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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龙岗地区多金属矿带成矿地质特征及

找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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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总结了滇中龙岗地区金、铜、铁、铅9锌、银等多金属矿床的类型和成矿规律，指出该区成矿演化有

;个时期：早元古代铁9铜成矿期，中元古代9中三叠世古风化壳铁（金）矿成矿期，燕山期9早喜马拉雅期金、铅9锌（银）

成矿期，晚喜马拉雅期金成矿期；相应地在空间上自下而上形成了;种成因类型的矿床组合：海相火山喷发9沉积9变

质铁9铜矿床，古风化壳型铁（金）矿床，构造破碎带热液蚀变脉状金矿床和铅9锌（银）矿床，沉积9热液改造砂砾岩型

金矿床。文章指出了该区找矿主攻矿种和有利找矿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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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大陆边缘是金属成矿的有利区域，世界上许

多重要矿集区都产在古大陆和现今大陆边缘（翟裕

生等，?@@?）。地质历史上龙岗地区曾处于扬子地台

西南边缘康滇古陆与古特提斯洋沟A弧A盆系列环境

及印度板块碰撞造山带之结合交汇部位。该区已发

现大红山大型铁铜矿、小水井金矿、大龙潭金矿和团

山、石羊厂、百达莫等铅锌矿床（点），但区内地质研

究程度较低（大红山矿区除外），成矿规律不明。本

次研究工作从地质历史演化的观点出发，对区内成

矿地质背景、矿带地质特征、已知矿床特征、成矿构

造演化等进行了系统研究，总结出成矿规律和矿床

类型及其时空分布规律，同时指出了该区找矿主攻

矿种和找矿方向。

B 成矿地质背景

滇中龙岗地区金、铜、铁、铅锌、银等多金属矿带

大地构造位置属扬子准地台西南缘川滇台背斜滇中

中台陷楚雄凹陷西南部，西南依红河深大断裂与丽

江台缘褶皱带点仓山—哀牢山断褶束哀牢山变质带

毗邻。区域内具典型的基底和盖层双层结构（云南

省地质矿产局，BCC@）。基底岩系包括下元古界哀牢

山群、大红山群和中元古界昆阳群。下元古界为优

地槽建造，是一套复理石和钠质火山岩（细碧A角斑

岩），厚逾万米，经吕梁运动形成变质结晶基底；中元

古界为冒地槽型的复理石建造和碳酸盐岩建造，经

晋宁运动全面褶皱回返，形成浅变质褶皱基底，结束

地槽演化阶段。就滇中中台陷而言，吕梁运动之后

至印支运动之间长期处于隆起剥蚀状态，总体为一

地垒构造的核部，中元古代A中三叠世缺失沉积，晚

三叠世初期发生沉降，转化为中、新生代地堑构造的

核心，发育了巨厚的DE含煤磨拉石建造和FA9红色

砂泥质建造与膏盐建造。燕山运动晚期，本区褶皱

隆起，新近纪形成一系列山间断陷盆地磨拉石建造。

晚喜马拉雅运动使全区进一步隆升，形成现今的构

造和地貌格局。

矿带出露的地层由老而新有：下元古界哀牢山

群（G,B!"）为一套混合岩化强烈的深变质岩系，上部

为变粒岩、黑云斜长片麻岩夹斜长角闪岩、大理岩，

下部为阴影状、条带状、眼球状混合岩夹石榴云母片

岩、变粒岩、斜长角闪岩，厚度大于HC@@/。大红山

群（G,B#$）下部为混合岩；中部为中性钠质熔岩（角

斑岩）A基性钠质熔岩（细碧岩），变质后为磁铁钠长

浅粒岩，为大红山式铁铜矿床的主要赋矿层位；上部

为大理岩、石英岩、片岩等；厚度大于BIJC/。上三

叠统云南驿组（DE%）中部灰岩段（DE%?），厚度大于

J@H/，上部页岩段（DE%E），厚度大于J@@/；罗家大

山组（DE"）下部为灰色凝灰岩，沉凝灰岩夹中基性火

山角砾岩，厚CHE/，上部为灰绿色粉砂质泥岩夹少

量凝灰岩、砂岩，厚I@E/；花果山组（DE$）下部为褐

色砂、泥岩夹煤层及煤线，厚?CJ/，上部为粉砂岩与

细砂岩互层，厚HCJ/；白土田组（DE&）上部砂泥岩

夹泥灰岩，厚EEH/，下部浅灰色细A中粗粒长石石英

砂岩夹泥岩、泥质粉砂岩，厚HHH!KJI/。下侏罗统

冯家河组（FB’）为变质粉砂岩、长石石英细砂岩夹紫

红色板岩，厚B@IJ/。中侏罗统张河组（F?(）为紫

红色泥岩、泥灰岩和砂岩，厚KHB!C@B/。新生界新

近系三营组（L?)）为砾岩、砂砾岩、粉砂岩、泥岩夹炭

质泥岩和煤线，厚度大于?H@/。

区域岩浆活动，于吕梁期和晋宁期有中、酸性岩

浆侵位并伴有钨、锡矿化；北部金宝山一带有华力西

期镁铁质岩侵入，岩体具环状分带特征，铜、镍、铂、

钯矿化发育；中北部红河断裂东侧诸葛营一带发育

喜马拉雅早期的黑云母花岗岩体，龙岗一带沿北东

向横断层有小规模同期煌斑岩脉侵入，长J@!B@@
/，宽J!B@/，此类新鲜岩脉的绢云母9A:’法年龄

值为（J@M@NC）O+PQGQ（杨建民等，?@@B），为早喜

马拉雅期的产物。

区域构造变形处于哀牢山LR向强烈变形带与

滇中SL向简单变形带之间的过渡地带，结晶基底中

LTT向褶皱和片理发育，盖层为SL向至LR向褶

皱和断裂构造。褶皱一般开阔对称，靠近红河断裂

的龙岗—官郎山一带，褶皱呈LR向紧密线状排列。

断裂为西倾之逆冲断层。龙岗多金属矿带沿紧邻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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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断裂的依皮堵背斜和苏步断裂带产出。区内构造

