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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地块西南缘 I O C G成矿作用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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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O C G 矿床概述

铁氧化物
一

铜
一

金矿床 ( oI c G ) 的概念是由 iH tz m an 等 ( 19 9 2) 通过总结世界最大的综合性矿床一 ol y哪 ic

D a m 及类似矿床的特征提出的
,

是一类 由大量铁氧化物 (低钦磁铁矿和 /或赤铁矿 ) 与铜 (金 ) 多金属硫化

物矿石伴生的贫硫多金属矿床 ( H i t z m a n ,

2 0 0 0 ; 毛景文等
,

2 0 0 8 ; 聂凤军等
,

2 0 0 8 ; G r o v e S e t a l
.

,

2 0一。 )
。

该概念自提出以来
,

由于矿床个体特征差异大
,

成因类型复杂
,

对矿床类型的界定曾经一度因过于宽泛而

饱受争议
,

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
,

后者更具成因意义
。

综合 H i t z m a n ( 2 0 0 0 )
、

S i l li t o e ( 2 0 0 3 )
、

C o rr i v e a u ( 2 0 0 6 )
、

W i l li a m S ( 2 0 0 5
,

2 0 10 ) 和 G r o v e S ( 2 0 10 )

等的定义
,

狭义 IO C G 矿床主要有以下识别特征
: ①含大量低钦铁氧化物 (一般

>
20 % ) 的低硫铜

一

金成矿系

统
,

与含大量硫化铁的铜
一

金矿床的主要区别
; ②矿床分布受断裂控制

,

且与同空间的侵入岩关系不明确
,

与跟侵入岩直接相关的矿浆型 (如 iK ur
n a ) 和矽卡岩型矿床相区别

; ③发育大量角砾岩筒矿体
、

热液脉体

和交代结构
; ④可产于多种围岩类型中

,

围岩多发育大规模 N a 、

N a 一

C a 及 K 化等蚀变作用 ; ⑤热液石英含

量远小于铁氧化物
,

与斑岩型矿床相区别
。

此外
,

还有一些在很多 IO C G 矿床中出现
,

但部分矿床不发育
,

如与区域性侵入体有时空关系
、

与其他富铁建造关系密切
、

具不同含量的铀
,

轻稀土
,

银
,

钻
,

钡
,

氟等

元素 ( 陈华勇
,

2 0 12 )
。

这类矿床 由于成矿特征复杂
、

规模大
、

品位高
、

可利用元素多
、

埋藏浅和易采选等特点
,

潜在经济和

理论研究价值巨大
,

一直备受学术界和勘查界关注
。

我国目前已识别的 I O C G 或类似矿床主要分布在扬子

地块西南缘康滇地区 (拉拉
、

大红山等 )
、

海南五指山地区 ( 石碌 )
、

以及新疆东
、

西天山地区 (雅满苏
、

天湖
、

查岗诺尔等 )
。

2 扬子地块西南缘元古宙铁铜 (金 ) 矿床研究现状

扬子地块西南缘的康滇地区是我国重要的铁铜资源基地之一
。

该区传统上称为
“

康滇地轴
” ,

北起康定
,

南抵红河
,

南北长 8 0 0 k m
,

东西方向南宽 3 0 0 k m
,

北窄 7 0 k m
,

状似
“

火腿
, , ,

面积约 一2 0 0 0 0 k m Z ; 大地构

造上东由安宁
一

绿汁江断裂与会理
一

昆明裂陷带相接
,

西南以红河断裂带与三江造山带相邻
,

北邻盐源
一

丽江

裂陷带
,

是我国著名的南北向构造带 (戴杰敏等
,

19 92
; 耿元生等

,

2 0 0 8)
。

区内构造变形和变质情况复

杂 ( G er en tr ee et al
.

