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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南三江成矿带是我国重要有色金属和贵金属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锌铅银铜锑金等多金属矿产资

源十分丰富。本文从西南三江成矿带范围、成矿地质条件、主攻矿种、矿床类型和矿产资源潜力等方面概述了西南

三江成矿带的成矿特征及资源潜力。西南三江成矿带地处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域的东部，是欧亚板块与印度板

块碰撞结合带，大地构造复杂，地层发育齐全，岩浆活动频繁，成矿地质条件优越。西南三江成矿带划分了与富碱

性斑岩有关的金铜钼铅锌矿床成矿系列、与碳酸盐岩—碎屑岩系有关铅锌矿床成矿系列和与碰撞造山韧性剪切带

有关的金镍铬矿床成矿系列等二十个矿床成矿系列，主攻矿种为锌、铅、铜、银、金和锑，发育有斑岩型、沉积－改造

型和 ＭＶＴ型等多种矿床类型。兰坪金顶超大型铅锌矿床和鹤庆北衙超大型金矿床是西南三江成矿带多期多类

型叠加成矿的典型矿床，本文简要介绍了其矿床地质特征。根据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最新成果，本文按预

测深度汇总了西南三江成矿带锌、铅和铜等２０种矿产的预测资源量，划分了青海多彩地区铜多金属、西藏夏日

多—多霞松多铜钼、云南兰坪—云龙铅锌铜和云南鹤庆—祥云金多金属等２４个成矿远景区，初步总结了其中１３

个重点远景区的主攻矿种、主攻矿床类型和资源潜力。

关键词：西南三江成矿带；有色金属；贵金属；喜山期；兰坪金项；鹤庆北衙；资源潜力，重点成矿远景区

　　西南三江成矿带是我国最重要的有色金属和贵

金属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锌、铜、锑、铅和银等金属资

源储量居全国前列，锌、铜、锑和银四矿种资源储量

占全国资源储量总量比例均超过１／５。据不完全统

计，西南三江成矿带内已发现锌、铅、铜、银、锑和金

等３０多种金属的矿产地１５００余处，其中大型、超大

型矿床集中分布，如云南金顶超大型锌铅矿床、西藏

玉龙超大型铜矿床、云南老王寨超大型金矿床、云南

普朗超大型铜钼矿床和云南北衙超大型金矿床等，

均是国内享有盛誉的超大型矿床。

西南三江铜铅锌多金属成矿带隶属全球性特提

斯—喜马拉雅成矿域的中部，由三江褶皱系、冈底

斯—念青唐古拉褶皱系的一部分、甘孜褶皱系之玉

树—义敦褶皱带以及扬子陆块西缘的一部分组成，

西南三江成矿带地处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域的东

部，是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碰撞结带，大地构造复

杂，地层发育齐全，岩浆活动频繁。特提斯洋盆的开

合和印亚古陆陆—陆碰撞造山作用控制了本区的地

质构造演化和有色金属与贵金属成矿作用，成矿主

要集中在大洋生长与俯冲造山阶段、以及碰撞造山

的主碰撞向晚碰撞的转换阶段（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ｊｉｎｇ，２００２，ＨｏｕＺＱ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Ｄｅ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Ｘｉ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ｑ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为锌铅铜金等多金属成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

地质条件。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全国３１省（区市）先后

开展了三轮成矿远景区划工作，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开展

首轮全国成矿远景区划，优选出包括西南三江成矿

带在内的２４个重点找矿区带；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开展

第二轮全国成矿远景区划基本覆盖全国陆地区域，

划分了１７个Ⅱ级成矿区带，７３个Ⅲ共级成矿区带；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开展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

的第三轮全国成矿远景区划，即“全国矿产资源潜力

评价”项目，划分了包括西南三江成矿带在内的２６

个重点找矿区带。自首轮区划以来，西南三江成矿

带一直是全国成矿远景区划的重点成矿区带，《三江

有色金属成矿远景区划１９８５年）（科研报告，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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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主要成矿区带矿产资源远景评价》（Ｃｈｅｎ

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是前二轮西南三江成矿区划

的主要成果，本文是在全国第三轮全国成矿远景区

划“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成果基础上，对“西

南三江成矿带”潜力评价成果的初步总结。

１　西南三江成矿带分布范围

西南三江锌铅银铜锑成矿带横跨中国西南部的

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三江流域，包括青海南部（玉

树地区）、四川西部（乡城地区）、西藏东部（昌都地

区）和云南西部（滇西地区），自北向南呈北西西—南

北向弧形带状展布，分布面积约５１×１０４ｋｍ２（图

１）。

西南三江锌铅银铜锑成矿带由“三江北段”成矿

亚带（青海、西藏和四川三省交界地区，约３１万

ｋｍ２）和“西南三江中南段”成矿亚带（滇西地区为

主，约２０×１０４ｋｍ２）两部分组成，成矿带东侧分别与

松潘—甘孜成矿带和盐源—丽江—金平成矿带相

邻，其西侧分别与羌南成矿带和班戈—腾冲成矿带

相邻。

根据全国９０个Ⅲ成矿区带划分方案（Ｘｕ

Ｚｈｉ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和西南地区矿产资源潜力评

价汇总成果，确定了西南三江成矿带的分布范围和

边界，西南三江成矿带由喀喇昆仑—三江成矿省

（Ⅱ９）的义敦—香格里拉成矿带（含（Ⅲ３２）Ⅲ３２

①甘孜—理塘成矿亚带、Ⅲ３２②德格－义敦—香

格里拉成矿亚带和Ⅲ３２③中咱—巨甸成矿亚带）、

金沙江（缝合带）成矿带（Ⅲ３３）、墨江—绿春成矿带

（Ⅲ３４）、江喀喇昆仑山—羌北成矿带（Ⅲ３５）、昌

都—普洱成矿带（Ⅲ３６）（含Ⅲ３６①昌都成矿亚带

和Ⅲ３６②兰坪—普洱成矿亚带）、羌南成矿带（Ⅲ

３７）、昌宁—澜沧成矿带（Ⅲ３８）和保山成矿带（Ⅲ

３９）和扬子成矿省（Ⅱ１５）的盐源—丽江—金平成矿

带（Ⅲ７５）的鹤庆—大理成矿亚带（Ⅲ７５１）九个Ⅲ

级成矿（亚）带组成（图１）。西南三江成矿带边界自

东向西依次为（东部边界）西金乌兰—治多—歇武断

裂（ｆ４２ａ）、乌兰乌拉—王树深断裂（ｆ４２ｂ）、甘孜—理

塘断裂（ｆ４０ａ）、马尼干戈—拉波断裂（ｆ４０ｂ）、小金河

断裂（Ｆ４５）、程海—宾川断裂（Ｆ４７）和红河断裂

（ｆ４２ｅ）、（西部边界）龙木错—双湖断裂（ｆ４４ａ）、丁

青—怒江断裂（ｆ６ａ）和陵龙—瑞丽断裂（ｆ４７ｃ）。

与前二轮成矿区划成果比较，第三轮成矿远景

区划划定的西南三江成矿带范围进行了部分调整，

原西南三江成矿带的西北部南缘边界向南微扩，包

括了藏北热液型锑矿成矿区域，将西藏安多美多大

型锑矿纳入本成矿带；成矿带中南段西部界线确定

为丁青—怒江断裂和龙陵—瑞丽断裂，将原西南三

江成矿带西南段的腾冲锡钨多金属成矿亚带归入班

戈—腾冲成矿带（ＸｕＺｈｉ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成矿带

中段东部边界向东扩至程海—宾川断裂，将位于西

南三江成矿带与扬子成矿过渡带的鹤庆北衙斑岩型

金矿纳入本成矿带内（图１）。

２　西南三江成矿带成矿地质条件

２１　区域构造背景

西南三江成矿带位于青藏高原东西向构造带东

段向南转弯部位，呈东西走向转为南北走向（横断山

脉褶皱系）的弧形构造带（图１），是欧亚板块与印度

板块碰撞及多次开合形成的复杂拼合地带，由年青

的、固结程度较低的基底和广泛发育的盖层组成的

特殊地壳单元。西南三江地区经历了特提斯洋的多

期洋—陆俯冲和新生代以来的陆—陆碰撞造山作

用，主要成矿地质事件有：①晚元古代，Ｒｏｄｉｎｉａ大陆

聚合时期活动大陆边缘、岛弧带火山喷发事件；②石

炭—二叠纪，泛华夏大陆的裂解和洋盆扩张事件；③

晚二叠世—三叠纪，第二次泛大陆汇聚和古特提斯

洋盆闭合消亡事件；④晚三叠世以来，冈瓦纳大陆裂

解和中特提期洋盆的开—合形成事件；⑤始新世以

来，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发生碰撞及其随后的陆内

俯冲造山事件 （ＨｕａｎｇＪＱ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Ｃｈｅｎ

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Ｄｅ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ｘ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在西南三江地区的增生造山与陆陆碰撞造山过

程中，特别是三期区域构造动力体制转换（即增生造

山向造山后伸展的转换、碰撞造山从主碰撞阶段向

晚碰撞阶段之间的转换和晚碰撞阶段向后碰撞阶段

之间的转换）过程中，巨量金属成矿物质在一定的地

质时期内于特定的空间部位发生聚集，形成了多样

化的复杂金属成矿系统（Ｄｅ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复杂的大地构造环境控制了三江地区成矿作用

