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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冈底斯中部铁铜矿成矿规律及找矿远景分析

曹圣华!王卓!楼法生!黄建村!熊伟
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南昌'

77$$7$

内容提要"冈底斯中部位于西藏高原腹地'地理位置和构造
Y

成矿带所处的位置十分重要'大地构造位于拉萨

Y

冈底斯陆块中部%中新生代在班公湖
Y

怒江特提斯洋向南俯冲#雅鲁藏布江洋向北俯冲#碰撞构造背景制约下'

产生了强烈的构造运动和大规模的岩浆活动'为成矿提供了强大的热动力&多期次火山#岩浆热液的参与'为成矿

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有利的成矿地质背景从宏观上控制了区内金属矿产的形成%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依据冈底斯中部地区近期地质勘查成果'运用成矿系列理论'以区域构造
Y

岩浆时空演化特征为主导'探讨了

区域成矿规律及成矿潜力'在冈底斯中部初步建立了燕山期与花岗质岩石有关的铜
Y

铁
Y

铅锌
Y

银矿床成矿系列

和喜马拉雅期与中酸性花岗质岩石有关的铜
Y

铁
Y

铅锌
Y

金矿床成矿系列等
#

个矿床成矿系列和
8

个成矿亚系

列&划分了洞错
Y

尼玛锑铜多金属矿带#江马
Y

文部铁铜多金属矿带#达雄
Y

甲谷铜铁多金属矿带#隆格尔
Y

尼雄

Y

措麦铁铜矿带和杰萨错
Y

查孜铜#铀钍多金属矿带等
5

条铁铜多金属成矿带和
##

个成矿远景区'指明了找矿

方向%

关键词"冈底斯中部&铁铜矿&矽卡岩型铁矿&成矿系列&成矿规律&西藏

!!

西藏冈底斯成矿带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的研究

工作是伴随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的不断加强而逐

步深入的%上世纪
!$

"

9$

年代'/西藏南部花岗岩

类地球化学0"涂光炽等'

"9!#

$'/中国铬铁矿床及成

因0"王恒升等'

"9!7

$'/中国斑岩型铜铂矿床0"芮宗

瑶等'

"9!%

$'/西藏自治区区域地质志0"西藏自治区

地质矿产局'

"997

$'/大型铜矿地质与找矿0"王之田

等'

"99%

$'/东特提斯地质构造形成演化0"潘桂棠

等'

"996

$等专著在不同范围内从不同角度对青藏高

原的矿产及成矿特征进行了总结和研究%陈毓川等

"

"999

$将西藏高原划为特提斯
Y

喜马拉雅成矿域中

的西藏燕山#喜马拉雅期铬金铜锑成矿带"

*

:"6

$'

并进一步划分为班公错断裂两侧燕山期铬金锑成矿

带"

2

:6#

$和雅鲁藏布江断裂两侧喜马拉雅期铬金

铜锑成矿带"

2

:67

$二条
2

级成矿带%

#"

世纪以来'许多学者侧重于冈底斯东南段成

矿"区$带内成矿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的专题研究工

作%潘桂棠等 "

#$$#

$#朱 弟 成 等 "

#$$8

'

#$$!

'

#$$9

$讨论了冈底斯成矿带中生代岩浆作用特点#性

质#岩浆活动期次等内容'并对冈底斯成矿带的典型

成矿区的成岩成矿同位素年龄进行了测试分析'认

为班公湖
Y

怒江洋壳向南#新特提斯洋壳向北的双

向俯冲动力学模型'冈底斯成矿带受到区域南北两

侧洋壳板片从东向西的双向剪刀式"剪刀口向西张

开$俯冲作用%李光明等"

#$$#

'

#$""

$在对西藏冈底

斯成矿带的成矿地质背景#成矿条件进行分析的基

础上'对南冈底斯成矿带成矿系统的主要类型及其

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在南冈底斯成矿带东部划

分出五个铜#富铁#多金属成矿远景区%孟祥金

"

#$$7

'

#$$%

$#莫齐海等"

#$$8

$#莫宣学等"

#$$6

$和

莫宣学"

#$$9

$等对冈底斯成矿带的冲江#拉抗俄#驱

龙等斑岩铜矿含矿斑岩进行同位素测年'认为成矿

作用与含矿斑岩活动时间一致"

"6

"

"%J<

$"曲晓

明等'

#$$7

$'岩浆活动与成矿作用发生在印度
Y

亚

洲大陆碰撞后的伸展阶段"侯增谦等'

#$$8

$%芮宗

瑶等"

#$$%

'

#$$8

$通过对冈底斯成矿带结构和成矿

年代等分析建立了斑岩铜矿的成矿模式%王登红等

"

#$"$

$对青藏高原中新生代与岩浆作用有关的矿床

成矿系列进行了研究'初步构筑了冈底斯成矿带雅

鲁藏布江地区中新生代以来的成矿谱系%江西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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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调查研究院"吴旭铃等'

#$$%

&袁健芽等'

#$$!

