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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北衙超大型金多金属矿床成因类型及成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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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北衙金多金属矿床的找矿工作近年取得了重大突破，使金矿储量达到超大型矿床规模，共、伴生铅锌、

银、铜、铁、硫矿也达到大8中型规模。对北衙矿床的成因类型和成矿规律的综合研究及地质勘查工作成果表明，矿床

受控于喜马拉雅期富碱斑岩与5!!碳酸盐岩的内、外接触带，属于与喜马拉雅期富碱斑岩有关的矽卡岩8热液型金多

金属矿床。矿床类型包括矽卡岩型、层间破碎带型（含硅8钙面型）、裂隙脉型以及表生作用形成的风化8堆积型。喜

马拉雅期富碱斑岩是矿床形成最关键的控矿因素，以斑岩体为中心，从斑岩内部"接触带"外带"远程，成矿元素

有从;<8&<"&<8;<8=>"&<8=>"&<8=>82?"2?8&@的分带规律。北衙地区构造8岩浆8流体活动强烈，成矿物质来源

丰富，矿化期次复杂且类型多样，成矿空间范围广，成矿地质条件优越，深部及外围仍具有巨大的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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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鹤庆北衙金多金属矿床是一个开采历史悠

久的老矿山，明朝万历9清朝嘉庆年间即设衙门采铅

炼银。EFGF年后兴建北衙铅矿，选冶高铅古炉渣。

EFHI年至IE世纪初，曾有多家地勘单位和科研院

（校）对矿区浅部进行金矿勘查找矿和科研工作，取

得了较丰富的地质成果。前人已对北衙金矿田斑岩

的岩石类型与年龄、矿床类型、成矿特征及成因等进

行了讨论与研究（蔡新平，EFFJ；蔡新平等，EFFE!；

EFFE4；IKKI；甫为民等，EFFG；甫为民，EFFG；邓万明

等，EFFH!；EFFH4；张学书，EFFH；刘秉光等，EFFF；李

元等，EFFF；梁光河等，IKKK；崔银亮等，IKKJ；马德云

等，IKKE；IKKJ；任治机等，IKKE；葛良胜等，IKKI；郭

远生等，IKKL；李晓勇，IKKI；晏建国等，IKKI；IKKJ；

杨世 瑜 等，IKKI；刘 建 云，IKKJ；IKKG；张 继 荣 等，

IKKG；肖骑彬等，IKKJ；徐兴旺等，IKKJ；IKKM；IKKN；

薛传 东 等，IKKH；肖 晓 牛，IKKF；肖 晓 牛 等，IKKF；

IKEE；吴开兴，IKKL；邓军等，IKEK；和文言等，IKEI）。

但已有的勘查和研究工作主要限于浅部—中部（氧

化带—原生带顶部）。自IKKH年以来，云南黄金矿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重新梳

理、认识、总结成矿规律，建立了新的矿床模型，对矿

区中9深部持续开展地质勘查工作，在岩体接触带发

现了厚大的原生矿体。截止IKEI年，矿区金矿资源

／储量已大于IKK)，矿床平均品位!（>*）为IOGL
7／)，达到超大型规模，共伴生铅锌、银、铜、铁、硫也

分别到达大9中型规模。由于找矿获得重大突破，荣

获中国地质学会“IKEE年全国十大地质找矿成果”

