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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东南锡多金属矿产区域分布规律

戴福盛

昆 明工 学院 地质 系

滇东南锡多金属矿产围绕花岗岩成矿中心在某一或某几个特定的

象限内作带状分布
,

各个成矿中心在区域上等间距出现
,

成岩成矿主

要在燕山期
,

与早期岩体有关的矿产主要伴生金
,

与晚期岩体有关的

矿产主要伴生银
,

不同成分的花岗岩有不同的矿产分布形式
。

关翅饲 滇东南 成矿中心 , 矿化域 区域分布规律

滇东南位于 真 越 桂锡一 多金属矿带

的西段
,

锡资源非常丰富
,

是我国锡一多金

属矿产的贡要产地 其间分布着著名的个旧

和都龙两个锡矿区
。

它们的锡储最占全国的
,

仅次于广西大厂 , 锡产量占全国的
,

居全国之首
,

对我国的锡业生产起着举足轻

重 的作用
。

近年来还在邻近的石屏
、

金平等

地发现一批锡矿床 点
,

证实仍有找 矿 远

景
。

有关部门对老矿区的矿床地质进行 了深

入研究
,

找矿卓有成效
,

但对区域矿产分布

规律研究不够
。

笔者有幸承担 了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总公司下达的锡矿研究项 目
,

获得一

些资料
,

现总结成文
,

能否对深人找矿有所

裨益
,

尚待证实
。

沿红河深断裂对空分布

滇东南锡一多金属矿产均沿红河深大断

裂分布
,

如北侧的石屏
、

个旧
、

白牛厂
、

文

山薄竹山
、

马关都龙等
,

南侧 的镇 源 老 王

寨
、

墨江金厂
、

元 阳大坪等锡钨铜及贵金属

矿床 区 的排布方向与红河深断裂一致
,

集中在深断裂两侧的两组剪切断裂交叉部位

图
。

红河深断裂北 侧发育陆源碎屑岩和碳酸

盐岩地层
,

分布其上 的多为脆性剪切断裂
,

以北东向和南北 向为土
,

成 矿 以 锡
、

钨
、

铜
、

铅
、

锌及其伴生银矿居多
,

如石
、

个

困 红河断琪两侧矿产分布示愈圈

一墨江金矿床 , 一元阳金矿床 、 一卡房 伴 佳

金 , 一坡头金矿床 , 一虾确伴生银矿 带 , 一

宝山寨伴生银矿带 , 一普雄伴生银矿带 , 一荒

田伴生银矿带 , 一绿春伴生金矿带 , 一老 土

寨金矿床

旧
、

文山
、

马关等锡一多金属矿区
。

在相邻

矿区之间有金矿带 出现
,

如石屏一 个旧旷区

间的黄草坝
、

个泊一文山间的底尼
、

文山一

都龙间的马 关 一西 畴 金矿带 探断

裂西南侧是哀牢山变质带
,

有深 变质的棍合

岩
、

麻粒岩
,

也有中
、

浅变质的绿片岩
、

大

理岩
, ,

匕西西向和北北西向的韧性 剪切断裂

是发育其上的主要断裂
,

以金矿床的分布为

主
,

如老王寨一金厂和嘎娘一大坪金矿带
,

其间亦有规模不大的含银铅锌矿带 分布
,

如

绿春铅锌矿带
。

红河深断裂两侧的锡一多金属矿床 带

分布并非对称而是对空
,

与一侧强矿化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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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的另一侧矿化则弱
,

与金成矿为主地段

对称的另一侧则以锡成矿为主
。

矿产的中心式分布

文献 〔 口中曾明确提出过
“

成矿中心
”