表现为!" 向褶皱和断裂，次为!#向横向断层。

主要褶皱有泥格底向斜、龙岗背斜、大麦地向斜，尚

有次级褶曲发育，断裂自西向东有红河逆断裂、小水

井断层、苏步逆断裂、三街断裂等（图$）。

龙岗地区属川滇古陆边缘哀牢山造山带与楚雄

盆地之间的山%盆过渡区（刘和林等，&’’&），蔡立国

等（$(()）和刘和莆等（&’’’）称之为褶皱%冲断带，此

构造带内构造动力强烈、活动频繁，流体活跃，具较

好的成矿地质条件，形成了丰富的金、铜、铁、铅锌、

图$ 龙岗地区地质矿产图（据$(()版云南省地质矿产图修编）

$—新近系三营组（!&!）；&—中侏罗统张河组（*&"）；+—下侏罗统冯家河组（*$#）；,!-—上三叠统：,—白土田组（.+$），/—花果山组（.+%），

0—罗家大山组（.+&），-—云南绎组（.+’）；)!(—下元古界：)—大红山群（12$(%），(—哀牢山群（12$)&）；$’—古近纪花岗岩；$$—断裂及编

号：3$—哀牢山断裂，3&—红河断裂，3+—小水井断裂，3,—苏步断裂，3/—三街断裂，30—马龙河断裂；$&—向斜及编号：4$—泥格底向斜，

4&—大麦地向斜；$+—背斜及编号：5$—龙岗背斜；$,—金矿化带；$/—矿床编号；$0—铁铜矿床；$-—铅锌矿床；$)—金矿床；$(—铁矿床；

&’—铜（金）矿床；矿床编号同表$
3678$ 9:;<;76=><?>@;AB;C77>C7>D:>，EF;G6C7H6E2D65I26;C;A?6C:D><D:E;ID=:E（?;H6A6:H>A2:D9:;<;76=><>CHJ6C:D><

K:E;ID=:EJ>@;ALICC>C1D;M6C=:，$(()）

$—!:;7:C:N>CO6C73;D?>26;C（!&!）；&—J6HH<:*ID>EE6=PF>C7F:3;D?>26;C（*&"）；+—B;G:D*ID>EE6=3:C7Q6>F:3;D?>26;C（*$#）；,!-—R@@:D
.D6>EE6=：,—S>62I26>C3;D?>26;C（.+$），/—TI>7I;EF>C3;D?>26;C（.+%），0—BI;Q6>H>EF>C3;D?>26;C（.+&），-—LICC>CO63;D?>26;C（.+’）；)
!(—B;G:D1D;2:D;U;6=：)—V>F;C7EF>C9D;I@（12$(%）；(—W6<>;EF>C9D;I@（12$)&）；$’—1><:;7:C:7D>C62:；$$—3>I<2：3$—W6<>;EF>CA>I<2；

3&—T;C7F:A>I<2；3+—46>;EFI6Q6C7A>I<2；3,—NI5IA>I<2；3/—N>CQ6:A>I<2；30—J><;C7F:A>I<2；$&—NOC=<6C:：4$—!67:H6EOC=<6C:；4&—

V>?>6H6EOC=<6C:；$+—WC26=<6C:：5$—B;C77>C7>C26=<6C:；$,—9;<H?6C:D><6U:H5:<2；$/—XD:H:@;E62?IC5:D；$0—YD;C%=;@@:DH:@;E62；$-—

B:>H%U6C=H:@;E62；$)—9;<HH:@;E62；$(—YD;CH:@;E62；&’—Z;@@:D（7;<H）H:@;E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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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等多金属矿床（点）。

! 矿床（点）地质特征

矿带内发现的主要矿床（点）有大红山大型铁"
铜矿床、太和街—百达慕铅锌矿床、石羊厂铅银矿

床、小水井金矿床、阿别田铜金矿、黄草地—团山铅

锌矿床、官朗山—后山金矿和大龙潭金矿等。选择#
个典型矿床特征叙述如下，其他主要矿床地质特征

见表$。

!%" 大红山铁铜矿床

大红山铁铜矿床位于龙岗矿带南部（图$），矿区

出露地层为&’$!"和()#，&’$!"自下而上由老厂河

组（&’$!$）、曼岗河组（&’$!%）、肥味河组（&’$!&）组成。

&’$!$下部以眼球状、斑点状及条带状钾钠长石

质二云混合岩为主，夹黑云母片岩、角闪黑云片岩、

二云母片岩，上部以较大眼球状混合岩为主，夹少量

黑云母片岩、二云母片岩，厚度大于*+,-，前人（钱

锦和等，$../）经镜下鉴定与化学分析综合恢复原岩

为浅海相碎屑岩夹海相中基性火山熔岩（角斑岩"细

碧岩）。&’$!% 中下部以变火山熔岩、变火山凝灰岩

为主，夹少量黑云母片岩、绿泥片岩、绢云母片岩、碳

质微晶片岩、白云质大理岩等，是含铜、铀、金的主要

层位，上部以大理岩为主夹少量变火山凝灰岩，厚

*#/-，恢复原岩为富钠质的细碧岩系列。&’$!&以

白云质大理岩为主，底部夹变钠质火山岩，中上部夹

碳质、硅质板岩、片岩及变钠质凝灰岩，厚#!#-。

()#主要为砾岩、砂岩和泥岩，厚度大于)//-，与

&’$!"呈角度不整合接触。矿区构造与区域构造一

致，以01向及21向构造最为发育，近01向基底

构造活动时间最长，而21 向构造则叠加和切割

01向构造。褶皱构造有01向底巴都复式背斜、

曼岗河背斜、大红山向斜、肥味河向斜。断裂构造有

211向断层和01向断层（图!）。

图! 大红山矿区基岩地质略图（据钱锦和等，!//*修改）

$!,—下元古界大红山群：$—肥味河组（&’$!&），!—曼岗河组上段（&’$!’），)—曼岗河组下段（&’$!%），,—老厂河组（&’$!$）；#—石英钠长

斑岩；*—辉长辉绿岩；3—矿带及编号；+—实测及推测背斜轴；.—向斜轴；$/—复合斜冲断裂；$$—晚期扭性平移断裂；$!—勘探线及编号；

$)—实测及推测地质界线。"—曼岗河宽缓背斜；#—大红山向斜；$—肥味河向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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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自下而上主要由!、"、#矿带组成，$、