奖。矿山年生产黄金规模达到L吨，成为云南最大

的金多金属矿床和黄金矿山。本文主要对近年来深

部勘查取得的新成果，包括矿床地质特征、矿床成因

类型、成矿规律及成矿模式进行总结，旨在为进一步

研究区域成矿规律和指导矿田及区域上的找矿勘查

提供新的资料。

E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北衙金多金属矿床位于德格9中甸陆块、扬子陆

块与兰坪9思茅陆块三个!级构造单元结合部东侧，

地处扬子陆块西缘的丽江陆缘褶9断带西南缘的鹤

庆陆缘坳陷，被夹持在CC6 向金沙江9红河断裂、

CP向宾川9程海断裂和丽江9木里断裂之间（图E）。

区域内上震旦统和寒武系分布零星，为镁质碳酸盐

岩和砂泥质建造；奥陶系—中三叠统为滨浅海碳酸

盐岩和砂泥质建造；印支期—燕山期全区隆起；新生

代始新世—新近纪在山间盆地中堆积了磨拉石和含

煤建造（云南省地质矿产局，EFFK）。区域构造主要

为近QC向的马鞍山断裂和P6向隐伏断裂。马鞍

山断裂控制了由北向南分布的狮子山、万硐山、红泥

塘、大沙地、焦石洞、老马涧等喜马拉雅期环状斑岩

体、岩株和隐伏岩体的产出。近P6向隐伏构造控

制着由西向东分布的南大坪、马头湾、红泥塘、大沙

地、笔架山、白沙井等喜马拉雅期斑岩体的产出。区

域内岩浆活动频繁，基性、中性、酸性及碱性岩类均

有发育，可划分为J个时期：华力西期以基性辉长

岩、二叠纪玄武岩为主；燕山期—早喜马拉雅期主要

为富碱的石英斑岩、辉石正长岩、花岗斑岩及石英闪

长岩，并有较多的后期正长斑岩、煌斑岩脉在区内成

群成带展布；喜马拉雅期主要为中酸性富碱斑岩的

侵入及苦橄玄武岩、橄斑玄武岩、碱性岩的喷溢，分

布于金沙江9红河超壳断裂带附近，构成规模巨大的

金沙江9哀牢山富碱斑岩带。北衙矿区及其外围的

富碱岩体位于该带中南部的松桂9北衙富碱斑岩群

（区）内。区域矿产以贵金属、有色金属为主，黑色金

属次之，矿床类型有斑岩型、矽卡岩型、热液脉型等。

矿床分布与富碱斑岩密切相关，北衙超大型金多金

属矿床是区域内与富碱斑岩有关的典型矿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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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云南鹤庆北衙矿区大地构造位置图

!—构造单元界线；"—陆块；#—结合带；!—扬子板块；"—甘

孜$理结合带；#—德格$中甸陆块；$—金沙江$哀牢山结合带；

%—昌都$思茅陆块；&—澜沧江结合带；’—左贡$保山陆块；

(—班公湖$怒江结合带；)—察隅$梁河陆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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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床地质及富碱斑岩特征

!(" 矿床地质特征

北衙矿区位于IIK向的马鞍山复背斜南部翘

起端东翼之次级北衙向斜中。矿区大致以北衙向斜

轴部为界分为东、西"个矿带：东带包括桅杆坡、笔

架山、锅盖山矿段，西带包括万硐山、红泥塘、金沟坝

矿段（图"）。

矿区出露地层由古至新有二叠系上统峨眉山玄

武岩组（L"!）灰绿色玄武岩，厚!"MN8；三叠系下统

青天堡组（O!!）长石砂岩、角岩化杂砂岩，顶部夹薄

层状泥质灰岩、细晶灰岩，厚!PM*#MN8；三叠系中

统北衙组（O""）细晶灰岩夹似角砾状灰岩、蠕虫状灰

岩、泥质灰岩、砂屑灰岩等，厚!#Q*M#!8；第四系更

新统蛇山组（R!#）复成分砾砂黏土、细砂、砂砾层，厚

N*!PMSTT8；更新统（R$）灰质角砾岩（次生胶结），

厚N*!NMSUT8；全新统（RV）黏土、砂砾和岩块，厚N
*"!SNP8。

矿区 第 四 系 更 新 统（R$）及 蛇 山 组（R!#）自

!UU#年划分为古近系始新统丽江组二段（K"%"）及丽

江组一段（K"%!）以来，时代一直存在争议。本次根

据它们与北衙组、石英正长斑岩及金多金属矿体的不

整合接触关系以及岩性特征、灰质角砾岩测年资料

等，重新厘定为第四系更新统（R$）及蛇山组（R!#）。

矿区褶皱主要为<I向北衙向斜，地貌上形成

<I向北衙山间盆地。两翼局部地段受断层和岩浆

侵入的影响，次级褶曲、断层以及节理、裂隙发育。

矿区断层主要有"组：一组近<I向，另一组近KW
向。前者为控矿断裂，后者为破矿断裂。

矿区发育基性、中性、酸性及碱性岩浆岩。华力

西期以玄武岩为主，早喜马拉雅期主要为石英钠长

斑岩、煌斑岩脉，喜马拉雅中期主要为石英正长斑

岩、正长斑岩、震碎角砾岩、隐爆角砾岩等，喜马拉雅

晚期为黑云正长斑岩与煌斑岩脉。中期的正长斑岩

与金多金属成矿作用关系最密切。

主矿体产于喜马拉雅期富碱斑岩与O""碳酸盐

岩的内、外接触带中，其次有表生作用形成的风化$
堆积型（残坡积型）矿体，产于R!#与O""及斑岩体

不整合面上。目前圈定出金、铁、铜，银、铅、锌多金

属矿体大小VNN余个，其中规模较大的矿体有!"个

（云南黄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N!!）。主矿体

为XOM"，主要矿体是XOV、XOMV，次要矿体U个，它

们 是 XO#、XOVPF、XOVP2、XOVU、XOMN、XOM#、

XOMM、XOMTF、XOMT2。各 矿 体 主 要 特 征 见 表!。

金矿床规模达到超大型，共、伴生矿产银、铅锌、硫达

到大型规模，铁、铜达到中型规模。

!(! 富碱斑岩特征

矿区内出露岩浆岩以喜马拉雅期形成的浅成侵

入富碱斑岩为主，分布有U个岩体，除大沙地岩体为

隐伏岩体外，其他Q个岩体地表出露总面积NS#V
;8"，岩体规模较小，最大的红泥塘岩体也只有约

NSNUT;8"。岩石类型以石英正长斑岩为主，其次为

TV" 矿 床 地 质 "N!#年

 
 

