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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已经查明西藏雄村铜金矿床的?@、-@资源量达到超大型规模。通过对雄村铜金矿床!号矿体详细

的地质编录和测年成果，发现雄村斑岩型铜（金）矿床形成于晚侏罗世，矿体的形成与晚侏罗世侵位的、含眼球状石

英斑晶的闪长玢岩（A>"#$）有关，成矿岩体呈不规则的岩枝状，全岩矿化，岩体中-@的平均品位大于5B／C，?@含量大

于"D;E。含矿围岩是早、中侏罗世的凝灰岩，近岩体部分矿化强烈。矿体被后期侵位的多种岩脉穿插，并被始新世

侵位的谢通门大岩基黑云母花岗闪长岩穿插和破坏，岩脉的?@、-@、-B含量极低，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B的平均品位（;>>件样品分析结果统计）分别为"D""#5E、"D""9>B／C、"D!;#B／C；成矿前侵位的角闪石英闪长玢岩

（A!"#$）?@、-@、-B的平均品位（5=5=件样品分析结果统计）分别为"D"5"9E、"D"=4B／C、"D>#9B／C；穿插矿体的安山

岩脉?@、-@、-B的平均品位（9!;件样品分析结果统计）分别为"D"<9E、"D"<4B／C、"D;!4B／C，穿插矿体的闪长岩脉

的?@、-@、-B的平均品位（4;件样品分析结果统计）分别为"D"45E、"D"#5B／C、"D454B／C。根据5<;个勘探钻孔编

录和化学分析（!=><#件化学分析样品）资料，以及对海拔="""F、>#9"F、>#""F水平面的?@、-@、-B、(7、(G、

0&、HG、I、J、*K、?K、,&元素分布规律的分析，显示矿体具有斑岩型矿床的蚀变、矿化以及元素地球化学特征，主要

矿化和围岩蚀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均与含眼球状石英斑晶的角闪石英闪长玢岩（A>"#$）有关。成矿期间与矿化热液

活动有关的蚀变主要有：’早期钾硅酸盐化；(红柱石次生石英岩化（硅化）；)黄铁绢英岩化；*青磐岩化。成矿期形

成的脉体类型主要有早期石英:红柱石:硫化物脉、红柱石:黑云母:硫化物脉、磁铁矿:黑云母:硫化物脉、富黄铜矿硫化物

脉、黄铁矿脉和多金属矿脉。从矿体中心向外，元素具有明显的分带特征。在矿体中心局部，由于红柱石:次生石英岩

化蚀变作用强烈，致使J、,&等元素向外迁移。矿石富J贫*K，以及J与,&具有良好的相关性的特点均与国内外典

型的斑岩铜矿床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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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西藏驱龙、甲马、冲江、厅宫、白容等斑岩

<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床的公益性和商业性勘探的

不断深入，冈底斯成矿带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

重视（侯增谦等，OGGB；李光明等，OGGT；OGGQ；OGGV；

杨志明等，OGGU）。雄村铜金矿床是在西藏冈底斯成

矿带上发现的又一个大型铜金矿床，其!号矿体（图

E）的勘探成果已经通过国土资源部资源储量评审中

心评审+（唐菊兴等，OGGI）。已发表的文献讨论的主

要是!号矿体，而,号矿体在!号矿体北西OK:处

（图E），矿体规模比\号矿体略小。目前有多位学者

对该矿床进行过详细研究（丁枫等，OGGV；徐文艺等，

OGGQ；OGGV*；OGGV7），并提出了浅成热液型（芮宗瑶

等，OGGB*；OGGB7）、造山型（侯增谦等，OGGV*；OGGV7；

OGGV5；OGGV0；OGGV$）、构 造 蚀 变 岩 型（曲 晓 明 等，

OGGI*）、斑 岩 型<浅 成 低 温 热 液 型+-（唐 菊 兴 等，

OGGI；张丽等，OGGI）、不是典型的浅成热液型（徐文

艺等；杨志明等，OGGU；OGGV*）等矿床成因观点。本

文通过详细的钻孔编录，分析了雄村铜（金）矿床EVI
个勘探钻孔元素在不同海拔水平的分带特征，通过

讨论其分带特征，进一步说明雄村矿床为斑岩型铜

（金）矿床，它在后期叠加了浅成低温热液型矿体，形

成了叠加的富铜铅锌矿体。

E 研究区地质概况

雄村铜金矿床位于西藏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

域南部，属冈底斯<念青唐古拉陆壳地体基础上发育

的冈底斯南缘燕山期<早喜马拉雅期陆缘岩浆弧与

昂仁<日喀则中<新生代弧前盆地转换部位+。本文

主要讨论的是雄村!号矿体（图E），矿体形态为一倾

+ 唐菊兴，李志军，钟康惠，等]OGGV]西藏自治区谢通门县雄村铜（金）矿勘探报告]成都：成都理工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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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雄村矿区铜（金）矿地质图（据唐菊兴等，"##$!；%&’()*，"##$"）

