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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个旧矿区马拉格矿田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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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旧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锡－铜多金属矿区。关于该矿床的成因，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一直以来，

“花岗岩岩浆气化热液成矿”是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比如金祖德（1981；1991）

认为个旧锡矿是典型的三叠纪同生沉积矿床；彭张翔（1992）认为是成因比较复杂的层控型锡－多金属矿

床；周建平等（1999）、张欢等（2004）、祝朝辉等（2010）等认为是海底喷流热水沉积成因的矿床；黎应

书等（2005；2006）认为印支期基性火山活动为个旧锡铜多金属矿床的形成提供了部分的成矿物质来源，

甚至与成矿有直接的成因联系；秦德先等（2004；2006）根据成矿大地构造演化、成矿作用、成矿物质来

源和成矿时代等，将个旧锡矿划分为 3个成矿系列。本文仅以矿区内的马拉格矿田为研究对象，总结其特

征，并尝试探讨其成矿作用。 

1  区域地质概况 

个旧矿区处在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印度洋板块毗邻的部位，北邻扬子地块，西南与特提斯构造域

的三江褶皱带相接；区域上属于华南地块的右江褶皱带。矿区位于多个构造体系的结合处。西南部的红河

深大断裂是三江褶皱带与华南地区的构造分界线，南北向的个旧断裂将矿区分为东区和西区两部分。东区

的控矿构造为矿区一级褶皱，即五子山复式背斜，北西西或东西向的二级褶皱横跨其上，5 条近东西向的

压扭性大断裂亦横跨在其轴部；西区的主要构造为贾沙复式向斜、近北东向的杨家田断裂、轿顶山断裂及

龙岔河断裂等。 

矿区范围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三叠系，且较为完整，仅上统顶部缺失。侏罗和白垩系全部缺失。中生

界以前的地层，仅在矿区南部见有二叠系上统龙潭组零星出露。而新生界沉积物广泛分布于山涧沟谷及断

陷盆地中。其中中三叠统个旧组为矿区的主要容矿地层，在矿区分布广泛，根据岩性组合特征分为下、中、

上三段，即卡房段（T2g1）、马拉格段（T2g2）和白泥洞段（T2g3）（冶金工业部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1984）。 

个旧矿区中生代岩浆活动频繁、强烈。基性、酸性、碱性岩都有分布，它们先后侵入于三叠系中统砂

页岩及碳酸盐岩中。西区岩体大面积出露，主要有贾沙辉长岩、龙岔河花岗岩和神仙水花岗岩以及白云山

碱性岩等；东区岩体多隐伏于地下，主要有马松、老卡等花岗岩体，并在白沙冲、北炮台及新山等处出露。

同时还有三叠系玄武岩或出露地表或隐伏地下。 

2  马拉格矿田地质特征 

马拉格矿田是个旧锡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位于个旧矿区东区北部，紧邻个旧市区东侧，东以白沙

冲断裂为界，北起水塘寨，南至莲花山，与松树脚矿田毗邻，矿田面积 45 km
2，划分为马拉格、尹家洞、

老阴山、元宝山、白泥洞、水塘寨等矿段。 

2.1  矿田地质概况 

矿田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三叠系中统个旧组（T2g）及法郎组（T2f），零星的第四系山坡残积、堆积物不

整合其上。个旧组为主要的赋矿地层，由灰岩、白云质灰岩、灰质白云岩和白云岩互层组成，局部夹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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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质灰岩，总厚度超过 1 000 m；法郎组上部地层已被剥蚀，下部地层为页岩、砂质页岩、薄层泥质灰岩，

底部有一层不稳定的硅质砾岩，总出露厚度约为 400 m。 

在马拉格矿田，构造控矿十分明显。轴向北西西的马松穹窿是主要的控矿构造，穹窿上发育各种类型

的次级构造，如翼部的波状褶皱、北西向及北东向断裂切割翼部地层，这些构造都有利于成矿。 

在马拉格矿田内出露两个花岗岩体，分别是白沙冲黑云母等粒花岗岩和在其南侧出露的北炮台似斑状

黑云母花岗岩。虽然两个岩体在岩石学、地球化学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是研究表明二者是同源岩浆在

不同阶段的分异产物（陆杰，1987）。 

2.2  矿体地质特征 

矿田内主要出现两种类型的矿床：① 矽卡岩型矿床。产于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与碳酸盐类岩石的接

触带矽卡岩中，热液硫化矿物主要为磁黄铁矿、黄铜矿，其次为黄铁矿、辉铋矿、白钨矿、方铅矿、闪锌

矿、锡石、毒砂等，它们以浸染状、脉状分布于矽卡岩中。矿体主要为透镜状，环绕北炮台岩体的东南缘

呈放射状分布，并可见原生金属分带。② 层间氧化矿床。产于接触带外侧的碳酸盐类岩层中，矿石除锡

石外，还伴生铜、铅（锌）、铟、铋等多种组合。这类矿体形态及其复杂，有管状、似层状、脉状，囊状、

条状等。 

2.3  围岩蚀变 

矿田内围岩蚀变类型较多，主要是矽卡岩化。矽卡岩的岩石种类较多，早期矽卡岩阶段形成的主要为

透辉石矽卡岩、钙铁石榴石矽卡岩、透辉石石榴石磁铁矿矽卡岩、符山石矽卡岩、方柱石矽卡岩等；晚期

矽卡岩阶段主要生成一些含水硅酸盐矿物，如阳起石、透闪石、金云母、绿泥石等及一些金属矿物。矽卡

岩化，尤其是晚期含水硅酸盐矽卡岩化和成矿作用关系密切，是找矿的直接标志。此外，分布广泛的围岩

蚀变还有钾长石化、钠长石化、云英岩化、绢云母－白云母化、绿泥石化、铁锰矿化、赤铁矿和褐铁矿化、

硅化及大理岩化等。 

3  成矿作用综述 

白垩纪早期，伴随着太平洋板块沿欧亚大陆边缘平行走滑，大陆岩石圈发生大规模伸展，并引发火山

活动和花岗质岩浆侵位（毛景文等，2008）。包括北炮台岩体在内的个旧花岗岩就是这一事件的产物（程

彦博等，2009）。北炮台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经历了较高的分异演化，是成矿物质及热量的来源（庄永秋，

1996）。在北炮台岩体演化的晚期，岩浆与碳酸盐岩相互作用，形成矽卡岩。在矽卡岩退化蚀变阶段，含

矿流体大量富集，并沿层间断裂、切层断裂等逐渐向外迁移，同时发生大规模成矿作用（毛景文等，2008）。

由于温度等物化条件的不同，在接触带出现了原生金属的分带现象。随着距离岩体越来越远，含矿流体的

温度也越来越低，于是在层间断裂、层间滑脱带等处形成硫化物矿床。而这些硫化物矿床在后来遭到氧化，

形成层间氧化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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