 

 
 

 
 

 



图! 北衙金多金属矿区地质略图

"—第四系沉积物；!—三叠系中统北衙组灰岩；#—三叠系下统青天堡组砂岩；$—二叠系上统峨眉山组玄武岩；%—石英正长斑岩；

&—震碎角砾岩；’—隐爆角砾岩；(—煌斑岩脉；)—褐铁矿脉；"*—砂岩；""—矿体及编号；"!—实测及推测地质界线；"#—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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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B58A,4>；"#—+8@29>

正长斑岩，黑云母石英正长斑岩及煌斑岩脉，在万硐

山矿段的深部钻孔中还见有石英钠长斑岩。

斑岩体分布于北衙向斜两翼，其展布主要受向

斜两翼PPJ向、PPQ向!组断层控制，岩体分异、

分相不明显。岩体与围岩呈不规则状侵入接触或断

层接触。斑岩体绝大部分呈近南北走向，倾向西，倾

角!"!(%R不等。平面上呈脉状，剖面上呈钟状、脉

状，局部为透镜状。其中万硐山半隐伏岩体、大沙地

隐伏岩体、红泥塘岩体规模较大，呈岩株状，南北长

#&*!""**0，东西宽"&*!&**0。其余主要为岩

脉、岩墙和岩床（表!）。

矿区富碱斑岩活动分为#期：早期的石英钠长

斑岩和煌斑岩在&*!&%D8侵位；中期石英正长斑

岩和煌斑岩的侵入时间为#&!#!D8、!&!!$D8；

晚期的黑云母石英正长斑岩在#S&&!#S’(D8侵位

于河湖相砂砾岩和黏土岩中（徐兴旺等，!**’；薛传

’$!第#!卷 第!期 和中华等：滇西北衙超大型金多金属矿床成因类型及成矿规律

 
 

 

 
 

 
 

 



表! 北衙金多金属矿区主要矿体主要特征

"#$%&! ’#()*+&$*,-./#+#.0&+(10(.1*20/&3&(-#4*%,56*%-7&0#%%(.,&6*1(0

矿体编号
矿体规模／!

走向 延深 厚度

主要矿

体形态

平均品位!（"）／#／$

%& ’()／* !()／* +& %# ,- ./
矿体规模 矿石自然类型

0’12 3456 176 6895!3648:5 似层状 2859 4185; 278726872 72 382; 6844 特大型
原生矿石<岩

金氧化矿石

0’7 3296 :17 3866!;847 似层状、层状 3854 44846 6835 31 28:4 6859 近大型
残坡积型氧化

矿石

0’17 166 236 6871!49891 似层状 283; 26871681; 23 686: 6867 中型 原生矿石

0’4 276 ;6 6895!3:832 似层状 3891 42853 6842 47 384; 682: 小型
残坡积型氧化

矿石

0’7:% 763 376 6892!3;855 透镜状、似层状 2834 4:865 6839 2; 3876 6849 小型
岩金型氧化

矿石

0’7:" 163 4:6 6891!32874 似层状 28:6 4;84; 6842 73 3855 6845 小型 岩金型氧化矿石

0’7; 56 376 3481!55811 透镜状 2863 74847 6847 42 6847 6836 小型
岩金型氧化

矿石

0’16 96 336 485;!3984: 脉状 3895 24824684; 34 6865 686: 小型 原生矿石

0’14 792 476 6897!29857 透镜状、似层状 2837 25822 248:16849 15 3892 684; 小型 原生矿石

0’11 92 496 3822!32834 似层状 3825 286 6811 31 6864 6864 小型 原生矿石

0’15% 276 736 6899!3:834 透镜状、似层状 38;2 46812 682: 4; 38;6 6856 小型
原生矿石<岩金

型氧化矿石

0’15" 424 166 38:5!22857 似层状 387: 46859 687: 44 3836 68:5 小型
原生矿石<岩金型

氧化矿石

表8 北衙金多金属矿区正长斑岩体特征及其与矿化关系

"#$%&8 9&*%*4(.#%./#+#.0&+(10(.1*21-&)(0&6*+6/-+-#),+&%#0(*)1/(6$&0:&&)0/&()0+;1(*)#),0/&7()&+#%(<#0(*)
*20/&3&(-#4*%,56*%-7&0#%%(.,&6*1(0

