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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邦铺斑岩型钼（铜）矿床位于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北东约5"BC处，与钼（铜）成矿有关的岩体主要为二

长花岗斑岩，次为花岗闪长斑岩及闪长（玢）岩。通过对二长花岗斑岩体进行/%;+?1;*3锆石@;1A年龄测试，获得

了含矿母岩的年龄，二长花岗斑岩的!=颗锆石!"=1A／!5:@加权平均年龄为（#=D!5E"D#>）*F（*3G0H!D"，!H
!=），系冈底斯带中新世花岗质岩浆侵位的时间。前人所测的辉钼矿.I;2J同位素等时线年龄为（#9D5!E"D<>）*F，

晚于所测的成岩年龄约#*F。邦铺斑岩型钼（铜）矿床与甲玛、驱龙等斑岩;矽卡岩型矿床的成岩成矿时代具有统一

性，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表明，该矿床与甲玛、驱龙斑岩型矿床应具有一致的构造、岩浆地球化学动力学背景，系印;
亚大陆碰撞过程中伸展背景下的成矿大爆发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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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铺矿区位于西藏特提斯构造域冈底斯D念青

唐古拉板片中南部，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北东侧约OP
42处。它是继沙让斑岩型钼矿床（秦克章等，QPPR；

唐菊兴等，QPPS"；高一鸣等，QP-P"）之后，在冈底斯

成矿带发现的又一个达到详查程度的超大型斑岩钼

（铜）矿床。西藏邦铺斑岩型钼（铜）矿床最早是作为

铅锌矿床受到关注并实施开采的，直至QPPT年才确

定其为斑岩型钼（铜）矿床工业类型!，致使该矿床重

新得到审视，从此拉开了邦铺矿区钼铜矿勘查的序

幕。

尽管邦铺矿床现已达到详查程度，但对该矿床

的研究程度仍然较低。前人给出了辉钼矿>/DU(同

位素年龄（-VWOQXPWTS）!"（等时线年龄），代表了

成矿年龄（孟祥金等，QPPO），但鉴于当时的工作程度

极低，矿业公司和研究者关注的是邦铺含矿斑岩与

围岩接触带的矽卡岩型铅锌矿的开发和研究，对于

斑岩型钼矿的矿床类型和矿床规模尚未得到充分的

研究。另外，周雄等（QP-P）通过LY>H!K锆石MDK)
定年给出了二长花岗斑岩的侵位年龄为（-OWSX
PWO）!"，晚于矿床成矿年龄，成岩时代尚存在疑问。

因此，本文选取邦铺斑岩钼（铜）矿的含矿二长花岗

斑岩为研究对象，采用JIDHBKD!L锆石MDK)法对

矿床的成矿母岩进行了年龄测定，这对于厘定矿床

岩浆侵位时代、建立矿区岩浆演化序列、梳理区域成

矿事件、总结区域成矿规律、建立矿床成矿系列等方

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矿床地质特征

邦铺矿区地层出露相对简单，除第四系（F）外，

主要出露古近系典中组（Z-!）以及下二叠统洛巴堆

组（K-"）（图-），典中组与洛巴堆组呈断层接触关系。

典中组地层分布面积广泛，出露于矿区北部、中部等

大部分地区，岩性以凝灰岩为主，局部发育少量的凝

灰质板岩、凝灰质角砾岩以及晶屑凝灰岩等，发育不

同程度的青磐岩化。洛巴堆组地层仅见于矿区南

部，近东西向展布，主要由底部的弱变质火山角砾

岩，上部的杂砂岩夹灰岩和大理岩透镜体组成。矿

区岩浆活动频繁，发育不同期次、多种类型的侵入

体。主要包括：矿区西南部黑云二长花岗岩，矿区

中部二长花岗斑岩、花岗闪长斑岩、石英二长斑岩

等，矿区中东部闪长岩、闪长玢岩以及矿区北部呈岩

脉、岩株、岩枝状侵位的辉绿岩、安山岩、辉长D辉绿

岩（图-）。其中，与钼矿成矿关系最为密切的岩体主

要为二长花岗斑岩，其次为花岗闪长斑岩、石英二长

斑岩等，在上述岩体中形成富钼矿体以及低品位铜

