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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兰坪地区铜铅锌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方向+

李广伟1。廖志伟2

(1．金川集团有限公司，甘肃金昌，737100；2；江西省南昌市煤田地质物探公司，江西南昌，330001)

摘要：兰坪盆地区八宝山铜银矿床的发现对扩大成矿区找矿远景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该矿床地质特征的

基础上，初步总结了矿床的成因类型，探讨了矿区的找矿远景。在以往地质工作中，发现八宝山Cu、Ag异常

是分布在兰坪盆地内，2002年开展1：l万物探工作后，发现了极好的物探异常，施工钻孔确认，初步确认

在兰坪盆地北端，是该区最有望找到中大型铜银矿床的有利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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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ing Direction of km砷呜Copper-lead-zinc Deport in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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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pper silver deposit discovery of the Babaoshan in Lanping basin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in expanding of mine prospecting．The article，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posit geological

features，made preliminary summary of the genetic type of the deposit and explored the mine pros-

pecting．In previous geological work，the Cu，Ag anomalies of the Babaoshan distributed in Lan—

ping basin were found．In 2002，1：10000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carried out by US found excel-

lent geophysical anomaly．After drilling，we confirmed the initial recognition in the northern end of

Lanping basin Was the most possible copper—silver deposit target section in the area．

Key words：polymetallic orefield；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prospecting perspectives；Lanping

basin；copper silver deposit

1区域地质概况

兰坪盆地地区多金属成矿区位于“三江”褶皱

系与扬子地块的接合部位，属“三江”褶皱系中的次

级构造单元兰坪一思茅中生代多金属成矿带北缘，

处于兰坪一江城成矿带北段的维西一兰坪成矿远景

区，夹于叶枝一雪龙山断裂和澜沧江断裂之间，断裂

构造发育，以NNW向和SN向最为发育，其次是NE

向和EW向，构造线总体呈向北收敛，向南撒开。目

前发现有八宝山、核桃箐、白秧坪、下区五、燕子洞和

大板凳等多金属矿床，通称兰坪盆地八宝山矿床区

域。矿体呈层状、似层状、脉状产出，且明显受成矿

期构造活动影响，近矿围岩蚀变主要为黄铁矿化、碳

酸盐化、硅化等。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三叠系三合

洞组(T3s)，侏罗系花开左组(J2h)、坝注路组(J抽)，

白垩系景星组(K，j)，下第三系宝相寺组(E：b)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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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矿岩性为紫红色砾岩、砂岩、粉砂岩类(见图1)。

Q一第四系；N一第三系中新统双河组；Eg一第三系古新统果
朗组；Ey一第三系古新统云龙组；l(zh一止白垩统虎头寺组；

比n一上白垩统南新组；Kj一下白垩统景星组；J3b一上侏罗
统坝注路组；Jzh一中侏罗统花开左组；7卜上三叠统石钟山
组；T3p一上三叠统攀天阁组；T3c一上三叠崔依比组；Tzp一
中三叠统上兰组；Pz一二叠系上统板岩夹透镜体灰岩；

