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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播卡、新田、小溜口金矿矿化层位的对比研究，认为其矿化层位同属于汤丹群平顶山组。金矿赋矿地层

平顶山组为成矿提供了主要物质来源，播卡金矿、新田金矿属于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床。认为会东-东川地区平顶山组

的找金工作，应以地层、岩浆岩、断裂、蚀变为重要线索。新田矿区及其外围、播卡金矿区控矿剪切破碎带南延地段、

小溜口-人民凹-燕子岩地区有继续寻找同类型矿床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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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滇地区是我国南方前震旦系出露最为广泛

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重要金属矿产富集区之一。
20 世纪 90 年代，在东川地区相继发现了播卡金矿

和小溜口金矿。2010 年，笔者在会东-东川地区开

展矿产资源调查评价时发现了新田金矿，该地区前

震旦系的找金工作陆续取得重大进展。由于对昆

阳群( 会理群) 地层层序和对比的认识至今仍有较

大分歧，严重影响了该区前震旦系地质找矿工作的

深入开展。本文对播卡、新田、小溜口金矿矿化层

位和金矿化特征等进行探讨，以促进该地区的找金

工作能有更大的突破。

1 区域地质概况

研究区位于泛扬子构造区( Ⅰ级) 扬子陆块( Ⅱ
级) 康滇断隆带( Ⅲ级) 中段东部。该区在古元古

代、太古代原始地壳结晶基底拉伸，出现了近东西

向克拉通边缘海型初生裂陷槽，沉积了河口群( 优

地槽沉积) 、汤丹群( 冒地槽沉积) 及其相关岩系。
中元古代，该区进一步张裂成为陆内 /陆间裂陷槽，

早期于麻塘断裂以南主要沉积了东川群，夹少量火

山岩，属冒地槽沉积; 晚期于断裂以北主要沉积了

会理群，火山岩较发育，兼有优地槽沉积特征。晋

宁期，该区全面褶皱回返，发生区域低温浅变质作

用，并奠定基底构造格架。印支期，区内南北向断

裂逐渐加深，影响到下部陆壳及上地幔，诱发强烈

的海底玄武岩浆喷发活动。燕山期，区内构造活动

强烈，拉张和挤压交替进行，地层在原褶皱的基础

上再次褶皱，小江断裂等主干断裂进一步活动，其

次一级断裂系在此时形成。喜山期，构造运动形成

了区内的复式褶皱及网状断裂等复杂构造格局，古

老断裂继续活动并产生新的断裂。
汤丹群、东川群属高丰度值金源层［1］，侵位于

其中的辉长辉绿岩体含金也高达 200 × 10-9［2］，可能

为研究区金矿床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物源。受东

川运动、晋宁运动、印支运动、燕山运动、喜山运动

等的影响，多期构造发育，为金的活化、富集提供了

很好的动力、矿液流动通道及矿质赋存空间，区域

成矿环境非常有利。汤丹群顶部平顶山组已发现

有播卡金矿、小溜口金矿和新田金矿; 东川群落雪

组底部和落雪组与因民组、黑山组过渡带中产出有

著名的东川式铜矿，并伴生金，其中落雪与因民矿

区的硫化矿石和混合矿石含 Au 0． 14 ～ 0． 4g / t，精矿

含 Au 2． 1g / t［3］( 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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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会东-东川地区地质简图

Pt3dy． 大营 盘 组; Pt2HL． 会 理 群; Pt2DC． 东 川 群; Pt2 p． 平 顶 山 组;

Pt1 c． 菜园湾组; Pt1w． 望厂组; Pt1 s． 洒海沟组; υ． 辉长辉绿岩; br． 因

民角砾岩;★． 金矿床;▲． 铜矿床; 1． 地质界线; 2． 断层; 3． 采样位置、

测年结果及方法

Fig． 1 Schematic geological map of the Huidong-
Dongchuan region
Pt3dy = Dayingpan Formation; Pt2HL = Huili Group; Pt2DC =
Dongchuan Group; Pt2p = Pingdingshan Formation; Pt1 c =
Caiyuanwan Formation; Pt1w = Wangchang Formation; Pt1 s =
Sahaigou Formation; υ = gabbro-diabase; br = Yinmin breccias;
★ = gold deposit; ▲ = copper deposit; 1 = geological boundary;