类型，形成区内众多不同成因的矿床，中新生代特别

是新生代是区内主要的成矿事件。

２２　区域地层

成矿带内自元古界至第四系地层均有出露。区

内中新元古界变质岩系构成古老基底地层，主要分

布东缘的扬子陆块一侧，除哀牢山外，大部分地区的

变质基底固结程度不高，固结时代较晚，原岩为一套

细碎屑岩和火山—沉积岩系（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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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西南三江成矿带Ⅲ级成矿区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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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Ⅲ３２义敦－香格里拉成矿带；Ⅲ３２①甘孜－理塘成矿亚带；Ⅲ３２③中咱－巨甸成矿亚带；Ⅲ３４墨江－绿春成矿带；Ⅲ３４墨江－绿

春成矿带；Ⅲ３５喀喇昆仑－羌北成矿带；Ⅲ３６昌都－普洱成矿带；Ⅲ３６①昌都成矿亚带；Ⅲ３６②兰坪－普洱成矿亚带；Ⅲ３７羌南成矿

带；Ⅲ３８昌宁－澜沧成矿带；Ⅲ３９保山成矿带；Ⅲ７５盐源－丽江－金平成矿带；Ⅲ７５① 鹤庆－大理成矿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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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ｂｅｌｔ，Ⅲ３６②ＬａｎｐｉｎｇＰｕｅｒ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ｕｂｂｅｌｔ，Ⅲ３７Ｑｉａｎｇｎａｎ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ｂｅｌｔ，Ⅲ３８Ｃ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Ｌａｎｃａｎｇ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ｕｂ

ｂｅｌｔ，Ⅲ３９Ｂａｏｓｈａｎ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ｂｅｌｔ，Ⅲ７５ＹａｎｙｕａｎＬｉｊｉａｎｇＪｉｎｐｉｎｇ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ｂｅｌｔ，Ⅲ７５① ＨｅｑｉｎｇＤａｌｉ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ｕｂｂｅｌｔ

１９９９）。成矿带南段（滇西）元古界呈东西两个条带

展布，东带沿金沙—红河断裂呈北西向展布，由哀牢

山群、苍山群和石鼓群组成；西带沿澜沧江断裂西侧

南北向分布，由澜沧群、大勐龙群、西盟群等组成。

元古代变质岩产出海相火山—沉积型铁矿，如产于

澜沧群的惠民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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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古生界以滇西保山—孟连地区发育较为齐

全，上寒武统—二叠系为稳定地块型浅海碎屑岩—

碳酸盐岩沉积，局部见火山岩建造，分别发育了层控

碳酸盐型铅锌矿和火山（—沉积）岩型铜矿，典型矿

床有保山核桃坪铅锌矿和思茅大平掌铜多金属矿。

区内中生界分布较广，以昌都—兰坪—思茅盆

地发育最为齐全。盆地在古生代末特提斯封闭后于

中三叠世再次裂开，并逐步发展成内陆盆地。中—

上三叠统浅海含火山细碎屑岩—碳酸盐建造是海底

火山沉积型、陆相铅锌银矿石膏矿的重要层位。侏

罗—白垩第以内陆河湖相碎屑岩建造为主，产出砂

岩型铜矿、沉积—改造型铁多金属矿等。川西三叠

系分布约占８０％，义敦—稻村为巨厚的火山—沉积

岩建造，发育海相火山岩型银多金属矿。藏东三叠

系碳酸盐建造成是层控铅锌银矿的重要层位。

区内新生界盆地小而分散，古近系为盐湖相沉

积，发育膏盐和钾盐矿。新近系普遍发育湖泊相砂

砾岩、泥岩夹褐煤。

２３　岩浆岩

西南三江成矿带岩浆活动频繁，特别是中新生

代中酸性岩浆作用强烈。

滇西岩浆活动受深断裂控制，形成著名的三条

岩浆岩成矿带。东岩带北起德钦，经鲁甸至金平，以

晚华力西期—印支期中酸性火山岩及同源侵入岩，

构成羊拉—鲁春铜成矿带；澜沧江结合带东侧加里

东—燕山期中基性—酸性火山岩，赋存民乐—大平

掌铜矿带；沿怒江断裂西侧分布的燕山—喜山期花

岗岩带，构成西南三江南段重要的锡多金属成矿带。

藏东主要发育与陆陆碰撞有关的中新生代火山

岩，在八宿西南形成９０×１５ｋｍ２中酸性火山岩带；在

理塘形成印支期基性超基性岩群，形成相关镍铜矿

成矿带；在类乌齐、昌都、江达等到地发育花岗岩带。

川西义敦岛弧发育晚二叠世中酸性火山岩和三叠纪

中酸性侵入岩，构成川西著名的巨型花岗岩带。

２４　主要矿产资源分布

西南三江锌铅银铜锑成矿带是我国著名的有色

金属、贵金属成矿带，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截止

２０１２年底，西南三江成矿带内已发现铜矿产地１８０

余处、铅锌银矿产地２８０余处、金矿产地８０余处，其

中大型规模以上矿床超过３０处，超大型、大型矿床

在成矿带内高度集中分布。典型矿床有：金顶（超大

型）铅锌矿、玉龙（超大型）铜矿、老王寨（超大型）金

矿、北衙（超大型）金矿、纳日贡玛（大型）铜钼矿、呷

村（大型）银多金属矿、羊拉（大型）铜矿、当曲（大型）

铁矿、加多岭（大型）铁矿、夏日多（大型）铜矿、夏塞

（大型）银铅锌矿、普朗铜矿（超大型）、无极寺（大型）

铅锌矿、芦子园（大型）铅锌矿、核桃坪（大型）铅锌

矿、大平掌（大型）铜矿、马厂箐（大型）金矿、长安（大

型）金矿、美多（大型）锑矿、铁厂（大型）锡矿、芦子园

（大型）锌矿、惠民（大型）铁矿等（图２）。

自北向南，西南三江成矿带划分三个亚段。成

矿带北段（青海南部和藏北），分布面积约１０×１０４

ｋｍ２。本区地质工作程度较低。已发现矿产地百余

处，涉及矿种有铜、铅、锌、锑、金、汞、铁等，典型矿床

有青海杂多东莫扎抓大型铅锌矿床、青海杂多纳日

贡玛大型铜钼矿床、西藏美多大型锑矿床和青海茶

曲怕查中型铅锌矿床等。

成矿带中段（川西和藏东），分布面积约２１×

１０４ｋｍ２。本区地质工作程度一般较低，但重点矿集

区研究程度较高，已发现一大批银、铅、锌、铜、锡、

金、汞、钨等矿产地，拥有多个铜多金属和银多金属

矿集区，典型矿床有西藏玉龙超大型铜矿、夏日多大

型铜金属矿床、四川呷村超大型银多金属矿床和夏

塞银多金属矿床等。

成矿带南段（滇西），分布面积约２０×１０４ｋｍ２。

本区地质工作程度较高，区内交通便利，矿产资源和

水电资源丰富，已发现铜、铅、锌、银等矿床（点）数百

处，拥有铜、铅锌和金等多个大型矿集区，奠定了该

区成为中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和贵金属成矿带地位。

典型矿床有兰坪金项超大型铅锌矿床、德钦羊拉大

型铜矿床、思茅大平掌大型铜矿床、巍山笔架山大型

锑矿、迪庆普朗超大型铜矿床、金平长安大型金矿床

和墨江金厂大型金矿床等。

二０００年以来，随着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大调

查（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和全国第三轮矿产资源潜力

评价项目（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３年）的完成，西南三江成矿

带主要取得以下找矿重大进展：

青海沱沱河地区的多才玛铅锌矿，莫海拉亨铅

锌矿，东莫扎抓铅锌矿资源量达２００～３５０×１０
４ｔ，

可达特大型规模；多彩铜多金属矿，楚多曲多金属矿

前景可达大型规模，五个矿区资源量总计达千×１０４

ｔ以上。云南大理、保山、耿马、楚雄、鹤庆等地探明

多个大型铅锌矿和超大型金矿，新发现一批铜、铁等

矿产资源以及重要的矿化信息；迪庆普朗铜矿查明

铜资源储量４３１×１０４ｔ，目前普朗整装勘查区累计

探明铜资源量７５０×１０４ｔ，远景资源量可达１０００×

１０４ｔ；鹤庆县北衙超大型金矿，查明金资源量约

３００ｔ，共生铅锌２２４×１０４ｔ、铜５９×１０４ｔ、银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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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西南三江成矿带大中型矿床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ｓｃａｌｅ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ｏ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ｂｅｌｔ

３０００ｔ、铁矿石１×１０８ｔ；云南镇康芦子园锌矿，估算

铅锌资源量（３３３＋３３４１）达４１２×１０
４ｔ，铁矿石量达

３×１０８ｔ；四川巴塘砂西矿区，估算铅锌资源量（３３３

＋３３４１）达３５０×１０
４ｔ，银８０００ｔ。

３　西南三江成矿带基本成矿特征

３１　主攻矿种及矿床类型

根据全国矿产资源评价项目最新成果，截止

２０１３年底，西南三江成矿带内锌、铅和铜等２０余种

矿产具有较好的资源潜力，其中锌、铜、锑、银，预测

资源量在全国占比超过１／５，铅、金和钼预测资源量

在全国占比超过５％，该七种矿产的查明资源储量

居全国前列，锌、铜、锑、银、铅、金和钼成为本成矿带

主攻矿种。

西南三江成矿带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历经古

生代—中生代特提斯构造演化和新生代大陆碰撞造

山作用，伴随多期次的大规模成矿作用，形成了多种

类型的金属（和非金属）矿床，以及多类型叠加复合

矿床，主攻矿床类型仍以与特提斯期海相火山岩型、

与陆陆碰撞造山岩浆活动有关的斑岩型、矽卡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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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沉积—改造型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西南三江江成矿带许多大型超