!—全新统冲积物+崩积物；"—下+中侏罗统雄村组酸性凝灰岩；,—下+中侏罗统雄村组中基性凝灰岩；-—下+中侏罗统雄村组粉砂岩夹基

性凝灰岩；.—中侏罗世角闪石英闪长玢岩；$—晚侏罗世石英闪长玢岩；/—下+中侏罗统雄村组粉砂岩夹泥质板岩；0—始新世黑云母花

岗闪长岩；1—始新世斜长闪长玢岩；!#—始新世花岗细晶岩脉；!!—背斜构造；!"—铜金矿体范围；!,—产状；!-—逆冲断层；!.—平移

断层；!$—产状或性质不明断层；!/—雄村铜矿；!0—钻孔及其编号；!1—主构造缝合带及构造单元分界线；"#—剖面位置；2345—阿

尼玛卿+昆仑+木孜塔格缝合带；65—金沙江断裂；785—班公+怒江缝合带；9:5—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缝合带；47;—主边界逆冲断裂

<’=>! ?)@&@=’AB&CBD@EFG)H’@I=AJIKJ（2J）@*)L’MF*’AF（BEF)*;BI=)FB&>，"##$；%&’()*，"##$）

!—N@&@A)I)@()*OJ*L)I；"—6"+,E)&M’AFJEE；,—6"+,CBE’AFJEE；-—6"+,M’&FMF@I)+CBE’AFJEE；.—6"G@*IO&)IL)+PJB*FQL’@*’F)D@*DGR*’F)；$—6,
PJB*FQL’@*’F)D@*DGR*’F)；/—6"+,M’&FMF@I)+B*=’&&BA)@JMM&BF)；0—S@A)I)O’@F’F)=*BI@L’@*’F)；1—S@A)I)D&B=’@A&BM)L’@*’F)D@*DGR*’F)；!#—S@A)I)
=*BI’F)BD&’F)LRT)；!!—2IF’E@*CB&MF*JAFJ*)；!"—7@JILB*R@EKJ+2J@*)O@LR；!,—2FF’FJL)；!-—U)()*M)FG*JMFEBJ&F；!.—<&BVEBJ&F；!$—

WIA&)B*EBJ&F；!/—H’@I=AJIA@DD)*L)D@M’F；!0—7@*)G@&)BIL’FM)*’B&IJCO)*；!1—4B’IMF*JAFJ*)MJFJ*)Q@I)BILO@JILB*R@EMF*JAFJ*B&JI’F；

"#—X*@E’&)Y@ABF’@I，2345—2I’CBP’I=+3JI&JI+4JQG’FB=)MJFJ*)Q@I)；65—6’IMGBZ’BI=MJFJ*)Q@I)；785—7BI=@I=+8JZ’BI=MJFJ*)Q@I)；

9:5—9IL’BIU’()*+:B*&JI=[BI=O@U’()*MJFJ*)Q@I)；47;—4BZ@*O@JILB*RFG*JMFEBJ&F

向北东的北西走向巨型透镜体，矿石为典型的细脉

浸染状和脉状铜（金、银）矿，后期叠加仅仅发育在矿

体浅部铅锌铜多金属矿脉中。矿体大致沿<!、<"断

层分布，<!和<"断层具先压扭后正滑的特点，但明

显可见<!、<"断裂穿切矿体（图!）。

凝灰岩是雄村矿床中最主要的含矿围岩，虽然

原岩蚀变强烈，原岩结构也已基本消失，但仍可见变

余斑状构造和大量的变余晶屑。唐菊兴等!、;BEF’#

等通过详细的地质填图和系统的年龄测定，将含矿

围 岩确定为早+中侏罗世，曲晓明等（"##/O）也提出

! 唐菊兴，李志军，钟康惠，等>"##$>西藏自治区谢通门县雄村铜（金）矿勘探报告>成都：成都理工大学档案馆>
"%&’()*6>"##$>?)@&@=’AB&CBDD’I=@EFG)H’)F@I=C)ID*@D)*FRBILA@IF’I=J@JMB*)BM，;’O)F，X>’MU>@EKG’IB>X*’(BF)U)D@*FF@K@IF’I)I\