这一概念
,

其含义是成矿物质来源中心的意

思
。

个旧矿床常以一个小花岗岩体为中心
,

环绕岩体成群分布
,

或以岩体为矿源地
,

矿

体向一个方向展布
。

原生金属分带也以这类

岩体为中心
,

向外 上 呈半环带状分布
。

这一论述基本是正确的
,

本文引 用 这 一 概

念
,

将其推广到区域上
。

由图 可见
,

与红河深断裂平行分布有

峨山
、

个旧
、

簿竹山及都龙等四个花岗岩体

越南境内还有一个
,

成矿特点 与 此 四 个

同
,

构成四个成矿中心
,

滇东南 的 锡一多

金属矿产在空间上就围绕这几个成矿中心分

布
,

它们具有相似的成矿特点

成矿元素相似 每个成矿中心都以

锡
、

铜
、

钨
、

铅
、

锌
、

银和金等元素的成矿

孟件‘,

囚回回
。 。 。

个旧花肖膏

一越

参黔
。

。竹一。。

澎

、

都龙花肉岩

石‘屏版决

飞

口 个旧及邻区主共成矿元索分布略图

一
一

矿床 点 , 一金矿 床 点 , 一
一 一

矿床 点

为主
。

矿床 化 类里相 似 均 以 锡石

一硫化物型
、

夕卡岩型矿床为 主
,

少 量 锡

石一石英型
、

云英岩型
,

而伟晶岩型却不发

育
。

矿床在空间的排布方式相同 各类

矿床依一定方式排布在成矿中心周围
,

特别

集中在成矿花岗岩的接触带附近 超过一定

范围
,

矿化明显变弱
,

矿床 点 减少
。

由于各成矿中心岩体及岩石化学成分不

尽相 同
,

矿产分布也有一定的差别
。

个旧和

都龙花岗岩成矿中心岩体大
,

酸度高
,

矿化

强度大
,

矿床 点 分布范围宽
。

不仅内带

和正带有许多大
、

中型矿床
,

而且距花岗岩

几 十几公里的外带也有较强的矿化
,

矿床

点 分布的密度也大
,

成矿元素和矿床类

型复杂
。

除锡
、

铜
、

钨
、

铅
、

锌外
,

尚有较

多的金
、

银等贵金属矿产分布
。

个旧花岗岩

以银成矿为主
,

都龙花岗岩以金为主
。

峨山

和簿竹山花岗岩成矿中心岩体相对小
,

碱度

大
,

矿化强度小
,

矿点分布范围窄
,

密度也

小 且矿点紧靠花岗岩
,

成矿元素及矿化类

型相对简单
,

仅有锡
、

铜
、

钨
、

铅
、

锌 矿

化
,

其他金属特别是贵金属矿化不强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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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元素的象限分布

