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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冈底斯银多金属矿化带的基本特征

与成矿远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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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冈底斯斑岩铜矿带的北侧，发育一条与之平行的银多金属矿化带。文章对该银多金属矿化带的成

矿构造背景、矿床类型及矿化特点进行了初步分析与总结。研究结果表明，该矿化带受旁多—措勤逆冲系的控制，

呈近->向带状展布，带内矿床多位于->向逆冲断裂与近,3向张性构造的交汇部位；主要矿化类型为矽卡岩型

和热液脉型；据矿化特点差异，以念青唐古拉为界，可分为东、西!段，东段以矽卡岩型?@;1A;BC;%D矿化为主，西段

以热液脉型%D;1A;BC矿化为主，西段矿床的银含量明显高于东段。该矿化带是大陆碰撞造山晚期或后碰撞伸展早

期（!9!<9*E）热液活动的产物。综合对比分析显示，该矿化带具有良好的成矿条件及巨大的成矿潜力，有望发展

成为一条规模巨大的银多金属成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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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冈底斯带是青藏高原碰撞造山带内最具成

矿潜力的大型构造0岩浆成矿带。经初步勘查，冈底

斯斑岩铜矿带已初具规模，至少有>个斑岩型铜矿

床（甲马、驱龙、冲江、厅宫、朱诺）具大型规模潜力，

还有一批同时代的矿化斑岩体显示出良好的找矿前

景（侯 增 谦 等，?@@A；曲 晓 明 等，?@@A；郑 有 业 等，

?@@?；王全海等，?@@?）。然而，据已有的矿产勘查、

民间采矿及笔者最近的区域调查，发现在冈底斯斑

岩铜矿带的北侧发育一条与之平行的银多金属矿化

带。该带东起工布江达的洞中松多，西至昂仁的许

如错，可能继续向西延伸，总长逾A@@@B2，具有较

大的成矿远景，有望成为继斑岩铜矿带之后的又一

条更具经济意义的银多金属成矿带。

A 地质构造背景

冈底斯构造0岩浆带作为拉萨地体的重要组成

部分，经历了长期而复杂的发育历史，至少可识别出

C个构造0岩浆阶段。

（A）雅鲁藏布江洋壳板片俯冲阶段

向北的俯冲作用发生于中0晚白垩世，形成了著

名的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导致了冈底斯岩浆弧的发

育和日喀则弧前盆地的形成（D##")/""$3#E，AFGC；

H3//%-*&"$3#E，AFF?；I8//，AFFJ）。雅鲁藏布江缝

合带被早第三纪的南倾逆冲断裂系强烈改造（K%&"$
3#E，AFFC），仅局部地段得以残留。冈底斯岩浆弧主

要沿拉萨地体南缘分布，弧内岩浆岩侵入于古生代0
中生代地层中，显示出安第斯陆缘弧特征（9*8#*&"$
3#E，AFGJ；7%"/4""$3#E，AFGG），弧前盆地出露在日喀

