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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岩浆硫化物矿床新分类与小岩体成矿作用
!

汤中立5，闫海卿5，焦建刚5，李小虎!

（5长安大学，陕西 西安 ;5""4=；!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

摘 要 中国镍（铜、钴）、铂族等许多重要金属矿产都产出于岩浆硫化物矿床，该类矿床是矿床地质研究的热

点之一。笔者综合构造背景、侵入方式、岩体规模、矿床模式、主成矿元素等因素，对中国岩浆硫化物矿床提出了新

的分类：! 古大陆内的小侵入体矿床；" 与大陆溢流玄武岩有关的侵入体矿床；# 造山带内小侵入体矿床；$ 蛇绿

岩型矿床。认为小侵入体（小岩体）岩浆矿床是中国主要的矿床类型，并在此基础上，从小岩体矿床的相关概念、>种

地质背景、>种火山岩:岩体:矿床组合形式以及成矿的主要因素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小岩体成矿作用。结合国内外勘

查实践指出，小岩体岩浆矿床仍具有很大的找矿潜力，是中国应继续重点研究的主要矿床类型。最后，还讨论了小

岩体矿床不仅在基性:超基性岩体中广泛发育，而且在中酸性岩体中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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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WE\]7TVICV\%VI88ÊT%U7NT̂%UFUN̂BIU*EOPNFP7[ICL0@+F%XEUVEC\ID\IVÊUN8_EL%L%]7UE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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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于中国岩浆硫化物矿床的分类，大多以

矿床成因这一要素为主，同时也考虑了地质背景、岩

石等控矿因素（汤中立等，!"#$；刘月星等，!""#），这

种分类对于引导该类矿床的深入勘查与研究，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地质工作的深入，诸如地

