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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亚洲大陆的碰撞对接及随后的剪切走滑作用造就了金沙江-红河深切大断裂，金沙江-红河深切大断裂与次级断裂共

同控制了金沙江-红河成矿带上的斑岩铜钼矿床的形成和分布（Hou et al., 2007）。以往研究认为金沙江-红河成矿带自南向北

分布的三个斑岩铜钼矿（铜厂、马厂箐和玉龙）是同时形成的，属同一成矿集中期的产物，并且认为这三个矿原先是集中在

一起的，大规模的走滑运动使它们近等间距分割开来（王登红等, 2004）。但是北段玉龙铜钼矿和中段马厂箐铜钼矿的辉钼矿

年龄（玉龙约 40 Ma；马厂箐约 35 Ma）显示并非同时形成的，而是自北向南成矿年龄逐渐减小。这一现象暗示金沙江-红河

成矿带上斑岩铜钼矿形成的成矿动力学过程可能存在差异。本文试图通过对金沙江-红河成矿带南段的铜厂和长安冲两个斑

岩铜钼矿进行了辉钼矿 Re-Os定年，并结合有关马厂箐和玉龙的辉钼矿 Re-Os定年资料以及区域构造演化特征，对金沙江-

红河成矿带上斑岩铜钼矿成矿动力学背景进行探讨，这一研究对深入认识该成矿带斑岩铜钼矿成矿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地质背景 

铜厂斑岩铜钼矿和长安冲斑岩铜钼矿位于金沙江-红河成矿带的南段，处于哀牢山逆冲深大断裂与藤条河断裂所夹持的

金平推覆体内，铜厂和长安冲两个斑岩铜钼矿直线距离约4.5 km，两个矿均为小型斑岩铜钼矿，其中，铜厂铜钼矿储量为铜

9 352 t，钼1 941 t；长安冲铜钼矿储量为铜2.5843万t，钼766 t。 

2  辉钼矿 Re-Os法定年 

本次工作在铜厂和长安冲2个斑岩铜钼矿分别采集了辉钼矿矿石，在国家地质实验中心进行了辉钼矿Re-Os同位素年龄

的测定。铜厂9个辉钼矿样品等时线年龄为（34.04±0.54）Ma，MSWD=3.4，这个年龄与王登红等（2004）测得的铜厂辉钼

矿的等时线年龄[（34.4±0.5）Ma，MSWD=4.9]基本一致，辉钼矿的加权平均模式年龄为（34.20±0.27）Ma。长安冲7个辉钼

矿样品的等时线年龄为（34.54±0.69）Ma，MSWD=7.2，辉钼矿的加权平均模式年龄为（34.22±0.59）Ma。在误差范围内，

这两个矿床的成矿年龄基本一致。 

3  讨  论 

3.1  金沙江-红河成矿带南段斑岩铜钼矿成矿年代学特征 

马厂箐斑岩铜钼矿和铜厂、长安冲斑岩铜钼矿位于金沙江-红河成矿带南段，两者距离约 400 km，然而辉钼矿 Re-Os定

年显示铜厂（34.38 Ma，王登红等，2004；34.20 Ma，本文)、长安冲（34.54 Ma，本文）和马厂箐（33.9 Ma，王登红等，

2004；35.8 Ma，Hou et al., 2006；35.3 Ma，邢俊兵等，2009）的成矿年龄相一致，说明金沙江-红河成矿带南段斑岩铜钼矿

集中形成于 35 Ma左右。 

图 1 显示了金沙江江-红河成矿带斑岩铜钼矿的成岩成矿年龄变化特征，可以发现金沙江-红河成矿带斑岩铜钼矿成矿

作用具有以下特征：① 金沙江-红河成矿带斑岩铜钼矿主要形成于 41～35 Ma，总体处于始新世中后期；② 金沙江-红河斑

岩铜钼成矿带北段至南段成矿年龄总体呈现减小的趋势，但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北段玉龙斑岩铜钼矿带自北向南成矿年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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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6 Ma，年龄递减变化趋势明显；南段哀牢山成矿带斑岩铜钼矿成矿年龄集中于 35 Ma左右，年龄差异不明显。 

