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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铁矿带惠民式<疆峰式铁矿床特征与含铁建造
!

许 东，任治机，余海军，尹光侯，段建中
（云南省地质调查局，云南 昆明 $:"":#）

摘 要 通过对惠民式和疆峰式铁矿的研究，认为它们都是受变质中基性火山岩建造控制的海相火山<沉积型

铁矿床，前者兼有条带状含铁建造（?*@）和粒状含铁建造（A*@）的特征，而后者则为条带状含铁建造。它们均具备元

古代条带状铁硅建造铁矿的特征，满足形成前寒武纪大型条带状含铁建造的“大型海洋热液供应系统、作为沉积仓

储的大陆架体貌及有能力联系这两者的海洋层体”三要素，以及形成大型火山<喷流<沉积型铁矿的条件。赋存惠民

式和疆峰式铁矿的元古代澜沧岩群及大勐龙岩群构成了澜沧江铁矿成矿带，其同生喷流沉积<内生蚀变改造<外生淋

滤富集的演化特点清楚。澜沧岩群中的惠民式铁矿属火山<沉积苏必利尔湖型铁矿，与锰共生；大勐龙岩群中的疆峰

式铁矿为火山<喷流阿尔果马型铁矿，以含少量硫为特征。这两类铁矿床从火山喷流沉积到变质改造等，均可在矿床

成因模式中找到相应的位置。研究结果表明，在该区寻找条带状含铁建造铁矿的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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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地区是中国重要的海相火山岩型铁多金

属成矿带。在“三江”地区南段的临沧花岗岩基南端

两侧，澜沧县的惠民铁矿及勐海县的疆峰铁矿均赋

存于元古界变质岩系中，属前寒武系受变质中基性

火山岩建造控制的海相火山<沉积型铁矿床，是澜沧

江铁矿成矿带的组成部分!。两者分别产于元古界

澜沧岩群及大勐龙岩群的A个含铁火山岩建造内。

惠民<西定地区的澜沧岩群中有惠民、西定等铁矿

床，景洪<大勐龙地区的大勐龙岩群中有大勐龙、国

防、疆锋、曼老等铁矿床，据此将该带划分为：双江<
澜沧古<中元古代火山<沉积型铁矿成矿（西）亚带（惠

民），以及云县<景洪古元古代（含晚三叠世）火山<喷

流型铁矿成矿（东）亚带（大勐龙）"（图B）。

惠民和疆峰两个铁矿区的工作程度为详查和普

查，已查明前者的规模达超大型，后者达中型。其找

矿前景及资源潜力引起了地学界众多学者的关注。

前人对矿床的基本特征和成因、成矿时代与控矿因

素等，作了较多的研究与报道（冯本智等，BCDA；曾群

望，BCDE；范承均，BCDA；赵准，BCCF；罗君烈；BCCG；等

等）。但以往研究的侧重点各异，尚不够深入和系

统，尤其是关于矿床的含矿建造及其古构造环境、时

代依据等较为模糊，控岩控矿因素、成矿系列与特征

不明，有关惠民式和疆峰式（原国防式）（杨荆舟等，

BCCD）两类铁矿床的确切内涵与资料较少，对矿床深

部及外围找矿潜力的研究较缺乏等，成为该区域找

矿勘查的瓶颈。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云南省铁矿

单矿种资源潜力评价（AHHC）”项目的系统梳理与研

究，进一步明确了惠民铁矿和疆峰铁矿含矿建造的

构造属性、矿床特征与成因机理，将其分别厘定为

东、西成矿亚带#的典型矿床和矿产预测类型———惠

民式火山<沉积型铁矿床、疆峰式火山<喷流型铁矿床

（图B）。经潜力评价，整个澜沧江铁矿带的铁资源量

达百亿吨，规模巨大，其中西（惠民）亚带占DIJ，东

（大勐龙）亚带占BEJ。论证了该成矿带内的矿床为

条带状含铁建造矿床，并与典型的条带状含铁建造

矿床进行了对比，认为西亚带的惠民式铁矿床属苏

必利尔湖型铁矿床，东亚带的疆峰式铁矿床为火山<
喷流阿尔果马型铁矿床。这对区域成矿模式和成矿

系列（陈毓川等，BCCF）的建立，对指导找铁潜力很大

的“三江”地区的找矿突破具有重要意义。

B 地质背景及主要矿床

澜沧惠民<大勐龙铁矿成矿带位于西南“三江”