位置 岩性
规模／! 产状

长 宽 走向 倾 向 倾 角
形态 与矿化关系

万硐山 石英正长斑岩 3366 566 => ? 74!91@ 小岩株 接触带为主矿体赋存部位

红泥塘 石英正长斑岩 276 3;6 => ? 76!99@ 小岩株 接触带有矿化体

大沙地 石英正长斑岩 766 566 => ? 41!76@ 小岩株 接触带有矿体

北衙村北 黑云正长斑岩 396 36!35 近A? = 17@ 岩脉 无矿化

小米地 石英正长斑岩 276 26!56 近A? = 52@ 岩墙 无矿化

锅厂 石英正长斑岩 396 4!5 近A? > 96@ 岩脉 岩体底部有褐铁B金矿化

桅杆坡 正长斑岩 3:66 16!326 近=> ? 46!76@ 岩床 岩体底部附近局部矿化

笔架山东坡 正长斑岩 756 1!33 近=> ? 26!76@ 岩床 岩体顶底部附近矿化

笔架山西坡 正长斑岩 276 4!34 近=> ? 56!:9@ 岩脉 岩脉顶底部附近矿化

东等，2669）。中期（45!27CD）石英正长斑岩的岩

浆活动与金多金属矿化关系密切，主要矿体产于万

硐山半隐伏石英正长斑岩体与北衙组碳酸盐围岩接

触的矽卡岩带中，受富碱斑岩的控制。

石英正长斑岩的!（=EF2）为59G64*!:2G92*，

属硅过饱和（中国地质大学等，2669）。里特曼指数

为4G13!1G35，属碱性。!（%32F4）高且变化小（在

34G71*!39G44*之间）。%／+>0为6G94!3G26，

除石英钠长斑岩为6G94!6G;3，属偏铝质外，多数大

于3G3，属 过 铝 质。!（>D2F）<!（02F）均 大 于

;*。!（02F）／!（>D2F）比值变化较大，石英钠长

斑岩!（02F）／!（>D2F）为6G62!6G67，其余在3G13
!26G23。所 有 富 碱 斑 岩 的!（C#F）较 低，在6!
6G72*之间，C#"值〔C#"H366!（C#F）／（!（C#F）

<!（’()F）〕为6!2:G13。!（+DF）为6G64*!
3G57*，!（’EF2）普遍较低，为6G31*!6G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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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地球化学特征显示，富碱斑岩、煌斑岩及外

围富碱斑岩的微量元素含量相似，含矿斑岩与煌斑

岩微量元素配分曲线几乎完全重合，反映为同源的

产物。矿区石英正长斑岩、石英钠长斑岩稀土元素

总量相对较低，而黑云母石英正长斑岩稀土元素总

量相对较高，煌斑岩稀土元素总量变化较大。含矿

斑岩较无矿斑岩具有低的!""总量，无矿斑岩具弱

的负"#异常。

$ 矿床成因类型

!%" 矿床成因类型及特征

根据矿体赋存部位、控矿构造、容矿岩石、矿化

蚀变、矿物组合、矿石结构构造、成矿时代、成矿作用

等因素，判定北衙矿床是一个以金为主，同体共生

铁、铜，伴生铅、锌、银，与喜马拉雅期富碱斑岩有关

的矽卡岩&热液型金多金属矿床；其次为表生作用形

成的风化&堆积型金矿床。北衙金多金属矿床可划

分为’个矿床类型、(个矿床亚类（表$、图$），特征

如下。

（)）矽卡岩型金多金属矿：该类型矿床主要为

金&铁&铜等多金属矿体矿化，产出于万硐山石英正长

斑岩体与*’!碳酸盐岩接触带中，严格受接触带构

造控制，产状随接触带变化而变化（图+）。岩体及矿

体总体走向近,-向，向西倾斜，向南侧伏。上盘（西

侧 ）矽卡岩矿化带向西倾，形态较规则呈似层状，下

图$ 北衙金多金属矿(.线剖面及矿体类型图

)—第四系更新统灰质角砾岩；’—更新统蛇山组砂砾层；$—三叠系中统北衙组五段灰岩；+—三叠系中统北衙组四段灰岩；(—三叠系中

统北衙组三段灰岩；.—三叠系中统北衙组二段灰岩；/—三叠系中统北衙组一段灰岩；0—三叠系下统青天堡组砂岩；1—喜马拉雅期石英

正长斑岩；)2—煌斑岩脉；))—角度不整合地质界线；)’—平行不整合地质界线；)$—钻孔；)+—矽卡岩型矿体；)(—层间破碎带型矿体；

).—硅钙界面型矿体；)/—热液脉型矿体；)0—残坡积（红土）型矿体

3456$ 789:954;<:=8;>49?<:9?5-9%(.8@A:9B<>49?:4?8<?CC8A9=4>>DA8=9E>F8G84D<59:C&A9:DH8><::4;C8A9=4>
)—I:84=>9;8?8:4H8JB8;;4<；’—,<?C=>9?8<?C5B<K8>:<D8B9EI:84=>9;8?8,F8=F<?39BH<>49?；L4?8=>9?8：$—(>FM8HJ8B9EM4CC:8*B4<==4;G84D<
39BH<>49?；+—+>FM8HJ8B9EM4CC:8*B4<==4;G84D<39BH<>49?；(—$BCM8HJ8B9EM4CC:8*B4<==4;G84D<39BH<>49?；.—’?CM8HJ8B9EM4CC:8
*B4<==4;G84D<39BH<>49?；/—)=>M8HJ8B9EM4CC:8*B4<==4;G84D<39BH<>49?；0—,<?C=>9?89EL9N8B*B4<==4;O4?5>4<?J<939BH<>49?；1—P4Q
H<:<D<?R#<B>S&9B>F9AFDB8；)2—L<HAB9AFDB8C4T8；))—U?5#:<B#?;9?E9BH4>D；)’—I<B<::8:#?;9?E9BH4>D；)$—VB4::F9:8；)+—,T<B?>DA89B8
J9CD；)(—W?>8B:<D8BEB<;>#B8S9?8>DA89B8J9CD；).—,4:4;<>8&;<BJ9?<>8;9?><;>>DA89B8J9CD；)/—PDCB9>F8BH<:K84?>DA89B8J9CD；)0—!8=4C&