&曹

圣华等"

#$$%

'

#$$6

'

#$"$

$'曹圣华"

#$"#

$通过实施

中央地勘基金普查项目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土资源

大调查项目'在尼雄矿田及其周边新发现了一批具

有中型以上资源潜力的铁#铜多金属矿床"点$'进一

步找矿的潜力巨大'可能是国家级铁#铜矿接替资源

基地的理想地区%

综上所述'受青藏高原地形#气候等条件等限

制'区域成矿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的研究多集中在冈

底斯东南部局部区域'冈底斯中西部研究程度薄弱&

在研究内容方面'前人对冈底斯成矿带东段的构造

特征及演化#构造
Y

岩浆控矿#斑岩型矿床地质特

征#矿床成矿流体#包裹体#同位素测年#成矿模式等

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部分典型矿床的成矿模

式和找矿模式 "王全海等'

#$$#

&王方国等'

#$$5

&李

光明等'

#$$6

'

#$""

$'而对矽卡岩型矿床研究及区域

成矿规律研究相对较少%

研究区所处的西藏冈底斯中部地区是青藏高原

冈底斯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质工作程度明显

低于冈底斯东南段%本文在综合分析前人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结合冈底斯成矿带中西部地区内勘探工

作的新进展'以北纬
7$k$$n

"

7#k$$n

#东经
!%k$$n

"

!!k$$n

的冈底斯中部为研究对象'运用成矿系列理

论'以区域构造
Y

岩浆时空演化特征为主导'以构造

单元为框架'对研究区进行
3

:

5

级成矿区带的归

并#划分'探讨了区域成矿规律及成矿系列'划分的

成矿远景区指明了下一步找矿方向%

"

!

成矿地质背景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于拉萨
Y

冈底斯陆块中部'

中新生代在班公湖
Y

怒江特提斯洋向南俯冲#雅鲁

藏布江洋向北俯冲#碰撞构造背景制约下"潘桂棠

等'

#$$8

&廖忠礼等'

#$$8

$'产生了强烈的构造运动

和大规模的岩浆活动'为成矿提供了强大的热动力&

多期次火山#岩浆热液的参与'为成矿提供了丰富的

物质来源'有利的成矿地质背景从宏观上控制了区

内金属矿产的形成%

'J'

!

沉积建造与成矿

'J'J'

!

晚古生代砂泥质碎屑岩夹碳酸盐岩建造

晚石炭
Y

早二叠世永珠组#昂杰组岩性为灰黑

色砂质泥质岩为主'夹灰
Y

深灰色中
Y

厚层生物碎

屑灰岩和少量薄层状长石石英细砂岩&中二叠世下

拉组为灰色薄
Y

厚层结晶灰岩#生物碎屑灰岩#砂屑

灰岩#泥灰岩组成'总体属较为局限的浅海碳酸岩台

地相沉积环境%晚二叠世敌布错组以含砾粗砂岩#

中细粒岩屑砂岩#细粒岩屑石英砂岩夹板岩为主%

敌布错组含鲕状赤铁矿砂岩'下拉组含鲕状赤铁矿

的灰岩'是磁铁矿床的重要含矿母岩层%

'J'J%

!

晚侏罗世
E

白垩纪碎屑岩夹碳酸盐岩!火山

岩沉积建造

!!

晚侏罗世+白垩纪地层受当时的多岛弧构造环

境影响'沉积类型复杂'岩性岩相变化大%自北而南

划分为晚侏罗+早白垩世沙木罗组#白垩纪早世多

尼组#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则弄群'以含丰富的火山

物质和沉积厚度巨大为特色%总体是一套碎屑岩夹

碳酸盐岩#火山岩的沉积组合'为活动岛弧带火山+

沉积岩系'分别代表了前陆盆地#弧内断陷盆地#弧

后盆地的沉积环境%则弄群下部有较丰富的碳酸盐

岩和中基性火山岩'其中的基性火山岩有可能富含

成矿元素'成为以后成矿的初始源岩%通过对比研

究'冈底斯中部则弄群沉积层位和岩性组合特征与

冈底斯东段的雄村#甲玛矿区赋矿层位多底沟组#比

马组相当'可能与铜多金属成矿关系密切%

'J'J(

!

古新世
E

始新世林子宗群火山岩&火山碎

屑岩含矿建造

!!

古新世
Y

始新世林子宗群为陆缘火山岩浆弧建

造'岩性以中性
(

酸性火山熔岩及火山碎屑岩为主'

岩石组合为安山岩
Y

英安岩
Y

流纹岩'属陆缘弧钙

碱性系列火山岩%岩石喷发单元厚度薄'呈层状#似

层状产出'常夹正常沉积碎屑岩'属陆相火山喷发沉

积产物%

从微量元素特征来看"李光明等'

#$""

$'林子宗

群
'A

的平均值在
"$X"$

Y8

"

%5N58X"$

Y8

'变化系

数
$N89

"

"N6#

%

KM

在所有样品中均超过地壳丰度

值'其中下部层位平均值超出地壳丰度值的
%

倍'中

部超出
"#N5

倍'上部超过
7

倍%

aI

在中下部和上

部层位中的含量也超过地壳丰度值%

&A

在典中组

的平均含量达
8N!X"$

Y9

'经后期的硅化和褐铁矿

化'

&A

的丰度值提高到
#6N!X"$

Y9

'

&

H

达
77X

"$

Y8

%另外'林子宗群又是化探异常出现较集中的

一个层位'还见较多的金#银#铜#铅锌矿化显示%江

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新发现了啊日阿南铜银矿化

点%

'铜矿化体产于古
Y

始新世典中组上段岩层的

构造破碎带中'围岩岩性为流纹质含角砾晶屑凝灰

岩#英安质凝灰岩等%因此'林子宗群矿源层特征值

得高度重视%

'J%

!

