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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甲玛等超大型铜多金属矿床勘查与研究新进展

（代前言）

近年来在西藏重要成矿带的找矿重大突破，得

到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重视，中央第五次援藏工作

会议上做出决定，在西藏建设五大有色金属、铬铁

矿、盐湖资源开发和资源储备基地。资源开发基地

的建设必将重塑中国铜等有色金属资源勘查开发的

新格局，带动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如何发挥

专业优势、为五大基地建设和找矿突破提供理论指

导，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藏中有色金属开发基地”作为西藏最重要的、

开发条件最成熟的有色金属开发基地，已经发现和

评价了9个超大型矿床，即驱龙斑岩铜（钼）矿床、甲

玛斑岩;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床、雄村斑岩型铜金矿

床、邦铺斑岩钼（铜）矿床、亚贵拉铅锌（钼）矿床，其

中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已进入开发阶段，雄村铜金矿、

邦铺钼（铜）矿也具备了开发所需的一切条件。

甲玛铜多金属矿床自何年发现并开采目前难以

考证，但有据可查的地质工作自上世纪9"年代。

#>>#!!"""年西藏地质六队完成普查、详查工作，共

获得#":?>#万吨铜铅资源量（@A9!?!=万吨，55!
类别#"?5<万 吨，555类 别#9?95万 吨，55$#类 别

!=?==万吨；1B9=?59万吨，55!类别<?:#万吨，555
类别5:?$5万吨，55$#类别#"?##万吨）。!""<年，

中国黄金集团入主后，在对矿山进行整合的同时，委

托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组建团队进行矿

山地质勘探和研究工作。截止!"#"年##月，中国

黄金集团共投资勘探资金!?9亿元，完成钻探进尺

#5万多米，探获（55#C55!C555）金属资源量：铜

9""多万吨，钼="多万吨，铅锌9"多万吨，金#""多

吨，银资源量大于=9""吨，折合铜当量#!""万吨

以上，使其成为超大型矿床。在此基础上，矿区勘探

又取得了重大找矿突破，在原认为是矿体边界的$<
线、$>线，钻到!"多米厚的富铜矿体，矿体长度大于

5"""D；在原来认为矿体不厚的"线，发现!>#D
厚层且走向连续的富铜矿体；目前勘查的主要类型

———矽卡岩型铜矿体尚未完全圈闭；在闪长玢岩中

发现了新的找金线索，圈定独立的金矿体；角岩中的

钼铜矿体为巨厚筒状矿体，控制铜资源量超过!""
万吨，钼资源量控制5"万吨以上；在多个钻孔中矽

卡岩矿体之下发现斑岩型钼（铜）矿体，表明深部还

大有找矿潜力。根据成矿系列理论分析和近年来的

重大发现，通过继续实施钻探工程，甲玛矿区外围和

深部的当量铜资源量预计有望突破#9""万吨，从而

跻身世界级超大型矿床之列。

本专辑基于研究团队十多年来对甲玛、雄村、玉

龙、邦铺、亚贵拉等超大型矿床的勘查与研究，试图

在科学研究成果如何指导勘查实践，公益性勘查和

科学研究成果如何迅速引导和拉动商业性矿产勘查

开发，公益性研究院所如何在矿产勘查新机制下建

功立业，如何建立企业;研究所;大学“产、学、研”三结

合勘查新模型等方面趟出一条成功的路子。

甲玛铜多金属矿床不但规模巨大，类型独特，而

且是成功勘查的典范，其成果被中国地质学会评为

!"">年中国十大找矿成果之一，被中国地质科学院

评为院!"">年十大科技进展之一，获得!"">年中

国矿业大会最佳国际合作开发奖，并在!"#"年的天

津国际矿业大会上进行了展讲。《矿床地质》发表本

专辑具有重要的推广意义。

本专辑的相关论文从矿床地质特征、岩石地球

化学特征、成岩成矿年代学、矿床勘查模型、矿床类

型对比研究等方面剖析了甲玛铜多金属矿床，为冈

底斯成矿带和其他地区典型矿床的研究提供了范

例。其中，唐菊兴等（!"##）根据5年多来的勘查成

果和综合研究成果，全面地总结了甲玛矿区地质、地

球化学、地球物理和遥感等多方面的特征，建立了全

方位的勘查模型，提出了找矿标志，指明了找矿方

向。宋磊等（!"##）总结了甲玛铜多金属矿床成功勘

查的几点启示。郑文宝等（!"##）根据对甲玛矿区#=
号、5!号勘探线剖面上主成矿元素以及其他常、微量

元素矿化分布规律的分析，预测#=线在EF#=!"与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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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存在筒状钼铜矿体，钻探证实角岩中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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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矿体最大厚度!"#$%&’，矿化中心位于()#*#*
附近，并指出类似的筒状矿体还可能出现在%+线等

