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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元素这一术语最早于 1922 年由维尔纳

茨基所提出，然而，对于分散元素的含义并没有

十分严格的界定，一般指在地壳中丰度很低（多

为 10-9 级），在地质体中趋向于分散状态，即在岩

石中以极为分散为特征的元素，包括 Ga、Ge、

Se、Cd、In、Te、Re、Tl 等 8 个元素（刘英俊等，

1984）。铟属于分散元素之一，早在 1863 年被德

国科学家Reich和Richter用光谱分析法于闪锌矿

中发现。铟的用途十分广泛，尤其对于现代高新

技术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世界经济发展

发挥了显著作用。 

对于全球赋铟矿床的产出规律，国内外已有

一定的研究与认识。目前，全球铟资源主要产地

有秘鲁、玻利维亚、加拿大、俄罗斯、中国、法

国、比利时、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大部分

富铟矿床则产于环太平洋带（涂光炽等，2004）。

从全球赋铟矿床的空间分布来看，紧邻太平洋板

块西缘的俯冲带边缘存在一条全球最重要的铟

伴生矿床成矿带，其次是位于南美洲板块东部边

缘的铟伴生矿床成矿带，包括玻利维亚、秘鲁等

国家，位于欧洲中部的阿尔卑斯造山带也是全球

非常重要的铟伴生矿床成矿带。例如，加拿大的

Mount Pleasant 锡多金属矿床就拥有数千吨铟，

俄罗斯的富铟矿床产于远东地区，日本的鹿儿

岛、苗木、丰羽、Toyoha、Nakakoshi 等矿床也

都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富铟矿床。通过对全球成

矿期以及造山运动的比较来看，全球呈现出多个

富铟矿床成矿省，富铟矿床一般与大洋、大陆板

块边缘或造山带密切相关。在同一成矿省，某一

特定的成矿阶段铟的富集也可能表现的更为明

显而强烈。这些成矿期一般都与造山运动的最强

烈期、板块俯冲碰撞造山活动时期等关系密切

（伍永田等，2005）。李晓峰等（2007）通过对

全球赋铟矿床的分布规律研究发现，世界上已探

明的铟资源主要分布于大陆边缘锡矿带，如中

欧、澳大利亚南部、南美、东亚、美国西部以及

加拿大东部等地区。世界上最大的铟矿床则位于

与板块俯冲作用有关的西太平洋板块边界（东亚

和东北亚地区）、玻利维亚和 Nazca－南美板块边

界、秘鲁的北美西板块边缘以及中欧的海西和阿

尔卑斯造山带。 

已有资料显示，富铟矿床的成矿期大多形成

于奥陶纪晚期、石炭纪晚期、白垩纪晚期以及三

叠纪。世界上主要的铟伴生矿床都与洋壳边缘有

密切关系，从区域上来看，赋铟矿床与全球主要

的锡成矿带具有较好的吻合，例如欧洲中部、澳

大利亚东北部、南美洲、亚洲东部、美国西部以

及加拿大东部等（Wen et al., 1995；李晓峰等，

2007）。 

我国的铟资源分布十分不均，富铟矿床具有

地区性集中分布的特点，扬子板块南－西南缘和

华北地台北缘是我国最重要的大型－超大型富

铟矿床分布区（成永生，2012），主要包括广西、

云南、内蒙古、广东、青海、湖南、江西、贵州

以及四川等地，其中以广西和云南储量最大，广

西、云南、内蒙古和广东四省区的铟储量占全国

铟储量的 80%以上，如大厂矿田铟储量达 6000

吨以上，都龙锡锌矿床铟储量达 4000 多吨，个

旧锡矿铟储量达 2000 多吨，白牛厂也是富铟的

超大型矿床之一，尤其是扬子地块西南缘的广西

大厂、云南个旧和都龙分散元素铟表现为超常富

集，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铟资源基地（罗

卫等，2009）。另外，我国的一些铅锌多金属矿

床也较富铟，如青海的锡铁山、江西的银山、湖

南的七宝山等，但这些矿床的富铟程度显着降

低。 

从构造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富铟矿床刚好位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1202051）；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2M521721）；中南大学贵重仪器设备

开放中心基金项目（CSUZC2013021）；广西华锡集团科技攻关项

目（0165201203011） 

作者简介：成永生，男，1979 年生，副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

矿床学和矿床地球化学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 E-mail：

cys968@163.com 



 

200 矿   物   学   报 2013 年 

 

于板块边缘（张干等，2003、2005），扬子地块

南－西南缘出现铟的显着超常富集现象，内蒙古

孟恩陶勒盖银铅锌铟多金属矿床也位于华北板

块北缘（张干等，2000；Zhang et al., 2006）。从

成矿构造环境的角度考虑，富铟矿床的这种地区

性集中分布特征，可能受古陆边缘特殊的成矿环

境影响和控制。目前，国内外学者也普遍认同，

这种现象可能与区域特殊的大地构造位置及特

定的地质构造演化历史密切相关。另外，华北板

块北缘还存在许多含锡富铟的铅锌硫化物矿床，

区域上该区具有高的铟地球化学背景，有望成为

我国另一个重要的富铟矿床聚集地（张干等，

2005）。近年来，于西秦岭南亚带寒武系中金矿

床中发现了分散元素铟的明显富集，这不仅具有

重要经济意义，还可能开拓新的矿种和新的矿产

领域，为我国提供一种金－分散元素共生矿化新

类型的金矿例（刘家军等，1998、1999）。另外，

也有研究显示，富铟的矿床主要分布在与岩浆活

动有关的、具有明显地温梯度的活动洋壳、大陆

边缘或者造山带中，这些矿床的形成时间与造山

带的峰期、或与俯冲作用和碰撞有关的区域成矿

作用的时限是一致的（Schwarz-Schampera et al., 

2002；李晓峰等，2007）。分散元素成矿作用需

要特殊的地质背景和漫长的地质作用过程，往往

是多期地质作用叠加的结果（顾雪祥等，2004；

涂光炽等，2004）。 

加强对分散元素独立矿床（尤其是铟的独立

矿床）的找矿力度，利用多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新

型方法，不断探索新的找矿理论与找矿思路，特

别是关于分散元素独立矿床的理论研究还很薄

弱，是急需开拓与深化的重要方向（杨敏之，

2008），尤其是富铟矿床的产出究竟与构造环境

以及深部地球动力学背景具有怎样的联系，何种

类型的构造部位有利于铟的富集乃至超常富集，

典型的富铟矿床究竟受制于何种特殊的构造背

景且又经历了怎样的成矿动力学过程，诸如这些

与成矿环境及深部动力学有关的科学问题还有

待深入研究，这也将直接影响着在全球范围内开

展铟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对于铟资源的可持续发

展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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