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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大理宝兴厂斑岩型铜钼金矿床 

成矿构造分析 

周晓锋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第十支队，云南 昆明   650111） 

 

摘  要  宝兴厂斑岩型铜钼金矿床位于丽江-大理斑岩型矿床矿集区内，该矿集区是滇西新特提斯构造成矿域

上一个成矿系列较全、成矿元素复杂、成矿条件独特的斑岩型矿床矿集区。矿区成矿地质条件复杂，构造、岩

浆活动频繁，由 NW 向金沙江-哀牢山断裂带和 NNE 向程海-宾川断裂带共同夹持构成的三角形构造变形区，成

为贯通岩石圈底部的通道，喜马拉雅期区域性走滑造山活动导致幔-壳源浅成富碱斑岩侵入，成矿与马厂箐富碱

斑岩体密切相关。金厂箐-人头箐、乱硐山-宝兴厂、双马槽等一系列背、向形构造是矿区的控岩控矿构造，马厂

箐富碱斑岩体及其与围岩的接触构造体系是铜钼金矿成矿的有利部位。 
关键词   地质学；成矿构造；喜马拉雅期幔-壳源浅成富碱斑岩；铜钼金矿；云南大理宝兴厂 

 
宝兴厂斑岩型铜钼金矿床位于大理市东南 30 km，地处弥渡、祥云和大理三市县交汇地区，经西南冶

金地质勘探公司、武警黄金部队多年勘查，矿床规模已达大型。本文在西南冶金勘探公司 310 队勘查成

果 、武警黄金部队勘查和科研成果 基础上，浅析区域和矿区构造控岩控矿因素，总结构造控岩控矿

及成矿模式。 
宝兴厂斑岩型铜钼金矿床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扬子板块西缘与金沙江-哀牢山深大断裂构造带东侧

交汇部位，NW 向金沙江-哀牢山断裂与 NNE 向程海-宾川断裂所夹锐角区地带。沿着金沙江-哀牢山断裂

带分布着一系列古近纪的斑岩型矿床，在西藏玉龙、云南中部大理和云南东南部金平铜厂一带 3 个地区

形成了斑岩型矿床集中区，构成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斑岩型矿床矿集区（王登红等，2005）。 

1 矿区地质概况 

宝兴厂矿区古近纪早期前属扬子板块西部边缘，在近EW向前寒武纪褶皱基底上，覆盖同生物-地理区

的古生界至中三叠统沉积盖层，其间晚二叠世沿贯穿本地区岩石圈的NNE向程海-宾川超岩石圈断裂带，

发生峨眉山大陆玄武岩喷溢；其后晚三叠世期间发生陆内冲褶造山-造盆作用，程海-宾川断裂带成为丽江

冲褶带与楚雄前陆拗陷盆地的构造分界线，程海-宾川断裂带的南段组成部分即响水断裂，在宝兴厂矿区

形成NNE向响水-九顶山、响水-果园村和响水-红岩村等 3 条逆冲推覆断层，并造成三者间下奥陶统向阳

组（O1x）－下泥盆统康廊组（D1k）、下泥盆统－石炭系、二叠系间形成一系列次级背形、向形及断裂

构造，3 条逆冲推覆断层往NE在响水村－带与程海-宾川断裂汇聚，往SW则呈帚状分枝撒开，并与NW向

金沙江-哀牢山断裂交汇，总体上形成由金沙江-哀牢山断裂与程海-宾川断裂共同夹持构成三角形构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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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区（图 1）。因此，本区存在贯通岩石圈底部的有利构造条件，成为其后古近纪幔-壳源浅成斑岩类及

其岩脉活动提供有利的成岩成矿构造环境和富集成矿条件。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下奥陶统向阳组、下泥盆统康廊组、青山组及二叠系峨眉山组玄武岩，下奥陶

统向阳组在矿区分布广泛，岩性为粗粒长石石英砂岩、石英长石粉砂岩、黑色碳泥质细砂岩夹条带或灰

岩、泥质白云岩透镜体，构成马厂箐富碱斑岩体的接触带围岩，也是主要的赋矿地层。 
矿区构造发育，且处于不同方向构造的交汇复合部位，主要有 NW 向和 NNE 向两组，明显受区域性

的 NW 向金沙江-哀牢山断裂和 NNE 向程海-宾川断裂及近 EW 向隐伏基底构造的控制。NW 向构造以金

沙江-哀牢山断裂和向阳复式背斜为代表；NNE 向构造以响水断裂为代表，是区域性程海-宾川断裂的南

段组成部分。 

 