成矿带的南段，临沧<双江陆缘弧带的西南缘，与印

支期<燕山期临沧花岗岩基为邻，西接澜沧俯冲增生

杂岩带，是一条环扬子陆块西缘的KL向岛弧带（图

B）。该带呈近KL向展布，主体沿临沧花岗岩基西侧

分布，在云南绵延约FMHN%，宽约BHN%，北起凤庆、

云县，经双江、澜沧、勐海，向南延入缅甸境内，成为

该地区广泛分布和出露的主要地质体。

该区域出露的地层有古<中元古界澜沧岩群及

大勐龙岩群、古生界、中生界侏罗系<白垩系红层和

新生界新近系，缺失中生界下部，总厚度近万米；岩

性主要为碎屑岩、火山岩、化学沉积岩等。该区历经

了加里东期、海西期、印支期等多期次构造运动，褶

皱和断裂都很发育；与构造运动相伴的海相火山喷

发活动强烈，火山喷发<沉积硅铁建造控制了惠民特

大型铁矿床等的形成与产出。

该成矿带内有元古界澜沧岩群、大勐龙岩群及

上三叠统等F个含铁火山岩建造。其中，惠民<西定

地区的铁矿床及含铁建造赋存于澜沧岩群；景洪大

勐龙地区有A个铁矿含矿层位：$ 大勐龙岩群，如大

勐龙、国防、疆峰、曼老铁矿床等；% 上三叠统，如曼

养、曼南坎、曼允等铁矿床。因此，该成矿带可进一

步划分为东、西A个亚带：双江<澜沧古<中元古代惠

民 式火山<沉积型铁矿成矿（西）亚带，以惠民铁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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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南澜沧江地区地质矿产简图

!—新近系砂泥岩；"—侏罗系红层；#—三叠系$侏罗系砂页岩；

%—三叠系砂岩；&—二叠系砂岩、砂页岩；’—石炭系$二叠系火山

杂岩；(—奥陶系$志留系砂页岩；)—元古界变质岩；*—花岗岩；

!+—二叠纪基性杂岩；!!—地质界线；!"—不整合界线；!#—断

层；!%—铁矿带界线；!&—铁矿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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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矿床；云县$景洪古元古代疆峰式火山$喷流型铁

矿成矿（东）亚带，以疆峰铁矿为典型矿床。

!/! 惠民式铁矿

惠民铁矿床赋存于西成矿亚带的古$中元古界

澜沧岩群中，下部为硅质、泥质建造，中部以火山$沉

积建造为主，上部为泥砂质类复理石建造，是活动性

较强的构造环境下的产物，其中的变质基性火山岩

与成矿关系密切，形成了典型的火山$沉积型菱铁磁

铁矿矿床，“惠民式”铁矿是该区最有远景的铁矿床

类型。岩石化学和地球化学研究表明，该亚带内与

成矿有关的火山岩为大洋型火山岩，或接近大洋一

侧的岛弧型火山岩，属海底火山喷发$沉积成因，其

成岩成矿时代为古$中元古代!"（刘增池，!*)&；罗君

烈，!**&）。

惠民铁矿床产于由澜沧岩群组成的相邻的"个

次级CR向宽缓背、向斜内，发育有CS向、CR向、

SR向、近SR向%组断裂，以CS向和CR向"组

最为发育，均对矿体有破坏作用。

区内岩浆活动频繁，有古$中元古代的橄榄岩、

辉绿岩、基性火山岩，以及海西期$喜马拉雅期花岗

岩。其中，古$中元古代基性火山岩与矿床的关系最

为密切。

区内经受了强烈的低压区域动力热流变质作

用，出现了绿片岩相的绢云母$绿泥石、黑云母、铁铝

榴石#个变质带。

澜沧岩群自上而下分为西定岩组（I8!$"!）、惠民

岩组（I8!$""）、勐满岩组（I8!$"#），铁矿主要产于惠

民岩组中。惠民岩组由#个火山喷发$沉积旋回组

成。其下段（I8!$""!）为变中性喷发$沉积旋回，主要

岩性有变钠长斑岩、细碧岩、变凝灰岩、变沉凝灰岩，

底部夹一层不稳定铁矿（+矿层）。中段（I8!$"""）为

变基性喷发$沉积旋回，由变基性熔岩$凝灰岩$鳞绿

泥石千枚岩$铁矿层组成*个完整的喷发旋回，自下

而上形成了#!、#"、##、#%、$!、$"、%（%!、%"）、

&、’等*层铁矿（图"），其中，##、$!、$"、&为主

要矿层；该旋回内的变基性熔岩与铁矿的关系最为

密切，岩石以富铁、铝、镁、贫钛为特征，岩石化学成

分接近大洋中脊玄武岩，表明其为活动带早期岩浆

活动的产物。上段（I8!$""#）为变中性喷发$沉积旋回

（冯本智等，!*)"），由中性火山凝灰岩$方解石片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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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惠民矿区地质图

