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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一带的地质背景与锡

矿主要特征

彭寿增

云 南地矿 局地质三 大队
·

大理市

怒江峡谷谷底两侧的变质岩系属元古代
,

其锡丰 度 为 多

期次构造运动和花岗岩浆活动
,

促进了锡向富硅铝质岩石中迁移
。

锡矿

与燕山期花岗岩有成因联系
,

并可分为花岗岩型
、

伟晶岩型和热液型
。

成矿过程具连续性
,

贯穿这一过程的矿物是电气石
。

关健词 云南怒江 , 地质特征 , 锡矿类型

怒江峡谷谷底两侧一带是待开发的矿产

宝地
,

已知矿产有锡
、

钨
、

金
、

银
、

铜
、

铅

锌及宝石
、

玉石
、

云母等
。

由 于 外 部 条件

差
,

地质工作起步晚
,

研究程度低
。

年代

中期完成 万地质调查
,

随后又进行了扶

贫性质的矿产普查
,

发现了为数众多的锡矿

点 图
。

本文主要讨论怒江一 带 的含锡

地质背景 与锡矿特征
。

地质背景

含锡地层夹持于西部的元古界高黎

贡 山群与东部的元古界崇山群间
,

是一套火

山岩较少
,

泥砂质碳酸盐建造的结晶片岩
,

多为绿片岩相
,

少量达角闪岩相
,

属区域变

质岩系
。

它与高黎贡山群和崇山群为断层接

触
。

笔者发现在怒江观察到的这套岩层
,

酷

似西盟
、

耿马一带 的 西 盟 群 劫统群 岩

层
,

岩性
、

变质程度可 与之对比
。

面貌都很

古老
,

大层内包容着许多小的褶曲和揉皱
,

说明它们曾经受了多期次的构造作用
。

笔者

认为
,

怒江峡谷中的这套结晶片岩
,

应划属

西盟群
,

并在图面上使用 的代号
,

尽

管 目前地质界对西盟群的时代还有争议
,

但

已趋向于元古代
。

据西盟群底部所获同位素

年龄为 亿年
,

那 么
,

西 盟一耿马一昌

宁一怒江这套变质岩系的年龄
,

大致相 当于

亿年
。

它与含生物化石的寒武纪
、

奥

陶纪地层是无法对比的
,

与部分轻微变质的

公养河群也不相当
。

其地史发展推测为
,

由

于澜枪运动
、

燕山运动
,

滇西地壳受到强烈

压缩
,

在怒江一带
,

高黎贡山群
、

崇山群
、

西盟群拼合在一起 西盟群两侧的古生代
、

中生代地层消失于怒江峡谷
。

但在北部梅里

雪山西部出现的一套古生代地层
,

仍与南部

孟连一带 的古生代 地 层 相 当
。

因此可以看

到
,

怒江一带的锡和多金属矿
,

与昌宁一耿

马一西盟一带的锡和多金属矿
,

共同构成一

条大矿带
。

这一认识在理论上和找矿实践上

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

此矿带北延进人西藏

境内
,

也可能找到锡和多金属矿
。

怒江一带 出露的西盟群
,

构 造 非 常复

杂
,

但仍保持了复背斜的形态
。

复背斜核部

大体位于怒江谷底
。

沿福贡一贡山行
,

可见

江谷两岸岩层呈背斜产出
。

组成核部的岩层

有大理岩
,

混合岩
、

绢云片岩
,

说明背斜脊

线的起伏波状 图
。

压 扭 性的层间破碎

带
、

小断裂和张扭性的破碎
,

随处可见
,

它

们是怒江一带锡矿的容矿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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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花岗岩浆演化至燕山晚期
,