大型矿床往往不是单一成矿作用形成的，而是由内

生与外生作用叠加而形成的复合类型矿床，其中以

中生代碳酸盐（—碎屑岩）沉积和新生代（岩浆）热液

叠加改造的复合成矿作用最具特色。

３１１　锌铅银

锌、铅和银经常以共伴生形式出现，其主攻矿床

类型主要有沉积—热液改造型、海相火山岩型和

ＳＥＤＥＸ型。沉积—改造型矿床的显著特点是，区

内无岩浆活动，矿体分布形态多样。弱改造型矿床

多呈层状、透镜状，容矿围岩为生物碎屑灰岩，如

ＭＶＴ型矿床。沉积—改造型矿床多沿断裂分布，

矿体呈脉状和不规则状透镜状产出。该类矿床主要

分布于中南部的白玉—巴塘、保山—镇康、兰坪—云

龙一带，典型矿床有兰坪金顶、四川巴塘和保山龙陵

矿床等。

海相火山岩型及ＳＥＤＥＸ型主要分布于德格—

昌台三叠系弧后火山—沉积盆地和昌宁—孟连早石

炭世海相裂谷火山岩带。典型矿床有四川呷村、云

南老厂和青海东莫扎抓矿床等。

３１２　铜钼

铜和钼常常共伴生产出，其主攻矿床类型为斑

岩型、矽卡岩型和海相火山岩型。斑岩型和矽卡岩

型铜矿主要与印支期以来的中酸性岩浆活动有关，

主要集中分布于西南三江成矿带的中北部，自昌都

江达沿金沙江至云南中甸一线，由滇西北（印支期）

向藏东（喜山期）成矿时代逐渐变新，典型矿床有西

藏江达玉龙铜矿、云南普朗铜矿和青海纳日贡玛铜

矿等。

海相火山岩型铜矿，与海西期和印支期裂陷的

中基—中酸性喷发作用有关，主要分布于成矿带南

段，典型矿床有云南思茅大平掌铜矿床等。

３１３　锑

锑是独立矿种，主攻矿床类型为沉积—热液（改

造）型，主要赋存三叠系碎屑岩地层中，经喜山期（热

液）改造作用成矿。锑矿集中分布于兰坪—普洱成

矿带（Ⅲ３６）中段和喀喇昆仑—他念他翁成矿带

（Ⅲ３７）西段，典型矿床有云南巍山笔架山锑矿和西

藏美多锑矿等。

３１４　金

金以独立矿种为主，主攻矿床类型有剪切带蚀

变岩型、矽卡岩型、石英脉型和斑岩型等，成矿一般

与燕山—喜山期构造岩浆活动有关，受陆内构造演

化阶段发生的大规模逆冲推覆和走滑剪切构造控

制。已知中型及以上规模的独立金矿床，几乎全部

位于成矿带的东侧。典型矿床有云南镇源老王寨金

矿、云南金平长安金矿和云南鹤庆北衙金矿等。

此外，斑岩型铜矿、海相火山岩型铜矿伴生金和

砂金也具有重要意义，伴生金主要与印支—喜山期

的斑岩型铜矿伴生，主要分布于成矿带的中段义

敦—香格里拉岛弧带和北段昌都盆地。

砂金矿的分布与原生金矿分布基本吻合。

３１５　找矿勘查

西南三江成矿带南北延伸较长，成矿带北段、中

段和南段成矿特征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其主攻矿

种及矿床类型有一定明显规律性，可以指导找矿。

成矿带北段主攻矿种为铜、铅锌和锑矿，以斑岩

型、海相火山岩型为主攻矿床类型；以寻找大型、超

大型矿床为目标，重点对然者涌、东莫扎抓、众根涌、

宗陇巴、赵卡龙等一批具有较大找矿远景的矿产地

择优勘查。

成矿带中段主攻矿种为铜、铅锌和银多金属，以

斑岩型、海底喷流型以及热液型为主攻矿床类型。

加强川西地区义敦岛弧带斑岩铜矿和海底喷流型银

铅锌多金属矿的找矿工作，优先加强新发现的竹鸡

顶铜矿的勘查，带动区域斑岩铜矿勘查。加强对玉

龙铜矿带已有的和新发现的矿产地勘查，实现找矿

突破。

成矿带南段主攻矿种为铜、铅锌、银和锑，以斑

岩—矽卡岩型金铜多金属矿、沉积—（热液）改造型

铅锌矿和火山热液型银铅锌矿为主攻矿床类型。在

滇西北地区，应重点加强普朗斑岩铜矿及其外围、德

钦羊拉铜矿外围、红山—雪鸡坪地区外围的铜多金

属矿勘查，进一步扩大找矿成果，发展我国西部地区

最大的铜业基地。在澜沧江南段地区，重点加强保

山核桃坪铅锌矿、大平掌外围以及大红山地区铜多

金属矿勘查。

３２　主成矿期及其成矿特点

西南三江成矿带经历晚古生代－中生代特提斯

构造演化和新生代大陆碰撞造山的叠加转换，发生

多幕式的大规模成矿作用和巨量规模的金属工业聚

积（（ＷａｎｇＡｎ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ＬｉＷｅ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Ｄｅ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ＬｉＹｕｌｏ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表现出海西、印支、燕山和喜山期等多期多阶

段成矿。

海西期以海相火山岩型矿床为主，以呷村银多

金属矿为代表；印支期以斑岩型矿床为主，以羊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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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矽卡岩型铜矿和普朗斑岩型铜矿为代表；燕山期

以造山带金矿和斑岩型叠加型铜矿为主，以金厂金

矿和红山铜矿为代表；喜山期是斑岩型、岩浆热液型

和沉积—热液改造型等多类矿床集中爆发期，一系

列（超）大型矿床，如金顶超大型铅锌矿床、北衙超大

型金矿床、玉龙超大型铜矿床等均形成于喜山期，构

成西南三江成矿带喜山期巨大成矿强度。

新生代喜山期是西南三江成矿带的主成矿期，

据不完全统计，西南三江成矿带新生代铜矿、铅锌矿

和金矿占各时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８４％、６７％、

７７％和３１％，其中超大型矿床占比分别为６４％、％

４５、５６％和１０％。斑岩型铜金矿均存在始新世和中

新世两个成矿期，西藏玉龙和云南马厂箐、铜厂的斑

岩型铜钼多金属矿床均在３６～３３Ｍａ达到成矿高峰

期（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５）。虽然兰坪盆地

巨型铅锌矿带的成矿时代一直存在争议，仅限于新

生代的古新世和始新世之争（Ｇａｏｌａｎｅｔａ．，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ＸｕｅＣｈｕｎｊ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ＷａｎｇＡｎｊｉ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喜山期作为西南三江成矿带的主成矿期，反映

了新生代青藏高原隆升对西南三江成矿的重要影

响。侯增谦等人通过对青藏高原碰撞造山与成矿作

用的研究，系统提出了全新的大陆碰撞成矿理论，认

为伴随大陆三段式碰撞过程而发育的主碰撞陆陆汇

聚环境、晚碰撞构造转换环境和后碰撞地壳伸展环

境，是大陆碰撞带成矿系统和大型矿床的主要成矿

构造背景（ＨｏｕＺＱｅｔａｌ．，２０１０），西南三江成矿带

重要的成矿作用多发生在晚碰撞造山作用阶段；邓

军等人通过对三江特提斯成矿作用研究，总结了西

南三江新生代复合造山及叠加成矿作用的模式

（Ｄｅ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西南三江新生代成矿特点表现在：①单一内生

或外生作用成矿，如玉龙—马厂箐始新世斑岩型铜

矿带；云南江城勐野井古新世钾盐矿床；②多期叠加

复合形成（大）矿，即新生代成矿具有继承性的特点，

即成矿作用始于从中生代（火山）沉积作用（预富

集），延续至新生代工业富集形成矿床。昌都—兰

坪—思茅盆地以中生代海底（火山）碳酸盐岩—碎屑

岩沉积（铅锌矿源层）为主，新生代带盆地流体成矿

作用具有明显的继承性特点。丽江—大理一带斑岩

型铜金多金属矿集区显示继承性成矿的特点，北衙

金铅多金属矿床经历了中三叠沉积世（铅锌矿源层）

至始新世偏碱性斑岩（铜）及其岩浆热液（金铅锌）多

期多阶段叠加成矿。

３３　成矿系列与成矿谱系

根据西南三江成矿带典型矿床的时空分布及其

成矿特征，总结西南三江成矿带成矿系列谱系如下

表（表１）：

表１　西南三江成矿带成矿系列谱系简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犾犻狊狋狅犳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狊犲狉犻犲狊狆犲犱犻犵狉犲犲狅狀犛狅狌狋犺狑犲狊狋犲狉狀犛犪狀犼犻犪狀犵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犫犲犾狋

