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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老挝 +s)* 万孔县幅是中*老两国政府合作项目"采用区域地质调查*区域地球化学调查等方法手段"查明

了区域地层*岩石*构造及矿产的分布及特征"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与进展!

%

系统建立了研究区地层序列及构造

格架"新建石炭系,新近系 +G 个组级岩石地层单位和石炭纪,二叠纪 G 个 化石组合带+

&

查明研究区火山岩

时代主要为石炭纪*早二叠世和中三叠世"提出莫卡兰扣%;V'k%PP@&@C7P%F&断裂带为难河,程逸缝合带北延部

分的认识"所夹超基性岩可能为蛇绿岩残片"对该区及邻区的地层*构造区划具有重要意义+

'

查明了研究区构

造形迹的特征与分布"划分 G 个构造层及 G 个构造单元"总结出构造演化经历了 # 个阶段+

(

新发现铜*铅锌和金

+3 处矿化点"通过水系沉积物测量圈定化探综合异常 )G 处"系统总结了研究区含矿层位*成矿地质背景*成矿时

代及成矿规律"划分了 G 个找矿远景区"对优势矿产资源潜力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 区域地质调查+ 地球化学调查+ 难河,程逸缝合带+ 找矿远景区+ 孔县+ 老挝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2! 9,<*#%)*+,&*# 9**G, 9+*"

收稿日期! )*+, 9*3 9*#+ 修订日期! )*+, 9*! 93*'

基金项目! 中国地质调查局(老挝*柬埔寨及邻区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二级项目所属子项目(老挝沙耶武里及邻区优势矿产资源潜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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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地球化学调查%编号! +)+)*+*+****+!**+3 9*+&)项目联合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李振江%+2<*,&"男"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区域地质矿产调查与矿产勘查' >?@1&! 22!22#2+2Dbb'/%?'

*"引言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老挝)&大地

构造位置处于印支板块的中心位置#+ 9)$

"是东南亚

成矿带的重要组成"也是我国(三江)成矿带的南延

部分#3 9G$

"其北部矿产资源丰富"目前已发现有 33

个矿种*3!* 余处矿床%点&

#!$

' 由于老挝是与中国

陆地相连的友好国家"因此也成为中国地勘单位和

民营企业长期进行矿业投资的首选之地"前人对该

地区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9+G$

' +s)* 万孔县幅

%T'fV%C >9G< 9$K&是中*老两国政府合作项目"

坐标为 +*+Q**ti+*)Q**t>"+2Q)*ti)*Q**t("为一

个不完整的 +s)* 万图幅#+!$

"总面积 < ),+ P?

)

' 研

究区位于老挝北西部"地质工作基础差"基本为空

白区' )*+),)*+# 年通过区域地质与地球化学调

查的系统工作"对地层*岩浆岩*构造*矿产资源等

进行了系统调查"全面提高了该区基础地质研究程

度"是中国首个在老挝完成的 +s)* 万地质填图成

果"填补了老挝西北部地区中比例尺地质图的空

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成果' 这些成果的总结"

可供后续开展的援老项目借鉴"引导企业实施(走

出去)的资源战略"促进中老两国矿业经济可持续

发展"为进一步研究老挝北西部矿产资源及成矿预

测奠定基础"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料支撑'

+"区域地质概况

研究区是古特提斯构造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区

内主要构造单元是我国青藏,三江带古特提斯构

造向东南的延伸' 大地构造上处于印支地块西缘"

跨思茅,彭世洛中新生代盆地*墨江,黎府,罗文

真火山弧 ) 个三级构造单元"主体处于思茅,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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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地块内%图 +&' 自古生代以来"经历了裂解,闭

合,碰撞,抬升的漫长演化过程"形成了现在复杂

的构造格局' 其形成和发展演化历程受难河,程

逸缝合带和研究区以东的奠边府,黎府缝合带形

成演化的控制"同时亦受西侧景洪,素可泰火山弧

及思茅,彭世洛中新生代盆地*墨江,黎府火山弧

演化的制约'

+'二级构造界线+ )'三级构造界线及推测界线+ 3'四级构造界线+

G'走滑断裂+ !'断裂+ #'研究区位置+ <'国界+ ,'河流+ 2'首府+

+*'省%地区&*县政府所在地+ IIO'红河断裂+ -T;O'奠边府断裂+

H-O'达江断裂+ HdO'大江断裂+

.

