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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个旧双竹锡一铜多金属矿床

地质特征及成矿规律

只 宁 盖卜一」 一」J 曲 「二刀

(西南有色地质勘探公司三O八 队)

提要 本文总结了双竹锡一铜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
、

成矿规律及其与花岗岩的关系
。

(晚期富挥发

分分异作用和蚀变有关 )
。

接触交代矿床与花岗岩的突起和凹部有密切关系
,

并与围岩物理化学特

征有关
。

关镶词 双竹 花岗凹部 成矿规律

双竹矿段位于老矿田与卡房矿田之间
,

本文主要对该区花岗岩的岩石化学
、

地球化学特征

及围岩物理化学性质与成矿规律进行探讨
。

一
、

区域地质背景

个旧锡矿区应归属于特提斯锡钨成矿带
,

包括英格兰西南部
,

欧州厄尔士山脉
,

波兰的斯

塔拉
·

卡米恩尼卡
,

中亚地区
:

西藏
、

云南
、

泰国
、

缅甸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等 (图 1 )
。

该成

矿带在西藏以东又可分为两个亚带
: 1

、

东亚带
:

川西
、

邓柯
、

义敦
、

乡城
、

麻花坪
‘ ’

(
* l 张玉

泉等 (1 9 8 5 )
:

《三江地区锡矿带地球化学研究))) 延至个旧
、

文山直至越南东北部锡
、

钨
、

铝矿床
“ ’

(
, Z A

·

H
·

G
·

Mi tc he ll 等
:
《斑岩铜矿和环太平洋锡矿床与古毕鸟夫带的关系 }}) ; 2

、

西亚

带
:

滇西 (包括贡山
、

福贡
、

沪水
、

云龙
、

腾冲
、

梁河
、

西盟等县 )延向泰国
、

缅甸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

西亚等矿带
。

个旧矿区位于华西构造带的金沙江一红河构造带之北东侧
,

亦即哀牢山板块缝合线北东

侧
。

个旧花岗岩及与其相关联的锡矿化与板块碰撞有关
,

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与英格兰西南部

的某些情况对比 (图 2)

个旧矿 区内北西向构造属于华西构造带
。

矿区的南北两端受华西构造作用的影响最明

显
,

尤其是在南部很突出
,

出现倒转背斜
、

逆冲断裂
,

大多呈北西向展布或略转为北西西向
。

二
、

双竹矿段地层

双竹矿段出露地层为中三叠统个旧组的卡房段 ( T
Z
g

,

)及马格拉段 ( T
Z
g

,

)
。

自上而下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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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y 3 H 〔 u o B

特提斯锡成矿带及有关的板块构造背景

《C X E M A T H 叼 〔C K 人 月 T E K T O H 衬 叼 〔 C K A 月 K A P T A M ” p ^ 》于

人 H G
.

M
, r e h c 一l& M S

.

G a rs o n : 《M 一n c r a l O e p o s 一t s a n d G lo b a l T
c e t o n 一c

s c “ . n 只、 》 编绘

于后
’

(
二 T展 一 ‘ 、

Tz g犷
, 、

T 沼犷
, 、

T
Z
g犷

‘

资料引 自
:

吕宝善 (1 9 6 4 )《某含锡多金属矿床的地质

特征与勘探方法 ))( 未刊 )其余引 自实测剖面
。

)
:

T
Z
g ;

一 ‘ :

深灰色厚层状白云岩
。

未出露顶界
。

厚度大于 1 00 米
。

T 名 一 , :

厚层状 白云岩夹透镜状大理岩
。

厚 5 一 49 米
。

T
Z
g 犷

, :

深灰色厚层状富含生物碎屑白云岩
。

其中含头足纲
,

腹足纲类化石较多
。

厚 2 一

10 米
。

T 沼犷
, :

深灰色
、

灰色厚层状
,

块状 白云岩
。

含白云石可达 96 % 以上
。

底部为砾屑白云

岩
。

往往赋存含锡赤褐铁矿细脉
、

网脉的矿化白云岩 (双竹北部及老厂都有)
。

厚 1 04 米
。

T武
:

灰色中厚层状 白云 质大理岩与含钙质白云岩
、

大理岩互层
。

这一地层内仍有上述的

矿化白云岩出现于双竹北部及老厂矿区
。

厚 65 米
。

T 武
:

灰色
、

深灰色石灰岩
,

共有六层灰质白云岩夹层
,

有时还在夹层底部见到隧石结核
。

底部为砾屑灰岩
。

在这一层内在构造有利部位及在层间剥离内可形成脉状及层一脉交错的高

一中温热液锡一多金属矿床
,

多为氧化矿石 (如双竹北部
、

蒙子庙
、

老厂 )
。

厚 37 9
.

