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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坪超大型金多金属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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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坪金矿床是哀牢山金矿带上的超大型金多金属共生矿床。矿体为赋存于闪长岩体内 

部近平行的多金属硫化物一石英薄脉。矿床地质、流体包裹体地球化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表明：成 

矿作用与中、新生代的区域构造 一岩浆活动密切相关，至少可分为燕山期石英 一黄铁矿和喜 山早期石英 

一 方铅矿两期；早期形成金矿化，晚期形成铅和银矿化并伴生金矿化 ；二者叠加于同一容矿空间，形成多 

期叠加的复式铅、锌、银、金共生矿床。成矿物质与成矿流体的来源一致，各成矿期流体均是以深源流体 

为主的壳 一幔混合流体，但具有不同的地球化学特征 ，是相对独立的成矿流体体系。矿床成因属 中一高 

温热液硫化物 一石英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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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元阳县大坪金矿床是著名的滇西哀牢山 

金矿带上继墨江金厂、镇源老王寨之后发现的又一 

重要的金 一银 一铅 一锌多金属矿床，矿床位于云南 

省南部元阳县大坪乡境内，地理坐标为东经 103。04 

O0”一103。06 O0 ，北纬 22。50 00”一22。58 00 ，矿区 

面积约60km 。至2002年底，矿床已累计提交探明 

的金金属量(C+D)级 55 555kg，目前已达超大型规 

模。与同矿带上其他重要矿床相比，该矿床的地质 

研究虽开展过一些工作 一 ]，但总体上仍很薄弱。 

对矿床的类型、规模以及成因等的认识存在较大争 

论，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矿床的勘探和生产。为进 
一 步指导大坪矿区的地质勘探和生产，作者对该矿 

床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在阐述其地质和地球化学 

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其成因。 

1 矿床地质 

大坪矿区大地构造位置位于扬子地块西缘的金 

平断块上，或称为金平滑移体 。区域构造线以北 

西向为主，其次为近南北向和北东向。区域深大断 

裂构造主要包括红河断裂带、哀牢山断裂带和藤条 

江断裂带。矿区内断裂主要有三家河断裂、金子河 

断裂和小寨一金平断裂(图1)。根据矿区ETM遥 

感图像解译成果 ，在矿区范围内新解译出一些断裂 

构造，主要有冉家寨一新安寨断裂、小新街断裂和大 

坪一马店街一大寨断裂等。 

图 1 大坪矿区区域地质构造简图(据王臣兴，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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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矿区地质特征 

矿区地层组成简单，三家河断裂以西主要为奥 

陶纪砂板岩系，志留纪、泥盆纪陆源碎屑岩见于东南 

角部及大坪一马店街断裂和小寨一金平断裂之间， 

其间有辉绿岩脉侵入。矿区及其外围岩浆活动发 

育，具多期次、多类型的特点。其中海西期桃家寨闪 

长岩体出露于矿区中部(图2)，是矿区的主要赋矿 

围岩。大面积的燕山期二长花岗岩、花岗岩体则分 

布于矿区东部外围。南部和西部一带有较多的喜山 

早一中期富碱岩浆岩活动，形成了规模较小但数量 

较多的富碱斑岩岩株或岩脉。在不同时代地层和岩 

浆岩体中，见有大量不同期次辉长岩脉、煌斑岩脉、 

石英二长岩脉或花岗斑岩脉侵入。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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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上 

上 
上 

j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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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坪金矿区矿脉分布图 

D z一下泥盆统老井寨组灰岩；D s一中泥盆统宋家寨组炭泥质页岩夹硅质页岩及灰岩；Dzm一中泥盆统马鹿洞组微晶灰岩、白云质 

灰岩、白云岩夹角砾状灰岩、板岩；s：一中志留世薄层状、条带状白云质灰岩夹泥质板岩；0 b一早奥陶世长石石英砂夹黑色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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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矿脉地质特征 

