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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国西南部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流域，地区辽阔，构造复杂，岩浆活动频繁，成

矿地质条件优越，矿藏丰富。解放前基本上未开展地质工作。解放后，经过地质矿产部系

统以及兄弟单位数以万计的地质职工艰苦努力，取得了丰硕的地质资料，发现了大量的

以有色金属为主的有色、黑色、非金属以及能源等矿产地。为了促进和指导该地区进一

步的区调、普查和科研工作，并为国民经济规划提供系统的地质矿产依据，部要求综

合、总结“三江"区域已有的地质矿产成果，编写“三江”区域地质矿产专著。专著包

括《地质志》、《矿产志》、《构造与成矿》以及《论文集》等，本志属于其中的一个

组成部分。

1981年5月，由地质矿产部原高原地质研究所牵头，云南、四川、西藏、青海四省

(区)地质矿产局，部地质、矿床、高原、地质力学研究所，航空物探总队，562,综合研

究大队以及成都地质学院参加，组织了专著编辑委员会，负责领导专著编辑的全部工

作；并由李春昱、郭文魁、宋叔和教授担任科学技术顾问。 《矿产志》部分则由四省

(区)局合作，分别编写各省(区)有关部分，并指定云南局为主编单位，并承担出版

编辑工作。参加《矿产志》编写的，有四省(区)局的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六十余人，云

南勘探公司亦派员撰写了若干矿床的单项材料，最后由云南局总纂成册(编写人员名单

附书首)。编写过程中，收集、整理、研究了地质矿产部系统建国以来在本区域进行区

调、普查、勘探工作主要成果，云南地区并利用了冶金、煤炭、建材及黄金部队的矿产

资料；此外，还充分参考、吸收了地质科学研究院、成都地质科学研究所、云南和四川

省地质科学研究所以及冶金部云南富铁矿科学考察队等单位有关科研报告的内容；引用

资料达数百份，由于编写者多数是正在或曾在本区工作的实际工作者；虽原定资料利用

截止日期为一九八O年底，实际上一般为一九八一年底，相当一部分则为一九八二年五

月止的最新成果；资料亦较为新颖。编志工作从一九八一年五月中正式开始，至一九八

二年十一月中，历时一年半定稿，一九八三年一月复制结束、同年三月，部委托地质科

学研究院在昆明组织评审，通过验收。本志之丰富内容，系建国三十多年来地质矿产部

及兄弟单位万千职工在“三江”区域艰苦奋斗成果的一次检阅；而编志工作之所以能在

短期内顺利完成，亦系协作单位与人员团结一致、群策群力之结果。

本志共分五篇十八章，分上、中、下三册装订。继“绪言"之后为“概论”篇；再后

依次为“有色金属’’篇铜钼、锡钨、铅锌或多金属(包括银、镉、铊、锢，锶)、汞锑

砷、镍、铂族金属、稀有及稀土金属(铍、独居石、磷钇矿、锆石)及金八章， “黑色

金属”篇铁、铬、钛三章， “能源"篇煤、地热两章，以及“非金属”篇盐类(石盐、

钾盐、石膏)、石棉、云母、石墨及其他(硫铁矿、菱镁矿、滑石)五章等。为了突出

重点，主要就矿床中研究程度较高、资料较全者较详记述。考虑到各地区在工作程度上

的不平衡，并便于探讨矿产分布之规律，择要列入了一部分矿点，则列表简述或于各章

小结中一并综述之。至于少数矿床资料不足者，其记述方式与矿点相同。重点记述了三

十五个矿种的大、中、小型矿床一百三十六处，简述矿床二十二处、矿点二百处，共三



百五十八处。因此，本志并未囊括本区域所有的矿产资料，但已能反映已知矿产之基本

面貌。为保持“志"的基础性与相对稳定性，绝大部分篇幅为各矿床(点)地质特征的

描述，仅于各矿床特征描述之后就其成因类型(或成矿机制)略加讨论，并于各章之末

就各该矿种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规律进行扼要的小结；而为了使读者在参阅有关篇章