"—第四系；!—下古生界变质石英砂岩；#—西定岩组石英片岩；$—惠民岩组上段变质中性火山岩；%—惠民岩组中段变质基性火山岩；

&—惠民岩组下段变质中性火山岩；’—勐满岩组石英云母片岩；(—矿体及编号；)—正断层及编号；"*—逆断层及编号；""—实测地质界

线；"!—推测地质界线；"#—实测角度不整合界线；"$—推测角度不整合界线

+,-.! /0121-,34254617890:;,5,<1=0>,?8=,38
"—@;480=<4=A；!—B1C0=D42401E1,3F;4=8E?4<>?81<0；#—@;4=8EG?39,?817H,>,<-+1=548,1<；$—I08451=69,3,<80=50>,480J1234<,3=13K17L6M
60=505N0=17:;,5,<+1=548,1<；%—I08451=69,3N4?,3J1234<,3=13K17I,>>20505N0=17:;,5,<+1=548,1<；&—I08451=69,3,<80=50>,480J12M
34<,3=13K17B1C0=505N0=17:;,5,<+1=548,1<；’—@;4=8EG5,34G?39,?817I0<-54<+1=548,1<；(—O=0N1>A4<>,8??0=,42<;5N0=；)—P1=542
74;284<>,8??0=,42<;5N0=；"*—Q9=;?874;284<>,8??0=,42<;5N0=；""—I04?;=0>-0121-,342N1;<>4=A；"!—R<70==0>-0121-,342N1;<>4=A；

"#—I04?;=0>4<-;24=;<31<71=5,8A；"$—R<70==0>4<-;24=;<31<71=5,8A

*($ 矿 床 地 质 !*""年

 
 

 

 
 

 
 

 



