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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甸岛弧是我国西南三江构造火成岩带中义敦岛弧的组成部分，位于义敦岛弧的最南端（杨岳清等， 2002）。近年研究

发现中甸岛弧已成为我国又一重要的斑岩型和夕卡岩型铜矿的产地，引起了国内外地质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赵准，1995；曾

普胜等，2003；曾普胜等，2006；侯增谦等，2003；范玉华等，2006；王守旭等，2007；王守旭等，2008a，2008b）。雪鸡

坪斑岩铜矿位于云南香格里拉县城东北 25 km处，1977年由原云南省地质局第三地质大队勘查发现，其矿石平均含铜 0.53%，

伴生金 0.06 g/t，已探明铜 28.7万吨，金 3吨。本文主要从矿床地质、流体包裹体以及同位素等方面对该矿床进行介绍，并

与该区的普朗大型斑岩铜矿进行了对比，以期为勘探找矿提供参考意见。 

1  矿床地质 

雪鸡坪复式岩体由 2期侵入体组成，岩性主要为早期的闪长玢岩、石英闪长玢岩、石英二长斑岩以及晚期的二长花岗斑

岩和花岗斑岩。其中含矿石英二长斑岩的锆石 SIMS U-Pb年龄为（218.4±1.7）Ma（冷成彪，2009）。铜矿化主要与第一期

岩体有关。矿体主要产于主岩体（石英闪长玢岩）中部偏东部位，围岩以砂板岩、安山岩为主。矿化范围受区域大断裂的控

制，呈 NNW向展布，长 1100 m，宽约 300 m，矿化面积约为岩体面积的 1/3。包括两个矿群，26个矿体，主矿体共 4个，

为Ⅰ、Ⅱ、Ⅲ和Ⅳ，均呈透镜状，平行产出。其中北矿体群主要由蚀变矿化的石英闪长玢岩组成，而南矿体群主要由蚀变矿

化的石英闪长玢岩和石英二长斑岩组成。 

热液蚀变类型主要有钾化、硅化、钠长石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泥化、碳酸盐化和磷灰石化等。蚀变分带明显，从

内向外依次为钾硅化带→强硅化－石英绢云母化带→泥化－碳酸盐化带和青盤岩化带。矿化类型主要为早期的浸染状和细脉

浸染状矿化以及晚期的网脉状、硫化物大脉状和斑团状矿化。矿石矿物以黄铁矿、黄铜矿为主，方铅矿、闪锌矿、辉钼矿、

辉铜矿和磁铁矿等少量分布。矿石结构主要有结晶结构、交代结构、固溶体分离结构和压力结构。电子探针分析结果表明黄

铁矿、黄铜矿和闪锌矿中均含有少量的Mo（0.18%～0.53），黄铁矿和黄铜矿中还含有一定量的 As（0.41%～0.90%），这有

别于国内其它斑岩铜矿（冷成彪，2009）。 

2  成矿流体 

雪鸡坪斑岩铜矿强硅化矿石和网脉状矿石中的流体包裹体主要为水溶液包裹体、CO2包裹体和含子矿物包裹体 3类。其

中Ⅰ类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和盐度分别为 138～344℃和 2.1%～21.19% NaCl；Ⅱ类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和盐度 w(NaCleq)为 210～

325℃和 0.02%～13.94%，CO2三相点温度为-57.4～-56.1℃；Ⅲ类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和盐度为 230～420℃和 33.48%～49.70% 

NaCl，子矿物主要为石盐和方解石，次为 CaCl2水合物，另有少量赤铁矿和不透明硫化物等（冷成彪等，2008）。 

各类矿石中普遍存在水溶液包裹体和 CO2包裹体共生现象，且二者具有相近的均一温度，部分矿石样品中发现了纯 CO2

包裹体，指示包裹体形成时，成矿流体存在不混溶现象。这种不混溶现象是由原始岩浆流体“一次沸腾”作用产生的。CO2

相分离、温压条件降低和 pH值升高是雪鸡坪斑岩铜矿硫化物沉淀的主要原因（冷成彪等，2008）。 

通过对矿区安山岩、斑岩和不同矿化阶段石英中的氧同位素的研究，我们发现成矿流体的 δ18O值从成矿早期到晚期依

次降低，这种变化趋势是由于岩浆热液与斑岩发生水－岩反应作用造成的，而与大气降水的混合作用无关。根据矿化晚期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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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石和方解石的碳同位素组成，计算出成矿流体中 CO2的 δ13C值为-4.5‰～-4.1‰，与地幔碳同位素组成一致，这进一步证

