

柱状或脉状矿体 花岗岩舌状凹陷部位
,

矿体认

陡缓变换的镰状
。 卜

赋存 于外接触带碳酸盐岩层中的为

层间矿床
。

由 于硫化物大多氧化
,

习惯称层间试化矿
。

矿体在平面上受断裂
、

裂隙带和褶皱轴的控制呈钊找犬

分布
,

而垂直面上又沿附一定的含矿层位只成层性

真正典型的层状矿体并不多见
,

人多为层脉过渡胜

层间滑动或层间 离控制的矿体厚度小 蔡合性好
’

泛

似层状或透镜状 由层间滑动和交错裂隙双重控制的

矿体呈一向延长的条状
、

管状或层脉交叉状
,

往往沿

裂隙带的走向侧伏 矿液充填层内交错裂隙带则形成

似脉状或脉群矿体 沿东西向断裂及其旁侧的陡立岩

层层间滑动带还分布有陡 叽料的月利犬矿体



祖白云岩矿床 这类矿床特征地发育在

层厚大白云岩中
,

为中退热液矿未 由硫化物

级 扫狗揭铁矶 赤铁矿以及含锡石的碳酸盐沿白云岩

中的徽细裂隙充填浸染
,

形成脉状或似层状的网脉授

染型矿未
矿床的空间分布具有成带性

、

丛聚性和多层性特

恤 以铝为主的多金属矿床受一系州匕东向断裂
、

褶

皱的控制呈带状分布
。

矿区东部岁】五子 复背斜带上

排列有松树株 老厂
、

双竹
、

卡房等人型矿田
,

是区

内规棋最大的锡多金属矿瓶 而一些东西向断裂则控

制了脉状铅锌矿床的分布 们匕东向矿带中矿化并不

是连续的
,

而是丛聚在次一级控矿构造和控矿岩体的

周围
,

形成若干块形的矿田或矿段
,

其佃清无矿或矿

化较弱的地段分添 矿田内矿床又 主要斌存在花岗岩

接触带及碳酸盐岩中的有利含矿层位
,

呈层分布
,

多

层重益 就同一矿层来讲 矿体的分布也是沿附断裂

或裂隙带间歇性的成条产出
。

这种
“
区中成带石带中

成块
,

块中分层
,

层中分条
”
的分布规律

,

反映了构

造
、

岩体
、

含矿层对矿床的
“
立体

”