鳞绿泥石千枚岩及铁矿层组成了!个亚旋回，分别

形成!、"矿层。顶部有含碳石英片岩。

综上所述，惠民铁矿的形成和分布明显受层位、

岩性建造、火山"沉积旋回等综合因素的控制。

# 地层层位控矿 惠民铁矿主矿层产于惠民

岩组的中段（#$%"!!!），具有特定的层位，是区域控矿

的重要因素之一。

$ 岩性建造控矿 惠民岩组上、中、下段内的

火山岩，在岩石特征及化学成分上有明显的差别。

上、下段内的火山岩为中性富钠质的安山岩类；中段

内的火山岩属基性火山岩，熔岩往往与凝灰岩、沉凝

灰岩相伴出现，呈过渡关系。上段含少量铁矿，规模

小，呈透镜状，不稳定，矿石类型以菱铁矿为主；下段

基本不含矿，只在底部有一层不稳定的透镜状硅质

菱铁矿、绿泥菱铁矿矿层；中段含有%%、%!、&等主

要矿层，规模较大，呈层状、似层状稳定产出，主要矿

石类型为菱铁磁铁矿。

’ 火山"沉积旋回控矿 惠民岩组可分为&个

火山"沉积旋回，铁矿体主要赋存于第!火山"沉积旋

回内。第!旋回可细分为’个由变基性熔岩"凝灰岩

"鳞绿泥石千枚岩"铁矿层组成的次级旋回，在每个次

级旋回的顶部或直接在火山岩之上，分别形成了’
层铁矿。

目前，在惠民岩组含矿建造内，已发现铁矿产地

()余处，除澜沧惠民特大型铁矿和勐海西定小型铁

矿外，尚有&*个铁矿（化）点，如：云县高井槽、曼窝，

耿马县大寨河、大兴山，澜沧县仓房、湖广寨，勐海县

吉量、曼蚌等。由于基础地质和矿石质量等条件的

制约，其地质找矿勘查及研究的程度均极低。据现

有资料分析，有一部分铁矿（化）点的矿化蚀变线索

和信息较好，矿化露头分布范围的长度可达%(&
+,，厚可达!)(&),，"（-./）一般在&)0左右，其

成矿地质条件及矿化特征等多可与惠民矿区相类

比，因此，在该区，惠民式铁矿的找矿勘查前景和资

源潜力巨大。

!1" 疆峰式铁矿

疆峰铁矿床属火山"喷流型，其含铁建造为古元

古界大勐龙岩群（#$%#）。该岩群是一套中"深变质

岩系，以各类变粒岩、片麻岩、片岩、角闪岩、浅粒岩、

大理岩及磁铁矿层的组合为主，厚度大于%))),。

铁矿体产于大勐龙岩群下部变粒岩与大理岩的过渡

带，其斜长角闪岩、绿泥钠长片岩中可见原始熔岩结

构和变余凝灰结构，是基性火山熔岩、火山凝灰岩的

变质产物。据岩石化学及同位素资料，该火山岩形

成于洋岛火山区，具有拉斑玄武岩系的特征)（刘增

池，%’*2；罗君烈，%’’2）。

铁矿体多呈隐伏状产出，埋深()(3)),，3))
,以下尚未控制，主要分布在疆峰复式背斜的核部，

也是火山熔岩厚度最大、火山角砾岩较多的火山喷

发中心部位。矿体呈似层状、透镜状、豆荚状，产状

与围岩一致，由浅部到深部，厚度渐次增大，再向深

部，出现分枝变薄，且有尖灭之势。

疆峰铁矿床可分出!个主成矿阶段，即火山喷

溢沉积阶段及火山变质气液叠加阶段。

# 早期喷溢沉积阶段 矿石的主要组成矿物

有磁铁矿、透辉石、绿泥石、阳起石等，具杏仁状、流

状构造。细长条钠长石在磁铁矿石基质中呈斑状、

交织状分布，晶体中还含有磁铁矿小包体。成岩阶

段钠长石的结晶温度为*))(%)))4*。

$ 变质气液叠加阶段 此阶段所形成的钠长

石的结晶温度为!’2(&’)4*，与磁铁矿的结晶温

度一致，代表中"高温气液"热液成矿阶段的产物。但

磁铁矿主要形成于火山矿浆和高温气液阶段。

矿化蚀变有钠长石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黄

铁矿化等。矿体与围岩为渐变过渡关系，矿石中也

含有钠长石、绿泥石等，并具有与细碧角斑岩相同的

结构（熔岩结构、角砾状结构），以及近似的-5、6、

78、95、7:等微量元素特征。蚀变带的分布与磁铁

矿体一致。

疆峰铁矿床具有如下特征：# 似层状、透镜状

矿体的产状与围岩一致，且多夹于角闪变粒岩类与

大理岩的过渡带，具有一定层位；$ 所有的矿体与

黑云变粒岩、斜长角闪岩和斜长变粒岩（包括透辉

石、透闪石、阳起石等角闪岩和变粒岩）密切共生，前

者由凝灰岩变质而成，后者则由基性火山岩变质而

成，说明由原来的基性火山活动形成了矿源层（贫铁

矿），后经变质作用进一步富化而形成了富铁矿体；

’ 矿石内矿物的粒度细小，通常为%(&,,，多为

半自形，矿石保留有条带状、条纹状等沉积岩的组构

特征（后期又叠加了角砾状等构造），硫、磷含量偏

) 高相平，徐德才1%’;;1西双版纳铁矿特征1云南省地质局第十七地质队1内部资料1

* 云南省地质矿产局1%’’&1云南省区域矿产总结1内部资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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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是火山!沉积成因常有的现象；! 在后来的区域