岩浆岩与成矿

冈底斯中部随着班公湖
Y

怒江中特提斯洋向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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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俯冲#冈底斯岛弧与羌塘陆块碰撞并实现洋陆转换'

雅鲁藏布江新特提斯海盆开始向北俯冲'冈底斯中

部地区在侏罗纪
Y

白垩纪发育复杂的多岛弧盆系%

由北向南形成江马
Y

文部燕山期岩浆弧带#隆格尔

Y

尼雄
Y

措麦燕山期岩浆弧带和杰萨错
Y

查孜喜马

拉雅期陆缘火山
Y

岩浆弧带等三条岩浆岩带"图

"

$%

各岩带内均发现多处铁矿床"点$或铁铜矿"化$

点'主要出露于燕山期中酸性侵入体接触带或附近%

侵入体岩性为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花岗斑岩#

斜长花岗岩#花岗岩等%除哦加铁矿与晚侏罗世侵

入体有关外'其它铁矿均与早白垩世侵入体关系密

切%已知铜铅银等矿"床$点#矿化点的分布和矿体#

矿化体的形成分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岩浆活动因

素的制约%说明燕山晚期为区内主要的矿化形成

期%喜山期火山岩#侵入岩区是铀钍#多金属矿的成

矿远景区'近期发现鸭洼斑岩型铜矿点和格玛土桑

'A

#

KM

#

aI

矿化点.

%

'J(

!

构造与成矿

冈底斯中部隆格尔
Y

尼雄
Y

措麦铁铜矿带的绝

大多数铁矿床"点$均沿北西西向的敌不错
Y

仲青拉

Y

雄马
Y

日阿
Y

舍拉断裂带北侧或带上产出%说明

区域性边界大断裂控制了隆格尔
Y

尼雄
Y

措麦燕山

图
"

!

西藏冈底斯中部地质矿产分布略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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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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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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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Z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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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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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FZ?Z

'

(=MZ[

期岩浆弧带等三条岩浆岩带的展布'各类岩体等分

布产出方式也受其制约%次级断裂构造是各矿区的

岩浆岩及成矿流体的主要运移通道&矿体赋存状态

与岩石岩性#结构构造密切相关'层间滑脱面及侵入

接触面等为主要赋矿构造%

尼雄矿田内的德能构造蚀变岩型铜多金属矿

床'初步查明主矿体沿
/PP

向断裂破碎带分布'

矿体规模#产状受断层破碎带发育程度控制%

%矿

田区内滚纠#尼雄#沙松南#卡布#布浅等铁矿床"点$

横跨雄马向斜北翼和尼雄背斜南翼'处于向斜与背

斜的转折端部位'说明晚古生代地层区内发育的褶

皱转折端部位是成矿有利地段%

#

!

冈底斯中部铁铜矿床成矿系列及成

矿特征

!!

矿床成矿系列概念的全面论述是我国地质学家

在长期以来找矿勘探工作和矿床地质研究过程中总

结提出来的"程裕淇等'

"969

&陈毓川'

"99%

&陈毓川

等'

#$$8

&王登红等'

#$$"

'

#$$8

$%它将在一个区域

中与某地质成矿作用有关#在空间#时间#成因上有

联系的一组矿床'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这对于深

入认识成矿规律'指导矿产勘查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青藏高原成矿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地质矿产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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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研究程度低%近期开展的冈底斯成矿带内甲玛#

雄村铜金矿的勘查实践表明"唐菊兴等'

#$"$

$'成矿

系列理论对于总结青藏高原纷繁复杂的成矿规律具

有实用性'更加适合于西藏地区及邻区复杂的构造

演化#多成矿带交会的实际情况%

冈底斯中部发现的矿床"点$屈指可数'典型矿

床研究方面接近空白%因此'在成矿系列研究中需

要考虑到的成矿时代#成矿地质背景#矿床成因及区

域成矿规律等研究方面也比较薄弱%本文参照冈底

斯成矿带的研究成果'依据近期在冈底斯成矿带中

段矿调工作中新发现的矿床"点$#各类矿化信息的

时间#空间分布规律和矿化显示程度'结合成矿系列

的概念及其研究内容'将本区划分
#

个矿床成矿系

列#

8

个成矿亚系列"表
"

$%

%J'

!

燕山期与花岗质岩石有关的铁
E

铜
E

铅锌
E

银矿床成矿系列

!!

从冈底斯中部地区已知矿床#矿点时空分布特

征分析'本区燕山期成矿作用类型包括'燕山期岩体

与晚古生代灰岩#碎屑岩和中性火山岩接触带附近

的矽卡岩型铁铜矿化'外围地层中的脉型铜和铅锌

矿化'燕山期斑"玢$岩型矿化'与岩浆和构造热液作

用有关的铜#金#锑多金属矿化等%

%J'J'

!

与燕山早期中酸性侵入岩#俯冲型$有关的

X2

成矿作用

!!

冈底斯中部地区燕山早期岩体有二处'一是分

布在的江马+文部岩浆岩带"北冈底斯$内的龙布拉

岩体/

'二是分布在隆格尔+措麦岩浆岩带"中冈底

斯$内的许如错岩体%目前在许如错岩体与晚古生

代地层接触带发现哦加#阿若磁铁矿点%矿化特征

显示与同处隆格尔
Y

工布江达带的尼雄滚纠磁铁矿

床相似'为矽卡岩型铁矿'表明本区存在燕山早期构

造
Y

成岩成矿作用%唐菊兴等"

#$"$

$通过对南冈底

斯雄村铜矿成矿年代学#成矿规律的研究'认为冈底

斯构造带可能存在晚侏罗世
Y

早白垩世与特提斯洋

俯冲有关矿床成矿系列'雄村铜矿是新特提斯洋向

北俯冲有关的岛弧型铜金矿'从而提出了在西藏寻

找比玉龙#驱龙等铜金矿形成时代更古老矿床的找

矿新方向%本文认为'冈底斯中部哦加#阿若磁铁矿

点的发现6

'也提出了在西藏冈底斯中部寻找比尼

雄式铁矿形成时代更老矿床的找矿新方向%

%J'J%

!

与燕山晚期中酸性侵入岩有关的
X2

!

,>

成

矿作用

!!