%、&矿体规模较小。!、#矿带为含铁铜矿带，"
为铁矿带。

!矿带产于!"#!" 中上段石榴黑云白云石大

理岩夹变钠质凝灰岩、石榴黑云钠长片岩夹变钠质

凝灰岩、碳质硅质板岩、长英白云石大理岩及石榴黑

云片岩中，含!#、!$、!%矿体。#矿带含#、’两

个矿体，产于石榴角闪绿泥片岩中。矿体长#(&
’(，宽&))(#)))(，平均厚度#*+,(-(，./品位

)*&&0()*+)0，可熔铁平均#%*$0($$*120。铜

铁矿石中尚伴生有3/、34，3/品位（)*),()*%,）5
#)6&，34品位（+*$(#%*$）5#)6&，精矿中3/可达

#*,&5#)6&，伴生3/资源量达#+*+"。矿体形态为

层状、似层状，各矿体相互平行，均受地层与岩性控

制，与围岩呈整合产出，产状与地层产状一致（图%）。

矿体属贫铁黄铜矿型组合，铜含量沿走向在矿区中

部较高，东西两端较低，沿倾向在$))(&))(标高

内较低。矿体的厚度与品位，铁与铜的含量均有正

相关关系，即矿体厚度越大，品位越高，铁与铜的含

量有同步消长的趋势。主要金属矿物有黄铜矿、斑

铜矿、黄铁矿、磁铁矿、菱铁矿，次有铜兰、赤铁矿、钛

铁矿及白铁矿等，脉石矿物有钠长石、白云石、黑云

母、石榴石、绿泥石、石英、绢云母、角闪石等。矿石

具他形细粒、不等粒结构、交代残余结构，细脉状、网

脉状、条纹状、条带状构造。矿物生成于%个阶段：

)早阶段为铁的氧化物形成阶段，以磁铁矿为主，少

量赤铁矿。矿石中磁铁矿以细粒星散状沿层理、片

理呈条纹、条带状分布，说明其生成最早。*中阶段

为铜硫化物形成阶段，以黄铜矿、斑铜矿为主。黄铜

矿及斑铜矿有$种产出形态：一是与黄铁矿呈星点

状、斑块浸染状散布，或沿层理、片理与磁铁矿呈相

互交替的条纹、条带产出，斑铜矿局部熔蚀交代黄铜

矿，但大多有共生边界，说明两者为同时形成，仅略

有先后；二是与黄铁矿呈细脉状切割早期形成的磁

铁矿，与铜硫化物呈交互条带，显然这种铜矿化要晚

于前者。+晚阶段为铁的碳酸盐形成阶段，以菱铁

矿、铁白云石、白云石为主。菱铁矿、铁白云石常呈

不规则短脉切割条带状矿石及细脉状硫化物矿石，

显然这是最晚阶段矿化作用的结果。

"号铁矿带产于!"#!" 上段浅灰色碱7中性变

钠质火山岩与次火山岩的侵入接触带中，含"#厚大

富铁矿体和"$、"%贫铁矿体。"#矿体长$’(，宽

2))(，平 均 厚-)(#))(，89:品 位$%*%#0(
21*#20，平均1%0。矿体受地层、岩性及交叉断裂

图% 大红山铁铜矿3%$线地质剖面图（据钱锦和等，#--)）

#—第四系；$—上三叠统白土田组；%(2—下元古界大红山群：%—肥味河组，1—曼岗河组上段，2—曼岗河组下段；

&—压扭性断裂及编号；+—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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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合控制，以富矿为主，贫矿次之。矿体形态和内