地质时代 滇西北部－川西 滇西中南部 青海南部 昌都盆地

新生代

中生代

晚古

生代

早古

生代

ＣＺ

Ｋ

Ｊ

Ｔ

Ｐ

Ｃ

Ｄ

Ｓ

Ｏ

∈

前寒

武纪

喜山期

燕山期

印支期

海西期

加里

东期

与碳酸盐岩－碎屑岩系有关铅锌矿床成矿系列

与富碱性斑岩有关的金铜钼铅锌矿床成矿系列

与陆相蒸发岩有关的钾盐矿床成矿系列

与重熔型花岗岩有

关热液型银铅锌矿

床成矿系列

碳 酸 盐 岩 层 控

ＭＶＴ型铅锌矿床

成矿系列

与中酸性海相火山

岩有关的银铅锌矿

床成矿系列

与碰撞造山韧性剪切带有关的金镍铬矿

床成矿系列

碳酸盐岩层

控 ＭＶＴ 型

铅锌矿床成

矿系列

与中酸性侵

入岩有关铅

锌银矿床成

矿系列

与超基性岩

有关镍铜矿

床成矿系列

与海 相 火 山

岩有 关 铅 锌

多金 属 矿 床

成矿系列

碳酸 盐 岩 层

控锑 金 矿 床

成矿系列

与海 相 火 山

岩有 关 的 铜

铅锌 银 矿 床

成矿系列

与元古代变质基性火山岩有关的铁矿床

成矿系列

与中酸性斑岩有

关的铜钼银矿床

成矿系列

与海相中酸性火

山岩有关的铁铜

锌矿床成矿系列

碳酸 盐 岩 层 控

ＭＶＴ 型铅锌矿

床成矿系列

与富碱性斑岩有关的铜钼银矿

床成矿系列

与中酸性岩有

关的钨锡铅锌

矿床成矿系列
与玢 岩 有 关

的铁 铜 矿 床

成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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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三江成矿带主要成矿环境及其成矿系列归

纳如下：

（１）活动大陆边缘岛弧带：成矿作用主要与海相

中基性、中酸性火山岩有关的银铅锌铁等成矿系列

类型为主，如晚元古代临沧古岛弧带、晚三叠纪义敦

岛弧带；

（２）被动大陆边缘：成矿作用与早古生代稳定地

台碎屑岩和碳酸盐岩沉积建造有关的 ＭＶＴ型铅锌

银矿床成矿系列。如保山微陆块、中咱微陆块；

（３）多岛弧扩张阶段形成的大洋盆地或弧后盆

地：成矿作用主要与洋壳蛇绿岩建造有关的铬铁矿、

铜镍矿等成矿系列。如古特提斯的金沙江—哀牢

山、澜沧江、昌宁—孟连洋盆等；

（４）多岛弧闭合阶段形成的陆缘火山—岩浆弧：

成矿作用主要为弧火山—岩浆侵入作用，分别形成

与火山岩有关的铁铜多金属和与中酸性侵入岩有关

的铜钼多金属成矿系列。如古特提斯洋闭合形成的

江达—维西—绿春火山—岩浆弧、杂多—景洪火

山—岩浆弧等；

（５）陆内造山盆地：主要形成与陆内造山盆地古

特提斯碳酸盐岩建造有关层控铅锌多金属矿床成矿

系列和陆相碎屑岩有关的银铜铅锌—煤—盐类矿床

成矿系列。如兰坪—思茅中新生代盆地；

（６）造山带后碰撞阶段形成的构造岩浆带：主要

形成与地壳重熔花岗岩有关的锡钨多金属成矿系

列。如晚三叠世后江达—维西—绿春花岗岩带、新

生代碰撞花岗岩带有金沙江—哀牢山富碱斑岩

带等。

３４　典型矿床

西南三江成矿带是我国重要的多金属成矿带，

它经历了晚古生代—中生代的特提斯演化和新生代

碰撞造山阶段，造就了该区复杂多样的有利成矿地

质环境，形成了一大批重要的中—新生代的（超）大

型矿集区，典型矿床以超大型复合型多金属矿床最

具特色，下面以兰坪金顶和鹤庆北衙两个超大型矿

床为例。

３４１　云南兰坪金顶超大型铅锌矿床

金顶铅锌矿是世界级超大型铅锌矿床，大地构

造构造位于三江褶皱带中段兰坪盆地（图１），隶属

昌都—普洱ＩＩＩ级成矿带。

矿区出露地层自老至新依次为上三叠统三合洞

组黑色含燧石白云质灰岩夹膏盐组合、中侏罗统花

开左组紫红色粉砂岩夹泥岩、下白垩统景新组（？）灰

白色石英细砂岩和云龙组砖红色粉砂岩夹泥岩，矿

区无岩浆岩出露。矿区主体构造为一北北东向椭园

形穹隆构造，成矿期后南北向断裂和穹隆翼部放射

状断裂发育。金顶矿床由北厂、架崖山、蜂子山、西

坡、南厂、白草坪和跑马坪七个矿段组成，其中主矿

段北厂和架崖山分布于穹隆的中心部位（图３）。

截止２００９年底，金顶矿区累计探明铅锌储量约

１７００×１０４ｔ。全区探明储量的矿体约４２３个，其中

北厂和架崖山主矿段铅锌储量大于１００×１０４ｔ主矿

体有４个。矿石平均品位铅＋锌约７％，以锌为主，

锌：锌约为５：１，伴生镉、锶和石膏。主矿种铅和锌

均为超大型规模，共生锶和石膏矿为大型，硫铁矿为

中型规模，伴生镉为大型。

铅锌矿石有砂岩型和灰岩角砾岩型两种类型

（Ｇａｏｌ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２０１４），砂岩型矿石铅锌

储量较大，约占矿区总储量２／３。砂岩矿体呈似层

状发育于景新组（？）石英细砂岩和含砾砂岩中，砂岩

和含砾砂岩全层矿化，砂岩原生矿石品位中等偏低，

含砾砂岩原生矿石品位较低，砂岩氧化矿石品位提

高；灰岩角砾型矿体呈近直立不规则复脉状赋存于

三合洞组黑色灰岩角砾岩中，绝大部为氧化矿石，矿

石品位较高。矿床氧化带发育，最大垂深达２００米，

一般４０～６０米。

矿物成分比较简单，主要矿石矿物有闪锌矿、水

锌矿、菱锌矿、方铅矿、白铅矿、黄铁矿、白铁矿、异极

矿等，以简单硫化物为特征，脉石矿物以方解石、白

云石、天青石、石膏为主。矿区围岩蚀变以碳酸盐

化、天青石化和黄铁矿化为主。原生矿石具有条带

状、浸染状、块状和脉状构造，氧化矿石呈角砾状、松

散土状和皮壳状构造。

金顶矿床由砂岩型和灰岩型两类矿体组成，其

中灰岩型矿石品位较高，而砂岩或灰岩矿石中，又以

氧化矿石品位居高，与其原生矿石叠加次生氧化富

集作用有关。金顶矿床的形成经历了砂岩（—碳酸

盐）沉积—热液改造—次生氧化富集多期多阶段叠

加成矿作用。

由于 金 顶 矿 床 成 矿 热 液 为 中 低 温 （Ｑｉｎ

Ｇ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１），测年矿物和测年方法受到

限制，至今尚未获得令人信服的测年数据。根据砂

岩矿石的磷灰石裂变径迹（ＬＩ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黄 铁 矿 和 沥 青 的 Ｒｅ—Ｏｓ 法 （Ｗａｎｇ

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Ｇａｏｌ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等测年

结果，古近纪可能是金顶矿床的重要成矿期，但矿区

某些地质现象并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金顶矿床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铅锌矿床，也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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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云南金顶铅锌矿区地质简图（据ＧａｏＬ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修改）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ＪｉｎｄｉｎｇＺｉｎｃＬｅａｄｏ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ＧａｏＬ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１—膏溶角砾岩；２—杂色泥质粉砂岩；３—钙质细砂岩（砂岩矿体）；４—逆断层，逆掩断层；５—白云质灰岩；６—黑色灰岩角砾岩；７—含砾砂岩；

８—麦初箐组细砂岩夹煤线；９—灰岩角砾岩（矿体）；１０—正断层；１１—砖红色粉砂岩；１２—歪古村组（？）砂页岩；１３—垮塌角砾岩；１４—正常／倒

转岩层产状；１５—性质不明断层／推断断层

１—ＧｙｐｓｕｍＫａｒｓｔＢｒｅｃｃｉａ；２—ｍｏｔｔｌｅＰｅｌｉｔｉｃ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３—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ｆｉｎｅ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４— Ｒｅｖｅｒｓｅｆａｕｌｔ／Ｒｅｖｅｒｓｅｃｏｖｅｒｆａｕｌｔ；５—Ｄｏｌｏｍｉｔｉｃ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６—Ｂｌａｃｋ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７—Ｇｒａｖｅ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８—ＭａｉＣｈｕＱ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Ｆｉｎｅ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ｗｉｔｈｃｏａｌｌｉｎｅ，；９—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Ｂｒｅｃｃｉａ

（Ｏｒｅｂｏｄｙ），１０—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１１—ＢｒｉｃｋｒｅｄＳｉｌｔｙ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１２—Ｗａｉｇｕｃｕｎ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ｓｈａｌｅ，１３—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Ｂｒｅｃｃｉａ，１４—

Ｎｏｒｍａｌ／Ｒｅｖｅｒｓ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５—Ｕｎｋｎｏｗｎ／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ａｕｌｔ

界上最大的砂岩型矿床（ＵＳＧＳ，２０１３），其成因机制

一直被矿床界同行广为关注（ＱｉｎＧ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１９９１，ＸｕｅＣｈｕｎｊ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Ｇａｏｌ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２０１４；ＨｏｕＺＱ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Ｗａｎｇ

Ａｎ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ＣｈｉＧｕｏ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Ｌｉｕ

