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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通过滇西北羊拉矿区７．５ｋｍ实测地层剖面的岩石地层划分，矿区原定二叠纪嘎金雪山群巨厚洋盆

沉积实际由泥盆纪至二叠纪构造岩块高度混杂而成。因矿区经历了金沙江洋盆的初始裂开、扩张、俯冲消减、碰撞

造山的洋—陆转换过程，岩石普遍发生绿片岩相变质作用，缺少古生物化石，原岩层序难以恢复。基于前人成果和

本次工作发现的牙形石，结合矿区沉积特征和金沙江洋演化历史，将地层修订为下泥盆统江边组岩块、中泥盆统—

石炭系岩块、二叠系岩块，并讨论了其构造演化。

关键词：地层划分；金沙江带；构造岩块；羊拉矿区；构造演化

滇西北羊拉铜矿区位于金沙江构造带中部，处

于“三江”造山带“蜂腰”部位，属东特提斯构造带中

重要的一支，受区域构造演化影响，其经历了洋盆的

初始裂开、扩张、俯冲消减、碰撞造山的洋—陆转换

过程。区内大量的构造移位和构造混杂所导致的地

层重复、缺失、不连续、厚度失真等现象十分普遍（何

龙清等，１９９８）。

区域出露地层为嘎金雪山群（１∶２０万资料，

１９７７），时代归属二叠纪，矿区出露嘎金雪山群上亚

群（李光军，１９９７），构造背景原定为二叠纪形成的洋

内弧和其后的小洋盆（王立全等，１９９９）。１９９９年，

云南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大队将其分为ａ、ｂ、ｃ、ｄ、ｅ

５个岩性段。９０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在该区进行了火

山岩、地层学和沉积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认为

上述５个岩性段实为几个不同时代的构造岩片相互

叠置而成，同位素、化石、构造分析资料表明其时代

已远远超出原定二叠纪范围（林仕良等，２００４），由于

经历了不同构造演化叠加，不同的构造岩片在岩石

组合、构造变形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原岩层序恢复

困难。随着羊拉铜矿的开发和研究逐渐深入，矿区

目前将原嘎金雪山群上亚群混杂岩划定为志留系—

石炭系（图１），即志留系（Ｓ），下泥盆统江边组（Ｄ１

犼），中上泥盆统里农组（Ｄ２＋３犾）和下石炭统贝吾组

（Ｃ１犫），但确切依据仍然缺乏（云南地质调查院，

２００６）。本文通过项目工作，进行了横贯矿区的７．５

ｋｍ长剖面实测，以获得的岩性资料和牙形石作为

依据，结合前人成果对地层岩性进行了系统详细研

究与划分，认为矿区地层为泥盆纪—二叠纪构造岩

块混杂叠置而成，结合金沙江构造带演化将矿区地

层修订为下泥盆统江边组岩块、中泥盆统—石炭系

岩块、二叠系岩块，提高了矿区地层研究程度。

１　剖面描述

实测剖面横跨羊拉矿区，起点位于金沙江西岸，

总体近于东西向沿里农大沟，后沿南西向山脊进行

测制，至矿区４１５４ｍ高程结束（图１）。

剖面从上至下分层描述如下（图２）。

古近系（Ｅ）

２３．紫红色砾岩。 ＞２７ｍ

～～～～～～不整合～～～～～

上泥盆统—下石炭统贝吾组（Ｄ３—Ｃ１犫）

２２．深灰色致密块状碳酸盐化安山玄武岩、玄武岩、杏

仁状玄武岩，中部夹两层铁染之含方解石脉大理

岩层。 ＞６４３ｍ

＝＝＝＝＝＝断层＝＝＝＝＝＝

下—中二叠统（Ｐ１－２）

２１．底部为深灰色砂质绢云板岩，上部为浅灰白色

中—厚层状细晶大理岩，剖面线上地表出露的细

晶大理岩样品中获得牙形石犛狑犲犲狋狅犵狀犪狋犺狌狊ｓｐ．，

顶部为灰绿色绢云绿泥板岩。 ＞１３５ｍ

２０．铁染白色细晶大理岩。 ９６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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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羊拉矿区地质与剖面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ｆｉｌｅ

