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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滇东北与玄武岩有关的铜矿床是中国近 3 年来矿床学研究和资源勘查的热点之一，本文结合科研和资源勘

查项目实际工作，对该区域含矿岩系的组成与划分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依据研究，含矿岩系由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组

（P2e）上部（第三岩性段顶部和第四岩性段）和宣威组（P2x）底部组成，可划分为 5 个矿化层，进而对 5 个矿化层的

岩性组成、矿化特征和成矿前景进行全面总结，这将为该区域今后进一步开展找矿和勘查工作提供方向和依据。 

关键词  滇东北  玄武岩  铜矿床  含矿岩系 

 

滇东北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中自然铜矿发现较早，在古代就已被民间开采，有老硐及冶炼炉渣遗迹多处，直至现在仍有

民采在进行。1949 后，国家地质部门虽投入了一定工作对其进行勘察，但因当时工作结果认为矿床规模太小而一度中断。

直至 2001 年底至 2002 年初，朱炳泉、胡耀国等在对滇东北开展野外实地调查时，发现在该区存在很富的自然铜工业矿床和

广泛的自然铜矿化（胡耀国等，2002；朱炳泉等，2002；朱炳泉等，2002；），该区域自然铜矿床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分别于 2002 年 6 月和 7 月开始对滇东北地区的二叠系玄武岩型铜矿进行踏勘和较为系统的地质

调查工作，首先在鲁甸县的小寨向斜进行了 1 : 10000 地质测量，并对闹鹰岩、大地、龙井沟、苏家箐 4 个矿点进行重点解

剖。同时还对滇东北近 3 000 km2范围的二叠系玄武岩区开展了 1 : 25 000 地质调查，初步圈定了与玄武岩有关的含铜层位、

矿化有利地段和多个重点铜找矿靶区。在此期间，中科学院广州地化所、广州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长安大学、中国地质科

学院矿床所、云南地质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加拿大太平矿业有限公司等科研、教学及生产单位的专家学者，对滇东北

玄武岩型铜矿的地质背景、矿床特征、控矿因素、成因类型、成矿系统等方面展开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朱炳泉，

2003；5  朱炳泉等，2003；毛景文等，2003；朱炳泉，2003；李厚民，2004；李厚民，2004；李厚民，2004）。 

基于上述工作成果，云南省科委于 2003 年在该区设立了重点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于 2003 正式下达了对滇东北玄

武岩型铜矿进行解剖性地质勘察项目，目前这些项目正在进行中。本文正是以上两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的，需要

说明的是，反映在本文中的成果是很初步的，随着项目研究的进行，其他成果将另文发表。 

1  成矿地质背景 

滇东北广泛分布二叠纪玄武岩，并属大陆溢流型，总厚 260~1 600 m，且自西向东渐为减薄（云南地质矿产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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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据前人研究，大陆溢流玄武岩具有比一般基性火山岩更

高的 Cu 背景值（~80×10-6），而滇东北二叠纪大陆溢流玄武岩的

铜含量又比其他区域高出一倍多（~170×10-6），这就为后期铜的

富集提供了丰富的铜源。依据剖面的测试结果，早期喷发玄武岩

中的铜量变化不大，接近平均值，而晚期喷发玄武岩中的铜含量

趋于分散而不均匀，从低于平均值到高于平均值几倍均有， 高

可大于 1 000×10-6。 

沿滇黔接攘区北西向喷发堆积的玄武岩，在滇东北地区可划

分为 4 个岩性段（图 2）。其中第一岩性段以爆发相火山角砾岩为

主，并沿西侧小江断裂带分布，厚 0~351.9 m；第二、三岩性段

以单一的溢出相斑状玄武岩为主，喷发韵律不明显或不发育，之

间以紫红色凝灰岩相隔，总厚 160~835 m，顶部为一层厚 8~19.5 m

的稳定凝灰质泥岩→含碳凝灰质泥岩组合层；第四岩性段则为致

密状玄武岩→气孔状或杏仁状玄武岩→透镜状、角砾状玄武岩构

成的具多个韵律型喷发（一般 5~7 个）的岩石组合，局部夹含凝

灰质泥岩和含炭凝灰质泥岩，厚 67~324 m，大部分地段变化在 

90~170 m 之间。第四岩性段在宏观露头上普遍表现为顺层片理或

劈理化、透镜体化、滑动境面、擦痕线理及构造角砾岩、断层泥

等同褶皱期层间滑动断层构造特征，富铜矿层多沿这些构造薄弱

带分布，部分品位很高的含沥青自然铜矿石呈透镜状沿层间扩容

空间就位等亦正是这一层间构造控制的结果。 

上述第四岩性段中的含炭凝灰质沉积夹层的出现，反映了峨

眉山玄武岩浆喷发晚期尚有地表浅水环境存在，且该类岩石也是

滇东北玄武岩层中铜矿床的重要赋矿层位之一。岩浆的韵律性喷

发及间歇，为浅水湖盆的形成及多期火山气液活动创造了条件，

同时其相关建造也为后期有机流体和成矿流体充填提供了有利空

间。 

2  含矿岩系组成 

滇东北玄武岩铜矿的含矿部位主要为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组（P2e）上部—宣威组（P2x）下部，所包含的地层单元有上