则附近，其内，发育完好的白垩系0老第三系弧前序

列（I8//，AFFJ）。

（?）陆0陆强烈碰撞阶段

碰撞作用可能始于J>L3，于>>!C>L3达到

高峰（莫宣学等，?@@M），产出大体积的花岗岩及巨厚

（逾>@@@2）的林子宗火山岩系。这些碰撞期花岗

岩的峰期年龄为>>!C>L3，与弧花岗岩共同构成

长逾?@@@B2的冈底斯花岗岩基。林子宗火山岩

系的年龄介于JC!CAL3间（莫宣学等，?@@M），与碰

撞花岗岩相伴产出，因隆升剥蚀，主要在冈底斯带的

盆地区域发育（图A）。

（M）冈底斯逆冲断裂活动阶段

至少产生了?条规模巨大的逆冲断裂带。其一

为南倾的大反向逆冲断裂带或泽当—仁布断裂带

（K%&"$3#E，AFFC），强烈改造了雅鲁藏布江缝合带，

并展布于其南侧。尽管对其起始时限尚未很好约

束，但至少在AF!A@L3期间是活动的（K%&"$3#E，

?@@@）。其二为沿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北侧展布的北

倾的冈底斯逆冲断裂带（H3//%-*&"$3#E，AFF?），随着

蛇绿混杂岩的出露而消失，其活动年龄介于M@!?C
L3（H3//%-*&"$3#E，?@@@），它的发育导致了其上盘

冈底斯花岗岩基的广泛出露。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产

于冈底斯内部的一系列呈NO 向展布的逆冲断裂

系，在念青唐古拉以东，被命名为旁多逆冲系（叶培

盛，?@@C），在念青唐古拉以西，主要发育于措勤地

区，暂称措勤逆冲系。这些逆冲断裂系严格控制了

冈底斯银多金属矿带的形成与发育。

（C）后碰撞伸展阶段

在冈底斯，后碰撞伸展发育于区域性大面积隆

升之后（AF!?AL3），主要表现为冈底斯造山带乃至

拉萨地体和整个西藏高原发生NO向伸展，产生了

走向近PQ的横跨冈底斯山分布的裂谷系或正断层

系统（H3//%-*&"$3#E，AFF>；9*#"23&"$3#E，AFF>；

R#%&-%8B"$3#E，?@@A）。大体在与快速隆升和PQ向

裂谷事件相当的时段内，冈底斯造山带中发育了大

量小体积的钾质0超钾质熔岩（9*8#*&"$3#E，AFGJ；

L%##"/"$3#E，AFFF）及众多的花岗质斑岩体。后者主

体侵位于冈底斯花岗岩基内部，年龄集中于AM!AG
L3，构成了一条平行于主碰撞带的呈近NO向展布

的酸性斑岩带。这些斑岩在成分上以富钾为特点，

属钾玄岩0高钾钙碱性岩系，在岩石化学上显示出与

埃达克岩的亲和性（侯增谦等，?@@C3），于AJ!AML3
期间，发生不同程度的铜钼矿化，构成一条规模巨大

的斑岩铜矿带，即冈底斯铜矿带（侯增谦等，?@@M3；

芮宗瑶等，?@@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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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冈底斯构造"岩浆带的构造格架及银多金属矿床的分布

!—新近系；#—古近系；$—白垩系；%—侏罗系；&—三叠系；’—二叠系；(—石炭系；)—喜马拉雅期花岗岩；*—燕山期花岗岩；!+—蛇绿岩；

!!—缝合带；!#—断层；!$—逆冲断裂；!%—张性构造；!&—地质界线；!’—银多金属矿

,-./! 012345-267891:47;463<1=85.>1?1312345-2@1A3，?<4:-5.>-?37-@B3-4546?-AC17"D4AE9138AA-2>1D4?-3?
!—F14.151；#—G8A14.151；$—H7138214B?；%—IB78??-2；&—07-8??-2；’—G179-85；(—H87@45-6174B?；)—J-98A8E85.785-31；*—K85?<85-85.785-31；

