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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玄岩系斑岩成因与成矿
——以玉龙铜矿带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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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 州)   (台 湾大学地质系,台 北)

捉 要 :西 廒东部新生代玉龙铜矿带有玉龙、扎拉尕、莽总、多葭松多和马拉松多等斑岩型

铜 (钼 )等 多金属矿床,寄 主岩石具交代地幔源锶、钕、铅同位素组成特征,岩 石化学成分均富

碱、高钾和 K20邓 a20比 值远大于 1,而 且从早期到晚期的斑岩中 ⒏oz和 K20含 量增加,△ 0z、

Alz⒐ 、Feo(F叻 03+Feo)、 Mg0、 Ca0和 Na2o含 量减少,以 及 Cu等 矿化多伴随晚期斑岩地质

体的内外接触带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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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斑岩型铜矿

”
有关的岩石通常为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和二长岩等,以 及它们的斑

岩[15’16],在 成因上明显与钙碱性系列的侵人岩有关[17],用 板块构造学说解释全球性斑岩铜

矿分布规律及形成机理,并 认为斑岩铜矿与大洋板块向大陆板块下俯冲,部 分熔融而形成的

钙碱性岩浆具有成因联系,铜 等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洋壳;Kesler等 [1:]和 HiIle等 [19]强调岛

弧构造环境起源的钙碱性花岗质岩浆对于斑岩铜矿的生成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近期发现钾玄

岩系的斑岩铜-金矿床[201,说 明与铜矿有关的斑岩,既 有钙碱性系列的斑岩,又 有钾玄岩系

列的斑岩。中国著名的斑岩铜矿,如 德兴和多宝山为闪长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1]。至于玉

龙铜矿带含矿斑岩属性等仍存在争议[2~7)。

地质概况

玉龙铜矿带含矿斑岩,是 哀牢山-金沙江新生代钾质碱性岩浆岩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位

于金沙江古缝合带西侧,该 缝合带洋壳俯冲时间在二叠至三叠纪,到 三叠世未大洋闭合,标

志
“
俯冲造山

”
结束,之 后属于

“
碰撞造山

”
,到 第三纪在金沙江以西地区,出 现一系列的

拉分断陷盆地,而 含矿斑岩和时空一致的钾质碱性深成岩、火山岩和煌斑岩也伴随产出。该

带含矿斑岩沿贡觉第三纪断陷盆地西侧分布[1〕,其 围岩主要是上三叠统甲丕拉组杂砂岩、

灰岩和火山岩等。岩体面积 0.2~0.63km2[:),均 为同期不同次侵人的复式岩体,岩 石类型

有石英二长斑岩、二长花岗斑岩、正长花岗斑岩和碱长花岗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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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岩 石化学特征

玉龙铜矿带含矿斑岩 中不 同类 型斑岩 的岩石化学成分均富碱 (K2O+Na2O多 大于

8%)、 高钾和 K2O/rq匆 O比 值远大于 1,以 及在复式斑岩体中,早 期和晚期的斑岩 ,在 岩石

类型上虽不同,但 它们的化学成分特点具一致性[7)。富集 ⒊、Ba等 大离子亲石元素和轻稀

土元素[9)等 ,表 明含矿斑岩属于钾玄岩系列[7]

3 锶 、钕、铅同位素组成

玉龙铜矿带含矿斑岩——石英二长斑岩、二长花岗斑岩、正长花岗斑岩和碱长花岗斑

岩,以 及共生的透辉石正长岩、粗面岩和煌斑岩的锶、钕、铅同位素组成极其类似且变化范

围 /l、 /43Nd'44Nd二 0.512427~0.512552,:7Sr'6Sr=o.7o51~0.7068,⒛
6Pb'04Pb=18.75~

18.88,207Pb'04Pb=15,62~15.66和
20:I)b'04Pb=38.90~38.96[101,类

似 南 印 度 洋 中

Kergnden岛 新生代钾质岩浆岩[21922],接 近 EMⅡ 地幔端员〔23〕,暗 示其地幔源区与交代地幔

有关。

4讨 论

4.1 构 造背景

对玉龙铜矿带含矿斑岩形成时的构造背景的认识有争议[1̂ 4]。 从岩浆岩形成时的构造

背景分为
“
造山

”
系列——产在地壳缩短和板块会聚地带的钙碱性岩浆岩组合,和

“
非造

山
”

