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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山地区是云南省重要矿集区之一，已发现

大红山大型铁铜矿床及东么、底巴都、底戛母、河

口、坝达等多个中小型铁铜矿床（点），区内分布

多个磁异常及化探异常，成矿地质条件优越。近年

云南省三年地质找矿行动计划项目“云南省新平县

大红山外围铁、铜矿资源普查”经过勘查在大红山

外围东么、底巴都矿区圈定多个工业铁、铜矿体及

超贫磁铁矿体，取得一定找矿新进展。本文根据近

年工作中观察到的新现象、取得的新资料，结合前

人研究成果，对大红山地区铁、铜矿床成因类型及

形成机理进行探讨。 

1  地质背景及矿体特征 

云南新平大红山地区位于康滇地轴成矿带南

段，南北向绿汁江断裂及北西向红河断裂的夹持地

带。古元古界大红山岩群呈“天窗”出露，由浅－中

等变质的海相火山岩、火山－沉积岩、沉积岩及次

火山岩组成，为区域内的结晶基底，三叠系—侏罗

系沼泽相及河湖相沉积岩系构成沉积盖层。断裂构

造主要为东西向及北西向张性断裂。岩浆活动以大

规模的裂谷碱基性火山喷发－次火山侵入为特色。 

大红山铁铜矿区主要铁矿体为厚大透镜体或

似层状，容矿岩石为红山岩组变钠质次火山岩、角

闪变钠质次火山岩、钠化辉长辉绿岩；主要铜矿体

为范围很大的薄板状似层状矿体，容矿岩石为曼岗

河岩组第三段石榴角闪黑云片岩、变钠质凝灰岩及

富凝灰质的大理岩。东么铁铜矿区铁矿体产出在钠

化辉长辉绿岩、钠长岩及隐爆角砾岩中，呈似层状、

透镜状近于平行成群产出；底巴都铁铜矿区铁、铜

矿体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含矿岩石为曼岗河

岩组第二段角闪钠长变粒岩、角闪钠长片岩、钠长

片岩、石榴绿泥片岩等。 

大红山地区铁铜矿床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铁矿、

黄铜矿、斑铜矿，常见黄铜矿与磁铁矿共生，矿石

构造主要为块状、浸染状、角砾状、条纹条带状，

矿石结构主要为纤柱状变晶结构、粒状变晶结构、

交代残余角砾结构、变余辉绿结构等，围岩蚀变主

要有钠长石化、纤闪石化、黑云母化、绿泥石化、

碳酸盐化。 

2  矿床类型划分 

根据矿体的产出特征，将大红山地区铁铜矿划

分为如下五个成因类型： 

①受变质火山喷发（流）沉积叠加次火山气液

富化型铁铜矿，如大红山矿区Ⅰ号铁铜矿带。②受

变质的火山－次火山晚期矿浆贯入型铁矿，如大红

山矿区Ⅱ号铁矿带。③受变质次火山气液钠化交代

型铁矿，如大红山矿区似层状Ⅳ、Ⅴ号铁矿体，东

么矿区 KT１～KT17 铁、铜矿体。④火山喷发沉积

变质型铁、铜矿，如底巴都矿区 KT1、KT3、KT4

铜矿体及层状的 KT2 超贫磁铁矿体。⑤其它热液型

铁、铜矿，如东么矿区 KT18、KT19 铁矿体，底巴

都矿区 KT8 金矿（化）体，河口铜矿。 

3  矿床形成机理 

（1）成岩成矿时代 

笔者在东么矿区取辉绿岩经钠化蚀变形成的

的阳起钠长岩进行锆石 U-Pb 测年结果为

1831±520～2212±480Ma，香港大学赵新福等对

ZK09 钻孔中隐爆角砾岩旁侧产出的辉钼矿采样进

行 Re-Os 测年，成矿年龄为 799.0～866.1Ma（尚未

发表）,结合大红山矿区的同位素年龄值多集中在

800Ma 年左右，少部分为 350～590Ma，辉长辉绿

岩的 K-Ar 年龄为 450 Ma，黄铜矿、黄铁矿最小放

射性成因铅的模式年龄为 800 Ma 左右，铜矿 Pb-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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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年龄为 1040±84Ma。推测大红山地区海相火