3 米
。

T戒
:

灰色
、

深灰色灰质白云岩
、

白云岩夹灰岩
。

本层底部为潮坪咸化泻湖含膏蒸发白云

岩 相
’

(
,

引自三O 八队
、

地研所 (19 8 5 )
:
《个旧矿区中三叠统碳酸盐沉积相及其控矿性的研

究》)
。

并有似层状锡一多金属矿床产出(双竹北部 )
。

在矿体上盘的岩石中可见到被淀晶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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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花‘ 8 : t, 12 1 !

N a : 0 十长
:

U ,
。

图 3 本区富橄碱性么武岩与其它地区新生代

晚期新鲜火山岩的 N :

夕 / K : 0 对N ,

必+ K p

对比图
人西宙r 一

“ : 人西洋岛的碱性岩 们
吸
冰 舌‘除外

于 亚洲 一 u :

公洲尔部 人陆以性岩
‘
晚期 弟 纪 至现, 如 卜一

: i水岛胜刊

六 了
l : 乍 汇资科的点 r .

据 ^ K 件 h , , M ·‘j s h , f ‘, ·

l,, 7 3 ,

石化及金云母化蚀变的玄武岩样

品分析的化学成分
,

按 b ar th 法

计算 出标 准岩胞 中的阳离子数

目
,

则其数据与阳起石岩的相近
。

该阳起石岩为原岩成分接近超基

性岩的交代变质岩 石
’

(
,

见成

都 地 质学 院 《变 质岩 岩 石 学》

(1 9 6 2 ) ) (见下表 2 )
。

8
.

本区玄

武岩 51 0
:

含量低
,

按照七个样分

析结果计算出其平均值计算出尼

格里 系数 rm 值为 6 0
.

7 6
,

而 fm

系数只有在苦橄玄武岩中才超出

6 0 的数值
。

按化学成分平均值

对 比
,

也与苦橄玄武岩的相近
。

所以这一岩石应属于向苦橄玄武

岩过渡的富橄碱性玄武岩类
。

这一玄武岩与本区矿产的关

系
,

从 目前已掌握的情况看
,

主要

O
N困/0
2,N

与铜矿化有关联
。

接近该层的花岗岩洼部中

的矿体富含铜
,

而锡相对其它凹部低
。

在玄

武岩层中赋存具有工业价值的铜矿床
。

在玄

武岩 中的 微 量 元 素分 析 表 明含铜 2 10 一

77 0 p pm
,

平均达 45 5 pp m
’

( , 引 自 ((个旧锡

矿地质》)
,

含 C r 可过 7 0 0 p p m
‘

( * 为三O 八

队岩矿室李中南工程师鉴定
。

)
。

在玄武岩

中的铜矿还伴生一定的金
。

端

0
.

1 0
.

2 0
.

3 0
.

4 0
.

5

一
甲百犷, 夕尸节州产,

S H O

卜户 / .

一
4 冬1 w p B

C A B

泛 L K f

一

少)
四

、

双竹花岗岩岩石特征与蚀变
:

该区花岗岩属细一中粒黑云母花岗岩
。

其中矿物成分为 ” :

石英
:

等轴粒状
、

它形
,

含量为 2 8 %一30 % ; 黑云母
:

呈棕色
、

常常被

绿泥石交代或被蚀变成绢云母或白云母
。

在

图 4 本文富橄碱性玄武岩的点子落在

玄武岩所处板块构造环境分类图中的

位置图 人部落 十w B p 范田内

w P B :
板块内那 么武岩

: ·

S H O :
钾么岩

:

c ^ B 。 钙喊性么武岩
; L K T :

岛弧拉斑玄

武岩
: O F 炸 :

人洋喊部么武岩

取P e 』 rc ‘ .

1生, 7 . , ,

其中偶尔可见黑色晕圈的锡石包体
。

黑云母的含量为 1
.

