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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甲玛矿床是中国国内少见的以斑铜矿为主要含铜矿物的产于斑岩成矿系统内的铜多金属矿床。斑铜

矿是该矿床内普遍存在的重要铜矿物之一，广泛分布于矽卡岩型矿石、（矽卡岩化）大理岩型矿石中，有少量产于角

岩型矿石中。在硅灰石矽卡岩型矿石内，斑铜矿分布最广，含量也最高，部分矿段中斑铜矿的含量高达<9?以上，并

与硅灰石呈共生或伴生关系。斑铜矿矿石以细（网）脉状、浸染状、块状构造为主，斑铜矿与黄铜矿普遍构成固溶体

分离结构。在不同类型矿石中，斑铜矿具有不同的颜色，角岩中的斑铜矿以蓝色为主，矽卡岩中以锖紫色、棕红色为

主，大理岩中以紫红色为主。研究表明，斑铜矿颜色的多样性主要是由@A含量、形成温度及固溶体出溶的黄铜矿的

含量多少造成的。斑铜矿固溶体分离结构及矿床中硫铋铜矿形成条件的研究表明，甲玛矿床中的斑铜矿多形成于

中;高温（!!9!$9"B）阶段，少数形成于中温（#<9!!!9B）阶段。金属硫化物硫同位素组成研究表明，该矿床内的

硫主要为岩浆来源。斑铜矿矿物学研究成果表明，甲玛矿床的形成与中新世岩浆活动有关，是典型的斑岩型;矽卡岩

型铜多金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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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玛铜多金属矿床是冈底斯成矿带内具有重大