2 = fault; 3 = sampling site，age determination and dating method

2 平顶山组的归属

康滇断隆带的前震旦系地层为扬子陆块基底

岩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会东-东川地区前震旦系厚

达20 511m，发育较完整、出露较齐全，是川滇两省

前震旦系地层层序及其对比研究的关键地区。
早在 1970 ～ 1971 年，川、滇两省在研究区内完

成1: 20万会理幅、滇中幅区测工作，分别建立了会理

群和昆阳群( 表 1 ) 。四川会理、会东地区会理群 8
个地层组自下而上由通安一段( 因民组) 、通安二段

( 落雪组) 、通安三段( 黑山组) 、通安四段( 青龙山

组) 、通安五段( 淌塘组) 、力马河组、凤山营组、天宝

山组构成; 滇中和东川地区的昆阳群自下而上为黄

草岭组、黑山头组、大龙口组、美党组、因民组、落雪

组、黑山组( 鹅头厂组) 、青龙山组( 绿汁江组) 8 个

组，是为“正八”层序观点。

1980 年，王承尧［4］指出在东川落因破碎带人民

凹、小溜口一带的地表及坑道中存在一套主要由黑

色炭泥质板岩及泥砂质白云岩组成的完整的地层，

建议划为小溜口组，归于因民组以下地层，并与大

红山群进行对比，认为应属于大红山群同时期的地

层。从其中的火山岩岩石化学、稀土元素、徽量元

素等特征看，其和因民组-落雪组-黑山组-青龙山组

差异明显［5］。段嘉瑞等［6］认为小溜口组可与平顶

山组对比，置于因民组之下。
1980 ～ 1985 年，西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 314 队

对东川矿区昆阳群“准层型”剖面进行研究，内部出

版的《东 川 矿 区 昆 阳 群 准 层 型 剖 面 研 究 报 告》
( 1985) 把矿区的昆阳群地层划分为上、中、下 3 个

亚群，自下而上为洒海沟组、望厂组、菜园湾组、平

顶山组、因民组、落雪组、黑山组、青龙山组、大营盘

组、小河口组、麻地组等 11 个组。在区域上，中、下
亚群可与云南滇中地区的昆阳群对比，上、中亚群

可与四川会理、会东地区的会理群地层对比。
李希勣［7］、吴懋德［8］等人提出昆阳群的 8 个组

可分为两个 4 组，“因民组-绿汁江组”4 个组应倒置

于“黄草岭组-美党组”4 个组之下，称为“倒八”层序

观点。“正八”与“倒八”观点之争至今存在，与此相

关的问题是，也存在会理群的淌塘组-力马河组-凤
山营组-天宝山组 4 个组与因民组-落雪组-鹅头厂组

( 黑山组) -绿汁江组( 青龙山组) 4 个组的上下关系

问题，以及黄草岭组-黑山头组-大龙口组-美党组 4
个组与淌塘组-力马河组-凤山营组-天宝山组 4 个组

是否可以对应、如何对应的问题。这些问题至今尚

未得到彻底解决，导致典型矿床成矿规律研究成果

难以对比、扩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区找矿的

新突破。
2010 年，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完成了通安-小

牛场地区矿产远景调查评价，对该区金沙江两岸及

茂麓断裂、麻塘断裂两侧前震旦系进行了对比研究

和重新厘定，结合同位素测年成果，提出了汤丹群、
东川群、会理群、大营盘组的划分方案( 表 1) 。

会东-东川地区由下而上的因民组-落雪组-黑
山组-青龙山组 4 个组为正常叠置，可与会理地区和

滇中地区因民组-青龙山组对比。孙志明等测得黑

山组沉凝灰岩的锆石 SHRIMP U-Pb 年龄为( 1503 ±
17) Ma［10］，朱华平等测得因民组内部辉绿岩岩体锆

石 SHRIMP U-Pb 年龄为 1667 ± 13Ma［11］。将该套

地层划归东川群，属中元古界( 下部) 。因民组之下

存在一套更老的地层，自下而上为洒海沟组-望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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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会东-东川地区平顶山组金矿化层位与找矿方向