图 1  宝兴厂矿区区域地质构造简图 

1—第四系；2—中、下白垩统；3—中、下侏罗统；4—上三叠系峨眉山玄武岩；5—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6—中、上石炭统；7—下泥盆统康廊

组；8—下泥盆统向阳组；9—下奥陶统向阳组；10—喜马拉雅期正长斑岩；11—喜马拉雅期花岗岩；12—喜马拉雅期霏细斑岩；13—煌斑岩脉；

14—燕山期花岗岩；15—实测/推测断层；16—走滑拉分断裂；17—铅锌矿点；18—铜矿点；19—中型金矿床；20—中型铜、钼矿床；21—砂金矿

点；I—金沙江-哀牢山喜马拉雅期走滑构造带；II—程海-宾川（响水）印支期逆冲推覆构造+喜马拉雅期走滑构造带；①—响水-九顶山断裂； 

②—响水-果园村断裂；③—响水-红岩村断裂 

 

矿区内发育喜马拉雅期富钾钙碱性浅成斑岩，属于金沙江-哀牢山富碱斑岩带的组成部分，主要为马

厂箐浅成富碱斑岩体，以正长斑岩和二长花岗斑岩、花岗斑岩等为主体，以及二长斑岩、花岗斑岩、霏

细斑岩、煌斑岩等脉岩组成的幔-壳源浅成杂岩体，马厂箐岩体w(SiO2)为 69.50%，w(Al2O3)为 14.65%，

w(MgO)平均 1.43%，w(K2O)平均 5.34%，w(K2O+Na2O)平均 9.14%，具有高钾富碱的特征，属于高钾钙

碱性（或钾玄岩）岩石系列。马厂箐斑岩体具多期次侵入特点，依次为早期的正（二）长斑岩（52 Ma）
→中期的石英二（正）长斑岩（42～47 Ma）→晚期的二长花岗斑岩、花岗斑岩（33～37 Ma）→末期的

碱长花岗斑岩（29～32 Ma）（彭建堂等，2005）。对马厂箐岩体内的铜钼矿体的辉钼矿Re-Os同位素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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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其成矿年龄（35.3±0.7）Ma，成矿与晚期二长花岗斑岩、花岗斑岩关系最为密切。马厂箐富碱斑岩体

由内向外蚀变具分带现象，依次为硅化、钾化、绢英岩化、青磐岩化（矽卡岩化）等蚀变，在绢英岩化

和青磐岩化（矽卡岩化）蚀变带中具钼、铜矿化（图 2）。 
铜钼金矿化与马厂箐富碱斑岩体及脉岩存在密切的时、空联系，表现出典型的斑岩型矿床成矿特

征。围绕马厂箐富碱斑岩体矿化具分带性，成矿温度由高至低、自内向外依次为斑岩型钼铜矿化（高

温）→接触带附近的角岩型、矽卡岩型铜、金、铁矿化（高中温）→围岩中破碎蚀变岩型金矿化（中低

温）。已发现的铜钼矿（伴生金）主要分布于宝兴厂矿段和乱硐山矿段，产于马厂箐富碱斑岩体与下奥

陶统向阳组砂岩（O1x）的接触带及其近接触带附近的砂岩层间滑脱带内，目前已圈定 15 个矿体，估算

铜钼资源量 26.84 万吨；金矿主要分布于人头箐矿段、金厂箐矿段和双马槽矿段，产于距离马厂箐斑岩体

2～3 km的二长斑岩、煌斑岩、下奥陶统向阳组砂岩、灰岩的近EW向构造破碎带中，目前已圈定 12 个矿

体，估算金资源量 25.55 吨。 

2 区域控岩控矿构造 
本区辉钼矿 Re-Os 同位素测年显示其成矿年龄为（35.3±0.7）Ma，相当于新生代古近纪早期，作为划

分主成岩成矿阶段的时限依据。 
喜马拉雅期成岩成矿前，区域性金沙江-哀牢山断裂和程海-宾川断裂，两者均为超岩石圈断裂，前者

是扬子板块板缘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的分界线，后者是扬子板内的二级构造单元分界线，从遥感影像也清

晰地反映出 NW 向金沙江-哀牢山断裂、NNE 向程海-宾川断裂以及一系列近于平行的近 EW 向隐伏基底

断裂等线性构造。 
喜马拉雅期（约 45 Ma）由于印度板块向北与欧亚板块碰撞，导致青藏高原隆升，沿金沙江-哀牢山

断裂带于 40 Ma 左右发生大规模左旋走滑造山活动，造成近 EW 向基底断裂再次活化，使 NNE 向程海-宾
川断裂带发生大规模的右旋走滑，导致宝兴厂矿区形成楔形岩石圈拉伸引张变形区，为本区幔-壳源高钾