,

2 0 08 ; 耿元生等
,

20 08 )
,

元古宙变质岩浆杂岩
、

火山
一

沉积建造广泛分布 (杨红等
,

2 0 13
,

2 0 14 )
,

成矿条件优越
,

产有
“

大红山式
” 、 “

稀矿山式
” 、 “

鹅头厂式
’ ,

铁铜矿
、 “

易门式
, , 、 “

凤山式
, , 、

“

桃园式
” 、 “

拉拉式
’ ,

铜矿等一系列著名的铁
、

铜多金属矿床
,

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具特色的铁铜多金属资源

产区 ( 孙克祥等
,

19 9 1 ;

hZ
a o ,

2 0 10 : 宋昊等
,

2 0 12 ; 侯林等
,

ZO 13 a )
。

这些产于元古宙火山
一

沉积建造中的铁铜 (
一

金 ) 矿床传统上多被认为是火山喷流
一

沉积
一

改造成因
,

属

V H M S 型矿床
,

且受到了后期变质改造 ( 钱锦和等
,

19 90
; 孙克祥等

,

19 91 蒋家申等
,

19 9 6 ; 钟昆明等
,

19 9 9 ; 侯增谦等
,

2 0 03 ; 吴孔文等
,

2 0 0 8)
。

然而
,

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显示
,

这些矿床虽然特征上有差

异
,

但以会理拉拉
、

东川稀矿山
、

武定逸纳厂和新平大红山等地为代表的铁铜矿床在构造背景
、

成矿元素

组合
、

铁氧化物及矿石组构
、

蚀变组合等方面都可与典型 OI c G 矿床进行对比 (李泽琴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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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r e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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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7 ; 方维首等
,

2 0 0 9
,

2 0一4 ;

劝
a o e t a l ” 2 0一O

,

2 0一
,

2 0一3 ; 宋世伟等
,

2 0一2 ; C h e n e t a l
.

,

2 0 一4
,

2 0 一5 ; 黄

从俊等
,

2 0一5 )
,

G r e e n tr e e ( 2 0 0 7 ) 称之为康滇 I O C G 成矿省 (带 )
。

研究表明
,

它们形成于统一的构造

背景
,

是扬子地块西南缘元古宙重大构造
一

岩浆事件和大地构造演化的结果 (方维首等 2 0 09 ; z h ao e t a l
.

,

2 0 1 3 ;

王生伟等
,

2 01 3 ; 郭阳等
,

2 0 14 ) ; 可能与 C ol u

mb i a 超大陆裂解和 R de iin a 超大陆拼贴事件有关 (王红军

等
,

2 0 0 9 ; 王奖臻等
,

2 0 12 ; 侯林等
,

ZO 13b )
。

3 康滇地区 I O C G 主要成矿特征

以新平大红山
、

会理拉拉
、

东川稀矿山等为代表的铁氧化物铜 (金 ) 矿床具有以下相似特征
:

( l) 成矿元素结合都以 F e 、

C u 为主
,

含大量低 iT 磁铁矿或赤铁矿
,

低 S 贫 P b
、

Z n ,

伴生可综合利

用元素有 A u 、

C o 、

u
、

A g ( R EE
、

p d ) 等 (钱锦和等
,

19 9 0 ; 朱志敏
,

2 0 1 1 )
,

有别于典型 V M S 型和 S e d e x

型矿床
。

如大红山铁铜矿床探明 eF 矿石 ( FT
e 平均 40 % ) 资源量 4 60 M t

,

C u (平均 住78 % ) 金属量近 14 OM t
,

伴生 A u 16 t
、

A g 14 l t
、

C o l
.

s t
,

T i o Z最高 一6 %
,

平均 一4 % ( 云南省地质矿产局
,

一9 8 3 ) ; 拉拉铜矿落幽矿

区探明矿石量 6 0石一M t
,

其中 T F e 一5
.

4 8 %
,

e u 0 9 5%
,

A u o一 6 9 t/
,

A g 一8 8 g zt
,

R E E o一 4 %
,

T i o : 最高 0 2 一%
,

平均 0
.

