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尕尔穷铜金矿床属于班公湖-怒江缝合带西段，位于狮泉河晚燕山期结合带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板片两大构造单元的

交汇处。班怒带西段作为发现较晚、工作程度较低的成矿区段，其进一步勘查、开发和研究的意义重大。尕尔穷铜金矿床是

班怒带西段第一个达到详查程度的矿床，研究矿床成矿母岩的含矿性可为区域找矿提供参考，也可为班公湖-怒江成矿带区

域成矿学提供素材。文中基于前人对岩体含矿性评价思路和评价手段，建立矽卡岩矿床的成矿母岩的含矿性评价准则，在此

指导下，研究矽卡岩主矿体的成矿母岩-石英闪长岩的含矿性，认为矿区石英闪长岩具有形成斑岩型-脉型矿床的潜力。 

1  矿床地质特征 

矿区地层主要为白垩系则弄群多爱组，主要为一套滨浅海相的碳酸盐岩和中基性-中酸性火山碎屑岩互层，并具有碳酸

盐岩围绕火山机构分布的现象。矿区主要出露的侵入岩为燕山晚期的石英闪长岩、花岗斑岩和闪长玢岩，其中石英闪长岩属

于七一桥浆混岩石序列，该系列是由微细粒闪长岩（基性端员）和浅色英云闪长岩（酸性端员）按不同比例的岩浆混合产物

（唐菊兴等，2009）。矿区的主矿体受石英闪长岩和大理岩之间的接触带所控制，在平面上主要呈不规则长条状、港湾状产

出，在剖面上呈似层状、透镜状产出，矿体的形态和产状受岩体-碳酸盐岩接触带形态所控制，石英闪长岩作为矿体的底板

和成矿母岩而存在。 

2  含矿性评价准则 

狭义的含矿性顾名思义是指一个地质体、地质区块内所含矿质的多少，其广义概念应为一个地质体、地质区块具有的成

潜力的大小，因此具有不同成矿潜力的、不同性质地质体的应建立不同的评价准则。据一定区域内在时间和成因上有关的矽

卡岩矿床和斑岩矿床可以构成一个成矿系列，两类矿床在成因上可以相互指导，并互为找矿标志而指导找矿，因此，矽卡岩

型矿床的成矿母岩的含矿性评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总结前人对岩浆岩含矿性评价的评价思路和评价手段的基础上（邱家骧，1991；翟裕生等，1999；张志强等，2008），

确定矿区的成矿岩浆岩的含矿性评价体系由区域地球化学块体、矿区岩石和矿物三个层次所组成，各个层次上的含矿标志作

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建立具体的评价准则，详述如下： 

（1） 区域上七一桥浆混侵入岩系列和矿区石英闪长岩的成矿元素地球化学丰度是评价成矿潜力最基础的指标，是能否

形成矿床的前提条件。 

（2） 岩浆岩岩石学特征及岩石地球化学特征是不同成因、不同演化过程的体现，探讨岩体的成矿专属性，研究成岩的

大地构造背景及岩浆演化的对成矿元素种类的制约。 

（3） 特征矿物是岩体成矿潜力评价的微观探针，研究石英闪长岩的暗色矿物特征在微观层次上作为 “窗口”来反映

其成矿潜力。 

3  含矿性研究 

由七一桥浆混岩石系列及矿区石英闪长岩的浓集克拉克值对比图可见，七一桥浆混岩石系列各类岩体具有富集 Pb、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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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Cs元素而亏损 V、Co、Sr、 Sc等元素的特征，矿区石英闪长岩具有富集亲铜元素（Au、As、Sb、Cu、Pb）并亏损亲

铁元素（Co、Ni、V、Cr）特征，反映区域上七一桥浆混岩石系列和矿区石英闪长岩与亲铜元素亲缘性较好，并已富集至一

定程度。 

 

图 1 七一桥浆混岩石系列浓集克拉克值对比图        图 2 矿区石英闪长岩浓集克拉克值对比图 

石英闪长岩属于准铝质和过铝质之间的钙碱性岩石系列，副矿物为磁铁矿-榍石-锆石系列，具有矽卡岩铜矿的岩体成矿

专属性特征（赵一鸣等，1990）。通过对其构造环境及成因类型进行分析，石英闪长岩具有岛弧花岗岩和同碰撞花岗岩特征，

属于 I 型花岗岩类（姚晓峰，2010）。岩体中亲铜元素的富集为该大地构造背景下钙碱性岩石系列成矿专属性的体现，幔源

物质的混入使金从地幔中转入花岗质岩浆演化体系中并与亲铜元素集体迁移和富集。 

石英闪长岩内主要的暗色造岩矿物有黑云母和角闪石,二者具有广泛的类质同象替换现象，其矿物化学成分特征是岩体

含矿性在矿物层次上重要的判别标志。通过与成矿斑岩黑云母的含镁指数、含铁指数、含铝指数和含碱指数对比，矿区石英

闪长岩中的黑云母的各项参数基本落入成矿斑岩参数范围（姚晓峰，2010）。角闪石主要属于镁普通角闪石，具有壳源和壳

幔混合源的成因特征（姚晓峰，2010），同样指示成矿物质具有壳源和幔源的双重来源特征。 

4  结  论 

综上所述，在区域地球化学块体、矿区岩石和矿物三个层次上指示矿区石英闪长岩具有较好的含矿性，暗示区域上七一

桥浆混岩石系列内石英闪长岩具有形成类似矿床的潜力。 

矿区目前的矽卡岩型主矿体是受石英闪长岩及碳酸盐岩之间的接触带构造所控制，主矿体为 “似鞍状”石英闪长岩体

下倾的一侧。矿区东南部大量火山凝灰岩发育的位置，预测在“似鞍状”岩体的隆起部位与凝灰岩所组成的岩体-构造-岩性

圈闭中具有形成斑岩型-脉型矿床的潜力，且地表该处可见发育大量黄铁矿化，值得在下一步工作中进行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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