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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羊拉铜矿是金沙江成矿带内规模最大的铜矿床。文章在总结矿床地质特征的基础上，系统开展了断裂构 

造及构造控矿模式的研究 ，并进行找矿预测。研究表明：羊拉铜矿区存在近南北向构造带、北东向构造带 

和北西向构造带等3种断裂构造体系，反映矿区构造经历了 4期构造运动，分别对应晚海西期、印支期、 

燕山期和喜山期 ；总结羊拉铜矿区构造控矿模式为印支期“岩浆侵入接触构造 +层间断裂”和燕山一喜山 

期“入字型构造 +阶梯状构造”。同时依据成矿模式和地质事实，指出江边矿段西侧夕卡岩型矿体、路农 

矿段东侧深部夕卡岩矿体和里农西侧深部斑岩型铜矿是今后重要的找矿方向，并提出了相应的勘探设 

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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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特提斯构造带是全球特提斯构造在中国大 

陆最典型的发育地区，经历了复杂而完整的演化历 

史 I2 ，金沙江构造带是我国三江特提斯构造域重 

要的构造带之一。作为金沙江成矿带内规模最大的 

羊拉铜矿床，因其地质条件优越、找矿前景巨大而引 

起了众多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自发现以来，多家 

地勘单位和科研院所对其进行了地质勘探和科研工 

作，在岩浆岩及其构造环境 、地球化学及矿床成 

因 ” 等方 面取得 了丰富的研 究成果。由于羊拉 

铜矿床地处金沙江、羊拉两条近南北向深大断裂之 

间，矿区构造异常发育，前人虽对矿区构造进行了初 

步研究  ̈ ，但断裂构造及其控矿模式研究仍显薄 

弱。本文即在断裂构造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断裂构 

造体系，同时总结构造控矿模式、进行找矿预测。 

1 地质概况 

羊拉大型铜矿床位于滇西北德钦县羊拉乡，地 

理坐标为东经 99。03 30 ～99。07 00”，北纬 28。52 

45”～28。56 o0”，由贝吾、尼吕、江边、里农、路农、通 

吉格和加仁等 7个矿段组成(图 1)，仅里农矿段进 

入开发阶段，其铜资源储量达 58．57万 t 。前人 

曾对 羊 拉 铜 矿 床 地 质 特 征 进 行 了 详 细 研 

究 ，“， l20]，总结其矿床地质特征如下： 

(1)赋矿地层主要 为下泥盆统江边组(D )和 

里农组 (D + Z)； 

(2)含矿岩石以透辉夕卡岩、石榴石夕卡岩为 

主，次为角岩化变质石英砂岩、绢云砂质板岩、爆破 

角砾岩、花岗闪长岩； 

(3)矿体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脉状产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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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羊拉铜矿矿区地质简图 (据李文昌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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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受岩体、地层和构造破碎带的控制；在不同的矿 