１—第四系；２—第三系；３—下二叠统；４—下石炭统贝吾组；５—中上泥盆统里农组上段；６—中上泥盆统里农组中段；７—中上泥盆统里农组

下段；８—下泥盆统江边组上段；９—下泥盆统江边组中段；１０—下泥盆统江边组下段；１１—志留系；１２—燕山期二长花岗岩；１３—燕山期斜长

花岗岩；１４—印支期花岗闪长岩；１５—断裂；１６—剖面线；１７—矿体及编号；１８—不整合界线

１—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２—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３—ＬｏｗｅｒＰｅｒｍｉａｎ；４—Ｂｅｉｗ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ｗｅｒ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５—ｕｐｐ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Ｌｉｎ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６—ｍｉｄｄｌｅ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Ｌｉｎ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７—ｌｏｗ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Ｌｉｎ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８—ｕｐｐ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Ｊｉａｎｇｂｉ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ｗ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９—ｍｉｄｄｌｅ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Ｊｉａｎｇｂｉ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ｗｅｒ

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１０—ｌｏｗ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Ｊｉａｎｇｂｉ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ｗ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１１—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１２—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ｉｃｇｒａｎｉｔｅ；１３—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

ｐｉａｇｉ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１４—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１５—ｆａｕｌｔ；１６—ｐｒｏｆｉｌｅ；１７—ｏｒｅｂｏｄｙａｎｄｓｅｒｉ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１８—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ｓ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１９．灰绿色、灰褐色绢云绿泥板岩，少量砂质绢云板

岩。 ＞６３ｍ

＝＝＝＝＝＝断层＝＝＝＝＝＝

中泥盆统—上石炭统（Ｄ２—Ｃ２）

１８．灰白色细晶条纹条带状大理岩。 ＞１１７ｍ

１７．主要为灰绿色、灰黄色硅质板岩，其间夹深灰色厚

层状大理岩，包含矿区原定里农组第７层，获牙形

石犛狋狉犲狆狋狅犵狀犪狋犺狅犱狌狊犮犪狀犮犲犾犾狅狊狌狊。 １６４ｍ

１６．底部为绢云板岩，向上过渡为变质石英砂岩夹砂

质绢云板岩。 ８８ｍ

１５．中、细晶大理岩，为里农矿体 ＫＴ２的顶板标志层，

该层细晶大理岩中获得牙形石犘犱狔犵狀犪狋犺狌狊狏犪狀狌狊

狊狋犪狌犳犳犲狉，局部夹硅质板岩、绿泥板岩。 １０１ｍ

１４．下部为硅质板岩与硅质绿泥板岩，向西该层主体

为具类复理石建造特征之硅质岩，灰黄色硅质板

岩，该层顶部为里农矿段２号矿体。 ＞１５２ｍ

＝＝＝＝＝＝断层＝＝＝＝＝＝

下二叠统（Ｐ１）

１３．里农组灰色细晶大理岩，局部大理岩化灰岩，为

ＫＴ５的底板层位，在矿区３号勘探线３０７５中段平

６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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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羊拉矿区实测剖面图

Ｆｉｇ．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Ｙａｎｇｌ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ｒｅａ

１—大理岩；２—条带状大理岩；３—透辉石矽卡岩；４—条带状结晶灰岩；５—绢云板岩；６—细砂质钙质板岩；７—绿泥绢云板岩；８—变质石英

砂岩；９—钙质绢云板岩；１０—绿泥板岩；１１—钙质绿泥板岩；１２—钙质板岩与大理岩互层；１３—绿泥板岩与大理岩互层；１４—砂质绢云板岩；

１５—绢云绿泥板岩；１６—硅质板岩；１７—硅质岩；１８—花岗闪长岩；１９—安山玄武岩；２０—玄武岩；２１—辉绿岩；２２—矿（化）体；２３—第四系残

坡积物；２４—第三系砾岩；２５—断层及运动方向；２６—节理；２７—标本采集；２８—牙形石；２９—分层号

１—Ｍａｒｂｌｅ；２—ｂａｎｄｌｉｋｅｍａｒｂｌｅ；３—ｄｉｏｐｓｉｄｅｓｋａｒｎ；４—ｂａｎｄｌｉｋ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５—ｓｅｒｉｃｉｔｅｓｌａｔｅ；６—ｆｉｎｅｌｙａｒｅｎａｃｅｏｕｓ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

ｓｌａｔｅ；７—ｃｈｌｏｒｉｔｅｓｅｒｉｃｉｔｉｃｓｌａｔｅ；８—ｍｅｔａ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９—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ｅｒｉｃｉｔｉｃｓｌａｔｅ；１０—ｃｈｌｏｒｉｔｅｓｌａｔｅ；１１—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ｃｈｌｏｒｉｔｅｓｌａｔｅ；