9+'景洪,素可泰火山弧+

.

9) 9+'思茅,彭世洛中新生代盆地+

.

9) 9)'墨江,黎府,

罗文真火山弧+

.

93 9+'万象,呵叻中新生代盆地+

.

9G 9+'南

长山褶皱带+

.

9G 9)'北长山褶皱带

图 "#研究区大地构造略图

()*+"#8-540.)50B47).-024<-/4B;= 61-6

)"地层与古生物

!'"#地层划分与新建岩石地层单位

研究区地层区划属华南,印支大区*思茅,南

邦地层区*老西北地层分区' 通过实际调查"结合

前人资料#+3 9+!$的综合研究表明"以国界划分的老

西北地层分区地层的演化与东南亚及邻区的构造

演化密切相关#+#$

"与思茅地层分区极为相似#+!$

'

研究区出露晚石炭世,二叠纪海相中基性火山 9

碎屑岩和碳酸盐岩系*三叠纪海相,海陆交互相碎

屑岩夹中酸性火山岩建造"以及侏罗纪*白垩纪和

新近纪陆相碎屑岩沉积地层' 参考中国地层指

南#+<$

"以岩石地层划分为标准"系统测制地层剖

面"如;*+ 至;++%图 )&"进行地层划分"厘定了本

区地层层序"新建并命名岩石地层单位 +G个%表 +&"

各单位岩性组合*接触关系*厚度变化*化石*沉积环

境*时代依据等已另文发表#+,$

"此处仅简要介绍'

石炭系主要分布于研究区东部孟南县湄公河

沿岸及西北部乌多姆赛省孟昏县"是研究区出露最

老地层' 根据实测剖面划分为下部火山岩及上部

火山9沉积岩 ) 部分"新建 ) 个组"二者整合接触"

以富含火山组分为特色"属浅海相火山 9沉积建

造"可与 k'(@&.幅%O9G< 9ccc$K&南塔%(@?

:V@&地层区下石炭统%d

+

&对比#+2$

"命名为杭河组

%d

)

%&*孟南县组%d

)

8&"时代置于晚石炭世'

石炭,二叠系划分为下部碳酸盐岩与上部碎

屑岩夹碳酸盐岩 ) 部分"新建 ) 个组"二者为平行

不整合接触"为浅海台地相碳酸盐岩沉积"以大套

富含 化石的灰岩为特征"与云南思茅分区的西门

涯子组*中下二叠统的拉竹河组相似#)* 9)+$

"与南塔

地层区上石炭统,下二叠统%d

)

9;

+

&及中下二叠

统%;

+ 9)

&可对比"命名为冬卡组%d

)

9;

+

6&*潘达组

%;

)

.&"时代分别置于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及中二

叠世"与下伏上石炭统孟南县组%d

)

8&呈整合接触

关系'

三叠系较广泛出露于东部孟南县湄公河两岸

及西北部乌多姆赛省孟昏县一带"为一套海陆交互

相的细碎屑岩夹灰岩沉积建造"其地层层序与滇西

地区中三叠统臭水组*上三叠统桃子树组及太平掌

组可对比#)* 9)+$

"与南塔地层区上三叠统%:

3

&上*

中*下 3 个岩段可对比"根据实测剖面结合路线地

质调查划分为 G 个部分"命名为帕红组%:

)

.&*杭村

组%:

3

%&*南团组%:

3

'&*南辽组%:

3

'2&"时代置于

中,晚三叠世"各组间均为整合接触"与下伏中二

叠统潘达组%;

)

.&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侏罗系广泛出露于研究区中部"为一套河湖相

碎屑岩沉积建造"可与滇西地区的下侏罗统漾江

组*中侏罗统花开左组上下段*上侏罗统坝注路组

对比#)* 9)+$

"与南塔地层区下中侏罗统%8

+ 9)