段，矿体的产状变化较大； 

(4)矿体产出主要有 3种类型：花岗闪长岩一 

花岗斑岩体外接触带的层状、似层状矿体，花岗闪长 

岩一花岗斑岩体内接触带或岩体与沉积岩接触面附 

近的环状、弧形脉状矿体，以第一种类型矿体为主； 

(5)矿石类型多样，根据赋矿岩石可分为夕卡 

岩型矿石、角岩型矿石、大理岩型矿石和花岗闪长 

岩、二长花岗岩型矿石等； 

(6)矿石构造主要有浸染状、网脉状、块状、蜂 

窝状、土状构造等，矿石结构以自形一他形晶粒状结 

构、包含结构、填隙结构和交代结构为主； 

(7)矿物组成复杂，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铜矿、蓝 

铜矿、孔雀石、黄铁矿、磁黄铁矿，次为斑铜矿、铜蓝、 

赤铜矿 、黑铜矿 、方铅矿、辉铜矿 以及 自然铜等；脉石 

矿物主要为透辉石 、石榴石 、透闪石 、阳起石等夕卡 

岩矿物以及石英、白云石、方解石、绢云母和长石等； 

(8)矿石中伴生 Au、Ag等有益组分。 

2 断裂构造 

2．1 断裂构造特征 

羊拉铜矿床断裂构造发育，按其展布方向可分 

为南北一近南北向、东西一近东西向、北东向和北西 

向4组，各组断裂特征如下。 

2．1．1 南北一近南北向断裂 

羊拉铜矿区范围内南北一近南北向断裂较发 

育，以层间断裂为主，呈狭长带状断续分布于里农组 

各段之间以及不同的岩性界面附近，ZK3904钻孔揭 

露的 D：+ z 与 D：+ f2、D：+，f2与 D：+，f3之间均为层 

间断裂接触关系。断裂规模中等，带宽十厘米至十 

几米 ，为矿区内主要 的容矿构造 ，KT2、KT4和 KT5 

等矿体均产于该类破碎带中。战明国等 和甘金 

木等  ̈认为层间断裂的形成与印支期的挤压推覆 

构造活动及加仁、里农等中酸性岩体的上侵入活动 

密切相关。本文认为层间断裂在印支期前业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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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羊拉 铜矿床南北一 近南北向断裂素描 图 

A—D17地质点：①一灰绿色破碎状辉绿辉长岩；② 断裂及断裂带内的黄褐色泥质充填物、灰白色 

构造碎粒岩及辉绿辉长岩碎块，断裂为下盘上升的张扭性正断层；③— 断裂及断裂带内的辉绿辉长 

岩碎块，具明显棱角，另见少量灰白色构造碎粒岩 ，显示张扭性质；④— 断裂及断裂带内的辉绿辉长 

岩角砾，棱角明显，显示张性性质。B—Ln5地质点 ：①一灰白色块状大理岩；②一早期断裂形成的大 

理岩角砾，棱角明显；③一后期断裂带内构造碎粒岩、碎粉岩；④断裂带内的黄褐色断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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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伴随着印支期中酸性岩体的上侵，成矿热液沿薄 

弱的层间断裂运移，并与围岩发生接触交代作用，形 

成 KT2和 KT5等层状夕卡岩矿体。 

D17地质点断裂构造(图2一A)：位于路农矿段 

至喇嘛寺道路边，围岩为灰绿色辉绿辉长岩，岩体破 

碎，发育 3条断裂。 断裂(产状：sN 81。E)宽约 

20 em，断裂带内为黄褐色泥质充填物、灰白色构造 

碎粒岩及辉绿辉长岩碎块，显示断裂为下盘上升的 

张扭性正断层。 断裂 (产状：NE15。L82。NW)为 

的共轭断裂，断裂宽 5～10 em，断裂带内为辉绿 

辉长岩碎块，具明显棱角，另有少量灰白色构造碎粒 

岩，显示张扭性质。 断裂(产状：NE35。／．．72。NV~-) 