根据矿脉的产出环境和空间分布特征可将大坪 

矿区划分为两个矿段，即北部的金子河矿段和南端 

的老金山矿段(图2)。其中前者是矿区的主体，共 

有矿脉35条，皆赋存于小寨一金平断裂和冉家寨～ 

新安寨断裂之间(即金子河构造破碎带两侧)的桃 

家寨闪长岩体中，主要包括Vl～3、V5、V8～9、V23、 

V14等。矿 脉 长度 一般 为 500～lO00m，最 长 

3800m，矿脉主要呈北西或北北西向，倾向南西。各 

脉体呈薄脉状，相距不远并呈大致近平行展布，从北 

东向南西 ，具有斜列的趋势。位于金子河构造破碎 

带以东的矿脉走向北西 320。一305。，倾向南西，倾 

角65。～85。，局部直立甚至反倾；而位于其西的矿 

脉走向 320。～33O。，倾向、倾角与东区相似。造成 

金子河构造破碎带东西部矿脉走向上的差异可能与 

金子河断裂活动的左行牵引作用有关。老金山矿段 

位于小新街断裂东部，有不同规模矿化脉体 lO余 

条，其中矿化较好的4条矿脉产于志留纪浅变质板 

岩和碳酸盐岩中。矿脉走向北西 310。左右，倾向南 

西，一般长度在 5O～200m之间，相互平行产出，受 

层间构造破碎带控制。对部分矿脉的实地调查表 

明，矿区内矿脉具有分支复合、膨大、尖灭再现或侧 

现以及反倾现象。多数矿脉是多期成矿作用的产 

物，具破碎再胶结特征。不同期次形成的矿脉具有 

矿物组合、在同一赋矿构造中的产出部位、结构构造 

等方面的差异，但由于多期热液活动均表现为金属 

硫化物 一石英脉，并充填在同一容矿构造内，因而难 

以辨别，以前均视为一期矿脉。 

1．3 矿石类型及矿物组合特征 

矿区矿石划分为金属硫化物 一石英脉型 (占 

95％以上)、(构造破碎带)蚀变岩型及角砾岩型 3 

种类型。 

金属硫化物一石英脉型根据矿石中矿物组合的 

不同，可以划分为两个亚型：金属矿物以黄铁矿为主 

的称为黄铁矿型，以方铅矿为主的称为方铅矿型。 

从矿石在矿脉中的垂向分布看，前者多分布在矿脉 

的浅部，后者则见于相对深部。在同一条矿脉的同 
一 标高水平上，两种矿石同时出现时，一般并行产 

出，并具有明显的分界面(图3)。此外，也能见到方 

铅矿型石英脉穿插黄铁矿型石英脉的现象，反映二 

者并非同期矿化的产物。两个亚型矿石的共生矿物 

组合亦有差异：与黄铁矿共生的主要为黄铜矿、银黝 

铜矿、砷黝铜矿、磁铁矿、白钨矿、锡石、自然金等为 

主，显著特征是极少见方铅矿；而与方铅矿共生的则 

以黄铁矿、闪锌矿、褐铁矿、黄铜矿、砷铅矿及铅钒等 

为主。在脉石矿物方面，二者共同特点是均以石英 

为主，占70％～80％甚至更高，其他是少量的方解 

石、铁白云石、重晶石、透辉石、云母类和粘土类、绿泥 

石、绿帘石等，但方铅矿型矿石中铁白云石的含量要 

高于黄铁矿型矿石，而重晶石则相对少见。 

图3 L47—3老硐中V5号脉两期矿脉并置 

1一闪长岩；2一第一期石英脉；3一第二期石英脉；4一后期构造 

错断矿脉 

蚀变岩型包括蚀变闪长岩型、蚀变灰岩型和构 

造破碎蚀变岩型。蚀变闪长岩型和蚀变灰岩型多见 

于石英脉两侧，一般发育宽度不大(小于 lm)，其中 

金属矿物以黄铁矿为主，其他少见或基本不见，呈浸 

染状或细脉状分布，含量占5％ ～15％。而构造破 

碎蚀变岩型分布相对广泛，见于矿脉尖灭端的构造 

延长线上以及尖灭侧(再)现间隔区间内，部分金品 

位较高，是追踪构造延伸，发现再(侧)现石英脉的 