经济意义和科学研究意义的一个超大型矿床，与相

邻的驱龙斑岩型铜钼多金属矿床一并成为拉萨经济

圈的重要矿业双子星（唐菊兴等，:>@>）。对该矿床

的成矿时代（应立娟等，:>>J；:>@>-）、元素分带特征

（郑文宝等，:>@>）、矿床成因（冯孝良等，:>>@；李光

明等，:>>;；连玉等，:>>K；应立娟等，:>>J；唐菊兴

等，:>@>）、矿床模型（唐菊兴等，:>@>）等方面已做了

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其矿物学的研究却相对薄弱。

迄今，世界上尚未见有哪个斑岩型’矽卡岩型铜多金

属矿床有如此多的原生斑铜矿作为主要铜矿物。对

中国国内斑岩型’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床的归纳总

结（赵一鸣，@JJ>；黄崇柯等，@JJJ）表明，这类矿床的

铜矿石矿物多以黄铜矿为主（其矿石类型为黄铜矿’
黄铁矿型），有少数以辉铜矿、蓝辉铜矿为主，个别以

次生成因的斑铜矿为主，只有甲玛矿床的铜矿石矿

物以斑铜矿、黄铜矿为主，且其斑铜矿为原生硫化

物。位于甲玛矿床北东侧约L>M)处的帮浦矿床，

是冈底斯成矿带内的另一个斑岩型’矽卡岩型铜多

金属矿床，该矿床内只有少量斑铜矿产出（孟祥金

等，:>>A）。

作为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内最主要含铜矿物之一

的斑铜矿，在矿床中的产出和分布特征、与其他矿物

之间的关系、矿物组构特征、成分组成特征以及成因

等方 面 的 研 究，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意 义。 王 焕 等

（:>@@）初步分析了该矿床主要金属硫化物的特征；

应立娟等（:>@>1）对该矿床中斑铜矿的特征进行了

简要分析。本文对该矿床内斑铜矿的矿物学特征进

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以揭示其空间产出和分布规

律、研究其形成时的物理化学条件，为矿床成因研究

提供成因矿物学方面的佐证。

@ 矿床地质特征

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在构造上位于冈底斯带的冈

底斯’念青唐古拉复合火山’岩浆弧的东部（图@）（潘

桂棠等，:>>N），是产在冈底斯成矿带东段的十分重

要的铜多金属矿床之一。该矿床的钼、铅锌、伴生金

和银的含量均达到大型以上规模"。

该矿区内出露地层较简单，主要为上侏罗统多

底沟组（BL!）、下白垩统林布宗组（O@"）及少量第四

系（P）。第四系残坡积物仅在该矿区西北部牛马塘

附近少量出露。林布宗组的岩性以砂板岩和角岩为

主，主要分布于该矿区的北部。多底沟组的岩性为

灰岩和大理岩，分布于矿区的南部，有少量出露于矿

区西北部牛马塘附近（图:）。

该矿区内岩浆岩期次较多，成矿前和成矿后期

均有发育，主要以岩脉、岩枝形式产出，岩性主要为

花岗斑岩、黑云二长花岗斑岩、花岗闪长斑岩、闪长

玢岩等，次为基性’超基性岩脉。

甲玛铜多金属矿床的矿石类型按工业类型可分

为矽卡岩型铜铅锌多金属矿石、角岩型铜钼矿石，及

斑岩型钼铜矿石（唐菊兴等，:>@>），以矽卡岩型矿石

为主体。矽卡岩型矿体受多底沟组和林布宗组层间

构造带及甲玛’卡军果区域推覆体系的控制；角岩型

矿体赋存于矽卡岩矿体之上，产在林布宗组角岩内。

角岩型矿体的矿石矿物以黄铜矿和辉钼矿为主，含

少量斑铜矿、黝铜矿等，其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呈

脉状产出，其次为绿帘石、绿泥石等，含极少量石膏。

矽卡岩型矿体内矿石矿物的种类相对较多，以斑铜

矿、黄 铜 矿、黝 铜 矿、辉 钼 矿、方 铅 矿、闪 锌 矿

为主，其次为辉铜矿、硫铋铜矿、铜蓝、孔雀石等，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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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西藏构造单元划分和冈底斯构造单元细结构（据潘桂棠等，"##$略作修改）

%&’(! )*+,-.&+/012&3&/&-./-4,5*67.’2&/*-8-’*.&+1*9,&.)&1*,（74,*8:7.*,79(，"##$）

石矿物以矽卡岩矿物为主，包括石榴子石（钙铝榴

石、钙铁榴石）、硅灰石、透辉石等，其次为石英、方解

石、绿帘石、绿泥石、石膏、萤石等。

" 斑铜矿产出特征

!(" 斑铜矿产出形式

在甲玛矿床内，斑铜矿分布十分广泛，每条勘探

线中均有产出。矿床中斑铜矿的产出深度不尽一

致，钻孔的最大见矿深度可达;!$<左右，最浅处，

近地表即可见。斑铜矿矿石主要产在矽卡岩中，且

多分布于矽卡岩下部靠近大理岩的硅灰石矽卡岩

中，有少量产于角岩的中=上部及大理岩（弱矽卡岩

化）中（图>）。在硅化角岩中，斑铜矿及其集合体的

粒度相对细小、含量较少，多沿裂隙面（图?7）或伴随

强硅化呈细脉状（图?1）、星散状产出，矿物组合以斑

铜矿@黄铜矿、斑铜矿@黄铜矿@辉钼矿、斑铜矿@

黄铁矿为主。在大理岩中，斑铜矿多呈斑点状（图

?+）、团斑状，局部沿裂隙充填呈脉状（图?2）产出，矿

物组合以斑铜矿@黄铜矿、斑铜矿@黄铜矿@黝铜

矿、斑铜矿@黝铜矿为主。在矽卡岩中，斑铜矿的产

出形态多样，呈星散状（图?*）、团斑状、脉状（图?4）、

块状等，矿物组合亦多样，主要为斑铜矿@黄铜矿、

斑铜矿@辉钼矿、斑铜矿@黝铜矿、斑铜矿@黄铜矿

@黝铜矿、斑铜矿@硫盐矿物（硫铋铜矿）等。

甲玛矿床中发育多种矽卡岩，主要有石榴子石

矽卡岩、硅灰石矽卡岩、透辉石矽卡岩及绿帘石矽卡

岩等。在野外露头观察及编录过程中发现，斑铜矿

的产出数量和发育程度与矽卡岩中硅灰石的发育程

度密切相关，其次是与石榴子石矽卡岩相关，只有少

量斑铜矿与透辉石矽卡岩（共）伴生。斑铜矿的产出

形式以矽卡岩矿物粒间充填交代为主（图A7、1、+），

其次以裂隙充填（图A2、*）和后期石英硫化物脉（图

A4）产出，亦常见以块状（图A’）或稠密浸染状（图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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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地质简图（据唐菊兴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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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产出在硅灰石矽卡岩中。