!+—LD<-4A-31；!!—MB3B71N451；!#—,8BA3；!$—0<7B?368BA3；!%—015?-4568BA3；!&—=14A4.-28A@4B5>87E；!’—M-AC17"D4AE9138AA-2>1D4?-3

# 旁多—措勤逆冲断裂系

伴随印"亚大陆碰撞而引起的地壳缩短和构造

变形，不仅形成了位居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两侧的冈

底斯逆冲断裂带和泽当—仁布逆冲断裂带，而且在

冈底斯内部产生了一系列逆冲断裂系及由此构成的

逆冲"推覆构造。在念青唐古拉以东，逆冲"推覆构造

在当雄旁多发育完好，东西向延伸逾’++;9（图!），

组成旁多逆冲系统（叶培盛，#++%）。旁多逆冲系由%
个构造带构成，从南到北依次为：! 南部前缘挤压

滑脱构造带；" 中部叠瓦状逆冲断层带；# 北部高

角度逆冲断层"逆冲推覆岩席带；$ 后缘逆冲推覆

带。第!带以逆掩断层和紧密褶皱为主，第"带以

叠瓦状逆冲断层系和斜歪倒转褶皱构造为特征，第

#带被高角度逆冲断层所夹持，第$带以发育高角

度逆冲断层和直立"斜歪褶皱群为特点。夹持不同

褶皱群和推覆体的一系列逆冲断层的走向相近，均

以近OP向为主，倾向F或FFO，但倾角发生规律

性变化：前缘较缓（!$+Q），中部陡峭（&+%)+Q），北

缘减缓（!&%$+Q）（吴珍汉等，#++$；叶培盛，#++%）。

据逆冲断层产状和构造变形特点推断，不同的逆冲

断层，向深部产状趋缓，汇聚于拉萨地体中部统一的

深部构造滑脱界面（图#）。

旁多逆冲系的活动时代，目前尚无测年数据，然

而，根据地质特征和切割关系可做出初步限定。该

逆冲推覆构造带卷入并切割了石炭系"白垩系和古

近纪地质体，其中，逆冲推覆将石炭系"三叠系叠覆

于上白垩统设兴组及始新统（%$%$%R8）（莫宣学

等，#++$；中国地质调查局，#++%）帕纳组火山岩系之

上。同时，逆冲断层切割了年龄为&#R8的黑云母

二长花岗岩和&#%%*R8的羊八井花岗岩，由此可

将旁多逆冲系活动时代的下限定为$%R8左右（叶

培盛，#++%）。向西延伸的旁多逆冲系，被念青唐古

拉山脉和当雄—羊八井裂谷切割截断，表现为被念

青唐古拉花岗岩冲断。刘琦胜等（#++$）研究表明，

念青唐古拉山脉的主体为中新世花岗岩基，其锆石

MJSTRG年龄为!)U$%!!U!R8；以当雄—羊八井

裂谷发育为代表的近OP向伸展和FM向正断层，其

形成时限被限定为!)%!%R8（VA-5?-B;138AU，#++!；

P-AA-89?138A/，#++!）。由这些资料推定，旁多逆冲

系活动时代的上限!!)R8。此外，沿旁多逆冲推覆

构造 带，出 露 大 量 小 体 积 花 岗 岩，它 们 严 格 受

旁 多逆冲系的控制。区域调查和有限的测年资料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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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冈底斯带旁多逆冲系构造式样（据叶培盛，!""#）