明成矿流体主要来源于岩浆水（冷成彪，2009）。 

3  成矿物质 

矿石矿物与矿化斑岩的硫同位素组成非常稳定，呈塔式分布，其中金属硫化物的 δ34S值为-3.1‰～+0.7‰，平均值为

-1.1‰，与矿化斑岩的硫同位素组成在误差范围内一致，且均落入幔源硫范围。 

矿石矿物与矿化斑岩的铅同位素变化范围均较小，且二者基本一致，其中金属硫化物的铅同位素组成为：208Pb/204Pb＝

37.917～38.230，207Pb/204Pb＝15.528～15.614，206Pb/204Pb＝17.929～18.082；矿化斑岩的 208Pb/204Pb＝37.832～37.883，

207Pb/204Pb＝15.529～15.538，206Pb/204Pb＝17.906～17.910，并且在铅构造模式图上，雪鸡坪矿床铅同位素均位于造山带演化

线上或附近。 

因此，雪鸡坪斑岩铜矿的成矿物质主要来自岩浆（冷成彪，2009）。 

4  雪鸡坪与普朗斑岩铜矿地球化学特征对比 

雪鸡坪和普朗两个斑岩铜矿均产于中甸岛弧之中，两者相距不足 25 km，其中前者位于西斑岩带的中部，矿床规模为中

型，而后者位于东斑岩带的中南部，是该区新发现的、远景储量为大型－超大型的一个斑岩铜矿。两者无论在成矿斑岩的岩

石地球化学特征，还是矿床地质特征等方面都具有较强可比性。 

雪鸡坪和普朗两个斑岩铜矿在矿床地质、斑岩的岩石地球化学、流体包裹体、S、Pb同位素组成以及 C、O同位素组成

等方面都具有较多相似之处，这些特征二者在矿床类型上都属于典型的斑岩型铜矿床。同时这两个矿床在热液蚀变类型、蚀

变分带、矿化类型和矿物组成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我们认为这些差别主要是由于二者成矿斑岩体的规模和侵位深度不同

造成的。其中，雪鸡坪岩体的规模和侵位深度都相对较小，且矿化是在多期岩体叠加蚀变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早期钾化可能

被后期绢英岩化所破坏，矿化也主要以网脉状和细脉浸染状为主，此外由于岩体侵位较浅，矿区发育闪锌矿-方铅矿-碳酸盐

这样的中低温矿物组合。然而，普朗岩体的规模和深度都要大于雪鸡坪岩体，且矿化主要富集在第二期石英二长斑岩之中，

而第三期石英闪长玢岩主要呈岩脉形式产出，对蚀变叠加和矿化富集作用不大，因此普朗矿区的钾化带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矿化类型也主要为浸染状和细脉浸染状，且发育辉钼矿-斑铜矿-黑云母-钾长石这样的中高温矿物组合。 

通过区域地质调查与资料调研，我们认为中甸岛弧西斑岩带的岩体主要属于超浅成斑岩，且发育片理化，其中以雪鸡坪

和烂泥塘岩体为代表；而东斑岩带的普朗、地苏嘎和松诺岩体应该属于浅成侵入岩，浪都则为深成侵入岩。因此，我们建议

西斑岩带中应以找“雪鸡坪式”的斑岩型、低温热液型铜多金属矿床为主，值得勘探的矿床（点）主要有烂泥塘、春都和欧

赛拉。东斑岩带应以找“普朗式”的斑岩型、夕卡岩型铜多金属矿床为主，值得注意的矿（化）点主要有地苏嘎、松诺和卓

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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