山喷发作用发生在古元古代，基性次火山岩侵入作

用主要发生在古元古代晚期—中元古代，矿浆分异

贯入作用、次火山隐爆作用及次火山气液交代成矿

作用主要发生于新元古代 800～1000Ma 期间的青

白口纪时期。区域变质作用发生在晋宁期—加里东

期。 

（2）成矿物质来源 

东么、底巴都矿区稀土分析及处理结果显示：

岩矿石轻稀土（LREE）中度富集，矿石与围岩稀

土配曲线形态大体相似，均为右倾型，这与大红山

矿区稀土特征是相似的。大红山、东么矿区矿石及

围岩Eu元素主要为正异常，说明岩浆局部熔融程度

及分异程度低，岩矿石发生了富铕的长石化。少数

样品中出现弱的负Eu异常，反映蚀变和变质作用已

使原岩受到了强烈改造。底巴都矿区矿石及围岩Eu

元素均为弱负异常，显示有一定分异程度。矿石与

围岩常量元素、稀土元素的相似性证明大红山、东

么、底巴都的火山岩、次火山岩来自同一岩浆源。

成矿物质来自于围岩及与围岩来源相同，铁质来源

主要为基性岩浆分异及辉长辉绿岩体的钠化交代，

辉长辉绿岩发生钠长石、纤闪石化、黑云母化、碳

酸盐化，使岩石释放出铁质，并使原岩发生褪色。

辉长辉绿岩载铁－供铁是铁质的主要来源渠道之

一。 

大红山地区铜矿 Cu 质来源则较为复杂，铜部

分与铁矿体伴生，部分单独存在。单矿物微量元素

聚类分析表明，铜具有独立活动的过程，独立的铜

元素反映出含铜铁矿石在形成过程中，与磁铁矿、

赤铁矿、菱铁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铜矿石中 TiO2

含量较高并且较稳定，在 10.10～1.70%之间，说明

矿区火山气液与基性岩浆关系较密切。笔者认为，

大红山矿区铜矿 Cu 质主要三源于三个方面，一是

火山喷发提供，二是次火山气液提供，三是围岩提

供。大红山岩群曼岗河岩组和红山岩组铜具有高度

富集，其背景值分别是克拉克值（100×10
-6）的 11

倍和 6 倍多，具有提供丰富铜质来源的潜在能力。 

据前人研究成果，大红山矿区黄铜矿和黄铁矿

的 δ
34

S 值从-3.3～12.41‰，一般为+3～+6‰，具富

集重硫的特征，表明硫质主要来自火山活动，为地

幔硫源。 

（3）矿床形成过程 

大红山地区主要铁铜矿的形成过程是：在早期

（古元古代）海相火山喷发（流）-沉积阶段形成曼

岗河岩组中大红山矿区 I 号铁铜矿铁铜的预富集及

底巴都矿区 KT2 铁矿体铁的富集。中期（古元古代

晚期—中元古代）形成较大规模的基性次火山岩

（主要为辉长辉绿岩）侵入。岩浆演化或火山－次

火山活动晚期（新元古代青白口纪）分异出富铁富

钠质的岩（矿）浆及气液，一方面富铁质岩（矿）

浆贯入火山管道形成铁质钠质次火山岩及矿浆贯

入型铁矿，另一方面次火山气液对基性次火山岩进

行钠化交代，使铁质析出聚集形成钠化交代型铁矿

床。次火山气液向上运移过程中，进一步吸纳曼岗

河岩组火山喷发-沉积岩系中的成矿元素，形成富含

铁、铜、金的成矿热液对早期形成的 I 号铜铁矿胚

胎进行成矿物质的叠加，形成伴生金、银、钴的工

业铁铜矿体。后期区域变质作用阶段，进一步发生

钠长石化、黑云母化、绿泥石化等交代作用，促进

了成矿物质的再富集及重结晶作用。 

4  结论 

大红山地区主要铁铜矿床是经多期多阶段火

山－次火山活动及变质作用叠加形成的铁铜矿床，

铜矿的主要成矿期是古元古代，铁矿的主要成矿期

是新元古代青白口纪时期。主要的成矿作用是海相

火山喷发（流）－沉积作用、次火山侵入及爆发作

用、钠化交代作用。磁异常及 Cu 化探异常、火山

管道、厚大的次火山岩体、钠化交代、褪色蚀变、

隐爆角砾岩、变钠质次火山岩、角闪变钠质次火山

岩、绿色片岩及富凝灰质大理岩是铁铜矿的主要找

矿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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