控株
在已知的矿田

、

矿段内
,

继续开展
“
层中找条

,

·

块中拟昙 还可能发现一些新的矿伟 但是从战略上

讲
,

找矿耍取得大的突破
,

点要放在
“

带中找犷
和

’‘

区中找带
” 。

因而研究矿田 段
、

矿带的控矿模

式日益显得重要
。

控矿条件和控矿模式

构造控矿 个旧矿区处在 种不同类型构造

体 系的交汇处
,

以属云南山字型构造前弧东犯的北东

向构造和南岭对洒向构造
,

与岩浆和矿化活动关系从

密切 图
。

矿区东部的五子山复背斜构造带造由

两类构造 复合的复杂构造笨 主背斜抽向北札。一
洲

,

并向北东倾仇 轴脊宽坦
,

其上横跨有一系列东西

周

舟舟舟团 因 因 国
‘

侧

月一辉姆岩 式
’一 班状花尚岩 式

之一位状花尚岩 抓 一彼石正长岩 一衰牢山变质岩 丁一三彼系 一第四 乳

一 断裂 一背料执 一向拱轴 一矿体



向的摺皱
、

断裂
,

将主背斜带分割成若干次一级的构造

单元 东西构造在主背斜的两端表现强烈
,

形迹显著
,

所形成的横向摺皱 祠屯对称性
,

北冀缓南冀陡甚至直

立
,

并伴有规模较大的东西向压性或压扭性断称 如

北部的马松育隆和个松断璐 南翻勺猪头山向斜和龙

树脚断裂
,

大妇力背斜和大袍妇断裂等
。

主背斜中段

东西向构造相对较微弱
,

川匕东纵向背斜的改造不太

明显
,

东西向断裂的规模较小而且表现为张扭性质
,

与之相伴的横向褶皱成形也不太完整
。

如弯子街背斜

和龙树坡断裂
,

银洞向斜和喂牛塘
、

壕宇庙断裂等
。

沿

五子山背斜轴部有一系列花岗岩突忿 这些突起往往

与次级横向背斜 弯隆 相协调
,

并控制了松树脚
、

老厂
、

双竹
、

卡房等大型矿田
。

另外
,

五子山背斜轴脊上

一些配套的北东向压扭性断裂
、

裂隙带和北西向张扭

性断裂对花岗岩的突起以及矿化分布也有不同程度的

控制作甩 贾沙向斜是西区与五子山复背斜并列的摺

皱构造
,

轴向 陈
,

南西段向西偏转呈弧形
。

整个向

斜平缓开阔
,

其间有贾沙基性岩和神仙水粒状花岗岩

侵入 呈多字形排布的北东向断称寸岩体和矿化分布

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但迄今尚未发现规模较大的锡矿

床
。

杨家田断裂带位于上述背斜和向斜聪占的翼瓶
走闻 东

,

倾向北西
,

倾角 一 “ ,

为逆掩断裂
。

局部张开处有花岗岩脉贯入并伴有锡
、

铅矿亿 牛屎

坡
、

牛坝荒这两个西区最主要的矿段分处在断裂两侧

与之相平行的次级扰曲和断裂上
。

杨家田断裂向北东

延伸越过个旧南北向断裂后分枝成水塘寨似帚状构

造
。

一组压扭性断裂和褶皱向北东撤开弯转
,

向南西收

敛
。

白沙冲
、

北炮台岩体及马拉格矿区的矿化分布与这

个带状构造有关妇臼的来讲
,

北东向构造主导着锡铜多

金属矿 幽分布
,

而东西断裂带则以铅矿化为特征
。

花岗岩控矿 个旧花岗岩有两种类型
。

龙岔

河岩体和马松岩体为斑状才峭岩
,

形成较早
,

同位紊

侧定年龄为 一 百万年
,

偏荃性
,

属钙碱性花岗岩
,

其中有大且暗色包体
,

具较明显的混染作用 神仙水
、

白沙冲
、

老卡岩体为粒状花岗岩
,

形成较晚
,

距邻
一 百万年

。

偏酸性
,

属次碱性花岗岩
。

斑状花岗岩

主要与锡石一硫化物矿床有关 粒状花岗岩除锡石一

硫化物矿床外
,

还生成有锡石‘ 石英组矿床
。

有关研

究资料认为 这两类花岗岩属于同一成岩作用两个不

同阶段的产振 斑状花岗岩是地热作用下富钾的泥质

基岩经交代和重结晶作用形成的
。

随着熔融程度的增

高
,

选择性重熔花岗岩浆的形成
,