与 近平行，断裂面明显，断裂带内为辉绿辉长岩 

角砾 ，棱角明显 ，显示张性性质 ，从 明显错动标 志层 

的关系判断为张性正断层。力学性质分析 3条断裂 

的主压力方向均为 NE±15。。 

Ln5地质点断裂构造(图2一B)：位于路农矿段 

3590 m中段坑道，为一复合断裂(产状：NW5。 88。 

SW)。围岩为灰白色块状大理岩，早期裂面不清，断 

裂带内发育大理岩角砾，角砾棱角明显，显示张性特 

征。晚期断裂为左行扭性，裂面光滑平直，倾角较 

陡，局部反倾，裂带宽约5—10 cm，带内为灰白色构 

造碎粒、碎粉岩，两盘岩石错动明显。因此，断裂经 

历了早期张性到晚期左行扭性力学性质的转变，力 

学性质分析显示，断裂早期主压力方向为近南北向， 

晚期为北西 向。 

2．1．2 东西一近东西向断裂 

YD1地质点断裂构造(图3一A)：位于路农矿 

段露天采场居住区上方，上部岩性为里农组二段灰 

白色细一粗晶大理岩，下部为灰一灰黑色薄层状砂 

质板岩。该处发育两条近平行断裂， 断裂(产状： 

NW72。L45。NE)明显错断岩层，断裂宽 20～40 cm， 

带内为灰白色一黄褐色断层泥及大小不等的白云岩 

角砾；旁侧 断裂(产状：NW85。 72。NE)也明显切 

断岩层，断裂面光滑平直，带内为黄褐色断层泥。两 

断裂对岩层错动明显，且造成岩层产状有轻微变化， 

其产状分别为：NW50。L19。SW、NW30。 30。SW 和 

NE62。L24。NW。从岩层的错动关系判断两断裂均 

为正断层，显示压性性质，力学性质分析表明受到了 

NE5。一18。方 向上的主压力 。 

Ln16地质点断裂构造(图 3一B)：位于路农矿 

段3590 m中段，围岩为灰白色绢云砂质板岩，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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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大理岩，地层产状：NE36。／40。SE。断裂构造 

发育于坑道右壁，断裂宽约 25 cm，上、下裂面不清 

楚；但断裂内部发育明显后期裂面，裂面平直光滑， 

见明显擦痕，显示为右行压扭性质。断裂总体产状 

EWL59。N，在坑道出露长度大于20 m。断裂带内 

分带现象明显：断裂上部为钙质、泥质胶结大理岩角 

砾，具后期碳酸盐化；靠近后期裂面为黄褐色断层 

泥；下部则为碎裂状砂质板岩。力学性质分析显示， 

晚期断裂主压应力方向为北西向。 

2．1．3 北东向断裂 

Y001地质点断裂构造(图4一A)：位于喇嘛寺 

附近路旁，附近出露大面积辉绿色致密块状辉绿岩， 

沿岩体内裂隙可见零星黄铁矿化，岩体内部空洞处 

可见柱状石英晶簇。岩体内发育后期断裂，产状： 

NE34。 38。NW。断裂带宽约 2 m，带内为灰绿色碎 

裂状辉绿岩，沿断裂带充填有石英、方解石细脉，大 

致沿断裂面平行产出，反映成岩后的构造运动中伴 

随有热液流体活动。靠近上裂面为灰白一黄褐色断 

层泥，夹辉绿辉长岩，垂直裂面发育多条张性裂隙。 

并且上、下裂面平直光滑，发育薄层状石英脉，裂面 

上见擦痕，显示断裂为右行扭张性正断层。力学性 

质分析断裂受到了NE±50。方向上的主压力。 

YK010地质点断裂构造(图4一B)：位于 3175 

m中段20 穿脉北侧 2 m处，围岩为灰白色绢云砂质 

板岩、变质石英砂岩，岩石破碎，且发育团块状黄铁 

矿化、黄铜矿化及细脉状方解石化。断裂产状： 

NE68。 36。NW，断裂面呈波状起伏，发育明显擦 

痕；断裂带宽 n～30 12111不等，带内为灰白色碎裂状 

变质石英砂岩碎块及构造碎裂岩；上裂面发育不规 

则状方解石细脉。根据擦痕和断裂与早期断裂及岩 

层的错动关系 ，判断该断裂 为左行扭压性 正断层。 

力学性质分析显示该断裂受到了 NE10。～20。方向 

上的主压力。 

2．1．4 北西向断裂 

D028地质点断裂构造(图5一A)：位于路农矿 

段露天采场北侧路旁，为里农组一段(D。+，z )地层 

中发育的层间断裂(产状：NW48。～66。 37。～41。 

SW)，岩层揉皱强烈。由于受到后期构造活动的影 

响，地层产状发生变化。该处上部为灰白一黄褐色 

砂质板岩，中间为薄层状绢云砂质板岩、片岩，岩石 

较破碎；下部为灰白一黄褐色变质石英砂岩，夹薄层 

状绢云砂质片岩 ，岩石揉皱强烈 ，层间断裂发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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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羊拉铜矿床 东西一 近东西 向断裂素描 图 