Ｊｕｎｌ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２００９），金顶矿床是铅、锌、锶、

镉、石膏和硫铁矿多矿种复合型矿床，属世界罕见，

其独特的成矿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３４２　云南鹤庆北衙超大型金矿

鹤庆北衙是西南三江成矿带近几年新发现的超

大型金矿床，大地构造位置处于三江褶皱带与扬子

陆块结合带的扬子陆块一侧，属鹤庆—大理ＩＩ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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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亚带（图１、图４）。

截止２０１３年底，北衙矿区累计探明金金属储量

约３００ｔ，平均品位为２．４ｇ／ｔ；共生ＴＦｅ铁矿石量约

１×１０８ｔ，平均品位为３３．３％；共生ｍＦｅ铁矿石量约

１×１０８ｔ，平均品位为７％；铜５９×１０４ｔ，平均品位为

０．４８％；铅１７２×１０４ｔ，平均品位为１．２４％；锌５２×

１０４ｔ，平均品位为 ０．３５％；银 ６０００ｔ，平均品位

为３８．８％。

矿区出露地层有中三叠统北衙组碳酸盐岩、下

三叠统腊美组砂页岩和始新统丽江组砂砾粘土岩，

岩浆岩以喜山期高钾富碱浅成—超浅成正长斑岩—

煌斑岩为主。矿区与岩体侵入有关的褶皱构造较发

育，在岩体顶部多为背斜构造，两侧或外侧发育小型

向斜构造，岩体接触带和外侧向斜内内的层间滑脱

带是主要的赋矿部位。

矿体呈似层状、脉状、透镜状和囊状产于斑岩体

与围岩北衙组碳酸盐岩接触带、斑岩体破碎带和丽

江组砂砾粘土岩。

矿区由万硐山、五里盘、红泥塘、金沟坝、桅杆

坡、笔架山和锅盖山七个矿段组成，其中万硐山为主

矿段。岩金矿体主要产于万硐山石英正长斑岩体与

北衙组碳酸盐岩地层接触带矽卡岩中，已圈定５５个

原生（矽卡岩型、斑岩型、岩浆热液型）金铜铅锌矿体

和２个红土型金矿体。矿物成份复杂，主要矿石矿

物有自然金、褐铁矿、赤铁矿、磁铁矿、铅铁矾、黄铁

矿、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等，脉石矿物有石英、方

解石、白云石、钾长石、正长石、斜长石、钙铝榴石、透

辉石、透闪石、阳起石、滑石、绿帘石、绿泥石、钠黝帘

石、绢云母等。围岩蚀变有矽卡岩化、钾长石化、硅

化、钾化、绢云母化、大理岩化等，自斑岩中心至边

缘，显现强硅化带、钾化硅化带、绢英岩化带和青盘

岩化带带状分布。

北衙矿床是一个与喜山期富碱斑岩有关的金多

金属矿床，由矽卡岩型、斑岩型、岩浆热液型和红土

型等叠加形成的复合型金铜铅锌矿床，主矿种金矿

化以矽卡岩型为主，次为红土型，伴生金为斑岩型；

铁矿化以矽卡岩型为主；铜矿化以斑岩型为主；铅锌

矿化以热液型为主。

北衙斑岩的斜长石Ａｒ—Ａｒ法和锆石ＳＨＲＩＭＰ

法年龄值介于６１～２４Ｍａ之间（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ＸｕｅＣ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北衙斑岩及金矿形

成于古新世至渐新世。

北衙矿床是一个典型的受斑岩侵位及后期岩浆

热液的叠加成矿作用改造形成复合型矿床，矿化分

图４　云南北衙金矿矿区地质简图（据ＬＩＵＪｉａｎｙｕｎ，２００４）

Ｆｉｇ．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ｉｙａ ｇｏｌｄ

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ｏ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ｉｔｅｆｒｏｍＬＩＵ

Ｊｉａｎｙｕｎ，２００４）

Ｑ—第四系；Ｅ２ｌ—上始新统丽江组；Ｔ２ｂ—中三叠统北衙组；Ｔ１ｌ—

下三叠统腊美组；ξπ—正长斑岩；χ—煌斑岩；Ｌｉｍ—褐铁矿化；１—

实测及推断断层；２—金矿体及编号

Ｎｏｔｅ：Ｑ—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Ｅ２ｌ—ＵｐｐｅｒＭｉｏｃｅｎｅＬｉｊｉａｎｇｇｒｏｕｐ，Ｔ２ｂ—

Ｍｉｄｄｌ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Ｂｅｉｙａｇｒｏｕｐ，Ｔ１ｌ—Ｌｏｗｅｒ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Ｌａｍｅｉｇｒｏｕｐ，

ξπ—Ｓｙｅｎｉｔｅ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χ—Ｌａｍｐｒｏｐｈｙｒｅ， Ｌｉｍ—ｌｉｍｏｎｉｔｅ，１—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ｆａｕｌｔ，２—Ｇｏｌｄｏｒｅｂｏｄｉｅｓ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ｓ

布和成矿元素组合表现为以斑岩为中心，存在铜金

（钼）多金属→铁铜金铅锌多金属→金铅锌银多金属

的分带特征（ＸｕｅＣ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４　西南三江成矿带找矿远景及勘查

布署

４１　矿产资源潜力分析

根据全国矿产资源评价最新成果，初步统计了

西南三江成矿带主要矿种资源潜力（表２），预测新

增资源储量分别是锌６１５４×１０４ｔ；铜６４６８×１０４ｔ；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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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６年

２６７×１０４ｔ；银６１６８８ｔ；铅３２３４×１０４ｔ；金１９６１ｔ；钼

４８１×１０４ｔ；锡６９×１０４ｔ；镍７６×１０４ｔ；卤水型锂２７８

×１０４ｔ；钾盐３７０２５×１０４ｔ；钨６３×１０４ｔ；铬铁矿８３×

１０４ｔ；磷６３３４３×１０４ｔ；硼１４８×１０４ｔ；重晶石９９７×

１０４ｔ；铁１０×１０８ｔ；锰９８１×１０４ｔ；稀土４３×１０４ｔ；菱

镁矿０．１４×１０８ｔ（表１０－２）。

按行政区统计，西南三江成矿带资源潜力以中

北段藏东和西南段滇西２个行政区矿产资源潜力最

大。其中藏东预测新增资源储量：铜１８７６×１０４ｔ；铅

锌２０５６×１０４ｔ；银１６６９３ｔ；锑６４ｔ；钼１１３×１０４ｔ；锡４２

×１０４ｔ；铁３×１０８ｔ等。滇西预测新增资源储量：铜

２７５３×１０４ｔ；铅锌３５９２×１０４ｔ；银２５１９５ｔ；金８５５ｔ；钼

２５２×１０４ｔ；锡１１０×１０４ｔ；钨９×１０４ｔ；铁９４×１０８ｔ；锑

２７×１０４ｔ；稀土４×１０４ｔ；铬铁矿８３×１０４ｔ等。

４２　成矿远景区评价

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南三江成矿带内已

部署８个整装勘查区，它们是青海沱沱河地区铅锌

矿整装勘查区、青海杂多县然者涌—莫海拉亨地区

铅锌矿整装勘查区、青海洽多多彩铜多金属矿整装

勘查区、西藏江达加多岭富铁矿整装勘查区整装勘

查区、云南香格里拉格咱地区铜多金属矿整装勘查

区、云南保山—龙陵地区铅锌矿整装勘查区、云南镇

康芦子园—支高井槽铁铅锌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和

云南鹤庆北衙金矿整装勘查区（图５）。

表２　西南三江成矿带主要矿种资源潜力一览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犾犻狊狋狅犳犿犪犻狀犿犻狀犲狉犪犾狊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狅狀犛狅狌狋犺狑犲狊狋犲狉狀犛犪狀犼犻犪狀犵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犫犲犾狋

序号 预测 矿种
全国预测 累计探明 ５００米以浅 １０００以浅 ２０００米浅 全国占比

总量 资源储量 潜在资源量 潜在资源量 潜在资源量 （％）
资源量单位

１ 锌 ２３０６０．８２ ２２２１．４６ ５４７７．９０ ６０４１．４４ ６１５４．４１ ２６．６９ Ｚｎ×１０４ｔ

２ 铜 ３０５９６．３６ １６４０．３４ ４５０５．５７ ６１８２．２２ ６４６８．５６ ２１．１４ Ｃｕ×１０４ｔ

３ 锑 １４３８．２０ ７９．２６ ２６１．３２ ２６７．９０ ２６７．９０ １８．６３ Ｓｂ×１０４ｔ

４ 银 ３４１７２２．００ ２００８２．６４ ４６２３４．２４ ５８５７４．１７ ６１６８８．１７ １８．０５ Ａｇｔ

５ 铅 ５００４６．９６ ９７３．８３ ２６３３．３８ ３０８１．２３ ３２３４．２８ ６．４６ Ｐｂ×１０４ｔ

６ 金 ３１１２５．８２ ２９３．５０ １０７１．７５ １４１８．５９ １９６１．８４ ６．３０ Ａｕｔ

７ 钼 ８９６０．２９ ８４．１２ ２３９．８０ ３８４．０１ ４８１．９７ ５．３７ Ｍｏ×１０４ｔ

８ 锡 １８６１．１３ ２３．１１ ６９．５０ ６９．５０ ６９．５０ ３．７３ Ｓｎ×１０４ｔ

９ 镍 ２４５４．００ ７２．６１ ６１．８８ ７６．６４ ７６．６４ ３．１２ Ｎｉ×１０４ｔ

１０ 卤水锂 ９２５０．００ １０２．１６ ２７８．０２ ２７８．０２ ２７８．０２ ３．０１ ＬｉＣｌ×１０４ｔ

１１ 钾盐 １５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８．７８ ６３５３．２８ １６６３２．６９ ３７０２５．５６ ２．４２ ＫＣｌ×１０４ｔ