FB&4’I)*B&MK@*D>内部报告>
# ;BEF’U>"##$>X*)&’C’IB*R=)@AG*@I@&@=R*)D@*FE@*FG)H’)F@I=C)IL)D@M’FB*)B，;’O)F，KG’IB>X*’(BF)U)D@*FF@K@IF’I)IFB&4’I)*B&M

K@*D>内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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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同的看法。因区域上可对比的层位仅仅是中侏

罗世的叶巴组，叶巴组主要在拉萨地体的东部发育，

而在楠木林盆地至拉孜没有发现相对应的层位，故

将这套含矿围岩暂定名为雄村组（!"#$!），其形成时

代为早#中侏罗世。最新的"%$&万地质调查成果表

明，在研究区出露的类似地层单元是桑日群（!’("），

前人将其划分为麻木下组（!’(""）、比马组（("#）和

旦师 庭 组（($$%）!"（夏 代 祥 等，"))’；夏 代 祥，

"))*）。

矿区地表出露有角闪石英闪长玢岩（!$#$%）、石

英闪长玢岩（!’#$%）、黑云母花岗闪长岩（+$&#’）（图

"），以及大量的岩脉，岩脉时代从晚侏罗世至始新世

均有。与矿化有关的浅成岩是含眼球状石英斑晶

（图$）闪长玢岩，仅仅在钻孔中发现。侵入于含矿围

岩的矿化角闪石英闪长玢岩（!’#$%），与矿体底板的

角闪石英闪长玢岩（!$#$%）在结构和矿物组成上基本

相似，主要区别是前者用肉眼可见&,("&,的眼球

状石英斑晶，斑晶最大直径可达"-&./。

图$ 弱矿化含眼球状石英斑晶的角闪石英闪长玢岩

眼球状石英团斑（图中部，灰白色粒状）含少许

金属硫化物。0(12*&#"*)-)/

3456$ 789:;</4=8>9;4?8@9A58=BA9>C?DE8=F.><GC#
H89>4=5EF>=H;8=@8@4F>4C8DF>DE<>4C8

IA58=BA9>C?（/4@@;8，5>9<4GEJE4C85>94=）.F=C94=4=5/4=F>
/8C9;GA;K4@860(12&*#"*)-)/

侵入岩体局部发育较强的钾硅酸盐化，从矿化

与蚀变围绕玢岩体向外呈有规律地分布，可以看出，

该矿床的形成与玢岩体的侵入有关。靠近矿区北东

侧出露有黑云母花岗闪长岩（+$&#’），在接触带可见

强烈的角岩化。

角闪石英闪长玢岩是雄村铜（金）矿的矿体底板

（!$#$%）〔L#MH年龄（"**-"N2-$）O9)，不含眼球状

石英斑晶的角闪石英闪长玢岩（!’#$%）位于矿区的最

南部，而仅在钻孔中发现的含眼球状石英斑晶的角

闪石英闪长玢岩（!’#$%）〔L#MH年龄"1P-’(（"P&-2
N"-)）O9)〕是主要的含矿岩体。角闪石英闪长玢

岩（!$#$%）和含眼球状石英斑晶的角闪石英闪长玢岩

（!’#$%）侵位于雄村组凝灰岩中，因此，可以确定含矿

围岩 的 形 成 时 代 至 少 可 以 追 溯 到 早#中 侏 罗 世。

Q9KC4)测定的雄村*号矿体（图"中*号矿体）中的

辉钼矿R8#SG同位素年龄为（"&P-*N2-)）O9，成矿

时代应为晚侏罗世，而唐菊兴新近测定的雄村+号

矿体的辉钼矿R8#SG同位素模式年龄为（"*’-2N
