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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北羊拉铜矿区成矿地质背景及多期成矿作用* 
陈开旭 1 2  路远发 2  魏君奇 2  董芳浏 3  范玉华 3 

（1 中国地质大学，湖北武汉 430074； 2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湖北宜昌 443003； 3 云南地勘局第三地
质大队，云南大理 671000） 

提 要  滇西北羊拉铜成矿富集区存在多期次多类型铜成矿作用，总体表现为海西期喷流沉积成矿、印支期接触交代成矿、

燕山早期斑岩成矿及喜山期构造热液成矿等多期成矿作用叠加并存的格局，在时空演化上，成矿作用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发育的特

点，这种多期多类型成矿作用的叠加发展，导致了羊拉铜成矿富集区的形成。 

关键词 多期成矿作用 喷流沉积型 夕卡岩型 斑岩型 构造热液型 羊拉 

滇西北徳钦羊拉地区是近几年在“三江”地区发现的具有巨大找矿前景的铜成矿富集区之一。该区位

于金沙江造山带中段，地质构造复杂，岩浆活动强烈，多期次的构造岩浆作用具备了良好的成矿环境，形成

了一系列不同成因的铜矿化。对这一区域铜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作用的研究，有助于整个金沙江带铜矿找矿

研究工作的深入。 

1 成矿地质背景 

    羊拉铜矿区处于金沙江构造混杂岩带西

侧，夹持于金沙江断裂与羊拉断裂两条南北向

大断裂之间,其内发育一组北东向断裂(图 1)，构

成“入”字型结构。区域岩层受其影响表现为

内部发育同斜褶皱构造与逆冲叠瓦构造的走向

近南北向似单斜构造岩层，这种构造样式对羊

拉地区构造热液活动尤其是印支期后的成矿作

用起主导控制作用[ 1，2]。     

区内出露的赋矿地层为嘎金雪山岩群，总

体上为一套富含中基性火山岩的火山-沉积建

造，主要由大理岩、变质碎屑岩、火山碎屑岩、

变质玄武岩、安山岩等组成。该岩群分三个岩

组：里农岩组为一套火山沉积建造，由碱性玄

武岩、玄武安山岩、角闪安山岩、粗安岩 、火

山碎屑岩、碎屑岩、碳酸盐岩等组成，其中的

中基性火山岩具有洋岛火山岩的特点
①
，是区内

主要的含矿围岩；羊拉岩组由一套厚度很大的

拉斑玄武岩组成，其地质地球化学特征与富集

型洋中脊玄武岩或准洋脊型玄武岩相似①，主要

分布于矿区的北部，与成矿无关。加仁岩组出

露于矿区的西南加仁和徐麦一带，为一套变质

杂岩，亦称为格亚顶杂岩，形成时代可能为元

古代，区域上可与哀牢山群和雄松群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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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羊拉铜矿区地质简图 
Fig.1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copper district 

 in Yangla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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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侵入岩发育，主要为中酸性花岗闪长岩类、斑岩类及各类中基性脉岩。中酸性花岗闪长岩自南向

北分布有加仁岩体、里农岩株、贝吾小岩株等，构成一条近南北向的构造岩浆活动带，岩体侵位时代为印支

期，为与俯冲碰撞有关的同造山期岛孤同熔型花岗闪长岩类[3]，在岩体（尤其是加仁岩体）接触带伴随有一

定强度的夕卡岩型铜矿化。斑岩零星分布，规模较小，目前在里农、路农、尼吕等地均发现有小斑岩株存在，

岩石类型有二长花岗斑岩、正长斑岩和钠长斑岩，一般都伴有铜矿化。 

羊拉地区不同地质体微量元素丰度值表明（表 1、图 2）：铜的丰度值在火山岩中最高（均值 64.0×10-6），

其次为变沉积岩（均值 53.3×10-6），岩体中铜的含量最低（均值 23.2×10-6），说明该区火山—沉积作用为铜

成矿提供了良好的地质背景，火山—沉积变质建造为铜富集成矿提供了丰富的物源基础。 

表 1 羊拉地区不同地质体中微量元素丰度 

Table 2  Trace element abundance of different geological body in the Yangla area 
岩  体 样品数 Cu Pb Zn Mn Au Ag Sr Ba As Sb Bi W Mo Sn B 