１２ 钨 ２９１５．１９ ８．３７ ６３．４２ ６３．４２ ６３．４２ ２．１７ ＷＯ３×１０４ｔ

１３ 铬铁矿 ５６４９．７３ ０．７８ ８１．４３ ８１．４３ ８３．５０ １．４８ 矿石×１０４ｔ

１４ 磷 ４８９００００．００ ５９３０．１０ ６３２３１．６４ ６３３４３．７４ ６３３４３．７４ １．２９ 矿石 ×１０４ｔ

１５ 硼 １８８５８．００ ０．７０ １４８．４６ １４８．４６ １４８．４６ ０．７９ Ｂ２０３×１０４ｔ

１６ 重晶石 １４４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９７．３０ ９９７．３０ ９９７．３０ ０．６９ 矿石×１０４ｔ

１７ 铁 １９２７．００ ２．５７ ８．６９ ９．７４ ９．８８ ０．５１ 矿石 ×１０８ｔ

１８ 锰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８．９０ ９８１．７９ ９８１．７９ ９８１．７９ ０．２９ 矿石 ×１０４ｔ

１９ 稀土 ３２７００．００ ０ ４３．７１ ４３．７１ ４３．７１ ０．１３ ＴＲ２Ｏ３×１０４ｔ

２０ 菱镁矿 １３１．００ ０．１７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１ 矿石 ×１０８ｔ

４２１　成矿远景区划分

在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的预测成果基础上，

综合考虑已设定的国家级整装勘查区，将西南三江

锌铅银铜锑成矿带重新划分了二十四个成矿远景区

（勘查布署区），其中１３个重点远景区，１１个一般远

景区（图５），各成矿远景区资源潜力统计如下（表

３）。

４２２　重点远景区及其潜力

根据西南三江成矿带成矿远景区的资源潜力，

进一步厘定了１３个重点成矿远景区，其主攻矿种及

潜力如下：

（１）青海格尔木茶曲铜铅锌重点远景区 主攻矿

种为铜铅锌，主攻矿床类型为 ＭＶＴ型和海相火山—

沉积岩型，进一步工作有望找到到普查矿产地１处。

（２）青海多彩地区铜多金属重点远景区 主攻矿

种为铜铅锌，主攻矿床类型为ＶＭＳ型和矽卡岩型，

通过工作预期提交大型矿产地１处，中型矿产地２

～３处。

（３）青海杂多东莫扎抓铜钼铅锌重点远景区 主

攻矿种为铜钼铅锌，主攻矿床类型斑岩型和 ＭＶＴ

型，进一步工作有望发现铜矿产地２处，铅锌找矿取

得一定突破。

（４）西藏夏日多—多霞松多铜钼重点远景区 主

攻矿种为铜钼银，主攻矿床类型为斑岩型和矽卡岩

型，通过工作有望新发现矿产地５处，预计新增铜

１００×１０４ｔ，铅锌５０×１０４ｔ，金５ｔ，钼５×１０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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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西南三江成矿带成矿远景区主要

矿种资源潜力一览表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犾犻狊狋狅犳犿犪犻狀 犿犻狀犲狉犪犾狊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狅犳

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 狆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狏犲 犪狉犲犪 狅狀 犛狅狌狋犺狑犲狊狋犲狉狀 犛犪狀犼犻犪狀犵