其他部位，这对于今后的找矿勘探、开采和开发无疑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秦志鹏等（+,##）利用-./
012/34锆石5/26方法，厘定了甲玛矿床中酸性岩

浆岩 的 侵 位 时 序，即 从 早 至 晚 依 次 为：花 岗 斑 岩

（#78%#!#*8+93:）!石英闪长玢岩!二长花岗斑

岩（#!8&#3:）!花岗闪长斑岩，指出甲玛矿床的形

成是 三 期 岩 浆/成 矿 作 用 叠 加 的 结 果。 周 云 等

（+,##）对斑岩、矽卡岩及角岩矿物中石英的熔融包

裹体和流体包裹体进行测温，得到甲玛铜金属矿床

斑岩体形成温度，并认为成矿元素从岩浆结晶分异

阶段到岩浆期后热液阶段，都进入挥发分气相中进

行迁移。彭惠娟等（+,##）通过对甲玛矿区斑岩体石

英和长石斑晶阴极发光（1-）特征及元素含量变化规

律的研究，提出了存在铁镁质岩浆与长英质岩浆混

合作用的看法，构建了矿区岩浆混合作用模型并推

测了岩浆混合过程。与冈底斯成矿带其他铜矿不

同，甲玛矿区大量出现斑铜矿，王焕等（+,##）研究认

为甲玛铜多金属矿床中的斑铜矿主要形成于中/高

温阶段（++7!!7,;），少数形成于中温阶段（#97!
++7;），成矿物质主要为岩浆来源，其成因与中新世

岩浆活动有关。白钨矿的出现也是甲玛铜多金属矿

床与众不同之处，应立娟等（+,##）通过显微镜下鉴

定和电子探针分析，查明钨主要富集于矽卡岩矿体

的深部，细小的白钨矿不均匀分布在矽卡岩中，与钙

铁榴石、硅灰石和透辉石等共、伴生。这一新发现对

于冈底斯成矿带上常见的 <化探异常的综合评价

以及其他矿区在勘查过程中注意寻找以钨为代表的

高温矿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通过与北美、南美、

环太平洋西南部和其他地区世界级铜矿等的对比，

王登红等（+,##）认为甲玛铜多金属矿床以矽卡岩

型、斑岩型和角岩型三位一体、形成于晚第三纪青藏

高原隆升阶段为显著特点，矿种组合与分布规律与

世界上的超大型铜矿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在世界级

超大型矿床中应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他们还建议

在下一步的勘查过程中加强对矽卡岩型铜矿石成矿

机制的研究和勘探，加强隐伏岩体的含矿性研究与

评价，加强铜、钼、金、银等多种金属物质大规模成矿

机制的研究，打破“热液矿床大不了”、矽卡岩型矿床

空间不连续、斑岩型铜钼矿体一定要赋存在斑岩体

内等观念，建立新的资源评价体系，推动甲玛深部及

其外围地质找矿的新突破。

本专辑也包括了西藏谢通门县雄村斑岩型铜金

矿集区"号矿体蚀变与矿化特征（郎兴海等，+,##）、

雄村铜金矿#号矿体岩石地球化学特征（黄勇等，

+,##）等内容。雄村铜金矿床是冈底斯成矿带上与

早中侏罗世含眼球状石英斑晶的石英闪长玢岩岩枝

侵位有关的岛弧型斑岩型铜金矿床。截止到+,#,
年#,月，雄村铜金矿"号矿体共完成施工#*+个钻

孔，#号矿体共完成%!个钻孔，+个矿体控制的铜金

属资源量大于+,,万吨（%%#=%%+类别占"">以

上），伴生金大于+,,吨（%%#=%%+类别占"">以

上），$号矿体正在勘查中。系统的研究认为该矿床

是西藏迄今为止勘探程度最高的典型的岛弧型斑岩

铜金矿。

此外，本专辑还列出了新发现的邦铺大 型 钼

（铜）矿床成岩成矿时代的研究（王立强等，+,##）、矿

区的中新世二长花岗斑岩、古新世黑云二长花岗岩

的锆 石 微 量 元 素 和 ?@同 位 素 组 成（罗 茂 澄 等，

+,##），早期勘查的玉龙斑岩铜矿含矿斑岩体及外围

岩体的锆石?@同位素研究（王成辉等，+,##），以及

亚贵拉/沙让/洞中拉铅锌钼铜银矿集区典型的中新

生代岩浆岩中锆石的?@同位素组成（高一鸣等，

+,##）。对于进一步了解西藏有色金属矿床及相关

岩浆源区，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菊兴、王登红

+,##年%月%#日

&9# 矿 床 地 质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