挥发份

增高
,

特别是氟
、

硼
、

砷
、

硫 等 的 大 量聚

集
,

导致锡矿的生成
。

由于挥发份高
,

晚期

花 岗岩 中云英岩化较普遍
,

并出现含锡石
、

电气石
、

萤石
、

黄玉的花 岗岩
。

主要矿物成

分
,

钾长石
,

斜长石
,

石英
,

黑云母
,

白云母
。

与燕山晚期花岗

岩浆有直接成因联系的伟晶岩
,

更富含电气

石
、

萤石和黄玉
,

锡矿化更普遍
,

部分伟晶

岩体甚至成为锡矿体
。

含锡石
、

电气石花岗

岩和伟晶岩的化学成分见表
。

端

弓书
切

,,口‘沙圈因国国口

图 怒江一带地质图

一中侏罗统红层 , 一中三叠统 , 一上二叠

统
,

一下二叠统 , 一石炭系未分 , 一元

古界西盟群 , 一元古界高 黎贡 山群 , 一

元古界崇山群 , 丫琶一燕山晚期花岗岩 聋一燕山

早期花岗岩 , 互一印支期花 岗岩 ,

互一印支期

花岗闪长岩 , 丫 一华力西 期 基 性岩 一地质界

线 , 一断层 , 一碧罗雪山深断裂 , 一怒江大断

裂 一锡矿点

怒江一带花 岗岩的特征
,

除具有时

间上的连续性 自华力西晚期一燕山晚期

和复合定位外
,

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化学成分的变化
,

随着时代 由老至

新
,

硅
、

碱逐渐增加
,

铁
、

镁
、

钙逐渐减少
,

有利于锡的富集 表
。

锡矿的主要特征

目前发现的锡矿点
,

多位于怒江西岸
,

自北而南
,

从贡山的龙真一福贡的 自博
,

长

约
,

地方群采
,

年产含锡 的矿

砂
。

众多锡矿点分属 于 各种类型
。

鉴

于怒江一带锡矿同属于一个有成因联系的成

矿系列
,

笔者将它们划为 花 岗岩型
、

伟晶

岩型
、

热液型
。

成矿过程具有连续性
,

即从

燕山晚期开始
,

锡石首先在富氟
、

硼的花 岗岩

中产生
,

继后产于残余花岗岩浆形成的伟晶

岩中和岩浆期后热液中
。

电气石 自始至终是

参与成矿的重要角色
,

见锡 石必见电气石
,

锡石包裹电气石或嵌布于 电气石晶隙间连生

产出
。

除电气石外
,

花 岗岩型 和伟晶岩型的

重要伴生矿物是萤石和黄玉
,

伟晶岩型中见

毒砂 热液型的重要伴生矿物主要是毒砂
,

少量黄铁矿
。

当见有含毒砂的石英脉和伟晶

岩脉时
,

必能见到锡石和电气石
。

大量基岩

光谱分析结果
,

锡与砷呈正相关关系
,

这也

反映了成矿活动的特性
。

种类型锡矿
,

以热液型最重要
,

伟晶

岩型次之
,

花 岗岩型意义不大
。

热液型锡矿体赋存于压扭性层 间破碎带

者
,

呈似层状或豆英状
,

具一定规模
,

长可

达数百米
、

厚
,

含 锡多
,

顶底板围岩常是灰绿色阳起石片岩
、

斜长阳

起石片岩
。

几乎所有矿区皆如此
。

赋存于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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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江江谷背斜构造示意图

一大理岩 , 一混 合 岩 , 一变 粒 岩 , 一绢云片岩

各 时 期 花 岗 岩 化 学 成 分 表

刻一叫叫川博一曰巨﹄时 代

印 支 期

燕山早期

燕山晚期

, ,

表

总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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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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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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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