3纬一 (5 %
。

斜长石
:

半 自形
、

它形
、

沿解理有绢云母
、

绿泥石充填交代
。

偶尔可见聚片双晶
。

含量 35 %
。

钾长石
:

它形
、

具格子双

晶
,

含量 30 呵
。

岩石结构多为半自形粒状结构
。

副矿物有错石
,

磷灰石
、

电气石
、

金红石
、

独居



第二卷 第三期 地质找矿论丛

石
、

萤石
、

锡石
、

白钨矿
、

磷忆矿
。

本区玄武岩化学成分与世界富橄碱性玄武岩化学成分

平均值对比表 表 1

岩岩石名称称 化 学 成 分分

55555 10 ,, T io ,, A I: 0 :::

价刀
... F e OOO M g ooo C a OOO N a

,

OOO K , OOO P , 0
,,

M
n OOO H ,000

本本区玄武岩
. ’’

4 5
.

50
...

2
,

4 222 13
。

3 999 3
。

2 666 1 0
。

1 555 1 0
。

5 222 6
。

6666 1
.

4 888 2
.

6 444 0
.

3 1111111

平平 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44444 3
.

7000 2
。

2 555 12
。

4 111 l
。

8 999 9
。

5 666 1 1
。

2 111 7
。

5 111 2
.

7 222 0
.

8000 0
。

3 0000000

44444 2
.

6000 2
。

7 111 13
.

6 999 3
。

2 666 9
.

7 222 1 0
。

4 666 6
.

777 2
.

4 333 1
.

3222 0
.

3 2222222

44444 3
。

9 333 2
.

4 666 13
.

1666 2
。

8 000 9
。

8 111 10
.

7 333 6
。

9 666 2
.

2 111 1
.

5 999 0
.

3 1111111

世世界富橄碱碱 4 3
.

6 999 2
.

1 222 9
.

0666 3
。

4 666 9
。

4 333 19
.

6 888 9
。

1888 1
.

4 999 0
.

6 999 0
.

3 000 0
.

1666 0
.

7444

性性玄武岩
. ’’’’’’’’’’’’’’

, 1 为三O 八队岩矿室鉴定结果
。

, 2 为三O 八队化验室分析结果
。

二 3 据邱家骤统计资料
。

本区阳起石化及金云母化玄武岩与其他原岩接近超基性岩

的交代变质岩石对比表 表 2

衬衬衬
S iii T iii A lll Fe ,""" F e ”” M nnn M ggg C aaa N aaa KKK PPP 资资

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料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

纯纯橄榄岩岩 3 7 777 000 3 111 000 6 lll 0
.

666 6 8999 000 000 000 000 成成
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橄橄榄古铜岩岩 47 222 徽徽 1222 888 4 333 lll 4 8 111 333 000 000 000 地地

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质黑黑云母岩岩 4 0 888 333 1 4555 l 666 5 777 222 3 1333 lll 6 222 9 77777 学学

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院阳阳起石岩岩 4 4 888 555 7222 1 444 4 lll 333 3 1111 2 OOO 1666 l555 00000

阳阳起石化玄武岩岩 4 3 888 2 lll 16 999 2 333 9 222 0
.

666 18 000 8 000 444 2666 444 本本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金金云母化玄武岩岩 4 4 777 2 555 16 555 l222 8 6
。

555 1
。

lll 18 111 9 000 2 888 4 777 3
.

66666

黑云母中常常包裹有错石
、

磷灰石
,

在蚀变之后黑云母常常析出金红石
、

檐石
、

锡石及帘

石
。

斜长石主要是钠长石和更长石
。

钾长石主要是微斜长石和条纹长石
,

三斜度 0
.

5一 0
.

65
。

花岗岩的化学成分方面
,

51 0
:

平均含量为 73
.

8 %
,

其含量分布有从北往南逐渐增高的趋

势
,

在南部增高到 75
.

峨%
。

此外
,

N a Z

o 及 K刀 含量也有从北往南逐渐增高的变化趋势
。

ca o

含量则从北往南逐渐降低的趋势
。

与此成分变化相对应的是金属分布的分带性
,

北部除了锡

铜矿化外
,

铅
、

锌矿化加强了
,

南部则逐渐多钨
、

钥金属矿化
。

本地区接触带矿化的强度与花岗岩的蚀变程度有密切关系
,

还与围岩的化学性质和物理

性质有关
,

并且还与花岗岩的空间位置的突起与洼部位置密切相关
。

在本节中先就花岗岩的

蚀变特征及其与矿化的论述如下
:

花岗岩的的热液蚀变有以下几种
:

碳酸盐化
,

云英岩化
、

绢云母化
、

绿泥石化等
。

在南部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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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瓜林一带还有电气石化
。