花岗岩化进入新生

岩浆阶段
,

晚期生成的粒状花岗岩共有明显的岩浆成

因特征
。

熔融程度增高
,

成矿物质能较充州均富集
,

同时挥发组份也聚集而有利 成矿作用
。

因此
,

本区

成矿较好的岩体往往是氛含量高的岩体 由西向东
,

由 匕至南
,

花岗岩有熔俐必度增高
,

仗入时间较新的

变化诌势
。

东区矿床甚为发育反映了锡矿化上要与熔

融程度高的晚期侵入体有关
。

西区虽人面积出肖花岗

岩
,

但一直未见大的矿床
。

花岗岩的仗位条件对矿化

也有一定影响
。

东区花岗岩仪位较低又处
几

背斜的封

闭环境中
,

岩石咪占品条件稳定
,

成矿物质和辉犯 】

份能充分的分离和聚集
,

对成矿更为有不小

地层控矿 在个旧组碳酸盐岩中斌存层间矿

的含矿层位有近二十层之多
。

这些含矿层分属两个互

层带
。

上带 一 宝
,

为以白云岩为主夹灰质

白云岩的互层
,

厚约数十米 下带
,

一 分
,

总厚

达六
、

七百米
,

为以灰岩为主间夹白云质灰岩和泥质灰

岩的互层
。

这两个互层带岩层的物理机械性质差异较

大
,

层理也比较发育
,

在褶皱过程中容易发生沿层滑

动
、

层间剥离和层内裂隙
,

从而有利于形成各种层间矿

床
。

近年对个旧碳酸盐岩的研究认为 个旧碳酸盐岩属

于浅水台地潮坪环坟氏专成的浅滩
、

泻湖或萨布哈式沉

积岩相
。

在前述含矿性较好的互层带中发现多层由生

物岩所形成的还原性层位及膏盐蒸发岩
。

这些岩层特

别是青盐层易为淡水溶解产生层间溶蚀带
,

可成为良

好的储矿场所
。

还可以设想
,

花岗岩的侵入引起并促进

地下水
、

地热流的循环
,

加速膏盐层的溶蚀 溶出的

卤化物
、

硫盐
、

有机酸等汇入成矿溶液
,

又返回来充

坡交代层间溶蚀带而形成层间矿床
。

虽然成矿金属主

要来自花岗岩和深部熔浆
,

总的来说属岩控矿床
,

但

沉积岩届生地下水的溶蚀作用为成矿溶液提供了硫和

其它活动组份
。

从这个愈义上讲
,

层间矿床有某些层

控特征也未尝不虱 还有必要指出
,

含矿层的含矿效

能是与花岗岩的侵位条件有很大关系
。

珊立格北炮台

花岗岩授位较高
,

主要含矿层为上翔哟 宝总 松

树脚
,

老厂的花岗岩侵位较低
,

主要含矿层为

一 卡房岩体俊位更低
,

含矿层为 一

, 。

地层岩性对花岗岩的形态也有明显的控制作

用
。

卡房岩体顶部沿互层带中的层间滑动和层间剥离

﹄臼﹄门



面花岗岩向外伸展形成多层伞形岩盖
,

而与泥质层
、

辉绿岩床相交切的部位 花岗岩又收缩成细颈
。

岩盖

与岩颈间的环形凹陷带成为赋存铜
、

锡硫化矿的有利

部位
。

控矿催公仁是成矿岩体
、

控矿构造和含矿层具有典

型性的组合形式
。

在空 石比代表完整
、

相对独立的成

矿单元
,

其所控制的矿床也有相应的特征
。

上有背斜 弯隆
,

下有花岗岩株突起
卜

是本区

最重要也是五 子山复背斜带最典型的控矿模式
,

松树

脚、 老厂
、

双竹
、

卡房都属
一

这种
‘

弯突 衡弋
。

花

岗岩突起协调 于褶皱
,

在背斜 弯隆 的轴部或核部

形成岩株
,

与围岩产状大体一致呈整合式或底辟型岩

体
。

背斜 ’了隆 既是控岩杯刃查也是控矿构造
。

一个

弯突 构造一岩浆岩组合体控制 一个块形的矿田或

矿段
。

矿床大多赋存在背斜的轴部和构造作用比较强

勿纳南部褶断带以及花岗岩突起的南剖牡触带
。

以多

种类型组合
,

多层重叠 为特证
。

由于花岗岩浸位较低
、

弯突 组合封闭状况较好
,

接触带矿床得到充分发

育
。

层间矿床也主要赋存在 卜部的 , 互层带 中
。

松树脚矿田是典型的
“

守突
”

