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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旧锡矿 “层间氧化矿 ”的矿物学特征及成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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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松矿田芦塘坝矿段层间矿 10#矿群横剖面图 (据云南有色地质勘查局 308队资料 )

　　“层间氧化矿 ”是云南个旧锡矿田的一种重

要成矿类型,也是个旧锡矿目前乃至今后开采的

主要矿床类型 。传统观点认为 “层间氧化矿 ”为

原生硫化矿经后期风化氧化成因
[ 1, 2]

, 通过详细

观察研究, 我们认为其应为原始热水沉积成因。

本文就 “层间氧化矿 ”的矿物学特征进行简要描

述,并初步探讨其成因 。

1　矿体产状及特征

“层间氧化矿 ”在个旧锡矿区广泛发育, 且大

部分具有特征的层控性
[ 3]
。 “层间氧化矿 ”矿床

泛指产于花岗岩接触带上部围岩中的层控矿床,

一般离花岗岩体几十米至上千米, 矿体形态以简

单层状 、复合多层状 (高松矿田芦塘坝矿段 10
#
矿

群 ) (如图 1) 、似层状和透镜状 (马拉格 、卡房 、松

树脚等 ) 为主;传统意义上的 “层间氧化矿 ”, 除

了赤铁矿型矿石 (以赤铁矿为主,红 -樱桃红色, 染

手,含锡石和少量粘土矿物, 矿体呈土状, 致密 )

和褐铁矿型矿石
[ 3]
外, 还包括了产在其间的层

状 、似层状块状硫化矿。高松矿田芦塘坝矿段和

马拉格矿田是两个 “层间氧化矿 ”的主要产区。

2　矿物学特征及成因探讨

镜下观察发现,产在 “层间氧化矿 ”内的块状

硫化矿中不透明矿物以磁黄铁矿为主,其次为黄

铁矿 、毒砂和极少量黄铜矿;透明矿物较少,主要

为石英和萤石。块状硫化矿外围褐铁矿中矿物以

针铁矿为主,土状氧化矿中矿物则以赤铁矿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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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状硫化矿中黄铁矿多以碎块形式胶结在磁黄铁

矿中 (如图 2a) ,大量碎块的发育, 表明成矿流体

应为多期次成因,且在流体的上涌过程中,强动力

流体将早期形成的矿体打碎并胶结在一起 。

根据矿物间穿插关系, 在成矿流体运移的过

程中, 矿物的晶出顺序应为:黄铁矿—磁黄铁矿 —

针 (褐 )铁矿 —赤铁矿。同时, 把成矿流体的运移

过程分为 2期 4阶段, 2期为硫化物期和氧化物

期 。其中硫化物期进一步分为黄铁矿阶段和磁黄

铁矿阶段,而氧化物期进一步分为针 (褐 )铁矿阶

段和赤铁矿阶段 。

硫化物期以形成硫化物为主,本区块状硫化

物矿体就是该期形成的产物。硫化物期进一步分

为两个阶段,早期强还原性成矿流体为黄铁矿阶

段,形成矿物以黄铁矿为主;之后由于受到各种地

质条件和物理化学条件改变 (如围岩碳酸盐岩的

同化混染 、上层流体的加入以及温度和压力条件

的改变等 )的影响, 致使成矿流体的硫逸度逐渐

降低, 此时转为晚期磁黄铁矿阶段, 形成矿物则以

磁黄铁矿为主。并且硫化物晚期低硫逸度还原性

成矿流体还使部分在早期形成的黄铁矿转变成磁

黄铁矿 。随后氧逸度开始升高, 而硫逸度继续降

低,此时成矿流体进入氧化物期,块状褐铁矿和土

状氧化矿则是氧化物期的形成产物 。其中氧化物

早期以形成针 (褐 )铁矿为主, 为针 (褐 )铁矿阶

段,在褐铁矿中发育一些呈褐铁矿假象的黄铁矿

和磁黄铁矿碎块 (如图 2b), 表明这些褐铁矿碎块

应该是硫化物期形成的黄铁矿和磁黄铁矿被褐铁

矿期含矿流体氧化形成;而氧化物晚期则以形成

赤铁矿为主, 为赤铁矿阶段 。另外, “层间氧化

矿 ”具有特征的层控性, 且矿石矿物中胶状结构

和鲕状结构的大量发育 (图 2) , 证实了本区热水

喷流沉积成矿作用的存在 。

a硫化矿中磁黄铁矿 (Po)胶结早期鲕状黄铁矿 (Py) b褐铁矿 (Lim)中黄铁矿假象 、磁黄铁矿假象和磁黄铁矿 (Po)残余

图 2　“层间氧化矿”矿石镜下照片

3　结　论

“层间氧化矿 ”的矿石类型可分为硫化矿型

矿石和氧化矿型矿石, 其形成过程可分为两期四

阶段, 两期为硫化物期和氧化物期 。其中硫化物

期进一步分为黄铁矿阶段和磁黄铁矿阶段, 而氧

化物期则进一步分为针 (褐 )铁矿阶段和赤铁矿

阶段。

矿体产状和矿物结构表明, 个旧锡矿 “层间

氧化矿 ”并非为原生硫化矿经后期风化氧化形

成,而应为原始热水沉积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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