犿犲狋犪犾犾狅犵犲狀犻犮犫犲犾狋

编

号

远景区

名称

主攻

矿种

预测资源量

３３４１３３４２３３４３
资源量

单位

典型矿床

（大中型）

１

青海格尔木茶

曲铜铅锌重点

远景区

铜 １ ６０ Ｃｕ×１０４ｔ

铅 ２３ ９０ Ｐｂ×１０４ｔ

锌 ２８ ２１６ Ｚｎ×１０４ｔ

铁 ０．３５ 矿石×１０８ｔ

茶曲怕查铅

锌矿 （中）、

开心岭铁矿

２

青海多彩地区

铜多金属重点

远景区

铜 ７７ Ｃｕ×１０４ｔ

铅 ９ ４２ Ｐｂ×１０４ｔ

锌 １ ４０ Ｚｎ×１０４ｔ

银 ２６７０ Ａｇｔ

尕龙格玛铜

矿（大）

３

青海杂多东莫

扎抓铜钼铅锌

重点远景区

铜 ２８ ７６０ Ｃｕ×１０４ｔ

铅 １３ ３９３ Ｐｂ×１０４ｔ

锌 １５ １５７７Ｚｎ×１０４ｔ

钼 ２１ ６０ ３ Ｍｏ×１０４ｔ

纳日贡玛钼

铜矿 （大）、

东莫扎抓铅

锌矿（大）

４

西藏安多锑多

金 属 一 般 远

景区

锑 １２ ２７ ７７ Ｓｂ×１０４ｔ

银 １０５ ２６ ４７ Ａｇｔ

美 多 锑 矿

（大）

５
西藏当曲铁一

般远景区
铁 ０．１２ ０．３ ０．４５

矿石

×１０８ｔ

当 曲 铁 矿

（大）

６

西藏江达加多

岭地区铁多金

属重点远景区

铁 １．１７１．０８０．２１矿石×１０８ｔ

铅 １８ ２５ １６８ Ｐｂ×１０４ｔ

锌 ２８ ２６９ Ｚｎ×１０４ｔ

银 ５３８ ２４９ Ａｇｔ

加多岭铁矿

（大）

７

西藏各贡弄铜

多金属一般远

景区

铜 ２８ ５８ ８ Ｃｕ×１０４ｔ

银 １４６ ２２０ ４３２ Ａｇｔ

各贡弄铜矿

８

西藏夏日多－

多霞松多铜钼

重点远景区

铜 １１５４ ６６ ４００ Ｃｕ×１０４ｔ

银 ３１４８ ２１０ ４４５８ Ａｇｔ

钼 ９８ ４ １ Ｍｏ×１０４ｔ

硫 ５ ４ １ 矿石×１０４ｔ

玉 龙 铜 矿

（大）、多霞松

多铜矿（大）、

夏日多铜多

金属矿（大）

９

西藏拉诺玛－

都日铅锌银一

般远景区

铅 ２７ ４７ ２４ Ｐｂ×１０４ｔ

锌 ４２ ２７ Ｚｎ×１０４ｔ

银 ２１５２ ３５ Ａｇｔ

锑 ２０ １１ Ｓｂ×１０４ｔ

拉诺玛锑银

矿、都 日 铅

银矿（中）

１０

西藏赛北弄－

干中雄锡铅锌

一般远景区

锡 ５ ２ ６ Ｓｎ×１０４ｔ

铅 ７４ ４７ Ｐｂ×１０４ｔ

锌 １７１ １５２ Ｚｎ×１０４ｔ

银 ６１７ ２００ Ａｇｔ

锑 ２１ Ｓｂ×１０４ｔ

赛北弄钨锡

矿（中）、打

从 拉 锌 银

锑矿

１１

西藏拉荣－索

打钨钼多金属

一般远景区

钨 １７ １８ ＷＯ３×１０４ｔ

锡 １ Ｓｎ×１０４ｔ

钼 ５ ７ Ｍｏ×１０４ｔ

铅 １４０ Ｐｂ×１０４ｔ

锌 ５１ Ｚｎ×１０４ｔ

铁 ０．３２０．５４１．０２矿石×１０８ｔ

１２

四川白玉－巴

塘银铅锌重点

远景区

银 ３１０２１５３９ ６６６ Ａｇｔ

铅 ８９ ２２ １８９ Ｐｂ×１０４ｔ

锌 １４１ ２２ ２９ Ｚｎ×１０４ｔ

硫 １０３ ７６ ３２ 矿石×１０４ｔ

锡 １ ５ ９ Ｓｎ×１０４ｔ

呷村银铅锌

矿（大）、夏

塞银铅锌矿

床（大）

续表

编

号

远景区

名称

主攻

矿种

预测资源量

３３４１３３４２３３４３
资源量

单位

典型矿床

（大中型）

１３

云南香格里拉

普朗－红山铜

钼铅锌重点远

景区

铜 ５５４ ５１３ ７７８ Ｃｕ×１０４ｔ

钼 ５４ Ｍｏ×１０４ｔ

铅锌 ４１１ ４５ ６７
Ｐｂ＋Ｚｎ

×１０４ｔ

硫 ２ １ １ 矿石×１０４ｔ

普朗铜钼矿

（超 大）、红

山矽卡岩铜

矿（大）

１４

云南德钦－维

西铅锌铜重点

远景区

铜 ６３ ２４６ ９３ Ｃｕ×１０４ｔ

铅锌 ３４ ９０
Ｐｂ＋Ｚｎ

×１０４ｔ

铁 １．０３ 矿石×１０８ｔ

羊 拉 铜 矿

（大）、鲁 春

铅锌多金属

矿（中）

１５

云南兰坪－云

龙铅锌铜重点

远景区

铜 １０７ ９８ １１ Ｃｕ×１０４ｔ

铅锌 ３４６ ３１１ １１０
Ｐｂ＋Ｚｎ

×１０４ｔ

银 ７１３２３１０８ ５８７ Ａｇｔ

钾盐 ２２４９４００４１９２８
ＫＣｌ

×１０４ｔ

金顶铅锌矿

（超 大）、白

秧坪银多金

属矿 （中）、

金 满 铜 矿

（中）

１６

云南鹤庆－祥

云金多金属重

点远景区

金 １２５ ４１２ ８２ Ａｕｔ

铜 ２７ ９４ １９ Ｃｕ×１０４ｔ

钼 １８ Ｍｏ×１０４ｔ

铅锌 ７９ ２７５ ６２
Ｐｂ＋Ｚｎ

×１０４ｔ

银 １５８８６２８０１２４３ Ａｇｔ

北 衙 金 矿

（超 大）、马

厂 箐 金 矿

（大）

１７

云南保山－镇

康铅锌重点远

景区

铅锌 ７６１ １７２ ３８１
Ｐｂ＋Ｚｎ

×１０４ｔ

银 １７９６ ３５ １０３５ Ａｇｔ

金 １８ １１ ３０ Ａｕｔ

芦子园铅锌

矿（大）、核

桃坪铅锌矿

（大）

１８

云南永平－巍

山锑金铜一般

远景区

锑 ５ １０ １３ Ｓｂ×１０４ｔ

金 １５ ８ ５３ Ａｕｔ

铜 ６ ２２ Ｃｕ×１０４ｔ

笔架山锑矿

（大）、厂 街

铜 钴 矿

（中）、扎 村

金矿（大）

１９

云南景东－墨

江金镍重点远

景区

金 ９０ ２７ ２４６ Ａｕｔ

镍 ２ ４３ Ｎｉ×１０４ｔ

老王寨金矿

（大）、金厂金

矿（大）、金厂

镍矿（中）

２０

云南景东－普

洱铜多金属一

般远景区

铜 １４ ６１ ２１ Ｃｕ×１０４ｔ

铅锌 ５８ １４
Ｐｂ＋Ｚｎ

×１０４ｔ

银 １２７４ ３０３ Ａｇｔ

普洱大平掌

铜矿（大）

２１

云南澜沧－孟

连铅锌一般远

景区

铅锌 ２１ ３７ ３１
Ｐｂ＋Ｚｎ

×１０４ｔ

银 ２１６ ２１５９３８３１ Ａｇｔ

钼 １４５ Ｍｏ×１０４ｔ

澜沧老厂铅

锌银矿（大）

２２

云南澜沧－景

洪 铁 一 般 远

景区

铁 １４．５６３８．６６３．９２矿石×１０８ｔ

金 ２２ ７ ２０ Ａｕｔ

惠 民 铁 矿

（大）、西 定

金矿（中）

２３

云南江城－勐

腊钾盐一般远

景区

钾盐 ４６５８５５７４３０１３ＫＣｌ×１０４ｔ

铅锌 ５５ ８８
Ｐｂ＋Ｚｎ

×１０４ｔ

铁 １．３２０．４３矿石×１０８ｔ

勐野井钾盐

（大）、新 山

铅锌矿（大）

２４

云南绿春－金

平金多金属重

点远景区

金 １５６ ２４９ ９７ Ａｕｔ

镍 １２ １８ Ｎｉ×１０４ｔ

钼 ３ ２ Ｍｏ×１０４ｔ

长 安 金 矿

（超 大 型）、

白马寨铜镍

矿（大）

１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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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西南三江成矿带重要矿种成矿远景区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ｍａｉ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ｏ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ｂｅｌｔ

远景区名称：１—青海格尔木茶曲铜铅锌重点远景区；２—青海多彩地区铜多金属重点远景；３—青海杂多东莫扎抓铜钼铅锌重点远景区；４—

西藏安多锑多金属一般远景区；５—西藏当曲铁一般远景区；６—西藏江达加多岭地区铁多金属重点远景区；７—西藏各贡弄铜多金属一般远

景区；８—西藏夏日多—多霞松多铜钼重点远景区；９—西藏拉诺玛—都日铅锌银一般远景区；１０—西藏赛北弄—干中雄锡铅锌一般远景区；

１１—西藏拉荣—索打钨钼多金属一般远景区；１２—四川白玉—巴塘银铅锌重点远景；１３—云南普朗—红山铜钼铅锌重点远景区；１４—云南德

钦—维西铅锌铜重点远景区；１５—云南兰坪—云龙铅锌铜重点远景区；１６—云南鹤庆—祥云金多金属重点远景区；１７—云南保山—镇康铅锌

重点远景区；１８—云南永平—巍山锑金铜一般远景区；１９—云南景东—墨江金镍重点远景区；２０—云南景东—普洱铜多金属一般远景区；

２１—云南澜沧—孟连铅锌一般远景区；２２—云南澜沧—景洪铁一般远景区；２３—云南江城—勐腊钾盐一般远景区；２４—云南绿春—金平金多

金属重点远景区

Ｎａｍｅｏｆ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１—ＱｉｎｇｈａｉＧｏｌｍｕｄＣｈａｑｕＣｏｐｐｅｒＬｅａｄＺｉｎｃｋｅｙ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２—ＱｉｎｇｈａｉＤｕｏｃａｉ

Ｃｏｐｐｅｒ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ａｌｓ ｋｅｙ 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３—ＱｉｎｇｈａｉＺａｄｕｏ Ｃｏｐｐｅｒ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ｋｅｙ 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４—ＴｉｂｅｔＡｎｄｕｏＡｎｔｉｍｏｎｙ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ａｌ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５—ＴｉｂｅｔＤａｎｇｑｕＩｒ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６—ＴｉｂｅｔＪｉａｎｇｄａＪｉａｄｕｏｌｉｎｇＩｒｏ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ａｌｓｋｅｙ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７—ＴｉｂｅｔＧｅｇｏｎｇｎｏｎｇ

Ｃｏｐｐｅｒ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ａｌ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８—ＴｉｂｅｔＸｉａｒｉｄｕｏＤｕｏｘｉａｓｏｎｇｄｕｏＣｏｐｐｅｒａｎｄ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ｋｅｙ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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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９—ＴｉｂｅｔＬａｒｕｍａＤｏｕｒｉＬｅａｄＺｉｎｃＳｉｌｖ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１０—ＴｉｂｅｔＳａｉｂｅｉｎｏｎｇＧａｎｚｈｏｎｇｘｉｏｎｇ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ＬｅａｄＺｉｎ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１１—ＴｉｂｅｔＬａｒｏｎｇＳｕｏｄａＴｕｎｇｓｔｅｎ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ａｌｓ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１２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ｉｙｕＢａｔａｎｇＳｉｌｖｅｒＬｅａｄＺｉｎｃｋｅｙ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１３—ＹｕｎｎａｎＰｕｌａｎｇ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Ｃｏｐｐｅｒ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ＬｅａｄＺｉｎｃｋｅｙ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ｒｅａ；１４—ＹｕｎｎａｎＤｅｑｉｎＷｅｉｘｉＬｅａｄＺｉｎｃＣｏｐｐｅｒｋｅｙ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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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西藏江达加多岭地区铁多金属重点远景区