矿体。闪长岩及闪长玢岩与富铜矿体的产出关系密

切，形成富铜矿体及品位相对较低的钼矿体。矿区

构造主要为性质不同的断层构造，走向近东西向，发

育规模不等（图-）。

矿床蚀变及分带特征与典型斑岩型矿床类似

（J*$/../,".[，-STP；N+(,"3(*1/,".[，-STV）。钻孔

编录资料表明，蚀变由岩体中心向上依次可划分为

钾硅酸盐化带、黄铁绢云岩化带（局部泥化带）以及

青磐岩化带，后期石英D绢云岩化及粘土化叠加于早

期钾硅酸盐化带之上。钾化主要表现为弥散状钾长

石化，脉状、弥散状、团斑状黑云母化及硬石膏化；硅

化主要表现为基质的硅化、硅化石英脉的大量形成

等。绢云岩化主要表现为长石分解形成高岭石、绢

云母、绿泥石等蚀变矿物，叠加于钾硅酸盐化蚀变带

之上。青磐岩化带主要发育于围岩典中组中，表现

为广泛发育的绿帘石、绿泥石矿物组合及少量碳酸

盐化；花岗斑岩中青磐岩化蚀变程度相对较弱，仅局

部 发育绿泥石化和绿帘石化。辉钼矿和黄铜矿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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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邦铺钼（铜）矿区地质简图（据!修改，坐标为公里网）

!—第四系；"—古近系典中组；#—下二叠统洛巴堆组；$—含钼（铜）二长花岗斑岩；%—石英二长斑岩；&—含铜花岗闪长斑岩；’—黑云母

二长花岗岩；(—安山岩；)—闪长（玢）岩；!*—石英闪长玢岩；!!—辉绿岩+辉长辉绿岩；!"—实测及推测正断层及编号；!#—实测及推测

逆断层及编号；!$—不明性质断层；!%—钼（铜）矿体边界及编号；!&—铜（钼）矿体边界及编号；!’—地层产状；!(—采样位置（平硐’**!）

,-./! 0-123-4-56.5737.-89319274:;5<9=.2>173?@65=>1（87225A）7A56-B:A-8:（176-4-569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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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9B59=6.9@@A7+6-9@9B5；!"—I59B>A569=6-=45AA56=7A19349>3:B9=6:;5-AB5A-93=>1@5A；!#—I59B>A569=6-=45AA56A5L5AB549>3:9=6-:B

B5A-93=>1@5A；!$—M=N=7H=49>3:；!%—I7（J>）1-=5A93-F9:-7=@7>=69A?9=6-:BB5A-93=>1@5A；!&—J>（I7）1-=5A93-F9:-7=@7>=69A?9=6-:B

B5A-93=>1@5A；!’—K::-:>6574B:A9:9；!(—09123-=.3789:-7=（96-:’**!）

与硅化关系最为密切，以石英辉钼矿（黄铜矿）脉及

浸染状形式直接产出于斑岩体钾硅酸盐化蚀变带

中。

矿床主要由斑岩型钼（铜）矿体、斑岩型铜（钼）

矿体及矽卡岩型铅锌矿体组成。斑岩型钼（铜）矿体

主要赋存于矿区中部二长花岗斑岩、花岗闪长斑岩、

石英二长斑岩中，少量产出于典中组围岩接触带中。

矿 体形态与斑岩体形态基本一致，平面上呈椭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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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邦铺矿床含矿二长花岗斑岩锆石样品阴极发光图像及测试点位

"#$%! &’()*+*,-.#/0120/20#.’$01’/+(01(3*#/(1*45#62*/146*.*60780’6#/$.*/5*$6’/#(03*63)969#/()0:’/$3-*60+03*1#(