变 质过程中，原有的矿源层发生了广泛而强烈的钠

质交代作用，交代过程中带出了钙、镁、铁等元素，使

原已存在的贫铁矿变富。这些都说明该矿床为火山

!沉积变质型矿床。

因此，古元古界大勐龙岩群中!深变质岩系内的

中!基性火山岩是该类铁矿的含矿层，尤其是由大勐

龙岩群所组成的复式背斜的核部是寻找厚大矿体的

重要地段，铁矿与火山喷发中心有密切的成生联系，

后期的钠质交代（钠长石化）是寻找富矿体的直接标

志。

" 澜沧江铁矿带含铁建造

!#" 含铁建造特征

曾群望（$%&’）最先将惠民式铁矿划归前寒武纪

条带状铁硅建造类型，并认为是苏必利尔湖型和阿

尔果马型铁矿之间的过渡类型。据前所述，惠民式

铁矿形成于火山!沉积作用，并以沉积作用为主。因

此，虽然其成矿物质来自于火山，但总体上可将其划

归苏必利尔湖型铁矿床（()*++,-./#，$%%0）。

条带状含铁建造（1.23,34)*25*)6.-4*2，简称

178）和粒状含铁建造（().29/.)4)*25*)6.-4*2，简称

(78），是近年来国际上对前寒武纪含铁建造的新划

分（:.;,6.22,-./#，"<<&）。178是具燧石条带的含

铁建造；(78是由分选良好的砂、细粒铁氧化物及硅

酸盐填充和胶结的含铁建造，代表高能条件下的浅

海!滨海环境。一般而言，火山成因的阿尔果马型铁

矿只与178有关，而沉积（常伴有火山）成因的苏必

利尔湖型铁矿则与178和(78均有关。惠民式铁矿

的容矿岩石具有细条带状的178结构和粗条带状的

(78结构（图0），而疆峰式铁矿则以条纹状、条带状

178结构和火山岩结构为主。按178和(78的新分

类依据，说明惠民式铁矿属苏必利尔湖型，其规模相

对较大，而疆峰式铁矿则属阿尔果马型，其规模相对

较小（()*++,-./#，$%%0）。

!#! 与世界新太古代—古元古代含铁建造对比

"#"#$ 时代的对比

西成矿亚带澜沧岩群惠民岩组的绿片岩，其=6!
>3等时线与?@A模式年龄一致，为$B<<""<<<
A.，大致代表了原岩的时代，为古!中元古代。此外，

应用CD!=)、E!F)、’<F)／0%F)等方法，从绿片岩还得到

$<G’A.、H00A.、"<<"0<<A.以及小于$&<A.和

图0 西定公路边铁矿露头素描图

$—条带状绿泥绢云片岩；"—细条带状磁铁矿；0—粗条带状

绿泥片岩；’—磁铁绿泥片岩；H—致密块状磁铁矿；G—结晶

磁铁矿产出点

84;#0 7)*2*),*9-I)*J./*2;-K,L4342;:4;KM.N
$—1.23,3IK/*)4-,+,)4I4-,+IK4+-；"—842,!D.23,36.;2,-4-,；

0—O*.)+,!D.23,3IK/*)4-,+IK4+-；’—A.;2,-4-,IK/*)4-,+IK4+-；

H—@,2+,6.++4P,6.;2,-4-,；G—Q9-J9-J*42-*56.;2,-4-,I)N+-./+

小于H<A.的H组年龄，这显然代表后来的重要构

造!变质事件。惠民岩组之上为蓝片岩，其H件样品

的=6!>3等时线年龄值为（$"&BR’S%<R’）A.，模

式年龄为$0<<A.左右，属中元古代（翟明国等，

$%%<；罗君烈，$%%H），因此，澜沧岩群的时代总体上

为古!中元古代。

东成矿亚带大勐龙岩群内斜长角闪岩的=6!>3
等时线年龄及?@A模式年龄为$BH<""<H<A.，

同时测得$<"BA.、HHHA.、"$&A.、小于$&<A.
以及小于H<A.等H组年龄值，与澜沧岩群惠民岩

组绿片岩的年龄相对应（翟明国等，$%%<）。

上述两者同属岛弧火山!沉积岩和岛弧火山岩!
浅海复理石建造，经后期构造!变质事件，特别是$%<
""H<A.的海西晚期!印支期构造!变质事件，形成

了低变质相的澜沧岩群惠民岩组高压变质带，以及

中—中高变质相的大勐龙岩群高温变质带（翟明国

等，$%%<；罗君烈，$%%H）。就这两个岩群的时代而

言，与苏必利尔湖区和拉布拉多区世界大型含铁建

造的形成时代相当（图’），可与世界新太古代—古元

古代形成的含铁建造相对比。

"#"#" 古构造环境及形成模式的对比

在"<<H年的《TI*2*64I(,*/*;N》$<<周年纪念

文集中，O/*9-等（"<<H）提出了形成大型含铁建造的

三要素：大型海洋热液供应系统，作为沉积仓储的大

陆架体貌，以及有能力联系这两者的海洋层体。

澜沧江地区的元古代岩相古地理图（图H，王祖

关等，$%%H）表明：# 惠民式及疆峰式铁矿矿集区处

于 长期活动的澜沧江（无量山）海域中部扩张带上，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主要含铁建造矿床的概略地质柱状图

（据"#$%&’，()*+；",-.,/，()*0；12,’3455，()+6；"475,7,$458，()*0；9%:,2/,$458，()*)；;2&//，()+6修编）

(—砂岩；<—砂砾岩；0—粉砂岩；!—页岩；=—白云岩；+—大理岩；*—云母石英片岩；6—长石石英片岩；)—云母片岩；

(>—片麻岩；((—混合岩；(<—基性火山岩；(0—中性火山岩；(!—铁建造

?%@8! ;,’,245%A,3@,&5&@%B45B&5#C’/D&2C4E&2%2&’D&2C4$%&’3,F&/%$/
（C&3%D%,34D$,2"#$%&’，()*+；",-.,/，()*0；12,’3455，()+6；"475,7,$458，()*0；9%:,2/,$458，()*)；;2&//，()+6）

(—G4’3/$&’,；<—G4’3/$&’,4’3B&’@5&C,24$,；0—G%5$/$&’,；!—GH45,；=—I&5&C%$,；+—J42K5,；*—J%B4LM#42$AL/BH%/$；6—?,53/F42LM#42$AL
/BH%/$；)—J%B4L/BH%/$；(>—;’,%//；((—J%@C4$%$,；(<—"4/%B:&5B4’%B2&B.；(0—N’$,2C,3%4$,:&5B4’%B2&B.；(!—N2&’D&2C4$%&’