模式
。

花岗岩成椭圆丘形

浸入在北西西向弯隆的核敬 沿飞了隆长轴及南东倾没

处
,

多种类型矿床层堪魂置
。

最 下部是花岗岩接触带矿

床
,

向上 在 层的大理岩中有 些零散的氧化矿

细脉带矿床
,

顶部及 互层带中有多层似层

状
、

层间条状矿床
,

最上部 层白云岩有脉状及网

脉浸染型含锡 白云岩矿床
。

在弯隆南翼褶断带分布有

一系列平行的寿洒向脉状铅矿床
。

老厂弯子街矿段
,

花

岗岩在沿背斜轴部形成一个较大的突起台地基础上又

有若刊匕东向的多峰状突起
。

盖层中北东和东西组断

裂
、

裂隙带都比较发育
,

在平面上形成菱格状的矿化

分布格局
。

垂直面上倾斜较缓的接蒯滞矿床和多层层

间矿床相互重叠
。

陡倾斜脉状
、

细脉带矿床与之交错
。

双竹和卡房地区控矿条件的组合形式和矿床的分布特

点也基本与松树脚
、

老厂雷同
,

但竹林矿段层间旷发

育较差 而卡房以发育花岗岩凹陷带铜
、

锡硫化矿著

称
。

在矿床的金属分带方面
, ’

弯突
”

模式的锡石‘

硫化物矿床以成矿岩体为中心
,

由内演沙卜逐步由铜带

向锡带
、

铅锌带过渡
,

但以环形或半环形曲面分带为

特征
。

内层的接触带矿床多属铜锡矿带
,

环绕在最外

围的层间矿
、

脉状矿床为铅锌带
,

中间圈为锡散
马拉格矿区在很多方面都是别具一格

,

把它也列

为
‘

守突 模式或仅作为一种矿床和方忆而归并到
二

弯

突
”

模式中似乎是低估了其间差异所包含的意义
。

马

拉格矿区已偏离五子山背斜轴而处在其倾没的北西

缘
,

控矿岩体更是偏在背斜的西算 以马拉格矿段作

为典型来分析 虽然北炮台背斜横亘在岩体之上 但

皿部断裂矿带 背料轴都矿带 东西断裂矿带 东部隐伏矿带

一

断突
“ 棍式 夸突

”

模式 断 裂模式

礼一翩服附
‘ 菜

十

产
”

’

‘ ”

一

, 蛾
、

三
尸尸 右

气 、

飞才 ,
补

亡 丫
牌
半

尸
·
·‘

‘月厂
‘‘、比

巨、机砚、

哆、、

干



其规校很小
,

成形也不明显 就岩体总的浸入关系来

石
,

是与岩层明显交切呈不整合接角虫
。

因而与其说是

协调式岩体毋 , 说是刺穿型岩体更符合多刁事示
。

矿床也

脱离 北炮台背斜赋存在具南狈归七西向的裙边式绕曲

带上 控岩构造与控矿构造并非一体
。

由于花岗岩浸

位较高 刺穿型岩体开放性较强
,

接触带矿床不甚发

育
,

主要在 一 里层中形成层间管状矿体
。

接触带矿床与层间矿床在解丢方向上彼此接替而不是

相互重叠
。

矿床的类型和层次都比较单一
,

但具有完

整的分带模式
,

且以侧向分带为特征
。

岩体处在呈扇

形展布的矿群北西收敛端
,

由岩体向南东方向矿床依

次出现铜带
、

锡铜带
、

锡铅带
、

铅锌带
。

白泥洞
、

老

阴山矿段的控矿条件组合
、

矿床分布
、

金属分带模式

和方向都与马拉格矿段相似
。

综上所述
,

马拉格
、

白

泥洞
、

老阴山应属 于另
一

种控矿模式
。

就 〔所啪勺构

造部位及金属分带的方向来看也不应列入 五 山复背

斜矿带
,

而是与杨家田断裂带附近的牛屎坡
、

牛坝 ’’’