部结构相对比较复杂，呈大透镜体或复合脉状，厚度

及品位变化较大，富矿厚达!""#以上，贫矿在$"#
以上，而薄者仅数米或!!%#。矿体呈平行、分枝、

交错、断续分布，总体产状与围岩一致（图&）。矿石

矿物成分简单，主要为磁铁矿、赤铁矿及少量镜铁

矿、钛铁矿等，脉石矿物为石英、钠长石及少量电气

石、磷灰石、重晶石等。矿石中普遍见有磁铁矿与赤

铁矿相互交代的现象。具自形、半自形中粗粒粒状

结构，角砾状、杏仁状、花斑状构造。矿石按主要成

分可分为：磁铁矿型、赤铁矿型和磁铁矿’赤铁矿混

合型&种，以混合型为主。&类矿石沿垂向由浅到深

赤铁矿增加而磁铁矿减少，沿横向由东向西赤铁矿

增加，磁铁矿减少。矿物生成至少有&期：第一期的

磁铁矿、赤铁矿与火山岩同时生成。磁铁矿、赤铁矿

均匀细小，分散于变钠质火山岩中；镜下赤铁矿与磁

铁矿、针铁矿呈叶片状、格子状、似文象状固熔体分

离结构，说明两者为同时生成。第二期是赤铁矿的

交代形成阶段。此期的赤铁矿交代熔蚀早期磁铁

矿，或沿其晶边解理、裂隙切穿，交代现象十分普遍。

赤铁矿一般呈他形粒状、针状或不规则状，结晶程度

较磁铁矿差，细粒赤铁矿常切割黑色粗粒磁铁矿或

充填于粗粒磁铁矿的粒状孔隙内。第三期是矿体变

质，矿物结晶加粗，赤铁矿变为磁铁矿，并使矿体加

厚变富。大量粗晶磁铁矿呈中’粗粒花岗变晶结构

及斑状变晶结构，为磁铁矿受变质作用影响局部发

生重结晶作用之结果。这种磁铁矿常具玫瑰色和蓝

灰色%种反射色。

矿床中矿体分带明显，由火山机构向外，变化规

律是：与火山喷发沉积有关的铁、铜矿体，逐渐被以

碳酸盐岩为容矿围岩的菱铁矿矿体取代。在垂向

上，铁、铜矿体几乎交替出现，大体上按铁、铜’铁’铜、

铁’铁的方式变化。

围岩蚀变：岩浆自变质作用有钠长石化；次火山

作用有硅化、绢云母化、电气石化；晚期侵入接触变

质作用主要有钠长石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黑云

母化。围岩蚀变受火山机构控制，向外递次变弱。

矿床地球化学特征研究表明，成矿与海底火山

喷发’喷流作用密切相关。根据含矿地层中变细碧

角斑岩全岩()’*+法年龄值为,$-./，钠化白云石

大理岩中铈铀钛铁矿的0’1)法年龄值为,%2./，

13!!"变质岩系()’*+法同位素年龄值为!$4"!
%&""./，推断成矿作用经历了&个阶段，第一阶段

为早元古代时期，海底火山喷发’喷流沉积作用形成

了铁铜矿化的初始富集定位；第二阶段为中’晚元古

代时期，经东川运动和晋宁运动，大红山群连同已形

成的铁铜矿层发生强烈褶皱和变质，变质程度达绿

片岩’角闪岩相。原来的矿体受褶皱和断裂作用，其

形态复杂化，厚度上出现膨胀狭缩，形态上出现分枝

复合，矿物发生重结晶，从而发生二次富集定位。这

一阶段的变质变形作用的改造富集，是形成现有工

业矿床形态、产状和分布的关键。第三阶段为燕山

期，受燕山运动影响，造山运动增强，基底和盖层产

生强烈褶皱和断裂，成矿物质活化迁移，发生第三次

成矿富集定位，使矿床进一步改造和再造。矿床类

型为古陆边缘与海相变钠质火山熔岩有关的铁铜矿

床（钱锦和等，!$$"）。

!"! 阿别田铜金矿床

阿别田铜金矿位于龙岗矿带中北部（图!），矿区

出露地层为13!!#和5&$、5&"。13!!#岩性主要为

片岩、片麻岩、钠质石英岩、角闪钠长浅粒岩及变粒

岩，厚度大于%""#。5&$出露5&$%和5&$&，5&$%

岩性为灰岩、泥质灰岩及砂屑灰岩，中部夹一层厚度

为6&!,-#的岩屑长石石英砂岩及钙质泥岩，厚度

大于6$"#；5&$&主要岩性为浅黄绿至暗灰色钙质

泥岩、粉砂岩，下部夹泥灰岩透镜体及钙质粉砂岩

层，厚度大于%,"#。5&"主要岩性为凝灰岩、岩屑

砂岩、泥岩夹中基性火山角砾岩，厚度大于&,"#。

矿区总体为一背斜构造，属龙岗背斜核部，背斜轴线

呈78向，核部地层为13!!#，两翼分布5&$、5&"地

层。矿区断裂构造简单，主要为78 向的9! 逆断

层，其 余 为 横 向 小 断 裂 及 一 系 列 片 理 和 劈 理（图

6）"。

区内发现%条铜金矿化带，总体呈78向展布，

南段呈*7向。#矿体产于13!!#与5&$的不整合

接触面部位的粘土岩中，控制长约!,,"#，厚度

!:6%!,:&4#，平 均6:-%#，;<品 位":62=!
!:&2=，平均":,&=，><品位（":"!!":&2）?!"@2，

59A为!%=!%6=。矿体顶板为5&$%灰岩，底板为

13!!"黑云母片岩、绿泥片岩、绢云母片岩、碳质微晶

片岩等。容矿岩石为灰色含黄铁矿、赤铁矿（地表风

化 为褐铁矿）粘土岩、局部可见铁质胶结之底砾岩。

" 云南地矿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公司B%""4B云南省楚雄市阿别田铜矿预查地质报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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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阿别田铜金矿地质（"）和剖面图（#）（据云南地矿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公司，$%%&）

’—第四系；$!!—上三叠统：$—罗家大山组（()!），)—云南绎组第三段（()")），!—云南绎组第二段（()"$）；&—下元古界大红山群

片麻岩（*+’#$）；,—凝灰岩和砂岩；-—板岩；.—灰岩；/—长石石英砂岩；’%—铁（金）矿体；’’—铜矿体；’$—逆断层；

’)—性质不明断层；’!—剖面线

0123! 45676218"79":（"）";<8=6>>>58+16;（#）6?+@5A#15+1";BCDAC<5:6>1+（96<1?15<"?+5=ECF1;2G=";8@6?HC;;";456762I
JK1;5="7L5>6C=85>B63M+<3，$%%&）

’—EC"+5=;"=I；$!!—N::5=(=1">>18：$—MC6F1"<">@";06=9"+16;（()!），)—)=<K59#5=6?HC;;";I106=9"+16;（()")），!—$;<K59#5=6?

HC;;";I106=9"+16;（()"$）；&—M6O5=*=6+5=6P618Q"@6;2>@";4=6C:（*+’#$）；,—(C??";<>";<>+6;5；-—R7"+5；.—M195>+6;5；/—057<>:"=D

SC"=+P>";<>+6;；’%—T=6;（267<）6=5#6<I；’’—B6::5=6=5#6<I；’$—L5U5=>5?"C7+；’)—N;1<5;+1?15<?"C7+；’!—B=6>>>58+16;71;5

该含矿层中可见后期构造活动产生的层间滑动破碎

蚀变产物，如沿裂隙、节理呈脉状、斑块状充填的黄

铁矿、黄铜矿、石英、孔雀石、蓝铜矿等。"矿体产状

随基底起伏而变化，总体与上覆()"$灰岩产状一

致。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铜矿、黄铁矿、赤铁矿、褐铁

矿、孔雀石、蓝铜矿等，脉石矿物有石英、长石、粘土

矿物等。矿石结构有半自形D他形细D中粒结构，构造

有浸染状、斑块状、细脉状、角砾状构造等。该矿体

为产于*+’#$与()"不整合接触面部位的风化壳型

铁金矿，但受后期铜矿化的叠加改造。

#矿体产于*+’#$片麻岩剪切破碎带中，矿体

控制 长 约.%%9，厚 度’V$%!)V&%9，BC品 位

’V,,W!$V&,W，AC品位%V’!X’%Y,。矿体顶、底

板为黑云母片岩、角闪黑云片岩、二云母片岩。围岩

蚀变有硅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黄铁矿化等。金

属矿物主要有黄铜矿、黄铁矿、磁黄铁矿，少量褐铁

矿、孔雀石、蓝铜矿等，脉石矿物有石英、长石、黑云

母、角闪石、绿泥石等。矿石结构有半自形D他形细D中

粒结构，构造有浸染状、斑块状、细脉状、角砾状构造

等。

该矿区正在勘查中，对矿床地质特征和成矿规律

的研究亦在进行中，进一步的成果待今后专文发表。

!3" 小水井金矿床

小水井金矿位于龙岗矿带中部龙岗背斜核部偏

东翼（ 图 ’）。 矿 区 出 露 地 层 为 ()"$（()"$Y’、

()"$Y$、()"$Y)）、()")。()"$Y’为深灰色中D厚层状

泥质灰岩、微D细晶灰岩、含硅质条带及燧石团块灰

岩，顶部夹黄绿色薄层状钙质泥岩或条带状粉砂岩，

厚度大于’-%9。()"$Y$为浅灰、黄绿色薄层状钙

质泥岩、页岩、粉砂岩，下部夹紫灰色含砾粗D细岩屑

砂岩，产瓣鳃类化石，厚!)!.-9。()"$Y)下部为

灰、深灰色中厚层状泥晶含砂屑灰岩，底部见较多细

砂岩条带，厚-$9；中部为青灰色薄D中厚层状泥晶

砂屑灰岩，厚’/,9；上部为灰色薄D中厚层状“砾状”

泥晶砂屑灰岩，厚,%!-%9。()")分布于矿区东、

西两侧，为浅黄绿、灰色钙质泥岩、粉砂岩、泥质粉砂

岩，下部夹泥灰岩透镜体及钙质页岩，厚度大于$.%
9。岩浆岩仅有正长斑岩岩脉及云斜煌斑岩脉体，零

星分布于()"地层及其矿化破碎带中$。

矿区构造总体为Z[向展布的破背斜，断裂主

$ 云南地矿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公司3$%%)3云南省楚雄市小水井金矿普查地质报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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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小水井金矿地质图（据云南地矿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公司，"##$）