&*上侏

罗统%8

3

&相似"与万象盆地的南立组*南舍组*班辛

黑组可对比#))$

"根据实测剖面划分为G个部分"命

-2G-



中"国"地"质"调"查 *1&D 年

&$第四系- *$洪沙县组- #$帕克沟组- L$孟恩县组- F$南勇桥组- !$梅特河组- C$南莫村组- D$南辽组- 3$南团组- &1$杭村组- &&$帕红组-

&*$潘达组- &#$冬卡组- &L$孟南县组- &F$杭河组- &!$整合界线- &C$角度不整合- &D$平行不整合- &3$逆断层- *1$平移断层- *&$实测剖面

及编号- **$路线剖面及编号- *#$铜矿点及编号- *L$金矿点及编号- *F$铅矿点及编号- *!$金砷锑多金属综合异常及编号- *C$铜铅锌银

多金属综合异常及编号- *D$锡钼多金属综合异常及编号- *3$铜镍钴多金属综合异常及编号- #1$钇镧铌钍多金属综合异常及编号- #&$找

矿远景区及编号- #*$国境线- ##$河流

图 $#研究区地质矿产简图

&'()$#*+,-,('./-/8<0'8+7/-17,<6.3==>+3.4,234+=36<9 /7+/

名为下侏罗统南莫村组'Y

&

!(与梅特河组'Y

&

"($中

侏罗统南勇桥组'Y

*

!(及上侏罗统孟恩县组'Y

#

"(!

时代置于侏罗纪!各组间均为整合接触!可角度不

整合覆于不同时代地层之上#

白垩系分布于研究区中西部洪沙县.孟南县

一带!为一套湖相砂泥质沉积建造!其地层层序与

我国滇西地区的景星组可以对比)*1 2*&*

!与南塔地

层区下白垩统'Z

&

(上部层位相当!与万象盆地的普

帕纳帕陶山组相似)*#*

!根据实测剖面划分为 & 个

地层单位!新建并命名为帕克沟组'Z

&

#(!据植物化

石时代置于早白垩世!与下伏孟恩县组'Y

#

"(呈整

合接触#

新近系局限于洪沙县附近!为湖沼相含煤砂泥

质沉积建造!含大量褐煤!部分地段'沉积盆地中

心(可厚达数十米甚至上百米!主要分布于洪沙盆

地北西!其地层层序与云南中新世沉积相似)*1 2*&*

!

与南塔地层区新近系'R(层位相当# 根据实测剖

面划分为 & 个地层单位!命名为新近系洪沙县组

'R

&

$(!时代置于新近纪!与下伏帕克沟组'Z

&

#(呈

角度不整合关系#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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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研究区地层划分与命名

869+"#,4164)*163<)5576//)2)564)0.6.;.0$-.5764B1-024<-/4B;= 6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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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与新建生物带

研究区石炭系,二叠系生物化石丰富"以 *

腕足为主"头足*腹足*海百合*苔藓虫次之' 根据

的分布与演化特征%图 3&"新建以下 G个组合带'

+'$/12,1/12&140+ )'31%B(!*+&'(+ 3'?&0*22&'(+ G'@('S&'*22(+

!'$%40*'*22(+ #'T*+>**S&'(+ <')"!%('*22(

图 >#研究区石炭纪)二叠纪主要 化石

演化特征与生物带划分图

()*+>#]A07B4)0.5<61654-1)/4)5/6.;9)0O0.).* 024<-

:6190.)2-10B/WL-1$)6.20//)7/).4<-/4B;= 61-6

""%+&O4(0&"4042&'( 93.%(*+,01%B(!*+&'( 组合带'

对应上石炭统,下二叠统冬卡组%d

)

9;