!0! 矿石组构特征

在甲玛矿床矽卡岩型矿体的矿石中，斑铜矿多

与黄铜矿、黝铜矿、辉铜矿等铜矿物共生，形成原生

铜硫化物矿石，包括斑铜矿K黄铜矿矿石、黄铜矿K斑

铜矿矿石、黄铜矿K斑铜矿K黝铜矿（辉铜矿）矿石，以

及少量独立的斑铜矿矿石。矿石构造以浸染状和团

斑状构造为主，其次为脉状和网脉状构造，局部发育

块状构造。在矿石结构中，固溶体分离结构十分发

育，其次为交代结构、他形K半自形晶结构等。固溶

体分离结构主要表现为黄铜矿与斑铜矿互为主客

晶，斑铜矿（或黄铜矿）呈无定向的或定向的乳滴状

或叶片状（图*:）以及格子状（图*G、9）产于黄铜矿

（斑铜矿）中，或者斑铜矿中有辉铜矿、硫铋铜矿等出

溶物，或者形成共结边结构（图*7），表现为两者接触

边界平滑、无穿切关系，近于同时形成。交代结构表

现为辉铜矿、方铅矿、闪锌矿等沿斑铜矿边缘或结晶

方向进行交代，形成交代边缘（图*6），或斑铜矿交代

! 唐菊兴，王登红，钟康惠，汪雄武，郭衍游，刘文周，应立娟，郭 娜，郭 科，郑文宝，秦志鹏，李 磊，凌 娟，叶 江，黎枫佶，姚晓峰，李

志军，孙 艳，王 友，白景国，唐晓倩，裴有哲，彭惠娟0!""#0西藏自治区墨竹工卡县甲玛矿区外围铜多金属矿详查报告0内部资料0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甲玛矿区"#$%&’钻孔柱状图

()*+! ,)-./*012/34/+"#$%&’50)667/68)9.78:)121/085)-.0);.

脉石矿物等。单颗粒斑铜矿多表现为他形<半自形

晶结构，颗粒边界不规则（图=3），粒度多变化于>?>&
!>?!22之间。手标本和矿相学研究表明，甲玛矿

床内的斑铜矿可分为$个世代：第&世代斑铜矿与

第&世代黄铜矿近于同时形成，即表现为具有大量

的斑铜矿<黄铜矿固溶体分离结构及共结边结构；第

$世代斑铜矿多呈石英<斑铜矿脉形式产出（图@3）。

! 斑铜矿成分特征

!+" 斑铜矿的成分

对产于不同类型矿石中的斑铜矿进行了电子探

针分析，结果见表&。不同类型矿石中斑铜矿的主元

素(8、AB、C的含量有所差异。与这些元素含量的理

论值〔!（C）$@?@@D、!（AB）=!?!!D、!（(8）

&&?&$D〕（周剑雄等，&E’’）相比，角岩型矿石中斑铜

矿的!（AB）值偏低，$件样品的!（AB）平均值为

@&?!>D，但!（(8）、!（C）值明显偏高，$件样品的

平均值分别为!（(8）&%?==$D、!（C）!!?!F%D；透

辉石矽卡岩中斑铜矿的!（AB）值偏高、而!（(8）值

较低；大理岩及石榴子石和硅灰石矽卡岩中斑铜矿

的!（(8）、!（AB）、!（C）值与理论值相差不多。

在各类型矿石的斑铜矿中：微量元素G*和"9
的含量均较高、分布较为均匀；均未检测到H)，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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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的不同引起的。不同颜色斑铜矿的电子探针分