主攻矿种为铁铅锌铜，主攻矿床类型为玢岩型和矽

卡岩型，通过工作预期提交矿产地３处，预计新增铁

矿石３×１０８ｔ，铜１００×１０４ｔ，铅锌２５０×１０４ｔ，银２００

×１０４ｔ。

（６）四川白玉—巴塘银铅锌重点远景区 主攻矿

种为银铅锌，主攻矿床类型为海相火山岩、ＳＥＤＥＸ

型和岩浆热液型，预测在多个大型矿床的深部和外

围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７）云南香格里拉普朗—红山铜钼铅锌重点远

景区 主攻矿种铜钼铅锌，主攻矿床类型：斑岩型、矽

卡岩型，找矿潜力巨大。

（８）云南德钦—维西铅锌铜重点远景区 主攻矿

种为铜铅锌，主攻矿床类型为海相火山岩型、岩浆热

液型，有望在大中型矿床深部及外围取得找矿突破。

（９）云南兰坪—云龙铅锌铜重点远景区 主攻矿

种为铅锌银，主攻矿床类型为砂岩型、ＭＶＴ型和沉

积—热液型，预测新增铅锌资源量３００×１０４ｔ，发现

矿产地２～３处。

（１０）云南鹤庆—祥云金多金属重点远景区 主

攻矿种为金，主攻矿床类型为斑岩型和矽卡岩型，找

矿潜力较大。

（１１）云南保山—镇康铅锌重点远景区 主攻矿

种铅锌，主攻矿床类型为沉积—改造型、矽卡岩型，

成矿地质条件优越，找矿潜力大。

（１２）云南景东—墨江金镍重点远景区 主攻矿

种金镍，主攻矿床类型为韧性剪切带型和岩浆型，预

测金资源量９０ｔ。

（１３）云南绿春—金平金多金属重点远景区 主

攻矿种金，主攻矿床类型为斑岩型和岩浆型，预测新

增金资源量１５６ｔ。

５　结论

（１）西南三江成矿带是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和

贵金属成矿带，分布范围跨西藏、青海、四川和云南

四个省区，由昌都—普洱成矿带、义敦—香格里拉成

矿带和鹤庆—大理成矿亚带等九个Ⅲ级成矿（亚）带

组成。

（２）西南三江成矿带经历了晚古生代—中生代

的特提斯演化和新生代陆陆碰撞造山阶段，造就了

该区复杂多样的成矿地质环境，蕴藏了丰富有色金

属和贵金属矿产资源，形成了与富碱性斑岩有关的

金铜钼铅锌矿床成矿系列、与碳酸盐岩—碎屑岩系

有关铅锌矿床成矿系列和与碰撞造山韧性剪切带有

关的金镍铬矿床成矿系列等二十个矿床成矿系列。

（３）喜山期是西南三江成矿带的主成矿期，它是

晚古生代—中生代特提斯期成矿作用的延续。与喜

山期偏碱性斑岩有关的铜钼金多金属大型矿集区在

西南三江成矿带广泛发育，由于喜山期大规模盆地

流体成矿作用，西南三江成矿带形成了以兰坪金顶

为标志的我国西南部巨型铅锌多金属矿集区。

（４）西南三江成矿带具有多期多阶段叠加成矿

的特点，形成一批（超）大型矿床集中分布区。兰坪

金顶超大型铅锌矿床和鹤庆北衙超大型金矿床金顶

铅锌矿床是叠加成矿的代表性矿床，金顶铅锌矿床

以砂岩（—碳酸盐岩）沉积—改造作用为主，叠加了

次生氧化富集作用；北衙金矿床以斑岩型为主，叠加

了矽卡岩型、热液型和红土型等多种矿床类型。

（５）根据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的最新成

果，西南三江成矿带内锌铅等２０余矿种均有较好的

资源潜力，锌、铜、锑、银、铅、金和钼为本成矿带主攻

矿种，西南三江成矿带划分了２４个成矿远景区，其

中１３个重点远景区具有较好的找矿远景。

致谢：本文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云南、四川、青

海、西藏四省区和成都地质调查中心的矿产资源潜

力评价相关成果报告，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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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地质矿产开发局，２０１３，青海省重要矿种区域矿产预测成

果报告。

? 西藏自治区省地质调查院，２０１３，西藏自治区省重要矿种矿产预

测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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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ｏ Ｌａｎ， Ｗａｎｇ 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Ｘｉｏｎｇ Ｘｉａｏｙｕｎ，ＱｉＳｈｕａｉｊｕｎ，Ｙｉ

Ｃｈｅｎｇｗｅｉ，ＪｉａＳｈａｏｈｕｉ．２０１５．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ａｕｘｉｔ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

Ｃｈｉｎａ，４２（４）：８５３～８６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ａｏＬａｎ，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ＸｉｏｎｇＸｉａｏｙｕｎ，Ｙ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ｉ．２０１５．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ｎ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８８（２）：２２８４～２２９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ａｏＬａｎ，ＬＩＪｉ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ＸｉｏｎｇＸｉａｏｙｕｎ，ＹｉＣｈｅｎｇｗｅｉ

ａｎｄＨａｎＭｅｉｚｈｉ．２０１５．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

Ｂａｕｘｉｔ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８９（６）：２０７２

～２０８４．

Ｇａｏｌａｎ，ＸｉｕＱｕｎｙｅ，ＨｕＧｕｙｕｅ．２０１４．Ｎｅ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ｔｕｄｙ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ｏｆＪｉｎｄｉｎｇ Ｇｉａｎｔ ＺｎＰｂ

Ｄｅｐｏｓｉｔ，Ｙｕｎｎａｎ，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８８（Ｓｕｐｐ．２）：８１～８２．

ＨｏｕＺＱ，ＺａｗＫ，ＰａｎＧＴ，ＭｏＸＸ，ＸｕＱ，ＨｕＹＺａｎｄＬｉＸＺ．２００７．

ＴｈｅＳａｎｊｉａｎｇＴｅｔｈｙａｎ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Ｓ．Ｗ．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ｅｐｏｃｈａｎ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ｔｙｐｅ．ＯｒｅＧｅ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３１（１／４）：４８～８７．

ＨｏｕＺｅｎｇｑｉａｎ，ＷａｎｇＥｒｃｈｉｅ．２００８．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ｏ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ｌ Ｏｒｏｇｅｎ： Ｎｅｗ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９（３）：２７５～２９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ｏｕＺＱ，ＱｕＸＭ，ＺｈｏｕＪＲ，ＹａｎｇＹＱ，ＨｕａｎｇＤＨ，ＬüＱＴ，ＴａｎｇＳＨ，

ＹｕＪＪ，Ｗａｎｇ ＨＰ ａｎｄ ＺｈａｏＪＨ．２００１．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ＹｉｄｕｎａｒｃｉｎｔｈｅＳ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Ｒｅｃｏｒｄｏｆ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７５（４）：４８４～４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ｏｕＺＱ，ＹａｎｇＺＳ，ＸｕＷＹ，ＭｏＸＸ，ＤｉｎｇＬ，ＧａｏＹＦ，ＤｏｎｇＦＬ，Ｌｉ

ＧＭ，ＱｕＸＭ，ＬｉＧＭ，ＺｈａｏＺＤ，ＪｉａｎｇＳＨ，ＭｅｎｇＸＪ，ＬｉＺＱ，Ｑｉｎ

ＫＺａｎｄＹａｎｇＺＭ．２００６ａ．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ｌ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Ｉ．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 ｍａｉｎ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ｌｅｐｏｃｈ．

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２５（４）：３３７～３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ｏｕＺＱ，ＰａｎＧＴ，ＷａｎｇＡＪ，ＭｏＸＸ，ＴｉａｎＳＨ，ＳｕｎＸＭ，ＤｉｎｇＬ，

ＷａｎｇＥＱ，ＧａｏＹＦ，ＸｉｅＹＬ，ＺｅｎｇＰＳ，ＱｉｎＫＺ，ＸｕＪＦ，ＱｕＸＭ，

ＹａｎｇＺＭ，ＹａｎｇＺＳ，ＦｅｉＨＣ，ＭｅｎｇＸＪａｎｄＬｉＺＱ．２００６ｂ．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ｌ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 Ⅱ．

Ｍｉｎｅ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ａｔ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ｌｅｐｏｃｈ．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２５

（５）：５２１～５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ｏｕＺＱ，ＱｕＸＭ，ＹａｎｇＺＳ，ＭｅｎｇＸＪ，ＬｉＺＱ，ＹａｎｇＺＭ，ＺｈｅｎｇＭＰ，

ＺｈｅｎｇＹＹ，ＮｉｅＦＪ，ＧａｏＹＦ，Ｊ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ｄＬｉＧＭ．２００６ｃ．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ｌ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 Ⅲ．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ｏｓｔ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ｌｅｐｏｃｈ．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２５

（６）：６２９～６５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ｏｕＺｅｎｇｑｉａｎ，２０１０，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８４（１）：３０～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ｏｕＺＱ，ＷａｎｇＥＱ，ＭｏＸＸ，ＤｉｎｇＬ，ＰａｎＧＴ，ＺｈａｎｇＺＪ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Ｏｒｏｇｅｎｙ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４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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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

～９７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ｕａｎｇＪＱａｎｄＣｈｅｎＢＷ．１９８７．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ｔｈｙ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

～１９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Ｊｉａｎｙｕｎ．２００４．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ａｍｐｒｏｐｈｙｒｅａｎｄｉｔ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ｉｙａ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Ｙｕｎｎａｎ．

Ｇｏｌｄ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０（１）：２０～２３．

ＬｉｕＪｕｎｌａｉ，ＷａｎｇＡｎｊｉａｎ，ＺｈａｉＹｕｎｆｅｎｇ，ＸｉａＨａｏｒａｎ，ＣａｏＤｉａｎｈｕａ，

ＧａｏＬａｎ，ＸｉｕＱｕｎｙｅ．２００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Ｏ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ＪｉｎｄｉｎｇＳｕｐｅｒｌａｒｇｅＬｅａｄＺｉｎｃ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８３（１０）：１３７６～１３８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ＪＬ，ＳｏｎｇＺＪ，ＣａｏＳＹ，ＺｈａｉＹＦ，ＷａｎｇＡＪ，ＧａｏＬ，ｉｕＱＹａｎｄ

ＣａｏＤＨ．２００６．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ｔｅｃｔｔｏｎｉｃ

ａｎｄ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ｂｌｌｉｑｕ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ｚｏｎ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ａｎｄ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ｐｌａｔｅｓ：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２（４）：７７５～７８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ＴＡＮ Ｋａｉｘｕａｎ，ＧｏｎｇＷｅｎｊｕｎ，ＧｏｎｇＧｅｌｉａｎ．２０００．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ｅｐｏｃｈｏｆｔｈｅＪｉｎｄｉｎｇ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ｉｔｈａｐａｔｉｔｅｆ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ｃ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ｅｔ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ａ，２４（３）：２８２～２８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ＷＣ，ＹｉｎＧＨ，ＹｕＨＪ，ＬｕＹＸａｎｄＬｉｕＸＬ．２０１１．Ｔｈ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Ｇｅｚａ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ｒｃｉｎＮＷ Ｙｕｎｎａｎ．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７（９）：２５４１～２５５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Ｙｕｌｏ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ｕｓｅｎ，ＴｉａｎＳｈｉｈｏｎｇ，ＺｈａｏＺｈｉｙｉ，ＬｕＳｈｉｙ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ｏａｎｄ Ｌｉｕ Ｙｉｎｇｃｈａｏ．２０１５．Ｇｅｎｅ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ｈｏｓｔｅｄＰｂＺ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

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ａｎｊｉｎｇ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ｂｅｌ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ＲＥＥｓｔｕｄｙ．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ｅｔ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ｃａ，Ｖｏｌ．３４，

Ｎｏ．５：６４８～６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Ｑｉｎ Ｇ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Ｚｈｕ Ｓｈａｎｇｑｉｎｇ． １９９１．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Ｊｉｎｄｉｎｇ ＬｅａｄＺｉｎｃ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Ｙｕｎｎａｎ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０（２）：１４５～１９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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