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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研究区有: 与火山岩有关的铜矿、与断裂活动有关的热液脉状铜矿、与基性 -超基性侵入岩有

关的铂钯 (铜、镍 ) 矿等矿产。成矿条件分析表明, 弥渡苴力地区具有较好的多金属矿找矿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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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渡苴力地区系指哀牢山最北段北西 -南东向展布的红河断裂、哀牢山断裂、九甲 -安定断裂交汇夹

持地带, 南东起自弥渡金宝山, 经德苴、苴力、河东村, 北西止于弥渡县城, 长 45km, 宽 10km, 面积

450km
2
。大地构造位置位于扬子地台与兰坪 -思茅褶皱系接触部位, 分属三个构造单元: 红河断裂以东

为扬子准地台祥云 -新平多金属成矿带, 红河断裂与礼社江断裂 (九甲 - 安定断裂北段 ) 之间为哀牢山

成矿带, 礼社江断裂以西为兰坪 -思茅成矿带 (图 1)。

区内出露地层有: 上二叠统 ( P2 ) 砂岩、板岩夹玄武岩、硅质岩、英安斑岩等; 上三叠统云南驿组

下段 ( T3y
1
) 页岩夹粉砂岩, 中段 ( T3y

2
) 灰岩夹角砾灰岩及页岩, 上段 ( T3y

3
) 页岩; 上三叠统罗家大

山组 ( T3 l) 粉砂岩、泥岩夹砂岩、中基性火山碎屑岩; 上侏罗统坝注路组 ( J3 b) 泥岩夹砂岩; 下白垩统

景星组 (K 1 j) 泥岩、细砂岩夹石英砂岩; 上白垩统南新组下段 ( K2n
1
) 紫红色的砂岩、砾岩夹泥岩。

区内构造有北西向和北东向两组, 严格受红河断裂控制。无论地层走向, 断裂及褶皱轴向, 都与这一

区域性断裂方向一致。北西向红河断裂带控制了 Au、Cu、 Pb、Zn等多金属异常和矿产的产出。苴力东部

一带有北北东向、北东向构造。

岩浆活动以海西期、燕山期为主, 次为喜马拉雅期, 多沿红河断裂及其附近发生, 二叠系玄武岩、基

性 -超基性岩, 燕山期花岗岩、斜长花岗岩, 喜马拉雅期酸性、碱性岩。沿红河断裂、礼社江断裂带呈北

西 -南东向串珠状展布。岩体与围岩接触带常见硅化、褐铁矿化、多金属矿化现象。

1 矿床地质

111 矿床 (点 ) 空间分布

区内多金属矿床 (点 ) 总体沿北西向红河断裂带及其两侧分布, 并集中在多期断裂构造叠加与多阶

段岩浆活动部位。目前, 已发现 8个多金属矿点, 涉及铜、铅、铂钯、金等。

112 矿床 (矿化 ) 类型

( 1) 与火山岩有关的铜 (铅 ) 矿

产于二叠系玄武岩内部或内外接触带附近的铜 (铅 ) 矿。目前, 仅在本区北部发现河东村铜铅矿点。

矿体赋存于热液蚀变玄武岩内, 多沿北西向裂隙组产出。脉状, 长 30m ~ 150m, 厚 019m ~ 411m。金属矿

物有斑铜矿、辉铜矿、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褐铁矿等, 脉石矿物以石英、方解石为主, 绿

泥石次之。蚀变有硅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及黄铁矿化等。化学分析品位: 铜 ( 1133~ 2163) @ 10
- 2

,

铅 ( 015~ 2165) @ 10
- 2

, 锌 ( 0111~ 0181) @ 10
- 2

, 银 28 @ 10
- 6
。

( 2) 与断裂活动有关的热液脉状铜矿

产于红河断裂带及其附近构造破碎蚀变带中的脉状铜矿, 成矿与断裂的活动密切相关, 受构造破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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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南弥渡苴力地区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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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已在苴力一带发现小纪罗、红家村、阿求和、庆丰里、二郎、腊鹅村等 6个铜矿点 (床 ) , 其中以