P-)）O9（未刊资料），显示雄村+号矿体形成略早于

*号矿体。前人测定绢云母的I>#I>年龄（’T-"N
2-)）O9（曲晓明等，$22*9；$22*H）晚于Q9KC4)测定的

蚀变角闪石英闪长玢岩（矿体南侧底板，无矿化）中

的I>#I>年龄（PT-&*N2-’"）O9，也晚于谢通门大岩

基形成时间〔锆 石UVRWOML#MH年 龄（P*-$$N
2-*’）O9；唐菊兴未刊资料〕，表明这些绢云母可能

受始新世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侵入的热接触变质作用

的影响，而发生大规模退变质作用形成的，因此，测

得的绢云母I>#I>年龄并非是成矿年龄。不同形成

时代的地质体中的绢云母I>#I>年龄的高度一致

性，本身也暗示了目前测定的I>#I>年龄很难代表

成矿年龄。

详细的地质钻探和地质编录显示以下’个地质

事实：, 在矿体的北侧深部可以见到谢通门大岩基

黑云母花岗闪长岩（+$&#’）穿切主矿体的这一基本

地质事实（图’），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中XA、

IA、I5 的 平 均 品 位（*’’ 件 样 品 分 析 结 果 统

计）分别为2-22)",、2-22&’5／C、2-$*)5／C；-"22

! 西藏地质调查院胡敬仁等6$22$6"%$&2222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日喀则幅（VP&XSS’SSP）6西藏国土资源厅资料室6

" 湖北地质调查院朱杰等6$2216"%$&2222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拉孜县幅（VP&X22’22’）6西藏国土资源厅资料室6

) Q9KC4R6$2216M>8;4/4=9><58F.E>F=F;F5<>8DF>CKF>CE8Y48CF=5/8=@8DFG4C9>89，Q4H8C，XE4=96M>4Z9C8R8DF>CCFXF=C4=8=C9;O4=8>9;G

XF>D6内部报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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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雄村铜金矿!号勘探线剖面图（剖面位置见图"#$%）

"—第四系覆盖层；&—伟晶岩脉；!—安山岩脉；’—闪长岩脉；(—含眼球状石英斑晶的闪长玢岩（)!!"#）；*—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角闪石英闪长玢岩（)&!"#）；-—凝灰岩（)"$&!$./）；0—钻孔及编号；"1—矿体界线；""—玢岩中的矿体；"&—氧化矿体

2345! 675!89:;7<=/37>;3>83>/?8@37>4AB>A7::8<$47;CC8:7D3/（D882345"#$%E7<;7A=/37>）

"—FB=/8<>=G7H8<IB<C8>；&—J84K=/3/8CGL8；!—M>C8D3/8CGL8；’—%37<3/8CGL8；(—MB48>NB=</O:?8>7A<GD/$I8=<3>4C37<3/8:7<:?G<3/8（)!!"#）；

