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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西南地区卡林型金矿的主要地质特征可概

括为以下 13个方面[ 1] :(1)构造背景:峨眉地幔热柱

构造活动区边缘地带次级幔隆区———陆块边缘裂谷

或裂陷槽;(2)控矿构造:背斜倾伏端 、转折端及翼

部 ,断裂破碎带及交叉部位 ,尤其是沿不整合面发育

的断裂破碎带;(3)赋矿层位:寒武系至白垩系;(4)

容矿岩石:含炭粘土岩 、粉砂岩和泥砂质灰岩及白云

岩 ,侵入岩主要为超基性岩;(5)火成岩:侵入岩与火

山岩附近 ,特别是基性玄武岩和基性-超基性侵入岩

附近或其中 ,金矿集中区外围多有花岗岩分布;(6)

矿床类型:碎屑岩-碳酸盐岩中的微细浸染型金矿或

沉积岩型金矿;(7)矿石类型:硅质型 、黄铁矿型 、富

砷型(毒砂型)及辉锑矿型 、辰砂型及碳质型;(8)矿

物组合:自然金 、(砷)黄铁矿 、毒砂 、辉锑矿 、辰砂 、石

英 、方解石 、白云石 、重晶石及粘土矿物等;(9)结构

构造:浸染状 、细脉浸染状构造 、胶状结构 、交代结

构;(10)元素组合:Au 、As 、Sb 、Hg 、Tl 、U 、Bi 、Cu 、Pb 、

Zn 、Ba 、Mo;(11)伴生矿床:低温热液汞 、锑 、砷和铊

矿化 ,个别有铀矿化;(12)围岩蚀变:硅化-似碧岩

化 、黄铁矿化 、毒砂化 、碳酸盐化或脱碳酸盐化 、辉锑

矿化 、辰砂化和粘土化;(13)成矿时代:主要为燕山

期 ,滇西上芒岗和腾冲卡林型金矿成矿时代可延续

到喜马拉雅早期 。成矿模式可概括为金 、汞 、砷 、锑

等成矿物质的大规模超常聚集 、矿质的运移 、矿床

(矿体)的定位三大系统[ 2 ,3] 。其中 ,伴随地幔热柱

构造作用出现的地幔隆起 、深源物质大规模上涌和

壳幔相互作用及热流场 ,构成金 、汞 、砷 、锑等成矿物

质的大规模超常聚集系统;它是卡林型金矿与汞 、

锑 、砷矿床广泛分布 ,形成金 、汞 、砷 、锑矿床集中区

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伴随地幔隆起出现的巨大幔隆

构造和裂谷带或裂陷槽 ,特别是其控岩控矿的深大

断裂构造体系 ,则构成深源成矿物质的运移与传输

系统;它是金和汞 、砷 、锑矿床空间组合分布的主导

性控制因素。进而 ,伴随幔隆构造和裂陷槽发展演

化出现的局部浅层次构造(背斜和断裂破碎带)、岩

浆 、流体成矿等地质作用和局部热流场 ,构成了成矿

物质的最终富集成矿或矿床(矿体)定位系统;它是

卡林型金矿床(矿体)和汞 、砷 、锑矿床(矿体)最终形

成与定位的关键[ 2 ,3] 。

我国西南地区峨眉地幔热柱的主要特征及其与

成矿作用的时空演化关系可概括为以下 6个方面:

(1)三维速度结构:峨眉地幔热柱在 50 ～ 450 km 深

部为一复合低速柱;(2)深部结构与范围:峨眉地幔

热柱由若干呈“梅花状”分布的次级亚热柱所组成 ,

尾柱直径250 km ,头部直径 1 500 km;(3)活动时期:

从晚古生代到中生代至新生代(?);(4)岩浆活动:从

基性到酸性至碱性 ,由喷发到侵入 ,从海相到海陆交

互相至陆相 ,由幔源到幔源为主至幔壳混合来源 ,从

热地幔物质直接大规模上涌与喷发到热地幔物质对

深部地壳熔改造作用;(5)裂谷-裂陷作用;从泥盆纪

到早二叠世-早三叠世至晚三叠世乃至新生代 ,由裂

谷初始期到强烈活动期至闭合期和陆相裂陷盆地发

育期 ,从南东向北西方向迁移轨迹 1 300 km ,由右江

裂谷※盐源-丽江陆缘裂谷※攀西裂谷※甘孜-理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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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洋盆至陆相盆地;(6)成矿作用:从晚古生代到

中生代至亲爱生代早期(?),由基性-超基性侵入岩

有关成矿作用到重熔花岗岩浆侵入活动有关的成矿

作用 ,从裂谷海底喷流沉积成矿作用到裂陷盆地陆

相喷流沉积成矿作用 ,由矿源层的形成的改造成矿

作用 ,从峨眉地幔热柱中心(尾柱区)到边部(头部顶

冠作用区),由钒钛磁铁矿床到金 、银 、铜 、铅 、锌 、锡

等矿床 ,物质来源由幔源到幔源为主幔壳混合来源 ,

从成矿物质大规模聚集到矿质运移至超大型矿床或

矿集区的定位。

伴随峨眉地幔热柱构造作用出现的地幔隆起

(裂谷作用)、深源物质大规模上涌(峨眉山玄武岩)

和壳幔相互作用(花岗岩化作用)及热流场(古地热

场和改造成矿作用)[ 4～ 8] ,构成金 、银 、铜 、铅锌 、汞 、

锑 、铂族元素 、分散元素等成矿元素的大规模超常聚

集[ 4] ;它是我国西南地区大型-超大型矿床集中区形

成的根本原因所在
[ 2 ,9]

,决定了我国卡林型金矿床

集中分布在滇黔桂和川甘陕两个相对应的金三角地

带。

其中 ,峨眉地幔热柱的次级亚热柱 ———右江幔

隆与右江裂谷 ,又具体制约了滇黔桂金三角卡林型

金矿(汞 、砷 、锑矿床)集中区的产生(包括赋矿岩层

———喷流沉积的大厂层等的形成)[ 10] 。裂谷带内控

岩控矿断裂构造的层次性与序次性及金 、汞 、砷 、锑

成矿元素内在的地球化学相似性与差异性 ,是滇黔

桂金 、汞 、砷 、锑矿床集中区内金 、汞 、砷 、锑矿床空间

组合分布的控制因素 。其中不同层次与序次的控岩

控矿断裂构造构成深部成矿物质上涌与运移系统 、

右江幔隆与裂谷发展演化晚期出现的局部浅层次褶

皱-断裂构造作用 、岩浆侵入活动 、热流体成矿作用

及局部地热场[ 11] ,构成以断裂破碎带为通道的构造

-(岩浆)-热流体循环体系 ,并与深部深层次控岩控

矿断裂构造-矿质运移系统相连接 ,既促使深部成矿

物质进一步在浅部富集 ,又能活化早期以喷流沉积

形式赋存在地层中的成矿元素 ,进而形成矿液并最

终沿断裂破碎带富集成矿[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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