A—YD1地质点：①一灰白色细一粗晶大理岩；②一灰～灰黑色薄层状砂质板岩；③_^断裂及断裂带内的灰白色一 

黄褐色断层泥及大小不等的白云岩角砾；④ 断裂及断裂带内的黄褐色断层泥；⑤一第四系浮土及地表植被；B— 

Ln16地质点：①一晚期断裂面及靠近裂面的黄褐色断层泥；②一断裂上部的泥质、钙质胶结大理岩角砾，角砾具一定 

磨圆度，已固结；③一断裂下部的碎裂岩，原岩为砂质板岩；④一灰白色砂质板岩，夹条带状大理岩 

于绢云砂质板岩、片岩的塑性较变质石英砂岩强 ，层 

间断裂内多处形成由绢云砂质板岩包裹的变质石英 

砂岩透镜体 (图 5)，显示层间断裂为压性逆断层。 

力学性质分析断裂受到了 NE30。～40。方向的主压 

力。 

YK008地质点断裂构造(图 5一B)：位于 3175 

m中段 10 穿脉 104测点北东约 15 m处钻窝旁，为 

多处断裂交汇的复合构造点；围岩为淡绿一灰白色 

绿泥石化绢云砂质板岩夹变质石英砂岩，岩石较破 

碎，后期构造热液活动形成有方解石一黄铁矿一黄 

铜矿细脉。至少分辨出 3期构造活动：早期断裂． 

为层间断裂(产状 ：NW66。 34。SW)，断裂带 内有断 

层泥，明显被后期断裂 所错断，为压性正断层；中 

期断裂．厂2(产状：NW71。 70。NE)，明显切断岩层及 

方解石一黄铁矿一黄铜矿细脉，从岩层和早期断裂 

的错动关系判断为压性逆断层；晚期断裂 (产状： 

NE65。 56。NW)明显错断 断裂，为张性正断层， 

断裂面呈波状，沿裂面充填有方解石细脉，断续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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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嬲 

图4 羊拉铜矿床北东向断裂素描图 

A—Y001地质点：①一灰绿色块状辉绿辉长岩；②一断裂带内碎裂状辉绿岩；③一断裂带充填的石英、方解石脉，与 

断面产状近平行；断裂带宽约2 m，且上、下裂面平直光滑，发育薄层状石英脉，裂面上见擦痕，显示断裂为右行扭 

张性正断层；B—YK010地质点：①一灰白色绢云砂质板岩、变质石英砂岩，岩石破碎；②一早期切层断裂 ，断裂 

紧闭，性质不明；③一后期断裂，2及带内充填的灰白色碎裂状变质石英砂岩碎块及构造碎裂岩，明显切断岩层及 

早期断裂，裂面呈波状起伏，发育明显擦痕，沿上裂面发育方解石脉，断裂性质为左行扭压性正断层 

镜体状产出。力学性质分析该构造点早期受到了约 

为 NE30。方 向上 的 主压力 ，中期 主压 应力 方 向为 

NE20。左右，晚期主压应力方向约为 NE60。。 

2．2 断裂构造体系 

根据对羊拉铜矿区内坑道和地表 210条断裂构 

造的详细观察和力学性质分析，结合区域构造演 

化 ，“' ，初步判断羊拉铜矿经历了4期构造活动： 

海西期、印支期、燕山期和喜山期。海西期，由于受 

到东西向主压应力 的作用，金沙江洋盆开始 由东 向 

西俯冲削减，这一时期的构造主要表现为顺层剪切 

褶皱和逆冲推覆构造，初步形成一些层间断裂构造。 

印支期的挤压碰撞作用主要表现为左行平移剪切作 

用，主压应力为北西一南东向，矿区内层间断裂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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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发育；同时伴随着大规模中酸性岩浆的上侵 

活动 ，形成岩浆侵入接触构造 ，成矿热液运移至层间 

断裂内部形成层状夕卡岩型矿体。燕山期，金沙江 

构造带以断裂一岩浆活动为主，矿区断裂主要表现 

为右行走滑 ，矿 区范围内主压应力方 向为北东一南 

西向。喜山期，矿区范围内主压应力方向为北西一 

南东向，主要形成北西西向左行走滑及推覆构造。 

对断裂构造形迹进行筛分配套，将羊拉矿区断 

裂构造划分为 3种断裂构造体系(图 6)：近南北向 

构造带 、北东向构造带和北西 向构造带 ，反映矿区构 

造经历了4期构造运动：近南北向构造带一北东向 

构造带一北西向构造带一北东向构造带，分别对应 

晚海西期、印支期、燕山期和喜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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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羊拉 铜矿床北 西向断裂素描 图 