*—P37/3/84<=>7C37<3/8（+&$!%）；,—Q7<>I;8>C8$NB=</OC37<3/8:7<:?G<3/8（)&!"#）；-—RBEE（)"S&!T./）；0—P7<8?7;8=>C3/DD8<3=;>BKI8<；

"1—P7B>C=<G7E7<8I7CG；""—U<8I7CG3>:7<:?G<3/8；"&—U93C3O8C7<8I7CG

多个钻孔中揭露出角闪石英闪长玢岩（)&!"#）就是矿

体的底板（图!），分析结果也表明其不含矿，#B、MB、

M4的平均品位（"’"’件样品分析结果统计）分别为

1V1"1(W、1V1’-4／/、1V!0(4／/；& 矿体中穿插大

量不含矿的安山岩脉、闪长岩脉（图!），安山岩脉其

#B、MB、M4的平均品位（(&,件样品分析结果统计）

分别为1V1*(W、1V1*-4／/、1V,&-4／/，闪长岩脉的

#B、MB、M4平均品位（-,件样品分析结果统计）分别

为1V1-"W、1V10"4／/、1V-"-4／/，其中，闪长岩脉的

锆石XQYZ.J[$JI年龄为’,.=（样品采自洞嘎

沟’）。以上基本地质事实已经表明成矿应该在中侏

罗世以后，但可以肯定，成矿发生在谢通门大岩基侵

位之前。

综上所述，雄村铜金矿体主要矿化和围岩蚀变

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均与含眼球状石英斑晶的角闪石

英闪长玢岩（)!!"#）有关。至于其成岩成矿年龄和矿

床的成因，作者将另文详细阐述。

& 热液活动证据

成矿前受热液影响而形成的蚀变只发育在矿体

底板的角闪石英闪长玢岩体（)&!"#）内，早期的褐色

黑云母被钠质$钾质交代而形成各种弥散状和脉状

钠长石、黑云母、电气石、阳起石、石英、绿帘石和绢

云母组合（图’），形成钠质$钙质$钾质蚀变。

成矿期间与矿化热液活动有关的蚀变主要有：

（"）早期钾硅酸盐化：该蚀变发育在含眼球状

石英斑晶的闪长玢岩体内部（图’），在矿体北部蚀变

’ R=E/3Y5&11*5J<8;3K3>=<G487A?<7>7;74G<8:7</E7</?8@38/7>4K8>C8:7D3/=<8=，R3I8/，#?3>=5J<3H=/8Y8:7<//7#7>/3>8>/=;.3>8<=;D

#7<:5内部报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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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雄村!号矿体矿化强度与蚀变剖面图（剖面位置见图"#$%）

"—铜品位线；&—第四系；’—赋矿凝灰岩；!—含眼球状石英斑晶的闪长玢岩中钾硅酸盐化带；(—含眼球状石英斑晶的闪长玢岩中的强硅

化带；)—始新世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中侏罗世角闪石英闪长玢岩；+—逆断层；,—蚀变分界线；"-—钻孔及其编号；./$%01$2—钾硅酸

盐化与硅化带；#3$2—红柱石次生石英岩化带；45$678$2—黄铁绢英岩化带；481—青磐岩化带

90:;!<71=1:0>?=@7>A01B@C1D0B:E0B78?=0F?A01B?B3?=A78?A01B1/G01B:>HB!187I135（@7790:;"#$%/18=1>?A01B）

"—J1KK78:8?37=0B7；&—2H?A78B?85；’—L87$C1@A0B:AH//；!—.$@0=0>?A7?=A7873K?8A@0B?H:7BMH?8AFKC7B1>85@A$I7?80B:30180A7K18KC580A7；(—

60=0>0/073F1B70B?H:7BMH?8AFKC7B1>85@A$I7?80B:30180A7K18KC580A7；)—N1>7B7I01A0A7:8?B130180A7；*—O&C18BI=7B37$MH?8AF30180A7K18KC580A7；

+—PC8H@A/?H=A；,—#=A78?A01BI1HB3?85；"-—%187C1=7?B30A@@780?=BHEI78;./$%01$2—.@0=0>?A7?=A78?A01B?B3@0=0>0/0>?A01B；#3$2—#B3?=H@0A7

@7>1B3?85MH?8AF0A0F?A01B；45$678$2—%787@0A0F?A01B；481—481K5=0A0>?=A78?A01B

最强。蚀变矿物组合为黑云母、钾长石、石英、黄铁

矿、黄铜矿，少量磁黄铁矿和微量辉钼矿，且发育磁

铁矿和磁铁矿$硫化物脉。早期钾长石被后期的黑

云母交代的现象普遍。从蚀变中心向外，钾长石、黑

云母和磁铁矿含量减少，红柱石增加。该蚀变带内

有较高的黄铜矿／黄铁矿比值和较低的硫化物含量。

（&）红柱石次生石英岩化（硅化）（图!）：该蚀变

主要发育在玢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中，并叠加在外

围黄铁绢英岩化带上，与黄铁绢英岩化呈渐变过渡

接触，是最主要的含矿蚀变类型。矿物组合为红柱

石$石英$白云母$黄铜矿$黄铁矿Q黑云母。这类蚀

变岩石最主要的特点是：粒度较粗，往往以红柱石为

主，石英含量不定，并伴生有较强烈的白云母化，有

时为黑云母化或两者共生，金属硫化物主要呈填间

状充填于红柱石粒间并交代红柱石，局部呈不规则

粒状交代红柱石。矿化较强烈，常形成中等至富矿。

（’）黄铁绢英岩化：该蚀变与上述红柱石次生

石英岩化一起构成雄村矿体主要的含矿蚀变岩系。

矿物组合为石英$绢云母$黄铁矿Q磁黄铁矿。相比

于其他蚀变带常发育黄铁矿脉。

此外，在矿体外围发育青磐岩化，主要表现为细

粒的阳起石$绿帘石化，局部伴有绿泥石和细粒碳酸

-& 矿 床 地 质 &--,年

 
 

 

 
 

 
 