之前能有一个总体概念，并撰写了本区域地质矿产“概论”列于诸篇之首。以纪实为主

体，适当探讨规律，更多的论述则纳入专著的另一卷《构造与成矿》之中。有关国民经

济建设需要的一些数据、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建议及附图等，则以附件表述之。

本志经评审后“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三江’地区矿产志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重要

的区域矿产志。它首次系统地整理总结了该区我部各局地质队及兄弟单位三十多年来所

得的丰富矿产地质资料，在综合整理资料的基础上，编制了一比一百万‘三江，区域矿

产分布图，划分了五个主要成矿带七个成矿亚带，提出了各主要矿种的成矿带和成矿亚

带，分别总结了各主要矿种的成矿地质背景、形成条件、矿床类型、分布特点，较全面

详尽地综合叙述了许多已知矿区的矿床基本特征。”“与会代表还认为， ‘三江’地区

矿产志是有关地质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的结果，是一部较完整较系统的专著，该志内容

十分丰富，资料较全、较新，章节安排、布局合理，较客观地表达了‘三江’地区的地

质矿产情况和资源优势，反映了当前该区矿产地质的工作程度和研究水平；编写出版这

一套矿产志是‘三江’地区区域矿产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对今后加强‘三江’地区的

地质工作，部署普查找矿，进行矿产预测，开展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以及为国家开发

t三江，地区的决策都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和实用意义；也为今后总结编写有关矿产志工

作提供了基本经验。”“经过与会代表的认真审查讨论，认为该志基本达到了地质矿产

部地科(1981)103号文所规定的要求，予以通过验收。"

由于编写时间短促，编写人员的技术水平有限，错误难免，希望批评指正。

地质矿产部“三江"专著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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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本志各矿床单项材料曾经各协作单位、各级科技主管人员认真审查，其

附图亦由各协作单位绘图人员绘制提供，因人数多而未能完全查明列出，特补致深切的

谢意与歉意。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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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本志涉及的范围系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流域(以下简称三江)，北起青海通天河

一带；南达云南西双版纳地区；西抵中缅国界；东则北起青海治多、玉树，经四川甘

孜、理塘及云南丽江、剑川，至元江、河口。全区呈一南北长约1900公里、东西宽约

280公里、向北东突出的弧形条带，面积约55万平方公里。

区内地形错综复杂，总属山地高原。北高南低，北段海拔在4000米以上，中段

2500--3500米间，南段1 600米左右。中北段由高黎贡山、他念他翁山、怒山、碧罗雪

山、宁静山、云岭等山脉与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诸水系相间组成的横断山系，山脉走