与矿化密切相关的有云英岩化
、

碳酸盐化
、

绢云母化几种热液蚀

变
。

而且比较明显
,

矿化最强的
、

最富的部位往往在蚀变的花岗岩附近
。

相反地
,

如果花岗岩

没有蚀变
,

则其附近的接触带及花岗岩内部也无矿化
。

在蚀变强烈发育
,

接触带赋存富厚的矿体时
,

蚀变花岗岩中的 51 0
,

显著减少
,

而 A1
2
O

J

含

量明显增高
,

c a o
、

M g o 含量也有增高
。

当接触带赋存钨
、

钥金属元素的矿化时
,

与其毗邻的蚀

变花岗岩 51 0
2

含量相对较高
,

而与 s n 、
c u 金属元素矿化毗邻的花岗岩 51 0

:

含量相对较低
,

C a o

含量相对较高 ; N a

刀 含量相对较低
,

K
,
o 含量则相对较高

。

各种蚀变的花岗岩
、

交代长石岩与未蚀变的黑云母花岗岩化学成分变化情况及对 比如下

表 3 :

各种花岗岩化学成分变化对比表 表 3

赢赢奖二二
5 1000 T IOOO A l: O

JJJ

F e , O
〕〕

F e OOO M
n OOO M g ooo C a OOO N a : 000 K

,

OOO P ,

众众 烧失量量 FFF 徉品数数

碳碳酸盐化花 岗岩岩 6 8
.

7 666 0
.

0 999 ] 3
.

5 666 0 4 111 1 3 222 0
.

0666 0 5 999 4
.

5 999 0
.

5 555 3
、

9 555 0 0 222 4
,

3 666 0
.

1 7 999 555

云云英岩化花 岗岩岩 69
.

1 999 0
.

0 666 1 3
.

4 111 1
.

1 444 1
.

J SSS 0
.

0444 0
.

3 777 3
.

8 888 0
.

3 888 4
、

8 222 0
。

0 222 1
、

4 666 1
.

8 555 333

绿绿泥石化花岗岩岩 7 2
.

7 444 0
.

0 999 】3
.

000 0
.

6 888 1
.

5 666 0
.

0777 0
.

4 444 1 6 444 2
.

3 888 4 6999 0 0 444 1
.

8 666 0
.

28 999 888

交交代长石岩岩 4 3
.

7 444 0
.

2 444 { 6
,

0 555 0
.

5777 2
.

1000 0
,

1000 0
.

8 111 16
.

5 777 0
.

1000 3 9 222 0
.

0 33333 0
.

1777 lll

黑黑云 母花 岗岩岩 7 3
.

8 000 0
.

0 888 1 2
,

3 999 0
.

6 111 1
.

5 222 0 0777 0
.

5 333 1
.

7 888 1 9 333 4 4 000 0 0 333 l
、

2 000 0
,

23 111 l000

含含斑晶花 岗岩岩 7 1
,

6 999 0
.

1 333 12
.

6 888 1
.

2666 1
.

7 888 0
.

0 888 3
.

7222 1
.

5 777 2
.

8 444 4 7 666 0
.

0 555 1
.

3 222 0
.

26 999 l lll

五
.

双竹矿段矿床成矿规律

(一 )
.

接触交代型锡一多金属
、

钨铝矿床 (矿化)按其产出部位分为
:

正接触带矿床与凹部

矿床
。

双 竹地区是个旧矿区里洼部矿床最发育的地区
,

在剖面方向
_

L呈多台阶状
,

在平面上每一

凹部又呈环状
,

总的呈多环状 (见图 5 )
。

在南部接瓜林的凹部构成南半环群洼部带
,

汇集到金

竹林岩脊处
,

岩枝陡立
,

凹部减少
,

过了老熊侗断裂之后
,

又分别向北东方向及北西方向发育环

带状凹部群
,

往北即延 至老厂之东西两边外围
。

1
.