1而一花岗斑岩；q．ysl一二长花岗岩；弧3一花岗岩；∑一超基
性岩WCl～外来体；l一矿点

图1 八宝山矿床区域地质图

2矿区地质特征

2．1 地层

八宝山铜银矿床地处兰坪盆地北端收敛部位，

白秧坪多金属成矿区的西区，即白秧坪一富隆厂多

金属成矿区的北端。出露地层为侏罗系花开左组

(J2h)、坝注路组(J3b)及白垩系景星组(K。j)。岩性

主要为灰白色中厚层状细粒岩屑石英砂岩、紫红色

粉砂岩和泥质粉砂岩，其中花开左组和景星组是重

要的含铜层位。

2．2构造

区内构造以南北向为主。褶皱构造有大发厂向

斜、双罗房背斜及核桃箐背斜，对本区的铜、银矿化

有明显控制作用。断裂构造有SN向及近EW向两

组，SN向的代表断裂为新宝断裂及眯果断裂，EW

向为昌莆塘断裂。控矿构造主要为断裂控矿，而且

断裂发育，将侏罗系、白垩系切割成近矩形断块，其

sN向的断裂褶皱束，是矿区构造的主体方向，次级

的近EW向断裂构造则是矿区主要的赋矿构造。

2．3地球化学异常特征

根据1：10万区带地球化学普查成果，矿区与

南部的白秧坪一富隆厂成矿区属于同一层位、同一

构造带和同一多金属地球化学异常带，具有相同或

相似的构造、成矿环境和地球化学异常特征，应为该

成矿区的北延部分。通过矿区及其外围各地层的微

量元素丰度与地壳丰度值比较，各组段的cu、Pb、zn、

As、Sb、Hg、Ag的含量较高，而且富集系数A>1的元

素恰是矿区的成矿元素。本区花开左组和景星组沉

积阶段，矿质的供给和聚集条件较好，成矿元素局部

得到初始富集，有利于形成矿源层。根据1：10万分

散流异常分布图可看出，Cu、Ag、Pb、zn异常主要分布

于兰坪盆地的北部和南部。北部主要包括三山一白

秧坪一八宝山一小河箐地区，以铜、银矿化为主；南部

主要包括金顶、白洋场地区，以铅、锌矿化为主。

2．4地球物理特征

矿区植被非常发育，给地质找矿工作带来极大

不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贵州省有色物化探总队曾

在该区设计1：l万物探激电中梯扫面3 km，测制

两条测深断面，布置测深点20个。激电异常沿F4

含矿断裂分布，重复性非常好，特别是F4断裂与。、

F：断裂交切部位，异常峰值极高，宽度亦大，呈“低

阻高极化”特征，异常最大值2。8％，背景值0．7％，

异常下限取值1％，共圈定激电异常4个，在I、Ⅱ

号异常上各布置测深断面1条，地表和深部均有极

好的激电异常反应，吻合性非常好，于是在I号异常

的00号勘探线布设2个钻孔，在深部均揭露到高品

位的多层铜银矿体。物探在该区找矿的成功，为开

展地、物、化综合找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极大地丰富

了在该区的找矿手段。八宝山矿区的含矿地层主要

为石英砂岩，其背景值较低(0．7％)，而矿体的极化率

较高，干扰因素少，在该区植被特别发育的情况下，物

探工作将对寻找含矿构造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3矿体地质特征

3．1 矿体形态、产状和规模矿体

主要受F4和与之平行的断裂构造控制，在NE

向的F。与近SN向F，、F：构造交切部位，矿体膨大

变富，如F4与F，断裂交汇位置，矿体厚度大于8 m。

同时，含矿断裂在通过背斜核部位置时，矿体亦有变

富的特点。目前发现矿体3个，产出于F4和与之平

行的断裂破碎带之中，呈大脉状、透镜状产出，长50
～1 700 m，厚0．5～8．6 m，铜品位0．6％一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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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①号矿脉，产于F。含矿破碎带之中，向南倾，

倾角38～70。，其东段长1 700 m，矿体平均厚2．0

m，平均品位：cu为3．2l％，Ag为97．8 g／t，Cu最高

品位为12．35％，Ag最高品位为250 g／t；钻孔控制

矿体斜深160 m。西段长700 m，厚1．5 m～9．4 m，

Cu品位为0．62％一6．2％，Ag品位为2．2～51．0 g／

t。②号矿脉长600 m，控制斜深120 m，平均品位：

cu为5．23％，Ag为86．61 g／t，Cu最高品位为

11．55％。⑧号矿体长450 m，控制斜深250 m，矿体

平均厚2．14 m，平均品位Cu：7．76％，Ag：99．67 g／t，

Cu最高品位23．87％。从钻孔资料可看出，矿体在

深部品位变富(图2、表1)。

K。J1一下白垩统景星组一段；J，b一上侏罗统坝注路组；J：h2一
中侏罗统花开左组二段；J：h2一中侏罗统花开左组一段；1一
背斜轴；2一地层产状；3一矿体及编号；4一见矿钻孔及编号

图2兰坪盆地八宝山矿区地质图

3．2矿石特征

矿石类型有石英一重晶石脉型及破碎角砾岩

型。矿石矿物主要有黝铜矿、辉铜矿、黄铜矿、孑L雀

石、铜蓝等。脉石矿物以石英、重晶石为主，含少量

方解石及黄铁矿。矿石呈致密块状、浸染状构造，半

自形晶粒、他形晶粒结构。与矿化关系密切的蚀变

主要为褐铁矿化、重晶石化、碳酸盐化和硅化。

钻孔编号矿层编号矿体／m厚度——瓦蒉笋壬‰

4成因探讨

(1)矿区地层中，花开左组和景星组含铜明显

高于地壳平均值，是该矿床的矿源岩。(2)矿体主

要受压扭性断裂构造控制，特别是在两组构造交切

部位，矿体膨大变富，说明断裂作用使岩石断裂和角

砾化并产生断裂渗透性，从而增加岩石的总渗透性。

(3)矿石矿物主要呈致密块状、浸染状构造。说明

成矿作用以原岩沉积为基础，以后期构造、热液改造

为主导。(4)近矿围岩蚀变以重金属化、褐铁矿化、

碳酸盐化为主。兰坪盆地八宝山铜银矿床属沉积改

造型矿床。

5找矿远景

(1)白秧坪矿集区的发现，证实兰坪盆地是找

铜银矿的有利成矿构造单元。

(2)在白秧坪一富隆厂多金属成矿区北部，目

前又发现了李子坪一吴底厂矿化区，说明矿化继续

往北延伸。

(3)在八宝山矿区外围一带，单工程均发现了

有一定排列规律的铜银矿脉，并且在北部的小河箐、

腊八山等地均分布有极好的cu、Ag分散流异常，踏

勘检查已发现了较好的铜、银矿体，进一步证实了该

区的找矿价值。

(4)通过遥感影像解译，矿区处于两个环形构造

与NE向隐伏构造及近sN向构造交切部位，成矿条

件有利，是兰坪盆地北部成矿三角区重要组成部分。

(5)ek宝山铜银矿床位于野碧果山头北面，核桃

箐铜银矿床位于该山头南面，而民采老硐沿山腰是基

本连接的，通过地质填图及物探扫面工作，如果证实

核桃箐一八宝山一勒朵是一连续的矿化带，则将大大

增加白秧坪一富隆厂这一多金属成矿区的找矿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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