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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南维西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床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哀牢山－金沙江构造带之“三江”
成矿带中ꎬ为一处典型受构造控制的浅成热液矿床ꎮ 矿床内不同矿段具有不同的矿石组合类

型ꎬ相同矿段不同埋深亦具有不同的矿石组合类型ꎮ 其中望香台矿段由深至浅主要为辉铜矿、
白云石(铁白云石)组合ꎬ辉铜矿(铜蓝)、孔雀石、白云石组合及孔雀石、蓝铜矿、辉铜矿、褐铁矿、
石英组合ꎻ滑石板矿段由深至浅主要为黄铜矿、黄铁矿、石英组合ꎬ辉铜矿、白云石(铁白云石)组

合类型ꎮ 依据矿石组合类型将矿床成矿期划分为岩浆期、浅成低温热液成矿期及表生期三个成

矿期和黄铁矿阶段、黄铜矿阶段、辉铜矿阶段、硫化矿混合阶段及氧化矿阶段五个成矿阶段ꎮ 综

合分析认为ꎬ矿体形成于含矿岩浆热液沿构造裂隙上移过程中ꎬ随着外部环境变化及外来物质

的参与ꎬ富含铜、银等元素的成矿流体在有利部位富集成矿ꎬ且后期发生了强烈的次生富集及氧

化还原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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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西南“三江”成矿带是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

及贵金属成矿带之一ꎬ据统计成矿带内铜、银、锑、
锌等四种金属资源储量均占全国资源储量的 ２０％
以上(杨钻云 等ꎬ２０１０ꎻ邓军 等ꎬ２０１２ꎻ高兰 等ꎬ
２０１６ꎻ毕献武 等ꎬ２０１９)ꎬ成矿带内金、铜、银、铅、
锌等多金属矿床类型以斑岩型、浅成低温热液型

及矽卡岩型为主 (王治华 等ꎬ２０１２ꎻ石洪召 等ꎬ
２０１８ꎻ高歌 等ꎬ２０１９ꎻ边晓龙 等ꎬ２０２０)ꎮ 维西大宝

山铜金属矿床即位于该成矿带中ꎬ自矿床被发现

以来ꎬ前人对其做出了大量的基础地质及研究工

作ꎬ初步查明了矿床地质特征、矿体特征及规模、
矿石种类及矿石储量等(成连华 等ꎬ２００６ꎻ苏之良

等ꎬ２００４ꎬ２００６ꎻ巩鑫 等ꎬ２０１７ꎬ２０１９)ꎮ 前人通过对

矿石中铂族元素(ＰＧＥ)、微量元素及稀土元素地

球化学研究ꎬ认为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含矿热液ꎻ
通过矿石中 Ｓ 同位素追踪ꎬ基本查明了成矿流体

特征及物质来源(赵宇浩 等ꎬ２０１３)ꎮ
通过前人对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床大量的基础

地质及研究工作ꎬ分析认为矿体严格受构造裂隙

控制ꎬ不同矿段及同一矿段内不同矿体具有不同

的矿石组合ꎮ 如望香台矿段矿体深部为辉铜矿、
白云石(铁白云石)类型ꎬ浅部为孔雀石、蓝铜矿、
辉铜矿、褐铁矿、石英类型ꎻ滑石板矿段矿体深部

为黄铜矿、黄铁矿、石英类型ꎬ浅部为辉铜矿、白云

石(铁白云石)类型ꎬ表明矿体的形成具有不同的

成矿期次及成矿阶段ꎮ 本文预通过对矿体特征、
岩矿石组合特征、岩矿石岩相学特征进行系统分

析研究ꎬ划分成矿期次及成矿阶段ꎬ进而反演矿床

成矿机制ꎬ为研究矿床提供理论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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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区域地质背景