与燕山晚期中酸性侵入岩有关的铁#铜矿床在

冈底斯成矿带占有重要地位'与燕山期的三条中酸

性侵入岩带相对应'形成以矽卡岩型铁#铜#多金属

矿床为主的三条矿带%

矽卡岩型铁"铜$矿为区内主要矿床类型'在时

空分布上'矽卡岩型富铁矿主要分布于冈底斯火山

Y

岩浆弧带中'与燕山期俯冲
Y

碰撞型花岗质岩类

侵入体与碳酸盐岩或含钙质岩石的接触带中的矽卡

岩化密切相伴'同时'次级断裂构造'特别是东西向

断裂构造#北西向断裂构造及其交汇部位是矿化产

出定位的有利部位%该类型矿床以磁铁矿化为主'

矿床的围岩主要为二叠纪碎屑岩夹灰岩#侏罗
Y

白

垩系碎屑岩夹火山岩#钙质泥岩#碳酸盐岩等%

矿体赋存的层位有下拉组#敌布错组'在同一赋

矿层位内可见多层矿体%矿体围岩岩性有砂岩#角

岩#矽卡岩#大理岩#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矿体

表
'

!

冈底斯中部地区矿床成矿#亚$系列特征表

/0$12'

!

,@0506:2549:4697?:@2<2

;

794:H2:0117

=

284692542948:@2+4<<12L08

=

<292

%

/4$2:

成矿系列 成矿亚系列 大地构造单元
赋矿主岩

或地层
岩浆岩(围岩 时代 成因类型

代表性

矿"床$点

喜马 拉 雅 期 与

火山岩"斑岩$

有关
'A

#

&A

#稀

土#铀钍多金属

矿床成矿系列

与中酸性火山岩有关的铜#

铅银#铀钍矿床成矿亚系列

杰萨错
Y

查孜

火山岩浆弧带

则弄群

竞柱山组

林子宗群

火 山 岩#火

山碎屑岩
*

#

热液型 啊日阿南

与斑岩有关的铜多金属矿床

成矿亚系列

杰萨错
Y

查孜

火山岩浆弧带
林子宗群

石英斑岩花

岗斑岩
*:/

斑岩型
日阿布洗

鸭洼

燕山 期 与 花 岗

质岩 石 有 关 的

铁
Y

铜
Y

铅锌

Y

银 矿 床 成 矿

系列

与燕山早期中酸性侵入岩有

关的铁矿床成矿亚系列

隆格尔
Y

尼雄

Y

措麦岩浆弧带

敌布错组

下拉组
二长花岗岩

f

7

矽卡岩型
哦加

阿若

与燕山晚期中酸性侵入岩有

关铁#铜矿床成矿亚系列

隆格尔
Y

尼雄

Y

措麦岩浆弧带

敌布错组

下拉组
花岗闪长岩

T

"

矽卡岩型
尼雄

滚纠

与燕山期斑"玢$岩有关的

铜#铅锌#银矿床成矿亚系列

隆格尔
Y

尼雄

Y

措麦岩浆弧带

则 弄 群 群#

敌布错组

石英闪

长玢岩
T

"

斑岩
"

能

与岩浆和构造热液作用有关

的铜#金#锑多金属成矿亚

系列

阿索构造混杂

岩带
拉贡塘组 火山碎屑岩

T

"

构造蚀变岩

型热液型
土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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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数量多'铁矿床一般由
5

"

!

个矿体组成'如沙松南

岩体中呈捕虏体产出的铁矿体就有
#

"

7

个'故矿体

常成群成组出现%矿体的形态呈层状#似层状为主'

少量呈透镜状#脉状#不规则状#串珠状"豆荚状$等%

矿体的产状#厚度变化较大%

%J'J(

!

与燕山期斑#玢$岩有关的
,>

!

#$

!

38

!

*

=

成

矿作用

!!

在冈底斯成矿带中段内'目前暂未发现与燕山

期斑"玢$岩岩有关的的典型斑岩型铜矿床%但在班

公湖
Y

怒江构造带西段北侧发现了改则县多不杂式

斑岩型铜矿床'其斑岩形成于班公湖+怒江中特提

斯洋向北俯冲的岛弧环境"李光明等'

#$$6

$%此外'

唐菊兴等给出了南冈底斯谢通门雄村铜金矿形成于

"8$

"

"65J<

之间'矿床类型属于岛弧型斑岩
Y

浅

成低温热液矿床的新认识'证明在南冈底斯存在俯

冲阶段的岛弧型斑岩铜钼成矿作用"唐菊兴等'

#$$9

'

#$"$

$%

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在冈底斯中部新发现了

德能铜多金属矿床%

'初步勘查成果表明'铜#银资

源潜力具有中型以上%成矿岩体为石英闪长玢岩'

以富钾#贫钙#碱度较高为特点&围岩为晚二叠世敌

布错组碎屑岩&矿"化$体明显受北西向#北西西向断

裂带控制%从矿化蚀变类型分析'德能矿区含矿玢

岩体"岩体
L:KM

年龄为
""9N8O5N%J<

$内发育强

烈硅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黄铁绢英岩化等蚀变'

可能发育有典型斑岩铜矿蚀变组合%是否存在类似

雄村铜金矿床中的厚大铜矿体'需要进一步工作

验证%

从区域构造演化角度分析'冈底斯中部
7

条岩

浆岩带的形成均与班公湖+怒江洋向南俯冲#雅鲁

藏布江洋向北消减作用密切相关%因此'依据成矿

体系中的全位成矿和缺位找矿理论分析'冈底斯中

部应该存在与燕山期斑"玢$岩有关的
'A

#

KM

#

aI

#

&

H

成矿作用%

%J'JI

!

与岩浆和构造热液作用有关的铜!金!锑多

金属成矿作用

!!