$—始新统；!—上白垩统；%—上三叠统；#—上二叠统；&—二叠系与石炭系（未分）；’—石炭系；(—砂泥质板岩；)—含粉砂泥质板岩；

*—板岩；$"—灰岩；$$—火山岩；$!—地层不整合界线；$%—逆冲断层；$#—推测逆冲断层

+,-.! /01230214564007189:;48-<290=12>0>?>07@,8A48-<,>7B750（4:071C7，!""#）

$—D93787；!—E6671F17043792>；%—E6671G1,4>>,3；#—E6671;71@,48；&—;71@,4848<F41B98,:7192>；’—F41B98,:7192>；(—/48<?41-,55,07；

)—/,50?41-,55,07；*—/5407；$"—H,@7>0987；$$—I95348,3193J；$!—E8398:91@,0?；$%—G=12>0:4250；$#—K8:7117<0=12>0:4250

示，这些岩浆的侵位活动时限为%"!!#L4"，与雅

鲁藏布江缝合带北缘的冈底斯逆冲断裂活动的时限

一致。

在念青唐古拉以西到措勤一带，同样发育一条

与旁多逆冲系性质类似的冲断系统———措勤逆冲

系。其研究程度低于东段逆冲系，但就基本结构、断

裂特征和构造式样而言，两者具有较广泛的可比性。

措勤逆冲构造带总体呈近DM向展布，西自措勤以

西，经扎日南木错南、措麦，向东交于羊八井ND向

裂谷而与旁多逆冲系相接，东西长逾’&"J@。措勤

逆冲构造带南北边界断裂的主断面总体倾向N，北

侧断裂为一条区域性大断裂，倾角较大（’"!(&O），

南侧断裂的倾角略小（#"!’"O）。处于逆冲构造带

内部的断裂倾向有较大变化：在措勤一带，断面总体

倾向南，倾角%"!#"O，在东部江章—接弄一带，主断

面多倾向南，倾角变大（#&!(&O），局部断面向北陡

倾（倾角’"!(#O）。断裂带内以发育碎裂岩、硅化岩

和构造岩为特征，局部发育糜棱岩。措勤逆冲构造

带表现为多期活动的脆韧性构造带：早期为由北向

南逆冲，中期呈现斜冲P韧性剪切性质，晚期具有左

行走滑特征。措勤逆冲系的活动时限目前尚未很好

限定。有限的年龄数据显示，该逆冲系西段断裂构

造的斜冲P韧性剪切活动时间为#&L4，晚期走滑时

间为$"Q#L4（石英D/R测年）"。同时，该逆冲系

所切割的最新地层的时代为中新世，并且，沿逆冲带

有中新世花岗岩体侵位。上述年龄及地质现象表

明，措勤逆冲系具有多期活动的特点，且活动时限较

长，与旁多逆冲系略有不同。

% 矿化带特征

冈底斯银多金属矿化带位于冈底斯花岗岩基的

北侧，在空间上严格受近DM向展布的措勤—旁多

逆冲带控制。以ND向展布的念青唐古拉为界，矿

化分为东、西两段。东段西起羊八井，东抵墨竹工卡

以东，长大于$&"J@，宽约%"J@，以F2P;BPS8矿化

为主。目前，东段内已发现F2P;BPS8多金属矿床和

矿（化）点$"余处（图$）。西段东起南木林，西至昂

仁许如措以西，长逾!""J@，总体宽约&"J@，以

T-P;B矿化为主。目前已有资料显示，西段内已发

现T-P;B多金属矿床（点）)处。无论是东段的F2P
;BPS8矿床，还是西段的T-P;B多金属矿床，多位于

DM向逆冲构造与近N/向张性断裂的交汇处。矿

体的产出与展布也受这!组构造的控制，矿体多赋

存在这!组构造内或其次级构造中。表$初步总结

了冈底斯银多金属矿化带内主要矿床（点）的矿化特

" 西藏地质矿产局.!""$.$U!"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内部资料.
#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青藏高原及邻区地质图（$U$&"""""）说明书.内部资料.

’&$ 矿 床 地 质 !""(年

 
 

 

 
 
 
 
 



表! 冈底斯银多金属矿带主要矿床的矿化特征

"#$%&! ’(#)#*+&),-+,*-./-,%0&)12.%34&+#%%,*5&2.-,+-,67#685&-&$&%+
地质概况 矿化特征 矿石组构与矿物组合 金属含量（!!） 类型