主要标志。金属矿物也以黄铁矿为主，呈细粒浸染 

状或细脉状分布，但含量较低。构造破碎蚀变岩蚀 

变强烈，除硅化外，还广泛发育其他类型的蚀变产 

物，如绿泥石化、绿帘石化、铁白云石化、方解石化。 

角砾岩型矿石前人少有提及，由于胶结物的致 

密胶结以及其矿物成分与硫化物 一石英脉型相似， 

造成两者难于区别，过去将其归属为硫化物 一石英 

脉型。矿石中的角砾一般为早期形成的石英脉，以 

棱角状出现，其中可见早期形成的金属矿物；而胶结 

物多为金属硫化物，以致密的团块状黄铁矿或方铅 

矿为主，形成金属硫化物包裹石英的格局。在典型 

的硫化物 一石英脉型矿石中，金属矿物则呈半自形 

或他形的个体以各种形式分布石英脉中，形成石英 

包裹金属矿物的格局。 

1．4 成矿期次划分 

对 V5、1～3、23、8～9号等脉体矿石矿脉穿插 

关系的详细观察和室内镜下研究表明，该区至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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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英一黄铁矿期和石英 一方铅矿期两个成矿期， 

前者可以划分为绢云母一黄铁矿 一石英阶段(I)、 

磁铁矿 一黄铁矿 一石英阶段(Ⅱ)、石英 一多金属硫 

化物(黄铁矿)一自然金阶段(Ⅲ)和石英 一碳酸盐 

4个矿化阶段；后者可划分为石英 一多金属硫化物 

(方铅矿)一自然金阶段(Ⅳ)、石英 一少硫化物(黄 

铁矿、方铅矿为主)一铁白云石阶段(V)和方解石 
一 石英一黄铁矿阶段(Ⅵ)3个矿化阶段。其中Ⅲ为 

金矿化的主要阶段，Ⅳ为银铅锌矿化的主要阶段，同 

时伴有金矿化。体现出了该区金矿成矿的长期性、 

多期性和复杂性。 

2 流体包裹体地球化学特征 

2．1 包裹体岩相学 

选择不同成矿期矿脉中石英开展了包裹体特征 

研究。v9—4和V5—1样品分别采自V9和V5脉 

体，为石英 一黄铁矿期Ⅲ阶段产物。其中石英包裹 

体较多，均为原生包裹体，多呈片呈群状分布(图 

4a，v9—4)，包裹体多数较小，一般3～5 m，少数 5 
～ lOlxm，为CO：包裹体和二相气液包裹体，形态多 

呈长条状、纺垂状、负晶状等，在 V5—1中见部分呈 

线状排列的包裹体(图4b)，个体更小。CO：包裹体 

中CO：一般占包裹体体积的50％一80％或更大；二 

相气液包体的气液比为 10％ ～15％。V23—1(图 

4c)和V1—1(图4d)样品分别采 自V23和V1号脉， 

均为石英 一方铅矿期第Ⅳ或V阶段的产物。其中包 

裹体较发育，呈群、片分布，亦主要为CO：包裹体和 

二相气液包裹体，多呈球状、长条状、不完全负晶状 

和不规则状等，偶见呈线状排列的个体极小的假次 

生包裹体。CO：包裹体中CO：一般占包裹体体积 

图4 云南大坪金矿床矿石石英包裹体特征(说明见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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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一60％或更大(可达 80％)；二相气液包体 

