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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背景 

位于西南“三江”多岛弧盆系东南缘，临沧-勐海陆缘弧带与昌宁-孟连结合带的过渡地带，双江陆缘弧带中，东邻多期

形成、规模巨大的临沧花岗岩基，西接澜沧俯冲增生杂岩带。 

出露总厚近万米的古-中元古界澜沧岩群、大勐龙岩群、古生界、中生界侏罗系-白垩系红层和新生界第三系地层，岩石

类型包括碎屑岩、火山岩、化学沉积岩等。历经加里东期-燕山期多期次构造运动，整体显示活动性较大的特征。海相火山

喷发-沉积硅铁建造控制了区内铁矿床的形成与产出，赋存有著名的澜沧惠民特大型铁矿等。 

1.1  澜沧江铁矿带 

惠民-大勐龙同处于澜沧江铁矿成矿带（高相平等，1977），呈近南北向展布，省内绵延达 400 km，宽 50 km，可分为

以惠民为典型矿床的西火山-沉积型矿床成矿带和以疆锋为典型矿床的东火山-喷流型矿床成矿带。铁矿带最佳铁矿类型-条带

状含铁建造的厘定，从惠民到疆锋铁矿成矿模式和成矿系列的建立，对该带找铁潜力评价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1.2  惠民铁矿 

赋矿的澜沧岩群变质地体，下部为硅、泥质建造，中部以火山-沉积建造为主，上部为泥砂质类复理石建造。其变质基

性火山岩与成矿关系密切，属大洋型火山岩或接近大洋一侧的岛弧型火山岩，铁矿床为海底火山喷发沉积成因，其成岩成矿

时代为古-中元古代。铁矿体受火山-沉积旋回控制，主要赋存于澜沧岩群惠民岩组第二火山-沉积旋回内，进一步细分为九个

由基性熔岩-基性凝灰岩-鳞绿泥千枚岩-铁矿层组成的次级旋回，在每个次级旋回的顶部或直接于火山岩之上，分别形成 9

层铁矿。 

1.3  疆峰铁矿 

赋存于元古界大勐龙岩群中，属火山-喷流型铁矿。大勐龙岩群为一套以各类变粒岩、片麻岩、片岩、角闪岩、浅粒岩、

大理岩与磁铁矿层组合的中-深变质岩系，属前寒武纪变质含铁建造。铁矿产于下部变粒岩与大理岩的过渡带，其斜长角闪

岩、绿泥钠长片岩中尚见原始熔岩结构和变余凝灰结构，是基性火山熔岩、火山凝灰岩的变质产物。据岩石化学及同位素资

料，火山岩形成于洋岛火山区，具拉斑玄武岩系特征。铁矿成矿可分为火山喷溢沉积阶段和火山变质气液叠加等多个阶段。 

2 澜沧江铁矿带含铁建造类型 

2.1  前寒武纪含铁建造 

曾群望最先将惠民铁矿划入前寒武纪条带状铁硅建造类型（曾群望，1984），并认为属苏必利尔湖型和阿尔果马型铁矿

之间的过渡类型。重要的是惠民铁矿形成于火山-沉积作用，沉积为主，虽来自于火山亦多可划入苏必利尔湖型铁矿床（Gross，

1993）。 

条带状含铁建造（Banded iron formation，简称 BIF）和粒状含铁建造（Granular iron formation，简称 GIF）是近年国际

上前寒武纪含铁建造新的划分（Hagemann et al.，2008），BIF为具燧石条带的含铁建造；GIF为化学选别完好的砂、细粒铁

氧化物和硅酸盐填充和胶结的含铁建造，一般火山成因之阿尔果马型铁矿只与 BIF 有关，沉积（常伴有火山）成因之苏必

利尔型铁矿则 BIF和 GIF兼而有之，GIF代表高能条件下的浅海-滨海环境。惠民铁矿容矿岩石具有细条带状的 BIF结构和

粗条带状的 GIF结构，而疆锋铁矿条纹条带 BIF及其他火山岩结构为主。如此也从 BIF和 GIF的新分类说明惠民铁矿属苏

必利尔湖型铁矿，规模相对较大；疆锋铁矿属阿尔果马型铁矿，规模相对较小。 

2.2  含铁建造生成年代 

西带容矿岩石澜沧岩群惠民岩组绿片岩，其 Sm-Nd等时线与 TDM模式年龄的一致性，说明其原岩形成于 1 700～2 000 

Ma，还得到 1064 Ma、533 Ma、200～300 Ma以及小于 180 Ma和小于 50 Ma的 Rb-Sr、K-Ar、40Ar/39Ar年龄，是为重要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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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变质事件。大勐龙岩群斜长角闪岩 Sm-Nd等时线与 TDM模式年龄为 1750~2050 Ma间，同时测获 1 027 Ma、555 Ma、218 

Ma，小于 180 Ma以及小于 50 Ma等与惠民岩组绿片岩相对应的重要构造变质事件年龄（翟民国，1990a；1990b）。两者同

样经受后期构造变质事件，特别是 190～250 Ma海西晚期-印支期形成低变质相的惠民岩组高压变质带和大勐龙岩群中-中高

变质相的高温变质带（翟民国，1990a; 1990b）。就两套岩群生成年代讲，均可与世界大型含铁建造苏必利尔湖区和拉布拉区

含铁建造生成期相当（图 1）。 

 

 

图 1  主要含铁建造矿床的概略地质柱状图 

（据 Bution,1976; Bewkes,1973; Trendall,1968; Bayley和 James,1973; Rivers和Wardle,1979; Gross,1968修编） 

 

2.3  含铁建造生成模式 

在特定的晚太古代到古元古代时期，也是大气由缺氧到含氧的过渡时期，称之为氧大气变态期（Kirkham et al.，1993），

在此 26～18亿年前后的 8亿年间，普遍认为由于深海边缘陆架地段兰绿藻及原核细胞的光合作用制造了充氧层，从而氧化

了大量的于海水中的二价铁乃至锰离子，遂生成条带状的含铁建造（Cloud，1973；Kirkham et al.，1993），并沿大陆边缘成

带分布，世界 90%的铁矿石即产于此含铁建造及类型。 

澜沧岩群地层中发现的藻类等微古植物化石（雷作淇，1982），即为古元古代充氧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和提供了依据，

也为原铁矿同生沉积成矿说阐明了理论基础。近年对于铁矿形成多数学者主张经历了同生喷流沉积-内生蚀变改造-外生淋滤

富集数阶段，特别是富铁矿。苏必利尔湖型惠民铁矿和阿尔果马型疆锋铁矿从火山喷流沉积到变质改造等，均可在模式中找

到相应部位。 

3  结  论 

通过惠民、疆锋铁矿的比较矿床学研究，产于澜沧岩群之惠民铁矿，属火山-沉积苏必利尔湖型铁矿，与锰共生；产于

大勐龙岩群之疆锋铁矿，属火山-喷流阿尔果马型铁矿，含少量硫为特征。云南“三江”多岛弧盆系连同印度次大陆均为毗邻

澳洲大陆的原冈瓦纳古陆碎片，并可能是奥里萨-云南“三江”-哈墨斯利铁矿成矿带的中间环节。形成于古元古代晚期到中元

古代早期（1 700~2 000Ma）的澜沧江铁矿成矿带，具有同生喷流沉积-内生蚀变改造-（外生淋滤富集）数阶段演化特点，具

备形成前寒武纪大型含铁建造形成所应有的条件，因而找铁的潜力仍较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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