!%" 锆石特征及分析结果

样品中锆石大小基本一致，锆石粒径为;<<!.
左右；个别粒度较大，最大可达!<<!.左右。样品

中锆石多呈长柱状或短柱状，个别呈板条状，晶体长

宽比介于=>;"!>;之间。锆石自形程度较好，发育

较为完整的柱面和锥面，大部分锆石无色或浅灰白

色，个别锆石颜色较深。阴极发光（&?）图像（图!）

显示，几乎全部锆石均发育密集震荡环带，具有岩浆

成因锆石的典型特征（吴元保等，=<<@）。

本次对样品ABC<<;DE7F中分选出的锆石共完

成了=G个点的测试，岩体?H7I&A7JK锆石L7A8同

位素分析结果见表;。样品中!（L）为（=<MNO<"
F=ONO=）P;<QG，平均值为!;;N@=P;<QG；!（E)）为

（=OFNO;"MMMN@G）P;<QG，平 均 值 为@=@N@=P
;<QG；E)／L比值变化于;N;<";NOM之间，远大于

<N@，属于岩浆成因锆石（吴元保等，=<<@）。

用I1*3,*(!N<程序对锆石测年数据进行谐和曲

线的投影和=<GA8／=!OL加权平均年龄的计算。在

=<GA8／=!OL7=<CA8／=!FL谐和图上（图@），所有数据分

析点均分布于谐和曲线上或在其附近一个较小的区

域内，得到的锆石=<GA8／=!OL加权平均年龄为（;GN=!
R<N;M）J’（JKSBT=N<，"T=G）。

@ 讨 论

#%$ 区域构造岩浆演化与成岩时代

冈底斯成矿带位于雅鲁藏布江、班公湖7怒江两

条缝合带之间，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尤其南冈底斯）

记录了雅鲁藏布江特提斯洋壳（下文简称雅江洋）向

北俯冲直至印度与亚洲大陆碰撞、碰撞后伸展过程

的岩浆和构造演化事件（朱弟成等，=<<M；纪伟强等，

=<<M；莫宣学等，=<<M；唐菊兴等，=<<M8）。雅江洋从

晚三叠世开始发育（A#06200(’,%，;MOO；U’0(’/#0(’,%，

;MM;）；早7中侏罗世开始向北俯冲，形成一套与活动

!F!第!<卷 第=期 王立强等：西藏邦铺钼（铜）矿床含矿二长花岗斑岩?H7I&A7JK锆石L7A8定年及地质意义

 
 

 

 
 

 
 

 



 
 

 

 
 

 
 

 



图! 邦铺含矿二长花岗斑岩锆石"#$%年龄谐和图

&’()! *’+,-."#$%/-.,-+0’10’1(+12-341.(56-+7#%71+’.(2-.8-(+1.’975-+5:;+;