 



表! 雄村矿区主成矿期主要脉体特征

"#$%&! ’#()*+&,-.#/&0&().12&-().3&4(*)/56)5*22&+,/*%77&2*-(.
阶段 矿物组成 形态 矿化分带

早期石英!红柱石!
硫化物脉

石英、红柱石、黄铁矿、黄铜矿为主；磁

黄铁矿、辉钼矿、方解石、黑云母少量

充填及交代脉状 强矿化，在含眼球状石英斑晶的闪长玢岩内不发

育，在含矿火山岩内发育，主成矿期之一

红柱石!黑云母!
硫化物脉

红柱石、石英、黑云母、黄铁矿、黄铜矿

为主；少量闪锌矿、磁黄铁矿、绢云母

充填及交代脉状、条

带状

强矿化，叠加矿化和蚀变，比早期石英!红柱石!硫

化物脉分布范围广

磁铁矿!黑云母!
硫化物脉

磁铁矿、黑云母、黄铁矿为主；阳起石、

黄铜矿、石英次要

条带状到不规则状 弱至强矿化，大致与红柱石!黑云母!硫化物脉同

期，只分布在含眼球状石英斑晶的石英闪长玢

岩内或附近

富黄铜矿硫化物脉 黄铁矿、黄铜矿、红柱为主；磁黄铁矿、

石英、黑云母、绢云母、方解石次要

不规则到条带状 强矿化，脉体的量较少，黄铜矿含量变化大，从浸

染状至脉状，黄铁矿脉发育

黄铁矿脉 黄铁矿为主；石英、绿泥石、黄铜矿!磁

黄铁矿、绢云母次之

条带状、脉状 弱到无矿化的晚阶段脉

多金属脉 闪锌矿、石英、黄铁矿、黄铜矿为主；方

铅矿、碳酸盐、绢云母、黑云母为次

充填或交代条带状、

脉状

矿化强度变化大，特别是"#矿化，属于晚期充填

在张性构造中的矿脉，脉体大多呈北东向

盐，主要受断裂或裂隙控制。青磐岩化不具典型性，

在矿区外围发育。靠近始新世大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岩基的矿体或围岩均可见到不同程度的角岩化。

成矿期后，晚白垩世—始新世的构造!岩浆活动

引起广泛的岩浆侵入，在此期间，始新世侵位的黑云

母花岗闪长岩于矿区北东部位，是著名的谢通门大

岩基的一部分，在与矿体接触部位形成角岩化接触

蚀变带。主要的角岩化矿物有黑云母!钾长石!斜长

石!石英!磁黄铁矿，并含有少量的石榴子石、辉石、绿

帘石、碳酸盐、绿泥石、钛铁矿、白云母。从详细的钻

孔编录上看，这次岩浆侵入活动对矿床有一定的改

造作用，并穿插矿体，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成矿期形成的脉体类型主要有：早期石英!红柱

