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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地区铝土矿床地质特征及成矿规律 

梁秋原, 刘文佳, 王  燕 
云南省有色地质局, 云南昆明 650051 

摘  要: 通过对滇中地区典型铝土矿(老煤山铝土矿)成矿地质特征研究, 认为该区铝土矿为古风化壳沉积型

铝土矿, 主要受地层层位、岩性古地理条件、褶皱构造及后期抬升改造影响。研究认为该区具有一定勘探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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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of Bauxite Deposits   
in Central Yunnan 

LIANG Qiu-yuan, LIU Wen-jia, WANG Yan 
Yunnan Nonferrous Metals Geological Bureau, Kunmig, Yunnan 650051 

Abstract: Based on a study of metallogenic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omeishan bauxite deposit, a typical 
bauxite deposit in central Yunnan, the authors hold that the bauxite deposits in this area are paleo-weathering crust 
sedimentary deposits controlled mainly by stratigraphic horizon, lithofacies-paleogeographical conditions, folded 
structure and late stage uplift and reformation. It is held that there exists certain exploration potential in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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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土矿矿床主要有三类: 沉积型、 堆积型
及红土型(刘长龄, 1987; 廖士范等, 1989; 廖士范, 
1994, 1998; 孙莉等, 2011)。云南省已发现的铝土矿
主要为沉积型和堆积型两种(王行军等, 2013; 刀俊
山等, 2013; 刘文勇等, 2013), 滇中地区铝土矿位于
云南省中部, 隶属昆明市、玉溪市管辖, 地理坐标: 
东经 102°20′00″—103°150′00″, 北纬 24°40′00″—
25°30′00″, 面积 9000 多 km2。以沉积型为主(云南
省地质矿产局, 1993)。截止 2010年底, 滇中地区发
现小型铝土矿床 16个, 矿石量 16367千吨(云南省有
色地质局, 2009)。 

滇中铝土矿大地构造位置分别位于上扬子古陆

块、康滇基底断隆带、嵩明上叠裂谷盆地及玉溪褶

皱基底隆起。 

按成矿区带划分, 属于上扬子(陆块)成矿省、滇
中成矿带、东川—易门矿带昆明铝土矿矿田。 

滇中地区地层为所谓的“三层式结构”: 结晶
基底、褶皱基底、盖层, 地层发育较齐全, 自早元古
界到新生界均有分布, 尤以元古界和中生界地层最
为发育。多年来找矿实践表明, 二叠系下统梁山组
为区内铝土矿最主要的赋矿层位。 

石炭纪末云南地壳普遍抬升, 早二叠世开始海
侵, 昆明及滇东北地区早期(梁山期)为滨海沼泽相
的黑色页岩、砂岩、铝土矿、铝土质泥岩夹煤层, 是
本区主要铝土矿产出层位; 栖霞期—茅口期主要是
浅海相灰岩、生物屑灰岩、白云质灰岩夹白云岩。 

康滇基底断隆带西界为易门断裂, 东界为小江
断裂 , 在其西部(普渡河断裂以西)地区 , 总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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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断裂发育的背景上, 古生界—中三叠统多以南
北向、北东向宽缓对称的背、向斜为主, 两翼多有
伴生的走向断裂, 一般古生界多构成背斜, 中、新生
界多构成平缓开阔的向斜; 东部地区发育北东、北
北东向构造, 同时出现一组东西向构造及北西向构
造, 基底褶皱一般呈紧密线状, 盖层褶皱多为宽缓
开阔。本区的岩浆活动主要有三期, 即晋宁期、华
力西晚期及燕山晚期。 

1  典型矿床分析 

根据综合研究选定老煤山铝土矿作为典型矿床

进行解剖。老煤山铝土矿矿区位于昆明市北 30 km, 
富民县城东平距 10 km处。大地构造位置属康滇基
底断隆带的嵩明上叠裂谷盆地西侧, 老煤山向斜东

南翼。矿区出露地层为石炭系中统、二叠系下统梁

山组、栖霞组及第四系。含矿层位为二叠系下统梁

山组, 铝土矿赋存于含矿岩系的上部。矿体呈似层
状产出, 产状与地层产状基本一致(云南省地质局第
九地质队, 1963) 