质背景、小岩体成矿等因素对于认识和发现矿床来

说，日益显得更为重要。因此，有必要突出这些因

素，提出一个新的分类。

在整个%&世纪内，国内外都十分重视寻找与大

型层状杂岩体有关的岩浆硫化物矿床，因为世界上

最大的一些矿床就产在这类大型层状杂岩体中。如

含世界第一大铂族金属矿的布什维尔德（’()*+,-./）

层状杂岩体（0123*456-31.7，%&&%），其面积超过8&
9!&:;<%；含世界第二大镍矿的萨德贝里层状杂岩

体（=1>>153-31.7，!"#?），其面积大于!&&&;<%等。

中国自%&世纪?&年代以来，对国土进行了不同程

度的系统勘查，未曾发现这类大型层状杂岩体，却在

许多很小的岩体中，发现了岩浆硫化物矿床。其中，

含世界第三大镍矿的金川岩体，面积仅为!7:@;<%。

因此，关于小岩体的成矿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注。

! 岩浆硫化物矿床分类

中国岩浆硫化物矿床的分类列于表!；其分布情

况见图!。

% 中国岩浆硫化物矿床的主要类型与

典型实例简介

!7" 古大陆内的小侵入体矿床

这类矿床一般发育于元古代古大陆边缘，形成

于古大陆裂解时期。岩浆成矿过程是指来自深源地

幔的镁铁质A超镁铁质岩浆，在深源或中途岩浆房

内，发生了熔离作用和结晶分异作用，由上而下形成

了硅酸盐岩浆、含硫化物硅酸盐岩浆、富硫化物硅酸

盐岩浆和硫化物矿浆的@层结构，然后，在适当的动

力学条件下，一次或多次侵入地壳的现存空间或分

别侵入地壳的不同空间成岩、成矿。通常，先侵入的

硅酸盐岩浆比较分散，形成由几个至几十个（甚至更

多）岩体组成的岩体群或岩体带，范围比较大；但后

侵入的成矿岩体一般只有一个或几个，通常聚集成

一个或几个矿集区（金川式、赤柏松式等）。关于小

侵入体，汤中立（%&&%）曾提出过一种划分意见：以岩

体面积!&;<%为小侵入体的上限，小于!&;<%称

小侵入体。与小侵入体有关的成矿作用，即为小侵

入体成矿，是侵入岩体的主要成矿方式，如金川、赤

柏松、铜硐子、小南山等。以金川超大型B+A0(AC3矿

床为例（图%）。

表" 中国岩浆硫化物矿床的类型

#$%&’" #()’*+,-$.-$/01*2&,03’3’)+*0/*045604$

构造环境侵位方式 主要岩石 矿床实例 矿床规模 主矿元素类型

古大陆

小侵入体 二辉橄榄岩 金 川 超大型 B+，0(，04，C3
辉绿辉长岩 赤柏松 中型 B+，0(，04，C3
辉长岩、辉绿岩 铜硐子 小型 B+，0(，04，C3
辉长岩 小南山 小型 B+，0(，04，C3

与溢流玄武岩有关的侵入体

闪长岩A辉长辉绿岩A辉石岩 大坡岭 小型 B+，0(，04，C3
闪长岩A辉长岩A橄榄岩 力马河 中型 B+，0(，04，C3
辉长岩A辉石岩A橄榄岩 白马寨 中型 B+，0(，04，C3
辉绿辉长岩A橄榄岩 金宝山 大型 C3，C/，B+，0(
辉长岩A橄榄岩 杨柳坪 大型

造山带

小侵入体 顽火辉石岩 红旗岭 大型 B+，0(，04，C3
辉长岩A橄榄岩A二辉橄榄岩 黄山 大型 B+，0(，04，C3
苏长岩A橄榄苏长岩 喀拉通克 大型 B+，0(，04，C3

蛇绿岩

滑镁岩A斜辉辉橄岩 煎茶岭 大型 B+
辉石岩A橄榄岩A斜辉辉橄岩 德尔尼 大型 0(，D6，04，E

岩浆硫化物矿床规模划分标准：超大型镍矿—B+!?&&9!&:3；大型镍矿—B+!!&&9!&:3；中型镍矿—B+!%&9!&:3；小型镍矿—B+"%&9

!&:3；超大型铜矿—0(!%?&&9!&:3；大型铜矿—0(!?&&9!&:3；中型铜矿—0(!?&9!&:3；小型铜矿—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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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典型镍铜铂族岩浆硫化物矿床分布略图（地质背景据"#$%&等，!’()）