。

。

。

据 。万 贡山幅
、

福贡幅区调报告
。

含 锡 花 岗 岩 和 伟 晶 岩 化 学 成 分 表 表

岩石名称 。
烧 失 总 虽

。

。

。

。

一 。 。

。 。

。

。 。串黑
︸匕

匕曰

含锡石花岗岩

含锡石伟品岩

。 。

。 。

据贡山县矿点检查简报
。

镇
印

。

嗦平牙七夕半

︸丁报才次

嘴

耕缀
致续

少
‘

麟瑞 芯心 夔

尹

热箭

淤 一

才

平

沃 鲜霏 找
尸

飞

火谁
,

城北蒸
妄代

挤
‘

丫 李丈夕、

圈 回 图
,

翻 厕
图

一黑灰色绢云片岩 , 一黑灰色黑云片岩 ,
热液型锡矿体案描图
一灰色绢云石英片岩 一角闪黑云片岩 , 一灰绿色阳起石

片岩 , 一大理岩 , 浮一锡矿体为锡石电气石毒砂石英脉 , 、 、 、

为剖面图
,

为平面图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扭性裂隙中者
,

多 为 透 镜体
,

厚 余 。

,

延伸和延深不过数米
,

但 品 位 很富
,

含锡一般
,

最 高 达
,

是当地群

众采矿的主要矿体
。

一个单矿体上能采获含

锡 矿砂 百余 公斤 数 吨 图
。

在

一个矿区内
,

两组近于垂直的构造裂隙同时

赋存互相交织的犷体屡见不鲜
。

伟晶岩型锡矿体赋存于伟晶岩的某一部

位
,

有时整个伟晶岩体几乎皆为锡矿体 图
。

伟 晶岩含锡一般 达
,

矿

体含锡最高 巧
,

伟晶岩呈不规则脉状产

于压扭性层间裂隙或张扭性裂隙 中
,

多数无

分带现象
,

少数见分带现象
。

含锡花岗岩仅见于西 月各一个点
,

厚
,

含锡
,

尚未达工业要求
。

锡石的产出特征
,

随着岩浆一热液地质

环境的改变
,

在粒度
、

晶形
、

颜色方面也略

有不 同
。

某些元素的含量也有差异
,

各类型

锡石的产出特征见表
。

采 自伟晶岩和热液 型 矿 体 的锡石单矿

物光谱分析结果见表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伟晶岩型 种元素含量高于热液型
。

一一

片片攀攀
一一

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葬窦窦
口口口

一产 叮丁了一卜、
‘‘‘

汗汗汗只共二二二二

犯犯毛土土土土

图 伟晶岩型锡矿体素描图

一伟晶岩矿体 , 一伟晶岩 声一绢 云石英片岩 卜大理岩

锡 石 产 出 特 征 表 表

类 型 锡 石 产 状 颜 色

花岗岩型
正方双锥

、

正方短柱状
,

。
棕 色

伟晶岩型

多为正方双锥
,

部分正方短

柱伏
,

沥青黑色
、

棕色
、

灰白色

热 液 型

星散状不均匀分布 , 多为他形粒状
,

少数

为自形晶
,

与 电气石共生
,

粒径细小

多为星散伏
,

少数聚集成斑块伏
,

不均匀

分布
,

多为他形粒伏
,

少数自形晶与电气石

连生
、

有白云母和石英包体
,

拉径相对较粗大

与毒砂
、

电气石
、

石英共生
,

细脉状
、

囊

状
,

连晶块状
。

与电气石连生
,

粒径大小悬

殊
,

大的块体达 佘

正方双锥短柱状
、

正方单锥

短柱状
、

复正方锥与复正方往

晶
、

晶簇
,

棕色
、

浅棕色
、

浅

黄色无色透明

锡 石 单 矿 物 光 谱 分 析 结 果 表 衰

一

一,几一厅。一一尸
产日一,钊﹄勺类 型 样 数

个

伟晶岩型

热 液 型

》
。

一

热液型锡矿脉 中 有木锡产出
,

它生长于 种类型的锡矿体同 时 出 现 在一个矿

锡石的晶隙和裂隙间
。 ·

区
,

仅有西月各一个点
,

其它矿区常常是伟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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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 矿 化 围 岩 化 学 分 析 结 果 表 表