#<:<?CC4:#K4<:（:<>8B4>8）>DA89B8J9CD

1+’第$’卷 第’期 和中华等：滇西北衙超大型金多金属矿床成因类型及成矿规律

 
 

 

 
 

 
 

 



 
 

 

 
 

 
 

 



 
 

 

 
 

 
 

 



盘（东侧）矽卡岩矿化带产状随接触带变化较大，呈

港湾状转折，局部侧向延入围岩，矿体空间上整体沿

接触带围绕岩体呈环带状，走向长近!"##$，宽%##
!&##$，厚#’(!!#"$，品位：!（)*）!’#!!+&
,／-，!（./0）1#2 !%%’+2，!（3*）#’1#2 !
!(’"#2。代表性矿体4.51属典型的矽卡岩型金

多金属矿矿床，具矽卡岩化、硅化、碳酸盐化、磁铁矿

化、黄铜矿化、黄铁矿化、赤铁矿化、菱铁矿化等。矽

卡岩型金多金属矿化是矿区最重要的矿化类型，资

源储量占矿区总量的(#2以上。

（1）层间破碎带型金多金属矿：主要分布于万

硐山石英正长岩体上盘围岩.1"碳酸盐岩层间破碎

带中，产状与岩层一致，呈似层状、层状，走向长"##
!5##$，宽"##!%##$，厚#’(1!!&’%%$，品位：

!（)*）#’(!11’!# ,／-，!（./0）15’!"2 !
%"’("2。代表性矿体有4."6)、4."67二个矿体，

由于矿体埋深较浅，受氧化作用影响，矿化蚀变仅见

碳酸盐化、褐（磁）铁矿化。

（+）岩性界面型金8铅（锌）8银多金属矿：分布于

万硐山石英正长岩体东（下盘）北衙向斜核部的.1"
碳酸盐岩与.!#碎屑岩接触面附近虚脱带中（即沿

硅8钙界面产出）。走向近9:向，向东缓倾斜，呈似

层状、层状，走向长5##$，宽%##$，厚#’"5!+(’(5
$；品 位：!（)*）#’#+!!6’+# ,／-，!（./0）

1#’#+2!"&’&"2，!（3*）#’12!#’(#2，!（;<）

#’#!2!1’5(2，!（),）1’1#!!%",／-。代表性矿

体为4.5"、4.55，蚀变主要有铁白云石化、角岩化、

铁矿化、磁铁矿化、黄铁矿化等，靠岩体一侧具黄铜

矿化，远离岩体则具方铅（银）矿化。岩性界面（硅钙

界面）型铅（锌）、银矿体是本矿床的重要类型。

（"）脉型金多金属矿：以脉状沿裂隙带矿化、规

模小、成群产出为特征。在矿区广泛分布，但主要发

育于万硐山岩体内部及围岩.1"碳酸盐岩中，红泥

塘矿段及笔架山西矿段有零星分布。矿体呈脉状、

透镜状、不规则囊状、局部串珠状产出，产状及形态

变化大，走向长一般小于!##$，宽数十米，厚+’%&
!!(’+6$，品位：!（)*）!’#(!5’#1,／-，!（./0）

1!’#"2!"5’512。蚀变主要有矽卡岩化、碳酸盐

化、褐（磁）铁矿化、黄铁矿化、方铅矿化等。代表性

矿体为产于万硐山岩体内的4.5#等。

（5）残坡积型金多金属矿：表生作用形成的残

坡积型金多金属矿体分布于 =!$底、顶与 .1"及

=%的不整合接触面附近，矿区=!$分布地段均有

矿化，属原生矿经风化剥蚀8搬运沉积的表生作用成

因的矿体。以往统称这种矿体为“古红土型”金矿。

矿体走向近9:向，倾角总体较缓，局部受古喀斯特

地貌控制，产状变化较大。矿体呈似层状、层状，局

部透镜状。代表性矿体有产于=!$与=%不整合面

上的4.+矿体，产于.1"及岩体与=!$不整合面上

的4."矿体，走向长1"#!!1(#$，宽5#!65#$，

厚#’%6!!6’!1$，!（)*）为#’(!!6’+#,／-，

!（./0）为15’#12!%+’%+2。以褐铁矿化为主，

次有白铅矿化、软锰矿化、菱锌矿化、孔雀石化等。

残坡积型金多金属矿体是矿区的重要类型，金矿规

模仅次于矽卡岩型。