石!硫化物脉、红柱石!黑云母!硫化物脉、磁铁矿!黑

云母!硫化物脉、富黄铜矿硫化物脉、黄铁矿脉和多

金属矿脉（表$）。

% 元素地球化学分带特征

截至&’’(年底，西藏天圆矿业公司在雄村共施

工$()个勘探钻孔，按&!%*间距取化学样，共采

取&+%()件样品，在取样过程中插入,-标准样，

,-重复样，$-的空白样来控制分析质量。岩、矿心

样品在西藏天圆矿业公司岩心库初步制备后，样品

制备完全按照国家岩心管理条例和国际制样安全规

范操作。所有样品分析由加拿大"./0实验室完

成，外检分析由西南冶金地质测试所完成，并由实验

室派专业人员到现场负责样品的质量控制工作。

笔者参考国内外斑岩铜矿元素分带特征并结合

雄村铜金矿床的实际情况，选择分析了%个不同海

拔高度（+’’’*、%1,’*、%1’’*）的水平面进行

.#、"#、"2、/3、/4、56、74、8、9、:;、.;、<6元素

含量等值线比较分析。并对9与<6及.#与"#元

素含量进行了相关图解分析（图,、图(）。

8=! 元素特征

从元素等值曲线图)、>、1中可以发现，以矿体

为中心向外，元素分带现象明显，且显示出一定的组

合特征。

（$）主成矿元素.#、"#的等值曲线形态大体相

近（图);、)?、>;、>?、1;、1?），富集中心呈北西向展布。

.#、"#关系密切（图(），空间上元素的峰值基本对

应，矿体范围达,’’*@$’’’*，工业矿体的边界品

位以’A&+-.#圈定。根据详细的岩心地质编录和

光薄片鉴定，可知原生铜的独立矿物主要为黄铜矿，

少量为斑铜矿。

（&）"2元素等值曲线形态和.#、"#基本相似

（图)B、>B、1B），"2多以类质同象赋存在黄铜矿、黄

铁矿中。"2是矿床中主要的伴生元素。

（%）/3为亲硫元素（图)C、>C、1C），一般与硅化

有关，硅化越强，/3含量越高，且通常和.#、"2一

起分布在内带，如江西朱砂红、西藏玉龙等矿床在矿

体中心部位都富集有/3。而在雄村矿床中，/3在

矿体中心部位浓度却较低，/3局部富集在矿体北西

部，这与含矿岩体偏中性及/3的浓度有关，低浓度

的/3较长时间地存在于流体中并向外迁移。显示

矿床属于岛弧型.#!"#型斑岩矿床，而非.#!/3型

斑岩矿床。

（+）9是常量元素，为典型的亲石元素（刘英俊

等，$1>+），钾元素主要赋存在钾长石、白云母、黑云

母 、绢云母以及硅酸盐中。因此9在钾硅酸盐化带

$&第&>卷 第$期 唐菊兴等：西藏谢通门县雄村铜金矿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图! "#$%相关图解

&’()! "#$%*+,,-.+(,/0

图1 23#43相关图解

&’()1 23#43*+,,-.+(,/0

和黄铁绢英岩化带中含量相对较高（图56、76、86）。

钾与铷的离子半径十分相似（"9:;;<，$%9:=5<，

刘英俊等，987=），在钾矿物中能广泛产生钾#铷类质

同象置换，钾与铷具正相关性（图!）。在矿体中部局

部出现钾#铷的低值区域（图5%、7%、8%、56、76、86），

因为该部位为红柱石#次生石英岩化带（硅化），而

钾、铷是易迁移元素，在红柱石#次生石英岩化带（硅

化）中受酸性热液淋滤后基本向外迁移。

（!）>?、2/、@/、A%、B?出现在矿体最外围（图

5(、7(、8(、5C、7C、8C、5’、7’、8’、5D、7D、8D、5.、7.、8.），

这些元素属于活化转移元素。2/和@/为常量元

素，主要赋存于斜长石和角闪石中，在钾质交代过程

中，随着斜长石被水白云母等矿物交代及角闪石被

黑云母交代，@/大量浸出，且@/易溶于水形成@/E
2.而流失。因此，在钾硅酸盐化带、次生石英岩化

带、黄铁绢英岩化带中@/被带出。矿体中心部位

>?含量相对较低。在岩心编录中尚未发现含锰的

独立矿物，锰的硫化物溶度积最大，锰属于强烈的亲

氧元素（芮宗瑶等，987=），容易被溶度积较小的金属

置换。原生的铁镁矿物在蚀变过程中被交代，易析

出>?，因此在红柱石#次生石英岩化带和黄铁绢英

岩化带中，>?含量较低。休尔曼确定的金属元素与

硫的亲合力的顺序为：>?!&-!2+!@’!B?!A%!
26!F’!23!4(!G(（芮宗瑶等，987=），因此，>?
在斑岩铜矿中一般分布在最外带，雄村铜金矿床也