见于班公湖
Y

怒江构造带西段南侧洞错
Y

尼玛

锑铜多金属矿带内'构造岩片的边界断裂与近东西

向韧脆性断裂带的复合部位'往往有中酸性岩浆的

多次侵入'是成矿的有利部位%沿断裂带形成的硅

化破碎带'旁侧普遍出现次级小断裂或羽状裂隙'矿

化往往沿主干断裂破碎带#破碎带膨胀区及破碎带

交汇处充填交代沉淀'形成不规则脉状#透镜状等形

态的矿体%例如土古辉锑矿矿点#亚布纳多金属矿

点等'矿体产于近东西向构造与派生的北西向构造

交汇处/

%带内基性岩墙及中基性脉岩发育'并有

燕山期
Y

喜山期超浅成中酸性岩瘤#岩滴产出'经具

多期次的构造叠加改造'韧脆性+脆性断裂构造较

发育'成矿条件良好%是寻找锑#铜等金属矿产的有

利地段%

%J%

!

喜马拉雅期与火山岩#斑岩$有关的铜多金属!

铀钍矿床成矿系列

!!

新生代冈底斯中部地区与中生代双向俯冲的构

造演化格局存在明显差异'主要是受南侧的雅鲁藏

布江洋壳继续向北俯冲#碰撞的影响'成矿构造环境

由晚白垩世的残余弧后盆地'演化为古新世
Y

始新

世的陆缘火山岩浆弧&始新世末开始陆内俯冲'青藏

高原地壳双倍加厚%至中新世时期'青藏高原下部

地壳发生拆沉'引发幔源玄武质岩浆底侵'形成新生

下地壳%新生下地壳发生部分熔融'形成埃达克质

岩浆并上侵'构成南冈底斯中部的中新世斑岩带"陈

毓川等'

#$"$

$%在这一区域构造演化背景下'冈底

斯地区新生代火山岩浆活动由南向北逐渐减弱%因

此'冈底斯中部新生代火山岩浆活动与中生代和南

冈底斯相比较弱'与本期火山岩浆活动有关的成矿

作用相对较弱%

%J%J'

!

与中酸性火山岩有关的铜!铅银!铀钍成矿

作用

!!

冈底斯中部目前仅发现少量的与中酸性火山岩

有关的铜#铅锌#银矿点#矿化点'例如'措勤县啊日

阿南铜矿点赋存于古
Y

始新世典中组上段流纹质含

角砾晶屑凝灰岩#英安质凝灰岩层中'总体呈北东向

展布'矿体形态与产状严格受构造破碎带控制'地表

已发现
"

条矿体'断续走向长度
%5$;

'厚
%N88;

'

'A

品位
$N68S

"

8N""S

'平均
7N"6S

%估算
77%

铜金属量
#N8"X"$

%

[

%

%

与中酸性火山岩有关的铀钍矿化点暂未发现'

水系地化测量
#

定多处以
L

#

(@

为主的稀有#稀土

元素组合异常区'位于尼雄矿田南部杰萨错东西两

侧'主要出露古近系中+酸性火山岩熔及火山碎屑

岩&以及大面积出露喜山期花岗岩%断裂构造分北

东向和北西向两组%该区有综合异常四处'均为乙

类异常%异常中
L

平均值
""N%X"$

Y8

'最高值

5%N5X"$

Y8

&

(@

平均值
%7X"$

Y8

'最高值
"68N"X

"$

Y8

&

WM

平均值
#7#N7X"$

Y8

'最高值
#!5N5X

"$

Y8

'

KM

#

aI

等元素含量均较高%

上述矿化信息#找矿线索显示冈底斯中部地区

与喜马拉雅期中酸性火山岩有关的铜#铅银#铀钍成

#""#



第
""

期 曹圣华等!西藏冈底斯中部铁铜矿成矿规律及找矿远景分析

矿作用的存在'随着工作程度的提高'必然会发现新

的矿点#矿床%

%J%J%

!

与斑岩有关的铜多金属成矿作用

与喜山晚期斑岩有关的铜多金属矿床在冈底斯

成矿带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发现的斑岩型铜多金属

矿与南冈底斯中部的中新世斑岩带相对应'形成驱

龙#冲江#朱诺等大型矿集区'构成著名的南冈底斯

斑岩铜矿带'呈东西向展布长约
%#$_;

'其主要成

矿作用类型有斑岩型铜矿化和矽卡岩型铜铅锌矿

化%斑岩型铜矿床以驱龙铜矿#厅宫铜矿#朱诺铜等

为代表'矽卡岩型铜铅锌矿床以甲玛多金属矿为

典型%

在千余千米长的冈底斯火山岩浆带内'中西段

占主体'因工作程度低'地质找矿一直未能取得突

破%近期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在冈底斯中部地区

开展
"g5

万地质矿产调查工作中'新发现了日阿布

洗#鸭洼二处与喜山期斑岩有关的铜多金属矿床

"点$

.

'表明南冈底斯斑岩型铜矿带可能由东向西

延伸'并有可能由南向北伸入中冈底斯'拓展了找矿

空间%

%J(

!

矿化分布规律

通过对冈底斯中部地区成矿地质背景#物化探

异常#矿化基本特征及成矿作用分析'可以总结出以

下几方面的规律%

"

"

$时间上的分布规律!晚侏罗世
Y

白垩纪为尼

雄周边地区主要成岩成矿期'主成矿期为早白垩世

"

"#5

"

"$$J<

$'构造成岩成矿事件应当与中特提斯

洋向南俯冲及其洋陆转换密切相关%喜马拉雅期碰

撞造山期叠加的构造
Y

岩浆活动'可能导致矿化的

进一步富集"

5$

"

%$J<

$%多期次成矿叠加'多类型

聚合是大型富磁铁矿床的重要特征%

"

#

$北西西向区域性走滑冲断层#近南北向伸展

构造与近东西向伸展拆离剪切构造系统'是冈底斯

中部地区控岩控矿主导构造&长期活动的断隆带边

界大断裂带与成矿前期构造则是制约成岩成矿的重

要因素%

"

7

$隆格尔
Y

工布江达断隆带西段'自三叠纪起

断隆带长期处于隆升阶段&白垩纪受班公湖
Y

怒江

中特斯洋由东向西闭合消亡'雅鲁藏布江洋继续向

北俯冲'处于应力叠加转换域的断隆带'在持续拉张

力作用下'再度伸展#走滑'并与早期近东西向斜向

逆冲剪切构造复合'空间上构成
/PP

向的反)

.