%—第四系；"!!—上三叠统云南绎组："—第三段（&$!"’$），$—第二段泥灰岩（&$("’"），)—第二段砂岩，!—第一段灰岩（&$("’%）；

*—断层带；+—逆断层；,—正断层；-—向斜轴；%#—背斜轴；%%—金矿体及编号；%"—勘探线及编号；%$—不整合界线

./01! 234540/6758794:;<3=/74><?/@/A0045BB394>/;（84B/:/3B7:;3CD?@/A0EC7A6<4:F?AA7A234540(GH/A3C75I3>4?C63>
J41K;B1，"##$）

%—D?7;3CA7C(>3B/83A;>；"!!—L993C&C/7>>/6F?AA7A(/.4C87;/4A："—$CBH38M3C（&$!"’$），$—H7C54:"ABH38M3C（&$!"’"），)—N7ABO

>;4A34:"ABH38M3C（&$!"’"），!—K/83>;4A34:5>;H38M3C（&$!"’%）；*—.7?5;P4A3；+—I3Q3C>3:7?5;；,—R4C875:7?5;；-—N(A65/A757S/>；

%#—TA;/65/A757S/>；%%—245B4C3M4B(7AB/;>>3C/75A?8M3C；%"—US954C7;/4A5/A37AB/;>>3C/75A?8M3C；%$—LA64A:4C8/;(

要有RV向张扭性正断层（."、.$、.!、.%%、）和RU向

（.%、.-、）及RVV向（.+）横断层（图!）。.$断层发

育于背斜核部，为矿区主要控矿和赋矿断层，属苏布

断层的次级断层，在矿区内出露长约$W8，走向$##
!$$#X，倾向$#!+#X或反倾，倾角*#!+#X，局部直

立甚至倒转，断层面波状弯曲，破碎带宽!Y*!,-8，

由角砾岩、碎裂岩及碎粒岩组成。角砾成分主要为

碎屑岩、灰岩、泥质灰岩。角砾大小"!!##88不

等，部分呈大的透镜体产出。角砾以棱角状为主，次

为次棱角状，具定向排列和磨圆现象，破碎带中也常

见有定向排列的构造透镜体。角砾具强烈的硅化

（部分已成次生石英岩）、黄铁（褐铁）矿化、碳酸盐化

等蚀变。胶结物为硅、铁质。破碎带中偶见有长$#
!!#8，宽%!!8的正长斑岩、云斜煌斑岩小脉体。

该断层被.+、.-等断层截成$段，下盘地层南部主

要为&$!"’%，中北部为&$!"’$、&$!"’"；上盘地层主

要为&$!"’$、&$!$。金矿体产于.$断层破碎带中，

呈似层状、透镜状产出，产状与断层一致（图*）。由

于被.+、.-两断层切割，矿体自北而南分为$段，分

别编号为"、#、$矿体（图!）。"矿体位于北段，长

*##8，倾斜延深大于%!#8，厚"Y,)!")Y-#8，平

均%$Y"%8。T?品位（%Y"#!"Y-$）Z%#’*，平均

%Y-*Z%#’*。#矿体位于中段，控制长+##8，倾斜

延 深*#!"##8，厚#Y-#!$*Y-$8，平均-Y+%8，

%!+第"!卷 第*期 周云满等：滇中龙岗地区多金属矿带成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图! 小水井金矿"#勘探线剖面图（据云南地矿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公司，$%%&）

"—泥岩；$—泥质灰岩；&—砂岩；’—灰岩；(—金矿体及编号；!—实测断层及编号；#—推测断层及编号；)—钻孔及编号；

*—平硐及编号

+,-.! /0121-,3425036,174217-81."#09:21;46,172,70,76<0=,415<>,?,7--12@@0:15,6（A1@,B,0@4B60;C>?,7-D;473<1BE>7747
/0121-FGH,70;42I051>;305J1.K6@.，$%%&）

"—H>@56170；$—H4;2；&—L47@56170；’—K,A056170；(—/12@1;0M1@F47@,6550;,427>AM0;；!—H045>;0@B4>2647@,6550;,427>AM0;；

#—N7B0;;0@B4>2647@,6550;,427>AM0;；)—O;,22<12047@,6550;,427>AM0;；*—P@,6

P>品位（%Q!#!(Q*(）R"%S!，平均$Q($R"%S!。

"矿体位于南段，控制长)%%A，倾斜延深大于"(%
A，厚"Q((!$’Q"&A，平均*Q&%A，P>品位（"Q%&!
!Q(*）R"%S!，平均"Q&&R"%S!。矿床规模目前已

达中型。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铁矿、褐铁矿、赤铁矿、

自然金，偶见铁闪锌矿、方铅矿、孔雀石、异极矿。脉

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方解石、白云石、粘土质矿物，少

量玉髓、蛋白石、萤石、重晶石等。石英、褐铁矿（黄

铁矿）为金的主要载体矿物。矿石结构以微T细粒结

构、中粒半自形及不规则粒状结构、紧密镶嵌结构、

星点状或浸染状结构为主，砂屑斑状压碎结构、不等

粒嵌布变晶结构、交代边缘胶状结构次之。矿石构

造以脉状、网脉状、斑点状构造为主，块状、皮壳状、

骨架蜂窝状、土状粉末状构造次之。据电子探针测

定，金在反光镜下呈金黄色，圆粒状、不规则状，粒径

%Q%%&AA左右，主要以单矿物存在，赋存状态有包

裹金、裂隙金$种。

矿体顶、底板为灰岩、泥质灰岩、砂岩。围岩蚀

变主要有硅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萤石化。根据

地质特征，初步将成矿作用划分为&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早期石英阶段，在围岩中发生强烈硅化交代蚀

变作用，形成含黄铁矿硅化碎裂状岩石；第二阶段为

含金石英T黄铁矿阶段，黄铁矿、石英是主要的载金

矿物，呈细网脉状互相切割穿插；第三阶段为碳酸盐

化T硅化T萤石化阶段，形成粗大的方解石、石英T方解

石脉及团块，切割穿插先期黄铁矿、石英脉。矿床属

构造破碎蚀变岩脉状微粒型金矿床。

!." 石羊厂铅银矿床

石羊厂铅银矿位于龙岗矿带中部，龙岗背斜核

部（图"）。矿区出露地层为三叠系上统白土田组第

二段（U&!$）变质细T中粒长石石英砂岩、变质泥质粉

砂岩，厚度!&%A；第三段（U&!&）变质粉砂岩与板岩

互层，厚度""!Q#’A。侏罗系下统冯家河组（V""）变

质粉砂岩、长石石英细砂岩夹紫红色板岩，厚度大于

&&%A。矿区构造以88W向断层及褶皱为主，褶皱

呈现一向西倾并受断裂破坏的单斜，由U&!$、U&!&、

V""地层多次重复构成，尚发育次级褶曲。断层有

8W向、88W向及XW向#。

矿体主要赋存在上三叠统白土田组变质石英砂

岩断层破碎带或层间破碎带中。发现矿体!条：$
矿体位于矿区北部，沿+*断层破碎带产出，呈透镜

状，走向XW，倾向L，倾角#$Y，矿体长&%%A，厚度

&Q&(A，P-品位#)Q&#R"%S!，ZM品位$Q’’[。%
矿体位于矿区西南部，受次级断层控制，走向8W，

倾向LW，倾角((Y，控制长’’%A，厚度&Q($A，P-
品位(&Q&%R"%S!，ZM品位"Q)#[。"矿体为矿区

主矿体，位于矿区中偏西部，沿+’断层破碎带产出，

呈似层状（图#），走向88W，倾向8XX，倾角#$!
)(Y，控制长"’)"A，厚"Q"$!"$Q)$A，平均(Q"#
A，P-品位（’*Q’(!’()）R"%S!，平均$%$Q’"R