再者，临沧古陆西侧的拼接边界为之提供了大型海

洋热液供应系统；! 临沧古陆所构成的大陆架体貌

是铁乃至锰矿的沉积仓储场所；" 处于古元古代晚

期到中元古代早期（<>>>#(*>>J4）层状充氧层的

截交部位，热液喷流的二价铁离子得以氧化，并沉积

在由临沧古陆大陆架构成的如图=所示的矿集区

内，再经过内生和次生改造，从而富集形成了规模巨

大的铁矿成矿带，该带在宏观上与古临沧古陆大陆

架平行，呈带状分布，反映了充氧层与大陆架联系的

交截线。因此，云南“三江”南部地区的澜沧江铁矿

带具备了构成大型含铁建造三要素的条件。

特定的新太古代—古元古代时期，是大气由缺

氧到 含 氧 的 过 渡 时 期，称 之 为 氧 大 气 变 态 期

（O%2.H4C,$458，())0）。普遍认为，在<+#(6亿年

前后的6亿年间，由于深海边缘陆架地段蓝绿藻及

原核 细 胞 的 光 合 作 用，形 成 了 充 氧 层（&P7@,’4$,3

547,2），从而氧化了海水中大量的二价铁乃至锰离

子，遂 生 成 条 带 状 含 铁 建 造（Q5&#3,$458，()*0；

O%2.H4C,$458，())0）（图+），并沿大陆边缘成带分布。

世界上有)>R的铁矿石即产于此类含铁建造中。

澜沧岩群中所发现的藻类、叠层石及微古植物

化石（雷作淇，()6<），既为古元古代充氧层的形成创

造了条件和提供了依据，也为原铁矿“同生沉积成矿

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年来，多数学者认为，条带状含铁建造铁矿的

形成，经历了同生喷流沉积L内生蚀变改造L外生淋滤

富集等阶段，尤其是富铁矿（Q5&#$,$458，<>>=）。其

成矿模式见图*（;2&//，())0）。苏必利尔湖型惠民

式铁矿和阿尔果马型疆峰式铁矿从火山喷流沉积到

变质改造等，均可在该形成模式中找到相应的位置。

<8<80 铁锰建造的对比

苏必利尔湖型前寒武纪含铁建造往往为多铁锰

06!第0>卷 第0期 许 东等：澜沧江铁矿带惠民式L疆峰式铁矿床特征与含铁建造

 
 

 

 
 

 
 

 



图! 澜沧江地区元古代岩相古地理图（据王祖关等，"##!修编）

"—高地；$—海盆；%—古陆；&—后期拼贴边界；!—海底扩张带；’—古地理分区界线；(—矿集区

)*+,! -./*0.12345637.831/93:3.;+.;+439<*7039;62<.=4;2.4;>;*79.4*;/*12<.?31731+@*31+34.3
（0;/*6*./362.4A31+.23:,，"##!）

"—B*+<:31/；$—-.3C38*1；%—D:/:31/；&—-EC8.FE.120327<*1+G3774.2*;13:C;E1/345；!—-.36:;;4894.3/*1+>;1.；’—=3:3.;+.;+439<*7

8EC34.3C;E1/345；(—D4.7;17.12432*;134.3

建造，在澜沧岩群分布区，有云县的丫口和邦撒，以

及勐海的勐宋和巴夜等锰矿床和铁锰矿床，而且，在

整个澜沧岩群惠民岩组分布区内，铁矿、铁锰矿、锰

矿围绕阿克、西定、惠民和粟义&个火山口或火山机

构呈-*、H3、).!-*、).、I1!-*、I1的环带状规律

分布（图J，柏万灵，"##&）。惠民式铁矿床（点）矿石

中的!（I1）可达"K!"LK；邦撒的!（I1M).）

为%#N&LK；勐宋原生矿的!（I1）为$(N($K，氧化

矿的!（I1）为%JN(&K；巴夜原生矿的!（I1）为

"’N’$K，氧化矿的!（I1）为%"N$JK。该矿带南

延至缅甸境内，有万达崩小型锰矿床"。

大勐龙岩群内的疆峰式铁矿床为阿尔果马型火

" 李方夏，主编,"##!,东南亚地质矿产与矿业经济,云南省地质矿产局、云南省计划委员会,内部资料,

&J& 矿 床 地 质 $L""年

 
 

 

 
 

 
 

 



图! 太古代"古元古代时期大陆架环境含铁建造

形成示意图（#$%&’()*+(,-，.//0）

1$2-! 3*4*%(,$5*66*789$+$84(,*4:$%84)*4+98;$%84
;8%)(+$84$49’*,;96<%$42+’*=%>’*(4"?%8+*%858$>7*%$86