表 1 会东-东川地区前震旦系地层层序划分及区域对比

Table 1 Presinian stratigraphic division and correlation in the Huidong-Dongchuan region

-菜园湾组-平顶山组。因民组与平顶山组为整合接

触或不整合接触( 图 2 ) ，其不整合接触界面代表的

是东川运动。周邦国等测得其望厂组熔结凝灰岩

的锆石 SHRIMP U-Pb 年龄为 2299 ± 14Ma［12］，朱华

平等测得平顶山组沉积砾岩碎屑锆石 LA-ICP-MS
U-Pb 年龄上限为 1838 ± 10Ma［11］，也说明“因民组-
青龙山组”4 个组应在“黄草岭组-美党组”4 个组之

上，肯定了“正八”层序观点。将该套地层归为汤丹

群，属古元古界。青龙山组之上，麻塘断裂以北由

下而上为淌塘组-力马河组-凤山营组-天宝山组，组

成( 重新定义的) 会理群，属中元古界( 上部) 。青龙

山组与淌塘组为整合或不整合，其不整合接触界面

代表的是满银沟运动; 麻塘断裂以南为大营盘组，

属新元古界。青龙山组与大营盘组为假整合或角

度不整合接触，其不整合接触界面代表的是三风口

运动。

图 2 东川播卡因民组与平顶山组接触关系素描图

1． 因民组紫、灰色粉砂质板岩含复成份混杂砾岩; 2． 平顶山组黑色粉砂质、泥质板岩，顶部含砂质砾岩; 3． 铁锰质风化壳层

Fig． 2 Sketch to show the contacts between the Yinmin Formation and Pingdingshan Formation in Boka，Dongchuan
1 = purple and grey silty slates with polymictic conglomerates in the Yinmin Formation; 2 = black silty and muddy slates with sandy
conglomerates in the Pingdingshan Formation; 3 = Fe-and Mn-containing weathering c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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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会东-东川地区，平顶山组为整合或不