仔细分析图 还 可看 出
,

成矿元素虽围

绕花岗岩成矿中心分布
,

但一种元素并不成

完整环带 它只分布在成矿中心 的 某 个 方

向
,

例如个旧马拉格本区矿床只分布在北炮

台花岗岩的南东
“

的狭小范围内
。

本文

将这一矿化集中的范围称为矿化域
,

而花岗

岩的其他方位则基本无矿
,

把这些部位称为

无矿域 图
。

也就是说
,

矿化域只 占 成

矿中心的某一或某几个象限
,

并不都是全方

位的
。

矿象限
。

圈 峨山及薄竹山成矿中心矿化城示愈

圈

一峨山花岗岩矿化域 , 一薄竹山花岗 岩 矿 化

域 , 一
、 、 、

组 合 矿 化 域 , 一
、 、 、

组合矿化域

十 。

触
、

个旧和都龙花岗岩成矿中心亦有相

同的成矿特点 图
。

一 一 一

组合矿化主要分布在
、

象限
,

一 一

碘
抓决‘卜、

声

徽瓢
‘ 一

圈 马拉格成矿中心矿化坡示愈圈

示矿休 化 仅分布 在花岗岩成矿中心的南一南

东
“

范围 , 其他方位为无矿域 据文 献 〔 〕

圈 个旧
、

都龙成矿中心矿化城示愈日
。一个旧花岗岩矿化域 , 一都龙花岗岩矿化域 ,

其他图例同图

我们以花岗岩的中心为原点作东西和南

北两条相互垂直的坐标线
,

这样就把成矿平

面分为四个象限
。

不难看出
,

同一成矿元 素

或元素组合只分布在特定的象限内
。

形成这

一分布规律的原因 目前尚未研究清楚
,

但对

成矿预测和找矿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下

面具体分析滇东南四个成矿中心的象限分布

规律
。

峨 山和薄竹 山花岗岩成矿中心 图

具有相 同的成矿特点
。 一 一 组合

矿化主要分布在
、

象 限
,

一 一

组合矿化主要分布在 象限
,

象限则为无

田 都龙成矿中心元寮组合带状分布示

愈图

示由花岗岩成矿中心向外呈现 出 一 一

一 一 一 弧 砂带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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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组合主要分 布 在
、

象 限
,

象

限为无矿象限
。

同一元素组合在特定象限中 绕成

矿中心作元素分带
。

每个成矿中心都有明显

的带状分布规律
,

其中以都龙岩体最为完整

图
。

矿化在
、 、

象限 呈
、

、

一
、

一 一
、

弧形分带 个旧矿区以马拉格更为典型 见

图 ,

矿化在 象 限 呈
、

一
、

一
、 、

元素组合分带
。

矿化域越宽
,

矿床规模越大
,

但品

位偏低 个旧老厂
、

卡房
。

矿化域越窄
,

矿

化越集中
,

矿床规模不太大
,

但 品 位 却 较

富
,

往往形成小而富的矿床 个旧马拉格
。

个旧花岗岩成矿冲心东部
,

矿化域

由北往南变大
。

马拉格成矿 域 集 中 在 象

限
,

松树脚成矿域分布于
、

象限
,

其他

象限均为无矿域
。

卡房则四个象 限 均 有 矿

图
。

四边形的长对角线与红河深断裂和哀牢山变

质带平行
,

短对角线 与它们呈锐角相交
,

锐

角正好指示 了红河深断裂对盘运动的方向
。

黔泛之乡飞里无
咬介刃

‘苏
、

巡经犷
,

圈 该东南成矿中心等距分布示愈圈

说明现今几个花岗岩的分布格局 是 受 滇 藏
“ 歹 ” 字型构造体系的红河深断裂控制的

。

这四个成矿中心两两相邻的距离大致相

等
,

为 平行四边形的对边也分

别相等
,

短边约
,

长 边 约 一 一
, ·

都呈现 了较为规则的等距分布 特点
。

厂卜止‘一曰、、

夕子乙‘口产叱

个旧成矿中心成矿城变化示愈圈

示成矿域由北向南增大 , 一马拉 格 , 一松 树

脚 , 一卡房 , 其他图例同图

成矿 中心 的等距分布

如将滇东南四个成矿中心分别用直线连

接
,

就构成了一个不大规则的平 行 四 边 形

图
。

说明成矿中心是按一定间距 出 现

的
,

分布呈格状
。

值得一提的是
,

这 个平行

区域矿产的时间分冻

汪志芬等 用
‘。 ” 测定 个

旧矿区成岩成矿年龄结果表明
,

个旧地区花

岗岩成岩年龄及 与其有关矿化的成矿年龄葵

本一致
。

这一结果也基本适用于成矿条件相

似的其他三个成矿中心
,

区域矿产在时 ’上

也有一定规律
。

四个花岗岩都是在燕山期形成 也有资

料认为峨 山岩体是晋宁期的
。

这一时 期 是

浪东南锡多金属矿产形成的高峰期
,

都有利

于锡
、

铜
、

钨的成矿
。

其中峨 山和都龙岩体

侵位较早
,

都龙属燕山早期
,

贵 金 属 成 矿

以金为主
,

使岩体外接触带 金矿点密布 峨

山岩体的
、

象限推测也有金矿点分布
,

因为被侏罗系 “ 红层 ” 所粗盖
,

现在还未出

露 个旧和都龙西接触带的金矿是赋有在三

叠系及其以前的老地层中
。

个旧和薄 竹 打

岩体侵位晚
,

主要形成于燕山晚期
,

贵金 属

成矿以银为主
。

研究证实
,

个旧西区具有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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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的良好地质条件
,