!>" 成矿期与成矿阶段

北衙矿区富碱斑岩的成岩时代有+期（徐兴旺

等，1##%；徐受民等，1##%；曾普胜等，1##1；和文言

等，1#!1）：早期的石英钠长斑岩和煌斑岩在%#!%5
?@侵位；中期的石英正长斑岩锆石9ABC?;D8;<
年龄值为+%!++?@，可代表斑岩侵位的时间，并伴

有煌斑岩的侵入；晚期的黑云母石英正长斑岩于+’6
?@侵位。与成矿密切相关的是中期的石英正长斑

岩。前人认为矿区成岩与成矿作用存在明显的响应

关系（和文言等，1#!1）。万硐山岩体中具岩浆热液

自交代或矽卡岩化成因的白云母，其+1’5?@左右

的结晶年龄可代表成矿作用的开始。

北衙金矿区表生作用形成的“残坡积”型金矿体

是矿区重要的含矿类型，赋存在第四系更新统蛇山

组（=!$）底、顶部与三叠系上统北衙组及=%的不整

合接触面附近，或矿体直接不整合覆盖在喜马拉雅

期斑 岩 之 上，斑 岩 的 锆 石9ABC?;D8;<年 龄 为

（++’+E!’5）?@（曾普胜等，1##1），属始新世晚期。

覆盖于蛇山组杂色含砂砾黏土之上的=%灰岩角砾

岩碳酸盐胶结物的FB9测年结果在!’5!!’!%5?@
之间（徐兴旺等，1##+），因此，表生成矿作用形成的

产物属第四纪更新世的产物。

按照矿物生成期次及共生关系（表"），北衙金矿

区的成矿期次可划分为1个成矿期和相应的"个成

矿阶段：

（!）矽卡岩成矿期：包括接触变质阶段（高温热

液阶段），接触交代阶段（中温和低温热液阶段）；

（1）表生成矿期：残坡积、冲积8氧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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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北衙金多金属矿床主要矿物生成期次及共生关系

"#$%&! ’#()*()&+#%,-.+*#/(.),011&,,(.)#)23#+#4&)&,(,+&%#/(.),5(3.-/5&6&(7#4.%283.%7*&/#%%(12&3.,(/

! 成矿规律

!"9 不同尺度构造控矿规律

（#）区域构造即一级构造单元控制了岩浆岩的

分布，从而控制了金多金属矿带的展布。新生代印

度板块向欧亚大陆的会聚和碰撞，沿金沙江$哀牢

山缝合带、澜沧江缝合带发生了大规模的走滑剪切

作用和新生代富碱斑岩的侵入活动，形成了规模巨

大的金沙江%哀牢山富碱斑岩带，控制了金沙江%哀牢

山金多金属矿带的展布。

（&）二级构造控制了北衙金多金属矿田的分

布。矿床处于扬子陆块西缘的丽江陆缘褶%断带西

南缘的鹤庆陆缘坳陷，被夹持在’’(向金沙江%红

河断裂、’)向宾川%程海断裂和丽江%木里断裂之

间。它们及其间的松桂%北衙富碱斑岩群（区）控制

了北衙金多金属矿田的分布。

（*）三 级 构 造 控 制 了 矿 床 的 空 间 分 布 范 围。

’’(向—近+’向的松桂%邓川大断裂（马鞍山断

裂）控制了狮子山、万硐山、大沙地、红泥塘、焦石洞、

老马涧等环状斑岩体、岩株和隐伏岩体的产出；近

)(向的隐伏构造控制着由西向东分布的南大坪、

马头湾、红泥塘、大沙地、笔架山、白沙井等斑岩体的

产出。从而控制了北衙金多金属矿床及周边金、铜、

铅、银矿床的分布。

（!）更次级的各类构造控制了矿体的空间定

位。在岩体接触带构造、裂隙构造带、外带北衙向斜

的核部虚脱部位及两翼的层间破碎带、节理与裂隙

*,&第*&卷 第&期 和中华等：滇西北衙超大型金多金属矿床成因类型及成矿规律

 
 

 

 
 

 
 

 



