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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青唐古拉弧背断隆东段古近纪大规模长英质火

山作用的地球动力学机制及找矿意义*
 

雷传扬，汪雄武，彭惠娟，张俊成，张  强，苟正彬，宋  磊，张伟刚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念青唐古拉弧背断隆东段西以那曲－当雄断裂为界，北、东以狮泉河－纳木错－嘉黎缝合带为界，南

以沙莫勒－麦拉－米拉山－洛巴堆断裂为界，属于冈底斯构造岩浆带，出露地层主要是二叠系洛巴堆组岩

屑砂岩、生物碎屑灰岩夹安山岩、凝灰质砂岩和乌鲁龙组钙质泥岩、生物碎屑灰岩夹砂岩；石炭系来姑组

含砾砂岩、长石石英砂岩、长石砂岩和诺错组含砂娟云岩、砂质粘土岩、细砂岩、灰岩以及晚古生界鲁玛

拉变质岩岩组。古近纪为该岩浆带火山活动较强烈的时期之一，岩石种类多，区内大面积分布新生代帕那

组火山岩(流纹岩中斜长石和钾长石的 40
Ar/

39
Ar测试年龄值 43.93～53.52 Ma（莫宣学等，2003）)，构成冈

底斯火山岩带的主体岩系。岩石学、地球化学特征及其与下伏地层之间的区域不整合包含着从板块俯冲机

制向大陆碰撞机制转变的丰富信息，并且分布着许多典型矿床。区内帕那组火山岩为一套中酸性火山熔岩、

火山碎屑岩及少量凝灰质碎屑岩，系高钾钙碱性－钾玄质火山岩系列，总体上反映出高 Al、K的特点，LREE

富集，分馏明显而 HREE 相对亏损，分馏不明显，稀土配分模式图呈以 Eu 为界左陡右缓的“右倾”式，中

等到强烈负 Eu异常，微量元素分布模式图表现为向右倾的“多峰多谷”的形态，但各段总体特征较为相似，

相对富集不相容元素 K、Rb、Th、Ce，而 Sr、Ba、Ta、Nb、Ti呈现低谷。 

1  火山岩成因及地球动力学机制分析 

帕那组火山岩旋回以流纹质岩浆活动为主体，但以钾玄质岩浆活动结束。钾玄岩的出现是陆内岩浆活

动的标志（莫宣学等，2003）。基性岩浆的结晶分异作用在帕那组流纹岩的成因中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

是陆壳的部分熔融可能起的作用更大。帕那组火山岩属富钾火山岩，其成岩过程中必须有地壳物质的参与

（邱检生等，2003）。火山岩强烈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和 LREE 的地球化学属性表明源区为一交代富集地

幔（邱检生等，2002）。综上分析，帕那组火山岩的岩浆源区为一俯冲板片流体交代的俯冲地幔楔，由来

自俯冲带的地幔源区的基性分异岩浆与陆壳重熔的酸性岩浆混合形成的，此外俯冲板片上部的深海沉积物

也参与了岩浆的形成。 

大约在 55个Ma左右，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发生“软碰撞”，新特提斯大洋不断减弱直到最终闭合（吴

福元等，2008）。闭合后新特提斯大洋洋壳不断向北俯冲加上“软碰撞”的加剧，随后在冈底斯南侧发生了陆

内俯冲。最终导致已消减的新特提斯大洋板块俯冲前缘物质榴辉岩化（Leech et al., 2005），密度加大，进

而发生拆沉与大陆板块脱离而下沉，造成软流圈物质上涌，提供引起地壳发生部分熔融的热引擎，导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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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拉萨陆块发生部分熔融，形成帕那组火山岩的岩浆房。 
 

2  找矿意义 

 

研究区位于念青唐古拉弧背断隆成矿区带，属于旁多－错高成矿带，区内有拉屋－尤卡朗－昂张 Pb、

Zn、Au、Cu 矿集区和蒙亚啊－洞中拉－亚贵拉 Pb、Zn、Cu 矿集区，矿点分布密集，主要分布在构造裂

隙附近，受构造裂隙控制，其形成多与板块俯冲和碰撞作用以及碰撞后伸展阶段的构造－岩浆作用有关。

其新生代所处的大地构造背景有利于形成“Bathurst”型 VMS矿床。该带大面积分布帕那组中酸性火山岩，

可以认为是以酸性火山岩为主的长英质大火成岩省。长英质大火成岩省是中基性地壳物质熔融的产物，相

应的矿床主要是 Cu-Pb-Zn-Au-Ag，W-Sn，U-Th-REE矿床，以及 Sb-As矿床等。在活动大陆边缘火山岛弧

构造带上，英安岩－流纹岩组合是寻找金、铜多金属矿床的重要岩石学标志之一（肖龙等，2007）。帕那

组火山岩岩石主体系高钾钙碱性系列，主要是FII型流纹岩，高Th、[La/Yb]N和Th/Th*（2*(Th)N/(ZrN + HfN)），

有利于形成“Bathurst”型 Pb+Zn+Cu矿床（Damien et al.,2008）；岩石组合为玄武岩－安山岩－流纹岩组合，

这与汇聚板块的活动大陆边缘上岛弧带中钙碱系列火山岩及其岩石组合一致，易形成 Cu-Pb-Zn-Au-Ag

（VMS）矿床。帕那组火山岩 Na2O/(Na2O+K2O)<0.7，故有利于寻找铅锌铜矿床（姜福芝等，2005）。火

山岩存在蚀变，且蚀变主要类型为青磐岩化和绢云母化与绿泥石化和青磐岩化有关的矿床的种类很多，如

铁、铜、铜、铅、锌、金、银和黄铁矿型矿床等。综上分析念青唐古拉弧背断垄东段有利于寻找“Bathurst”

型 VMS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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