整合于因民组之下，整合于菜园湾组之上的古元古

界顶部地层。该区的小溜口组、美党组地层，与之

实属同一套地层。

3 平顶山组岩性及金矿化特征

平顶山组主要分布于东川播卡、拖布卡、包子

铺地区和会东新田地区，分布范围南北长约 60 km，

东西宽约 5 ～ 13km( 图 1) ; 在因民以北和汤丹地区，

有小范围出露。
在深部落雪坑道( 3000 通风道、2922 坑、2800

坑及 2714 坑) 内，该套地层揭露较为完整，揭露范

围东西宽大于 300m，南北长近 2000m［13］。
在岩性上，平顶山组为一套以粉砂质千枚岩、

碳泥质板岩为主，夹砂岩层和结晶灰岩透镜体，局

部夹凝灰质千枚岩、凝灰质板岩、凝灰岩和玄武岩

的火山-沉积岩系。
在播卡金矿区，平顶山组平行不整合于因民组

之下，据岩性分为 3 段: 上段为灰黑色碳质板岩夹硅

质板岩、“空洞板岩”。空洞板岩是因板岩内含扁豆

状灰岩( 10 ～ 30cm) ，因钙质风化流失呈空洞而得

名，厚度大于 26． 46m; 中段上部为灰白色细晶白云

岩，局部硅化，夹白云质细砂岩，下部为主要金矿化

层位，灰黑色碳质板岩与闪长岩接触带金矿化增

强，厚度 270m; 下段上部为深灰夹紫色铁质千枚状

板岩与石英岩互层，下部为浅色钙质板岩，含“空洞

板岩”，厚度大于 390m( 未见底) ［14］。
在新田金矿区，平顶山组与其上覆的青龙山组

呈断层接触，下部未出露。上部为灰、浅灰色粉砂

质千枚岩、绢云千枚岩、粉砂质板岩夹钙质千枚岩

和结晶灰岩扁豆体、透镜体，局部硅化，厚度大于

135m; 下部以灰、深灰色粉砂质千枚岩、碳泥质板岩

为主，局部夹凝灰质千枚岩、凝灰质板岩、凝灰岩，

局部具铜、金矿化，厚度大于 600m。据其岩性，相当

于播卡金矿区平顶山组上、中段。
在小 溜 口 金 矿 区，据 2922m 中 段 坑 内 深 钻

( ZK1-1，终孔 1200． 68m) ，平顶山组不整合于因民

组之下。上段为黑色条带状含碳质粉晶白云岩，夹

黑色碳质绢云母板岩、层凝灰岩、凝灰质白云岩，厚

256-463m; 下段顶部含碳泥砂质白云岩，上部深灰

色角斑质凝灰岩、层凝灰岩互层，下部灰色角斑-石
英角斑质含电气石凝灰岩。强钠化，具 Cu-Au 矿

化，东川矿务局在下段钠化、电气石化凝灰岩取样

分析，含 Cu 0． 1% ( 最高 1． 64% ) 、Au 0． 01 ～ 0． 2g / t

( 最高 1． 11g / t) 、Ag 2 ～ 4g / t( 最高 8g / t) 。矿石由自

然金、银金矿、黄铜矿、黄铁矿组成［14］。
通过播卡和新田金矿床特征对比( 表 2 ) 可看

出，在含矿地层、控矿构造、矿体特征、矿石矿物、矿
石组构、矿石类型、围岩蚀变等诸多方面，播卡金矿

床和新田金矿床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上述分析表明，播卡、新田、小溜口 3 个矿区的

金矿化地层可以对比，都属于平顶山组。研究表

明，平顶山组是形成播卡金矿和新田金矿的初始矿

源层。1997 年底，云南地质矿产局科研所于滇东 4
个县清水沟组上段( 相当于平顶山组) 中，采测岩矿

样 112 件，发现金含量普遍在 30 × 10-9以上，大多在

100 ～ 200 × 10-9之间，最高达 1130 × 10-9，一般高出

金的克拉克值( 4 × 10-9 ) 25 ～ 50 倍［1，17］。据 1 ∶ 20
万东川-白露幅区域化探成果，该区金异常值为( 8 ～
3712) × 10-9。1995 年省地矿局 807 队依据该金异

常信息发现蒋家湾含金矿化体。1996 年开展 23
415km2 土壤化探扫面，圈出的大于 50 × 10-9 的金异

常 4 个，发现蒋家湾、新山矿段［18］。矿石氧同位素、
硫同位素测试结果表明，其成矿流体以地下热卤水

为主，混合了部分岩浆水和大气降水［19］。新田地区

平顶山组 1∶ 5 万区域化探金异常值为( 3 ～ 285 ) ×
10-9。1: 1 万土壤化探成果也显示，矿区鱼坝、大地、
小新田等地的金异常，浓集中心峰值在( 50 ～ 175 )