大陆边缘弧环境有关的，以叶巴组为代表的火山岩

（潘 桂 棠 等，<==>；*:6791?)，<==@；曾 忠 诚 等，

<==A）；经历了晚侏罗世—早白垩世继续向北俯冲这

一阶段，雅江洋于古近纪早中期开始关闭，随之进入

印#亚大陆碰撞造山阶段；中新世随着雅江洋俯冲洋

壳板 片 的 断 离（B’??7+791?)，CAAA；B1:7-791?)，

<==<）冈底斯带发生东西向伸展，形成了数量众多的

花岗质斑岩体（曲晓明等，<==<），年龄集中于<=!C!
B1之间（D-6791?)，<==!），构成了一条平行于主碰

撞带的近东西向展布的冈底斯花岗斑岩带（曲晓明

等，<==<）。

本文得到的邦铺含矿二长花岗斑岩体EF#G/$#
BH锆石<=>$%／<I@"加权平均年龄为（C>J<IK=JCA）

B1（BHLMN<J=，!N<>），确定了邦铺钼（铜）矿床

含矿斑岩体形成于中新世，与区域上邻近的甲玛铜

多金属矿床赋矿花岗斑岩体成岩时代COJIC!C>J<P
B1（秦志鹏等，<=CC）、驱龙斑岩型铜矿床含矿斑岩

体成岩年龄C>JIO!CPJO@B1（芮宗瑶等，<==I；D-6
791?)，<==!；王亮亮等，<==>）乃至整个斑岩成矿带含

矿斑岩体成岩年龄（集中于CP!C<B1，张刚阳等，

<==@；唐菊兴等，<==A%）基本一致，这些斑岩均系印#
亚大陆碰撞后伸展背景下形成的斑岩体。

!)" 成矿时代

对应于区域上碰撞前俯冲阶段、主碰撞阶段及

碰撞后伸展阶段构造演化与岩浆事件，冈底斯带大

规模的不同构造地质背景和时代的成矿事件无疑是

一种响应。不久前，俯冲阶 段 成 矿 作 用（C@=!>O
B1）在谢通门县雄村铜金矿床得到成岩、成矿年代

学（唐菊兴等，<=C=1）和岩石地球化学（郎兴海等，

<=C=）等方面的初步证实，并取得重大找矿突破。主

碰撞阶段的成矿作用通过在亚贵拉#洞中拉矿集区

发现亚贵拉铅锌钼多金属矿床（高一鸣等，<==A），发

现沙让斑岩型钼矿床（唐菊兴等，<==A1；高一鸣等，

<=C=1）以及吉如斑岩型铜矿（张刚阳等，<==@）等先

后被识别出来。对应于后碰撞伸展阶段的大规模成

矿作用在冈底斯东段朱诺#冲江#厅宫#白容#驱龙#甲

玛一带，得到了找矿成果 的 验 证。邦 铺 斑 岩 型 钼

（铜）矿床含矿斑岩体成岩年龄为C>J<IB1，与孟祥

金等（<==I）得到的该矿床辉钼矿年龄COJI<B1相

差CB1，这<个年龄基本上较为精准地反映了该矿

床的成岩、成矿年龄，表明辉钼矿的形成时间比成矿

斑岩体冷却结晶时间晚CB1左右。其成矿事件与

冈底斯成矿带东段中亚带（唐菊兴等，<==A%）大规模

集中的斑岩成矿事件极其一致，成岩时代的精确厘

定从某种意义上表明，甲玛#驱龙矿集区中的矿床形

成在相同的地球化学动力学背景下。

!)# 成矿规律

冈底斯铜多金属成矿带东西向展布，近年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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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地质大调查带动的商业性勘查成果表明冈

底斯成矿带，尤其是冈底斯东段已成为中国重要的

国家级资源接续基地（唐菊兴等，!"#"$）。按照地理

位置、元素分带、矿化元素分带等特征，发现在冈底

斯成矿带东段南亚带形成克鲁、劣布、努日%明则等

大中型钼（铜）、铜金（钼）矿 床（闫 学 义 等，!"#"&；

!"#"$）；中亚带发育驱龙、甲玛、邦铺等大型、超大型

斑岩%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床（唐菊兴等，!""’$），北

亚带即当雄%嘉黎%工布江达一带，是铅锌钼矿的集中

区，包括拉屋铅锌铜矿床、蒙亚啊%亚贵拉矿集区，其

中亚贵拉铅锌钼矿、洞中拉铅锌铜矿、沙让斑岩型钼

矿、龙马拉铅锌矿、蒙亚啊铅锌矿达到详查程度（图

(）。部分矿床地质特征见表!。

程文斌等（!"#"）在冈底斯%念青唐古拉成矿带

中进行的典型矿床)$同位素研究表明，驱龙、冲江、

南木等斑岩型矿床成矿物质来自于俯冲阶段楔形地

幔部分熔融并与下地壳发生物质交换形成的新生下

地壳，而甲玛铜多金属矿床成矿物质兼具新生下地

壳物质与地幔物质的特点；包括沙让在内的亚贵拉%
蒙亚啊矿集区的成矿物质来源于念青唐古拉群基底

片麻岩。此外，冈底斯成矿带南亚带程巴、明则矿床

成矿元素以钼为主，努日矿区以钨钼铜为主；中亚

图( 西藏冈底斯成矿带东段部分金属矿床分布图（据李光明等，!""(&和!修改）

#—第四系；!—新生界；*—中生界；+—古生界；(—前震旦系；,—喜马拉雅期花岗岩；-—燕山期花岗岩；.—超基性岩；’—结合带；

#"—矿床（点）：&/吉如铜矿；$/白容铜矿；0/总训铜矿；1/冲江铜矿；2/厅宫铜矿；3/达布铜矿；4/拉抗俄铜矿；5/驱龙铜（钼）矿；

6/知不拉铜多金属矿；7/甲玛铜多金属矿；8/向背山铜矿；9/勒青拉铅锌矿；:/邦铺钼（铜）矿；;/克鲁铜矿；</冲木达铜矿；=/夏马日

铜矿；>/吹败子铜矿；?/明则铜钼钨矿；@/劣布铜钼钨矿；A/亚贵拉铅锌多金属矿；B/沙让钼矿；C/蒙亚啊铅锌矿；D/拉屋铅锌铜矿

E64/( F6@A?6$BA6<;<3@<:2<?212=<@6A@6;A522&@A@20A6<;<3A52G&;416@2:2A&99<42;60$29A，H6$2A
#—IB&A2?;&?J；!—K2;<L<60；*—M2@<L<60；+—)&92<L<60；(—)?2%N6;6&;；,—O6:&9&J&;4?&;6A2；-—P&;@5&;6&;4?&;6A2；.—Q9A?&$&@60?<08@；

’—K<996@6<;7B;0AB?2L<;2；#"—R?212=<@6A（<?2@=<A）：&/S6?B0<==2?12=<@6A；$/T&6?<;40<==2?12=<@6A；0/U<;4DB;0<==2?12=<@6A；1/

K5<;476&;40<==2?12=<@6A；2/H6;44<;40<==2?12=<@6A；3/F&$B0<==2?12=<@6A；4/V&8&;4’20<==2?12=<@6A；5/IB9<;40<==2?（:<9J$12;6A2）12W