!!(—造山带：!—新生代（喜马拉雅）；*—白垩纪（晚燕山）；+—侏罗纪（早燕山）；)—三叠纪（印支）；,—晚古生代（华力西）；-—早古生代

（加里东）；.—微古陆块；(—前寒武纪陆块；’—叠置在古老褶皱带上的弧后和陆内盆地；!/—叠瓦大山脉；!!—欧亚／印度板块缝合线；!*—

古俯冲消减带；!+—晚古生代缝合线；!)—中生代缝合线；!,—新生代缝合线；!-—郯庐断裂；!.—典型矿床与主成矿元素：（!）—喀拉通克，

（*）—黄山，（+）—红旗岭；（)）—金川，（,）—小南山，（-）—赤柏松，（.）—铜硐子；（(）—石居里，（’）—德尔尼，（!/）—煎茶岭；（!!）—杨柳

坪，（!*）—力马河，（!+）—金宝山，（!)）—白马寨，（!,）—大坡岭

01&2! 31456178519%9:5;<1=$>?$&?$51=48>:1@A@A<941541%B#1%$（&A9>9&1=$>4A551%&$:5A6"#$%&A5$>2，!’()）

!—C1?$>$;$%969&A%1=7A>5；*—D$5AE$%4#$%1$%969&A%1=7A>5；+—F$6>;E$%4#$%1$%969&A%1=7A>5；)—G%@941%1$%969&A%1=7A>5；,—H$614=$%969I
&A%1=7A>5；-—B$>A@9%1$%969&A%1=7A>5；.—J1=69K<$>$A97>9=L；(—M6A=$?761$%7>9=L；’—N8<A61?<94A@7$41%；!/—N8<A61?<94A@?98%5$1%
6$%&A；!!—N8586AO9%A7A5PAA%F86$41$%<>$5A$%@G%@1$%<>$5A；!*—M$>$A9K487@8=519%O9%A；!+—D$5AM$>A9O91=48586AO9%A；!)—JA49O91=48I
586AO9%A；!,—BA%9O91=48586AO9%A；!-—Q$%>8:$8>5；!.—Q;<1=$>@A<94154$%@?$R96?A5$>>9&A%1=A>A?A%54：（!）—S$>$59%&LA，（*）—C8$%&I
4#$%，（+）—C9%&T1>1%&，（)）—U1%=#8$%，（,）—V1$9%$%4#$%，（-）—B#17$149%&，（.）—Q9%&@9%&O1，（(）—N#1R8>1，（’）—3A’A6%1，（!/）—U1$%=#$K

>1%&，（!!）—E$%&>18<1%&，（!*）—D1?$#A，（!+）—U1%7$94#$%，（!)）—W$1?$O#$1，（!,）—3$<9>1%&

金 川 矿 床 位 于 华 北 板 块 西 南 缘（汤 中 立 等，

*//*），出露面积!2+)L?*，主要含矿岩石类型为二

辉橄榄岩。岩体呈陡倾岩墙状产出，围岩为斜长片

麻岩、白云质大理岩、斜长角闪岩、混合花岗岩，成岩

时代为中元古代〔N?KX@等时线年龄为（!,/(Y+!）

J$（汤中立等，!’’*）〕，成矿时代为中元古代〔ZAK[4
年龄为（!)/(Y+)）J$（SA$;4A5$>2，*//)）〕。

!2! 古大陆内与大陆溢流玄武岩有关的小侵入体

矿床

该类矿床是指与大规模大陆溢流玄武岩喷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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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金川岩体平面（"）及剖面（#，$）地质略图（据闫海卿等，!%%&）

