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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母.三八面体.分子式一般为$U.V!.%!.
W!($/,31./,01.I7.8)Q1.I".F<(0$F<.X)(Q’GL$’Y.
/.%<(3.是长英质岩浆岩中最常见的含水的镁铁质

成岩硅酸盐矿物.既可以形成于侵入体结晶过程.
也可 以 形 成 于 岩 浆 热 液 蚀 变 过 程$T!*6=-,5!<?.
GZK[\GZKZ(。侵入体中的黑云母成因类型分为岩浆

黑云母和热液黑云母$杨敏之.GZ[Q\T!*6=-,5!<?.
GZK[\GZKZ\王崴平等.3LG3(。黑云母的结构和化学

成分对岩浆或岩浆热液的物理化学条件$温度、压

力、氧逸度、成分(十分敏感.热动力条件的变化可

以控制黑云母的化学成分。因此.黑云母的化学成

分可 以 有 效 地 指 示 岩 浆2热 液 系 统 的 物 化 条 件

$]6",-,5!<?.GZ[H\%J!;!"-A,,5!<?.GZK0\
XB,,+.GẐK(。前人对黑云母的研究多以花岗岩类岩

体为对象展开.指出其在推测母岩岩浆起源、成岩

过程、成岩物理化学条件、后期热液作用、钾化蚀变

与流体演化关系及成矿元素富集等方面均具有重要

的指示意义$]6",-,5!<?.GZ[H\W,!",,5!<?.GZKQ\
T!*6=-,5!<?.GZKZ\梁 祥 济 等.GZZH\蒋 少 涌 等.
GZZ3(。斑岩矿床或花岗岩相关矿床侵入岩体中黑云

母的含矿元素$特别是%&(可以区分矿化与非矿化

岩体.对成矿具有一定的指示作用\黑云母是斑岩

铜矿及其他热液铜矿找矿矿物学、成因矿物学的一

种重要指示矿物$_!++:,5!<?.GZ[0\F<>Y!-9);),5
!<?.GZKL\傅 金 宝.GẐG\洪 大 卫.GẐ3\%66A.
GẐ \̂柳 少 波 等.GZZH\熊 小 林 等.3LLG\‘!D&J.
3LL0!\3LL0=\李鸿莉等.3LLK\秦克章等.3LLZ\刘
彬等.3LGL(。但前人的研究对热变质岩角岩$后又

叠加热液蚀变(中黑云母的关注不多.以致不能建

立一个统一的斑岩成矿系统中黑云母的矿物化学规

律。因此.不同产出状态的黑云母的研究.对于斑岩

矿床成矿系统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甲玛超大型铜多金属矿属于斑岩成矿系统.位

于冈底斯成矿带东段.探明铜、钼、铅、锌、金、银资源

量均达大型以上规模。该矿床发现于3L世纪HL年

代.西藏地质六队于ZL年代开始勘查评价.探矿范

围局限于矿体出露与浅地表的铅山至铜山3PGHZ
A;3范围内。早期部分学者根据浅部工程揭露的层

状、似层状矽卡岩型铅锌$铜(矿体.加上矿石中可见

到条带状构造等特征.认为该矿床成因类型属于海

底喷 流 沉 积$Xabac($杜 光 树 等.GZẐ \姚 鹏 等.
3LL3\潘凤雏等.3LL3\王全海等.3LL3\李金高等.
3LLG(\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矿床类型为斑岩2矽卡岩

型$曲晓明等.3LLG\侯增谦等.3LLG\连玉等.3LL̂(。

3LL̂ 年开始.项目组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对甲玛矿区

进行了详细的地质勘探和研究工作.对矿床的地质

特征$唐菊兴等.3LGL\郑文宝等.3LGL\3LG3(、蚀变2
矿化特征$郑文宝等.3LGL\郭娜等.3LG3(、成岩成矿

年代学$应立娟等.3LLZ\‘)"7,5!<?.3LGQ(、流体演

化$周云等.3LGG(、成矿物质来源$应立娟等.3LGG\
李永胜等.3LG3(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提

出甲玛矿床属于与斑岩成矿系统有关的斑岩2矽卡

岩型铜多金属矿床.在该成矿理论的指导下.找矿取

得了重大突破。矿床的研究程度较高.但对典型矿

物.如黑云母的成因矿物学、矿物化学与找矿矿物学

研究方面还相对比较缺乏。甲玛铜多金属矿床的黑

云母主要为3类d一类是原生黑云母.属于成矿前\
另一类是岩浆热液形成的热液黑云母。原生黑云母

KQ̂第0H卷 第Q期 唐 攀等：西藏甲玛斑岩矿床系统黑云母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