１２—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ｌａｙｅｒｓｏｆ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ｓｌａｔｅａｎｄｍａｒｂｌｅ；１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ｌａｙｅｒｓｏｆｃｈｌｏｒｉｔｅｓｌａｔｅａｎｄｍａｒｂｌｅ；１４—ａｒｅｎａｃｅｏｕｓｓｅｒｉｃｉｔｅｓｌａｔｅ；１５—

ｓｅｒｉｃｉｔｅｃｈｌｏｒｉｔｅｓｌａｔｅ；１６—ｓｉｌｉｃｅｏｕｓｓｌａｔｅ；１７—ｓｉｌｉｃａｌｉｔｅ；１８—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１９—ａｎｄｅｓｉｔｅｂａｓａｌｔ；２０—ｂａｓａｌｔ；２１—ｄｉａｂａｓｅ；２２—ｏｒｅｂｏｄｙ；

２３—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ｓｌｏｐｅｗａｓｈ；２４—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２５—ｆａｕｌｔａｎｄｉｔｓｍｏ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２６—ｆｉｓｓｕｒｉｎｇ；２７—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２８—ｃｏｎｏｄｏｎｔ；

２９—ｌａｙｅｒｎｕｍｂｅｒ

硐内大理岩化灰岩样品中获得牙形石犈犾犾犻狊狅狀犻犪

犲狓犮犪狏犪狋犪犅犲犺狀犽犲狀和？犗狕犪狉犽狅犱犻狀犪ｓｐ．，地表多为

残坡积物覆盖。 ＞１２７ｍ

＝＝＝＝＝＝断层＝＝＝＝＝＝

下泥盆统江边组中上段（Ｄ１犼
２＋３）

１２．印支期灰白色中粒花岗闪长岩，节理裂隙发育的

构造破碎带内见有铜矿化、绿帘石化、硅化、石英

脉及辉绿岩脉。

１１．乳白色厚层—块状致密状硅化大理岩，中间夹绿

泥钙质绢云板岩，向西过渡为薄层致密状大理岩，

７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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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夹多层钙质绿泥板岩。 ＞２６５ｍ

１０．绿泥板岩，钙质板岩，过渡至薄层状灰白色大理岩

夹有绿泥板岩。 ４２ｍ

９．灰色钙质板岩与条带状大理岩互层。 １７４ｍ

８．下部为灰白色条带状结晶灰岩，逐渐过渡到厚层块

状大理岩，夹有钙质绿泥板岩，往上过渡为大理岩

和第四系残坡积物。 ８７ｍ

７．灰白色薄—中层条带大理岩，向上过渡为绿泥板岩

与含铁质薄层大理岩互层。 ９２ｍ

６．深灰色千枚状钙质绢云母板岩，其中夹多层１０～３０

ｃｍ厚的大理岩和大理岩透镜体。 ４８ｍ

５．灰白色薄—中层细—中晶大理岩，底部少量风化之

铁质钙质板岩。 ＞６３ｍ

＝＝＝＝＝＝断层＝＝＝＝＝＝

下泥盆统江边组下段（Ｄ１犼
１）

４．主要为绿泥钙质绢云板岩，局部夹泥质、含铁质大

理岩透镜体，本段构造破碎发育。 ＞５８ｍ

３．深灰色绿泥绢云板岩，灰绿色绿泥石绢云母粉砂

岩，夹有少量变质石英砂岩。 ５０ｍ

２．下部为灰色钙质绢云板岩，灰色变质细砂质钙质板

岩夹砂质大理岩透镜体，向上过渡为千枚状绢云

板岩，灰绿色绿泥绢云板岩。 １３１ｍ

１．为灰白色厚层状块状中—细晶大理岩，未见底。

＞２６８ｍ

２　矿区地层划分

对于矿区地层，尽管剖面岩相在水平方向上变

化不显著，但其经历了强烈的构造混杂过程，构造变

形明显，造山运动使原岩的层序特征变得混乱，地层

局部有序，整体无序叠置的现象已为诸多学者指出

（冯庆来等，１９９９）。因此，矿区地层不能按传统层序

地层学方法划分。而前人多运用层序地层学方法进

行，必然有其局限性。本次工作从构造地（岩）层学

的角度出发，将古生代金沙江出现裂陷槽开始到封

闭所形成的粉砂岩、页岩、硬砂岩、碳酸盐岩及含基

性火山岩的复理石建造构成的岩石地层体视为构造

混杂岩（片）块组合而成的构造地（岩）层较为合理。

依据岩性组合与变质变形特征、沉积相及其构造背

景、古生物与同位素年代学资料以及地层划分沿革

等，将矿区地层初步划分如表１。

表１　羊拉铜矿区地层划分沿革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狉犲狏犻犲狑狅犳狊狋狉犪狋犻犵狉犪狆犺犻犮狊狌犫犱犻狏犻狊犻狅狀狅犳犢犪狀犵犾犪犿犻狀犻狀犵犪狉犲犪