（#$%&’()*+(,-，.//0）

山喷流成因，其含铁建造以不具有火山"沉积成因的

铁锰共生为特征，而与钴、铬、镍为伴，且常含硫和

磷。其形成特点可与印度辛格勃姆（@$42’A’<)）地

区条带状含铁建造中铁锰和单铁B种矿石的矿物分

布特征相对比（3%(4+*+(,-，./CD）。

0 结 论

（.）惠民式铁矿和疆峰式铁矿的容矿岩系为前

寒武系条带状铁硅建造，前者兼有条带状含铁建造

和粒状含铁建造的特征，而后者仅具条带状含铁建

造的特征。

（B）云南“三江”地区澜沧江铁矿成矿带内的澜

沧岩群和大勐龙岩群含矿岩系，满足了形成前寒武

系大型含铁建造的三要素，即大型海洋热液供应系

统、作为沉积仓储的大陆架体貌及有能力联系这两

者的海洋层体，具有形成大型火山"喷流"沉积型铁矿

的条件。

（0）形成于古元古代晚期到中元古代早期的澜

沧江铁矿成矿带，处于云南“三江”多岛弧盆系的南

段，具有同生喷流沉积"内生蚀变改造"外生淋滤富集

的演化特点，铁矿资源潜力巨大。

（E）惠民式铁矿为火山"沉积苏必利尔湖型，而

图C 含铁建造沉积的大地构造环境（成矿模式）（据3%899，.//0）

.—锰结核；B—含铁建造；0—页岩、泥岩；E—石英岩；F—白云岩；!—砾岩；C—灰瓦克与浊积岩；D—火山岩；/—基底岩石；

.G—冰川冰；..—断层；.B—热流

1$2-C H*>+84$>*4:$%84)*4+9;8%+’*6*789$+$848;$%84;8%)(+$84（2*4*+$>)86*,）（(;+*%3%899，.//0）

.—I(42(4*9*486<,*9；B—J%84;8%)(+$84；0—@’(,*(46)<69+84*；E—K<(%+5$+*；F—L8,8)$+*；!—M842,8)*%(+*；C—3%(NO(>&*(46
+<%A$6$+*；D—P8,>(4$>%8>&；/—M%N9+(,,$4*A(9*)*4+；.G—3,(>$*%$>*；..—1(<,+；.B—Q*(+;,8O

FDE第0G卷 第0期 许 东等：澜沧江铁矿带惠民式"疆峰式铁矿床特征与含铁建造

 
 

 

 
 

 
 

 



图! 澜沧岩群地质矿产和火山机构分布图（据柏万灵，"##$修编）

%&澜沧岩群火山岩分布图；’&澜沧岩群火山(化学沉积岩分布图

)*+&! ,*-./*’0.*1213+4151+*6%5’17*4-%278*24/%5/4-10/64-%279156%2*6/16:-*2.;4<%26%2+=/10>（817*3*47%3.4/?%*，"##$）

%&@156%2*6/16:-7*-./*’0.*1213.;4<%26%2+=/10>；’&@156%2*6(%276;48*6%5-47*842.%/A/16:-7*-./*’0.*1213.;4<%26%2+=/10>

疆峰式铁矿则为火山(喷流阿尔果马型，从火山喷流

沉积到变质改造等均可在矿床成因模式中找到相应

的位置，后者规模相对较小。

!"#"$"%&"’