向自北而南由近东西向转为南北向及北西向，山岭、水系间高差一般均在1000米以上，

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峡谷区。

该区南北跨度大(跨纬度1 3。)，海拔高度悬殊，气候分带明显。北段纬度及海拔

均较高，气温较低，有终年复盖的雪山分布；中段纬度及海拔较低，气候温和，南段的

西双版纳等地，纬度及海拔更低，则属亚热带气候。除南段湿润程度甚高外，余属一般

的湿润地区、在同一地区内，高山与峡谷之间气候变化亦大。

截至目前尚无铁路进入本地区，因而交通情况相对闭塞；但解放以来公路建设迅

速，公路交通面貌已显著改观。北段虽仍较困难，亦已有川藏公路南、北两干线横贯，

内部专(州)、县间也有一些支线联络，主干线川藏北线由成都至昌都1289公里，昌都

至拉萨1277公里。中、南段公路交通甚为便利。滇缅、昆洛(昆明至打洛)两干线横

(斜)贯东西。向北，由下关经中甸、德钦至藏东芒康接川藏南线称“滇藏公路”。内

部以纵贯南北的下关一思茅接思茅一勐腊线、下关一临沧接临沧一澜沧线较为重要；其

余各专(州)、县间甚至到区、乡、生产大队，亦多有公路或简易公路相联络。主干线

滇缅路由昆明至下关400公里，下关至保山220公里，保山至潞西(芒市)199公里，昆

洛路由昆明至思茅577公里，思茅经勐海至打洛2973里(图。一1)。

南、北经济发展情况差异甚大，北段海拔高，气温低，交通较为不便；除种植青稞

等农作物外，以畜牧业为主；居民点少，部分高山地区仅有季节性牧场。中、南段海拔

较低，气候温和至暖热，交通也较为方便。其间发育有不少构造盆地，俗称“坝子”。

中段坝子海拔2000米左右，坝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主要农产区。南段坝子海拔一

般在800一1200米间，最南西双版纳各坝子海拔仅500一800米左右，除为重要产粮区

外，也是橡胶等热带作物出产地。中、南段地方工业也较为发达，城镇及山区居民点均

较稠密。全区森林、水力资源皆有蕴藏，尤以水力资源分布广泛而且丰富。

“三江”地区构造复杂，岩浆活动频繁，成矿地质条件优越，矿藏十分丰富。

有色金属矿产最为重要。其中铜矿分布较广。斑岩型铜矿主要有两个带：以分布于

金沙江深断裂西侧，与断裂活动有关的喜山期玉龙斑岩铜矿带为主}印支期义敦一中旬

岛弧型斑岩铜矿带次之。矽卡岩型铜矿多与印支一喜山期酸性侵入活动有密切关系。火

山岩黄铁矿型铜矿之产出，局限于深断裂旁侧优地槽部位。砂岩型铜矿常见于昌都一兰

坪一思茅红色盆地中，尚有一些一时难以归类的“产于各种围岩中的脉状铜矿床’’等。



图。一1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交通位置略图

全区铜矿以斑岩型铜矿规模最大，控制储量(一般级别较低，以下同)在全国各铜矿带

中名列前矛。铅锌及多金属矿在本地区分布最为广泛。沉积改造型铅锌矿产于保山古生

代及兰坪中一新生代沉积盆地内。火山岩型铅锌或多金属矿，集中发育于澜沧至风庆间

下石炭统火山岩及义敦岛弧型火山岩中。矽卡岩型铅锌矿多与中生代及以后酸性侵入活

动有关。热液脉状，包括成因未清、一时难以归类的呈脉状产出的铅锌矿，矿床(点)

不少，但一般规模不大。矿床研究程度较低，仅就工作较详的少数几个矿床来看，储量

已居全国首位。其中云南兰坪金顶铅锌矿及四川白玉呷村含金富银多金属矿，为本地区

著名的矿床。锡(钨)矿工作不久，但已发现不少的矿床(点)。暂粗略划分为伟晶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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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锡石一石英型、锡石一硅酸盐型及锡石硫化物型，除伟晶岩型外均属中一高温热液