*

型拉张空间'幔源岩浆重熔地壳'携带丰富的矿物质

沿边界大断裂由东向西上侵就位'晚期伸展拆离断

层与早期逆冲断裂构造的复合部位'有着巨大的富

铁矿资源潜力%

"

%

$大致平行于断隆带边界大断裂#呈北西西向

展布于许如错
Y

尼雄
Y

敌布错一带的燕山晚期侵入

岩带'主体倾向北北东'侵入于二叠纪地层中%燕山

期花岗岩与二叠纪下拉组#敌布错组接触带#拆离断

层带及早期断裂构造带耦合部位'燕山期中酸性侵

入体港湾状圈闭部位'是措勤周边地区寻找大型#特

大型富铁矿床最为有利地段%

"

5

$区内铁矿床"点$的空间集中带状分布特征

十分明显'已知的十多处铁矿床"点$'均沿北西西向

的麦尔穷
Y

敌不错
Y

仲青拉
Y

雄马
Y

日阿
Y

舍拉韧

性剪切带北侧或带上产出'形成一条宽
"$_;

#长

#$$

多千米的狭窄铁矿带7

%在北西西
Y

南东东向

铁矿带上'铁矿点出露具有一定等距性特点'矿点间

距
75

"

%$_;

%尼雄铁矿田内的矿点分布也略显等

距性'间距
"#

"

"5_;

%

"

8

$矽卡岩型#构造破碎蚀变岩型铜多金属矿主

要分布中酸性侵入岩外接触带&石英闪长斑岩型铜

矿点主要分布于石英闪长玢"斑$岩及其围岩断层破

碎带中&中低温热液型铜矿点主要分布于新生代火

山岩区%

%JI

!

区域成矿模式

冈底斯成矿带中段记录了新特提斯洋向北俯冲

Y

印度
Y

亚洲大陆碰撞整个地质演化过程的成矿作

用'也记录有班公湖
Y

怒江洋向南俯冲
Y

闭合后碰

撞造山阶段的成矿作用"图
#

$%

中生代随着班公湖
Y

怒江中特提斯洋向南俯

冲#冈底斯岛弧与羌塘陆块碰撞并实现洋陆转换'雅

鲁藏布江新特提斯海盆开始向北俯冲'冈底斯中部

地区在侏罗纪
Y

白垩纪发育复杂的多岛弧盆系'其

中在狮泉河
Y

措勤
Y

纳木错弧间盆地的北侧发育江

马
Y

文部岩浆弧带'南侧发育有隆格尔
Y

念青唐古

拉火山
Y

岩浆弧带%在燕山期岩体与晚古生代灰

岩#碎屑岩和中性火山岩接触带附近发育矽卡岩型

铁铜矿化'外围地层中发育脉型铜和铅锌矿化'燕山

期斑"玢$岩型矿化等"图
#

中的
(89

$&在构造混

杂岩带附近发育与岩浆和构造热液作用有关的铜#

金#锑多金属矿化等"图
#

中的
:;

$%

新生代火山岩浆活动由南向北逐渐减弱'与本

期火山岩浆活动有关的成矿作用相对较弱'主要表

现在冈底斯南带形成了与中酸性火山岩有关的铜#

铅银#铀钍矿床成矿亚系列"图
#

中的
'

$'和与斑岩

型有关的铜多金属矿床成矿亚系列"图
#

中的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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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冈底斯中部区域成矿模式图

=̂

H

N#

!

._Z[B@;<

\

1̀[@ZGZ

H

=1I<2;Z[<221

H

ZI=B;1FZ2=I[@ZJ=FF2Z)<I

H

FZ?Z

'

(=MZ[

&

+斑岩型铜矿&

'

+火山
Y

热液型多金属矿&

(

+矽卡岩型铁"铜$矿&

8

+玢岩型铜矿&

9

+构造热液型铜矿&

:

+构造岩浆贯入型

铁矿&

;

+构造热液型锑多金属矿&

"

+火山岩建造&

#

+碎屑岩建造&

7

+碳酸盐建造&

%

+二长花岗岩&

5

+花岗闪长岩&

8

+石英闪长玢

岩&

6

+花岗岩斑岩&

!

+铜多金属矿化&

9

+铁矿化&

"$

+锑多金属矿化&

<

5

+燕山期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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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山期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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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冈底斯中部地区的各主要矿床类型形成

于中新生代的洋
Y

陆俯冲#弧
Y

陆碰撞构造背景'

区内矽卡岩型铁铜床#构造蚀变岩
i

斑岩铜矿床#

火山
Y

热液型铜多金属矿#构造
Y

热液型锑#铅锌

矿成矿作用在年代上相近'在空间上关系密切'属

统一的矽卡岩
Y

火山热液
Y

构造蚀变岩
Y

斑岩型

成矿系统%

7

!