的气液比为 10％ 一25％，包体大小为5—15I．Lm。 

SBT一1(图4e)和SBT一2(图4f)样品采 自矿区北部 

的十八塘矿点角砾状矿石，矿石中石英的组成较复 

杂，含早期石英的角砾，但主要是晚期形成的石英。 

包体数量明显少于上述样品，但个体相对较大，不均 

匀分布或呈线状排列，主要为CO 包裹体和少量二 

相气液包裹体，包体多呈负晶状和不规则状等。 

CO 包体中 。，在常温下跳动，其中CO 所占体积 
一 般为30％一60％，少数达98％；二相气液包体的 

气液比为10％ 一25％，包体大小为 1O一201．Lm，少数 

可达 301．Lm以上。 

2．2 包裹体温、压和盐度特征 

两期石英包裹体温、压和盐度等测定结果表明， 

石英一黄铁矿期的包裹体均一温度变化区间为 

177oC一356oC，平均 258oC；石英 一方 铅矿期 为 

165oC一364oC，平均 284oC。可见两期均一温度变 

化不明显，石英一方铅矿期略高。图5表明，均一温 

度总体上有两个峰值区，一个位于220~C一240~C区 

间，另一个位于 320~C一360~C区间，同时单个样品 

也具有类似的规律。包体的盐度两期分别平均为 

14．7％和 13．21％，流体密度则分别平均为O．88× 

10 k m 和O．90×10 kg／m ，各方面指标变化均不 

明显，没有显示出同一成矿热液体系随时间从早到 

晚所表现出的趋势性变化特征。利用 CO 包裹体 

的相关数据，根据有关 P—T相图对压力进行估算 ， 

得出石英 一黄铁矿期的成矿压力为 58MPa，石英 一 

方铅矿期为 70MPa，相应的成矿深度(按 27MPa／km 

增压计算)分别为 2．14km和 2．59km。可以看出， 

从石英一黄铁矿期到石英 一方铅矿期成矿深度不断 

加深，与不同期次石英脉在空间上的填充规律相符。 

■ ■ l-- _ ■ 

2．3 包裹体成分特征 

有关流体包裹体的成分见表 1。不同成矿期的 

流体成分共同特点是：液相成分中，阳离子以Na 、 

K 为主，钠钾比值均远大于 1，其次为cä ，个别样 

品还含一定量的Mg̈ ；阴离子以sO 一、cl一为主，各 

样品的F一含量均低于氯和硫酸根离子。气相成分 

中，水和CO 占有绝对优势，其次为O 和N 。值得 

注意的是各样品 中均含有一定量 的 CH 、C H 、 

c H6等，其中以前两者为主。但不同期次热液之间 

差异也是很明显的，石英一黄铁矿期热液(表中2、3 

阶段)早期相对富集Na 、C1一、No；等离子组分，各 

组分值明显偏低，而主期 Cä 、Mg̈ 、SO 一含量相 

对增高；石英 一方铅矿期成矿热液特别富集 Na 、 

Ca 、SO：一等液相组分和CH 等气相组分，相对富 

集CO 和N 等气相组分。从早到晚各组分含量基 

本相似。但从老金 山样品 (LJS一3)分析，晚期 
Ca 、Mg̈

、SO 一、No；等离子含量明显增加，气相 

成分中N 含量较高，可能同矿液流经的围岩不同有 

关。取于V23号脉旁侧含少量黄铁矿的石英大脉 

样品(V23—5，不含金)中各种组分均有一定含量， 

以特别富集 Na 、K 、cl一等为特点，似乎与上述两 

期热液有一定差异，是否表明存在更晚一期的热液 

活动有待进一步研究。 

3 同位素地球化学 

3．1 H—O和 C同位素 

表2列出了大坪金矿不同脉体不同期次矿石石 

英的H、O同位素组成以及铁白云石的碳同位素组 

成。由表 2及图6可知，矿区不同成矿期矿石氧同 

位素组成总体变化较小(2．63％o一5．54％o)，略低于 

正常岩浆水值(5％o一7％o，郑永飞等，2000【19])，在 

O 7I(一8D图解 (图 6)上呈一垂直直线型排列特 

征，反映氧同位素组成稳定，没有同一体系热液经长 

期演化后，氧同位素向大气降水线发生飘移的现象； 

而氢同位素组成变化较大(一113％o一一41％o)，变 

化范围大于正常岩浆水值(一80％o一一50％o，郑永 

飞等，2000 )。同时，不同期次有样品投点在图上 

相互交织出现，表明这种变化并非由于同位素交换 

引起。上述H、O同位素的组成特征表明：该区不同 

成矿期的热液并非同一成矿体系的产物，而是源于 

相对独立的热液体系。 

从各期热液组成变化范围看，两期流体H、O同 

位素组成特征大致相似，主体位于原生岩浆水范围 

内，8D值的变化表明可能发生了弱的水岩交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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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样品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杨丹测试，测试仪器为 日本岛津公司 ShimadzuHIC—SP Super离子色谱仪及 GC2010型气相 