3.2  成矿年代学的地质意义 

金沙江-红河（哀牢山）钾质富碱火成岩的

形成和分布与金沙江-红河走滑断裂的密切的成

因联系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金沙江-红河同处

一个走滑剪切体系上，但该走滑剪切系南北具有

不同的特征，以滇西的德钦-维西一带为界，以

北的金沙江走滑断裂带为右行走滑断裂系，以南

的哀牢山-红河走滑断裂带为左行走滑断裂系

（刘增乾等, 1993; Hou et al., 2003）。两段各自的

发生剪切作用的起始年龄不同，Hou等（2003）

根据金沙江-红河走滑断裂带北段的两个拉分盆

地（囊谦盆地和拉屋盆地）中钾质火山岩的年龄，

认为北段金沙江走滑断裂的剪切作用开始于 42 

Ma左右；而 Liang等（2007）对哀牢山-红河走滑断裂带上一部分钾质碱性火成岩进行了锆石年代学分析，年龄从 36.3 Ma

到 34.0 Ma，并结合前人有关这一地区的年龄资料，提出哀牢山-红河剪切带发生左行剪切作用的起始年龄为 36 Ma左右。 

     金沙江走滑剪切带与红河走滑剪切带不均匀的剪切走滑运动在时空上正好与金沙江-红河成矿带上北段和南段的斑岩

铜钼矿成矿事件相对应，即：起始于 42 Ma的金沙江右行走滑剪切运动与金沙江-红河成矿带北段的玉龙斑岩铜钼矿带成矿

事件相对应；起始于 36 Ma的哀牢山-红河左行走滑剪切运动与金沙江-红河成矿带南段斑岩铜钼矿成矿事件相对应，这种对

应关系反映了金沙江-红河斑岩铜钼矿带成矿作用与区域构造演化可能存在密切的联系。 

据 Lee等（1994）开展的古地磁资料分析（图 2），印度板块自 65 Ma以来的运动方向一直是 N23～25°E，大约从 44～

42 Ma开始，发生了显著的顺时针旋转，并在约 41 Ma 达到最大偏离方向，即 N40°E，大约从 38 Ma开始发生快速逆时针

旋转，35 Ma作用印度板块旋转角速度急剧变小，从 35 Ma到约 23 Ma，印度板块基本上没发生旋转。结合金沙江-红河斑

岩铜钼矿的成矿年代学，发现印度板块在 41 Ma 达到最大顺时针旋转角度的时期恰巧与玉龙和纳日贡玛斑岩铜钼矿的成矿

年龄相当；38 Ma至 35 Ma印度板块由顺时针旋转转向逆时针旋转的角度快速调整时期与扎那尕、莽总、多霞松多和马拉松

多斑岩铜钼矿的成矿年龄相当；35 Ma作用印度板块旋转角速度急剧变小，及旋转角速度出现了拐点，这一时期形成了马厂

箐、铜厂和长安冲斑岩铜钼矿，印度板块这种钟摆式的旋转造成印度-亚洲板块碰撞带之间幕式的应力松弛，引起岩浆活动

的多阶段侵入和多阶段的成矿作用，由此可见，印度板块旋转角度发生快速变化的时期往往是成岩成矿的有利时期。 

4   结  论 

（1）金沙江-红河斑岩铜钼矿带上斑岩铜

钼矿并非成同一成矿集中期的产物，主要存在

两个阶段的成矿作用，南段哀牢山斑岩铜钼矿

带形成于 35 Ma左右，明显晚于北段玉龙斑岩

铜钼矿带成矿时代（41～36 Ma）。 

（2）金沙江-红河斑岩铜钼矿带上斑岩铜

钼矿成矿作用的阶段性特征与印度-亚洲大陆

的持续碰撞造成金沙江-红河走滑断裂系南北

差异性走滑作用关系密切，而通过古地磁获得

的印度板块在 42～35 Ma 的顺时针到逆时针

的旋转方向的变更正是这种差异走滑作用的

外在表现。 

 

参 考 文 献（略） 

图 1金沙江-红河（哀牢山）成矿带成岩、成矿年龄 

图 2 印度板块运动速度和运动方向变化与金沙江-红河铜钼矿成矿事

件关系图（据 Lee et al., 1994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