维西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床大地构造位于青藏

高原东南缘、上扬子地块西缘之三江成矿带内昌

都－兰坪－思茅微地块中部ꎬ东与中咱－中甸微地

块、金沙江 －哀牢山结合带相毗邻 (潘桂堂 等ꎬ
２００９ꎻ高兰 等ꎬ２０１６ꎻ毕献武 等ꎬ２０１９)(图 １ａ)ꎮ

矿床区域构造极为发育ꎬ以断裂构造为主ꎬ褶
皱构造不甚发育ꎮ 断裂构造大致呈 ＮＷ－ＳＥ、近
ＳＮ 向延伸ꎬ多延伸数公里至数百公里ꎬ以区域性

逆断裂为主ꎻ多数断裂大致呈平行展布ꎬ其构造具

有北端收紧、南部发散特征ꎮ 区域地层以古元古

界－中元古界、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新近系及

第四系地层为主ꎬ地层走向与构造线方向近似一

致ꎮ 其中古元古界－中元古界雪龙山组地层以云

母石英片岩、绢云母石英片岩、二云母片岩、石英

片岩及二云二长片麻岩等变质岩为主ꎻ三叠系地

层以板岩、变余粉砂岩及少许大理岩等为主ꎻ侏罗

系地层以砂岩、石英砂岩、泥质粉砂岩及泥岩为

主ꎻ白垩系地层以粉砂岩、砂岩、石英砂岩及泥砾

岩为主ꎻ第四系以残坡积堆积物为主(图 １ｂ)ꎮ 区

域内岩浆岩整体上不甚发育ꎬ仅存在少量闪长岩

体以岩株、岩脉出露(巩鑫 等ꎬ２０１９)ꎮ

图 １　 维西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床大地构造位置图

(ａ)(据潘桂堂 等ꎬ２００９ 改编)及区域地质简图ꎻ(ｂ)(据巩鑫 等ꎬ２０２０)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ａｎ Ｇｕｉ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０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ｐꎻ

(ｂ)(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ｏｎｇ Ｘｉｎ ｅｔ ａｌ ꎬ２０２０)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ｂａｏｓｈａｎ Ｃｏｐｐｅｒ－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Ｗｅｉｘｉ
１—第四系ꎻ２—新近系ꎻ３—白垩系下统景星组ꎻ４—侏罗系上统坝注路组ꎻ５—侏罗系中统花开左组ꎻ６—三叠系上统三合洞组ꎻ７—三叠系上

统攀天阁组ꎻ８—三叠系上统崔依比组ꎻ９—中元古界－古元古界ꎻ１０—逆断层ꎻ１１—正断层ꎻ１２—平移断层ꎻ１３—整合地质界线ꎻ１４—不整合

地质界线ꎻ１５—河流

３　 矿区地质

３ １　 构造

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区位于昌都－兰坪－思茅

微地块内ꎬ整体上褶皱构造不甚发育ꎬ受区域性望

香台大断裂影响ꎬ断裂构造较为发育ꎮ
矿区内出露望香台向斜及炉房沟向斜ꎮ 望香

台向斜出露于矿床东南部望香台附近ꎬ其规模相

对较小ꎬ轴向大致呈 ＮＥ 向延伸ꎬ延伸约 ５００ ｍꎬ两
翼地层相对较平缓ꎬ均为中梁子岩组绢云母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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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岩、石英片岩等ꎮ 炉房沟向斜出露于矿区西南