’—第四系；!—前寒武系；(—二辉橄榄岩；)—斜长二辉橄榄岩；&—橄榄二辉岩；*—二辉岩；+—星点状结构的矿体；,—网状结构的富矿体；

-—氧化矿体；’%—交代矿体；’’—块状硫化物矿体；’!—上盘星点状结构的矿体；’(—侵入体岩相界线；’)—侵入期次编号及界线；

’&—实测及推测断层；’*—钻孔

./01! 234540/$"565"7（"）"7893$:/479（#"78$）4;</7$=>"7/7:?>9/47（";:3?@"73:"51，!%%&）

’—A>":3?7"?B；!—C?3$"D#?/"7；(—E=3?F45/:3；)—C5"0/4$5"935=3?F45/:3；&—G5/H/73I3#9:3?/:3；*—J3#":3?/:3；+—K/993D/7":384?3#48B；

,—L3:I4?M4?39=44:；-—GN/8/F384?3#48B；’%—O3:"94D":/$4?3#48B；’’—O"99/H39>5;/834?3#48B；’!—P"70/708/993D/7":384?3#48B；

’(—C3:?4;"$/39#4>78"?B；’)—Q7:?>9/479:"03"78/:993?/"57>D#3?；’&—O3"9>?38"78/7;3??38;">5:9；’*—K?/55=453

关的岩浆侵入成岩成矿形成的矿床。这种成矿方式

的特点之一，就是含矿岩体通常侵入到溢流玄武岩

内或溢流玄武岩附近的围岩中，因此，岩体的分布与

溢流玄武岩有密切的空间关系，这也是与“岩浆侵入

体矿床”的主要区别。这类矿床一般可聚集成多个

矿集区。按主成矿元素可将该类矿床分为L/RS>R
S4RC:和 C:RC8RL/RS>两个亚类，前者以 L/、S>为

主，如白马寨、大坡岭等，后者以C:、C8为主，如金宝

山、杨柳坪等。以金宝山大型C:RC8矿床为例（图

(）。该矿床位于扬子板块西缘，主要含矿岩石类型

为辉绿辉长岩、橄榄岩。岩体呈缓倾层状、席状产

出。围岩为泥盆系白云岩、灰岩、泥岩及砂岩。成

岩、成矿时代为晚古生代!。

!1" 造山带内小侵入体矿床

这类矿床发育在造山带内，一般形成于碰撞造

山后的驰张时期。中国的这类矿床主要形成于华力

西期。其成矿机制与古大陆内小岩体矿床基本相

似，但也有所区别。以喀拉通克大型L/RS>RS4RC:矿

床为例（图)）。来自镁铁质岩浆的主要硫化物矿物

以低TUU含量为特征（J"703:"51，!%%)），而区别

于古大陆内的小侵入体矿床。该矿床位于天山R兴

安造山系的准噶尔造山带北缘；主要含矿岩石类型

为苏长岩和橄榄苏长岩，岩体呈陡倾斜侵入体产出；

围岩为下石炭统砾岩、凝灰质粉砂岩、板岩及硅质

! 杨廷祥，等1’-,-1云南省弥渡县金宝山铂钯矿典型矿床研究报告1云南省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队1（内部资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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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金宝山矿床地质平面（"）与剖面图（#）（据杨星等，$%%!）

$—三叠系；&—泥盆系灰岩；!—泥盆系砂岩；’—超基性岩；(—铂矿体；)—断层；*—不整合线；+—勘探线；%—钻孔

,-./! 01232.-4"353"61"678149-262:;-6#"28<"62=171528-9（":91=>"6.19"3/，$%%!）

$—?=-"88-4；&—@1A26-"63-B189261；!—@1A26-"68"6789261；’—C39="#"8-4=24D；(—E3"9-6FB2=1#27G；)—,"F39；

*—C6426:2=B-9G；+—HI532="9-263-61；%—@=-33<231

图’ 喀拉通克一号矿体地质图（"）及&+线勘探剖面图（#）（据李文渊，$%%)）

"：$—下石炭统南明水组上段灰白色泥板岩、含砾中粗屑J粉屑沉凝灰岩；&—下石炭统南明水组上段含砾中粗屑J粉屑沉凝灰岩、含碳质泥板
岩；!—黑云闪长岩相；’—黑云角闪苏长岩相；(—辉绿玢岩；)—闪斜煌岩；*—石英斑岩；+—氧化矿体；%—岩相界线；$K—逆断层；$$—向斜
轴；$&—背斜轴部；$!—勘探线位置及编号。#：$—下石炭统南明水组上段灰白色泥板岩、含砾中粗屑J粉屑沉凝灰岩；&—下石炭统南明水
组上段含砾中粗屑J粉屑沉凝灰岩、含碳质泥板岩；!—黑云闪长岩相；’—黑云角闪苏长岩相；(—黑云角闪橄榄苏长岩相；)—黑云角闪辉绿
岩相；*—辉长岩脉；+—致密块状富镍高铜矿体；%—致密块状特富铜镍矿体；$K—中等及稠密浸染状富铜贫镍矿体；$$—稀疏浸染状贫镍

矿体；$&—矿化体；$!—岩相界线；$’—断层；$(—钻孔

,-./’ 01232.-4"353"612:L"3"926.D1M2/$2=171528-9（"）"678149-262:M2/&+5=285149-6.3-61（#）（":91=N-，

$%%)）

"：$—OF783"91"67426.32B1="91J#1"=-6.817-B169"=G9F::；&—P26.32B1="91J#1"=-6.817-B169"=G9F::"674"=#26"412F8BF783"91；!—@-2=-91:"Q
4-18；’—M2=-91:"4-18；(—@-"#"8152=5<G=-91；)—R5188"=9-91；*—SF"=9T52=5<G=G；+—UI-7-T172=1#27G；%—E19=2:"4-18#2F67"=G；$K—V1Q
A1=817:"F39；$$—P2=12:8G643-61；$&—P2=12:"69-43-61；$!—N24"9-26"6781=-"36FB#1=2:1I532="9-263-61/#：$—OF783"91"67426.32B1="91J
#1"=-6.817-B169"=G9F::；&—P26.32B1="91J#1"=-6.817-B169"=G9F::"674"=#26"412F8BF783"91；!—@-2=-91:"4-18；’—M2=-91:"4-18；(—WG51=-91
62=-91:"4-18；)—@-"#"81:"4-18；*—0"##=2A1-6；+—P2551=J"676-4D13J=-4<2=1#27G；%—R514-B162=1#27G；$K—P2551=J=-4<"676-4D13J522=