带中以及假整合面（岩性差异界面）附近的有利空间

部位，形成了各种矿化类型、规模不等的矿体。

（!）新近纪晚期—第四纪早期构造抬升及北衙

山间盆地的形成、风化剥蚀、岩溶堆积作用控制了

“古红土”型金矿的形成。表生作用使先期形成的金

多金属矿体遭受强烈的改造，在第四系更新统蛇山

组（"#!）及""与三叠系上统北衙组或斑岩体的不

整合接触面附近，形成了“古红土”型或“残坡积”型

金矿体，也是矿区重要的金矿类型。

!$" 富碱斑岩体的控矿规律

（#）富碱斑岩体控制着矿化类型的变化，不同

矿体呈环带状分布。从岩体内部向外分别出现脉状

金（铁）矿体、接触带矽卡岩型金多金属矿体、层间破

碎带和假整合面附近的金%铅%银矿体和铜金矿体、节

理与裂隙带中的金多金属矿体。! 围绕富碱斑岩

体与&’#碳酸盐岩接触带，产出矽卡岩型金多金属

矿体，该类矿体规模最大。矿体一般分布在距岩体(
")(*的范围内，岩体产状变化和接触带形态，控

制了矿体的分布、产状、形态及规模，在产状变化大、

凹陷部位矿化强，矿体厚度大、品位高，在产状平直

或凸出的部位矿化弱，矿体厚度小、品位低，甚至尖

灭；# 岩体内部及外带节理与裂隙带中形成脉状金

%铁矿体，产状与节理与裂隙一致，矿体规模小，但品

位高；$ 外带&’#碳酸盐岩层间破碎带中形成透镜

状%似层状、脉状金%铁矿体；% 外带&’#碳酸盐岩

与&#$碎屑岩接触面附近形成透镜状%似层状金%铅

银%铜矿体。

（’）与成矿密切相关的是中期侵入的石英正长

斑岩（年龄++,-，徐受民等，’(()），其小岩株与岩

枝发育地段对成矿最为有利。石英正长斑岩中./、

01、2/、34、56、.7等元素一般高出正长岩和花岗岩

平均值数倍至数十倍（表!），为矿区成矿元素的主要

来源。但成矿作用强度在不同规模及不同产状岩体

中的表现各不相同，常常形成不同元素的组合形式，

使本区具有较复杂的矿化类型。

（+）富碱斑岩体控制了成矿元素的分带。从岩体

内部向外，元素组合为2/%./!./%2/%01!./%01!
./%01%34%.7!34%.7（./）；从深部到地表，元素组合

为2/（./）!2/%./!./%2/%01!./%01%34%.7。元素

的分带，反映了从高温!低温元素组合的变化规律。

矿床地球化学研究表明，原生矿石中黄铁矿、黄

铜矿和方铅矿的硫同位素组成与区内蚀变斑岩的

&+89值（(:#;"+:<;）（刘景虹等 ，#==#）相近，也与

陨石硫（(;）相近；矿石的34同位素组成与富碱斑

岩的34同位素比值基本相似（葛良胜等，’((’；吴开

兴等，’((!，肖晓牛等，’(##）。脉石矿物方解石的

&#+2和&#>?值分别为@!:(!;和##:!<;，与幔源

碳同位素和岩浆水的氧同位素组成相当（肖晓牛等，

’((=）。对成矿流体的研究同样表明，具有深部岩浆

来源。结合野外地质观察和相关的测试分析结果，

显示富碱斑岩的岩浆作用不仅为含矿流体的上升提

供了动力和热能，而且也为矿床提供了丰富的金、铜

等成矿物质。

!$# 地层%岩性控矿规律

碳酸盐岩为矿床定位提供了必要条件。矿区矿

体围岩主要为&’#不纯碳酸盐岩，化学性质活泼，岩

溶构造发育，但其力学性质为刚性，在应力作用下不

易变形，往往发育构造裂隙、层间破碎，形成矿液运

移的通道或沉淀矿质的空间。在斑岩接触带，含矿

热液交代碳酸盐岩，形成矽卡岩型金多金属矿体；远

离斑岩体，含矿热液则沿构造裂隙、破碎带贯入，形

成脉状、似层状金多金属 矿 体。在 岩 性 差 异 界 面

（&’#碳酸盐岩与&#$碎屑岩接触面）附近形成透镜

状%似层状金%铅银%铜矿体。

!$! 矿石类型分布规律

矿床的矿石工业类型有氧化矿、原生矿’类共

表$ 北衙金矿区石英正长斑岩主要矿化元素含量表

%&’()$ *&+,-.,/0)/0,123/)-&(34)5)()2)/06,178&-0469)/30):,-:;9-93/0;)<)39&5):,630

矿段 样品数 岩性
%（A）／#(@)

./ .7 2/ 34 56 ,6
万硐山 ## 石英正长斑岩 ($’( )$’ #(< ’’)+ #)(8 #<=(
红泥塘 )= 石英正长斑岩 ($#! +$! +(! +’< ’=) 8(8

地壳平均（#=)#） 正长岩 ($((6 ($(6 ! #’ #+( >!(
地壳平均（#=)’） 花岗岩 ($((8! ($(! ’( ’( )( )((

注：正长岩、花岗岩数据摘自《地球化学》#=<=。

8!’ 矿 床 地 质 ’(#+年

 
 

 

 
 

 
 

 



 
 

 

 
 

 
 

 