侧ꎬ其轴向大致呈 ＳＮ、ＳＳＮ 延伸ꎬ延伸约 ５５０ ｍꎬ两
翼地层相对较为平缓ꎬ东翼为中梁子岩组绢云母

石英片岩ꎬ西翼为中梁子岩组绢云母石英片岩及

大宝山岩组二云母二长片麻岩(图 ２)ꎮ
区域性大断裂－望香台断裂横穿矿区ꎬ受该大

断裂影响ꎬ区内次级断裂较为发育ꎬ规模大小不

等ꎬ多呈 ＮＥ、ＮＮＥ 向及近 ＳＮ 向延伸ꎬ延伸规模数

十米至数百米不等ꎬ其性质多为正断层(图 ２)ꎮ
Ｆ２、Ｆ４、Ｆ５ 为望香台断裂的次级断裂ꎬ规模相对较

大ꎬ大致呈平行展布ꎬ局部断层露头见有棱角状至

次棱角状角砾ꎮ Ｆ７、Ｆ８、Ｆ９、Ｆ１０、Ｆ１１为成矿构造ꎬ形

成矿体严格受其控制(图 ２)ꎮ 望香台断裂及次级

断裂为含矿热液的流动提供了通道ꎬ而成矿构造

为含矿热液的赋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ꎮ

３ ２　 地层

区内出露的地层较为单一ꎬ以下元古界雪龙

山变质岩系(ＭＰ)及第四系(Ｑ)为主ꎮ 依据岩性

组合及岩石变质特征将下元古界雪龙山变质岩系

划分为下元古界阿马普岩组(Ｐｔ１ａ)、下元古界中

梁子岩组(Ｐｔ１ｚ)、 下元古界大宝山岩组(Ｐｔ１ｄ)ꎮ
下元古界阿马普岩组以浅灰色、灰色含长石绢云

母石英片岩、石英片岩为主ꎬ其主要分布于矿床东

图 ２　 维西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床地质简图及矿体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ａｎｄ ｏｒｅ ｂｏｄ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ｂａｏｓｈａｎ ｃｏｐｐｅｒ－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Ｗｅｉｘｉ
１—第四系ꎻ２—下元古界大宝山组ꎻ３—下元古界中梁子岩组ꎻ４—下元古界阿马普组ꎻ５—闪长岩体ꎻ６—破碎带ꎻ７—正断层及编号ꎻ８—推测

断层ꎻ９—含矿断层及编号ꎻ１０—推测含矿断层ꎻ１１—向斜ꎻ１２—地层产状ꎻ１３—勘探线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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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ꎬ厚度较大ꎻ下元古界中梁子岩组以灰色、深灰

色绢云母石英片岩、斜长二云石英片岩、石英片岩

等为主ꎬ为主要赋矿层位ꎬ厚度大ꎻ下元古界大宝

山岩组分布于北部ꎬ岩性以浅灰色眼球状二云二

长片麻岩、黑云母二长片麻岩及绢云母二长片麻

岩为主ꎬ厚度相对较大ꎮ 第四系(Ｑ)冲积物主要

分布于坡度较缓的山坡、沟谷及河谷中ꎬ岩性多为

片岩、片麻岩转石及浮土为主(图 ２)ꎮ

３ ３　 岩浆岩

区内岩浆岩出露面积较小ꎬ且规模相对小ꎬ仅
在望香台向斜西翼出露少许斜长角闪片岩岩体ꎬ
岩体呈岩株、岩脉状产出ꎬ岩体展布方向与断裂构

造线方向近似一致(图 ２)ꎮ

４　 矿体及矿石特征

４ １　 矿体特征

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床内矿体均受断裂构造控

制ꎮ 依据矿体产出位置将其划分为望香台矿段、
滑石板矿段、青龙山矿段及二溪沟矿段ꎬ其中以望

香台矿段及滑石板矿段为主(图 ２)ꎮ
望香台矿段分布于矿区东南侧ꎬ由大小不等的

五条含矿带组成ꎬ其中以 Ｆ９、Ｆ１０、Ｆ１１三条为主ꎬ矿体

多呈脉状、层状及似层状ꎬ少许为透镜状(图 ３)ꎮ
矿体埋深相对较浅ꎬ大致呈 ＮＮＥ、ＳＮ 向延伸ꎬ控制

矿体走向长 １２０ ６７０ ｍ、倾向延伸 ８０ ４６０ ｍꎬ倾

图 ３　 维西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床 ６５ 号勘探线剖面

Ｆｉｇ ３　 Ｎｏ ６５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ｂａｏｓｈａｎ ｃｏｐｐｅｒ－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Ｗｅｉｘｉ
１—第四系ꎻ２—下元古界中梁子岩组ꎻ３—下元古界阿马普组ꎻ４—浮土ꎻ５—绢云母石英片岩ꎻ６—斜长角闪片岩ꎻ７—角闪石英片岩ꎻ８—绿帘

石角闪片岩ꎻ９—斜长角闪石英片岩ꎻ１０—二云片岩ꎻ１１—二云石英片岩ꎻ１２—破碎带ꎻ１３—矿体及编号ꎻ１４—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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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４９° ７２°ꎬ矿体厚度由浅部向深部逐渐增大ꎮ
Ｃｕ 品位变化较大ꎬ浅部矿石以孔雀石、蓝铜矿、铜
蓝、辉铜矿及褐铁矿为主ꎬ中深部矿石以辉铜矿、
蓝铜矿及孔雀石为主ꎮ