A—D028地质点：①一灰白色砂质板岩；②一薄层状绢云砂质板岩、片岩，岩石破碎；⑧一灰白一 

黄褐色变质石英砂岩，夹薄层状绢云砂质片岩，岩石揉锻强烈，层问断裂发育；④一层间断裂内 

形成的变质石英砂岩透镜体，显示断裂为 性逆断层；B—YK008地质点：①一淡绿一灰白色绿 

泥石化绢云砂质板岩夹变质石英砂岩；②一充填的方解石一黄铁矿一黄铜矿细脉，为后期构造 

热液活动的产物；③一 期层间断裂 ，断裂带内有断层泥，明显被后期断裂 所错断，为压性 

正断层；④一中期断裂 ，明虽切断岩层及早期断裂，为压性逆断层；⑤一晚期断裂 ，断裂面呈 

波状，沿裂面充填有方解石细脉，断续呈透镜体状产出，为张性正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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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期次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构造体系 近向SN构造带 NE向构造带 Nw向构造带 NE向构造带 

2 1 

应力状态 睿  · 
1 2 

f ＼＼＼ J SN一近SN向 l { 主 
要 

NE向 ／ 构 
造 

形 EW一近EW向 ≮  

迹 

Nw向 ＼ 
主应力方向 ~r．zw向 NW．SE向 NW-SE向 NW-SE向 

构造期次 晚海西期 印支期 燕山期 喜山期 

／ 压性断裂 ／ 扭性断裂 夕 张扭性断裂／张性断裂矿夕 扭压性断裂 压扭性断裂 
图6 羊拉铜矿床不同时期断裂构造体系示意图 

3 构造控矿模式 

3．1 构造控矿规律 

羊拉铜矿区构造对成矿的控制作用主要表现在 

6个方面 ： 

(1)区域构造对成岩、成矿带的控制，南北向深 

大断裂控制着金沙江基性、超基性岩带、加仁一贝吾 

花岗岩带、浅成一超浅成酸性斑岩带、奔子栏一羊拉 

火山岩带、拱卡蛇绿混杂岩带等 5大南北向岩浆岩 

带及其相关矿产的空间分布。 

(2)矿区范围内北东向断裂控制着矿段的分 

布，羊拉铜矿区范围内一组近平行的北东向“入”字 

型断裂将矿体和岩体错断，在空间上形成贝吾、尼 

吕、江边、里农、路农、通吉格和加仁等7个矿段。 

(3)层间断裂构造控制着层状夕卡岩和层状矿 

体的形态，羊拉铜矿区层间断裂构造分布较多，大多 

为向西倾的缓倾断裂，在里农矿段深部产状变陡。 

里农矿段的里农组一段 (D：+， )与里农组二段 

(D：+ z )、里农组二段(D + )与里农组三段(D：+ 

z )之间均为层间断裂接触关系，且分布较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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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有 KT2层状主矿体；由于受后期构造活动影 