富碱岩浆的形成、浅成斑岩侵入与成矿作用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并为马厂箐富碱斑岩体的侵入提供了构

造空间。幔-壳源岩浆活动，不仅带来深部大量的成矿物质，同时产生巨大的区域性热异常，驱动各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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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沿构造破裂带大规模对流循环和远距离迁移聚集，为本区成矿带来了多种丰富的成矿物质来源。 

3 矿区控岩控矿构造 

晚三叠世期间发生的陆内冲褶造山-造盆作用，在宝兴厂矿区形成 NNE 向的响水-九顶山、响水-果园

村、响水-红岩村 3 条逆冲推覆断层，并造成三者间形成金厂箐-人头箐背形、宝兴厂-乱硐山背形和双马

槽向形构造。马厂箐富碱斑岩体受构造控制被动侵入、浅层定位，由于褶皱的核部或次级褶皱的交汇、

转折部位处于应力集中的构造薄弱地带，易于断裂和裂隙的产生，有利于含矿岩浆的侵位。富钾钙碱性

岩浆呈不同侵入期次，分别定位于变形围岩中金厂箐-人头箐、宝兴厂-乱硐山和双马槽背形或向形构造

中，同时又沿张性断裂构造形成复杂的岩枝岩脉。因此背形或向形核部，控制着马厂箐富碱斑岩体的位

置与形态；背形或向形的层间滑脱带，控制着岩枝、岩脉的位置与形态，这从本区岩体、脉岩总体呈近

EW 向展布与褶皱变形轴线一致可以得以证实。 
无论从空间上还是从时间上，宝兴厂铜钼金矿床的成矿作用与马厂箐富碱斑岩体的关系十分密切，

因此，马厂箐富碱斑岩体的侵入接触构造体系是主要的控矿和容矿构造，马厂箐富碱斑岩体内靠近接触

带的构造裂隙控制斑岩型的铜钼矿化，接触带构造控制接触交代型（角岩型、矽卡岩型）的铜钼金矿

化，接触带外围围岩地层中的层间滑脱带和近东西向张性构造破碎带控制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化。 
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抬升至最终定型，使金沙江-哀牢山断裂于 15 Ma 左右发生右旋走滑调整，导致

程海-宾川断裂及其响水断裂产生左旋走滑活动，响水-九顶山、响水-果园村、响水-红岩村 3 条逆冲推覆

断层将宝兴厂铜钼金矿床拉分为呈 NE 向斜列展布的金厂箐-人头箐矿段、乱硐山-宝兴厂矿段和双马槽矿

段。这从人头箐矿段二长斑岩岩枝、岩脉和近 EW 向金矿脉向西至响水断裂带出现中断的现象得以证

实，表明本区成岩成矿阶段之后，存在后期左旋走滑构造作用的叠加改造与破坏。 

4 构造控岩控矿模式 

综上所述，宝兴厂矿区构造控岩控矿模式可概括为：金沙江-哀牢山断裂带在喜马拉雅期发生大规模

的左旋走滑剪切作用，形成一套大规模的走滑断裂系统，导致幔-壳源岩浆、成矿物质和流体上升，大规

模的走滑断裂系统控制着呈 NW 向展布的喜马拉雅期富碱斑岩带的空间分布；NW 向金沙江-哀牢山断裂

与 NNE 向程海-宾川断裂及其响水断裂交汇部位控制着岩集区、矿集区的分布；褶皱变形构造控制着马厂

箐富碱斑岩体、岩脉的形态和展布，是矿区控岩构造；马厂箐富碱斑岩体与围岩的接触构造体系是主要

的控矿容矿构造（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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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宝兴厂斑岩型铜钼金矿床构造控矿模式图 

1—砂岩；2—白云质灰岩；3—断裂带；4—花岗斑岩；5—二长斑岩；6—矿化体；7—接触变质带 

 

基于上述认识，马厂箐富碱斑岩体的内外接触带是寻找斑岩型、角岩型、矽卡岩型铜钼矿的有利部

位；马厂箐富碱斑岩体外接触带（2～3 km）且叠加近 EW 向构造破碎带的地段，是寻找蚀变岩型金矿的

有利部位；宝兴厂矿段、乱硐山矿段和人头箐矿段深部具有良好的寻找斑岩型铜钼矿的前景。 
 
志   谢   本文得到中科院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杨心宜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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