二郎和红家村铜矿有一定规模。矿体受构造控制明显, 沿破碎带 (北北西一北西向、北东向 ) 产出。脉

状、囊状、透镜状等, 常具膨、缩、分枝 -复合, 形态较复杂。矿体长 50m ~ 500m, 厚 019m ~ 6114m。

金属矿物有黄铜矿、斑铜矿、辉铜矿、铜兰、方铅矿、黄铁矿、孔雀石、兰铜矿、赤铜矿等, 脉石矿物为

石英、方解石、粘土矿物及少量长石。化学分析品位: 铜 ( 012~ 4168) @ 10
- 2
、铅 ( 0101~ 5) @ 10

- 2
、

锌 ( 0101~ 012) @ 10
- 2
、银 ( 10~ 100) @10

- 6
。

( 3) 与基性 -超基性侵入岩有关的铂钯 (铜、镍 ) 矿

产于基性 -超基性侵入岩中的铂钯 (铜、镍 ) 矿, 成矿与基性 -超基性侵入岩的活动密切有关, 超

基性岩为成矿母岩。目前, 区内在南部发现金宝山铂钯矿。矿体受超基性岩控矿明显, 产于超镁铁质岩

(辉石橄榄岩 ) 中。矿体呈层状、脉状、透镜状、扁豆状、不规则状等。矿体长 50m~ 200m, 厚 019m~

20m。金属矿物有 (磁 ) 黄铁矿、黄铜矿、紫硫镍黄铁矿、镍黄铁矿、砷铂矿、碲铂矿、锡铂矿、锡钯

矿、碲铂矿等, 脉石矿物有蛇纹石、滑石、次闪石、石英、方解石等。主要富集铂、钯, 铜镍含量较低,

化学分析品位: 铂 +钯 ( 1~ 2) @ 10
- 6

, 最高达 17 @ 10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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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矿条件分析