析结果见表!。

由表!可见，不同颜色的斑铜矿，其主元素"#、

$%、&的含量明显不同；在$%含量由低至高的变化

过程中，其反射色显示出蓝紫色!锖紫色!棕红色

的变化趋势，可见$%含量的高低是斑铜矿颜色变化

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在锖紫

色及蓝紫色的斑铜矿中，多含有出溶物硫铋铜矿、辉

铜矿等，斑铜矿’辉铜矿固溶体分离结构反映了分解

出斑铜矿的温度条件（()*!!!*+）有所降低。由此

可推测，造成斑铜矿颜色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

斑铜矿形成温度的降低及由此引起的出溶物的析

出。

!,! 斑铜矿形成的温度条件

甲玛矿床矿石中的斑铜矿普遍发育固溶体分离

结构，该结构是矿石形成环境的指示剂（陈正等，

(-.*）。斑铜矿’黄铜矿固溶体分离结构的出溶温度

为!!*!/)*+〔&0123456，(-7(（ 转 引 自 陈 正 等，

(-.*）〕，而且，斑铜矿中发育呈网格状出溶的黄铜

矿，反映出该种矿石经历了温度大于/)*+条件下的

冷却过程；斑铜矿’辉铜矿固溶体分离结构的出溶温

度为()*!!!*+〔&0123456，(-!.（转引自陈正等，

(-.*）〕。较之斑铜矿’辉铜矿固溶体分离结构，甲玛

矿床中更多发育的是斑铜矿’黄铜矿以及斑铜矿’硫

铋铜矿固溶体分离结构。斑铜矿’黄铜矿固溶体分

离结构反映出甲玛矿床必然经历了中’高温形成过

程，而且，该矿床中铋矿物（硫铋铜矿等）的研究亦表

明，其形成经历了中’高温环境（应立娟等，!8(89）。

据此可断定，甲玛矿床内的斑铜矿多数形成于中’高

温条件，有少量可能形成于中温条件，该矿床的形成

与岩浆活动关系密切。

!," 金属硫化物硫同位素特征

前人对甲玛铜多金属矿床主要铜矿物的硫同位

素组成进行了研究（表7）。.件黄铜矿样品的"7/&
值变 化 于:(;!8<!:8;(8<之 间，平 均 值 为

:8;=/<。=件斑铜矿样品的"7/&值变化于:(;!8<
!:8;78<之间，平均值为:8;.(<。(件黝铜矿样

品的"7/&值为:(;*8<。这7种硫化物的"7/&值的

变化范围均较窄，表明该矿床硫同位素的均一化程

度较高，硫的来源较为稳定。

前人研究认为：地幔来源硫的"7/&值接近于8，

变化范围为（8>7）<；现代海水硫的"7/&值约为

?!8<，变化较大；还原硫或称生物硫的"7/&值以较

表! 甲玛铜多金属矿床主要含铜矿物硫同位素组成

#$%&’! ()&*+),-./0/*-11/2*/.-0-/3/42$-31/**’,5%’$,-36
2-3’,$&.-30+’7-$2$8)5*/&92’0$&&-1:’*/.-0

样品号 产出特征 测定对象 "7/&／< 数据来源

-7(87
千枚岩

围岩
磁黄铁矿 :(=,.8

杜光树等，

(--.

@A’(-

@A’!(

@A(8.

@A(((

@A((/

@A((/

@ABC(!’D*8,7

@A!.8/’/(7,.*

@AE&F/

@A(=8-’/*(

@A!.8!’7!/,.

@A!.8!’(/*,!

@ABC(87’"E!’(=!D

@AD’87

@AD’()

@A’(=

含矿斑岩

矽卡岩

矿石

矽卡岩

矿石

矽卡岩

矿石

含矿斑岩

花岗斑岩 :8,!8

花岗斑岩 :8,)8

黄铜矿 :(,88

斑铜矿 :(,(.

黄铜矿 :8,(8

黄铜矿 :8,/8

黄铜矿 :8,78

黝铜矿 :(,*8

斑铜矿 :8,*8

斑铜矿 :8,78

斑铜矿 :(,!8

斑铜矿 :8,=8

斑铜矿 :(,(8

黄铜矿 :8,!8

黄铜矿 :(,!8

黄铜矿 :8,-

黄铜矿 :(,88

花岗斑岩 :8,=

曲晓明等，

!88(

姚鹏等，

!88!

佘宏全等，

!88=

李永胜，

!88-

G#%53H,，

!88)