?%*B<&"##$&C4.%551+42*6/4+05%/*.A%27>/1->46.*2+>1.42.*%5131D*E

7*F47C274>1-*.-*2<%26%2+=/10>，GB H022%2［I］&H022%2

=4151+A，"J（$）：JJJ(J$K（*2L;*24-4M*.;N2+5*-;%’-./%6.）&

?%A54AOB%27I%84-P<&"#QJ&R/46%8’/*%2*/12(31/8%.*12-13.;4

S2*.47G.%.4-［I］&N612&=415&，T!：#J$(#U#&

?40:4-VI&"#QJ&R/46%8’/*%2*/12(31/8%.*12-13-10.;4/2W3/*6%［I］&

N612&=415&，T!：#TK("KK$&

?0..12W&"#QT&X/12(31/8%.*12%-%2427848’4/*26%/’12%.4-47*842E

.%/A6A654-*2.;4Y/%2-9%%5G0>4/+/10>，G10.;W3/*6%［I］&N612&

=415&，Q"："#J(ZK"&

L;42HL%27[;0HG&"##J&L;*2%74>1-*.-81745［C］&?4*\*2+：

=415&R0’&P10-4&"(JZ（*2L;*24-4）&

L5107R&"#QJ&R%5%4146151+*6%5-*+2*3*6%26413.;4’%2747*/12(31/8%E

.*12［I］&N612&=415&，T!：""JU(""$J&

L510.IC)%27G*812-12?C&ZKKU&R/46%8’/*%2*/1231/8%.*12-%27

*/1231/8%.*12(;1-.47*/121/474>1-*.-［I］&N612&=415&，"KK.;%2E

2*64/-0/A@15&：T$J(TQ#&

)%2LI&"#!Z&Y;4/4+*12%5+4151+A*2M4-.4/2H022%2［I］&H022%2

=4151+A，"（$）：JZJ(JJT（*2L;*24-4）&

)42+?[%27<0CI&"#!Z&]/*+*2%56127*.*12*231/8*2+.;4P0*8*2

R/46%8’/*%2*/1274>1-*.-*2.;4<%26%2+/*94/84.%81/>;*6F124*2

M4-.4/2H022%2［I］&I10/2%513L;%2+6;02L1554+413=4151+A，（Z）：

""(JK（*2L;*24-4）&

=/%2.R%27C0/.A@V&"#Q!&]2.;4R/46%8’/*%2’%2747*/12(31/8%E

.*12-%27.;48%2+%24-41/4-13.;4G*2+;’;08/4+*12，N%-.4/2

X27*%：W7*-60--*12［I］&N612&=415&，QJ：Z!!(Z!#&

=/1--=W&"##J&X270-./*%5%27+424.*681745-31/*/121/4*2*/12(31/E

8%.*12-［W］&X2：̂*/:;%8O@，4.%5&47-&C*24/%574>1-*.81745E

*2+［C］&=WLG>46*%5R%>4/，$K："U"("QK&

T!$ 矿 床 地 质 ZK""年

 
 

 

 
 

 
 

 



!"#$$%&’()*+’,-./01203#"45#/.3.0/67420"#".8.13#"49".30"#9$

2#187#50"4:0$，;414-.0."4$5.10"，<42#=.14，>"4?.7［<］’,2#1’

!0#7’，*@：A+(BA)A’

&4805411C，D#$.0"0;，!9:?50"<41/>09E0$F<’AGG+’!7#$$4"H#3

:0"5$=41/0/."#13#"54:.#1B"074:0/I.8IB8"4/0."#1#"0［<］’C,!

D0-.0J$，(K：L((BL(L’

M."EI45DN41/D#$2#0CO’())@’P:5#$6I0".20-#79:.#141/#"0/0Q

6#$.:3#"54:.#1［<］’D0$#9"20!0#7#8H（C602.47R$$90），（(K）：(B(S’

T0.UV’()+A’W.$2#-0"H#3412.01:5.2"#B37#"441/.:$$.81.3.24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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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U;’()+K’W.481#$.$#3:I02I4"42:0".$:.2$#3:I0-#7241.2"#2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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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T’())K’YI0Z"#:0"#?#.2-#7241.242:.-.:H"074:0/:#."#141/2#6Q

60"/06#$.:5#/07.1X91141［<］’X91141!0#7#8H，(L（L）：A+(BA)G
（.1;I.10$0J.:I,187.$I4=$:"42:）’

D.-0"$Y41/%4"/70D’()S)’T4="4/#":"#98I：A’@=.77.#1H04"$#3I.$Q

:#"H：F0JB3#91/741/［<］’<#9"’!0#7’,/924:.#1，L：()BLL’

Y"01/477P[’()*+’YI"008"04:=4$.1$#3Z"0245=".41=41/0/."#"3#"Q

54:.#1/06#$.:.#1：P$H$:054:.22#564".$#1［<］’!0#7’C#2’P50"’

>977’，S)：(KASB(K@@’

%418U!，M#18T，X.1<X，0/$’())K’P:74$#3:I0$0/.501:4"H3420$

41/64740#80#8"46IH#3X91141［O］’M915.18：X91141C2.012041/

Y02I1#7#8HZ"0$$’()B@G（.1;I.10$0）’

X418<U，T9#<T41/UI4#U’())+’D08.#14750:477#801.25#/07#3

X91141［<］’X91141!0#7#8H，（C966）：+B@(（.1;I.10$0）’

U018V %’()+L’Z"0245=".41=41/0/."#1B$.7.20#9$3#"54:.#1#3:I0

&9.5.1:H60.1:I0T4124184"04［<］’X91141!0#7#8H，@（@）：AGKB

A(+（.1;I.10$0）’

UI4.O!，;#18>T，V.4#!C41/UI418DX’())G’C5BF/41/D=B

C"80#2I"#1#7#8H#350:45#"6I.2"#2E$3"#5C%X91141#"#801.2

?#10，;I.14［<］’P2:4Z0:"#7#8.24C.1.24，*（L）：(B((（.1;I.10$0

J.:I,187.$I4=$:"42:）’

UI4#U’())@’O.10"#8010:.2$0".0$.1:I04"04#3F9D.-0"BT4182418
D.-0"B<.1$I4D.-0"［<］’X91141!0#7#8H，(A（@）：AL+BA**（.1;I.Q

10$0J.:I,187.$I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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