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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深入研究江达构造带的构造演化及构造-成矿耦合关系，对江达构造带的成矿规律进行了初步研

究，提出其经历了洋陆作用下的陆缘弧体制（C3-T2）→陆内伸展作用下的陆内-陆间裂谷体制（T3-E1）→以印度

—欧亚板块陆-陆碰撞为主要动因、印度—欧亚—太平洋板块联合作用下的陆内造山体制（E2-Q）等 3 种构造体制

的转换；不同构造体制下的成矿作用分别构成了 3 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体系：岛弧成矿体系的成矿作用主要表现为

接触交代型 Cu 矿化，并可能存在火山热液型 Cu、Pb-Zn 矿化；陆内裂谷成矿体系的成矿作用主要表现为接触交

代型和热水喷流或火山热液型，最主要的成矿作用是因燕山期中酸性岩浆侵入而发生的接触交代型 Fe、Cu、Pb、

Zn、Ag、Au、Ga 成矿作用；陆内造山成矿体系的成矿作用主要表现为构造-岩浆-热液形成一系列 Au、Ag 多金

属矿床和对先成矿床的叠加改造。 

关键词  江达构造带；构造体制；构造-成矿耦合；成矿体系   

 
区域性成矿规律的研究有利于区域成矿-找矿靶区的确定，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找矿效果，历来深受重

视（刘肇昌等，1996；翟裕生，1999；潘龙驹等，2000）。借鉴前人区域成矿规律研究的成果，结合西藏

东部江达构造带的地质实际，以不同构造体制具有不同地质-成矿作用，多种构造体制演绎导致多元（个）

成矿体系思想为指导，对江达构造带的成矿规律进行了初步研究。 
 

1  江达构造带及其构造演化 
 
江达构造带西以字嘎寺—车所—德钦断裂为界，东以金沙江断裂带为界，北至青海玉树，被 NWW 向

马尼干戈—邓柯断裂所截，南至奔子栏断裂（图 1）。前人称其为江达陆缘火山-岩浆弧（西藏自治区地质

矿产局，1993）或江达岛弧带。然而，江达构造带经历了长期复杂演化，陆缘弧或岛弧仅是其演化初期的

特征，因此，应称其为“江达构造带”。 
自晚石炭世金沙江洋洋壳开始向昌都陆壳地体边缘下俯冲形成陆缘弧以来，独立的江达构造带就得以

产生。中三叠世末昌都陆壳地体与德格—中甸陆壳地体发生陆-陆碰撞，江达构造带的洋-陆作用体制得以

结束，构成陆-陆焊合带，成为三江联合地体的一部分（刘肇昌等，1996，1997），进入陆内体制；晚三叠

世区域广泛的伸展构造背景下，江达构造带作为陆内裂谷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进入陆内裂谷期（刘肇昌

等，1995，1997），经历了晚三叠世—早侏罗世火山地堑阶段，中侏罗世—晚白垩世陆内拗陷阶段，古新世

—中始新世抬升和堑垒走滑阶段。本质上讲，古新世—始新世抬升和堑垒走滑阶段已进入陆内碰撞造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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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期（王成善等，2001）。自此，江达构造带进入陆内造山期。 
上述表明江达构造带自独立形成以来主要经历了 3 种体制的转换。洋陆作用之陆缘弧体制（C3-T2）→

陆内伸展之陆内-陆间裂谷体制（T3-E1）→以印度—欧亚板块陆-陆碰撞为主要动因、印度—欧亚—太平洋

板块联合作用下的陆内造山体制（E2-Q）。 
 

2  江达构造带的成矿体系及其成矿作用 
 

有关区域成矿和成矿规律研究，前人（李人澍，1996；翟裕生等，1999）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 
不同的构造体制下，地质作用（包括成矿作用）的表现不一样，不同的地质作用形成不同类型的矿产。

同一体制下的各种地质作用是相互有内在联系的，构成一个体系。在某一具体构造体制下，对具体构造带

而言，不同部位的成矿作用的具体表现有所不同，但是同一构造体制下产生的成矿作用，具有内在的联系，

称之为成矿作用体系。 
江达构造带 3 种构造体制下的成矿作用分别构成了 3 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体系，分别为：岛弧成矿体系、