211 矿质来源

区内多金属矿床 (点 ) 产于不同的地层中, 层控特点不明显。但通过岩石地球化学样品分析, 表明

上二叠统浅变质岩系和上三叠统云南驿组 ( T3y ) 碎屑岩、碳酸岩中主要矿化元素 Cu、 Pb、 Zn、N i、 Co

等的丰度值较高, 可为多金属成矿提供物质来源。

212 构造控矿

区域性断裂北西向红河断裂不仅制约了区内构造 -岩浆格局, 也控制了矿带、矿床、矿点的空间分

布。次级同向断裂及褶皱中的转折端和轴部, 特别是构造交汇、转换部位, 控制矿床 (点 ) 空间定位。

低级别的构造, 是容矿、储矿有利地段。节理裂隙、层间滑脱带、破碎带、不同岩性接触带是矿质富集

场所。

213 岩浆活动与成矿

哀牢山造山带的演化, 伴有多旋回火山活动和基性 -超基性、酸性岩浆侵入, 同时有含矿流体的活

动。火山活动形成富含 Cu、 Pb、Zn等矿质的火山岩、火山碎屑岩, 从而构成矿质的初步堆积, 形成原始

矿化层位。沿深断裂附近, 有各类基性 -超基性、酸性岩浆侵入。这些岩体侵位的同时, 带来了富含 Cu、

Pb、 Zn等矿化元素的热液, 在近岩体附近的围岩中, 发生交代、充填作用, 于构造有利地段 (接触带、

层间裂隙带、挤压破碎带等 ) 沉淀富集成矿, 形成热液脉状铜 (铅锌 ) 矿。上二叠统玄武岩普遍具有铜

矿化; 海西期 (华力西 ) 的超基性岩浆演化过程中发生岩浆熔离作用, 富集铂族元素 (铂、钯、镍、铜

等 ) 成矿。

3 地球化学与找矿

苴力地区及其邻区表现为沿红河断裂形成北西向 Cu、Pb、Zn、Au、Ag等多元素综合异常, 显环状、

带状、串株状; 围绕海西期 (华力西期 ) 基性 - 超基性岩、岩群 (带 ) , 有 Cr、N i、Co等有关的元素异

常出现。

苴力 -德苴一带分布有 2个 1B20万水系沉积物异常: 苴力 -德苴异常和青苗西村异常。苴力 -德苴

异常为 Au、Ag、Cu、Pb、 Zn、W、Cd等综合异常, 面积 32km
2
, 总体呈北西 -南东带状展布。规模大、

强度高, 浓度分带具内带发育, 中、外带狭窄的特点, 推测为主要成矿元素。在二郎铜矿及附近, Cu显

出较弱异常, 且与 Ag异常吻合。整个异常组分自北西向南东有不明显的W ( Au) - ( Cu )、 Pb、 Zn、

Ag、Cd- Au分带特点; 青苗西村异常为 Au、Ag、 Cu、A s、 Sb、B i、 Sn、C r、M o、W、F等综合异常,

面积 208km
2
, 呈南北向展布。W、 Sn、B i- M o、 Cu、 (Au) - A s、 Sb、Hg、 Zn、Cd等元素组合, 具有相

互套合较好, 浓度分带明显, 面积规模大, 极值、衬度高的特点。这些异常的形成与上三叠统云南驿组

( T3y ) 地层高背景值有关, 属同生沉积作用引起的异常。但W、 Sn、B i- M o、Cu、 ( Au) 元素的富集可

能与隐伏岩体的热液活动有关, 其成矿远景较好。

目前, 区内发现的多金属矿点均分布在地球化学异常内, 说明异常由矿化引起, 苴力地区具有较好的

多金属找矿远景。

4 找矿远景及靶区

根据上述地质矿化特征和成矿条件分析, 可以划出 3个多金属找矿靶区: 东部找矿靶区、苴力 -金宝

山找矿靶区、西部找矿靶区。

( 1) 东部找矿靶区

位于红河断裂东部, 出露三叠系云南驿组和罗家大山组碎屑岩、碳酸岩、火山碎屑岩等, 有北北东

向、北东向、北西向 3组构造, 有二叠系玄武岩和燕山期花岗岩, 有 Cu、Au、As、M o等异常分布, 是寻

找与火山岩有关的铜矿、与断裂活动有关的热液蚀变岩型金矿的有望靶区。

( 2) 苴力 -金宝山找矿靶区

位于红河断裂与礼社江断裂之间, 出露二叠系浅变质岩系, 属北西向红河断裂带, 有海西期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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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基性 -超基侵入岩和燕山期的花岗岩, 有 Cu、A u、Pb、 Zn、Ag、N i、Co等异常分布, 是寻找与断裂

活动有关的热液脉状铜矿 (铅锌 )、与基性 -超基性侵入岩有关的铂钯 (铜、镍 ) 矿的有望靶区。

( 3) 西部找矿靶区

位于礼社江断裂西部, 出露侏罗系 -白垩系红色碎屑沉积岩, 有北西向构造, 有燕山期花岗岩、喜马

拉雅期酸性、碱性岩, 有 Cu、Au等异常分布, 是寻找与断裂活动有关的热液脉状铜矿和与酸碱性岩有关

的金矿的有望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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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TALLOGENESIS RULE AND PROSPECTING

POTENTIALITY OFMULTIMETALLIC DEPOSIT

IN JULIAREA OFMIDU, YUNNAN

LI Guo2qu, WANG Shao2m ing, GUO Guang2hua, FU M ing2y in, TU Guo2fu

(Au Team 10 of A rmed Po liceman, Kunm ing 650111)

  Abstract: There are the Cu deposit re lated w ith vo lcan ic rock, the hydrothermal ve ined Cu deposit related to

fault and the Pt- Pd ( Cu, N i) deposit related w ith the basic, u ltra- basic intrusive rock, etc in th is are2
a1A 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 fm etallogenesis cond itions, w e believe that there is the good Au and multimetallic de2
posit prospecting potentia lity in the Juli area o fM idu1

KeyW ords: Au- M ultimetallicDeposi;t S tructure- M agma Ore Contro;l Analysis o fM etallogenesis Condi2
t ion; Prospect Targe;t Ju l,i M idu,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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