矿带东段

洛巴堆矿床

位于冈底斯岩浆弧北侧东段。矿

区出露下二叠统洛巴堆组灰岩、

砂岩、安山岩、流纹岩、凝灰岩。

未见岩浆岩体。矿体产于安山

质凝灰岩与灰岩过渡部位。断

裂构造发育，以"#向、$#向、

$"向为主

矿体大多呈多层似层状顺地层产出，

部分呈脉状、透镜状赋存在构造破

碎带内。浸染状、细脉状矿化。围

岩蚀变发育，以矽卡岩化、绿泥石

化、碳酸盐化、硅化为主

矿 化 以 锌 为 主，铅 次

之，局 部 见 铜。 块

状、浸 染 状、团 块 状

构造。矿 石 矿 物 主

要为 闪 锌 矿、方 铅

矿、黄铁矿、黄铜矿

%&’()*!+(,,*，平

均-(./*；

01/()*!2,(.+*，

平均3(4-*；

56’(/*!+*；

78++!/,.8／9

矽卡岩:
热 液

脉型

帮浦矿床

位于冈底斯岩浆弧北侧东段。矿

区出露下二叠统洛巴堆组灰岩、

砂板岩及古新统典中组凝灰岩。

矿区东南部见有喜马拉雅期二

长花岗岩；矿区中部出露二长花

岗斑岩株。"# 向断裂 构 造 发

育

矿化出现在斑岩体内、岩体接触带及

"#向构造带内。矿化具分带性：

斑岩体内以铜钼为主，浸染 状 矿

化；外围以铅锌银为主，脉状、细脉

状矿化。蚀变分布范围较大，主要

有钾硅酸盐化、绢英岩化、矽卡岩

化、青磐岩化

浸染状、细脉浸染状、

块状、斑点状构造。主

要矿物为方铅矿、闪锌

矿、黄铜矿、斑铜矿、辉

钼矿、黝铜矿、磁黄铁

矿

%&’(3-*!,’(-*；

01’(’-*!2(/,*；

56’(/)*!’(-)*；

;<’(’+*；

78/’+!-//8／9

斑岩:矽

卡 岩

型

龙马拉矿床

矿区出露二叠系灰岩及砂页岩，南

侧为古近纪中酸性火山岩。近

$=向构造及"#向构造发育

矿体赋存在矽卡岩化灰岩内和$=向

破碎带内。为铅锌铜矿化。矽卡

岩内矿体呈不规则状、囊状、团块

状，断裂破碎带内矿体呈脉状、透

镜状。围岩蚀变主要为矽卡岩化、

绢英岩化、青磐岩化

块状、浸染状、细脉浸

染状、细 脉 状 构 造。

主要矿物为方铅矿、

闪锌矿、黄 铜 矿、斑

铜矿、黄 铜 矿、孔 雀

石、铜蓝

%&’()*!+*；

01/(-+*!/-()*；

56’()*!2(.*；

78).!/’48／9

矽卡 岩

型

新嘎果矿床

矿区出露白垩系塔克组灰岩、泥页

岩及砂板岩，南东侧见有花岗闪

长岩体。$#、$=、"#向断裂构

造发育。含矿构造为近$=向断

裂

有两种矿化类型：构造破碎带内的

脉状、透镜状矿体；地层层间破碎

带内的层状、似层状矿体。前者以

铜、铅、锌矿化为主，后者以锌、铅

矿化 为 主。围 岩 具 碳 酸 盐 化、硅

化、矽卡岩化蚀变

浸染状、团块状、细脉

状构 造。金 属 矿 物

为方 铅 矿、闪 锌 矿、

黄铁矿、黄 铜 矿、孔

雀石、铜蓝

%&,(2*!//(+*；

01,(.)*!-)(3*；

56’(’)*!’(.*；

78./!3,8／9

矽卡岩:
热 液

脉型

矿带西段

则学矿床

出露石炭系灰岩、砂板岩及第三系

火山 岩。以"# 向 断 裂 为 主。

矿区东部见有小规模的花岗斑

岩体。矿体产于"#向破碎带

及矽卡岩化灰岩内

矿体规模小，矿化不连续。破碎带内

的矿化较强，灰岩地层的矿 化 较

弱。以铅锌矿化为主，局部见铜矿

化。蚀变有石榴石矽卡岩化、碳酸

盐化和弱硅化

浸染状、细脉状构造。

主要金属矿物为 方

铅矿、闪锌矿、黄 铁

矿、镜铁矿，局 部 见

有黄铜矿

%&’(’/*!-()*；

01’()*!3(.*；

784)!).,8／9

热液 脉

型

切穷矿床

出露林子宗群（"/>-）流纹质凝灰

岩和流纹岩。矿区北部出露中

新世花岗岩。"# 向断裂从 矿

区南部火山岩区通过。花岗岩

内的$#向破碎带为主要含矿

构造

矿体呈透镜状、脉状，矿化不稳 定。

单矿体长几米到几十米，宽/?左

右。以银、铅矿化为主，有少量锌、

铜矿化。主要蚀变为硅化、绿泥石

化、碳酸盐化、绢云母化、褐铁矿化

