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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广l 
t 在论述扬子地台西缘大地构造格局和边缘构造控矿类型的基础 

上 ，厘建了扬子地台西缘铜多金属矿床构造成矿模式 。它 由内带—— 

川滇叠加裂各系和外带——三江 沟一弧一盆”系两个区域构造成矿 

模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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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成矿模式 

1 扬子地台西缘大地构造格局 

扬子地台酉缘构造的分带性颇嘎显(囹 

1)。纵 上，由北向南有 3个构造分段：北段 

龙门山段、中段金河一程海段和南段红河构 

造段。横向上，由西向东明显划分为3个次 

级构造带：外带(西带)——古陆缘／陆架海 

带、中带——构造转换带和内带(东带)—— 

古陆内带或内缘带 ]，基本构造特征如下： 

1．1 外带(西带)——古陆缘／陆架海(区) 

带 

1．1_1 范围和界限 西界北段为金沙江带 

转而为宇戛寺一德钦断裂 ；中段为兰坪 永 

平～澜沦江断裂 ；东界北段为龙门山西界断 

’裂；中段为木里一剑川一金沙江 (南段)断 

裂；南段为藤条河断裂。 

L1．2 板块构造特征 西缘外带——三江 

．褶皱系属特提斯构造域的一部分，其构造特 

征自然受其构造演化控制。该带最引人注目 

的是聚会板块边缘“沟～弧一盆’ 匈造体系， 

具有“三弧 、两盆、一线 构造特点 “三弧”即 

屯冲、澜沧和哀牢 山弧；“两盆”即保山一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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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和兰坪一思茅盆地 ；“一线(沟)”即苍山一 

哀牢山多期活动缝合线。其构造演化是原特 

提斯、古特提斯和中特提斯开合的历史，即 

大陆和大洋岩石圈两种构造体制不断演化、 

转化(换)的历史。这两种构造体制的不断演 

化和转换，形成了本区条(缝合线)块(深断 

裂带／陆块)相间的构造格局和大地构造的 

多旋回发展口]。主要表现在：多旋回的构造 

岩浆活动、沉积盆地属性的多旋回转化和多 

旋回的造山作用 3个方面 ，特别是后者 。后 

期印支板块 向北的强烈 冲挤，地壳强烈缩 

短，出现大推覆、大滑脱和大走滑及与之有 

关的多条韧性剪切带的发育和一些块体(如 

兰坪～思茅)被挤出。铸成三江地区腰部(杂 

水 泸水)强烈紧缩、两端撒开的“哑铃状” 

构造格局。形成了中国大陆境内极重要、极 

密集而且数量甚多的巨大线状弧形深断裂 

系。这些弧形断裂系既是三江地区的断裂构 

造骨架，又是最重要的岩浆一变质成矿带。 

1．2 中带——古洋一陆隽转换(他)带(也 

是槽一台结合带) 

1．2．1 范围和界限 北段为龙 门山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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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界线即是西边和东边的两个主断裂带； 

中段为金河一程海带 ；南段为红河构造带 ， 

它的东界是红河深断裂本身，西界则是印支 

期形成的藤条河深断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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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扬于地台西缘太地 构造格局 

(据王凯予己等-1991) 