图 1 滇东北地区玄武岩厚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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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统峨眉山玄武岩组第三岩性段上部含碳凝灰质沉积岩、第四岩性段全部及宣威组底部铝质岩。其间主要为一套含 Cu 背

景较高、且有明显铜矿化及铜矿层存在的含矿火山地层组合，并由此构成滇东北玄武岩铜矿的含矿岩系（图 3），总厚 100~190 

m。据岩石原生晕剖面测量结果，该套含矿岩系的 Cu 背景一般变化在 200~1 000×10-6之间， 低值为 10×10-6， 高值达 2 

000×10-6，显示含铜矿化层系中具有较高的 Cu 背景和有铜矿(化)层存在。 

3  含矿层划分及各矿（化）层特征 

根据含矿岩系中的含矿岩性、矿化特征及所在层位的上下关系，将其自下而上划分为 5 个矿（化）层。各矿（化）层特

征如下： 

第一矿（化）层：位于峨眉山玄武岩组第三段上部。厚 8~l9.5 m，岩性为一套紫红、深灰色凝灰质沉积岩，自下至上

构成沉凝灰岩→凝灰质泥岩→含碳凝灰质泥岩/粉沙岩的岩性组合，区域上较为稳定。铜质多富集在该矿化层顶部深灰色含

炭的凝灰质泥岩、粉沙岩中，其间尚含大量碳化木或植物树杆化石，厚 0.2~3.3 m。由于遭受热液蚀变，含矿岩石矿物多由

石英细晶粒、铁泥质、碳质、硅质、沸石及少量方解石组成。铜富集层沿走向不太稳定，一般几十米~几百米， 长一处见

于鲁甸小寨向斜东翼南端的赵家海—闹鹰岩之间，断续长约 10 km。据民采老硐揭露，工业铜矿体多呈顺层串珠状、透镜状、

饼状分布。矿石矿物主要是自然铜和辉铜矿，次为黑铜矿与赤铜矿，Cu 品位 0.2%~10%。矿（化）层受后期构造改造较强，

构造镜面发育，碳质多呈厚 1~25 cm 不等的条状、饼状、透镜状聚集，沸石呈网脉状分布，大部分铜矿物也富集在碳质、

沸石化、硅化层中。在地表多被氧化成紫红色，且呈碎块或砂泥状，在与顶部玄武质熔岩接触面上可见到自然铜片，局部地

段尚有孔雀石化。 

第二矿（化）层：位于峨眉山玄武岩第四段下部。厚 50~130 m 不等, 其间由致密状玄武岩→杏仁状玄武岩→玄武质角

砾岩/致密状玄武岩→杏仁状玄武岩/致密状玄武岩→杏仁状玄武岩→薄层透镜状凝灰岩构成的喷发堆积韵律发育。矿化岩石

主要为各喷发堆积韵律上部的灰色沸石碳酸盐化、硅化、沥青化杏仁状玄武岩与角砾状玄武岩，次为蚀变玄武岩。杏仁状玄

武岩与角砾状玄武岩矿化岩性层在走向上大致连续，只是两者在空间上常互为替代，且厚度不稳定，变化范围多在 2~50 m

之间。杏仁状玄武岩层顺层片理化现象明显，风化后质松，且显褐、浅紫灰色，杏仁体含量占 10%~30%, 且多被沸石、沥

青、石英、绿帘石、绿泥石等矿物充填；玄武质角砾岩的角砾成分为杏仁状玄武岩，角砾间充填物为绿泥石、绿帘石。沸石

与沥青除充填在杏仁体中外, 部分呈细条网脉状、团块状产出。该矿化层岩石原生晕 Cu 含量普遍大于 250×10-6， 高达      

1 280×10-6。沿该矿化层有大量采矿老硐、采坑及近年民采矿洞分布，并采到可出售的商品矿石。地表半风化露头中沿矿化

层可见孔雀石、黑铜矿、赤铁铜矿及自然铜，但不

连续，单个矿化体断续长 300~>5 000 m，连续长一

般 2~>20 m，厚 0.3~3.83 m，含 Cu 不均匀，品位

多介于 0.1%~20%之间。据对鲁甸小寨矿区部分矿

段按 200 m 工程间距的深部工程验证，单矿体走向

长 100~548 m，顷向延深 170~346 m，厚 1.19~4.0 m，

Cu 平均品位 1.06%~1.96%。铜矿化主要呈网脉状、

浸染状与沥青共同充填于角砾间隙及构造小裂隙

中，少量充填于气孔中。矿石矿物以自然铜为主，

偶见辉铜矿（见于玄武质角砾岩中），表生氧化产

物有黑铜矿、赤铜矿、孔雀石及硅孔雀石。该矿化

层中的矿体，总体显示出似层透镜状的产出特征。 
第三矿（化）层：位于峨眉山玄武岩组第四段

中部。含矿岩石与第一含矿层基本相同，只是在局

部地段出现含碳凝灰质岩屑砂岩，且沉积平行层理

明显。该矿化层多被挤压成厚薄不等的透镜状、藕