色谱仪；时间2004年11月 9日；②括号内数字表示成矿阶段；③上表为液相成分(质量分数单位为 10I6)，下表为气相成分(摩尔分数单位： 

H20、CO2、CO、02、N2为％，CH4、C2H2、C2H6为 1O )。 

图6 大坪金矿床矿石石英H、0同位素组成图解 

在碳同位素组成方面，石英 一方铅矿期一个铁 

白云石的 c值为一4．81％o，而据毕献武(1996) J 

测得的方解石(主要是石英 一黄铁矿期晚阶段的产 

物)的碳同位素组成为一2．79％o～一4．34％o，平均 
一 3．57％o，与上述 H、0同位素组成特点相似，且与 

深源(地幔)碳(一4％o)基本一致，表明多期成矿流 

体均来自于深源。 

3．2 S同位素 

由表3可以看出，该区不同矿脉黄铁矿、方铅矿 

的硫同位素组成变化范围为一1．57％o～6．6％o，平均 

为2．75％o。组成较为稳定，显示一定的塔式效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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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成矿阶段硫同位素组成差别较小。从不同成矿期 

看，石英一黄铁矿期变化为2．7％o～4．9％o，石英一方 

铅矿期为0．3％o～4．4％o。结合前人测试结果综合分 

析认为，两期成矿热液中的硫主要源于深部岩浆体 

系，其中石英一方铅矿期晚阶段个别样品值偏低，可 

能有其他来源硫(如围岩中的溶解硫)混入。 

4 成矿作用与成矿过程探讨 

目前对大坪金矿床矿床成因的认识主要有以下 

观点：①与桃家寨闪长岩岩浆活动有关，主要形成于 

海西期，但在燕山期受到了改造 』；②与区域斜长 

花岗岩岩浆活动有关，为多源混合热液改造型金矿 

床，形成于燕山一喜山早期，以燕山期为主_2 ；③ 

认为属产于蛇绿岩套辉长闪长堆晶岩中的高 一中温 

热液石英脉型金矿，成矿溶液为热卤水，金主要源于 

地层及蛇绿岩带，形成于燕山期 ；④认为含金热 

流体源 于深 部上 升高压 流体，形成 于 喜 山 

期 J 。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数作者均认为该矿 

床是一种改造型金矿床，但其矿质来源各有不同。 

4．1 深源流体多期叠加成矿作用 

通过前述研究，认为大坪矿床的成矿作用十分 

复杂，具有至少两个热液成矿期。流体包裹体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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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表中81s0水同位素值按分馏方程 lO001．a=3．38×10 t～ -2．91(石英 一水，t=200~C-500％)，对前人样品亦按此公式重新统一计 

算(Clayton et a1．，1972，引 自郑永飞等，2000[ )；②该文数据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万德芳测试。 

表 3大坪矿区矿石硫同位素组成表 ‰ 

样号 矿物(阶段) 834S 样号 测试矿物 834S 资料来源 

V1—1 V1黄铁矿(Ⅳ) 4．3 含金石英脉 黄铁矿 6．6 [5] 

V8DK134A V8方铅矿(Ⅵ) 1．1 老金山 黄铁矿 4．8 [5] 

V9PD740—4 V9黄铁矿(Ⅲ) 4．4 HBD一11 方铅矿 0．08 [1O] 

V9PD740—5 V9方铅矿(V) 4．0 HBD一18 方铅矿 0．68 [10] 

V23—3 V23方铅矿(Ⅳ一V) 0．3 HBD一19 方铅矿 6．55 [10] 

V23—5 V23黄铁矿(Ⅳ一V) 0．6 HBD一24 黄铁矿 3．49 [10] 

V5—1 V5黄铁矿(Ⅲ) 2．7 HBD一27 黄铁矿 2．24 [1O] 

V5XK25 V5黄铁矿(V) 4．9 HBD一29 方铅矿 4．71 [10] 

V5XK25 V5方铅矿(Ⅳ一V) 4．3 HBD一29 黄铁矿 一1．57 [10] 

SBT一1 十八塘中期黄铁矿 0．7 HBM一42 黄铁矿 2．16 [10] 

SBT一2 十八塘晚期黄铁矿 2．9 DNP(老金山) 方铅矿 0．5 [5] 

