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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矿产资源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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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素称
“

有色 金属 王国
” ,

建国三十

多年来
,

有色金属矿产储量增长很大
,

钢铁

工业
、

化工化肥
、

建材
、

能源等矿产储量
,

增长也很快
。

发现了 11 0 多种有用矿产
,

有

2 0多种矿产的探明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
。

一
、

有色金属矿产

云南有色金属矿产种多量足
,

利用价值

较高
。

铅
、

锌
、

锡
、

铜
、

镍
、

锑
、

钨
、

铝
、

汞
、

铂
、

银
、

金等十多种矿产储量在国内占

有一定比重
,

其中锡
、

铜
、

铅
、

锌的探明储

量名列全国第一位
。

铜矿
:

云南铜矿类型多
、

分布广
。

产于

寒武系下统中的层状
、

似层状铜矿分布于东

川
、

易门
;
产于白垄系中的 含 铜 砂 岩型铜

矿分布于滇中
、

思茅
;
斑岩型铜矿分布于滇

西北
; 火 山岩型铜矿分布于新平

; 矽卡岩型

铜矿分布于个 旧
。

锡矿
:

大多分布在滇南地区
,

分原生锡

矿和砂锡矿两个类型
。

原生锡矿为高一中温

热液锡石一硫化物交代矽卡岩矿床
,

矿体产

于燕山 期 花 岗岩外接触带的矽卡岩中
,

常与

铅
、

锌
、

铜等矿产共生
,

储量集中
,

有利于大规

模开采
。

近年来在滇西发现了锡矿多处
,

矿

床类型有锡石一石英型
、

锡石一硅酸盐型
、

锡石一硫化物型等
。

云南的锡矿带与泰马锡

矿带同属一个带
。

铅锌矿
:

主要分布在会泽
、

个旧
、

斓沧
、

兰坪等地
。

兰坪铅锌矿矿体呈似层状
,

产于

老第三系砂岩中
,

铅锌 比为 1 : 3 ,

并伴生有

技术
,

开展了勘探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国际间

的合作与交流
,

不仅提高 了勘探技术水平
,

也为改善管理
、

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准备 了条

件
; 加强了油气地质科研工作

,

提交各类科

研成果 2 00 多份
。

其中获国家一等科学进步

奖的二份
,

获部科技成果一等奖二份
、

二等

奖十四份
、

三 等 奖一百四十三份
。 “
六五

”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 煤成气及碳酸盐

岩油气勘探技术方法
,

受到了国家表扬
。

(二 )

“
七五

”

计划期间
,

要加速油气资源的

勘探开发
。

地矿部门和石油工业部 门将进一

步携手合作
,

更好地协调配合
,

发展横向联

系
。

就地矿部 系统而言
,

要把改革放在第一

位
,

以改革促进勘探
,

提高管理水平和队伍

素质
,

提高石油海洋地质工作的经济
、

社会

效益
。

1
.

加强油气勘探部署 的战 略研究
,

从

我国实际地质条件出发
,

注意探索找油找气

的新思路
,

不断开辟油气勘探新领域
。

2
.

完善项 目管理
,

严格按照勘探程序
,

提高勘探工作的经济
、

社会效益
,

每个勘探

项 目都要有明确的目标
,

提交与工作程度相

应的地质储量
,

并在有条件地区实行探 采结

合
。

3
.

积极采用勘 探新 技术
、

新工艺
、

新

方法
,

克服深井
、

复杂地区和隐蔽圈闭给勘

探工作带来的困难
。

4
.

注意智力开发
,

加强职工的技术教育

和培训
,

努力开辟第二
、

第三产业
,

逐步实

现整个队伍向技术密集型转化
。

5
.

在实行经济管理办法改革的同时
,

要

加强队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对我国国民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 的 战略 意义
, “
七五

”

期间是我

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进一步由旧模式

向新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
,

经济体制的改革

必将大大促进油气资 源勘 探开 发工 作的发

展
。

地矿部门的油气地质工作要以奋发进取

的精神和扎实的工作
,

发现更多更好的油气

新资源
,

为完成
“
七五

”

计划作出 自己的贡

献
。

(地矿部石 油海洋地质局 )



锡
、

铭
、

银
、

硫等有用矿产
,

可综合回收
。

其它地区的铅锌矿
,

大部分也呈似层状产出
,

为层控矿床
,

产于古生代地层中
。

镍矿
:

分硫化铜镍型和硅酸镍型两类
,

分布于哀牢山南侧
,

成矿与超基性岩有关
。

铝土矿
:

为沉积型的一水硬铝石矿床
,

矿体产于石炭系与二叠系接触的古喀斯特凤

化面中
,

分布在昆明
、

文山等地
。

铂矿
:

为斑岩型铜铂矿床
,

矿床与斑状

花岗岩
、

正长岩有关
,

分布在哀牢山南北两

侧
。

钨矿
:

以脉状白钨矿为主
,

分布于滇西

北
。

汞矿
、

锑矿
:

分布于滇西和滇东南
,

多

为热液型矿床
,

沿层分布
。

二
、

黑色金属矿产

云南黑色金属矿的特点是
:

储量丰富
,

品种配套
。

铁矿
:

储量较大
,

主要为产于前寒武系

的火山岩型铁矿和沉积变质型铁矿
,

分布于

滇中及西双版纳地区
。

.

火山岩型铁矿
,

产于

下元古代变钠质火山岩中
,

矿体富厚
,

铜铁

共生
,

富矿所 占比例高
。

沉积变质型铁矿
,

产于中元古代昆阳群中
,

小而富
,

易采易选
,

是省内目前开采的主要铁矿
。

锰矿
:

以沉积型为主
,

产于中三叠统砂

页岩中
,

分布于滇南地区
,

靠近地表及中浅

部为氧化锰
,

深部为原生碳酸锰
,

含锰品位

15 ~ 47 % ;
矿石质量好

,

具有多种用途
。

钦铁矿
:

分布于滇西
、

滇中
,

为基性岩

风化后形成的钦砂矿
。

作为钢铁工业的辅助原料— 熔剂石灰

岩
、

白云岩
、

耐火粘土
、

硅石
、

萤石等资源
,

分布广泛
,

可就地取材
。

三
、

非金属矿产

磷矿
:

云南磷矿资源丰富
,

主要为寒武系

底部的沉积型磷块岩矿床
。

储量分布集中于

昆明以东地区
,

大部分矿床可露天开采
。

矿石

品级多
,

类型全
,

适宜生产各种磷肥和磷化

工产品
,

远景储量很大
。

钾盐
:

多与岩盐共生
,

以氯化钾为主
,

产于第三系砂泥岩中
,

分布于兰坪— 思茅

中新生代红色盆地内
,

矿体规模较小
。

硫铁矿
:

矿床多属火 山岩型
,

矿体产于

二叠系玄武岩底部 的凝灰岩中
,

以黄铁矿为

主
。

其次为有色金属中的伴生硫
,

可综合回

收利用
。

岩盐
:

产于中
、

新生代红层中
,

矿体厚度

大
,

质纯
,

储量大
,

并伴生大量石膏
、

芒硝
。

砷矿
:

分布于楚雄
、

下关等地
,

为热液

交代型矿床
,

矿体产于侏罗系泥质白云岩中
,

主要矿石类型为雄黄型
、

雌黄雄黄型
,

易采

易选易炼
。

石棉矿
:

矿床分为两种类型
,

一种为产

于超基性岩中的蛇纹石化石棉矿床
,

一种为

产于辉绿岩与白云岩接触带蛇纹石化石棉矿

床
,

纵
、

横纤维均有
,

质量较好
;
分布于哀

牢山南侧及滇西北
、

滇中等地
。

玻璃用砂
:

产于震旦系滨海相石英砂岩

中
,

集中分布在 昆明西北郊
,

矿体厚度大
,

二氧化硅品位大于 98 %
。

石膏
:

以沉积型为主
,

产于寒武系
、

石

炭系
、

二叠系
、

白垄系
、

第三系中
,

硫酸钙

含量 60 ~ 80 %
,

分布在红河
、

永仁
、

巧家等地
。

此外
,

还有水泥灰岩
、

瓷土
、

长石
、

滑

石等
,

储量也较丰富
。

四
、

能源矿产

煤矿
:

煤种齐全
,

储量丰富
。

炼焦煤分

布于曲靖地区
,

产于二叠纪含煤地层中
,

储

量约占全省煤总储量的五分之一
; 无烟煤主

要分布于昭通
、

富源
,

时代为二叠纪
,

储量

占全省煤总储量的十分之一
; 褐煤遍布全省

坝子的第三系中、 潜在储量很大
。

此外
,

还

有丰富的泥炭资源
。

地热
:

省内有地热泉点 7 00 多处
,

其中

高温泉占 16 %
,

分布于滇西地区
,

其它为中
、

低温泉
,

遍布省内
。

(云 南省地矿局科技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