岩 石 名 称 破碎二云
石英片岩

破碎黑云
石英片岩 石 英 脉

石英片岩 磐
长阳馨 “ 理‘英岩石一双二片

止旱了 ⋯一止⋯一⋯一⋯一立⋯立聋套哎井厂二竺二二卫
一

⋯全竺竺 ⋯一竺一卜二竺 厂竺二翌二二⋯里兰 竺里兰
平均值 。

·

。‘
·

。 。
‘

。
·

。‘ 。
‘
。“ 。

’
。‘ 。

‘

里
,

晶岩型和热液型并存
,

相距 最 大 余
。

热液型锡矿体有较明显的边界
,

但矿体

外锡的矿化还是较强的
,

这反映了热液活动

较强
,

同时还反映了物质来源的丰富
。

围岩

中的锡矿化见表
。

从表可见
,

破碎与锡矿

化强度呈正相关关系
,

这与在破碎岩石中有

锡矿体产 出相吻合
。

在破碎岩石 中能看到 电

气石和毒砂时
,

锡含 量乡
,

这又证明

锡的成矿与毒砂和 电气石的密切关系
。

围岩的蚀变
,

普遍存在的云英岩化和硅

化是在矿体或矿化体内 所谓褐铁矿化
,

实

际上是热液型矿体中毒砂和少量黄铁矿的风

化物
,

其颜色不是储色而是褐灰色
,

自发采

矿的人都知道
,

那就是他们要采的锡矿体
。

矿床成因探讨

怒江一带厚达数千米 的 晚 元 古代西盟

群
,

是一 套含锡丰富的陆源沉积
。

各矿区基

岩光谱分析
,

含锡多
,

是成矿的物

质基础
。

早期加里东运动
,

西盟群产生 区域

变质
,

背斜核部
,

部分出现熔融交代
,

有混

合岩化发生
。

与此 同时
,

亲氧的锡离子趋向

富硅铝的岩石中
,

华力西晚期一印支期
、

燕

山期
,

弓虽烈的构造岩浆活动
,

夹持于怒江大

断裂和碧罗舌山 澜沧江 深断裂中间的地

壳
,

遭受到强烈压缩
,

褶皱
、

断裂发育
,

压

扭性层间破碎和张扭性破裂亦大量产生
。

地

壳深部重熔的岩浆
,

使锡进一步迁移富集
,

伴随上升侵位的花 岗岩到达地壳浅部
。

岩浆

的演化和衍生
,

使燕山晚期的花岗岩浆
,

更

富含硅铝和碱
,

也 更 富含锡
,

随

着岩浆结晶分馏
,

挥发份向顶部集中
。

氟
、

硼
、

砷
、

硫等与锡形成复杂的氟硼络合物
,

当岩浆冷凝时
,

锡石析出
,

形成含黄玉
、

萤

石
、

电气石的含锡花岗岩
。

富含挥发份的残

余花 岗岩浆侵位后
,

温度
、

压力降低
,

锡络

合物又一次分解沉淀
,

形成含黄玉
、

萤石
、

电气石
、

毒砂的伟晶岩型矿体
。

伟晶岩中的

萤石
,

块径可达 余 。 , 电气石具有翠绿
、

黄绿
、

蔷薇
、

蓝
、

黑等颜色 普遍有绿柱石

出现
。

岩浆期后的热液
,

同样富含氟
、

硼
、

硫
、

砷
,

反映了与成锡花岗岩浆 的 成 因 联

系
。

由于氟不利于远离岩浆母体作远距离迁

移
,

因此热液型矿体中未发现萤石和黄玉
,

大量的是 电气石和毒砂
。

成矿作用本质是由

锡石
、

电气石
、

毒砂
,

少量黄铁矿和石英脉

充填构造裂隙来完成的
。

在洞穴中形成晶簇

状
、

连晶状锡石大块体
。

成矿热液活动至少有两期
,

与锡石连生

的电气石脉
,

有垂直生长的 现 象
。

不 含 毒

砂
、

电气石的石英脉含锡达
,

说明热

液活动还有多期
,

对锡矿也有富化
。

种类型锡矿中锡石晶形的特征是正方

双锥体和正方短柱状体
,

说 明 成 矿 温度较

高
。

木锡的出现
,

也反映了高温浅成的地质

环境
。

从上述可知
,

怒江一带的锡矿形成于燕

山晚期一喜山期
。

笔者仅在部分矿点上作过一些工作
,

大

量的资料来 自区调报 告和近年 队
、

地质

三大队的锡矿普查简报
。

限于资料和工作条

件
,

文中不足之处
,

请予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