× 10-9之间，尤其是在火山凝灰质岩层、玄武岩建造

含金较高。
研究区金矿赋矿地层平顶山组为成矿提供了

主要物质来源，中-基性岩浆岩也为成矿提供了部分

物源。多期次强烈的构造、岩浆活动，对区内成矿

元素的活化、迁移、富集提供了有利条件。成矿具

多期多阶段性，喜马拉雅期是其主成矿期［20］。热液

蚀变与金矿化关系极为密切，主要有黄铁矿化、硅

化、碳酸盐化。岩石蚀变发育部位，铜金矿化亦强

烈，矿化具明显的热液矿化特征。对矿区化探样品

进行的 R 型聚类分析，发现 Au 与 As、Pb、Zn、Hg 具

有较好的相关性，也显示出明显的热液元素组合特

征。播卡金矿和新田金矿可以归属于构造蚀变岩

型金矿。

4 找矿方向

在会东-东川地区寻找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应以

地层、岩浆岩、断裂、蚀变为重要线索，首先应在新

田矿区及其外围、播卡金矿区南延地段、小溜口-人
民凹-燕子岩地区等成矿有利区段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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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播卡和新田金矿床特征及其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Boka and Xintian gold deposits

矿床地质特征 播卡金矿床 新田金矿床

构造背景 原始地壳结晶基底之上陆内 /陆间裂谷盆地
原始地壳结晶基底拉伸出现的近东西向克拉通边缘海型初

生裂陷槽

容矿地层 平顶山组( 美党组、因民组) 平顶山组

容矿岩石 粉砂质板岩、变质粉砂岩、板岩、变闪长岩、变辉长岩
粉砂质千枚岩、变质粉砂岩、碳硅质板岩、凝灰质千枚岩、凝

灰质板岩、凝灰岩、变辉长辉绿岩

与成矿有关

的岩浆岩
变辉长岩、变闪长岩 凝灰质千枚岩、凝灰质板岩、凝灰岩、变辉长辉绿岩

控矿构造 断裂破碎带、接触带构造
若干近于平行的小断裂、羽状小断裂、层间小断裂及节理、

裂隙组成的近 NS 向复杂断裂破碎带

变质程度 区域浅变质，局部接触变质、动力变质 区域浅变质，局部接触变质、动力变质

矿体形态产状 脉状、透镜状、似层状
脉状、似层状、透镜状，陡倾多层产出，产状总体与断层破碎

带基本一致

矿石类型
原生矿石以构造蚀变岩型、石英脉型为主，少量碳酸盐脉型

和硫化物脉型

原生矿石构造蚀变岩型、硫化物石英脉型为主，少量碳酸盐

石英脉型

矿石金属矿物
以自然金、褐铁矿、黄铁矿常见，次为黄铜矿、辉银矿、闪锌

矿和菱铁矿

黄铁矿为主，次为褐铁矿、黄铜矿、菱铁矿，少量斑铜矿、蓝

铜矿、孔雀石、自然金、银金矿、辉银矿、针碲金矿

矿石脉石矿物 石英、绢云母、方解石、白云母 石英、方解石、铁白云石、绢云母、白云母、绿泥石、碳质

矿石结构构造
自粒状结构、隐晶质结构。网脉状构造、浸染状构造、蜂窝

状构造等

自形 － 半自形粒状结构、粒状变晶结构、包含结构等。块状

构造、网脉状构造、浸染状构造等

围岩蚀变
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碳酸盐化、绢英岩化、黄铁矿化、

褐铁矿化
硅化、碳酸盐化、黄铁矿化、黄铜矿化和绢云母化

矿床规模 大型 小型

矿石品位 平均品位 Au 1 ～ 10g / t 平均品位 Au 2． 53 ～ 4． 56g / t，Cu 0． 45 ～ 0． 74%

资料来源 文献［15］、［16］ 本文

新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其矿产勘

查工作程度低。2010 年的区域矿产调查，对新田金

矿仅进行了矿产重点检查，初步估算 ( 3341 ) 金属

量: 金 5218kg，共伴生铜 1． 27 万吨。以播卡金矿为

模型区，采用丰度预测法，对新田矿区金资源量进

行预测，其( 334?) 资源远景达 38 吨。随着交通等

条件的改善和矿化信息的积累，建议加大对新田金

矿及其外围地区的勘查力度，以期提高矿区资源量

类别，扩大资源规模。
在播卡金矿区南延地段、小溜口-人民凹-燕子

岩地区，据 1∶ 20 万会理幅( 矿产部分) 区测报告，编

号为 39-3 黄金重砂异常区面积达 30km2，常见含黄

铁矿、电气石石英脉贯入碳质板岩破碎带中。重砂

含黄金 1 ～ 5 粒( 粒径 0． 5mm) ，与黄铁矿、黄铜矿、
辰砂相伴产出［21］。重砂异常与新近完成的 1 ∶ 5 万

水系沉积物测量成果基本一致，水系沉积物金异常

总体呈近南北向展布，异常值范围为 3． 00 ～ 285 ×
10-9。异常面积大，金异常值大于 11． 46 × 10-9 的范

围面积达 9km2。异常强度高，浓集中心明显，铜、
金、砷异常套合良好。异常区地表大面积出露的平

顶山组，在深部也有揭露，与金矿关系密切的辉长

辉绿岩发育，近南北走向构造为播卡金矿、新田金

矿控矿构造的南延部分，其成矿条件与播卡金矿、