大负值为特征（郑永飞等，!888）。甲玛矿床内主要

含铜矿物的"7/&值集中分布于:(;!8<!:8;(8<
之间，平均值为:8;)/<，具深源岩浆硫特征，其矿

石内的硫可能主要来源于岩浆。

为了进一步追踪硫的来源，笔者收集到了甲玛

矿区与成矿关 系 密 切 的7件 花 岗 斑 岩 的"7/&值

（:8;)<，:8;=<，:8;!<）以及代表地层组成的(
件千枚岩内磁黄铁矿的"7/&值（:(=;.<）。显然，

地层硫具有生物有机硫同位素组成的特征，将甲玛

矿床内金属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组成与该矿区内岩浆

岩及地层的硫同位素组成进行对比可见，该矿床成

矿物质中的硫主要来源于该矿区内的酸性岩浆岩

（花岗斑岩），不排除有少量地层硫的加入，但仍以岩

浆硫为主。

矿床成矿温度和硫同位素来源的研究表明，甲

玛铜多金属矿床的形成与岩浆作用密切相关，并非

前人所谓的喷流’沉积成因矿床，而是典型的斑岩型’
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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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论

（"）甲玛铜多金属矿床矿石中的斑铜矿为原生

硫化物，主要产于矽卡岩型矿石中，尤其是硅灰石矽

卡岩与斑铜矿形成的关系最为密切；斑铜矿矿石组

构类别多样，常与黄铜矿构成固溶体分离结构，发育

（网）脉状、浸染状及块状构造。

（#）角岩型矿石中斑铜矿主元素的含量与理论

值相差较大，可能主要是由温度降低、斑铜矿分解造

成的。

（$）斑铜矿的颜色和反射色的多样性受其成分

中%&含量、成矿温度及固溶体成分等因素的控制，

%&含量增高、温度升高条件下形成的斑铜矿，其反射

色一般为锖紫色或紫红色，含辉铜矿、硫铋铜矿出溶

物的斑铜矿的反射色多为蓝色调。

（!）甲玛矿床的矿石矿物组合为：斑铜矿’黄

铁矿，斑铜矿’黄铜矿，斑铜矿’辉钼矿，斑铜矿’
黝铜矿，斑铜矿’辉铜矿，斑铜矿’黄铜矿’黝铜

矿，斑铜矿’硫盐矿物（硫铋铜矿）。

（(）根据甲玛矿床中广泛发育的固溶体分离结

构的研究，可确定其斑铜矿主要形成于中)高温温度

条件。

（*）甲玛矿床内金属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组成特

征印证了该矿床内的硫主要为岩浆来源。

（+）甲玛矿床内斑铜矿的矿物学研究成果表

明，该矿床属典型的斑岩型)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

床。

!"#"$"%&"

,-&./，01&234.5,-&.6%7"89(7:;&<=.&;4>?@A［B］7C&=D=.@：

E&?>7F1G7H?1I&7""()"#$（=.,-=.&I&）7

61E2，04?F，F4.%,，216J，K=LC4.5M=.@007"88972&5=N

<&.O4O=?.)&P-4>4O=?.IQ4;.4.5?;&)R?;<4O=?.)SP&<T>=R=5&GAU=4<4

V?TT&;)T?>A<&O4>>=V5&T?IO，W=X4.@（Y=G&O）［B］7,-&.@51：

2=V-14.2V=&.V&4.5Y&V-.?>?@AF;&II7+!)+9（=.,-=.&I&）7

%&.@WK，E14.2F，B?1,K，H?1/34.5K=2Z7#[["7E&?>?@=V4>

V-4;4VO&;=IO=VI4.5@&.&I=I?RO-&U=4<4V?TT&;)T?>A<&O4>>=V5&T?I=O

=.Y=G&O［U］7E&?>?@A)E&?V-&<=IO;A，#8（!）：![)!9（=.,-=.&I&

\=O-S.@>=I-4GIO;4VO）7

H14.@,J，C4=0，/-1024.5L4.@H/7"8887,?TT&;5&T?I=OI=.

,-=.4［B］7C&=D=.@：E&?>7F1G7H?1I&（=.,-=.&I&）7

K=EB，Z1=/04.5L4.@EB7#[[(7B?>AG5&.=O&Z&):I54O=.@?R

U=4<44.5/-=G1>4T?>A<&O4>>=VV?TT&;5&T?I=OI=.E4.@5&I&<&O4>>N

@&.=VG&>O?RY=G&O4.5=OII=@.=R=V4.V&［U］7B=.&;4>6&T?I=OI，#!
（(）：!9")!98（=.,-=.&I&\=O-S.@>=I-4GIO;4VO）7

K=027#[[87E&?>?@=V4>V-4;4VO&;=IO=VI4.5@&.&I=I?RT?>A<&O4>>=VV?TN

T&;5&T?I=O?RU=4<4，Y=G&O（5=II&;O4O=?.R?;<4IO&;5&@;&&）［6］7

21T&;]=I?;：04.E27C&=D=.@：,-=.4 .̂=]&;I=OA?RE&?IV=&.V&7!8)

(#（=.,-=.&I&\=O-S.@>=I-4GIO;4VO）7

K=4.0，W1L0，04.@6，,-&.L2，31WB4.5,-&.6K7#[[972F)

WZ%IO15=&I?RR>1=5=.V>1I=?.IR;?<O-&U=4<44.5M4.<15&T?I=OI=.