+

6&中下

部"产 O4(0&"4042&'( 1(/*4C&%-.BY@W&*O4(0&"4042&U

'( B̂'* 3.%(*+,01%B(!*+&'( >,+*(2&0% H/V.Y[%Z1/V&*

31%B(!*+&'( B̂'"以 O4(0&"4042&'( 1(/*4C&%-.BY@W&

大 量 出 现 为 下 限" 3.%(*+,01%B(!*+&'( >,+*(2&0

%H/V.Y[%Z1/V&绝灭为上限"伴生大量海百合 $/12,U

1/12&140̂B'I*'9(!,',1/12&140̂B'等' 该组合代表早

二叠世南方的马平期"分布较为广泛'

%)&?&0*22&'( 931%B(!*+&'( 组合带' 对应于

上石炭统,下二叠统冬卡组%d

)

9;

+

6&上部"产

?&0*22&'( 12(46&(*%-.BY@W&* 31%B(!*+&'( 901%*+'/U

01%*B&%H/V.&&X1.C&"以 ?&0*22&'( 12(46&(*%-.BY@W&

的出现开始划分"该组合带大体相当于国内的

?&0*22&'( 12(46&(*带#)G$

"最早由李四光%+23+&于

南京栖霞山所定的栖霞组底部的第一个生物带"

后人均以此生物带作为广义的栖霞组的一个

带"并以 ?&0*22&'( 12(46&(*出现作为早二叠世地层

的底部'

%3&T*+>**S&'( 9)"!%('*22( 组合带' 对应于中

二叠统潘达组%;

)

.&中下部层位"产 )"!%('*22(

01%*'1S&:V%?B %̂C*T*+>**S&'( 5*+>**S&%N.1C1W6&*T*+U

>**S&'( B̂'* $%40*'*22( 1,'&1,1/2&'6+&1( dV.C*

$%40*'*22( B̂'* 31%B(!*+&'( 2,'!&9*+8&'( dV.C 及

31%B(!*+&'( >+*5&.,2( dV.C等+ 以T*+>**S&'( 5*+>**S&

%N.1C1W6&的首次出现划分"以 )"!%('*22( 01%*'1S&

:V%?B %̂C*T*+>**S&'( 5*+>**S&%N.1C1W6&的绝灭为上

限"结束本组合带演化' 该带以 T*+>**S&'( 5*+>**S&

%N.1C1W6&为最典型%图 G&"丰度高"个体大"旋壁

厚"拟旋脊较发育"与国内南方中二叠世的T*+>**S&U

'(带可以对比'

%@& -#3+#L+ 9+ %[&-#3+#L+ 9)

图 '#老挝宗丕县班弄村#$%&$$'()* +$%&$$'(&H-).)4O'化石样品

()*+'##$%&$$'()* +$%&$$'(%H-).)4O& ).X+.0.* A)776*-" Y+:<0$3<-4;)/41)5402J60/

""%G&@('S&'*22( 931%B(!*+&'( 组合带' 对应于

中二叠统潘达组%;

)

.&中上部层位"产 31%B(!*+&U

'( 8429&(2&5*,2( dV.C*31%B(!*+&'( %4.*%*'0&0dV.C*

@('S&'*22( B̂'及 31%B(!*+&'( B̂'等"与国内南方中

二叠世的@('S&'*22(带大体可以对比'

3"火山岩与蛇绿混杂岩

研究区岩浆活动较发育"以基性火山岩为主"分

布在孟南县一带"顺湄公河近 H(向展布"出露面积

约 G)) P?

)

"属墨江,黎府,罗文真火山弧带的南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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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次为超基性岩"发育于巴本县%k';@C7

T.C&莫卡兰扣山%;V'k%PP@&@C7P%F&断裂带中'

>'"#晚石炭世玄武岩

晚石炭世玄武岩位于墨江,黎府,罗文真火

山弧带中段"赋存于晚石炭世杭河组%d

)

%&

#+,$

"岩

性为火山熔岩类和火山碎屑岩类"以玄武岩为主"

夹中基性火山角砾岩*凝灰岩*硅质岩组合"喷发韵

律特征明显"具有多旋回喷发的特点' 发育 3 个喷

发旋回 ! 个喷发韵律!第一*三旋回以爆发相为主"

岩浆喷发指数EB R*'!*+ 第二旋回以溢流相为主"

其EB n*'!*' 以岩浆爆发为先导"以溢流的方式

涌出"岩浆爆发方式减弱"其后岩浆爆发又进一步

加强"最后以爆发的方式而结束'

玄武岩多呈灰,灰绿色"斑状结构"气孔状构

造*杏仁状构造及枕状构造+ 斑晶为辉石%普通辉

石"少量斜方辉石&"呈半自形,自形短柱状"斜方

辉石具环带结构' 岩石平均碱度率%=I&+'3)+ 平

均固结指数%HK&3)'G2"里特曼指数%

!