角砾状、细脉状、块状、

浸染 状 构 造。主 要

金属矿物为方铅矿、

闪锌 矿、黄 铜 矿，局

部见有孔雀石

%&3(.’*!,’(-*；

01’(,2*!.(2-*；

56’(-’*!)(/3*；

78/’+!-/4.8／9

热液 脉

型

容布当矿床

林子宗群（"/>-）角砾火山岩不整

合于二叠系灰岩夹砂板岩之上。

中新世二长花岗斑岩呈岩枝侵

位于灰岩中。区域性"#向大

断裂从矿区南侧通过。岩体与

灰岩接触带及$#向构造破碎

带为赋矿地段

矿体规模较大，构造破碎带内的矿体

呈脉状，矽卡岩带内的矿体呈不规

则透镜状。以银、铅、锌、铜矿化为

主。主要蚀变为矽卡岩化、硅化、

青磐岩化

细脉状、块状、浸染状

构造。主 要 金 属 矿

物 为 闪 锌 矿、方 铅

矿、黄铜矿、铜蓝、孔

雀石

%&)(,)*!)-(-*；

01/(3.*!)2(+*；

56/(32*!//(+*；

7843!)’+8／9

矽卡岩:
热 液

脉型

夏龙矿床

出露喜马拉雅期花岗岩。外围为

林子宗群（"/>-）火山角砾岩、凝

灰岩。矿体赋存在花岗岩内的

$=向张性构造带中

主要为铅矿化，局部见铜矿化。矿体

呈透 镜 状、脉 状 产 出，规 模 较 小。

主要矿物为块状方铅矿，晶体大且

晶形完好矿。围岩蚀变有硅化、绢

云母化、碳酸盐化

块 状、稠 密 浸 染 状 构

造。金 属 矿 物 主 要

为方铅矿，有少量黄

铜矿及黄铁矿

%&)’(,*!,2(.*；

01’(’/*!’(’-*；

784))!-)3’8／9

热液 脉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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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由表!可见，带内矿床以矽卡岩型和热液脉型

矿化为主，矿床普遍含"#，但东段矿床（点）的"#含

量总体上低于西段矿床（点）。东段矿床多有$%矿

化且$%含量较高，而在西段，$%矿化不发育，目前

仅在一些矿床的局部见有微弱的$%矿化。上述特

征表明，东、西&段的矿化特点存在一定的差异。

’ 主要矿床类型与典型矿床

冈底斯银多金属矿带内，矿化类型主要为矽卡

岩型及热液脉型。从分布上看，东段以矽卡岩型为

主，西段则发育热液脉型矿化（表!）。在东段的矽卡

岩型矿床中，部分矿床显示出与斑岩型矿化有某种

成因联系，具代表性的矽卡岩型矿床首推帮浦$%(
)*(+,矿床。西段的热液脉型矿化，与岩浆活动的关

系不明显，在脉状矿床中，切穷"#()*矿床较为典

型。

帮浦矿床 位于旁多逆冲系中段尼龙多—也吾

拉-..向逆冲断裂的北侧（图!）。矿区出露下二

叠统洛巴堆组灰岩、砂板岩及古新统典中组凝灰岩，

两者呈断层接触。二长花岗斑岩体侵入典中组中酸

性凝灰岩内，呈岩株产出（图/0）。斑岩体内发育细

脉浸染状、浸染状 12($%矿化，矿化呈面状分布。

金属矿物为黄铜矿、黄铁矿、辉钼矿。斑岩体外接触

带发育$%、)*、+,矿化，矿体呈脉状、透镜状、不规则

状分布在近3.向破碎带和矽卡岩内。矿体产状受

接触带及构造带控制。矿石矿物组合为黄铜矿(磁

黄铁矿(斑铜矿(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岩体内的

铜、钼矿化较弱，铜含量一般不足45&6，围岩中的

矿化较强，$%、)*、+,、"#含量（!7）分别为45!/6
!45&/6、458&6!945&6、:5996!’’5!96、

（!4;!&!!）<!4=9。斑岩体内发育钾化、绢英岩化

蚀变，而斑岩体的围岩中则具矽卡岩化、硅化、大理

岩化及青磐岩化蚀变。从斑岩体到含矿地层，金属

矿物组合具有从黄铜矿(辉钼矿(黄铁矿到磁黄铁矿(
黄铜矿(斑铜矿(黄铁矿到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的