2=1#27G；$$—N1"62=1#27G；$&—O-61="3-T17#27G；$!—E19=2:"4-18#2F67"=G；$’—,"F39；$(—@=-3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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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成岩成矿时代为晚古生代，李华芹等（!""#）用

$%&’(法测得其年龄为)#*!)"#+,，张 作 衡 等

（)**-）利用./&01同位素方法测得其年龄为（)#)2-
342#）!（)"*2)352"）+,，与另一个造山带内的小

侵入体矿床———黄山东矿床〔./&01年龄为（)#)3
)*）+,（毛景文等，)**)）〕可以进行对比，皆形成于

造山后碰撞拉张伸展环境。

!2" 造山带内蛇绿岩型矿床

蛇绿岩岩石组合由下而上一般包括超镁铁质杂

岩、辉长质堆积杂岩、镁铁质席状岩墙杂岩和镁铁质

火山杂岩（含枕状构造）4部分（张旗等，)***），不同

部位的成矿作用不尽相同。通常，成矿是洋壳在生

成和迁移阶段，由于构造侵位而以残片被保留于造

山带中所致。残片代表的部位具有多样性，因此，成

矿也显示出多样性。中国的该类矿床包含了元古代

的煎茶岭式、古生代的德尔尼式等几种不同部位形

成的矿床。以煎茶岭镍矿床为例。该矿床位于勉县

&略阳&宁强三角地块的东北部（图-），含矿岩石类型

为强烈蚀变的镁质超基性岩，主要岩性为蛇纹岩、滑

镁岩、石英菱镁岩和滑石岩，原岩恢复为辉橄岩类

（王秀璋等，!""6）。岩体与围岩具有构造冷侵位关

系。围岩为太古宙鱼洞子群的片麻岩、变粒岩、斜长

角闪岩，以及元古宙接官亭组绿泥钠长石英片岩，还

有震旦&寒武系板岩、碳酸盐岩类。其成矿时代，./&
01等时线年龄为（#6#3)6）+,（王瑞廷，)**)）。煎

茶岭镍矿床为一大型矿床，以贫镍硫化物矿石为主，

主要呈浸染状、斑点状构造。金属矿物除岩浆熔离

型镍黄铁矿、磁黄铁矿、黄铜矿之外，还有热液型针

镍矿、辉镍矿等。其成因可能与蛇绿岩超镁铁质杂

岩岩片有关的岩浆熔离型矿床经后期热液成矿叠加

而成。

图- 煎茶岭地区大地构造位置图（据王相等，!""5）

!—晚古生界（789:!）断陷盆地沉积；)—震旦系&寒武系（!!!&;!）碳酸盐岩、碎屑岩沉积；8—元古界碧口群（<="）长英质火山岩；4—太古界

鱼洞子群（>?#!、>?#)）镁铁质火山岩；-—中酸性侵入岩；5—基性侵入岩脉；6—超基性侵入岩；#—地质界线；"—地质不整合；!*—背斜轴；

!!—向斜轴；!)—构造轴倾向；!8—断裂；!4—地体拼接带；!-—深大断裂；!5—磁铁石英岩型铁矿及硅铁建造

@AB2- $C/=DE%,F1EGHAIBB/G=/D=GIADJGD,=AGIGKLA,IDE,JAIB,?/,（%G(AKA/(,K=/?M,IB/=,J2，!""5）

!—N,=/<,J/GOGADK,PJ=Q,1AI1/(A%/I=,=AGI；)—$/(A%/I=,?RKG?%,=AGIGKD,?QGI,=/,I((/=?A=,J?GDC1；8—@/J1ADSGJD,IAD?GDC；4—+,KADSGJD,IAD