　　（１）１～４层，以大理岩为主，向上大理岩以透

镜体赋存于绿泥石绢云母粉砂岩、绿泥钙质板岩中，

属较开阔的台地相沉积，原沉积物主要由泥质灰岩、

白云质灰岩、微粒灰岩组成。据岩性资料与原定志

留系变质钙质细粒石英砂岩、绢云石英片岩为主的

特征不相符合，而与矿区下泥盆统江边组下段

（Ｄ１犼
１）岩性吻合，划为江边组下段（Ｄ１犼

１）。

（２）５～１１层，该岩块原定嘎金雪山群上亚群ａ

段（Ｐ犵犼
ａ），主要以灰白色薄—中层大理岩与绿泥板

岩、钙质板岩、钙质绢云板岩相间产出为特征，局部

呈互层状，为不等厚互层沉积变质组合，其中含火

山碎屑，为浊流沉积碎屑岩变质而成，为海进时期的

沉积。大理岩具水平层理，板岩具小型板状交错层

理，沿着大理岩层界面发育以窗棱构造为主的大型

线理构造，岩层受到顺层强烈缩短引起纵弯失稳，反

映了垂直层理的压缩。潮坪相结晶灰岩无分选杂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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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次圆状大理岩角砾被后期胶结，为潮沟侧壁固