矿床。集中分布于波密一腾冲带、昌宁一澜沧带及邓柯一义敦带，前两带往南与东南亚

锡矿带相连，成矿特征与东南亚锡矿带相似，以锡为主，伴生铌钽，是我国新的锡钨成

矿远景区。云南中旬麻花坪钨铍矿床具有特色，其矿床类型及分带归宿尚待继续研究，本

地区汞锑砷矿床鬻的成因可能较为复杂，暂视为广义的热液成因，并结合形态特征，划

分为热液似层状及热液脉状矿床两大类；热液似层状矿床见于昌都一兰坪中生代盆地中

及义敦古岛弧区内，前者并常显层控特征，后者属火山、热液似层状矿床亚类。热液脉

状矿床除兰坪盆地中亦可见及外，主要分布于保山盆地西缘、怒江深断裂东侧，矿带与深

断裂平行排列。汞矿工作程度较高，已发现大、中型矿床多处。砷矿经地表揭露，有两

处远景均达大型规模。锑矿仅一处经过地表评价，其远景亦可达中一大型。砷、锑矿常

赋存于一定层位中，含矿层断续延伸较远，甚有发展前景。超基性岩中岩浆熔离型或晚

期岩浆分异型镍矿床、铂(铂族)矿床，集中分布于哀牢山带。镍具一定工业价值。铂

(铂族)矿床不多，惟其储量已为全国之冠，惜品位较低目前尚难利用。稀有及稀土金属

中，伟晶岩型绿柱石(铍)矿床以及花岗岩风化壳型、冲积型独居石、磷钇矿矿床均已

有所发现，并颇具一定规模。金、银矿是区内开采历史悠久的矿种，封建社会时期为我

国主要产区之一。金矿分布较广泛。原生金矿中，有火山岩型、与超基性岩有关的蚀变

带型、绿岩型、花岗岩破碎蚀变岩型以及热液石英脉型等类型；并有砂矿型金矿床等。

已发现的几处金矿床中，与超基性岩有关的蚀变带型墨江金厂金矿、火山岩型四川木里

耳泽金矿以及四川甘孜生康砂金矿等分别达大、中型规模。原生金矿类型复杂、线索

多，各大水系又均有开采砂金之历史记载，金矿颇有找矿远景。区内昔13取银弃铅之采

冶遗迹甚多。据初步了解，除沉积改造型铅锌矿含银较低外，其它类型铅锌矿均含银较

高，而与火山活动有关的铅锌或多金属矿并以富银为特点，往往可形成大、中型独立银

矿床。找银的潜在远景更大。惜已往以金银为主要对象的普查勘探工作甚少，因而目前

资料不多。

铁、铬、钛等黑色金属矿产中以铁矿为主。铁矿工作程度较高，发现的矿床(点)

较多，类型也较为齐全。从产出时代看，从元古代至新生代均有出现，而以中生代为主

要。就成因而言，有与火山一侵入活动有关的铁矿床、沉积(受变质沉积)铁矿床、接触

交代一热液铁矿床以及岩浆晚期铁矿床等四大类，其中第一大类尚可划分为若干亚类。

以与中基性、中酸性火山活动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磁铁矿、菱铁矿分布最广，皆具一定

规模，除南部惠民式铁矿外品位均较富，具一定的经济价值。超基性岩中铬铁矿化分布

于各深断裂问，面广、矿点多，但具工业意义者甚少。除于区内个别出现的钒钛磁铁矿

中伴生钛而外，云南保山新生代盆地中有钛铁矿砂矿床，虽有一定规模但品位不高，且

埋藏于良田之下一时也难以利用。

能源矿产较差。区内石炭、二叠、三叠、第三及第四纪均有含煤地层及煤矿床存

在，但石炭、二叠、三叠纪烟煤产地甚少，多为第三、第四纪褐煤。工业矿床不少而规

模不大，特别是炼焦用煤缺乏，是本区资源弱点。但区内热泉多，分布广，地热资源多

·砷为非金属矿产。本区常呈雌．雄磺产出，并与汞、锑矿有密切的成因联系，因而将砷与汞锑矿床列为一章加

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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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屈指可数}特别是地表水系发育，落差大，水力资源又十分丰富；可以弥补一部