?GDC；-—TI=/?%/(A,=/,I(,DA(AI=?P1AGI；5—U,1ADAI=?P1AS/S/AI；6—VJ=?,Q,1ADAI=?P1AGI；#—W/GJGBAD,JQGPI(,?R；"—VIDGIKG?%A=R；!*—>XA1

GK,I=ADJAI/；!!—>XA1GK1RIDJAI/；!)—7AFGK=/D=GIAD,XA1；!8—@,PJ=；!4—<A/D/(=/??,I/Q/J=；!-—7//FK,PJ=；!5—+,BI/=ADYP,?=OA=/=RF/

A?GI(/FG1A=,I(K/??G1AJADGIKG?%,=AGI

5 矿 床 地 质 )**5年

 
 

 

 
 

 
 

 



! 小岩体岩浆矿床的成矿作用

由表"可见，中国的#类岩浆硫化物矿床的前!
类均由小岩体岩浆矿床组成，仅有"类属蛇绿岩型

矿床。小岩体不仅形成了一系列中、小型矿床，而且

还形成了超大型（金川）和多个大型（红旗岭、喀拉通

克、黄山、金宝山等）矿床。中国的镍、钴、铂族金属

的自给，主要来自这种小岩体岩浆矿床。蛇绿岩型

矿床，虽然包含了德尔尼（以富铜矿为主）、煎茶岭

（以贫镍矿为主）这样的大型硫化物矿床，但在数量

和质量方面，较小岩体岩浆矿床逊色得多，所以，小

岩体岩浆矿床是中国岩浆硫化物矿床的主要矿床类

型。

关于小岩体岩浆矿床的概念，以往曾作过表述

（汤中立，$%%$），在此进一步归纳如下：!在规模较

小的侵入岩浆岩体内部和／或附近的围岩中，形成了

由与岩浆作用有关的规模相对大而富的矿体组成的

矿床；" 岩体的最大截面积一般不到"%&’$，最小

可能只有几米方米；# 岩体的矿化率（矿体体积／岩

体体积("%%)）高或较高，如金川大于#!)、喀拉通

克大于*%)、红旗岭+号岩体大于,%)；$ 发生了

明显的深部预富集成矿作用（见后述）。

!-" 矿床形成的地质背景

矿床主要形成于!种地质背景：! 古大陆边缘

与裂解有关的小侵入体，其形成时代主要是早、中元

古代（赤柏松、金川）及华力西期（小南山）；" 古大

陆边缘与溢流玄武岩有关的小侵入体，其形成时代

主要是新元古代（大坡岭）及华力西期（力马河、白马

寨、金宝山、杨柳坪等）；# 造山带内与碰撞后张裂

有关的小侵入体，其形成时代主要是华力西期（红旗

岭、喀拉通克、黄山等）。

!-# 岩体.矿床的结构形式

岩体.矿床的主要结构形式有!种：! 岩体群与

小岩体矿床形式，即先侵入的硅酸盐岩浆比较分散，

形成由几个至几十个（甚至更多）岩体组成的岩体群

或岩体带，范围比较大；但后侵入的成矿岩体一般只

有一个或几个，通常聚集成一个或几个矿集区，如金

川、红旗岭、喀拉通克、黄山等；" 大面积溢流玄武

岩与小侵入岩体矿床（或侵入岩席矿床）形式，如峨

眉玄武岩与力马河、白马寨、金宝山、杨柳坪等的组

合形式，国外有俄罗斯西伯利亚暗色岩与/0123’4&
矿床的组合形式；# 一个或几个大岩体与附近的小

岩体矿床形式，如加拿大/526岩套中的72835952:大

岩体（面积*%%&’$，厚,&’）与附近的;024<=’4>5=
小岩体（!%%"%%’厚，长约?&’）矿床（@03A856<:
53-，$%%"）。

!-! 成矿的关键因素