结物的崩落滑动产物，对比为下泥盆统江边组中上

段（Ｄ１犼
２＋３）。

（３）１３层，该层东侧与印支期花岗闪长岩接触

带矽卡岩化，向西渐变为灰白色厚层状细晶大理岩，

该层上部的细晶状大理岩和大理岩化结晶灰岩为矿

区５号矿体底板，在该层矿区３号勘探线大理岩化

灰岩样品（ＬＮ３２）中发现牙形石犈犾犾犻狊狅狀犻犪犲狓犮犪狏犪狋犪

Ｂｅｈｎｋｅｎ，时代Ｐ１，犗狕犪狉犽狅犱犻狀犪ｓｐ．，时代Ｃ—Ｐ，据

此将该层修订为下二叠统（Ｐ１）碳酸盐岩建造。

（４）１４～１８层，为矿区主要赋矿层位，主要由

硅质岩、硅质板岩、绿泥绢云板岩、变质石英砂岩、中

基性火山碎屑岩和大理岩组成，原定嘎金雪山群ａ、

ｂ、ｃ、ｄ段（Ｐ犵犼
ａ－ｄ），矿区资料定为Ｄ１犼和Ｄ２＋３犾，该

层具类复理石建造特征，为与洋脊火山岩相伴的半

深海—深海低密度浊积岩，同沉积阶段形成的石香

肠、条带状大理岩角砾、硅质透镜体普遍，具滑塌构

造的特征。灰白色厚层状细晶大理岩在该层上部大

量出现，含有牙形石犛狋狉犲狆狋狅犵狀犪狋犺狅犱狌狊犮犪狀犮犲犾犾狅狊狌狊，

为上石炭统达拉阶带化石，以及犅犪犻狉犱犻犪介形类（董

致中等，２００８），时代均为晚石炭世，羊拉区域原定嘎

金雪 山 群 ｃ、ｄ 段 灰 岩 里 有 Ｄ２—Ｄ３ 牙 形 石

狆狅犾狔犵狀犪狋犺狌狊狏犪狉犮狌狊狊狋犪狌犳犳犲狉（王立全等，１９９９），２

号矿 体 顶 板 细 晶 大 理 岩 中 含 泥 盆 纪 牙 形 石

犘犱狔犵狀犪狋犺狌狊狏犪狀狌狊狊狋犪狌犳犳犲狉，前人在里农铜矿床主

矿体中基性火山岩夹层中获得锆石ＵＰｂ同位素年

龄２９６．１±７．０Ｍａ（路远发等，２０００），故暂将其时代

修订为中泥盆—上石炭统（Ｄ２—Ｃ２），暂不细分。

（５）１９～２１层，下部深灰色绢云绿泥板岩，上

部浅灰白色中—厚层状细晶大理岩，与上覆火山岩

中大理岩夹层物质成分、结构构造相同，大理岩与其

上的玄武安山岩，杏仁状玄武岩界线不清，呈过渡状

态，在大理岩夹层样品（ＰＭ１８１）中发现牙形石

犛狑犲犲狋狅犵狀犪狋犺狌狊ｓｐ．，时代Ｐ１－２。

（６）２２层，原矿区定为下石炭统贝吾组（Ｃ１犫），

以致密块状玄武岩、杏仁状玄武岩凝灰岩等火山岩

大量出现为标志，战明国等（１９９７）获得玄武岩中锆

石ＵＰｂ法同位素年龄为３６１±８．５Ｍａ，表明火山

岩形成于晚泥盆世—早石炭世（Ｄ３—Ｃ１），沿用贝吾

组（Ｄ３—Ｃ１犫）。

３　沉积过程及其构造演化

羊拉铜矿位于金沙江混杂岩带中段，矿区地层

由上述不同时代、不同岩性组合的构造岩块组成，依

据各岩块特征，结合区域金沙江洋演化不同阶段的

沉积构造特点，将羊拉矿区地层序列沉积过程与演

化历史作如下讨论：

（１）下泥盆统江边组（Ｄ１犼）岩块，该层岩性与邻

区１!２０万中甸幅相应层位差异很大，本组含火山

碎屑成分少，被区内Ｆ２断层错开，其下段显示为较

开阔的台地相沉积，上段灰白色大理岩化灰岩中发

育同沉积滑塌构造，板岩中的板状交错层理均表明

其堆积为碳酸盐台斜坡相的动荡浅海环境沉积。从

区域地质背景上看于泥盆纪早期藏东、川西和滇西

等广大地区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台型沉积，昌都地

块与中咱地块之间的裂解还没有发生（１～１１层）。

（２）中泥盆统—上石炭统（Ｄ２—Ｃ２）岩块，岩性

以硅质岩、硅质板岩、绢云板岩、大理岩、变质石英砂

岩、火山碎屑、玄武安山岩，玄武岩为主，高度混杂，

构成了含中泥盆世至晚石炭世牙形石的大理岩化灰

岩及半深海—深海相复理石建造之浊积岩。晚泥盆

世至早石炭世为地壳减薄、大陆裂解、初始洋盆形成

阶段。石炭纪为金沙江洋扩张阶段，该套岩块中可

见滑塌变形，表明存在明显拉伸和沉降，此时还形成

了矿区内早石炭世洋脊型玄武岩和晚石炭世洋岛型

玄武岩（魏君奇等，２０００），包括２２层的玄武安山岩、

杏仁状玄武岩，玄武岩属亚碱性拉斑系列。玄武岩

的年龄值表明金沙江洋裂开成洋的岩浆活动可能始

于晚泥盆世，这与简平等（２００３）在白茫雪山蛇绿岩

中获得的部分锆石所记录的３７５～３５２Ｍａ年龄值

较为一致（１４～１８层）。

（３）二叠纪岩块，金沙江洋于早二叠世开始向西

俯冲，二叠纪金沙江洋一边扩张一边消减。矿区内

以大理岩为主夹火山碎屑岩，基性火山岩二叠纪地

层（１３层、１９～２１层）可能为边缘相带沉积卷入而后

经构造混杂而形成的。晚二叠世洋盆逐渐消减，碰

撞发生于中晚三叠世，形成了矿区内印支期碰撞造

山型中酸性花岗闪长岩（１２层）。

４　结论

（１）羊拉矿区内原二叠系嘎金雪山群并不是完

整有序地层系列，而是由不同时代的构造岩块相互

混杂叠置而成，其背景定为金沙江洋二叠纪俯冲阶

段形成的洋内弧不确切。从实测剖面７．５ｋｍ划分

出２３个岩性层及其特征分析，矿区地层系列为下泥

盆统至二叠系，经历了洋盆的多个演化阶段。

（２）应用构造地层的观点结合获取的古生物、年

代学、沉积学证据和资料将矿区地层划分为下泥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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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江边组岩块、中泥盆统—上石炭统岩块、二叠纪岩

块３个岩块较为切合实际，建议不用嘎金雪山群。

（３）矿区各岩块构造混杂普遍，印支期碰撞挤压

使地层构造变形强烈，若要进行各时代构造岩块内部

进一步详细的划分，还需获得更多的古生物、岩石学、

年代学的成果，目前该工作还在进一步开展之中。

参加野外工作的还有王彦彬教授、王勇教授和

羊拉矿区牛春林、邓云清、罗诚等，审稿专家对本文

提供了指导性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　释

? 四川省地质局第三区域地质测量队．１９７７．Ｈ４７ⅩⅩⅧ（得荣幅）

地质报告．四川省地质局．

? 云南省地质调查院矿产所．２００４．云南省德钦县羊拉铜矿勘探中

间性地质报告．云南省地质调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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