&平均值)'!*

% n3'3&"属钙碱性岩石系列+ k7

y值%G)'3,&低于

原始岩浆参考值%#!&"表明岩浆经历了结晶分异作

用"属演化的岩浆#)!$

"是原始岩浆经不同程度分异

演化后的结晶产物#)#$

"形成于陆缘岛弧及陆缘火

山弧环境%图 !&' 孟南县桥头玄武岩锆石 a9;[

年龄为 )2# k@";*! 剖面上玄武岩锆石a9;[年龄

为 3G< k@"表明其形成时代为晚石炭世'

0

'板块发散边缘 (9kMIT+

-

+'大洋岛弧玄武岩区+

-

)'陆缘

岛弧及陆缘火山弧玄武岩区+

.

'大洋板内洋岛*海山玄武岩及:9

kMIT*>9kMIT区+

/

+'陆内裂谷及陆缘裂谷拉斑玄武岩区+

/

)'陆内裂谷碱性玄武岩区+

/

3'大陆拉张带%或初始裂谷&玄武

岩区+

1

'地幔热柱玄武岩区

图 F#玄武岩86%G2W8<%G2判别图

()*+F#86%G2W8<%G2;)6*16$2014<-96/674/

""孟南县玄武岩向南延伸至沙耶武里以南"是哀

牢山,斯雷博河结合带向西俯冲形成的火山弧带"

为哀牢山,斯雷博河结合带南延提供了火山岩证

据"是斯雷博河洋俯冲极性的重要制约'

>'!#蛇绿混杂岩

超基性岩位于巴本县莫卡兰扣山顶"以辉石

岩*橄榄辉石岩*辉石橄榄岩*橄榄岩为主"多见蛇

纹石化*滑石化"强蚀变为蛇纹岩%图 #&'

%@& =&

)

M

3

9d@M9k7M三角图解 %[& ([4e[ 9:1M

)

4e[图解

图 I#超基性岩Q7

!

?

>

W:6?WY*?三角图解及R9%c9W8)?

!

%c9图解

()*+I#Q7

!

?

>

W:6?WY*?41)6.*B761;)6*16$ %6& 6.;R9%c9W8)?

!

%c9;)6*16$ %9& 2014<-B741696/)5105V/

""H1M

)

含量较低且变化范围较为稳定%3,'3,q i

G3'#<q&"k7M*O.M*O.

)

M

3

含量普遍较高"在k4O9

%kJO&4H 变异图上"样品较为分散"多落入超镁

质区,镁铁质区"而 H1M

)

9=&

)

M

3

变异图投点集中

落入贫铝质区"综合来看属贫铝质的超镁质,镁铁

质超基性岩' 硅 9碱图上落入碱性与亚碱性系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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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渡地带"结合里特曼指数来看"为亚碱性拉斑

玄武岩系列' 样品固结指数 HK高达 <)'#2 i

,G')3"分异指数 -K低至 *'3, i*'22"反映岩浆分

异程度很低"基性程度很高+ 长英指数 OU与镁铁

指数kO平均值分别达 )*'!G*)+'*3"说明岩浆分

离结晶作用程度较高' 稀土元素配分特点与原始

地幔相似"微量元素蛛网图表现出 f*([*HY*:1元

素的亏损和 a*U@*(0*H?元素的富集' f的亏损

说明岩浆非壳源而是幔源特征+ ([ 的亏损与源区

性质有关+ HY的亏损与幔源岩浆有斜长石的分异

结晶有关+ :1的亏损与磷灰石和钛铁矿的结晶分

异作用有关' 因此"该超基性岩的源区物质应为地

幔物质"是地幔物质部分熔融的岩浆产物' 在

=&

)