小岩体岩浆矿床成矿的最主要因素可归结为：

（"）邻近深大断裂。这种断裂有时显现为重要

的地壳拼合带，如金川两侧华北地块与祁连山之间

的深断裂带、黄山南侧之康古尔塔格.黄山深断裂

带、红旗岭南缘辉发河深断裂带及喀拉通克北缘额

尔齐斯/@向深断裂带等，为地幔岩浆上升成岩成

矿提供了软弱带；

（$）富橄榄石岩浆（/53B1<::，",,,）和富斜方辉

石岩浆有利于成矿。富橄榄石岩浆具有!重含义：

! 富橄榄石岩浆的温度较高；" 富橄榄石岩浆中的

/2含量相对较高；# 更容易与富含C2D$的围岩反

应。如金川、黄山、白马寨、/0123’4&、;024<=’4>5=
（富橄榄石岩浆）等矿床。当岩浆不富橄榄石时，斜

方辉石的出现可能起到上述橄榄石的标志性作用，

如红旗岭+号、喀拉通克等（富斜方辉石岩浆）的情

况即如此。

（!）矿床的硫源有$类。其&!#C值变化很小，基

本上接近%，并呈塔式分布，显示出岩浆硫为主的特

点，没有迹象表明有较多地壳硫的加入，金川、红旗

岭、喀拉通克、黄山、赤柏松以及CEBFE1=等矿床均

属此类；另一种情况是，&!#C值变化较大，显示出硫

源以壳源为主的特征，如力马河、/0123’4&、;024<=’4
>5=等矿床。可见，中国的小岩体矿床成矿以幔源硫

为主。

（#）发生了明显的深部预富集成矿作用。由于

岩体小，矿体相对大而富，这种矿体不可能从小岩体

自身产生出来。因此，岩体在就位于现存空间之前

的深部或在就位过程中，由于物理化学条件的变化

或与围岩发生反应，致使岩浆在深部发生了熔离作

用和部分结晶作用，并分异为不含矿岩浆、含矿岩

浆、富矿岩浆和矿浆几部分，然后，对现存空间一次

或多次上侵贯入成矿，或对地表与浅部，一次或多次

喷发.贯入成矿。一般来说，经过深部熔离、结晶、分

异后的不含矿岩浆的体积，比含矿岩浆、富矿岩浆和

矿浆的体积要大得多，在上侵过程中，不含矿岩浆大

部分都侵入到不同的空间或喷溢出地表，形成岩群

或岩流，剩余的岩浆、含矿岩浆、富矿岩浆和矿浆可

以多次贯入同一空间成岩、成矿（金川、喀拉通克、白

+第$*卷 第"期 汤中立等：中国岩浆硫化物矿床新分类与小岩体成矿作用

 
 

 

 
 

 
 

 



马寨、力马河矿床），也可以分别贯入不同的空间成

岩、成矿（红旗岭!、"号矿床）。比照就地熔离的矿

床，这种深部熔离#贯入矿床的岩体体积就小得多，

含矿率和矿石品位也高得多，所以，这种成矿作用机

制导致形成小岩体、大矿床，即所谓的“小岩体，成大

矿”。

$ 小岩体岩浆矿床研究的发展趋势

中国的岩浆硫化物矿床主要发现和勘探于%&
世纪’&年代之前，那时，小岩体成矿已经是中国指

导这类矿床勘查研究的主要方针。%&世纪’&年代

之后，随着俄罗斯()*+,’-.#/0,1012.矿床的资料（!3
4%4&5%.67，最大截面积约7.6%）（89:)*91.)，

!’’$；;+-<,9*，!’’$；(0,:*9<<，!’’%；(0,:*9<<9<9<0,5，

!’’=0）公诸于世，以及加拿大>)+-9?’-@0?矿床（!
!.6%）的发现（(0,:*9<<9<0,5，!’’=A；%&&&；B69,+1
9<0,5，!’’’；C06A9*<9<0,5，!’’’；D+E,9?9<0,5，