区内岩浆活动不发育, 在矿区北部下茨塘见浅
色基性岩体侵入, 为橄榄辉绿岩。 
1.1  含矿岩系特征 

含矿层位为二叠系下统梁山组, 为一套滨海沼
泽相的砂泥岩夹铝土矿、铝土岩及煤层, 总厚 11~ 
33 m。其上覆地层为二叠系下统栖霞组灰岩, 与下
伏石炭系中统灰岩假整合接触。 
 
上覆地层: 下二叠统栖霞组灰岩、白云岩 

————整合接触———— 

15 灰色、灰黄色铝土矿层, 至上而下依次
为豆状、角砾状、土状、致密状铝土矿 

0~5.26 m 

14 浅灰色碧玉状铝土岩 0.5~2 m 

13 黑色碳质页岩 0~0.5 m 

12 黑色烟煤 0~4 m 

11 黑色碳质页岩 0~0.2 m 

10 灰色细砂岩及铝土岩 3~4 m 

9 灰白色、浅灰色致密状铝土岩 0.8~1.5 m 

8 灰色中细粒中厚层状砂岩 1~4 m 

7 黑色劣质煤 0.2 m 

6 灰色细砂岩及铁质石英砂岩 4 m 

5 灰褐色泥岩 0.4 m 

4 灰色、灰黄色致密状铝土岩 0.8~1.5 m 

3 灰色细砂岩 3 m 

2 黑色烟煤 0.8 m 

1 深灰色中厚层状粉砂岩 0.5 m 

—  —  —  假整合接触  —  —  — 

下伏地层: 中石炭统灰岩 

根据岩性组合特征大致分为上部铝土岩-铝土
矿组合, 夹煤层, 是铝土矿体主要分布部位; 下部
砂泥岩夹煤组合, 无铝土矿产出。 
1.2  矿体特征 

老煤山铝土矿分布在老煤山向斜东南翼, 矿体
呈似层状, 南北长 1100 m, 宽 96~385 m, 矿体厚度
最厚 5.34 m, 最薄 0.73 m, 平均厚度 2.56 m, 分南北
两个矿段全区完成详查工作, 探明 C+D 级储量 140
万吨(冶金工业部昆明地质调查所, 1990)。 

北段以灰白色致密块状铝土矿为主, 南东见豆
状铝土矿 , 长 600 m, 宽 105~385 m, 平均厚度  
2.57 m, 呈单斜状 , 倾向北西 , 走向北东 , 倾角
8°~18°, 局部受小断层影响倾角变大至 40°, 向东露
出地表, 向西覆盖逐渐加厚。 

南段以豆状铝土矿为主, 底部见少量灰白-浅灰
色致密块状铝土矿, 长 500 m, 宽 96~280 m, 平均
厚度 2.53 m, 走向北北东 , 倾向北西西 , 倾角
7°~17°, 在断层附近 , 裂隙中充填堆积性土状铝土
矿。 

矿石矿物主要有: 一水硬铝石、地开石、一水
软铝石。次要矿物为: 三水铝石、褐铁矿、高岭石、
粘土质矿物及少量绿泥石等。 

矿石结构: 鲕状、豆状; 构造: 土状、块状。 
全区矿石平均品位: A12O3 62.53%; SiO214.06%; 

A／S4.45, Fe2O3 4.26%, S 0.06%, P2O5 0.05%。 
在铝土矿中 , 含有可回收利用的分散元素镓

(Ga)、镱(Yb)两种以及煤层和耐火粘土。镓(Ga)在矿
石中的含量 0.015%~0.027%, 平均 0.02%, 计算其金
属总量在矿区为 295 吨; 镱(Yb)在矿石中的平均品
位为 0.001%, 金属总量为 14吨。具有工业价值的煤
层为第一层煤矿, 位于铝土矿之下, 一般厚 1~2 m, 
最厚 4 m, 呈透镜状产出。 

矿体顶板围岩有灰岩、石英砂岩、铁质石英砂

岩等, 灰岩见于矿体西北部, 石英砂岩、铁质石英砂
岩一般厚 1 m。矿体底板围岩有铝土岩、铝质页岩
及煤层等, 铝土岩、铝质页岩厚约 1~2 m, 见于矿体
与煤层之间, 有些地方铝土岩 SiO2含量减少变为铝

