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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咱印支期火山-岩浆弧东斑岩成矿带燕山期斑岩

钨钼、铜、铅锌成矿作用 

尹光候，许  东，余海军，曹德斌 

（云南省地质调查局，云南 昆明  650051） 

 

义敦岛弧南段格咱火山-岩浆弧，是喜马拉雅巨型造山带中的一个复合造山带，起始于印支晚期的大规

模俯冲造山作用。以红山－懒中断裂为界，针对印支期而言将斑岩及斑岩成矿划分为西部翁上－雪鸡坪岛

弧斑岩成矿亚带（223～249 Ma）；东部亚杂－普朗岛弧斑岩成矿亚带（203～223 Ma）。该期斑岩及斑岩成

矿背景、机制、时代与特征，以及红山、普朗斑岩－矽卡岩铜矿等典型矿床前人作了大量研究（曾普胜等，

2003；2004；李文昌等，2007；侯增谦等，2001；杨岳清等，2002）。但是，随着该区地质勘查与资料的

积累，尤其是通过国家科技支撑（2006BAB01A07）和 973项目（2009CB421007）深入和研究，肯定了东

西斑岩成矿亚带之间红山－属都海蛇绿混杂岩带的存在（曾普胜等，2004）（李文昌等，2010，待刊），而

且东部斑岩成矿亚带中越来越多的老矿区和其他地区发现新的矿床类型、新矿种和 Re-Os同位素年龄 76～

80 Ma，并作了研究与报道（尹光候等，2009；李建康等，2007），显示了燕山期花岗岩及其巨大找矿潜力

和明显区别于西亚带。因此，本文仅对东部印支期岛弧斑岩成矿亚带中燕山晚期成矿事件作初步综合报道。 

1  亚杂-普朗斑岩成矿亚带概况 

分布于亚杂－懒中一带，是印支末期甘孜－理塘洋向中咱陆块下 B型俯冲，中咱地块东缘转化为活动

边缘（侯增谦等，2004）而发育典型义敦岛弧，形成与火山岩紧密相伴的（203～254 Ma）弧花岗（斑）

岩浆事件。地层由图姆沟组（T3t）、曲嘎寺组（T3q）复理石相碎屑岩－碳酸盐－火山岩建造（尹光候等，

2005）和喇嘛垭组（T3lm）碎屑岩建造组成。相关的浅成－超浅成侵入杂岩主要由印支和燕山两期组成，

前者为石英闪长玢岩（δμο），石英二长斑岩（ηπο），少量英安斑岩（ξπ）、花岗闪长斑岩（γδπ），代表性

的红山（隐伏）岩体 Rb-Sr等时线年龄为 216 Ma、懒中岩体的 Rb-Sr等时线年龄为 203 Ma，浪都岩体 Ar-Ar

坪年龄 216.3～220 Ma，普朗岩体 Ar-Ar坪年龄 209～212 Ma，辉钼矿 Re-Os（213±3.8）Ma（李文昌等，

2007；侯增谦等，2001；杨岳清等，2002；曾普胜等，2004），形成斑岩型铜钼矿和矽卡岩型铜、铅锌、

银多金属成矿为主要特色；后者为二长花岗（斑）岩类。 

2  燕山期花岗岩及其成矿作用 

分布于沃迪措断裂以东地区。属造山期后花岗岩，侵位于图姆沟组和喇嘛垭组中，呈岩株、岩基状组

成复式岩体产出。代表性有休瓦促、热林和红山隐伏等 3个岩体。岩性为二长花岗（斑）岩，少数为黑云

母钾长花岗（斑）岩，岩石呈灰白、灰色等，似斑状结构，基质具细粒花岗结构。中性斜长石具环带状构

造，聚片双晶发育，An 30～50，属中长石并具绿帘石化；黑云母 Ng′棕褐色，Np′浅褐色，轻微绿泥石化。

岩石 CIPW 矿物组合为 Q、C、Or、Ab、An、Hy，属铝过饱和类型，δ＝1.92～2.39，属钙碱性系列。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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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6～85.43，SI＝6.41～10.41，分异程度较好。S＝0.596～0.635，A/CNK＝0.97～1.07。总体岩石化学