响 ，层间断裂内发育强烈的褐铁矿化、孔雀石化。江 

边矿段层间断裂通常规模较小，宽度一般小于 20 

em，裂面多呈波状起伏，褐铁矿化强烈，偶见孑L雀石 

矿化。印支期中酸性岩浆的大规模侵入，层间断裂 

构造则为岩浆热液流体运移提供了有利的通道和空 

间，岩浆热液流体在层间断裂内运移并发生强烈的接 

触交代作用，形成层状夕卡岩型矿体(KT2矿体)。 

(4)岩体侵入接触构造控制着接触带附近夕卡 

岩型矿体的形态，羊拉铜矿区内中～酸性岩体出露 

面积大，岩体总体向西倾伏。羊拉铜矿区主要矿体 

基本分布于岩体的西接触带，靠近岩体的 KT5、KT6 

矿体的形态明显地受到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形态的 

控制。 

(5)岩体内裂隙构造控制着脉状矿体的形态， 

在岩体的顶部和边部发育一些裂隙构造，裂隙内通 

常充填有石英脉，并具有黄铜矿、黄铁矿、辉钼矿等 

矿化 。 

(6)后期北东、北西向断裂构造控制着矿体的 

空间定位，在里农矿段的深部，北东、北西向成矿后 

断裂构造极其发育，北东向断裂具右行正断层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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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羊拉铜矿床构造控矿模式 简图 

A一“岩浆侵入接触构造 +层间断裂”控矿模式：①一沿岩体接触带产出的夕卡岩型矿体，形态受接 

触构造控制；②一沿层间断裂产出的层状夕卡岩 矿体，形态受层间断裂控制；⑧一石英斑岩旁侧产 

出的细脉状 、浸染状斑岩型矿体，形态受接触构造形态控制；④一沿大理岩裂隙产出的网脉状矿体， 

形态受网脉状裂隙控制；⑤一沿岩体边缘裂隙产出的细脉状矿体，形态受岩体内部裂隙构造控制； 

1一印支期花岗闪长岩；2一石英斑岩；3一泥盆系里农组大理岩；4一泥盐系星农夕卡岩化变质石英砂 

岩、绢云砂质板岩；5一层问断裂；6一铜矿体；B一“人字型构造 +阶梯状构造”控矿模式：1一印支期 

花岗闪长岩；2一深大断裂及矿区断裂；3一铜矿体；a一平面；b一剖面 

北西向断裂也具正断层性质，两者的共 同作用使得 

矿体的空间形态异常复杂。 

3．2 构造控矿模式 

总结羊拉铜矿区存在两套构造控矿模式 ：印 

支期“岩浆侵人接触构造 +层间断裂”(图7一A)，燕 

山一喜山期“入字型构造+阶梯状构造”(图7一B)。 

印支期花岗闪长岩侵入到围岩碳酸盐岩、钙质 

碎屑岩内，沿接触带产状由陡变缓或凹陷等有利空 

间形成夕卡岩型矿体(图7一A①)，其形态受侵入 

接触构造形态的控制；由于钙质碎 屑岩中 (绢 云砂 

质板岩、变质石英砂岩)层间断裂发育，为岩浆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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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液运移、成矿物质沉淀提供了理想通道和有利空 