土矿, 其底板就为煤层。 
本区矿体垂直方向上比较连续, 一般无夹石。 
根据对富民县老煤山铝土矿典型矿床研究分析, 

归纳总结出其典型矿床成矿要素(表 1)。 

2  区域成矿规律分析 

滇中地区铝土矿属于古风化壳沉积型铝土矿 , 
铝土矿严格受下二叠统梁山组层位控制 , 矿体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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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富民县老煤山铝土矿典型矿床成矿要素表 
Table 1  Ore-forming elements of the typical bauxite ore deposit in Laomeishan ore district, Fumin County, Yunnan Province 

成矿要素 描述内容 

特征描述 古风化壳沉积型铝土矿 

成矿要素

分类 

成矿时代 二叠系下统梁山组 必要 
构造背景 扬子地台康滇基底断隆带的嵩明上叠裂谷盆地西侧 必要 
岩相古地理 滨浅海—沼泽相沉积环境 必要 
古地貌 在中上石炭统碳酸盐岩之上存在古风化壳 必要 
古气候 气候温暖潮湿 必要 

地质环境 

基底 中上石炭统灰岩, 形成岩溶洼地, 提供储存空间 重要 

粘土岩、铝土矿夹煤组合, 有较好铝土矿体产出 重要 
岩性特征 

砂泥岩夹煤组合, 无铝土矿产出 重要 
A12O3 59.69%~63.68%, 平均 62.53% 重要 
SiO2 12.54%~14.87%, 平均 14.06% 重要 矿石成分 
A／S4.14—5.13, 平均 4.45,  重要 

含矿岩系厚度 11.1~32.85m 重要 
矿体厚度 厚 0.72~5.34 m, 平均厚 2.56 m 重要 

矿床特征 

次生作用 氧化带深度≤10 m 重要 

 
似层状产于含矿岩系中。除此之外 , 还与岩相古
地理环境、古气候、下伏基岩及次生作用有密切

关系。  
2.1  古地理条件 

石炭纪末 , 扬子准地台的云南境内普遍抬升 , 
沉积间断开始发育 , 滇中昆明以西地区为滇中古
陆、以东地区为牛头山古岛。以上二个以碳酸盐岩

为主的古陆逐步上隆并遭受剥蚀, 形成富含铝沉积
物的物源供应区。二叠世早期, 地质构造运动转化
为不均匀的沉降, 接受沉积, 在两个古陆夹持带之
间, 则形成总体呈南北走向的滨海沉积区。同时, 该
沉积区内存在以昆明—安宁—晋宁—呈贡为中脊的
沉积隆起(滨海低丘平原)区, 其南、北两侧则分别为
地势较低的滨海沼泽区。隆起中脊及滨海低丘平原

区经长期风化剥蚀, 发生较强烈的钙红土化和红土
化作用, 形成铝土矿或含铝沉积物的原始堆积, 从
而形成以残积成因为主的铝土矿。后期, 该地区的
地质构造运动继续保持缓慢的沉降, 海水浸没区面
积不断扩大, 形成面积较广的滨海沼泽沉积区, 以
接受剥蚀区迁移的铝土矿和含铝物质沉积为主。远

离沉积隆起中心的昆明以南及以北地区, 除局部为
古陆边缘残积沉积外, 大部分地区均为滨海沼泽相
异地沉积形成的铝土矿床类型(图 1)。 
2.2  古气候条件 

区域地质研究表明, 石炭纪末, 扬子地台云南
境内地壳普遍抬升, 遭受剥蚀, 使滇中古陆和牛头
山古岛的范围有所扩大, 其间残留部分海盆, 张正
坤曾用古地磁资料论证了扬子板块在古生代时处

于较低纬度带上 , 含矿岩系的顶底板都是很厚的

碳酸盐岩, 按现代全球碳酸盐岩沉积环境模式, 可
以类推在本成矿期前后 , 滇中地区处于低纬度温
热地带。含矿岩系中的煤层出现, 也是当时温暖润
湿气候的环境标志。这种温暖潮湿的古气候, 为区
内岩石红土化及铝土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成矿