新田金矿基本一致，显示出该区继续寻找同类型金

矿的巨大潜力。
在西昌-滇中地区南北长约 500km、东西宽约

200km 的范围内，平顶山组( 美党组、小溜口组、清

水沟组上段等及相当地层) 容矿岩系均有不同程度

的分布，并具有相似的成矿地质背景。已在会理通

安地区、会东小街和新田地区、东川拖布卡地区找

到一大批金矿床、点，但矿床、点均集中分布在该区

很小范围内。该区大部分成矿有利区段的找矿潜

力很大。因此，播卡金矿、新田金矿的矿床对比研

究及平顶山组金矿化层位的厘定，对开展会东-东川

地区乃至整个西昌-滇中地区同类型金矿找矿工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 结语

( 1) 在会东-东川地区，平顶山组为整合或不整

合于因民组之下、整合于菜园湾组之上的古元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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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地层。该区的小溜口组、美党组地层，与之实

属同一套地层。
( 2) 研究区金矿赋矿地层平顶山组为成矿提供

了主要物质来源，中-基性岩浆岩也为成矿提供了部

分物源。多期次强烈的构造、岩浆活动，对区内成

矿元素的活化、迁移、富集提供了有利条件。播卡

金矿和新田金矿属于构造蚀变岩型金矿。
( 3) 在会东-东川地区寻找构造蚀变岩型金矿，

应以地层、岩浆岩、断裂、蚀变为重要线索。新田矿

区及其外围，播卡金矿区控矿剪切破碎带南延地

段、小溜口-人民凹-燕子岩地区具有继续寻找同类

型矿床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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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mineralization and prospecting in the Pingdingshan Formation in the
Huidong-Dongchuan region

ZHOU Bang-guo，LIN Ming，GUO Yang，WANG Zi-zheng，SHEN Zhan-wu，LUO Mao-jin
( Chengdu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Chengdu 610081，Sichuan，China)

Abstrac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ineralized horizons of the Boka，Xintian and Xiaoliukou gold deposits led
us to conclude that the all the mineralized horizons should be assigned to the Pingdingshan Formation in the
Tangdan Group． The Pingdingshan Formation as the host horizonsis has provided most ore-forming matter for gold
mineralization． The Boka and Xintian gold deposits belong to the tectonically altered gold deposits． Particular
attention will be drawn to stratigraphy，magmatic rocks，faults and alteration for future gold prospecting in the
Pingdingshan Formation in the Huidong-Dongchuan region． The potential prospect areas comprise the Xintian gold
deposit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the southern part of ore-controlled shear fractured zone of the Boka gold deposit，
and Xiaoliukou-Renmin’ao-Yanziyan areas．
Key words: Pingdingshan Formation; gold mineralized horizon; tectonically altered gold deposit; gold prospecting;

Huidong-Dongchuan region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