节状产出，空间上不太连续，厚度变化在 0.0~5.0 m

之间。经岩石原生晕剖面测量，Cu 背景较高, 普 图 3 滇东北地区玄武岩铜矿含矿岩系综合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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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大于 300×10-6, 且在多条线上出现大于 1 000×l0-6。在鲁甸小寨向斜的闹鹰岩、昭通市茂林向斜的永胜得、会泽迤车向斜

的半边街等地均有铜矿体分布，单矿体连续长 100~200 m 不等，厚 0.4~2.2 m，Cu 品位一般 1.6%~7.5%， 高可达 13%，当

地农民采出矿石经手选后直接作商品矿石出售。矿石矿物以自然铜为主，次为辉铜矿，表生氧化物有黑铜矿、孔雀石等；蚀

变矿物有石英、沸石、阳起石及少量方解石、钠长石。自然铜在强蚀变碳质细碎屑岩中呈网脉状分布、片状产出，在蚀变碳

质粗碎屑岩中呈 d＝0.1~1.0 mm 的不规则粒状产出；辉铜矿多呈不均匀斑点状分布，但含量较少。 

第四矿（化）层：位于峨眉山玄武岩组第四段上部单一的致密状玄武岩层中，具体含矿部位为该套致密状玄武岩层底部

距第三含矿层 0.55~2.41 m 范围内。含矿岩石及围岩均为青灰色致密状玄武岩，无蚀变和破碎现象，矿化体与围岩呈过渡关

系。含铜矿物主要为自然铜，呈星点浸染状分布，粒度较细，一般为 0.1×0.1~0.6×0.7 mm，少许达 1×1~1.5×1.5 mm。该含矿

层区域上稳定，但矿化不连续。据对鲁甸县小寨向斜的初步勘察结果，该含矿层在向斜东翼虽然稳定出露，但铜品位变化较

大，难以圈出工业矿体；而西翼该含矿层既稳定，矿化又均匀，所施工的 6 个钻孔均见矿化，矿体呈似层状产出，厚 0.87~1.36 

m，Cu 品位 0.6%~2%。 

第五矿（化）层：是本文研究新近发现和确立的一个矿（化）层，该矿化层无论在赋矿围岩，还是矿化特征上均与前 4

层明显不同，就其成矿地质特征分析，所成矿床应为一新的矿床类型。该层位属上二叠统宣威组底部，在会泽县大黑山（乐

业向斜东翼中段）、水槽子（水槽子向斜东翼北端）等地见之。含矿岩石主要为铝土质泥岩、紫灰色凝灰质泥岩、次为含碳

质泥岩（水槽子）。该矿化层下与峨眉山玄武岩第四段顶部凝灰岩呈过渡接触或与致密状玄武岩呈突变接触，上与宣威组灰

绿色泥岩或铝土质泥岩整合关系，厚 2.0~3.5 m，部分区域有稳定的层状铜矿体产出。含铜矿物有辉铜矿、黝铜矿、斑铜矿、

黄铜矿，次生铜矿物有蓝铜矿、孔雀石、黑铜矿等。铜矿物多呈浸染状、星点状、薄片状、微细粒簇状集合体分布，单矿物

颗粒 0.1~2 mm。与铜矿物伴生的尚有黄铁矿等硫化物。围岩蚀变简单，低温组合，主要为沸石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和

弱的硅化及绢云母化，局部见滑石化。地表见单矿（化）体连续长 250~1 500 m，厚 1.5~3.0 m，Cu 品位 0.2%~3.0%。因含

铜矿层紧靠峨眉山玄武岩，其成铜环境与二叠纪火山活动有一定的成因联系，故将其归入峨眉山玄武岩型铜矿含矿岩系的组

成部分。 

4  结  语 

滇东北与玄武岩有关的铜矿床含矿岩系由二叠统峨眉山玄武岩组（P2e）上部（第三岩性段顶部和第四岩性段）和宣威

组（P2x）底部组成，进一步可划分为 5 个矿化层。5 个矿化层中，3 个分布在第四岩性段，其余 2 个与之紧邻，由此显示了

峨眉山玄武岩组第四岩性段作为含矿岩系的中心地位。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研究新发现的会泽县大黑山-水槽子一带的第五

矿化层，其地质特征和成矿表现与其他 4 个矿化层明显有别，以含铝土质泥岩为主要赋矿围岩的地质特征显示了一类沉积改

造型铜矿床新类型。矿化出现于稳定的层位，区域分布又具一定规模性，这些都预示了该类矿化良好的资源潜力和找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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