M

3

9d@M9k7M%图 #%@&&三角图上样品投点集

中于变质橄榄岩区"主要为地幔橄榄岩组分"反映

出与洋中脊相关的构造环境+ 进一步用 ([4e[ 9

:1M

)

4e[图解%图 #%[&&作构造环境判别"样品投

点位于正常型洋中脊%(9kMIT&到富集型洋中脊

%>9kMIT&的过渡区域内"这与其地球化学性质

表现出的>9kMIT特征也较为一致'

区内超基性岩总体形成于正常型洋中脊%(9

kMIT&,富集型洋中脊%>9kMIT&过渡环境"蛇

纹石化辉石岩锆石 a9;[ 加权平均年龄为%)33 o

+#&k@"可能代表其构造就位年龄"这与难河,程

逸洋盆关闭时限一致'

该超基性岩整体夹持在 (>,Hm向莫卡兰扣

%;V'k%PP@&@C7P%F&断裂带中"变形极强"普遍片理

化与透镜化"可能为难河,程逸缝合带的蛇绿岩残

片"后期断裂逆冲推覆出露于地表"为难河,程逸

缝合带在老挝境内北延提供了岩石佐证'

G"构造特征及构造演化

''"#构造单元与构造层划分

研究区位于印支地块区"以难河,程逸缝合带

为界划分为景洪,素可泰火山弧和思茅,彭世洛

地块 ) 个三级构造单元+思茅,彭世洛地块可细分

为思茅,彭世洛中,新生代盆地带和墨江,黎府

火山弧带 ) 个四级构造单元' 根据沉积建造*岩浆

活动*地层分布情况及不同时期构造运动形成的构

造转换面"可划分出 G 个构造层!海西构造层*印支

构造层*燕山构造层及喜马拉雅构造层'

''!#莫卡兰扣&;V'k%PP@&@C7P%F'断裂带

该断裂带分布于研究区北西角巴本县 %k'

;@C7T.C&莫卡兰扣%;V'k%PP@&@C7P%F&山"呈(>9

Hm向展布"研究区内可见延长约 ++'G P?"断裂带

最宽处可达 ,** ?%图 <&'

+'南辽组+ )'南团组+ 3'杭村组+ G'帕红组+ !'基性岩+ #'高程

点4村庄+ <'角度不整合界线+ ,'平移断层+ 2'逆断层

图 K#莫卡兰扣断裂带平面分布图

()*+K#L<+Y0VV676.*V0B;--321654B1-

376.-;)/41)9B4)0.$63

""断裂带卷入地层北西侧为上三叠统南辽组灰

黄色绢云千枚岩"南东侧为上三叠统南团组紫红

色,灰黄色含粉砂板岩'

断裂带南东边界断层带为主断层"宽约 ++* ?"

断面波状弯曲"产状 3)3Q

!

##Q' 断裂两侧为下三

叠统"并切错地层"形成牵引褶皱' 根据变形程度

及变形特征将该断裂带划分为 < 个变形带'

前述 >9kMIT型超基性岩整体夹持在该断

裂带中"为早期难河,程逸缝合带产物"后期推覆

出露地表"据此提出莫卡兰扣断裂带为难河,程逸

缝合带的北延部分"对该区及邻区的地层*构造区

划具有重要意义'

''>#构造演化

研究区自古生代以来经历黎府洋俯冲演化*难

河,程逸洋俯冲演化*碰撞造山*盆山转换*陆内造

山与改造和隆升调整等多阶段*多背景的漫长复杂

演化形成现今构造格局%图 ,&'

%+&晚石炭世,中二叠世黎府洋俯冲演化阶

段' 晚石炭世以来是古特提斯洋演化的重要阶段"

研究区主要转入活动大陆演化阶段#)$

' 随着北边

金沙江,哀牢山洋与马江洋在晚古生代相

连#)< 9),$

"并统一发展演化#)2$

"作为其南支的奠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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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研究区构造演化模式