里农岩体 5 27 29 35 580 0.70 0.04 282 748 5.03 0.36 0.47 0.54 1.39 4.44 19 

加仁岩体 10 21 40 40 628 0.80 0.11 334 693 9.39 1.04 6.92 1.5 1.57 9.58 24 

格亚顶岩体 16 23 17 30 332 0.60 0.06 436 289 3.73 0.32 0.19 0.36 1.00 1.81 8 

贝吾岩体 2 24 18 51 759 1.15 0.16 450 150 12.58 0.24 0.37 0.22 1.15 2.05 27 

辉绿岩脉 3 21 33 97 1341 1.40 0.14 488 470 5.84 0.71 0.43 2.72 0.77 3.10 18 

A火山岩 2 68 10 98 1113 0.25 0.05 180 143 1.46 0.19 0.00 2.6 0.49 1.35 7 

B火山岩 7 61 33 97 1535 0.94 0.27 358 281 8.47 1.42 0.90 4.1 1.10 22.2 23 

C火山岩 18 63 13 52 1050 0.84 0.08 203 137 3.69 0.82 0.16 0.38 0.36 1.56 11 

A变沉积岩 7 56 10 70 579 1.13 0.22 145 326 14.01 1.27 0.69 0.86 0.26 2.50 29 

B变沉积岩 12 48 34 27 872 0.77 0.57 186 129 4.84 1.00 0.18 0.5 1.30 4.70 49 

C变沉积岩 12 56 49 52 718 0.68 0.17 169 269 10.77 3.14 0.59 0.48 0.53 2.10 36 

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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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羊拉地区不同地质体中微量元素对比图 
注：A—表示羊拉岩组（Gy）  B—表示里农岩组（Gl）  C表示加仁岩组 

Fig.2 Comparison diagramof trace element of different geological body in the Yangla area 
A-Yangla mixed formation  B-Linon mixed formation  C-Jiaren mixed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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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矿作用特征（表 2） 

2．1与海西期海底火山活动有关的喷流热水沉积成矿 

该期成矿作用发生于晚石炭世金沙江洋盆扩张期，矿床形成与中基性海底火山活动有关，羊拉地区里农

大型铜矿床、尼吕铜矿点即为喷流热水沉积成矿作用的产物。这类矿床含矿岩石为中基性火山沉积建造，矿

石组构表现有典型的沉积作用结构构造标志，矿体直接围岩为夕卡岩体，具有热水沉积岩的特征[4]。成矿元

素以 Cu 为主，Au、Pb、Zn 为辅。根据里农铜矿床主矿体中基性火山岩夹层锆石 U-Pb 同位素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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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1Ma±7.0Ma）反映其主成矿期为海西期[1]。该类型铜矿床规模大，矿化稳定，是金沙江带最重要的一

期铜成矿作用。 

表 2  羊拉地区铜成矿作用特征 
Table 2 Mineralization characteristic of copper deposits in Yangla area 

基    本    特    征 
成矿作用 

成矿元素 含矿岩石 矿体及矿石矿物组合 矿石组构 围岩蚀变 典型矿

床（体）

1．与海西
期海底火

山活动有

关的喷流

热水沉积

成矿 

Cu为主 
Au、Ag、 
Zn、Pb为
辅 

层状夕卡

岩和中基

性火山 -
沉积岩 

矿体为双层结构，由上

部层状、似层状矿体及

下伏脉状矿体构成。 
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铜

矿、黄铁矿磁黄铁矿、

白铁矿、磁铁矿、辉铜

矿等。 

典型构造有胶状构造、条纹条

带状构造、浸染状构造、角砾

状构造、 块状构造等。 
结构主要有同心环状结构、隐

晶-细晶结构、它形-自形晶结
构、交代残余结构 

硅化、泥石化、

绢云母化、碳

酸盐化。 
 
 