滑石板矿段分布于矿区中南部ꎬ主要由 Ｆ７、Ｆ８

含矿带组成ꎬ矿体多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及囊

状ꎮ 矿体埋深相对较浅ꎬ大致呈 ＳＮ、ＮＮＥ 及 ＮＥ
向延伸ꎬ局部受岩体影响发生扭曲ꎬ控制矿体走向

长 ２２０ ７００ ｍ、倾向延伸 ５５ ３５０ ｍꎬ倾角 ４６°
６２°(图 ４)ꎮ 矿石矿物以黄铜矿、辉铜矿等为主ꎮ

图 ４　 维西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床 ５３ 号勘探线剖面

Ｆｉｇ ４　 Ｎｏ ５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ｂａｏｓｈａｎ ｃｏｐｐｅｒ－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Ｗｅｉｘｉ
１—第四系ꎻ２—下元古界中梁子岩组ꎻ３—浮土ꎻ４—闪长岩ꎻ５—斜长角闪片岩ꎻ６—石英角闪片岩ꎻ７—绿帘石角闪片岩ꎻ８—斜长角闪石英片

岩ꎻ９—二云片岩ꎻ１０—二云石英片岩ꎻ１１—二云石英片岩ꎻ１２—破碎带ꎻ１３—矿体及编号ꎻ１４—矿化体ꎻ１５—产状

４ ２　 矿石特征

矿石矿物以含铜矿物为主ꎬ主要为黄铜矿、辉
铜矿、孔雀石、蓝铜矿、铜蓝、斑铜矿等ꎬ伴生有褐

铁矿及辉银矿等(巩鑫 等ꎬ２０２０)ꎮ 其中黄铜矿、
辉铜矿、铜蓝及斑铜矿主要分布于矿体中深部ꎬ浅
部受后期次生氧化富集作用多为孔雀石及蓝铜

矿ꎮ 依据矿石矿物组合特征将其划分为黄铜矿＋
黄铁矿＋石英、辉铜矿＋白云石(铁白云石)、辉铜

矿(铜蓝)＋孔雀石＋白云石、孔雀石＋蓝铜矿＋辉铜

矿＋褐铁矿＋石英等组合ꎮ
黄铜矿＋黄铁矿＋石英:该组合主要分布于滑

石板矿段中浅部ꎮ 黄铜矿呈黄铜黄色ꎬ多呈粒状、
团块状、脉状等产出ꎮ 粒状黄铜矿颗粒大小不等ꎬ
少许晶形较好ꎻ脉状黄铜矿呈细脉状分布于石英

间ꎮ 黄铁矿多呈粒状产出ꎬ少许棱角明显ꎬ脉石矿

物多以团块状石英为主(图 ５ａ)ꎮ 镜下黄铜矿呈

团块、浸染状分布ꎬ局部可见晚期黄铜矿包裹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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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铁矿、早期黄铁矿被侵蚀等现象(图 ５ｂꎬｃ)ꎮ
辉铜矿＋白云石(铁白云石):该矿石组合主