分能源之不足。

非金属矿产中盐类矿产工作程度较高，蕴藏量也较为丰富。昌都一兰坪一思茅中一

新生代盆地中石盐、石膏矿床甚多，南段并有固体钾盐矿床产出。与基性超基性岩有关的

石棉、与花岗伟晶岩有关的云母以及与变质作用有关的石墨、滑石等矿床均已有发现，

集中产于哀牢山、苍山、石鼓、澜沧江及高黎贡山等构造岩浆变质带中。其它硫铁矿、

菱镁矿等亦已查明有个别矿床存在等。

总之，本区各类矿产中，以有色金属居优势，黑色及非金属次之，能源较差，是我

国以有色金属为主的重要成矿远景区域之一。

矿产志的编纂，主要是地质与矿产资料的收集、整理并逐步综合研究的过程。本区

地域辽阔，涉及四个省(自治区)局及其它有关单位，资料数量庞大；各矿床(点)工

作年代不同，研究程度不一，资料繁简悬殊；有的矿区经过多单位多次工作，对地质现

象的认识有异，甚至互相矛盾；因而编纂工作中困难较大。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编委会

及各协编单位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下，经过全体工作同志的积极努力，特别是采取了统一

设计、分散编写、逐步归纳的工作程序与技术组织措施，终于克服了不少困难，在较短

时期内完成了编志任务。本志中各矿床(点)的单项材料，大部分由正在各该矿区从事

工作的人员、少部分由熟悉本区地质矿产情况的人员负责编写。编写过程中，对资料过

于陈旧或过简的部分，尽可能搜集有关资料予以增补。对不同认识曾经反复研究，于志

中说明简要的认识发展过程，并提出编者的倾向意见。而后再指定熟悉情况的有关的专

业人员逐步讨论、归纳、分纂、总纂成册。这样，就发挥了广大实际工作者的积极性，

简化了各矿床(点)资料的收集、整理与消化的过程；尽可能弥补了一部分单项材料内

容的不足，逐步地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规律性认识；为按质按量地完成编志任务创造了条

件。但是，资料的内容丰富程度不一难以完全消除；分纂、总纂中虽尽可能地注意了内

容与形式的统一，但多人大协作的痕迹仍依稀可辨；此外，由于种种原因，铀矿资料未

予列入，矿种尚有欠完备等；仍为本志之不足。

本志着重于矿床基本特征之纪实，一般未涉及更多的区域地质问题。其中对矿区地

层、岩石之认识，以及在总结矿产分布规律时对区域地质构造问题必要的探讨等，尽可

能与专著另卷《地质志》及其附图(初稿)进行了对照，参考吸收其有关内容，已基本

取得一致。对少量不同的认识，未强求一律并作了必要的说明。根据编委会统一要求，

构造按槽台说结合板块构造学说略加探讨，鉴于对区域构造尚有不同认识，对各成矿带

仅以地名而未结合构造予以命名。

划分矿床类型，既要反映矿床的主要地质与成矿特征，又要考虑到地质勘探及开发

利用的条件。在成因类型和工业类型两种不同的划分方案中，一般认为后者较为适当。

为避免由于对成因认识的改变而影响到志的基础性与相对稳定性，最初亦拟采用工业类

型划分方案。然而，从便于志的分类叙述以及对成矿、分布规律之探讨出发，按成因类

型划分更好；且本地区矿床种类繁多、目前尚无较为完备的工业类型划分标准可资借

鉴，区内同一矿床又常常包括多种工业类型，按工业类型划分困难亦多。编纂过程中反

复权衡其利弊之后，最后决定仍采用成因类型划分方案。采用此一方案，对大多数矿床

是可行的，但也有疑难之处。例如有些矿床的成因一时尚难澄清，只有以“热液脉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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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 “产于各种围岩中的脉状矿床"等加以归类，然则又与工业类型有所混淆。有些

矿床并非单一成因，最初曾以“层控矿床"归类，后又感到过于笼统，乃进一步划分为

“沉积改造"及“沉积再造"等类型，可是，其中有些矿床之形成并与火山活动有一定

联系；突出的如兰坪金顶铅锌矿，其形成过程则与沉积作用、热卤水作用以及构造作用

均可能有关，显多期次、多因素富集成矿之特征；目前把它们都列入“沉积改造"、

“沉积再造”类型之中，尚难完全反映其复杂的成矿因素，仍然有欠妥之处。矿床类型

划分中遗留下来的此类少量问题，亦为本志之缺陷。

关于矿床工业要求及矿床规模之划分，暂按一九七二年一月矿产工业要求参考手册

编写组编写、地质出版社出版的《矿产工业要求参考手册》进行，小型矿床下限为其上

限的十分之一。随着工业经济之发展，其中有些要求与划分标准已经改变，为统一起

见，未予考虑。于此一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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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论