间，因而形成规模较大的层状夕卡岩型矿体(图7一 

A②)，其形态受层间断裂的控制；由于大理岩中层 

间断裂不发育，仅在裂隙较发育地段形成网脉状矿 

体(图7一A④)，其形态受大理岩中网脉状裂隙构 

造控制；在岩浆演化晚期，残余岩浆浅成就位形成的 

石英斑岩侵入到围岩中，形成细脉状、浸染状斑岩型 

矿体(图7一A③)，其形态受石英斑岩脉的侵入接 

触形态控制。同时，由于岩浆顶蚀作用及岩浆冷缩 

作用，在岩体顶部及岩体边部形成一些裂隙，控制岩 

体内细脉状矿化体的形态和产状(图7一A⑤)。因 

此，印支期控矿构造总体表现为岩浆侵入接触构造 

和早期的层间断裂，自岩体边部一岩体与围岩接触 

带一围岩地层，控矿构造依次为岩体内的裂隙构造 

一岩体与围岩接触构造一层间断裂及围岩内的裂隙 

构造 。 

燕山一喜山期构造活动频繁，在南北向的金沙 

江深大断裂再次活动，在与羊拉断裂之间形成了一 

组北东向右行平移压扭性断裂，与南北向断裂一起 

组成了“人字型构造”；“入字型构造”将羊拉铜矿床 

局限在金沙江断裂和羊拉断裂之间，且被北东向断 

裂分成江边、里农、路农和通吉格等不同矿段(图7 

一 B a)。同时，在同一矿段范围内，由于北东向断层 

具正断层性质，矿体在剖面上呈“阶梯状”展布(图7 

一 B b)。 

4 找矿预测 

羊拉铜矿床矿床成因尚有很大争议 “ ，但 

多因复合的成因观点普遍被大家所接受，作者总结 

其成矿模式为“热水沉积一岩浆热液成矿一构造热 

液改造” 。基于对羊拉铜矿床成矿模式和地质事 

实 的认识 ，本文提出 3个找矿靶 区(图 8)。 

4．1 江边矿段西侧夕卡岩型矿体的勘查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已在江 

边矿段开展了 1：2000的地质填图工作和物探工作， 

预测依据主要有： 

(1)江边矿段岩体西侧的围岩为泥盆系中上统 

里农组变质石英砂岩、大理岩、砂板岩，具备形成夕 

卡岩型矿体的有利的岩浆岩和围岩条件，岩体产状 

变化的部位是找矿的有利空间； 

(2)在岩体与围岩的接触部位存在厚度不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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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卡岩 ，在地表发现夕卡岩具有弱孔雀石化 ，深部夕 

卡岩带有变厚的可能 ； 

(3)江边矿段所发现矿体为岩体内沿裂隙充填 

的细脉状矿体和地表氧化矿体，均产出于岩体东侧 

的内接触带，而岩体西侧尚未布置勘探工程； 

(4)已有的物探资料显示具有较好的找矿潜 

力。因此江边矿段西侧岩体与围岩接触带的深部也 

是找寻夕卡岩型矿体的有利部位，故在江边矿段西 

侧的 gr0勘探线设计 ZKJ一1钻孑L 410 m，钻至花岗 

闪长岩内部(图8)，揭露矿体后有望打开江边矿段 

的找矿局面。 

4．2 路农矿段东侧深部夕卡岩矿体的勘查 

作者提出该找矿方向的主要预测依据为： 

(1)路农矿段东侧位于 F 断裂的下盘，出露路 

农花岗闪长岩体和里农组一段(D + z )的夕卡岩化 

绢云砂质板岩，因此该处具备形成夕卡岩型矿体的 

有利的岩浆岩、围岩和构造条件； 

(2)路农矿段东侧分布有大面积的夕卡岩带， 

且已有少量 工程进 行控 制 ，控制 夕卡 岩带长 度 约 

1000 m，其产状与岩体的接触带密切相关； 

(3)路农矿段东侧的坑道已经揭露到夕卡岩型 

矿体，由于规模小而一直未开采，矿石类型为夕卡岩 

型矿石及构造改造型矿石(表 1)； 

(4)3590 m中段和3450 in中段的构造地球化 

学异常也显示该处具有找矿潜力。因而路农矿段东 

侧深部岩体由陡变缓的部位是找寻夕卡岩型矿体的 

有利部位，在路农矿段的7号勘探线设计施工 ZKL 

一 1下斜孔 185 rn，揭露到矿体后，继续在 19号勘探 

线施工 ZKL一2下斜孔 100 m，并对矿体进行加密控 

制(图8)。同时，建议矿山企业自3450 rn中段向南 

实施沿脉工程，并辅以 1～3条穿脉工程，对路农矿 

段东矿体进行控制 z 。另由于路农矿段的西侧接 

触带亦具有有利的岩浆岩、围岩和构造条件以及明 

显的物探异常，建议矿山在该区带开展地表填图工 

作，为后期的矿区外围找矿勘探提供方向。 

4．3 里农西侧深部斑岩型铜矿的勘查 

里农矿段西侧存在规模不大的里农斑岩体(出 

露面积约 0．01 km ) ，因出露面积较小 和地表 山 

高坡陡而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作者在地表填 

图过程中重新找到了该斑岩体，为羊拉铜矿床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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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羊拉铜矿床成矿预测图(底}矧据云南省地质院，2004) 