# 云南地矿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公司.$%%(.云南省双柏县石羊厂铅银矿普查地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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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石羊厂铅银矿地质和剖面图（据云南地矿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公司，"##$）

%—下侏罗统冯家河组（&%!）；"!’上三叠统白土田组："—第三段（(’"’），’—第二段（(’""）；)—正断层及编号；$—逆断层及编号；

*—性质不明断层；!—矿体及编号；+—坑道及编号；,—钻孔及编号；%#—剖面线；%%—产状

-./0! 12343/.564768（6）69:5;3<<<25=.39（>）3?=@2A@.B69/5@69/C>DE/:283<.=（73:.?.2:6?=2;FGH.9/I;695@3?
JG996912343/BKL.92;64M2<3G;52<N30O=:0，"##$）

%—O3P2;&G;6<<.5-29/H.6@2-3;76=.39（&%!）；"!’—Q882;(;.6<<.5I6.=G=.69-3;76=.39："—’;:L27>2;（(’"’），’—"9:L27>2;（(’""）；)—

R3;764?6G4=69:.=<<2;.649G7>2;；$—M2S2;<2?6G4=69:.=<<2;.649G7>2;；*—Q9.:29=.?.2:?6G4=；!—T;2>3:B69:.=<<2;.649G7>2;；+—16442;B；

,—U;.44@342；%#—N;3<<<25=.394.92；%%—E==.=G:2

%#V*，C>品位#W!#X!)W)’X，平均"W’,X，由北

向南厚度变薄品位变贫。矿体工程控制标高,##!
%’##7。"矿体位于矿区中部，受-$断层破碎带

控制，走向RRY，倾向RZZ，倾角$%[，厚’W",7，

E/品位"’)W+%\%#V*，C>品位"W,$X。#矿体位

于矿区南部，受控于层 间 破 碎 带，走 向 RY，倾 向

RZ，倾角"*[，厚度%W##7，E/品位"*\%#V*，C>品

位’W%"X。$矿体位于矿区南部，受次级断层破碎

带控制，走向RY，倾向AY，倾角!#[，厚’W%#7，E/
品位%!W*$\%#V*，C>品位%W*)X。矿石伴生有益组

分NG#W"%X，]9#W%#X，A>#W’#X，EG#W%\%#V*。

矿石金属矿物有黄铁矿（褐铁矿）、方铅矿、辉铜

矿、辉银矿、自然银、铜蓝、孔雀石、铅钒等，脉石矿物

有石英、绢云母、白云母、锆石、电气石等。矿石类型

单一，为硅化、褐铁矿化石英砂岩断层角砾岩型铅银

矿石。自然类型有混合矿、硫化矿。矿石结构有半

自形D他形粒状、胶状、交代残余结构等。矿石构造

有网脉状、斑块状、细脉状、皮壳状构造等。

矿体顶板为变质石英砂岩，底板为变质粉砂岩。

围岩蚀变为硅化、褐铁矿化、碳酸盐化。

根据地质特征，初步将成矿作用划分为’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石英阶段，在围岩中发生强烈硅化交

代蚀变作用，形成含黄铁矿硅化碎裂状岩石；第二阶

段为铁、铅、铜硫化物矿阶段，黄铁矿、方铅矿、辉铜

矿呈细网脉状互相切割穿插；第三阶段为碳酸盐化

阶段，形成方解石脉和石英方解石脉，切割穿插黄铁

矿、方铅矿、辉铜矿脉。矿床属构造破碎蚀变岩型脉

状铅银矿床。

!0" 大龙潭金矿床

大龙潭金矿是该区新发现的金矿类型，位于龙

岗矿带北部（图%），矿区出露地层为新近系三营组

（R"#），下段（R"#%）底部为砾岩、炭质泥岩、粉砂质泥

岩、含砾粉砂岩，中上部为砂砾岩、石英粉D细砂岩、

粉砂岩、沉积角砾岩；上段（R"#"）为含砾砂岩，普遍

具$EG为（#W#$!#W’）\%#V*的金矿化。总体上，岩

性在纵、横向上不稳定，岩性变化大，厚度大于"$#
7。矿区为一RY向向斜构造，长大于*##7，枢纽

呈波状，RY 端仰起，向AZ倾没，AY 翼产状’#!
$#[!"#!’#[，RZ翼产状"%#!")#[!"#!)#[，核部

出露地层为R"#"，两翼为R"#%，为对称向斜，两翼发

育断层-)、-$（图+）。

金矿（化）体产于向斜近核部三营组（R"#"）中上

部砂砾岩层间滑动挤压破碎带中，赋矿层普遍具碎

裂岩化、硅化、褐（黄）铁矿化，蚀变带厚"#!+#7，产

’$!第"$卷 第*期 周云满等：滇中龙岗地区多金属矿带成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图! 大龙潭金矿地质简图（据云南地矿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曲靖公司，"##$）

%—第四系；"!$—新近系三营组："—第二段（&"!"），$—第一段

（&"!%）；’—向斜轴；(—断层；)—地质界线；*—金矿体及编号；!—

钻孔；+—勘探线及编号

,-./! 01232.-453657289:1;532<.95<.23==172>-9（62=-?
8-1=5891@ABC-<.D@5<4:28EB<<5<01232.FGH-<1@53

I1>2B@41>J2/K9=/，"##$）

%—AB591@<5@F；"!$—&12.1<1L5<F-<.,2@659-2<："—"<=H16M

N1@（&"!"），$—%>9H16N1@（&"!%）；’—LF<43-<15O->；(—,5B39；

)—01232.-453N2B<=5@F；*—023=2@1N2=F5<=-9>>1@-53<B6N1@；

!—;@-33:231；+—PO732@59-2<3-<15<=-9>>1@-53<B6N1@

状与地层一致。剖面上呈宽缓的向斜形态（图+）。

容矿岩石为褐铁矿化硅化砂砾岩、砾岩。经工程揭

露和控制，圈定主要金矿（化）体"个（"、#），矿体

呈层状产出。"矿体分布于向斜核部转折端附近，

矿体长’’#6，宽%’#6。厚%Q%#!%*Q)$6，平均

*Q(%6，RB品位（%Q(%!(Q$*）S%#T)，平均"Q$!S
%#T)。矿体具分枝复合、局部膨大现象，厚度大处，

品位相对较富，矿体与上覆、下伏围岩呈渐变过渡关

系。#矿体分布于"矿体之下(!%#6，控制矿体走

向长$$#6，宽+#6，厚"Q#’!!Q#+6，平均(Q’!
6，RB品 位（#Q(’!$Q)!）S%#T)，平 均"Q’+S
%#T)$。矿体顶、底板为砂砾岩、石英粉?细砂岩、粉