矿产志涉及范围，除i：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之三江褶皱系外，尚包括冈底

斯一念青唐古拉褶皱系的一部分及松潘一甘孜褶皱系之玉树一义敦褶皱带。

本区域的特点是二、三级构造单元以深断裂为界。深断裂带常形成构造变质带，多

数变质带伴有混合岩化作用，少数尚发现有高压变质矿物或混杂堆积，超基性岩亦常出

现于构造变质带问，系经历了多次板块汇集而成。因此，二、三级构造单元具有不同的

地质发展史，矿产资源复杂而多样可能与此有关。由于地质构造背景不同，同类型矿产

也有明显差异，不同矿种间成因及分布规律差别更大，因而对三江地区矿产分布规律及

其内在联系，按二、三级构造单元加以讨论较为方便(图。一2)。

波密～腾冲成矿带(I)

指怒江断裂以西之部分地区，据黄汲清等1：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应归属冈底

斯一念青唐古拉褶皱系的一部分，属燕山晚期褶皱系。南部尚可分为腾冲成矿亚带及高

黎贡山一潞西成矿亚带。

(一)腾冲成矿亚带

北部包括怒江以西之波密一察隅地区，南部为龙川江一芒市断裂以西直至国境部

分。

本区有古生物依据之地层，北部始于奥陶系，南部则始于泥盆系，石炭系广泛发

育。再上，南部并有二叠系及三叠系零星分布。

泥盆系北部以碳酸盐沉积为主；南部下部为海陆交替相沉积，除海相化石外，尚见

陆相的植物及鱼类化石，向上逐渐过渡为夹碳酸盐的类复理石沉积。石炭系为砂板岩，

北部尚夹少量火山岩，并均以夹多层含砾砂板岩为特征，未见底，已知厚度达3000一

5000米。泥盆系石炭系总厚达8000米左右，属大陆边缘之凹陷沉积，北部石炭系中含砾

砂板岩之砾石见冰川擦痕，证明其属于冰水沉积。泰国西部之石炭系与之相似，亦认为

属“冰洋”沉积。所含化石南北均可对比，其特点与冈瓦纳古陆相似。南部砂板岩所含

砾石成分复杂，有混合花岗岩及片麻岩之砾石，证明古生代沉积之下有变质基底存在，

古生代以前可能经过一次强烈构造运动。石炭系上部逐渐夹较多之碳酸盐而过渡为稳定

的二叠系之碳酸盐沉积。

中生代沉积，南部腾冲地区开始于中三叠世，但分布不广，仅在高黎贡山西缘有少

量出露，与较老地层均为断层接触，岩性与保山地区相似，已具盖层特点，可能缺失下

三叠统；中三叠世前，曾经历了又一次强烈构造运动。北部，则仅见侏罗、白垩系不整

合覆于古生代地层之上，此一运动发生于中侏罗世前，在三江地区影响广泛，为早期燕

山运动之表现。南部中上三叠统沉积以后即处于强烈上升阶段，至晚第三、第四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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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量内陆盆地沉积，沿断裂并有多期中基性火山喷发活动，一直延续至第四纪。