成矿远景区"带$划分

陈毓川等"

#$"$

$和李光明等"

#$""

$分别对冈底

斯及相邻构造带划分出
7

个
2

级成矿带'

6

个
3

级

成矿带#

7%

个
5

级成矿带%研究区地处特提斯成矿

域"

)

:7

$'属改则
Y

那曲
Y

腾冲"造山系$成矿省

"

*

:""

$'

2

级成矿带属冈底斯
Y

念青唐古拉中新生

代铜钼金铁铬盐类成矿带'

3

级成矿带有
7

条'即嘎

尔勒
Y

色布塔铜铁多金属成矿带#措勤
Y

许如错铁

铜成矿带和昂仁
Y

南木林铁铜钼多金属矿带%本文

在此基础上'依据冈底斯中西段近期勘查成果'已有

矿床"点$的分布情况#主要控矿因素等'以构造单元

为框架'细化为
5

条
3

级成矿带 "图
7

$%然后进一

步依据地#物#化#遥等找矿信息和矿化分布规律'

#

出了
##

个成矿远景区"图
7

和表
#

$%各远景区一

般具有寻找
"

"

#

个中型以上铁#铜多金属矿床的潜

力'可作为下一步找矿的优选靶区%

(J'

!

洞错
E

尼玛锑铜多金属矿带

洞错
Y

尼玛锑铜多金属矿带位于班公湖
Y

怒江

构造带西段南侧'北侧毗邻改则多不杂斑岩型铜矿

带'南侧为江马
Y

文部铁铜多金属矿带%出露地层

有侏罗系木嘎岗日群'中
Y

上侏罗统拉贡塘组'下白

垩统多尼组#朗山组#上白垩统竞柱山组#古近纪美

苏组及第四系%本带中部出露由班公湖
Y

特提斯洋

消亡后形成的阿索构造混杂岩带'由一系列近东西

向展布的构造岩片组成'带内近东西向韧脆性断裂

带'对内生金属矿产控制明显'构造岩片的边界断裂

与近东西向韧脆性断裂带的复合部位'往往有中酸

性岩浆的多次侵入'是成矿的有利部位%江西省地

质调查研究院在
"g#5

万区调工作中发现铜#铅#

锌#锑#金#银矿化点四处/

%

(J%

!

江马
E

文部铁铜多金属矿带

地层主要出露早白垩世多尼组#郎山组和石炭

Y

二叠纪浅变质地层&侵入岩发育晚侏罗世
Y

早白

垩世钙碱性火山岩及同期花岗岩深成岩体%带内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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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

西藏冈底斯中部铁铜多金属成矿区带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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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区代号文字说明见表
#

$

)

+洞错
Y

尼玛锑铜多金属矿带&

*

+江马
Y

文部铁铜多金属矿带&

2

+达雄
Y

甲谷铜铁多金属矿带&

3

+隆格尔
Y

尼雄
Y

措麦铁铜矿带&

5

+杰萨错
Y

查孜铜#铀钍多金属矿带

"

KG1?

\

ZB[=4Z<GZ<?1̀B1FZ[@<[<GZ?@1CI=I(<M2Z#

$

)

+

Q1I

H

BA1:/=;<B1

\\

ZG:<I[=;1I

c\

12

c

;Z[<22=B;Z[<221

H

ZI=BMZ2[

&

*

+

f=<I

H

;<:PZIMA=G1IB1

\\

ZG;Z[<221

H

ZI=BMZ2[

&

2

+

Q<]=1I

H

:f=<

H

A

B1

\\

ZG=G1I;Z[<221

H

ZI=BMZ2[

&

3

+

W1I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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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G1I:B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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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Z?<BA1:'@<D=B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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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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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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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2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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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变形复杂'断裂系统主要是二叠纪岛链边界断层#

岩体强力侵位形成的韧性剪切带#后期大型逆掩断

层及伴随的滑脱构造%区内
"g5$

万水系沉积物测

量成果圈定出
'A

#

KM

#

aI

#

&

H

#综合异常和
&A

异常

各
#

处'呈北西向展布'单个异常面积
#$

"

7$_;

#

'

异常分带清晰'浓集中心明显%已发现的铁矿体多

集中分布在江马岩体四周'文部岩体南侧接触带亦

发现少量的磁铁矿点%

(J(

!

达雄
E

甲谷铜铁多金属矿带

大地构造位于措勤
Y

纳木错晚中生代复合弧间

盆地'夹持于南#北二条岩浆弧带之间%地层出露晚

侏罗世
Y

白垩纪则弄群#捷嘎组#竞柱山组及新生代

古近纪林子宗群组成%构造变形仅发育一些较开阔

的褶皱%线性断裂集中于盆地中部窝藏古隆构造

带'早期以片理化带#千糜岩带为特征'构造面倾向

北&后期沿韧性剪切带叠加脆性走滑断裂'构成近东

西向网格状断裂组合%沿断裂带有大量花岗斑岩

脉#碎裂闪长岩#碎裂辉绿岩脉及喜山期花岗岩呈线

性产出%根据西藏
Y

江两河西段航磁测量成果'本

带磁石
Y

吉松一线
#

出局部磁异常十余处'航磁异

常平面形态呈近东西向#北东东向椭圆形展布'

=

(

异常剖面曲线波动#变化较大'相对强度一般变化在

"$$

"

%$$I(

之间'最大变化幅值达
"8%$I(

%本带

矿化以火山热液型#岩浆热液型铜多金属矿化为主'

盆地中部岩体外接触带亦发现岩浆贯入型#矽卡岩

型磁铁矿点%

(JI

!

隆格尔
E

尼雄
E

措麦铁铜矿带

大地构造位置与隆格尔
Y

工布江达断隆带相对

应%成矿带内地层为晚古生代海相碎屑岩和碳酸盐

岩'在很大程度上对成矿起到了控制作用'为有利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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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冈底斯中部地区成矿远景区划分表

/0$12%

!