13 % ( 四川省地质矿产局
,

19 8 3)
。

与典型 OI C G 矿床相比
,

伴生 A u 品位较低
,

多不能达到工业品

位
,

但可综合利用
。

( 2 ) 都处于康滇地轴区域和局部重力和航 (地 ) 磁正异常范围内
,

以及区域不同方向线性构造和遥感

环形构造交切部位 ( 吴健明等
,

19 98 )
,

与典型 I O C G 矿床地球物理场基本特征一致
。

( 3 ) 矿床都受构造控制
,

矿体与 同空间的基性 (辉长岩
、

辉绿岩 )
、

中酸性 (石英钠长斑岩
、

钠长细

晶岩等 ) 岩体关系不明确
,

一般侵入岩体形成稍晚于容矿的变质火山
一

沉积岩
。

( 4 ) 容矿围岩都为浅变质的海相火山
一

沉积岩系 (即细碧
一

角斑岩系或黑云片岩
、

凝灰岩
一

碳酸盐岩 )
。

围岩中角砾岩普遍发育
,

如大红山矿区 11 1
边部

、

m 号矿体内普遍发育规模不等的角砾岩
,

钱锦和等 ( 1 9 9 0)

将之归为火山角砾岩
; 但近年陆蕾等 ( 201 4) 则认为是隐爆角砾岩

,

与成矿关系密切
。

吴建明等 ( 19 9 8)

认为东川稀矿山矿床的容矿围岩与 Ol y哪 ic D a m 类似
,

存在富赤铁矿的角砾岩
。

而李巨初等 ( 19 94) 研究

认为
,

康滇地区呈
“

刺穿体
”
状分布较广泛因民角砾岩与典型 IO C G 矿床角砾岩差别较大

,

不能作为该区寻

找此类矿床的标志
。

可见
,

对于该区角砾岩与成矿的关系仍需开展系统研究
。

( 5 ) 都发育广泛的 N a 一

C a 或 K 化蚀变作用
。

如大红山矿床 I 号矿带发育棕云母化和绿泥石化
,

11 1
矿

体边部发育广泛的钠长石化
、

硅化蚀变
,

可作为找矿标志
,

111 号矿体顶部则发育广泛的绢云母化
; 富磁铁

矿体晚期发育较多钠化
、

硅化和碳酸盐化
,

形成网脉状构造
。

稀矿 山矿床发育硅化
、

绢云母化
、

钠长石化

和碳酸盐化
。

拉拉矿床广泛发育黑云母化
、

硅化
、

钠长石化
、

钾长石化和碳酸盐化等
。

( 6 ) 都形成于元古代扬子地块西南缘的拉张裂谷环境
,

与前寒武纪全球 (超 ) 大型铜多金属成矿高峰

期和环境一致
。

拉拉
、

稀矿山处于元古代被动大陆裂谷系中部的会理
一

东川坳拉槽内
,

大红山矿床则处于其

南部西缘的新平陆隆裂陷带内 (吴健明等
,

19 9 5)
。

( 7) 都具有两期 (或以上 ) 成矿作用
。

康滇地区元古宙铁铜矿床普遍经历了火山
一

喷流沉积期和热液

期成矿作用
。

其中火山
一

喷流期已有较系统的研究
,

基本达成共识
,

多认为与 C o fu mb i a 超大陆裂解有关 ( z h ao

e t a l ” 2 0 1 1 : 王奖臻等
,

2 0 12 ; 宋昊
,

2 0 14 ; e h e n e t a l
.

,

2 0一5 ) ; 但对于热液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

对

于热液的性质
、

来源
、

驱动力及其在 F e 、

C u 多金属矿化富集过程中的地位及贡献仍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系统

研究
。

综上
,

康滇地区元古宙铁铜 (金 ) 多金属矿床与典型 IO C G 矿床有较多相似性
。

从 IO C G 成矿新视觉

出发
,

重新审视这类传统的
“

火山
一

沉积
一

变质改造矿床
” ,

加强矿床典例剖析和区域成矿规律认识
,

特别是加

强热液期成矿作用研究
,

无疑对该区找矿勘查具有重要意义
,

进而积极推动对扬子地块西缘早期地质演化

过程的认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