不例外。

A%、B?分带不明显（图5D、7D、8D、5.、7.、8.），在

矿体北东、南西部位处有浓集，根据钻孔地质编录，

该特征与晚期形成的A%、B?多金属矿脉有关。

（1）H元素比较特别（图5I、7I、8I），主要沿矿区

北东处与黑云母花岗闪长岩接触带上富集，H元素

富集和分布特征应与始新世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侵位

有关。

!)" 元素分带特征

斑岩铜矿中金属元素常以络合物的形式搬运。

23的稳定性小于A%、B?、4(。23的络合物最不稳

定，因此迁移距离受到限制，分布于矿体中部。$%、

J,（J,未做图）元素的分带受其晶体化学性质控制，

$%和J,元素的离子半径分别与"和2/相似，因此

在蚀变带中（次生石英岩化带和黄铁绢英岩化带），

$%随"的带入而带入，而J,随2/的带出而带出。

综上所述，从矿体中心向外，各元素具有明显的组合

分带特征：23、43、4(位于矿体中心，"元素在蚀变

过程中为带入元素，但在矿体中心强硅化带中含量

偏低，$%与"化学性质相似。>?、2/、@/、A%、B?分

布在矿体外围，A%、B?分带不明显，呈局部富集，主

要分布在矿体南、北部位。>+受原岩和热液中含量

很低的影响而分布在过渡带上，雄村含矿岩体 >+
的平均品位KL:;!M9LN1，最高含量!=K:5M9LN1

（1987件样品平均），不像冈底斯带其他斑岩铜矿中

钼含量较高，比如驱龙铜矿主矿体中钼的平均品位

达K1LM9LN1，雄村铜金矿矿石中的钼含量仅为驱龙

斑岩铜矿的9／9L。从矿体中心向外，元素分带为：

23#43#4(""#$%#>+">?#A%#B?#2/#@/#H。

KK 矿 床 地 质 KLL8年

 
 

 

 
 

 
 

 



图! 西藏雄村铜（金）矿海拔"###$钻孔元素等值线图（公里网为%"坐标，"&度带）

’()*! +,-.,/0$12,3454$4-.6(-70(558,541..8445491.(,-,3"###$，.84:(,-);/-+/（</）742,6(.，=(>4.（?@A%"，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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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西藏雄村铜（金）矿海拔"#$%&钻孔元素等值线图（公里网为!’坐标，’$度带）

()*+! ,-./-01&23-4565&5./7).81)669-652//95565:2/)-.-4"#$%&，/95;)-.*<0.,0（=0）853-7)/，>)?5/（@AB!’，C-.5’$）

’D 矿 床 地 质 D%%#年

 
 

 

 
 

 
 

 



图! 西藏雄村铜（金）矿海拔"!##$钻孔元素等值线图（公里网为%&坐标，&’度带）

()*+! ,-./-01$23-4565$5./7).81)669-652//95565:2/)-.-4"!##$，/95;)-.*<0.,0（=0）853-7)/，>)?5/（@AB%&，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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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论

大量岩脉和晚期侵位的岩体穿插矿体的地质事

实，与成岩和成矿的年龄测定结果相互印证了雄村

铜金矿床的成矿时代应为晚侏罗世（成矿年龄在"#!
!"$!%&），成矿及主要的矿化蚀变与含眼球状石英

斑晶的闪长玢岩（’("#$）的侵位有关。由侵入体中心

向外分布有：早期钾硅酸盐化带（局部）!红柱石)次

生石英岩化带!黄铁绢英岩化带!青磐岩化（矿体

内局部分布，矿区外围分布广泛）、角岩化（仅仅发育

在与黑云母花岗闪长岩接触带上）带，泥化主要分布

在节理、裂隙、断裂带中。红柱石)次生石英岩化带

为长期的强酸性淋滤条件下形成的，并部分叠加于

黄铁绢英岩化带上，是铜和金的主要富集部位。

雄村铜（金）矿床以成矿元素*+为主，,+、,-为

主要的伴生元素，,+局部富集（在含眼球状石英斑

晶闪长玢岩岩枝内,+平均品位大于"-／.），主要赋

存在黄铜矿中。矿体内元素分带明显，以主成矿元

素*+、,+、,-为浓集中心，呈北西向展布。向外有

/)01)%2!%3)41)53)*&)6&)7的分带特征。

矿体中心局部出现01、/等元素向外迁移，这

是因为这些部位为红柱石)次生石英岩化带的叠加，

在强酸性淋滤条件下上述元素在该带中均被带出。

铜金矿区具有富/而贫6&的成矿环境，且/
和01具有正相关性，以及/／6&、01／89比值的高值

区基本上指示矿体位置，这些与典型的斑岩铜矿的

元素分布特征相吻合（芮宗瑶，":;!）。

随着对冈底斯岛弧型斑岩铜金矿的不断深入研

究和勘查，有理由相信冈底斯岛弧型斑岩铜金矿的

找矿将有突破的一天，雄村%号矿体的成功勘查（矿

体位置见图"），就得益于对&号矿体的成因认识。

志 谢 本文是在陈毓川院士、芮宗瑶研究员、

叶天竺研究员、王登红研究员、黄卫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粟登逵高级工程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在此

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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