图+ 大龙潭金矿%勘探线剖面图（据云南地矿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曲靖公司，"##$）

%—砂砾岩；"—含砾砂岩；$—砂岩；’—砂、粘土；(—金矿体

及编号；)—断层及编号；*—钻孔及编号

,-./+ 01232.-453>149-2<532<.&2/%1O732@59-2<3-<1
-<9:1;532<.95<.23==172>-9（62=-8-1=5891@

ABC-<.D@5<4:28EB<<5<01232.FGH-<1@53I1>2B@41>
J2/K9=/，"##$）

%—L5<=F42<.3261@591；"—J2<.3261@59-4>5<=>92<1；$—L5<=>92<1；

’—L5<=，435F；(—023=2@1N2=F5<=-9>>1@-53<B6N1@；)—,5B39；

*—;@-33:2315<=-9>>1@-53<B6N1@

砂岩、沉积角砾岩，含金（#Q%!#Q’）S%#T)。围岩蚀

变有硅化、褐（黄）铁矿化、高岭石化等。

矿石结构主要为中粗粒结构、角砾状结构、交代

结构及边缘胶状结构。矿石构造主要为块状、层状、

角砾状、条带状、碎斑和土状构造。

矿石金属矿物为少量的自然金、银金矿及褐铁

矿、锐钛矿、金红石、锆石、毒砂和方铅矿。脉石矿物

主要为石英及少量的粘土矿物和斜长石。矿石中黄

铁矿基本已氧化为褐铁矿，大多以胶状浸染状分布，

分布范围较广，其他硫化物很少。金以自然元素的

形式产出，主要矿物为自然金、银金矿、含银金矿，常

成片状、枝状、粒状、不规则粒状形式出现，镜下可见

明金。自 然 金、银 金 矿 的 粒 度 一 般 在#Q#(!#Q"
66，最大#Q$*66，最小#Q##%66。矿石中自然

金、银金矿以裂隙金和连生体金的形式存在，以明金

或微细粒金的状态赋存，约占总含金量的!’U。连

生体金常和石英连生，银金矿常包裹石英碎屑；自然

金中包裹有石英晶体。包裹于石英、长石矿物中的

包裹金较少，约占总含金量的%U。赋存于粘土矿物

（高岭 石、蒙 脱 石、绢 云 母）中 的 金 占 总 含 金 量 的

%’U，金粒度#Q##(!#Q#%66，基本上不含包裹金。

经电子探针能谱分析，金和银以固溶体形式存在。

$ 云南地矿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曲靖公司/"##$/云南省南华县大龙潭金矿普查地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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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纯金含量较少，粒度也相对较细。金主要以

含银金矿和银金矿为主。自然金中的!$%为!"#!
&"#，最高可达’()*+#。银金矿与纯的自然金之间

无明显的过渡关系。由此推测，自然金的成矿期应

不少于二个期次，纯的自然金可能为成岩期前的，即

为古砂金；而银金矿和含银金矿（部分包裹了石英碎

屑）应为成岩期后即后期热液叠加形成的。

矿床为沉积,热液改造砂砾岩型金矿床。

& 矿带地质构造演化与成矿规律

从矿带的时空分布规律可清楚地看出，龙岗地

区成矿地质事件具有’个成矿期，分别在不同构造

部位及空间部位形成不同类型、不同矿种的矿床，且

在时、空分布及成因上与该区地质构造演化有密切

的内在联系。

!-" 早元古代地质构造与成矿

该期为优地槽发展时期，地壳活动强烈，控制着

间歇性海底火山活动，形成了一套巨厚的碎屑岩夹

基性岩及少量灰岩的岩石组合，并控制着大红山式

海相火山熔岩容矿的大型铁铜矿床的形成。铁铜矿

体的形成，与火山,沉积建造中的某一特定层位（海

底火山高潮期）相联系，火山喷发每一旋回均由基性

,中性,酸性火山岩组成，铁铜矿体赋存于由基性向中

性的演化部位，即产于每一旋回之中上部。铁矿体

主要产于浅色富铁质角斑岩及角斑质凝灰角砾岩、

凝灰岩中，部分产于含铁细碧岩或细碧质凝灰岩中，

以浅色角斑质火山熔岩对铁质的富集最为有利；含

铜铁矿体则主要产于喷发间隙期的火山沉积相（过

渡相）中，以基性凝灰岩的含矿性最好；在火山熔岩

和炭质板岩中有含金异常层位，铁铜矿中有伴生金

（钱锦和等，!**"）。

!-# 中元古代,中三叠世地质构造与成矿

早元古代末期的吕梁运动使该区地壳褶皱隆起

成陆（滇中古陆核的一部分），形成结晶基底，隆起呈

./向，其间发育/00向次级断裂、褶皱。从中元古

代—古生代—早,中三叠世这一漫长的地质历史时

期，本区处于隆起剥蚀状态。历次构造运动（晋宁运

动、澄江运动、广西运动、苏皖运动、印支运动）使基

底岩系进一步发生强烈褶皱、变形和变质作用，并伴

随岩浆侵入活动，构造更加复杂化。尤其是晚古生

代末—中三叠世古特提斯洋壳向扬子陆块的开始俯

冲，沟,弧,盆古构造格局及/1向边界断裂、哀牢山

逆冲,推覆构造带的雏形初见端倪（云南省地质矿产

局，!**"；刘肇昌等，!**2）。根据地球物理资料（云

南省地质矿产局，!**"），该区基底构造主要有./
向、/1向、近0/向的褶皱和断裂。晋宁期有中、

酸性岩浆侵位，华力西期有镁铁质岩、超镁铁质岩体

侵位。

由于基底岩系富含34、56、$6等成矿元素，长

期的风化剥蚀使局部低洼区域形成古风化壳型34、

56、$6矿床。7&与89!"#不整合接触面上古风化

壳型铁（金）矿床，是基底岩系经长期物理化学风化

剥蚀堆积在相对低洼区域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也有可能形成厚而富的铁矿床，一般保存于后