控制凹部形成以及 凹部形态的因素 ; 主要决定于花岗岩侵位高度
,

空间位置以及其定

位处的围岩物理性质
,

化学性质
。

双竹地区 花岗岩株侵位最高部位是在 T 名)
一 ,

上 部及 T
Z
g }底

部
。

花岗岩株两侧的岩枝就分别贯入到 T屑一 , 、
T 武

、

T届 地层中及其之间的界面中
。

由于这

些地层的岩石 物理化学性质不同
,

花 岗岩凹部的形态也各异
。

例如 T 名 : 地层中的岩石相对富

含 51 0
, 、

A1
,
O

,

的泥灰岩
、

含钙质泥岩等
,

这些岩石在岩浆上侵时
,

有一定的屏蔽作用
,

还由于

该层内岩石种类较复杂 (见前面所述 )
,

在构造应力作用下极易产生层间滑动或层间剥离 )
,

岩

浆即沿这些弱化带贯入
,

形成较长的岩枝 (在剖面上长达几十米)
,

亦即凹部较深
,

岩枝一般较

薄
,

分枝较少
,

凹 口 较宽大
,

凹部带走向上稳定
。

而 T
Z
g {地层中的岩石相对说来多数是富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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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分图 5 竹叶山地段花岗岩顶部起伏形态
、

旁侧洼

部及其矿体分部的关系示意图

国四画摺皱轴线

花岗宕等深线

花岗岩突吕

花良岩顶部洼部

花岗岩旁侧 洼部

花岗岩顶邵接触交待

矿 床

ca o
、

Mg o 的灰岩
,

灰质白云岩
,

且往往

呈互层产出
。

岩浆侵位时
,

除了岩枝的

贯入作用外
,

还有更强烈一些的交代作

用
,

且较 T
Z
g : 层来说更少屏蔽作用

。

所

以产在 T名 地层中的花岗岩凹部较浅
,

岩枝分枝多
,

在主凹部带中又出现若干

小的凹部
,

而且岩枝分枝复合常见
。

岩

枝在剖面方向上较短
。

2
、

凹部的形态与成矿的关系
; 不是

所有的洼部中都赋存工业矿体
。

有利于

成矿的凹部的特征有如下几种情况
:
(l)

花岗岩岩枝在剖面上向花岗岩缓倾斜延

伸
,

或象兜状凹入
; (2) 花岗岩凹部凹入

较深 ; (3) 产于 T石 地层中的花岗岩凹部

中的矿体比其它的凹部的矿体更富 (图

6 )
。

当岩枝产状很陡
、

凹部很浅
、

单条较

厚的岩枝没有蚀变又没形成凹部的情况

下则对成矿不利
。

3
.

由于围岩的岩石种类
、

化学性质

团圆圃

二J
Z
g 产

T 沼 l

有利 十形成富厚的块状硫化物矿体的花岗岩洼部

形态及与地层的关系

困
花岗宕

图
富橄鱿性玄武岩

与物理性质的差异还导致产

于不同地层中的凹部 中的矿

化金属元素的差异性
,

产于

T届 与 T藏 地层 中凹部中的

矿化金属 以铜为主
,

伴生锡
。

在 T名 地层中的凹部所矿化

金属为锡
、

铜
,

伴生钨
、

铂
。

凹部矿床在双竹地区最

发育的原因是花岗岩的侵位

部 位及其 周 围如上所述的

工g {
、

T名
、

T名 地层围岩的

组合特征所决定的
。

往南部

�h、r..
.�

稗一体

互玉一洲叮一穿

的东瓜林南半环凹部以南地区花岗岩侵位于更老地层 T名 玄武岩以下的层位中
,

其岩石为较

纯的灰岩
,

往往没有凹部形成的组合特征
,

所以凹部不发育
。

老厂矿因范围内正处于花岗岩岩

株平面范围较为宽阔的
“

平台
”

上
,

其中分布若干个小突起
,

其周围地层是 T名 以上的地层也无

双竹这样花岗岩一地层的组合特征
。

所以 凹部发育的位置是在老厂老矿区之外缘
。

在老厂本

区只见到若干不连续的较小的凹部及其中的矿体
。

松树脚矿区及马拉格矿区也是由于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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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不发育洼部带
。

其外缘往南则花岗岩隐伏较深
,

有待今后必要时再作深部工作
。

对于那些产在花岗岩岩株顶部的正接触带矿床对成矿有利的因素是
:

1
、

蚀变花岗岩之上部邻近接触带内矿化最富
,

厚
。

若花岗岩没有蚀变则没有矿化
。

2
、

花岗岩岩株之上有微小突起及波状凸 凹起伏地形处赋存接触交代矿床
。

3
、

花岗岩顶部有小岩枝贯入 围岩
,

小岩枝与岩体构成局部小凹部或蚀变的花岗岩岩枝两

侧赋存矿体
。

4
、

断裂带在深部与花岗岩交截的部位
。

(二 )
、

产于花岗岩内部的锡石一云英岩一石英脉型矿床
。

这一类矿 床在南边的东瓜林一

金竹 林一 带 较 发

育
,

且有 一定的经

济意义
。

其中所产

金属元素为锡伴生

钨
、

钥及被
。

这一

带的 花 岗 岩 S jq

含量较高
。

云英岩

化一般多在边部发

育
,

石英脉则除在

边部可见外还在岩

体内部可 见到 (图

7)
。

这种类型的矿

体
、

矿 化相对其他

类型 的矿
‘

床来说
,

品位相对较低
,

连

续性较差
。

可作后

备勘探靶区
。

f
一

三 )
、

产于碳

淡色碳酸盐化

花岗岩

含斑品花岗岩

未蚀 变黑 云母

花岗 岩

石 英岩 化花岗 岩

夕 仁艺会

图 7 各种蚀变花岗岩及含矿石英脉
、

硫化
.

物矿体的空间分布

酸盐围岩的高
一

中温热液矿床有以下的成矿规律
:

l 赋存于 T
Z
g l底部的似层状矿床在双 竹占有一 定的位置

,

其有相对高的工业价值
。

其形

成条件是
: T减 底部为含膏蒸发白云岩相的白云岩与灰岩互层 ; 花岗若有岩枝贯入

; 赋存矿体

的地表有近东西 向的小褶皱
,

再加上 白云岩与灰岩互 层之间易于产生层间剥离
。

念
.

赋存于 叭 g犷
,

层位中的脉状
,

层脉交错矿体或矿群曾经长期为地方厂矿开采的主要对

象
。

它的形成是由于有断裂构造与层间构造复合控制的原因
。

例如蒙子庙断裂旁侧的脉群以

及该断裂与大冲断裂之间的与层间剥离
,

层间错动交截部位
。

这些矿体产铅锌为主
,

伴生锡与

银
。

局部还有铜矿 化
。

近矿的石灰岩中有显著的白云石 化热液蚀变作用 (见图 8) 及赤褐铁矿

矿化作用
。

这些近矿围岩蚀变及矿化可作为找矿标志
。

3
.

赋存于 J
一

展 底部及 T
Z
g {层位中的矿化白云岩

,

以前在个旧矿 区惯于 称呼为
“

含锡白乞

岩
” ;

实质上 是受断裂及岩石物理 化
,

学性质双重控制的高一 中温热液含锡石的赤铁矿
,

褐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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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脉
、

网脉组成
。

矿化金属元素

是锡
。

它的形成工业矿体的有利

部位是断裂带旁侧及断裂带之间

的破裂带中
。

〔a o 曲线

6Ij加
荞�脚污�

六
、

结论

双竹矿段这些成矿特征尤其

是洼部带的成矿特征在个旧地区

有着其特殊作用
。

这些成矿规律

说明花岗岩的侵位及其周围的围

岩的物理化学性质有重要作用
,

锡一多金属矿化与花岗岩晚期富

挥发分分异作用以及热液循环和

热液蚀变有密切关系
。

洼部带的

M g o 曲线

上盘围岩扣矿体~ 下盘围岩 取样间距

图 8 近矿围岩受白云石化作用后C ao
、

M夕
变化曲线图

形成密切与花岗岩及其侵位的围岩性质相关联
,

其中赋存的矿体规模
、

贫富
、

金属元素种类又

与洼部形态
,

洼部规模大小及其侵位的围岩密切相关
。

在应用这些成矿规律预测个旧矿区其它空白地区及外围地区方面来看
。

在花岗岩隐伏较

深的地区则 目前阶段以寻找产于碳酸盐围岩中的与断裂构造及层间构造有一定关系的高一中

温热液脉状
、

层脉相交的矿床为主
,

例如松树脚陡立岩层带以南至老厂之间的空白区以及卡房

以南地区
。

在这些地方要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会对埋藏很深的接触带进行详细找矿评价工

作
。

对于花岗岩埋藏较浅而又没有条件形成洼部的地区则以寻找正接触带矿床及其上部的热

液矿床为主
。

对于个旧西区来说
,

那里碎屑岩
、

泥灰岩占多数
,

则注意寻找花岗岩里的云英岩

一石英脉型矿床及围岩里的脉群矿床
。

在夹有石灰岩的地段则注意寻找层状
、

大脉状的热液

矿床
。

侧重点与东区有所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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