陆内裂谷成矿体系和陆内造山成矿体系。 
2.1  岛弧成矿体系的成矿作用 

在江达构造带，岛弧成矿体系的成矿作用主要表现为接触交代型 Cu 矿化，并可能存在火山热液型 Cu、
Pb-Zn 矿化，至今未发现成型矿床。在莫朗弄已发现接触交代型铜矿点，在测侠弄、冬普等岩体及其附近

存在铜异常和重晶石-辰砂异常，在瓦拉寺组（T3w）火山-沉积岩中存在铜异常，在普水桥组（T1p）火山-
沉积岩中存在铅族异常。（表 1、图 2）。 

 

 

图 1  江达构造带构造略图（图中阴影部分即为江达构造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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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江达构造带成矿体系简表 

成 矿 体 系 构 造 体 制 成 矿 作 用 及 成 矿 元 素 组 合 成 矿 期 
岛弧成矿体系 陆缘弧体制 接触交代型 Cu 矿化，可能存在火山热液型 Cu、Pb-Zn 矿化 C3-T2 
陆内裂谷成矿体系 陆内-陆间裂谷体制 接触交代型 Fe、Cu、Pb、Zn、Ag、Au、Ga 成矿作用；喷流型

Fe、Pb、Zn、Ag 成矿作用 
T3-E1 

陆内造山成矿体系 陆内造山体制 强烈的逆冲-推覆对先成矿床的再定位；构造-岩浆-成矿热液对

先成矿床的活化和再富集；构造-岩浆-成矿热液在适宜部位

形成新的矿种和新的矿床 

E2-Q 

2.2 陆内裂谷成矿体系的成矿作用 

根据江达构造带的矿化特征，陆内裂谷成矿体系的金属成矿作用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接触交

代型，另一种是热水喷流或火山热液型。最主要的成矿作用是因燕山期中酸性岩浆广泛侵入而发生的接触

交代型 Fe、Cu、Pb、Zn、Ag、Au、Ga 成矿作用，主要发生于江达构造带中南段，且有北东向成带之势；

晚三叠世火山地堑阶段的喷流型 Fe、Pb、Zn、Ag 成矿作用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成型矿化均在伸展裂陷

作用中等强度的北段，同时，该类型成矿作用形成的成型矿床也位于 NE 向侵入岩带上，侵入岩与此类矿

床的形成理应存在某种联系（见表 1、图 2）。 
 

 

图 2  江达构造带成矿规律图 

1—上三叠统＋第三系地层；2—中三叠统地层；3—中三叠统＋上三叠统地层；4—侵入体；5—辉绿玢岩；6—闪长岩；7—花岗岩；8—二

长花岗岩；9—花岗闪长岩；10—闪长玢岩；11—断裂；12—成矿远景区；13—地名点；其中侵入岩下标 a 代表岛弧期、r 代表裂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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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陆内造山成矿体系的成矿作用 

陆内造山期成矿作用主要由 3 个方面构成：①强烈的逆冲-推覆对先成矿床的再定位，对先成的矿体，

一方面有破坏之作用；另一方面，也造成矿体的多层叠置，使得矿下有矿。②构造-岩浆-成矿热液对先成

矿床的活化和再富集，如丁钦弄 Ag-Cu 多金属矿床。③构造-岩浆-成矿热液在适宜部位形成新的矿种和新

的矿床。如阿中、秀格山、赞达、南戈等 Au、Ag 多金属矿，可视为江达构造带构造-岩浆-热液成矿的典

型地带（见表 1、图 2）。 
 

3  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江达构造带自独立形成以来历经了洋陆作用之陆缘弧体制（C3-T2）→陆内伸展之陆内-陆间裂谷

体制（T3-E1）→以印度—欧亚板块陆-陆碰撞为主要动因、印度—欧亚—太平洋板块联合作用下的陆内造

山体制（E2-Q）等 3 种构造体制的转化。 
（2）不同构造体制下的成矿作用分别构成了 3 个相对独立的成矿体系：岛弧成矿体系、陆内裂谷成

矿体系、陆内造山成矿体系。 
撰写过程中，王成善教授、刘肇昌教授给予了精心指导，研究工作得到了西藏地矿局及西藏地质六队

藏东公司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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