O-&E4.@5=I&V?TT&;)T?>A<&O4>>=V<&.O4>>?@&.=VG&>O?RY=G&O［U］7_VO4

F&O;?>?@=V4&OB=.&;4>?@=V4，#+（$）：!*9)!+8（=.,-=.&I&\=O-S.@>=I-

4GIO;4VO）7

B&.@WU，H?1/3，0&F2，04.@/2，K=/34.5E4?0%7#[[+7

,-4;4VO&;=IO=VI4.5?;&T?O&.O=4>=OA?RE4.@5&I&I=>]&;)T?>A<&O4>>=V

<=.&;4>=X4O=?.G&>O=.Y=G&［U］7B=.&;4>6&T?I=OI，#*（#）："($)"*#
（=.,-=.&I&\=O-S.@>=I-4GIO;4VO）7

F4.EY，B?WW，H?1/3，/-16,，L4.@K3，K=EB，/-4?/

6，E&.@3Z4.5K=4?/K7#[[*72T4O=4>)O&<T?;4>R;4<&\?;Q?R

O-&E4.@5&I&?;?@&.=V4.5=OI&]?>1O=?.［U］7_VO4F&O;?>?@=V4

2=.=V4，##（$）：(#")($$（=.,-=.&I&\=O-S.@>=I-4GIO;4VO）7

31WB，H?1/34.5H14.@L7#[["7‘IE4.@5&I&T?;T-A;AV?TT&;

G&>OO-&I&V?.5”01>?.@”V?TT&;G&>O［U］？B=.&;4>6&T?I=OI，#[
（!）：$(()$**（=.,-=.&I&\=O-S.@>=I-4GIO;4VO）7

31WB，H?1/3，/4\J4.5K=0E7#[[+7,-4;4VO&;=IO=VI4.5@&.&N

I=I?RE4.@5&I&T?;T-A;AV?TT&;5&T?I=OI=.O-&I?1O-&;.Y=G&O4.