已发现的许多银 伴

生 矿点
,

有的 可望发展成银一 多金属矿床
。

薄竹山岩体西部应是找寻银 伴生 矿床的

有利地段
。

在野外参加工作 的还有杨合荣讲师和地

幻。

质系
、

级部分毕业生
,

文章蒙孙家聪教

授审阅
,

致谢

今 考 文 做

】李树荃等
, 《个旧锡矿地质》, 冶金 工业出版

社
,

一

一

士

朗 抽
饥 功

冈 姻 介

川

海底火山一热水沉积锰矿矿床讨论会在广西下 , 召开

年 月 、 日 ,

国际地质对比 计 划 项

目 锰矿床与古沉积环境的关系 中国组
,

在广西

大新县下雷锰矿就中国部分锰矿床的成因
,

举行了
“ 海底火山一热水沉积锰矿矿床讨论会

” 。

来自中

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地质矿产部
、

冶金工业部的

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

会上交流
一

下雷锰矿
、

湘

黔地区早震且世的大塘坡锰矿
、

云南鹤庆锰矿
、

陕南

及滇东南锰矿
、

桃江锰矿等大
、

中型锰矿的研究成

果
。

项目中国组组长范德廉教授主持了讨论会
,

并传达了第 届国际地质大会与锰矿有关的 内容
。

会议期间
,

对下雷锰矿的露头
、

坑道和典型钻

孔的岩 矿 心进行了考察
。

与会 者 从 矿 床地层

学
、

构造学
、

矿石矿物组合和结构构造方面作了比

较详细的观察
,

加深 了对矿床形成环境
、

物质来源

等方面的了解
。

大家认为
,

我国唯一特大型的
、

产于上泥盆世

的下雷锰矿具有独特的古海底热水沉积地质特征

产于与海底大断裂有关的台沟内
,

发育

一套具水平纹层理
,

含竹节石
、

牙形石
、

介形虫等

浮游生物化石的硅一泥一钙质岩石
,

显示深水相的

沉积环境
,

与两侧厚大的碳酸盐岩台地相有显著不

同
。

矿区西及西北 距数十至上百公里 的

台沟内
,

有较强烈的 同期基性喷发活动
。

与原生沉积碳酸锰矿共生的
,

以蔷薇辉
一

石
、

锰铁叶蛇纹石为主的一套锰硅酸盐矿物组合
,

多时可达
。

另有较多的黑云母
、

绿泥石等硅酸

盐矿物
,

均呈细品状 , 其产出状态有二 ①与微晶

菱锰矿等呈纹层状互层 , ②形成于豆鲡粒核心
,

被

未变质的菱锰矿微晶包围
,

构成互不干扰的两个壳

层
,

显示 与碳酸锰同期沉淀
,

经历 了较复余的成岩

作用
,

而非区域变质
。

碳 酸 锰 矿 石 中 ℃为 一 一

编
,

平均 一 编
,

与 岩 浆源碳酸岩中
‘’

一致
。

稀上元素分布模式与邻近的火山岩有直

接联系的膨润土矿床一致
。

此外
,

对大塘坡式锰矿提出了陆边拉张裂谷带

深水盆地中热水内藻菌沉淀锰矿的论文 , 对云南鹤

庆富锰矿提出了拗拉谷内泥质火山底辟机制热水沉

积锰矿的看法 , 对陕南屈家山等锰矿和滇东南中三

叠世锰矿提出了海底火山一热水沉积 成 因 的 新认

识
。

会上
,

探讨了黑色岩系中碳酸锰矿层的形成模

式
,

认为是多源锰质在缺氧 海盆中经过蕴集
,

在地

球化学环境变为弱气化
、

弱碱性时沉淀的
,

菌藻类

生物对锰的富集起了积极作用
。

总之
,

会议本着 “双百 ” 方针开得生动活泼
。

最后
,

还讨论了 项目中国组今后 的 活动
,

希望中国组进一步发挥联络
、

交流和推动作用
,

促

进国际学术往来
。

黄世冲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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