分带性变化。帮浦矿床显示出斑岩(矽卡岩型复合

矿化的特点。

切穷矿床 位于措勤逆冲断裂带的北侧（图!）。

矿区 南 部 出 露 古 近 纪 林 子 宗 群（3!(&）火 山 岩（图

/*），主要岩性为流纹质凝灰岩和流纹岩。矿区北部

出露中新世花岗岩体，侵入于流纹质凝灰岩地层内。

3.向逆冲断裂从矿区中部火山岩区通过，倾向-，

倾角;4!94>。花岗岩体内发育数条-.向断裂，银

铅矿体即赋存其中。含矿断裂构造呈平行或斜列分

布，规模不大，长几十至!44余米，宽!!;?，倾向

-3，倾角;;!9;>。矿体呈脉状、透镜状产出，其产

状总体上与破碎带一致。矿石具浸染状、细脉状、角

砾状、块状、条带状构造。主要金属矿物为方铅矿，

局部见有黄铁矿、闪锌矿、黄铜矿。以银、铅矿化为

图/ 冈底斯银多金属矿化带帮浦矿床（0）和切穷矿床（*）地质略图

!—上二叠统砂板岩；&—上二叠统大理岩化灰岩；/—古新纪凝灰岩；’—古近纪流纹岩；;—中新世二长花岗斑岩；9—中新世花岗岩；

:—断裂；8—逆冲断层；@—$%(12矿体；!4—银多金属矿体

AB#C/ DE2F2#BG0FHIEJGK?0L2MJKE70,#L%NEL2HBJ（0）0,NJKEOBEPB2,#NEL2HBJ（*）

!—QLLER)ER?B0,HF0JE；&—QLLER)ER?B0,?0R*FEBSENFB?EHJ2,E；/—)0FE2#E,J%MM；’—TKU2FBJE；;—1B2GE,E?2,S2#R0,BJEL2RLKURU；

9—1B2GE,E#R0,BJE；:—A0%FJ；8—TEVERHEJKR%HJM0%FJ；@—12FU*NE,%?(G2LLER2RE*2NU；!4—WBFVER(L2FU?EJ0FFBG2RE*2NU

8;! 矿 床 地 质 &44:年

 
 

 

 
 
 
 
 



主，有少量锌、铜矿化。金属含量（!!）分别为"#
$%&’(!)’%*(、+,’%)-(!&%-*(、./’%*(
!0%1$(、23（1’4!*15&）61’7)，23含量普遍较