#$%&!"'()*+,$)(-+./*$+,01**(2,$,*3(4*/56 12(1

边府%黎府洋继续扩张!当奠边府%黎府洋盆扩张

进入高潮的时候!晚石炭世末!奠边府%黎府洋的西

缘构造作用发生转换!由拉张环境变为挤压环境!促

使洋陆交接部位发生俯冲作用!开始转化为活动大

陆边缘&-'

( 而同时期研究区西部莫兰卡扣山发育一

套蛇纹石化辉石岩)蛇纹岩的类蛇绿岩!表明了难

河%程逸洋开始扩张!也加剧了奠边府%黎府洋的

俯冲消亡(

#%$晚二叠世%早三叠世难河%程逸洋俯冲演

化阶段( 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因古特提斯洋向东

俯冲!诱发难河%程逸带发生弧后张裂&.& /.#'

!素可

泰弧地体裂离古印支地块!难河%程逸弧后盆地洋

形成#早二叠世末$( 晚二叠世洋盆开始消减!向西

俯冲到景洪%素可泰弧地体之下( 在中二叠世末

经历过一次重要的弧陆拼贴碰撞作用!地壳发生抬

升暴露!遭受剥蚀!致使研究区缺失晚二叠世%早

三叠世沉积记录(

#.$中三叠世%晚三叠世碰撞造山阶段( 中)晚

三叠世之交!难河%程逸洋消亡!黎府洋开始关闭!

思茅%彭世洛微地块与万象%昆嵩地块碰撞拼合!

形成同碰撞前陆盆地!沉积了中三叠世海陆交互相

细碎屑岩及晚三叠世厚度巨大的复理石夹少量灰

岩( 晚三叠世末!随着黎府洋的完全碰撞拼合!素可

泰弧地体与思茅%彭世洛微陆块)思茅%彭世洛微

陆块与长山微陆发生全面汇聚!盆内相继沉积了一

套深色海相)相对深水的细碎屑岩夹少量硅质岩)灰

岩及少量火山碎屑岩组合!印支运动的全面爆发!终

结了研究区的海相沉积历史!继而开启研究区造山

阶段!发生一系列挤压构造事件!形成现今研究区

中)晚三叠世地层的强烈构造变形的特征(

#0$早侏罗世%早白垩世盆山转换阶段( 早侏

罗世造山过程中地壳缩短增厚!深层次地壳发生均

衡调整%%%去*山根+作用和底侵/拆沉作用!造成

加厚地壳减薄!浅层次地壳伸展!发育一系列山间)

山前断陷/坳陷盆地( 与之耦合!思茅%彭世洛由

挤压前陆盆地转换为伸展裂陷盆地&-'

!在班海德

#'(123345$%洪沙县#6(1+,782$形成了 9:%;<

向展布的裂陷盆地!大量粗碎屑岩沿低洼地带堆

积!与下伏地层的不整合具明显的填平补齐效果!粗

碎屑物也明显来自下伏地层!表现为下侏罗统底部中

厚层状砾岩夹泥岩的岩石组合!间杂有山间磨拉石沉

积!下白垩统产丰富的 !"#$%&'())*+8=(),%-$%&./0$1

>?(1$+&)/2#@(/.1($ 12AAB8),%-$%&./0$1>?(%-(3'$%$4/1

C288BD(/.)2A2/65A等!显示湖相%河流相沉积环境(

#E$晚白垩世%中新世陆内造山与改造阶段(

白垩纪晚期为陆内汇聚挤压作用时期!盆地掀斜!