=<@6A；6/U56$B9&0<==2?=<9J:2A&996012=<@6A；7/S6&:&0<==2?=<9J:2A&996012=<@6A；8/X6&;4$26@5&;0<==2?12=<@6A；9/V2>6;49&92&1%L6;012=<@6A；

:/T&;4=B:<9J$12;6A2（0<==2?）12=<@6A；;/Y29B0<==2?12=<@6A；</K5<;4:B1&0<==2?12=<@6A；=/X6&:&?60<==2?12=<@6A；>/K5B6$&6L60<==2?

12=<@6A；?/M6;4L20<==2?:<9J$12;6A2@052296A212=<@6A；@/V62$B0<==2?:<9J$12;6A2@052296A212=<@6A；A/P&4B69&92&1%L6;0=<9J:2A&996012=<@6A；

B/N5&?&;4:<9J$12;6A212=<@6A；C/M2;4J&’&)$%U;12=<@6A；D/V&CB)$%U;%KB12=<@6A

! 张 丽，等/!""./冈底斯东段谢通门%工布江达地区大中型矿床分布图/内部资料/

,(* 矿 床 地 质 !"##年

 
 

 

 
 

 
 

 



表! 冈底斯成矿带部分斑岩型矿床地质特征

"#$%&! ’&(%()*(+,(-&.(/.0*/*(/&1&.(,23,2430&’#4)1&,&-&3#%%()&425$&%3
矿床名称 矿床类型 含矿岩体 围岩 矿床规模 成矿元素 成岩时代／!" 成矿时代／!"