预测提供 了一个重要 的找矿靶区，其预测依据主要 

有 ： 

(1)目前矿区深部的 3275 113．中段和 3250 m中 

段均已揭露到不同规模的石英二长斑岩脉，从而有 

力地证实了矿区深部存在石英斑岩 ； 

(2)笔者(未公布资料)获得羊拉铜矿区地表 

和深部的石英斑岩成岩年龄为 228～234 Ma ，与 

花岗闪长岩的成岩年龄基本一致 ，与羊拉铜矿床的 

辉钼矿 Re一0s同位素年龄高度一致 ’”'” ； 

(3)斑岩顶部发育方解石一石英脉，具有浸染 

状和细脉状黄铜矿 、黄铁矿 、辉钼矿化； 

(4)3250 m 中段的石英斑岩 及其 附近围岩 中 

cu含量 0．20％ ～1．22％，且 Au、Ag元素均达到伴 

牛工业品位(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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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羊拉铜矿床3250 m中段石英斑岩及围岩中成矿元素含量统计 ∞ ／10“ 

测试单位：西北有色地研院，2013。 

(5)地球化学研究显示石英斑岩与成矿关系密 

切。这些现象均暗示着羊拉铜矿区深部有寻找斑岩 

铜矿的潜力。一旦证实深部大规模斑岩型铜矿的存 

在，其找矿工作将取得突破性进展，势必带来巨大的 

经济效益。值得说明的是，该方向与里农西侧深部 

夕卡岩型铜矿的找矿勘探相一致 ，因此两者可以同 

时兼顾 。 

因此作者提出在深部 3175 in中段的 15号勘探 

线设计施工 ZK15—1上斜孔 300 1TI，首先勘探隐爆 

角砾岩及 KT1矿体，同时建议在深部的3200 1TI中 

段、3175 m 中段进行工程探矿 (注 ：已被列入 羊 

拉铜矿山2014年地质勘查计划)，并重点开展这两 

个中段的坑道地质一地球化学填图工作，特别加强 

对深部石英斑岩找矿信息的综合研究；该靶区对实 

现羊拉铜矿资源突破，起到关键作用。 

致谢 在野外工作及成文过程 中，笔者得到了 

羊拉铜矿山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 

院地质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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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structure，ore—controlling structural model and prospecting 

prediction of Yangla copper deposit，northwestern Yunnan 

LI B0 ， ，ZOU Guo．fu ，W EN Shu．ming ，HUANG Zhi．1ong。
，TANG Guo ， 

LIU Yue—dong ．SHENG Rui 

(1．Kunming Prospecting Design Institute of China Non—ferrous Metals Industry，Kunming 6505 1； 

2．Faculty of Land and Mineral Resource Engineering，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unming 650093； 

3．State Key Laboratory ofOre Deposit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Guiyang 550002； 

4． Yunnan Diqing M ining Co．，Ltd． Shangrila 674400； 

5．Huaneng Lancang River Hydropower Development Co．Ltd．，Kunming 650214) 

Abstract：The Yangla large copper deposit located in Deqin county，northwestern Yunnan，is the largest scale copper deposit in 

the Jinshajiang metallogenic belt．Based on summarization of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angla copper deposit，this paper studies 

the fault structure and ore—controlling structural model，then the prospecting prediction is carried out．The tectonic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ctonic system within Yangla copper depos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of systems，i．e．，near SN —trending tee- 

tonic belt，NE—trending tectonic belt and NW —trending tectonic belt，which indicate that the Yangla copper deposit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of tectonic movements which are correspondent to late Hercynian，Indo—Sinian epoch，Yanshanian and Himalayan move— 

ment respectively．The study has summarized Two types of ore—controlling structural models，i．e．，“contact structure between mag· 

matic intrusive and country rock and interlayer fault”model of Indo—Sinian epoch and“A type structure style and latter—type struc— 

ture” of Yanshanian and Himalayan epoches． Meanwhile，according to the metallogenic model and geological facts，three important 

prospecting targeting areas were proposed for the further exploration，i．e．，skarn—type copper orebodies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Jiangbian oreseetion，skarn—type copper orebodies in the depth of eastern Lunong oresection，and porphyrytype copper orebodies in 

the depth of western Linong oreseetion．The corresponding exploration plan and design have also been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fault structure；ore—controlling structural model；prospecting prediction；Yangla copper deposit；northwestern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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