本区各时代地层均具轻微变质，向西变质程度逐渐加深，出现片岩、片麻岩及各类

混合岩，以混合岩分布最广。混合岩化作用愈向西愈强烈，并有混合花岗岩之出现，伟

晶岩脉群亦广泛出现，前人称之为“滇缅结晶杂岩带"。在混合岩间曾采获化石碎片，

因而强烈混合岩化地层时代当不老于下古生代，多数工作者认为大致可与南部中下寒武

统之公养河群相当。根据混合岩及伟晶岩脉中之云母测定(钾氩法)，变质年龄在30一

60百万年间，混合花岗岩所测定之时代也大致与之相当。混合岩变质年龄也有由东向西

偏新之趋势，强烈的混合岩化作用发生于喜山运动。而石炭系含砾板岩之砾石成分包含

混合花岗岩及片麻岩，因此广泛分布的混合岩带间，也可能包含有古老基底的出露部

分。即本区除新的一次混合岩化作用外；古生代沉积前曾有一次强烈地壳运动，也伴有

混合岩化作用。根据缅甸资料，曾见寒武系不整合覆于变质的庄马峪系之上，亦可证实

此一构造运动的存在。此一运动可能大致相当于兴凯旋回。根据泥盆石炭系建造特点，

结合南部芒市地区缺失石炭系等来考虑，早期华力西运动可能存在。中三叠统可能已属

盖层性质，而喜山运动对本区影响最为广泛。

本区构造线北部走向北西西，中部呈南北向，南部走向北东，无论地层走向、变质

作用以及侵入岩之分布都具弧形特点。就混合岩化作用及岩浆岩分布而言，西部为混合

岩分布区域并有混合花岗岩形成，二者同位素年龄资料均较新。中部混合岩化作用减

弱，并出现花岗岩侵入体，以古永岩带为其代表。岩带之主岩体，铷锶等时线年龄值为

75．8百万年，Sr 8

7／Sr 86初始值为0．710。岩带问尚有年龄较老之零星岩体出现，侵位较

浅。东部为大洞厂一勐连岩带，时代偏老，都在110一1 60百万年问，侵位较中带稍深，

地表混合岩化作用消失。北部亦具有相似的分带性。

与混合岩化作用及侵入活动有关矿产，由西向东作带状排列。西部混合岩带间，伟

晶岩脉发育，伟晶岩型的铍、铌、钽、锂等矿化明显，钨、锡仅呈伴生组分出现，是三江

地区具有远景的稀有金属矿带。此带之东逐渐有含锡石英脉出现，并可能有锡石石英型

矿床存在。中部之古永岩带，岩体与围岩接触形成角岩带，内外接触带云英岩化发育，

形成本区主要锡、钨矿带，已发现之矿床均属锡石硅酸盐型。锡矿物中以富含铌、钽为

其特点，个别尚有单独铌、钽矿物产出。东部的大洞厂一勐连岩带，广泛发育矽卡岩

带，形成含钨、锡之多金属矿带。滇滩铁矿中钨锡较富并具一定规模；大洞厂铅锌矿、

马鞍山铜矿也有锡钨伴生，并可形成钨锡矿体。大部属可溶锡，与其他金属硫化物共

生，属锡石硫化物型。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锡石硫化物型矿带。该带西侧、古永带东侧

间，铁窑山、老平山一线，于早期含钨锡矽卡岩的破碎带中，又形成锡石一硅酸盐型锡

矿体，则兼具两带之特征。

腾冲成矿亚带西部为稀有金属成矿带，中部为锡钨成矿带，东部为锡钨多金属成矿

带。由西向东，具锡石伟晶岩型一锡石石英型～锡石硅酸盐型一锡石硫化物型的演化特

点，此种演化可能与由西向东混合岩化作用逐渐向深部发展有一定联系。

矿带北部波密及察隅一带，与侵入活动有关之铜、铅、锌矿点发现较多，多金属矿

带可能存在。钨、锡虽尚无矿点发现，但最近在波密一带发现锡重砂晕，根据地质条件

及锡重砂线索，南部钨、锡矿带必然向北延伸。

与沉积作用有关之矿产，目前尚未发现。但本区主要含锡岩体，都侵入于石炭系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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