注：左栏为该文实测资料，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万德芳测试。 

表明，两期成矿热液具有不同特点，组分的差异和含 

量的高低反映各期成矿流体属于相对独立的热液体 

系，而不是同一体系流体演化的结果，流体的成分特 

征与相应成矿期形成的矿物组合吻合性较好。另～ 

方面，尽管不同成矿期的成矿热液具有相对独立的 

源区系统，但它们均是以深源流体为主。胡瑞忠 

等 对哀牢山成矿带内主要金矿床开展了较系统 

的氦和氩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大坪金矿黄铁矿、 

方铅矿、黄铜矿和石英(以黄铁矿为主)矿物流体包 

体 He／ He值的变化范围为0。71Ra一1。32Ra，均明 

显高于其地壳特征值(0．01Ra)，而与地幔特征值 

(6Ra一9Ra)趋近，说明成矿流体中存在大量地幔 

氦。与正常地幔值相比，其。He／ He值己有一定程 

度的降低。进一步研究 表 明，造成该 区成 矿流 

体。He／ He值偏低的可能机制为地壳氦对地幔氦的 

稀释，即为富幔源氦的深源流体与在地壳浅层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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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循环的以地壳氦为主的流体发生混合的结 

果  ̈。由于该区硫、氧、碳、铅等同位素资料显示成 

矿流体主要为深部成因，因此，可以肯定它们只可能 

是随富含幔源氦的深源流体带来的，这同哀牢山金 

成矿带上的其他矿床具有相似性Ll引。 

4．2 成矿过程探讨 

前人有关大坪金矿床成因的各种观点，其中很 

多明确指出了该区成矿具改造性质，现在看来，这种 

改造成矿实际上是多期成矿叠加的一种地质表现。 

根据上述研究并结合前人所积累的成矿测年结果， 

可以将大坪金多金属矿床的成矿过程简要描述如 

下：石英 一黄铁矿成矿期可能发生在燕山期，与区域 

大规模中酸性花岗岩岩浆活动有关，主要依据金世 

昌  ̈测得的矿石铅同位素年龄(113Ma～170Ma)确 

定，并以金矿化为主；石英 一方铅矿成矿期发生在喜 

山早期，以毕献武等  ̈}贝4得的 ESR法成矿年龄 

(41．3Ma～58Ma)为支撑，与区域上喜山早期富碱 

岩浆活动时代大致对应，同时期也有大量的中基性 

岩脉(如辉绿岩脉)或煌斑岩脉形成，形成银铅锌矿 

化并伴生金，考虑到成矿后煌斑岩脉切割矿脉的现 

象，并结合外围富碱岩脉的存在，可能在喜山中期还 

发生过热液活动。形成区内矿化的两期成矿热液均 

源于地球深部的壳幔区，但由于不同地质时代，即使 

是相同的壳幔过渡区，其性质(状态、物质组成等) 

也是不相同的，因此源于其中的热液流体也具有不 

同的特点。相应时期的区域构造 一岩浆活动是驱动 

流体活动的主要动力，而近地表与主构造相通的次 

级构造体系则是流体最终归宿，也就是矿质的沉淀 

空间。矿质主要源于流体的源区，上述基性脉岩与 

矿脉之间的时空关系也证明了这一结论Ⅲ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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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Y AND GEoCHEMISTRY oF DAPING SUPER —LARGE 

GOLD —PoLYMETALLIC DEPOSIT IN YUNNAN PROVINCE．CHINA 

GE Liang—sheng ，DENG Jun ，YANG Li—qiang ，XING Jun—bing2
，
YUAN Shi—song2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Geological Processes and Mineral Resources，China University ofGeosciences，Beifing 100083； 

2．Institute of G0fd Geology，Chinese Armed Police Force，Langfang 065000) 

Abstract：Daping gold—polymetallic deposit，located in the southern Yunnan Province，is a super—large quartz—sulfide vein type deposit．Results 

of ore geology，fluid inclusion and stable isotope studies on the deposit show that main quartz veins were formed by superposition of at least two period min- 

eralization of the early quartz—pyrite period related to the Au and the later qu artz—ga1ena period related to Pb，Ag and Au．The different period veins 

had complex relationships in space．It was concluded from synthetical analyses that the fluids of two periods came from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ystems cor- 

related to different magmatism．Th e deposit was formed by filfing in the same space with late—stage Ores．and belongs to pely—metallic sulfide—quartz 

vein type polymetallic hydrethemlal deposit． 

Key words：geology and geochemistry，super—large gold—polymetallic deposit，multi—stage superposed mi neralization，Daping，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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