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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墨竹工卡县甲玛铜多金属矿床是冈底斯成矿带中东段产出的重要斑岩+矽卡岩+角岩型矿床，长期以来受到地质学

者的广泛关注。甲玛铜多金属矿床自 1951 年发现至上世纪 90 年代进入详查阶段，由于勘查区的范围较小，成因认识较为局

限，勘查工作未能取得大的突破。唐菊兴等于 2008～2010 年对该矿床进行了全面的地质勘探和详细的系统研究（唐菊兴等，

2010；应立娟等，2009；2010；郑文宝等，2010；秦志鹏等，2010；周云，2010），认为前人认为甲玛铜多金属矿是海底喷

流沉积的认识有其局限性，从而，以斑岩-矽卡岩-角岩型矿床类型作为主攻矿床类型指导勘查，取得了重大的找矿突破，铜、

钼、铅+锌、伴生金、伴生银均达到大型以上规模（唐菊兴等，2009a；b）。 

1  地质概况 

西藏甲玛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下白垩统林布宗组（K1l）砂板岩、角岩（矿体顶板）以及上侏罗统多底沟组（J3d）灰岩、

大理岩（矿体底板），第四系仅在牛马塘地区有少量出露。矿区岩浆岩主要呈脉岩产出，岩石类型包括花岗斑岩、黑云母二

长花岗斑岩、花岗闪长斑岩、石英闪长玢岩、闪长玢岩、闪长岩、闪斜煌斑岩、角闪辉绿（玢）岩、石英辉长岩等。由于矿

区岩浆活动频繁，成矿前后岩脉均很发育，研究表明岩浆岩含矿性较好的为偏中性的斑岩，其中含矿花岗闪长岩脉中辉钼矿

Re-Os 等时线年龄为（14.78±0.33）Ma（应立娟等，2010）。 

根据赋矿地质体的不同，甲玛矿区矿体分为斑岩型铜钼矿体、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体以及角岩型铜钼矿体，构成斑岩-

矽卡岩-角岩型矿床。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体为矿区的主要矿体类型。

矽卡岩型矿体根据矿体与构造的关系又划分为 8 个矿体，其中Ⅰ-1 号

主矿体主要受层间滑脱构造引起的层间扩容控制，呈层状、厚板状产

于下白垩统林布宗组砂板岩、角岩与上侏罗统多底沟组灰岩、大理岩

间的层间扩容构造带内。主矿体走向约 300°，延长为 3 000 m；倾向

30°，延伸大于 2 200 m（未控制边界）。因受推覆－滑覆构造影响，

矿体具上陡下缓的特点，较陡部分矿体靠近地表，主要为铅锌矿石，

矿体倾角一般 60～70°；较缓部分为铜钼（金银）矿石，矿体倾角一

般小于 20°。另外 7 个矽卡岩型小矿体均受矿区滑覆构造控制，呈透

镜状产于滑覆体内部，规模均较小。矿区角岩型矿体多呈巨厚的筒状、

透镜状产于矽卡岩型矿体上部林布宗组角岩中。斑岩型矿体主要呈细

脉－浸染状产于斑岩脉中。 

2  甲玛矿区钼矿体分布特征 

甲玛铜多金属矿床中钼矿体类型包括角岩型、矽卡岩型以及斑岩

型钼矿体，以前两种类型为主要。 

2.1  钼矿体平面上的分布特征 

角岩中钼矿体的平面形态主要位于 0～40 线，呈椭圆状；矽卡岩

中钼矿体分布较广，几乎遍布整个矿区，但主体分布在矿区以北，靠

近则古朗附近，基本也呈椭圆状，局部有透镜状、囊状矿体（图 1）；斑岩中钼矿体由于一般仅在单剖面可见，故平面上未

反映出形态特征。 

2.2  钼矿体垂向上的分布特征 

垂向上，甲玛铜多金属矿床中钼矿体在角岩中主要呈厚板状、透镜状、囊状产出，而在矽卡岩中则主要呈似层状、透镜

状产出，斑岩中钼矿体的形态主要为透镜状。值得特别重视的是，矿区以 ZK1616-ZK3216 一带为矿化中心，存在一个筒状

钼矿体（角岩+矽卡岩型矿体）（图 1）（郑文宝等，待刊）。以矿区 32 号勘探线剖面为例（图 2），当 Mo≥0.03%，即可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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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甲玛矿区钼矿体平面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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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的钼矿体，ZK3209 以西（210°）角岩中的钼矿体主要呈透镜状、囊状产出，矽卡岩中主要呈透镜状产出；ZK3209- ZK3220

角岩和矽卡岩中的钼矿体共同构成了特征的似筒状矿体，该剖面上筒状钼矿体中角岩型矿体最大厚度 826 米，铜平均品位

0.24%，钼平均品位 0.054%，矿化中心位于 ZK3216 附近；角岩矿体下部同时存在巨厚的矽卡岩型铜钼（金银）多金属矿体，

矿体厚度最大超过 127.9 m，铜平均品位 0.72%，钼平均品位 0.053%，金平均品位 0.11 g/t，银平均品位 7.02 g/t。筒状矿体

的发现和客观存在，对斑岩型铜钼矿体的寻找是至关重要的（唐仁鲤等，1995；唐菊兴等，2006；朱训等，1983；黄崇轲等，

2001；杨志明等，2008），筒状矿体深部可能是流体源或是深部隐伏斑岩体。 

 

 
 

图 2  甲玛矿区 32 号勘探线剖面钼元素矿化分布图 

 

从角岩型钼矿体、矽卡岩型钼矿体的分布来看，反映了成矿流体既具有垂向运移又有侧向运移的特征，受斑岩流体系统

的垂向运移循环形成筒状巨厚的钼矿体，有角岩中的钼矿化、也有矽卡岩中的钼矿化；受区域构造动力驱动的成矿流体沿层

间扩容空间形成层状矽卡岩型铜钼多金属矿体。 

3  结  论 

甲玛铜多金属矿床中钼矿体主要产于角岩、矽卡岩以及斑岩中。角岩中钼矿体主要呈厚板状、透镜状、囊状产出，矽卡

岩中钼矿体则主要呈似层状、透镜状产出，斑岩中钼矿体的形态主要为透镜状。矿区最为重要的一种钼矿体形态是筒状矿体，

筒状钼矿体的平面分布是以 ZK1616-ZK3216 为中心的椭圆，剖面上则是由角岩+矽卡岩型钼矿体共同构成。筒状矿体的发

现和客观存在，对深部斑岩型铜钼矿体的寻找是至关重要的，该筒状矿体的深部是否存在含矿斑岩体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重

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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