要分布于滑石板矿段、望香台矿段中深部ꎬ为矿床

主要矿石类型ꎮ 辉铜矿多呈团块状、粉末状及脉

状产出ꎬ少许中部矿石中可见有孔雀石等氧化矿

物(图 ５ｄ)ꎻ脉石矿物以白云石、石英等为主ꎮ 镜

下辉铜矿呈团块状、溶蚀状ꎬ局部见有少许硫砷银

矿、雄黄、雌黄等伴生矿物(图 ５ｅꎬｆ)ꎮ
辉铜矿(铜蓝)＋孔雀石＋白云石:该矿石组合

类型主要分布于望香台矿段中部ꎬ出露埋深 １００
２００ ｍꎬ为矿床望香台矿段主要矿石类型ꎮ 辉铜

矿呈团块状、溶蚀状产出ꎬ受弱次生富集作用及氧

化作用而形成少许孔雀石ꎬ孔雀石多呈薄膜状覆

盖于辉铜矿表面ꎻ脉石矿物以白云石为主ꎮ
孔雀石＋蓝铜矿＋辉铜矿＋褐铁矿＋石英:为望

香台矿段主要矿石类型ꎬ主要分布于矿体浅部ꎬ为
辉铜矿次生富集及氧化作用产物ꎮ 孔雀石呈片

状、团块状、脉状及块状产出ꎬ多与蓝铜矿及辉铜

矿共生ꎬ局部因差异性溶蚀形成溶蚀孔洞 (图

５ｇ)ꎮ 脉石矿物多以石英、白云石等为主ꎬ石英以

团块状、颗粒状产出ꎮ 镜下孔雀石与辉铜矿共生ꎬ
少许孔雀石以细脉状穿插辉铜矿及石英(图 ５ｈꎬ
ｉ)ꎮ 镜下石英呈团块状ꎬ可见有蚀变边现象(图
５ｈ)ꎮ

图 ５　 维西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床矿石特征

Ｆｉｇ ５　 Ｏ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ｂａｏｓｈａｎ ｃｏｐｐｅｒ－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Ｗｅｉｘｉ
ａ—粒状黄铜矿、石英ꎻｂ—单偏光镜下黄铜矿、黄铁矿及石英ꎻｃ—单偏光镜下黄铜矿、黄铁矿、石英及方解石ꎻｄ—辉铜矿、白云石及石英ꎬ
见少许褐铁矿化ꎻｅ—正交偏光镜下辉铜矿及伴生硫砷铜银矿ꎻｆ—正交偏光镜下辉铜矿、蓝铜矿及石英ꎻｇ—孔雀石、蓝铜矿及辉铜矿等ꎻ
ｈ—正交偏光镜下辉铜矿、脉状孔雀石及石英ꎻｉ—正交偏光镜下脉状孔雀石、辉铜矿及石英

Ａｚ—蓝铜矿ꎻＣａｌ—方解石ꎻＣｃｐ—黄铜矿ꎻＣｈａ—辉铜矿ꎻＤｏｌ—白云石ꎻＬｉｍ—褐铁矿 Ｍａｌ—孔雀石ꎻＱｔｚ—石英ꎻＰｅ—硫砷铜银矿

５　 成矿期次划分

依据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床矿体特征、矿石矿

物组合特征及岩矿石镜下矿相学特征ꎬ将大宝山

铜多金属矿床划分为岩浆期(Ⅰ)、浅成热液成矿

期(Ⅱ)及表生期(Ⅲ)三个成矿期次ꎬ黄铁矿阶

段、黄铜矿阶段(Ⅱ－１)、辉铜矿阶段(Ⅱ－２)、硫化

矿混合阶段(Ⅱ－３)及氧化矿阶段五个成矿阶段

(图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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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岩浆期:为成矿早期阶段ꎮ 成矿早期深部

高温、高压、高粘度岩浆随着温度、压力等外部条

件的变化ꎬ成矿物质结晶而形成自形程度较好的

粒状、块状黄铁矿颗粒ꎻ脉石矿物以粒状石英等为

主ꎬ此过程中蚀变以硅化为主(图 ６)ꎮ
Ⅱ－热液期:为主要成矿期ꎮ 依据矿石组合特

征及镜下特征又可将其划分为三个成矿阶段ꎮ
Ⅱ－１ 黄铜矿阶段:为成矿期的前期阶段ꎮ 含

矿高温、高压热液沿构造裂隙上涌ꎬ在相对深部随

着温度、压力的变化形成黄铜矿、及少量黄铁矿

等ꎬ矿物以半自形－自形晶为主ꎬ少许为团块状ꎬ脉
石矿物以白云石、铁白云石及石英等为主ꎮ 蚀变

以硅化及绢云母化为主(图 ６)ꎮ
Ⅱ－２ 辉铜矿阶段:为主要成矿阶段ꎮ 含矿热

液沿断裂构造上移过程中ꎬ随着温度、压力的降

低ꎬ形成了团块状、脉状及粉末状辉铜矿ꎬ同时形

成辉银矿、硫砷铜银矿、雄黄及雌黄等伴生矿物ꎬ
多以包含及被包含关系ꎻ脉石矿物以白云石、铁白

云石等为主ꎬ呈块状、团块状产出ꎮ 蚀变以碳酸盐

化及青磐岩化为主(图 ６)ꎮ
Ⅱ－３ 硫化矿混合阶段:为主要成矿阶段ꎮ 含

矿热液在上移过程中ꎬ随着温度的继续降低ꎬ成矿

流体中铜、银等以辉铜矿、斑铜矿、铜蓝、辉银矿、
硫砷银矿等形式产出ꎬ矿石多以块状、浸染状及薄

膜状为主ꎻ脉石矿物以白云石及石英等为主ꎮ 蚀

变以青磐岩化及碳酸岩化为主(图 ６)ꎮ
Ⅲ－表生期:为成矿后期ꎬ主要以辉铜矿的次

生富集及氧化作用为主ꎮ 辉铜矿及其伴生的辉银

矿等在后期氧化作用中ꎬ形成了薄膜状、团块状及

脉状孔雀石、蓝铜矿及褐铁矿等矿物ꎬ其多与原生

辉铜矿相伴生ꎬ局部因差异性风化剥蚀而形成溶

蚀孔洞ꎮ 蚀变以孔雀石化、褐铁矿化为主(图 ６)ꎮ

图 ６　 维西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床成矿期次及阶段划分

Ｆｉｇ ６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ｂａｏｓｈａｎ ｃｏｐｐｅｒ－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Ｗｅｉｘｉ