F>4O&41：F;&>=<=.4;A@&?V-&<=V4>4.5@&?V-;?.?>?@=V4>;&I1>OI［U］7

:;&E&?>?@AZ&]=&\I，$"：#[()##$7

2-&H3，%&.@,04.5/-4.@637#[[*72O15A?.O-&R>1=5=.V>1I=?.I

R;?<U=4<4IQ4;.V?TT&;T?>A<&O4>>=V5&T?I=O4.531>?.@T?;T-A;A
VT??&;5&T?I=O=.E4.@5&I&V?TT&;G&>O，Y=G&O［U］7_VO4F&;O;?>?@=V4

2=.=V4，##（$）：*98)*8*（=.,-=.&I&\=O-S.@>=I-4GIO;4VO）7

Y4.@UW，L4.@6H，L4.@WL，/-?.@JH，0=.@KU，/-&.@LC，

K=%U，E1?M，3=./F，04?W%，K=K，L4.@04.5Y4.@W37

#["[7E&?>?@=V4>R&4O1&;I4.5<&O4>>?@&.=V<?5&>?RO-&U=4<4V?TN

T&;)T?>A<&O4>>=V5&T?I=O=.Y=G&O［U］7_VO4E&?IV=&.O=V42=.=V4，$"
（!）：!8()([*（=.,-=.&I&\=O-S.@>=I-4GIO;4VO）7

L4.@H，Y4.@UW，0=.@KU，L4.@K34.53=./F7#[""7,-4;4VN

O&;=IO=VI?RO-&<4=.?;&<=.&;4>I=.O-&U=4<4T?>A<&O4>>=V5&T?I=O，

Y=G&O［U］7U?1;.4>?R,-&.@51 .̂=]&;I=OA?RY&V-.?>?@A（M4O1;4

2V=&.V&S5=O=?.）7$9（"）："[$)""#（=.,-=.&I&\=O-S.@>=I-4GN

IO;4VO）7

04?F，/-&.@BH，F&.@0B，K=.UE，216J4.5%4.L07#[[#7

2?1;V&I?R?;&)R?;<=.@<4O&;=4>I4.5O-&@&.&I=I?RO-&U=4<4V?TT&;4.5

T?>A<&O4>>=V5&T?I=O=.E4.5=I&=I>4.5)4;VG&>O，W=X4.@［U］7E&?>?@=V4>

Z&]=&\，!9（(）：!*9)!+8（=.,-=.&I&\=O-S.@>=I-4GIO;4VO）7

0=.@KU，Y4.@UW，L4.@6H，,-4.@/2，31LU4.5/-&.@LC7

#[[87Z&):I=I?O?T=V54O=.@?R<?>AG5&.=O&=.IQ4;.R;?<O-&U=4<4

V?TT&;T?>A<&O4>>=V5&T?I=O?RY=G&O4.5=OI<&O4>>?@&.=VI=@.=R=V4.V&
［U］7Z?VQ4.5B=.&;4>_.4>AI=I，#9（$）：#*()#*9（=.,-=.&I&

\=O-S.@>=I-4GIO;4VO）7

0=.@KU，L4.@6H，Y4.@UW，,-4.@/2，31LU，/-&.@LC4.5

L4.@H7#["[47Z&):I54O=.@?R<?>AG5&.=O&?VV1;;=.@=.5=RR&;&.O

*"$ 矿 床 地 质 #[""年

 
 

 

 
 

 
 

 



!"#$%&!"’()*+,%’-,(.."/-)+#%+/)+&+#()#-［0］12#,(3-"."/+#(

4+)+#(，56（5）：7789:77;6（+)<=+)-%->+,=?)/.+%=(@%,!(#,）1

A+)/B0，C()/DE，F()/0G，C()/E，<=-)HA，H=-)/CI()*

B+J01KL7L@1I+%’M,=’+)-!(.%()*+,%!-.(,+")%=+N>+,=#"NN-!

’+)-!(.+O(,+")+),=-0+(’(#"NN-!N".P’-,(..+#*-N"%+,，F+@-,［0］1

0"M!(."&0+.+)Q)+R-!%+,P（?(!,=4#+-)#-?*+,+")），6L（6）：5L7:5LS
（+)<=+)-%->+,=?)/.+%=(@%,!(#,）1

A+)/B0，C()/DE，F()/0G，C()/E()*C()/CT1KL7L#12)(:

.P%+%")#=(!(#,-!+%,+#%"&,=-@"!)+,-+),=-0+(’(<MN".P’-,(..+#

*-N"%,+,［0］1U+)-!(.D-N"%+,%，KS（4MNN1）：VK9:VK8（+)<=+W

)-%-）1

H=("AU17SSL14$(!)*-N"%+,%+)<=+)(［U］1I-+X+)/：4#+-)#-T!-%%
（+)<=+)-%-）1

H=-)/CI，<=-)A<，4")/G，F()/0G，A+)/B0，B+J0()*F()/
GY1KL7L1?.-’-),*+%,!+@M,+")()*/-"."/+#(.%+/)+&+#()#-+),=-

0+(’(#"NN-!N".P’-,(..+#*-N"%+,，F+@-,［0］1U+)-!(.D-N"%+,%，KS
（9）：7:7L（+)<=+)-%->+,=?)/.+%=(@%,!(#,）1

H=-)/AJ()*<=-)0J1KLLL14,(@.-+%","N-%/-"#=-’+%,"!P［U］1

I-+X+)/：4#+-)#-T!-%%176V:K69（+)<=+)-%-）1

H="M0G()*U("4E17S551?.-#,!")N!"@-’+#!"()(.P%+%［U］1I-+W

X+)/：3-".1TM@1E"M%-16L9:669（+)<=+)-%-）1

附中文参考文献

陈 正，岳树勤，陈殿芬17S591矿石学（上编）［U］1北京：地质出版

社1779:7KV1
杜光树，姚 鹏，潘凤雏，粟登奎，李文彬，宁英毅17SS51喷流成

因矽卡岩与成矿———以西藏甲马铜多金属矿床为例［U］1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6:;51
冯孝良，管仕平，牟传龙，侯增谦，李胜荣1KLL71西藏甲马铜多金