沙让 斑岩型钼 斜 长 花 岗 斑

岩、角闪闪

长岩

前奥陶系松多岩群；上石

炭统—下二叠统来姑组

细碎屑岩夹碳酸盐岩；

中二叠统洛巴堆组碳酸

盐岩夹火山岩、凝灰质

砂岩

大型 !#为主 $%&’（锆石()*+
法，秦 克 章 等，

,--.）；$$/’ &
-/01（23)23法，

高一鸣等，,-’-"）

$’&’（辉钼矿45)
67等时线年龄，唐

菊兴等，,--1"）

亚贵拉 斑岩)矽卡

岩型多

金属

石英斑岩 上石炭统—下二叠统来姑

组砂板岩、碳酸盐岩

超大型 *+、89、!#为

主，伴生:;、

2<等

==/$-&-/00（>2)
?:*)!@锆 石 ()
*+， 高 一 鸣，

,-’-+）

=$&’/1（辉 钼 矿

45)67等 时 线 年

龄：（ 高 一 鸣，

,-’-+）

邦铺 斑 岩)矽 卡

岩 型 钼

（铜）

二 长 花 岗 斑

岩、花岗闪

长斑岩、闪

长（玢）岩

典中组凝灰岩；洛巴堆组

弱变质火山角砾岩、砂

岩、杂砂岩夹灰岩、大理

岩

超大型 !#、:;为 主，

外围*+、89
等

’=/,%&-/’1（>2)
?:*)!@锆 石 ()
*+，本文）

’$/%,&-/01（辉钼

矿45)67等时线年

龄，孟 祥 金 等，

,--%）

驱龙 斑岩型铜

（钼）

二 长 花 岗 斑

岩、石英二

长 花 岗 斑

岩

中侏罗统叶巴组酸性熔

岩、火山碎屑岩夹灰岩；

古近系 林 子 宗 组 英 安

岩、安山玢岩、流纹玢岩

等

超大型 :;、!#为主 ’0A$.&-A0B（@C)
4?!* 锆 石 ()
*+，芮 宗 瑶 等，

,--%）；’$/00（钾

长石D)23，李 光

明等，,--B）

’$/%=!’=/.$（辉钼

矿45)67等时线年

龄，王 亮 亮 等，

,--=；郑 有 业 等，

,--B；李 光 明 等，

,--%；孟 祥 金，

,--B）

甲玛 斑 岩)矽 卡

岩)角 岩

型 铜 多

金属

偏中性斑岩体 下白垩统林布宗组砂板

岩、角岩；上侏罗统多底

沟组灰岩大理岩

超大型 :;为主，伴生

!#、*+、89、

2<、2;等

’$/%’!’=/,0（>2)
?:*)!@锆 石 ()
*+，秦 志 鹏 等，

,-’’）

’$/,,&-/01（辉钼

矿45)67等时线年

龄，应 立 娟 等，

,-’-）

努 日)明 则

（程巴）

斑 岩)矽 卡

岩 型 铜

钼钨

钾长花岗（斑）

岩、二 长 花

岗（斑）岩

下白垩统比马组安山质火

山岩夹碳酸盐岩及碎屑

岩

大型 :;、!#、E、2;
为 主，伴 生

2<等

,%/=,&-/10，%-/,=
&-/=1（辉 钼 矿

45)67等 时 线 年

龄，闫 学 义 等，

,-’-+）

带驱龙矿床以铜钼为主，甲玛为铜钼多金属矿，玛雄

朗)哈海岗为钨钼多金属矿；北亚带蒙亚啊)洞中拉)
亚贵拉)沙让以铅锌为主、次为钼。冈底斯成矿带东

段矿床的成矿元素组合及分带自南而北的变化，亦

反映出成矿物质由壳源!壳幔岩浆混合!壳源物质

来源的演化过程，同时显示出在中新世碰撞后背景

下，伸展作用在冈底斯成矿带中部的响应最为显著。

在矿床的组合规律上，邦铺矿区也存在斑岩铜

钼矿传统上的矿体分带现象，即岩体中的斑岩型钼

（铜）矿化，接触带的矽卡岩型铅锌矿化。矿区斑岩

体南部外围（距斑岩体不足’FG）的洛巴堆组灰岩、

大理岩透镜体中发育强烈的矽卡岩化，形成品位极

富的块状和稠密浸染状铅锌矿石。在同一矿集区的

甲玛铜多金属矿、驱龙铜钼矿也是如出一辙，如现已

证实甲玛铜多金属矿床角岩型矿体、矽卡岩型矿体、

深部隐伏的斑岩钼（铜）矿体，三位一体，组合完美，

各自形成独立的矿体。驱龙斑岩型铜多金属矿床也

显示同样的特点，斑岩铜钼矿外围’!,FG范围内

知不拉矽卡岩型铜铅锌多金属矿体、绒木错拉矽卡

岩型铜铅锌矿体亦属于与斑岩系统发育有关的岩浆

接触交代成因矽卡岩型矿床（李光明等，,--$+）。唐

菊兴等（,-’-）已经初步总结了甲玛铜多金属矿床的

成矿模型，确认了甲玛斑岩型)矽卡岩型)角岩型三位

一体的矿床成因模式。驱龙斑岩)知不拉铜铅锌多

金属矿床研究结果亦表明，铅锌成矿与斑岩体系岩

浆热液活动密切相关。因此，按照斑岩)矽卡岩成矿

系列理论指导思想，在冈底斯东段众多斑岩系统外

围寻找与之有关的岩浆热液接触交代型矽卡岩矿床

的问题值得思考。

$ 结 论

（’）西藏墨竹工卡县邦铺斑岩型钼（铜）矿床成矿

母岩二长花岗斑岩体>2)?:*)!@锆石()*+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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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侵位冷却于中新世。这与前

人给出的辉钼矿+,-./同位素年龄测试结果一致。

（$）厘 定 的 矿 床 成 岩 成 矿 时 限 表 明，邦 铺 钼

（铜）矿床与同一矿集区的甲玛、驱龙等斑岩-矽卡岩

型矿床具相似的地质地球化学动力学背景，系印-亚

大陆碰撞后侧向伸展阶段形成的区域性花岗质岩浆

侵入所致，并构成驱龙-甲玛-邦铺矿集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

（%）邦铺斑岩型钼（铜）矿体、铜（钼）矿体及接触

带矽卡岩型铅锌矿体属于同一斑岩成矿体系的产物。

志 谢 野外地质调查过程中得到西藏地热地

质大队张学全高级工程师（邦铺详查项目总技术负

责），西藏天仁矿业公司邦铺矿区陈在元矿长及相关

人员的大力支持。01-234-)5锆石6-47年代学测

试过程中得到西北大学柳小明老师、第五春荣老师

等的热情指导和帮助。审稿过程中，相关专家提出

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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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C9,F=/@?/@8?E,I*8L9,/,-WD*@8X,8?*8LCE*B,?*CC=L,8@>7,C?：2BY
FC@>*?@=8/A=:?E,Z=8*?@=8=A=:,-A=:B@8L,C,B,8?/［H］<1>?*4,?:=C=L@>*
5@8@>*，$"（!!）：%%J’-%%"$（@83E@8,/,[@?E\8LC@/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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