６　 成矿机制

云南维西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床为一典型的以

铜为主的浅成热液多金属矿床(苏之良 等ꎬ２００６ꎻ
赵宇浩 等ꎬ２０１３ꎻ巩鑫 等ꎬ２０１９ꎬ２０２０)ꎬ依据前人

对矿石中 Ｓ 同位素及赋矿围岩中 Ｃｕ 等元素含量

分析认为ꎬ成矿元素 Ｃｕ、Ａｇ 等来自于深部岩浆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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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及成矿流体对地层的萃取等ꎬ具有多种来源等

特征(赵宇浩 等ꎬ２０１３ꎻ巩鑫 等ꎬ２０２０)ꎮ 赵宇浩等

通过对矿石中铂族元素(ＰＧＥ)、微量及稀土元素

进行地球化学特征研究ꎬ认为成矿元素来自于深

部岩浆ꎮ
矿体特征、矿石组合类型、矿石组构及矿化蚀

变特征是热液成矿作用过程及矿床类型最为显著

的特征之一(唐菊兴 等ꎬ２０１６ꎻ郭娜 等ꎬ２０１９ꎻ黄瀚

霄 等ꎬ２０１９ꎻ倪培 等ꎬ２０２０)ꎬ依据上述特征亦可反

演矿床形成机制ꎮ 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床矿体严格

受断裂构造控制ꎬ依据岩矿石种类、岩矿石组合特

征及岩矿石镜下特征ꎬ依次将本矿床成矿期划分

为岩浆期、热液成矿期及表生期三个成矿期ꎬ黄铁

矿阶段、黄铜矿阶段、辉铜矿阶段、硫化矿混合阶

段及氧化矿阶段五个成矿阶段ꎮ 岩浆期以黄铁

矿、石英等高温矿物为主ꎬ且自形程度较高ꎬ蚀变

以硅化为主ꎻ热液期为矿床主要成矿期次ꎬ以形成

大量的黄铜矿、辉铜矿、斑铜矿及铜蓝为主ꎬ伴生

有辉银矿、硫砷铜银矿等矿物ꎬ蚀变以绢云母化、
青磐岩化及碳酸岩化为主ꎻ表生期主要以孔雀石

及蓝铜矿等矿物为主ꎬ伴生有褐铁矿等矿物ꎬ蚀变

以孔雀石化、褐铁矿化为主ꎮ
通过对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床矿体特征、矿石

类型、矿石组合特征及矿化蚀变等分析认为ꎬ大
宝山铜多金属矿床形成机制为:早期高温、高压、
高粘度岩浆在深部结晶形成粒状、自形程度较好

的黄铁矿ꎻ随后成矿流体沿构造裂隙上移ꎬ伴随

着温度、压力的变化及外来物质的参与ꎬ结晶形

成黄铜矿、辉铜矿、斑铜矿等矿物ꎬ伴生有辉银

矿、硫砷铜银矿等ꎻ进入表生期ꎬ在次生富集及氧

化作用下发生氧化还原反应ꎬ形成孔雀石、蓝铜

矿及褐铁矿等矿物ꎮ 最终形成了大宝山铜多金

属矿床ꎮ

７　 结论

(１)大宝山铜多金属矿床是一典型受构造控

制的浅成热液型矿床ꎬ矿石矿物以铜矿物为主ꎬ主
要为黄铜矿、辉铜矿、孔雀石、蓝铜矿、铜蓝、斑铜

矿等ꎬ伴生有辉银矿及褐铁矿等ꎮ
(２)依据矿体特征、矿石组合及结构构造特

征ꎬ将其划分为岩浆期、热液成矿期及表生期三个

成矿期次ꎻ黄铁矿阶段、黄铜矿阶段、辉铜矿阶段、

硫化矿混合阶段及氧化矿阶段五个成矿阶段ꎮ
(３)依据矿床成矿期次认为ꎬ矿床形成于岩浆

期后ꎬ成矿流体沿构造裂隙上移过程中ꎬ随着温

度、压力的变化及外来物质的参与ꎬ在有利部位富

集成矿ꎬ且后期发生了强烈的次生富集及氧化还

原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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