里农、 
尼吕等 
矿床。 

2．与印支
中酸性岩

浆活动有

关的接触

交代层状

夕卡成矿 

主要为Cu，
Au、Fe次
之 

接触交代

矽卡岩、

花岗闪长

岩及其围

岩 

矿体为透镜状和不规

则状。 
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铜

矿、磁铁矿、黄铁矿等。

典型构造为块状构造、浸染状

构造和团粒状构造。 
结构主要为它形-自形晶结构、
交代结构。 

硅化、角岩化、

夕卡岩化、泥

石化、帘石、

绢云母化、碳

酸盐化。 

路农、 
通吉格、

贝吾等

矿床。 

3．与燕山
早期浅成

岩浆活动

有关的斑

岩成矿 

Cu、Pb、
Zn、As 

隐爆角砾

岩、蚀变

斑岩及其

围岩 

矿体为不规则状。 
矿石矿物主要为毒砂、

方铅矿、黄铜矿、闪锌

矿、黄铁矿等。 

典型构造为角砾状构造、浸染

状构造、块状构造、团块状构

造和细脉状构造。 
结构主要为半自形-自形晶结
构、交代结构。 

硅化、碳酸盐

化、臭葱石化、

泥石化。 

里农矿

区七号

矿体。 

4．与喜山
期走滑剪

切有关的

构造热液

成矿 

Cu 、 Mo
为主、Sn、
W次之 

花岗闪长

岩及火山

-沉积岩 

矿体呈脉状、网脉状。

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铜

矿、黄铁矿、辉钼矿、

锡石、方铅矿等。 

典型构造为脉状、网脉状构造、

浸染状构造。 
结构主要为半自形-自形晶结
构和压碎结构。 

硅化、碳酸盐

化、绢云母化、

泥石化。 

加仁、 
宗亚。 
 

2．2与印支期中酸性岩浆活动有关的接触交代成矿 

该期成矿作用形成于晚三叠世金沙江结合带碰撞造山阶段，成矿作用主要与碰撞阶段大规模中酸性岩

浆的侵入有关，形成接触交代夕卡岩型矿床，是羊拉地区最常见的铜矿化类型，如路农、贝吾等铜矿点。矿

床产于印支期中酸性岩浆岩与围岩之接触带，具有一般典型矽卡岩型铜矿的特征，成矿元素主要为 Cu、Fe，

规模以中小型为主。 

2．3与燕山早期浅成岩浆活动有关的斑岩成矿 

该期成矿作用主要与碰撞后期浅成中酸性岩浆活动有关，成矿作用多发生在小斑岩体内及其围岩中。

区内以里农二长花岗斑岩株相关铜多金属矿化最为典型，矿化发育在斑岩内及其接触带的隐爆角砾岩体中，

主要为铜多金属矿化，成矿元素为 Cu、Pb、Zn、Ag等，矿化强度和矿化规模均较大，是羊拉地区最具潜力

的矿床类型之一。里农含矿花岗斑岩的 Rb－Sr等时线年龄为 202Ma，表明该类型矿床的成矿时代属燕山早

期[ 3，5] 

2．4  与喜山期区域走滑剪切有关的构造热液成矿 

该期成矿作用主要与造山期后区域走滑剪切作用所伴随的构造热液活动有关，矿床类型为构造热液型

铜多金属矿床。如加仁、宗亚等铜矿床，该类矿床受北北东向走滑剪切作用形成的北东向或近东西向次级断

裂控制，呈脉状、细网脉状及浸染状产出，矿床规模以中小型矿床为主，推测形成时代主要为喜山期。 

3 讨论 

羊拉地区处于金沙江特提斯构造带的中段，铜成矿作用与金沙江特提斯构造演化密切相关。金沙江构

造带的演化经历了裂陷、盆地扩张→俯冲消减→碰撞造山闭合的完整威尔逊旋回，是弧后盆地消亡、闭合的

产物[1]。晚古生代时期其位置属于古特提斯洋东缘弧后盆地。泥盆纪晚期至早石炭纪，由于澜沧江古特提斯

洋的不断扩张与向东俯冲，导致扬子板块边缘裂解，形成金沙江弧后裂谷；早石炭纪晚期至二叠纪早期，盆

地拉张处于鼎盛时期；二叠纪末期至中三叠纪的俯冲碰撞造山作用，盆地闭合。不同构造演化阶段成矿环境

 3



的改变，致使金沙江带存在不同期次不同类型的铜矿床。羊拉地区正是这种成矿作用的反映，多期次多类型

铜成矿作用叠加并存是羊拉地区成矿的重要特征。 

在时空演化上，成矿作用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发育的特点，硫铅同位素及微量元素组合特征均显示各类

型铜矿床具有相似或相同的物源区
①
，并且成矿与区域构造环境及岩浆演化趋势（即从早期超基性→基性→

中基性岩浆喷发向晚期中酸性→酸性岩浆侵入）相对应。海西期为金沙江洋盆大规模扩张时期，基性和中基

性火山活动强烈，形成了与之相关的喷流沉积型铜矿床（里农铜矿床）；印支期金沙江带碰撞造山作用伴随

大量中酸性岩浆的侵入，产生了与岩浆热液有关的接触交代夕卡岩型铜矿床（路农、通吉格、贝吾等矿床）；

岩浆活动持续到燕山早期并演化为酸性岩浆，形成了与浅成岩浆热液有关的铜多金属矿床，即斑岩型矿床（里

农斑岩型铜多金属矿化）；造山期后（喜山期），由于区域上大规模走滑剪切作用导致铜元素再次活化富集形

成了最后一期构造热液型铜矿化（加仁等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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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BACKGROUND AND POLYCHRONIC MINERALIZATION OF YANGLA COPPER DEPOSIT , 

IN DEQING ,NORTH-WESTERN YUNNAN 

Chen Kaixu1 2 Lu yuanfa2 WeiJunqi2 Dong fangliu3 Fan Yuhua3 

(1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430074;2 Yicha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Yichang 
443003;3 The Third Geological Party, Yunnan Bureau of Geological Exploration, Dali 671000) 

[Abstract] The Yangla copper mineralization concentrated area is located in Deqin Country, north-western 
Yunnan province. the polycheronic volcanogenic-sedimentation and magmatism accompany with the polycheronic 
copper mineralization and various copper deposits. There are four period of copper mineralization: ①
Sedimentation-exhalation mineralization related to sea-floor volcanic activity of Hercynian,②Contact metasomatic 
mineralization related to intermediate acidity magamatic activity of Indosinian,③Porphyry miaeralization related to 
hypabyssal magamatic activity of early Yanshanian,④Tectonic hydrothermal mineralization related to strike-slip 
shear action of Himalayan. In the time and space, the evolution of copper minerlization shows obvious inheritance, 
this polymigmatization result in the rich of copper in Yangla area. 

[Key word] Polychronic mineralization   Sedimentation-exhalation type   Skarn type   Porphyry type  
Tectonic hydrothermal type   Yang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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