成分上以富碱，贫水，富 Zr、Nb、REE、Ta为特征。ΣREE 211.47×10
-6～372.93×10

-6，（La/Yb)N 26.30～31.13，

δEu 0.57～0.64，岩石微量元素半定量光谱分析Mo、Cu含量高于维氏值，在微量元素蛛网图中 Rb、Th、

Ce、Sm显正异常，Ba、Sr、Nb、Zr显负异常。其中，强不相容元素 Rb强烈富集说明岩浆分异作用很充

分；Sr、Ba 亏损反映岩体远离岛弧的陆内岩浆作用特点；高场强元素 Nb、Ta 相对富集，特别是 Ta 峰的

形成，反映岩浆作用已经远离岛弧环境。综上所述岩体来源于深，就位浅，属于弧陆碰撞 A型花岗岩类。

其中休瓦促岩体全岩 Rb-Sr等时年龄 80.4 Ma，石英－辉钼矿 Re-Os年龄（83±1）Ma；热林岩体 K-Ar年

龄 67.4 Ma，石英-辉钼矿 Re-Os年龄（81.2±2.3）Ma；在 2006～2009年红山矿区勘查中施工 ZK0901-2等

4个钻孔，于孔深 250～350 m 及 600余米后均揭露到隐伏石英二长斑岩、二长花岗岩，黄铜矿、辉钼矿

化强烈。2007年项目获矽卡岩铜矿中黄铁矿 Re-Os等时年龄（75±18）Ma，结果与徐兴旺等（2006）石英

-辉钼矿的 Re-Os等时线年龄（77±2）Ma相近，2009年项目取得斑岩细脉浸染状辉钼矿 Re-Os年龄 77.6 Ma，

从而肯定了燕山晚期红山隐伏岩体的存在，而且通过勘查与地表出露 3个斑岩岩枝不相连。以往根据斑岩

中获得 Rb-Sr等时年龄 216 Ma，探明的矽卡岩矿体均呈 NW向脉状群（外围还发育铅锌矿体，已采空），

认为属印支期矽卡岩型矿床。但是，该脉状矿体群产于红山－属都蛇绿混杂岩带，远离地表岩枝和隐伏岩

体的接触带，证明矽卡岩矿体及其时代与印之期斑岩岩枝关系不密切。反之，深部隐伏岩体的存在说明了

矽卡岩矿体群及矿区大面积角岩化与产生的原因，并由深到浅形成深部斑岩钼矿→中部矽卡岩（钨）铜矿

→顶部或外围矽卡岩铅锌矿→少量脉状铜矿体等成矿系列。 

因此，上述三个岩体表明岩浆活动时限为 75～83 Ma，岩体的侵位较浅，与砂泥质围岩接触在外接触

带产生角岩化，与碳酸盐岩接触时常形成矽卡岩。伴随热液交代作用，在内外接触带发育了广泛的钨、钼

矿化及铅锌、银、锡等多金属矿化。 

3  结  论 

（1）燕山期休瓦促、热林和红山 3个矿床母岩属于钙碱性系列铝质 A型花岗岩。 

（2）岩体及其成矿形成于岛弧晚燕山期的弧陆碰撞造山晚期的伸展阶段（137～65 Ma）。而且，3个

岩体矿化类型相似、成矿时代相近的特点暗示三者可能来源相同，具有相近动力学演化过程。 

（3）休瓦促、热林和红山矿床由北往南岩浆就位深度依次增加；在岩体侵位冷却后成矿流体沿岩体

冷却收缩等作用产生的裂隙向外迁移，形成蚀变花岗岩-热液石英脉型矿床及远程矽卡岩型矿床。自休瓦促

→热林→红山由于岩浆就位深度的增加，成矿元素产生钨钼等高温组合向铜、铅锌等中温组合演化的垂向

分带，并在红山矿床表现最为明显，深部以钼、铜钼为主，上部则以铜、铅锌多金属为主。 

（4）产出蚀变花岗斑岩、石英脉型和角岩型 3种矿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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