再次褶皱造山!形成研究区规模最大的洪沙县复式

向斜!缺失晚白垩世%渐新世沉积记录( 随着陆内

造山及改造!裂陷盆地逐渐消亡!造山活动进入松

弛阶段!洪沙县一带小型凹陷重新接受沉积!表现

为新近系洪沙县组紫红色粉砂质泥岩角度不整合

于下白垩统帕克沟组之上!同时发育近百米厚的煤

层!反映了湖沼古环境的变迁(

#!$上新世%第四纪隆升调整阶段( 上新世以

来!由于印度板块)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的持续汇

聚!研究区进入隆升调整阶段( 区内地壳发生差异

升降!风化剥蚀)河流下切作用强烈!形成一系列不

同规模的河流阶地!堆积了不同时期的砂砾石松散

堆积物( 同时受老挝湿热环境影响及急剧的风化

作用!形成了现今的地貌格局(

E"矿产分布及找矿远景

7(8"矿点

研究区新发现矿化点及矿化线索 #. 处#图 %$!

其中铜矿化点 ## 处!铅锌矿化点 # 处!金矿点 #

处!铜品位 &(EF G#(!.F!金最高品位达 %& 7H3(

新发现铜矿化点分为 % 种类型" 一是与中生代砂

岩)粉砂岩相关的铜矿化, 二是与石炭纪基性火山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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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有关的铜矿化(

7(9"综合异常

根据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元素组合与异常的空

间套合关系以及地质)构造)矿产背景等!确定元素

组合!圈定 I 类组合异常( 在组合异常的基础上!

根据各类元素异常分布特点)强度及套合关系!并

按照地质构造背景进行适当取舍形成综合异常(

研究区共圈定 %0 个综合异常!其中甲类异常 0 个!

乙类异常 #I 个!丙类异常 . 个!有找矿意义的金)

铜)铅)锌)钨)锡)钼等异常多处于找矿远景区内

#图 %$!位于断裂构造带附近!受成矿条件控制!异

常在空间上的集中分布特征十分明显(

7(:"找矿远景区

按照.找矿远景区划分的原则和级别/的规定!

结合区内成矿地质条件)综合异常特征)异常空间

分布规律划分 0 个找矿远景区#图 %$!即
!

巴本%

孟昏金铜多金属找矿远景区)

"

孟恩%孟安铅锌铜

多金属找矿远景区)

#

琅勃拉邦金多金属找矿远景

区和
$

孟南县金钨多金属找矿远景区( 对优势矿

产资源潜力进行了初步分析(

!"结论

##$系统建立了研究区地层序列及构造格架!

新建石炭系%新近系 #0 个组级岩石地层单位!由

老到新命名为杭河组#J

%

'$)孟南县组#J

%

+$)冬卡

组#J

%

/K

#

4$)潘达组#K

%

&$)帕红组#L

%

&$)杭村组

#L

.

'$)南团组 #L

.

-$)南辽组 #L

.

-)$)南莫村组

#M

#

-$)梅特河组#M

#

+$)南勇桥组#M

%

-$)孟恩县组

#M

.

+$)帕克沟组#)

#

&$)洪沙县组#9

#

'$( ! 个层

位采获可鉴定的古生物化石!鉴定 #I 属 %E 种!其

中 类化石最为发育!在详细研究其分布与演化特

征的基础上!新建了研究区石炭纪%二叠纪 0 个

化石组合带(

#%$查明研究区火山岩时代主要为石炭纪)早二

叠世)中三叠世!提出了莫卡兰扣断裂为难河%程逸

缝合带北延部分的新认识!所夹超基性岩可能为蛇

绿岩残片!为难河%程逸缝合带北延提供了岩石证

据!对该区及邻区的地层)构造区划具有重要意义(

#.$查明研究区构造形迹的特征与分布!划分

0 个构造单元 0 个构造层!总结出构造演化经历了

晚石炭世%中二叠世黎府洋俯冲)晚二叠世%早三

叠世难河%程逸洋俯冲)中三叠世%晚三叠世碰撞

造山)早侏罗世%早白垩世盆山转换)晚白垩世%

中新世陆内造山与改造)上新世%第四纪隆升调整

等 ! 个演化阶段(

#0$新发现铜)铅锌)金 #. 处矿化点!通过水系

沉积物测量圈定化探综合异常 %0 处!系统总结了

研究区含矿层位)成矿地质背景)成矿时代及成矿

规律!划分了 0 个成矿远景区!对优势矿产资源潜

力进行了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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