K4V494787?H2:0117

=

2846

;

579

;

26:48

=

52

=

478948:@2+4<<12L08

=

<292

%

/4$2:

矿带 成矿远景区 远景区级别及编号 大地构造单元

洞措
Y

尼玛铜锑多金属矿带 阿索锑铜多金属成矿远景区
U"

班公湖
Y

怒江结合带

江马
Y

文部铁铜多金属矿带

江马富铁成矿远景区
U#

尼则铁铜成矿远景区
'"

张乃错南多金属成矿远景区
'#

卓瓦铁成矿远景区
'7

江马
Y

文部燕山期岩浆弧带

达雄
Y

甲谷铜铁多金属矿带

塔若错北铁铜成矿远景区
'%

于拉铁铜成矿远景区
U7

达雄铜多金属远景区
U%

磁石铁成矿远景区
U5

吉松铁成矿远景区
'5

措勤
Y

纳木错中生代弧间盆地

隆格尔
Y

尼雄
Y

措麦铁铜

多金属矿带

隆格尔铁成矿远景区
U8

塔拉客勒拉
Y

日阿布洗铜铁远景区
&"

卡不过
Y

者得错铁成矿远景区
U6

加不勒
Y

德能铜铁成矿远景区
&#

滚纠
Y

沙松南铁成矿远景区
&7

布浅
Y

毛家崃铁铜成矿远景区
U!

措麦铁多金属成矿远景区
'8

许如错北铁多金属成矿远景区
U9

梅巴切勒铁铜多金属成矿远景区
'6

隆格尔
Y

工布江达晚古生

代断隆带

杰萨错
Y

查孜铜#铀钍#

多金属矿带

杰萨错铀钍#铜多金属成矿远景区
'!

鸭洼铜多金属成矿远景区
U"$

查孜多金属成矿远景区
'9

南冈底斯晚燕山
Y

喜山期火山

Y

岩浆弧带

成矿围岩&区域内发育巨型的东西向构造岩浆岩带'

燕山期中#酸性岩浆岩发育'分布面积大'具多期次

活动演化特点断隆带"成矿带$南部及北部边界断裂

构造带控制了带内岩浆岩的侵位和矿产的分布'在

其内侧还发育成组成带的同向或相交的次级断裂#

裂隙带'显示出本区具有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本

带地质矿产调查工作程度相对较高'发现的矿床

"点$也较多'除尼雄#滚纠铁矿床之外'工作程度较

高铁矿点的还有隆格尔铁矿#塔客勒拉铁矿等'铜矿

床点有日阿布洗铜矿#德能铜多金属矿床等%

(JU

!

杰萨错
E

查孜铜!铀钍多金属矿带

大地构造位置与南冈底斯+查孜喜马拉雅期岩

浆弧带相对应'主体由古新世+始新世林子宗群钙

碱性系列火山岩及同期花岗岩组成%目前工作程度

最低'仅发现少量的与中酸性火山岩#斑岩有关的

铜#铅银矿点#矿化点&铀钍矿化点暂未发现'水系地

化测量
#

定多处以
L

#

(@

为主的稀有#稀土元素组

合异常区%

%

!

结论与讨论

"

"

$从上述成矿特征#主要成矿远景区评价分

析'冈底斯中部有进一步找矿的潜力'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方面!第一'从控矿地质因素分析'冈底斯带的

中新生代双向俯冲的地质构造演化格局奠定了良好

的构造
Y

岩浆
Y

成矿地质基础%第二'区域物化遥

信息显著'特别是富铁矿床在航磁异常上有明显的

表现'航磁测量和地面高精度磁测等在区内
#

出的

局部磁异常查证工作尚未展开%目前仅对少量异常

进行查证的结果表明'许多物化探异常与铁铜多金

属矿的关系密切%第三'由于受目前的工作程度和

工作阶段限制'在已开展的资源评价工作中'一些矿

区还具有进一步找矿的潜力%例如'若加大和提高

控制程度'在滚纠铁矿区深部和其北西侧外围还可

望取得新的找矿突破&在尼雄矿区南部岩体接触带

附近亦有突破%第四'在一些公益性地质工作尚未

涉及的地区和重要的成矿有利区块内'商业性地质

工作活跃'目前找矿成果显著'找矿空间十分广阔%

"

#

$冈底斯中部今后找矿应重点注意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矿种上以铁矿为主'兼顾铜矿#铅锌矿#

锑和银矿&第二'矿床类型上以矽卡岩型#接触交

代+热液充填型铁矿为主'兼顾斑岩型#火山热液

型&第三'在找矿方法手段上'先开展面积性地质矿

产调查#

"g5

万地面磁法测量%然后'按照)面上展

开#重点突破由浅部到深部#由已知到未知*的原则

开展普查评价工作%第四'在工作中运用成矿系列

理论'借鉴青藏高原矿产勘查取得最新成果和优秀

的找矿方法'如冈底斯东部驱龙#雄村铜矿)斑岩

型*#甲玛铜多金属矿)矽卡岩
i

斑岩型*和本区)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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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式*矿床勘查模型的找矿模式'走)科研与生产#模

式与创新*有机结合的找矿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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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成矿体系中的全位成矿和缺位找矿理

论分析'冈底斯中部应该存在与喜山期#燕山期斑

"玢$岩有关的
'A

#

KM

#

aI

#

&

H

成矿作用&冈底斯中

部与东部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成矿地质背景'其成矿

作用均与班公湖
Y

怒江特提斯洋向南俯冲和雅鲁藏

布江新特提斯洋向北俯冲消减的构造作用密切相

关%因此'冈底斯中部也是一个极具潜力的成矿远

景区"带$'具备寻找冈底斯东部同类型矿床的巨大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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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西藏分院的全体同志'在成文过程中承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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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热情指导和鼓励'本文审稿老师也提出了许多

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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