外带围岩内的矿体以金铁矿石、金矿石、铁矿石、铅

银矿石为主，总体反映出从岩体接触带向外，铜矿化

减弱，铅、银矿化增强的变化规律。

! 成矿模式

自古近纪以来（约"!#$），印度板块向欧亚大

陆的会聚和碰撞（莫宣学等，%&&"），使金沙江’哀牢

山缝合带、澜沧江缝合带发生了大规模的走滑剪切，

以调节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碰撞对该区产生的巨大

挤压力，同时导致滇西地区陆壳的增厚和变形。在

这样的动力学背景下，北衙地区的下部地壳发生拉

伸减薄，为下地壳或上地幔的减压熔融提供了条件，

也为岩浆上侵提供了通道。扬子板块的俯冲和脱水

作用及软流圈物质上涌所提供的热能和流体，导致

地壳部分熔融，形成富碱岩浆。北衙矿区富碱岩浆

活动，带来了大量流体、挥发分和矿质。在岩浆上升

的过程中，随着冷凝和结晶作用的进行，不断析出含

矿热液和挥发分，造成体系中水压增大。以岩浆流

体为主的含矿流体，在岩浆热源的驱动下运移，在岩

体与碳酸盐岩接触带部位发生交代作用，形成矽卡

岩及其退化蚀变。在此过程中由于温度、压力、氧逸

度、()值等的骤然改变，造成了成矿金属元素从含

矿流体中析出，形成环绕岩体的矽卡岩型矿体（局部

形成侧向延入围岩的矽卡岩型矿体），含矿流体沿断

裂系统运移至层间破碎带或碳酸盐岩及碳酸盐岩与

碎屑岩层间滑脱带（硅钙界面）时，产生的多种热液

交代蚀变伴随着其物理化学条件的改变，导致金属

元素析出和似层状矿体的形成；当含矿流体充填到

围岩及岩体内的裂隙带时，形成脉状、不规则囊状矿

体；原生矿床形成后，构造隆升导致地表的剥蚀、化

学风化能力加强，金属硫化物氧化形成的硫酸，加速

了氧化的进程，形成了厚达*&&多米的氧化带，同时

原生矿体的地表氧化剥蚀产物原地’准原地堆积，形

成了“古红土型”或“残坡积”含砂砾黏土矿体。据此

总结的成矿模式如图"所示。

图" 北衙金多金属矿床成矿模式图

+—全新统黏土、砂砾层；%—更新统蛇山组砂砾层；*—三叠系中统北衙组灰岩；,—三叠系下统青天堡组长石砂岩；!—二叠系上统峨眉山

组玄武岩；"—喜马拉雅期石英正长斑岩；-—震碎角砾岩；.—隐爆角砾岩；/—煌斑岩脉；+&—角度不整合地质界线；++—平行不整合地

质界线；+%—矿体

0123" #45674891:6;$71<$=14:1:=>6?61@$2475’(47@96=$771A4;681675
+—)474A6:6B7$@$:52;$C6=7$@6;；%—D$:5E=4:6$:52;$C677$@6;48F761E=4A6:6D>6E>$:04;9$=14:；*—G196E=4:648#15576H;1$EE1A?6@$04;9$I
=14:；,—J;A4E648G4K6;H;1$EE1AL1:2=1$:M$404;9$=14:；!—?$E$7=48N((6;F6;91$:O961E>$:04;9$=14:；"—LP$;=<’4;=>4(>@;648)19$7$@$:；

-—D>$==6;M;6AA1$；.—B;@(=46Q(74E1C6M;6AA1$；/—G$9(;4(>@;651R6；+&—J:2P7$;P:A4:84;91=@；++—F$;$7767P:A4:84;91=@；+%—S;6M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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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论

（"）北衙超大型金多金属矿床受控于喜马拉雅

期富碱斑岩与#$!碳酸盐岩的内、外接触带。矿床

类型包括矽卡岩型、层间破碎带型、岩性界面型、裂

隙脉型及表生作用形成的风化%堆积型，后者可包括

古风化壳型、现代残坡积型$种类型。矿床属于与

喜马拉雅期富碱斑岩有关的矽卡岩%热液型金多金

属矿床。

（$）喜马拉雅期富碱斑岩是矿床形成最关键的

控矿因素，富碱斑岩与#$!碳酸盐岩接触带是主矿

体的产出部位，斑岩体内部的裂隙带、斑岩体外带的

层间破碎带及断裂破碎带是次要矿体赋存的重要部

位。

（&）一级区域性构造控制了岩浆岩的分布，从

而控制了金多金属矿带的展布，二级构造控制了金

多金属矿田的分布，三级构造控制了矿床的空间分

布范围，更次级的各类构造控制了矿体的空间定位。

富碱斑岩控制了矿化元素分带，以万硐山斑岩体为

中心，空间上从斑岩内部!接触带!外带!围岩，成

矿元素有从’(（)(）!’(、*+（)(）!)(、,-（./）、’0
!’(的分带规律。

（1）北衙矿田岩浆活动强烈，有利成矿构造发

育，成矿物质来源丰富，矿化期次复杂且类型多样，

成矿范围广、深度大，成矿地质条件优越，深部及外

围仍具有巨大的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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