属矿床的岩浆热液交代成因———地质与地球化学证据［0］1地质

地球化学，KS（6）：6L:651
黄崇柯，白 冶，朱裕生，王惠章17SSS1中国铜矿床（上册）［U］1北

京：地质出版社1
李光明，芮宗瑶，王高明1KLL91西藏冈底斯成矿带甲马和知不拉铜

多金属矿床的Z-:[%同位素年龄及其意义［0］1矿床地质，K6
（9）：657:65S1

李永胜1KLLS1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及矿床成因探讨（硕

士论文）［D］1导师：严光生1北京：中国地质大学16S:9K1
连 玉，徐文艺，杨 丹，陈伟十，曲晓明，陈栋梁1KLL51西藏冈

底斯甲马和南木矿床流体包裹体4Z:GZJ研究［0］1岩石矿物学

杂志，K;（V）：685:6;S1
孟祥金，侯增谦，叶培盛，杨竹森，李振清，高永丰1KLL;1西藏冈底斯

银多金属矿化带的基本特征与成矿远景分析［0］1矿床地质，K8
（K）：79V:78K1

潘桂棠，莫宣学，侯增谦，朱弟成，王立全，李光明，赵志丹，耿全如，廖

忠礼1KLL81冈底斯造山带的时空结构及演化［0］1岩石学报，KK
（V）：9K7:9VV1

曲晓明，侯增谦，黄 卫1KLL71冈底斯斑岩铜矿成矿带：西藏第二

条玉龙铜矿带［0］？矿床地质，KL（6）：V99:V881
佘宏全，丰成友，张德全1KLL81西藏冈底斯铜矿带甲马矽卡岩型铜

多金属矿床与驱龙斑岩型铜矿流体包裹体特征对比研究［0］1岩

石学报，KK（V）：85S:8S81
唐菊兴，王登红，汪雄武，钟康惠，应立娟，郑文宝，黎枫佶，郭

娜，秦志鹏，姚晓峰，李 磊，王 友，唐晓倩1KL7L1西藏甲

玛铜多金属矿矿床地质特征及其矿床模型［0］1地球学报，V7
（6）：6S9:9L81

王 焕，唐菊兴，应立娟，王立强，秦志鹏1KL771西藏甲玛铜多金

属矿床主要矿石矿物特征［0］1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V5（7）：7LV:77K1
姚 鹏，郑明华，彭勇民，李金高，粟登奎，范文玉1KLLK1西藏冈底

斯岛弧带甲马铜多金属矿床成矿物质来源及成因研究［0］1地质

论评，65（9）：685:6;S1
应立娟，唐菊兴，王登红，畅哲生，屈文俊，郑文宝1KLLS1西藏甲

玛铜多金属矿床矽卡岩中辉钼矿铼:锇同位素定年及其成矿意义

［0］1岩矿测试，K5（V）：K89:K851
应立娟，王登红，唐菊兴，畅哲生，屈文俊，郑文宝，王 焕1KL7L(1

西藏墨竹工卡县甲玛铜多金属矿不同矿石中辉钼矿Z-:[%同位

素定年及其成矿意义［0］1地质学报，56（5）：7789:77;61
应立娟，王 登 红，唐 菊 兴，王 焕，陈 振 宇，郑 文 宝，黎 枫 佶1

KL7L@1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床中铋矿物及其与铜矿化关系［0］1
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6L（6）：5L7:5LS1

应立娟，王登红，唐菊兴，王 焕，王崴平1KL7L#1西藏甲玛铜多金

属矿斑铜矿的特征浅析［0］1矿床地质，KS（增刊）：VK9:VK81
赵一鸣17SSL1中国矽卡岩矿床［U］1北京：地质出版社1
郑文宝，陈毓川，宋 鑫，唐菊兴，应立娟，黎枫佶，唐晓倩1KL7L1

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元素分布规律及地质意义［0］1矿床地质，

KS（9）：7:7L1
郑永飞，陈江峰1KLLL1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U］1北京：科学出版

社176V:K691
周剑雄，毛水和17S551电子探针分析［U］1北京：地质出版社16L9:

6691

;7V第VL卷 第K期 王 焕等：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床斑铜矿特征及其成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