期向斜构造中，如新平东么赤铁矿床、新平老厂横里

底砾岩型铜铁矿、楚雄阿别田铁金（铜）矿等。

!-! 晚三叠世—白垩纪地质构造与成矿

晚三叠世，受印支运动（"）影响及古特提斯洋

的俯冲，造就了哀牢山岛弧及弧后盆地（滇中楚雄盆

地）的构造格架，形成了厚度较大的近海盆地碳酸盐

岩夹碎屑岩和海陆过渡相,陆相的碎屑岩含煤沉积，

侏罗纪沉积盆地向东扩张，地层逐渐超覆，白垩纪逐

步收缩。这一时期，哀牢山逆冲,推覆断裂带形成，

东侧红河深大断裂成为沉积盆地之边界，控制了本

区中生代中晚期古构造、古地理及沉积建造的发展

演化。

燕山运动（"）使本区褶皱隆升，伴随一系列断

裂、褶皱和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奠定了本区构造格

局。本期构造的形成，明显受印度大陆进一步向北

东挤压的影响，形成/1向哀牢山构造带，红河深大

断裂继续活动，控制了区内构造的展布，同时区内主

要构造还受到基底构造的控制，使得本区构造以

/1向逆冲断裂和紧密线状褶皱为主，伴有/0向

和01向褶皱及断裂，从而构成了较为有利的成矿

构造网络系统和地热系统，深部热流带来的及基底

岩石中活化的$6、$%、8:、;<等成矿元素在物化条

件合适的断裂带中聚集沉淀，初步形成了产于不同

空间部位断裂带中的不同规模的热液蚀变脉状金矿

体和铅锌（银）矿体，主要沿/1向主断裂旁侧次级

断层及层间拆离、滑脱断层破碎带、裂隙带产出。矿

种分布具垂向分带规律，铅锌（银）矿主要产于=""!
!&"">标高范围〔团山—黄草地、石羊场、百大莫—

大和街等铅锌（银）矿床〕，金矿主要分布于!?""!
+""">标高处（小水井、官朗山金矿）。本区矿化系

统垂向分布规律是：表浅部位为低温热液脉状金矿

??(第+?卷 第2期 周云满等：滇中龙岗地区多金属矿带成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床，中深部为中低温热液脉状铅锌（银）矿床。据研

究，康滇台背斜一带的破碎蚀变岩型金矿床，形成于

!"!#$"%&之间，属燕山期（毛景文，#’’!）。

!(" 新生代地质构造与成矿

新生代古近纪—新近纪早期，即喜马拉雅运动

第"、#幕活动的时期，由于印度板块向北、北东方

向对欧亚大陆的强力楔入，使区内再次发生强烈的

陆内改造。西侧哀牢山构造带发生大规模的逆冲)
推覆和平移剪切作用，红河断裂主要以平移剪切或

走滑为主，其东侧边缘的褶皱和断裂进一步加强，地

势进一步隆升，并伴随小型煌斑岩脉侵入活动。该

期发生的陆内推覆造山和岩浆活动，导致广泛的流

体作用和动力剪切作用，形成的大型脆)韧性剪切带

与金矿的成矿作用关系密切（刘家铎等，*""+）。

新近纪晚期，沿红河断裂及两侧形成山间断陷

盆地，堆积河湖相磨拉石和含煤建造，由于盆地周边

物源区具金矿化，便形成沉积古砂砾石中砂金的初

步富集。喜马拉雅运动第$幕，区内全面褶皱隆起，

构造活动继承了基底构造特点，伴随断裂和热液活

动以及新近系三营组（,*!）层间滑动，-.元素在

,*!砂砾岩和先期断裂带中再次发生淀积富集，形

成沉积)热液改造砂砾岩型金矿床，同时对燕山期—

喜马拉雅早期形成的构造热液蚀变岩型脉状金矿床

进行叠加改造。

+ 找矿方向

根据区内矿产时空分布及成矿规律，主攻矿种

为/0、1.、-2、34、56矿。

铁铜矿应围绕下元古界大红山群（37#"#），寻找

大红山式海相火山熔岩铁铜矿床。阿别田—西舍路

—回头山有较好的磁异常（编号%8#），异常是微起

伏磁场背景场上的低缓正异常，强度#""67，航磁异

常、地磁异常强度基本一致，梯度变化极度小（钱锦

和等，#’’"）。该区盖层为9$$，下部地层掩盖厚度

相对较小，勘查难度不大；同时，上三叠统云南驿组

（9$$）与37#"#的不整合接触面也是寻找铁（金）矿

的有利层位。在研究区中部阿别田一带，由于红河

谷的深度切割，使37#"#地层出露，并且已发现铜

（金）矿体。因此，该范围是寻找大红山式铁、铜矿和

古风化壳型铁（金）矿床较为有利的靶区。

经#:*"万水系沉积测量和#:;万土壤测量，圈

出研究区/0、1.、-.、-2、34、56、<4、=2等元素地球

化学异常。异常形态呈长椭圆形，沿,>向呈串珠

状断续分布，显示受,>向主干构造的控制作用。

异常浓集中心明显、强度高、规模大、分布相对集中，

且分布规律明显。南部主要为/0、1.异常，中心分

布在结晶基底37#"#地层分布区及其附近；中南部

石羊厂—百达慕，北部团山以34、56、-2元素异常

为主，浓集中心分布在9$%、9$$地层区,>向主要

断裂带上，且标高在#$""?以下的地段；中部龙岗

—小水井—西西朗及北部官朗山—大龙潭一带，以

-.元素为主，浓集中心分布于9$$*、,*!地层分布

区的主要断裂带上。成矿元素/0、1.、-.、-2、34、

56异常的分布与已知矿床（点）、矿化蚀变带重合较

好，其分布与构造、地层关系密切。

因此南部、中部大红山和阿别田一带，是寻找

/0、1.、-.矿床的重要靶区；南部太和街—百达慕一

带，中部石羊场一带以及北部团山—黄草地、泼油山

等沿红河谷地形被切割较低的区域，是寻找铅)锌、

银矿和金矿床的有利区域；中部苏步—龙岗—小水

井—大坎子—西西郎和北部的官郎山—后山等地，

是寻找构造蚀变岩型（微细粒浸染型）金矿床的地

段。北部兔街—青木林—大龙潭—红土波等地沿红

河断裂带及两侧分布的,*!地层区，是寻找沉积)热

液改造砂砾岩型金矿床的主要靶区。

; 结 论

龙岗地区金、铁、铜、铅、锌、银等多金属成矿带，

从成矿时空演化规律上具有+个主要成矿期，形成

了+种成因类型的矿床组合：早元古代成矿期形成

海底火山喷发)沉积铁铜（金）矿床；中元古代—中三

叠世成矿期形成古风化壳型铁（金）矿床；燕山期—

早喜马拉雅成矿期形成构造热液蚀变脉状金矿床和

铅)锌（银）矿床；晚喜马拉雅成矿期形成沉积)热液改

造砂砾岩型金矿床。该区是寻找金、铁、铜、铅、锌、

银矿的重要区（带），结合地、物、化、遥综合信息找矿

标志，加强矿床成矿规律研究，选择成矿有利地段进

行重点勘查，是本区找矿的主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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