矿段连成一串
,

构成翼部断裂矿带
〕

其主要的控矿条

件组合是北东向断裂
、

花岗岩突起和挠曲带
, , ’简称

为
“‘

断突
”

移卜蛇
。

东西向断裂铅矿床应属断裂续之矿模式
。

这些东西

向断裂带对花岗岩的突起虽然没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

但因其切割较深
,

有直接的导矿功能
。

矿体沿附断裂

呈狭长的带状分布
。

除断裂本身容矿形成脉状矿体外
,

在旁侧裂隙发育
、

断裂交切有利含矿层的部位也赋存

有不规则脚犬和公间透镜状矿体
,

矿床
禅

议内是
‘

洲述

倾斜脉状产出
。

矿化以铅为上
,

金属分带以垂直分带

为特征
,

向深部一般都有锡增高的趋势
。

控控矿模式式 断 突 模 式式 穿 突 模 式式

对对 比项 目目目目

控控矿条件组合合 北东组断裂
、

花岗岩突起
、

挠褶带带 次级纵向 横向背斜 窍隆
、

花岗岩突起起

控控矿构造类叫叫 冀部断裂带带 复 背 斜斜

控控矿岩体特叫叫 高浸位
、

刺穿型
、

不整合接触触 低浸位
、

协调型
、

似整合接 触触

主主 要 含 矿 层层 一 , 一

主主要矿床类里里 层间管状
、

似脉状 矿床床 接触带矿床
、

层间矿床
、

细脉带及含锡自云 岩矿床床

矿矿床分布特点点 单 一 层 状状 多 层 重 登登

矿矿床金属分带带 侧 向 分 带带 环状
、

半环状曲面分带带

综上所述
, ‘

宵突
”

楷卜弋是本区最佳控矿模式
,

但不是唯一的衡弋 五子山复背斜矿带是成矿最有利

的矿带
,

但也不是仅有的矿带
。

近年在松树脚南部芦塘

坝找矿取得的良好效果表明
,

追索五子山背斜轴部的

北东向含矿断裂有可能发现新的层间矿未此外
,

五子

山背斜对形成接触带矿床特别有利
,

接触带矿床将是

东区增长储量潜力较大的一种矿床类型
。

翼部断裂成

矿带虽然成矿条件不如五 子山背斜成矿带
,

但与西区

其它断裂月全比较成矿条件又较好 矿化也较强
,

并已

有马拉格
、

牛坝荒等规模较大的矿段分布其中
。

目前

这个矿带工作程度比较低
,

断裂带的中段
、

南段还有

希望找到
‘

断突
”

模式的矿段
。

最近几年为了解决马

拉格矿资源的接续问题
,

在马拉格与松树脚之间开展

了大量找矿工作
,

目前尚未取得大的突蕊 虽然这个

部位具有一定的成矿可能性
,

但也要看到
,

马
、

松可

能分属两个矿带
,

岩石的地球化学测鼠也表明金属分

带方向相背
,

各属不同的成矿中心
,

托间有铅带 隔

矿化活动从各自的中心向外侧扩展
,

到这个部位已是

强 弓之末
,

矿带之间很可能存在空白或矿化微弱的地

带
。

在五子山复背斜东侧
,

卫片上还反映出
一

些模糊

的环形影象
。

据地质解译这种环形影象是
‘

窍突
”

校

式矿化单 动勺特征影象
,

因而东部也可能有隐伏较深

的
‘

弯突
”

组合体而构成一个新的矿带
。

从 总的规律

分析
,

这个矿带如果存在的话
,

很可能主要足发台接

触带矿床
。

此外
,

东西断裂矿带的深部找到锡矿床的

可能性也是值得重视的
。

本文关于三种控矿模式和矿带划分的概念还很不

完善
。

个旧矿区成矿条件是良好的也是复杂的
,

随着地

质工作的深入还可能发现其它新的模式和新的矿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