背景。 
2.3  下伏基岩条件 

在滇中地区, 含铝土矿岩系超覆于中寒武统、
上泥盆统和中石炭统灰岩之上。在这些地层中, 除
石炭统灰岩较纯外, 其余均夹有较多的白云岩, 其
Al2O3 的含量多大于 2%~3%, 当岩石发生钙红土化
和红土化作用时, 其中某些成分如 CaO、MgO、SiO2

等被大量淋漓带出, 而 Al、Fe、Ti等则进一步富集, 
在适当的环境条件下形成铝土矿。 
2.4  次生作用 

铝土矿沉积后, 受燕山和喜山运动影响, 地壳
抬升遭受剥蚀, 部分含矿岩系暴露于地表或近地表, 
在氧化条件下, 矿石进一步去硅去硫富铝, 使矿石
质量较原生带有较大提高, 形成高品位低硅且质量
优良的土状矿石。分析认为, 氧化带深度≤10 m。 

总之, 滇中地区早二叠世海侵之前, 在温暖润
湿气候条件下 , 早期沉积的岩石经过红土化作用 , 
形成红土化风化壳, 同时形成石炭系低洼不平的溶
蚀地貌, 在早二叠世海侵时, 残留的富含三水铝石
的红土型风化壳被地表径流冲刷、搬运、残积(原
地)—堆积—沉积在附近的滨海-沼泽环境中(图 2), 
随后沉积上覆地层。受燕山和喜山运动影响, 地壳
抬升遭受剥蚀, 部分含矿岩系暴露于地表或近地表, 
在氧化条件下, 矿石进一步去硅去硫富铝(云南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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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昆明地区早二叠世含铝土矿岩系岩相古地理图 
(据张翼飞等, 1993 修改) 

Fig. 1  Lithofacies-palaeogeographic map of the Early 
Permian aluminiferous rock series in Kunming area    

(after ZHANG et al., 1993) 

 

图 2  滇中铝土矿成矿模式图 
Fig. 2  Metallogenic model of bauxite deposits in central 

Yunnan Province 

色地质局, 2011)。 

3  找矿标志 

根据矿床成因、控矿因素、滇中铝土矿床空间

分布规律提出以下找矿标志:  
(1)地层层位找矿标志: 铝土矿体严格受下二叠

统梁山组地层控制, 沉积矿床直接赋存于含铝岩系
中, 梁山组地层是找寻沉积型铝土矿床的直接标志, 
在有梁山组地层出露的地段基本都能找到铝土矿床

或见到铝土岩。 
(2)古侵蚀面找矿标志: 沉积型铝土矿赋存于下

二叠统梁山组地层, 与下伏基岩存在古侵蚀面, 滇
中古陆、牛首山古陆及基岩风化为铝土矿的形成提

供了物质来源, 不整合面是间接找矿标志。 
(3)褶皱构造找矿标志: 区域上次一级的背、向

斜构造可作为铝土矿找矿的构造标志。特别是向斜

构造可作寻找铝土矿的构造标志。 

4  结论与建议 

(1)滇中地区铝土矿属于古风化壳沉积型铝土
矿, 铝土矿严格受下二叠统梁山组层位控制, 矿体
呈似层状产于含矿岩系中。 

(2)区内沉积型铝土矿是由滇中、牛首山古陆及
基岩经长期剥蚀、风化后搬运沉积而形成的, 是长
期地质历史演化的产物。其成矿作用有红土风化壳

溶滤改造、水域中化学分解、胶体化学和次生作用

等。其成矿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基底上
升隆起、剥蚀阶段(形成含铝矿物风化堆积); 切割、
夷平、喀斯特化, 含铝矿物迁移堆积阶段(形成富铝
红土化堆积); 沉积、成岩、去硅再富集阶段。 

(3)沉积型矿床受地层层位、基底、古岩溶地貌、
沉积环境和沉积相的控制, 与岩性、气候、构造关
系密切。 

(4)地层层位、古侵蚀面、褶皱构造该区寻找铝
土矿的重要标志。 

滇中地区下二叠统梁山组地层分布广泛, 见有
多个小型铝土矿床, 总体勘探程度低, 仍有较大找
矿空间。加之该区地理区位优良, 交通方便, 具有一
定资源潜力。建议该区加强铝土矿综合研究工作 , 
寻找靶区, 获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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