1一扬于北台 ，2一昆祁秦构造 带‘3一加里 东摺皱带， 

4一地台边塞妻构造转化带 }5一冈瓦纳古陆；6一扬子地 

台西墩陆架薄区‘7一塔里木～中朝古大陆 ‘s一深大断 

裂，9一大地构造单元界线，iO一板块缝合带或俯冲带 ‘ 

断裂编号：①昌宁一双江板块缝台带 ，@盎沙江一藤条 

江缝合带，@甘孜一理塘缝台带 ，④龙门山一红河古缝 

合带．⑤昆祁秦南缘深断裂带，@鲜 水河大断裂带、⑦ 

羊拉搽断裂带，@玉树一德铣深断裂带 厄悯『保一朵仲 

深断裂带，@可可西里一巴彦喀拉南缘探斯裂带 ，@绿 

汁江深断裂带，@昌都一囊托深断裂带 

1．2．2 构造特征 该转换带是由南段的红 

河 、中段的金河及北段的龙门山等 3个主断 

裂 带 相 连 接 而 成 的 深 断 裂 系，长 达 

1500km 该断裂向南延至越南的莺歌海，总 

长约 3000km，属岩石圈断裂。它形成于晋 

宁期，活动于澄河、加里东和海西期 ，f襄：伏于 

印支、燕山期，强烈活化于喜山期 ，是长期活 

动的多旋回深断裂带。它既是古洋壳和古陆 

壳的分界线(南延入海部分也是近代陆壳和 

洋壳的分界线)，又是地壳发展过程中于新 

生代转变为陆内的巨型走滑推覆构造带。它 

分隔了扬子准地台和松潘一甘孜和三江褶 

皱带 ，在构造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 。 

转换带的构造演化比较独特。扬子旋回 

早期先是有古洋一陆壳转化活动而产生的 

深断裂系，继而在扬子旋 回晚期有 由西 向东 

产生的板块俯冲活动 -形成中国南方最早一 

期(澄江期)的缝合线，即红河缝合线。其后 

有印支期一燕山期和．喜山期大型推覆和剪 

切冁摧构造，再后有陆壳张裂与左行走滑断 

裂活动而产生的走滑拉分盆地，并伴随碱性 

岩浆侵入。因而，在金河一程海及其以东的 

盐源地区和北段的龙门山地区，形成大规模 

转换断裂带，其中大型走滑推覆构造带在整 

个构造转换带中占有重要地位 。 、 

1．2．3 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 岩浆岩以蛇 

绿岩最引人注目，而变质岩则以“双变质带 

为标志。一总长达 1500km 的转换带 ，北段龙 

门山以超基性岩为代表，形成该区著名的石 

棉矿产区。南段点苍山一哀牢山带 除蛇绿 

岩外，还商喜山期富碱侵入岩的强烈活动， 

二者构成转换带重要的贵金属、有色金属和 

稀有、稀土盒属成矿带 

1．3 ‘内带——古陆蘑绔内佣--J EI澳叠加裂 
答系 ．’ 

内带范围指夹持于龟河一程海和小江 

两大断裂之间的地区，包括康滇地轴、滇中 

台坳和盐源一丽江台褶带及其北缘的构造 

过渡带 4个二级构造单元。其主体构造为康 

滇地轴。它是一个多旋回叠加裂各系，笔者 

称之为 川滇叠加裂谷系”。主要裂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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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①中元古代安宁洋扩展与川滇被动陆缘 

裂谷 系发展，形成会理～东川、石棉一峨边 

拗拉槽、昆阳陆架裂陷、新平陆隆裂陷，统称 

昆阳裂谷。②新元古代晋宁一澄江期，后造 

山磨拉石裂谷盆地形成 ③古生代一三叠纪 

鲜水河、后龙门 山、锦屏山陆隆裂陷及前龙 

门山、盐源一丽江陆架裂陷形成与发展。陆 

上攀西地区大规模基性岩浆喷发和侵入，地 

壳普遍伸展裂陷 ，形成著名的攀西陆 内裂 

谷 。④ 中新生代陆内俯冲碰撞、走精与西昌 
一

滇中裂谷及红河新生代拉分裂陷形成、发 

展与消亡 ]。 

上述裂谷作用区域演化的主要特点是 ： 

裂谷(陷)类型多种多样}裂陷作用的旋回 

性 、多期性、阶段性和不可逆性；裂谷(陷)作 

用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如攀西裂谷上叠在中 

晚元古代裂谷构造之上 ，并继承了中元古代 

奠定的“两堑夹一垒 的裂谷构造型式。 

2 边缘构造成矿(控矿)类型 

从根本上来说，矿床的形成受大地构造 

作甩控制。扬子地台西缘大陆边缘的构造演 

化历史，是张裂的被动大陆边缘与地体增生 

型活动大陆边缘交替发展的历史，即岩石圈 

伸展、裂陷(谷 )作用与岩石圈缩短、增生碰 

撞 作用交替发育的历 史。因此，伸展裂陷 

(谷)成矿作甩和增生碰撞成矿作用，是扬子 

地台西缘两种最基本的大地构造成矿作用 

类型。前者是扬子地台酉缘内带的主要成矿 

作甩类型}后者是西缘外带的重要成矿作用 

类型。在中新生代陆内碰撞时期 ，尤其是新 

生代 其成矿作用包括走滑一拉分裂陷和走 

滑一逆冲推覆两种成矿作用，这在西缘外带 

和中带均占有重要地位，中带 (构造转换带) 

更具特色。 

扬子地台西缘构造分带性明显。内、中、 

外 3个构造带分别代表缘边裂陷、走滑和叠 

缩 3种边界类型。三者各有其相应的成矿作 

用和矿床组合。 

】6 

2．1 缘边裂陷型矿床 

几乎包 括了各类裂谷(陷)环境 中形成 

的矿床。主要有：大陆层状基性一超基性深 

成岩型 v、Ti、Fe、Cu、Ni、Pt、Pd矿床，海相 

火 山 型 Cu、Fe、Pb、Zn、Au、Ag、Hg、Sb矿 

床，海相沉积岩型 Cu、Fe、Pb、Zn矿床，陆相 

碎屑岩型 Cu、Ag矿床 ，以及大陆玄武岩型 

Cu、Fe矿床和与碱性侵入岩有关的稀有、稀 

土矿床等。 

2．2 缘边走滑型矿床 

地体增生或联合后沿原有地体边界断 

裂发生走滑运动，可形成重要的金属 矿床， 

如红河断裂带 、金河一程海断裂带 ，在新生 

代发生大规模的右旋(红河)与左旋(金河) 