!’’’；C+9<0,5，!’’’；%&&&；C+F2<G))<9<0,5，!’’’；

D?019<0,5，!’’3），国外也十分重视这种所谓“通道

式（H)1:I+<）”的小岩体矿床，甚至有的学者提出“为

什么主要的(+#JI硫化物矿床不是产出于大型层状

镁铁质#超镁铁质侵入体中？”（K),GF019<0,5，%&&!），

他们认为，按照加拿大LIA:I*?矿床的成矿作用模

式进行大型层状岩浆矿床的勘查以寻找富JI#(+硫

化物矿床是一种误导。

目前，从国内外来看，小岩体主要形成以JI#(+
为主的JI#(+#MNO矿床，而大型层状岩体主要形成

M<#M:矿床和一些低品位的JI#(+矿床。由于中国

这种大型层状岩体不发育，因此，应继续勘查以小岩

体为主（如表!所示）的JI#(+#MNO矿床。

还应指出的是，小岩体成矿作用不仅对镁铁质#
超镁铁质岩十分重要，而且在中酸性岩浆岩中也很

发育，许多铜、金、铁、钼、钨等重要金属矿床都与小

侵入体有关。所以，小岩体成矿对于岩浆矿床来说

在一定程度上不失为贯通性的因素之一，加强对小

岩体成矿作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B69,+1P，C+J01:(0,:*9<<BQ5!’’’5N9)H2*)1,),F?)G<29>)+-9?’-

@0?+1<*I-+)1，C0A*0:)*，J010:0，A?E*9H+-9R#MA:0<+1F)GH)S

9-+-<+1FA0::9,9?+<9，T+*H)101:0E0<+<9［Q］5C+<2)-，$"：77!3!5

J0U<2)*1DN，V9*.,9DW01:>+,X)91VQ5%&&%5M,0<+1I6#F*)IE9,S

9691<:9E)-+<-+1<29@I-2Y9,:J)6E,9ZL)I<2BG*+H0［B］5[1：

J0A*+CQ，9:5/29F9),)F?F9)H296+-<*?6+19*0,)F?01:6+19*0,

A919G+H+0<+)1)GE,0<+1I6#F*)IE9,9691<-［J］5\<<0U0，\1<0*+)：

J015[1-<5V+15V9<5LE9H5>),3$57]’!$%’5

89:)*91.)>B5!’’$5OY),I<+)1)G60F60<+-60-*9G9H<9:+1<29Y),S

H01+H-9̂I91H9)G<29()*+,’-.*9F+)1［B］5[1：C+F2<G))<MJ01:

(0,:*9<<BQ，9:5M*)H5LI:AI*?#()*+,’-.L?6E5［J］5\1<0*+)：

N9),)F+H0,LI*Y9?LE9H+0,>),35!"!!!]$5

80FF0*<@O，@0-IB@01:/0<-I6)<)V5!’]35\*+F+1)G<29LI:AI*?
J)6E,9ZA?69<9)*+<9+6E0H<：(9):?6+I6+-)<)E+H9Y+:91H9［Q］5

LH+91H9，%7&：$7=!$7’5

W90?-DD，[2,91G9,:J，VH[119-@[B01:_2)IV85%&&$5D9#\-

+-)<)E9:0<+1F)G<29Q+1H2I01(+#JI#MNO-I,G+:9:9E)-+<，J2+10
［B］5M*)H99:+1F-)G<29[NJM$"’‘)1FW)1FK)*.-2)E，BAS

-<*0H<>),I69［J］5‘)1FW)1FLBDJ2+105$!!$%5

C06A9*<;;，8)-<9*QN，8*+H.CD，C+J01:(0,:*9<<BQ5!’’’5D9#

\-+-)<)E+H-?-<960<+H-)G<29>)+-9?’-@0?(+#JI#J)60F60<+H)*9

-?-<96，C0A*0:)*，J010:0［Q］5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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