系列——产在地壳拉伸带或板内扩张带或者在板块离散边缘的碱性岩浆岩组合[24)。而

该带含矿斑岩属于钾质碱性系列[7),与 其共生的钾质碱性深成岩、火山岩和煌斑岩,常 伴

随第三纪拉分断陷盆地产出等,均 显示板内非造山的构造背景。

4.2 含 矿斑岩的成因

对玉龙铜矿带含矿斑岩的成因存在不同的认识[293’11]。含矿斑岩锶、钕、铅同位素组成

具一致性和接近 EMⅡ 地幔端员。为了解 EMⅡ 地幔源区混合体积百分比,进 行了模拟定量

计算,其 结果[10〕:地 幔组分为 9B.7%~99.2%,地 壳组分为 0,8%~1.3%。 此结果与玉

龙、多霞松多和马牧普成矿岩体的幔源岩浆在侵位演化过程中受到地壳物质的污染极弱[12〕

是一致的。从而说明玉龙铜矿带的含矿斑岩物质来源于交代地幔源区,在 岩石成因类型上应

属于幔源型。

4.3 斑 岩演化与成矿关系

玉龙铜矿带斑岩型铜 (钼 )等 多金属矿床,均 与喜马拉雅期不同次的斑岩地质体构成的

复式斑岩体有关。该带含矿复式斑岩体中,早 期和晚期的岩石类型,在 不同的岩体中并非一

致,在 演化上也有所不同,如 玉龙为石英二长斑岩→正长花岗斑岩;扎 拉尕为二长花岗斑岩

→正长花岗斑岩;莽 总和多霞松多为二长花岗斑岩艹碱长花岗斑岩等。化学成分从早期到晚

期 Sio和 K2O含 量增加,△ O2、 A12O3、 FeO(Fe2O3+FeO)、 MgO、 CaO和 NazO等 量减

地

 
 

 

 
 

 
 

 



第 17卷 增 刊 张玉泉等:钾 玄岩系斑岩成因与成矿—— 以玉龙铜矿带为例

少,相 应的成矿元素含量也随之增加[13],表 明斑岩的演化与成矿的密切关系。

含矿斑岩的演化,可 能有两种模型:一 是区域上的演化;一 是含矿复式斑岩体的演化,

后者对成矿可能更有意义。含矿斑岩为复式岩体,非 含矿斑岩为单期单相[1′2〕。因此,含 矿

斑岩就意味是复式岩体,岩 石类型也不仅限于一种。如玉龙早期为石英二长斑岩,晚 期为正

长花岗斑岩等,它 们均具矿化[1]。而斑岩型铜矿化是在晚期的斑岩固结之后。因此,斑 岩

型铜矿化 ,无 论在时间上,还 是在空间上,与 晚期的斑岩有密切关系,这 种关系在找矿和勘

探设计等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对成矿并非如此,因 为早期和晚期的斑岩,对 成矿均有其贡

献,缺 一不可,否 则就成了非含矿斑岩。

4.4 矿 化富集部位

(1)玉 龙铜矿床:玉 龙斑岩体出露海拨大于 5000m,在 海拨 4300m以 上的斑岩是整体

矿化,以 下围绕
“
无矿核

”
呈环状矿化[1]。在整体矿化的斑岩中,既 有早期石英二长斑岩,

又有晚期正长花岗斑岩;在 岩体中心带 109钻 孔 ,孔 深 541m的 岩心[21和 “
无矿核

”
岩石化

学成分均显示晚期正长花岗斑岩的特点[14],表 明玉龙斑岩体的深部岩石和无矿核是晚期的

正长花岗斑岩;在 复式斑岩体中的细脉浸染状的斑岩型的铜矿化,在 时间上更接近晚期的斑

岩,在 空间上是在晚期的斑岩的上部及其周围。

(2)扎 拉尕铜矿床:从 工程地质图和部分钻孔岩心资料[14],表 明在复式岩体中,矿 化

富集部位多处在晚期侵入的斑岩地质体的内外接触带,如 未见矿 zK1,该 钻孔位在早期二长

花岗岩斑岩地质体中偏北部和远离晚期的正长花岗斑岩地质体。zK3和 ZK4两 个见矿钻孔

分别在孔深 348.84m和 68m处 见到晚期的正长花岗斑岩。

(3)莽 总铜矿床:地 表矿化弱,深 部矿化好。如 ZK1钻 孔地表至浅部矿化弱,孔 深 384

m矿 化开始变好,在 孔深约 450~480m(246回 次)见 到晚期的碱长花岗斑岩。

前述表明,在 玉龙铜矿带新生代含矿复式岩体中,矿 化和矿化富集部位多伴随晚期的斑

岩地质体及其内外接触带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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