走滑运动，形成红河及滇西北剑川、宾川地 

区与走 精拉分裂陷 系有 关的富 碱斑岩型 

Cu、Mo、Pb、Zn、Au、Ag矿床。向西北与规 

模巨大的玉龙斑岩型 Cu、Mo矿带相连。 

2 3 缘边叠缩型矿床 

在地体增生(或联合)及其后的敛合运 

动作用下，沿边界断裂发生广泛的地壳缩 

短、碰撞及陆内俯 冲作用 ，形成沿(缘)边叠 

缩型矿床。陆内俯冲构造通常包括由前陆盆 

地、叠瓦式推覆构造带和后都的挤压一拉张 

带组成 在前陆盆地中形成陆相碎屑岩型 

Cu、Pb、Zn矿床，推覆带 的成矿作用主要与 

强烈变形 、变质作用有关，金厂、老玉寨等大 

型一特大型蛇绿岩热液金矿的主要成矿阶 

段就发生在哀牢山韧性剪切带形成时期(30 

～20Ma)，陆内俯冲带的后部 ，形成与壳型 

及幔一壳型花 岗岩和中酸性浅成～超浅成 

侵入岩有关的夕卡岩型、斑岩型矿床 ，如个 

旧一文山锡铜多金属成矿带，滇西锡钨成矿 

带和中甸岛弧型Cu、Mo多金属成矿带。 

综上述+车区大多数大型一超大型矿床 

的形成，均受到地体边界断裂、裂陷(谷)构 

造和深部热隆起构造的联合控制。 地体边 

界断裂+沿边裂陷(谷)构造+热(地幔)隆 

起”是多数大型一超大型矿床形成的基本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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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条件 

3 大地构造成矿模式 

构造一成矿模式可分为区域构造成矿 

模式和矿田矿床构造成矿模式。本文仅只涉 

及前者．属陈国达教授所指的区域成矿学范 

围。根据前述扬子地台西缘大地构造格局的 

“三带”(内、中、外)分野特点和边缘控矿类 

臃 摩保 

冲 盐山 

蕾 地 J 

镰 

型．厘建扬子地台西缘大地构造综合成矿模 

式。鉴于西缘外带属特提斯成矿域，内带属 

环太平洋成矿域，前者以 淘—弧一盆”发育 

完整为特色，后者以多期叠加I臻瞎 为特点， 

故所厘建的西缘大地构造综合成矿模式，是 

由西缘外带的。沟一弧一盆 系和内带多期 

叠加裂系两区域构造成矿模式柯成。 

3．I 西缘大地粕造综合成矿簟式 

漏 茅 兰 衰 

艳 盐坪 牢 

矗 地 J 山 

思 弧 

楚 

蓝  

盐 

地 

江 

舟 

盆 

地 

一  

四 综合成矿模式(图2) 

3．2 西缘外带区域构造成矿模式 

西 缘外带三江地 区“沟一弧一盆”构造 

“二、二、四、四”区域构造成矿模式(图 2)。 

3．3 西缘内带区域构造戚矿薯戚 

西缘内带一川滇构造带，以多期叠加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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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构造为重要特点。铜多金属矿床的形成与 

裂谷系的演化密切相关 。区内主要裂谷事件 

有四，其中以昆阳裂谷和攀西裂谷二者最为 

重要 ，具有裂谷“生成一发展一消亡 三个完 

整演化阶段。笔者称这类裂谷为“成熟裂 

谷 。件随裂谷演化发展的三个 阶段 ，产生与 

之相匹配的三大成矿作用(即：①与裂谷早 

期一火 山地堑阶段有关的火山喷流热水沉 

积成矿作用；②与裂谷中期一裂陷阶段有关 

的沉积喷瀛热水成矿作用；③与裂谷晚期一 

封 闭(消亡)阶段次火山一岩浆侵入 活动有 

关的成矿作用)和四种主要铜矿床类型(1lp： 

①海相火山岩型}②海相沉积岩型}③陆相 

碎屑岩型}④大陆玄武岩型)，构成川滇叠加 

裂谷系完整的成矿体系和独具一格的“四代 

同堂 (eP、东川期、晋宁期、海西期和喜山期 

四个成矿时期的四大类型铜矿床共居一堂) 

的成矿序列Eel。展现出明显的 同位、多源、 

多控、多期、多因 复合成矿特点。简称为 

“四、三、四 四 区域构造成矿模式(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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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ECTION AND PRoGRESS IN 

PROSPECTING F0R SKARN GoLD DEP0slTS IN CHINA 

chen Yanjing 

The skarn type 0f go!d depcslts take a proportion of ahout 14．83 【n the gold demonstrated蝌 em s of China al- 

though it had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So the study and prospecting of skam type of gdd deposits should he empha— 

sized for its importance The East China (partieuIarly the mid lower Yangzy river district)and the  Tianshe n-1)axing an一 

1mg，the qingling-Qilian and the a g—Ojngzang subducdoncoIIislon orogetm posses favourab[e forming environ- 

ment for BkBr god deposits and should he the key 8Fea$for p舶spectI“g akarn type 0f gold deposits．The geolo~ea]Bnd 

geochemical charactel'istics revealed of the skaxn gotd deposits in China n k taking丑宣ore guide of pr∞pecd akarn 

type gold dep~ its． 

Key-m d旦￡ China，Skarn typetGold deposit，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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