高。主要蚀变为硅化、绿泥石化、方解石化、绢云母

化、褐铁矿化。

4 控矿要素与成矿远景分析

!8" 控矿要素分析

不论是冈底斯银多金属矿化带的东段还是西

段，均严格受近9:向展布的逆冲带的控制。多数

矿床和矿点分布于逆冲推覆构造带内，更多地受前

缘缓角度逆冲断裂带的控制。这种区域构造控制主

要体现为，深部构造滑脱带和浅部逆冲断裂对不同

规模流体流的迁移;汇聚及成矿流体的循环;排泄等

方面的控制。

如前所述，在逆冲推覆构造系统中，倾向一致但

倾角不同的一系列逆冲断裂在深部有变缓的趋势，

显示“犁式”断裂特征，并汇聚于拉萨地体中部统一

的深部逆冲滑脱带内。这种构造式样类似于板块俯

冲带。大洋钻探研究证实，在洋壳板片俯冲过程中，

从俯冲板片排挤出的流体沿俯冲带向上回流，并在

增生楔和前陆大量汇聚（<=">?311’@AB?,CBDBA"EFG
CH，15$&）。<>BI?F（155*）和=?JB,3（155*）的研究表

明，在大陆板块汇聚;碰撞过程中，流体流从主碰撞

带向前陆方向迁移;汇聚，导致KLM型"#;+,矿床

与油气田的共存发育（NOP,QCO,，1555），并据此提出

了大规模流体起源于造山过程，并向前陆盆地迁移;
汇聚的概念性模型。REH?F等（155$）对南威尔士前

陆盆地内流体流的数值模拟表明，向前陆盆地汇聚

的流体，具有跨盆地的温度递变，最高排泄温度可高

达0’’S，并引起含沥青煤向无烟煤的递进变质。在

冈底斯带，尽管相对向北俯冲的陆壳（包括古生;新

生界）能否排挤出大量流体尚不能确证，但向北缓倾

的逆冲;滑脱带至少可以作为流体迁移的通道，控制

了大规模流体流的输运和集聚。按照造山带流体迁

移模式，大规模流体流可能沿着向北缓倾的逆冲;滑

脱带向南迁移和汇聚，并沿合适的构造通道向上排

泄。这些排泄通道可以是逆冲断裂或张性断裂，也

可以是断裂破碎带。在冈底斯，一系列北倾的逆冲

断裂，不仅大大增大了地层的渗透率，提高了流体的

对流循环能力，而且很可能作为流体的排泄通道，诱

导 流体沿其向上运移和排泄，并在构造虚脱空间或

图- 冈底斯银多金属矿化带成矿作用示意图

1—燕山期花岗岩；*—中新世花岗斑岩；0—第三系;二叠系；-—张

性构造；4—逆冲断裂；)—银多金属矿；&—运动方向（逆冲）；$—流

体运移方向

TB38- @U?CAPJEVQPOWB,3QB>I?F;VO>HJ?CE>>BAJB,?FE>BXECBO,
B,RE,3Y?Q?#?>C

1—ZE,QPE,BE,3FE,BC?；*—KBOA?,?3FE,BC?VOFVPHFH；0—M?FCBEFH;

"?FJBE,；-—M?,QBO,DE/>C；4—[?I?FQ?CPF/QCDE/>C；)—@B>I?F;VO>H;

J?CE>>BAY?VOQBC；&—MPF/QCJOI?J?,CYBF?ACBO,；$—T>/BYJB3FECBO,

扩容空间聚集成矿（图-）。

尽管冈底斯银多金属矿化带受旁多—措勤逆冲

带的控制，但其中的多数矿床和矿点都位于\@向正

断层与9: 向逆冲断裂的交汇部。在冈底斯带东

段，部分矿床（点）偏离旁多逆冲系，但明显受近\@
向或\\:向正断层的控制。有限的[?;<Q同位素

测年资料表明，其成矿年龄为1-!1)KE（孟祥金

等，*’’0），与斑岩铜矿的成矿年龄相当（侯增谦等，

*’’0#），也与\@向正断层的发育时限（10!1$KE）

相一致。在冈底斯带西段，多数矿床的脉状矿体走

向近\@，或呈近\@向延展，部分地段的脉状矿体呈

等间距产出，受\@向正断层控制。该带西段的夏龙

银多金属矿床的热液云母];2F测年资料表明，其成

矿年龄为*4KE（孟祥金，未刊资料），与后碰撞伸展

起始时间（!*4KE）相当。由此看来，这种构造控制

反映出，9:向逆冲断裂虽然具有输导流体的通道

功能，但向上排泄的流体主要集聚并定位于由碰撞

后伸展所形成的扩容空间，即\@向正断层，或由正

断层与逆冲断裂交汇所产生的扩容空间内（图-）。

斑岩;岩浆系统和石炭纪;第三纪地层系统，对冈

底斯银多金属矿化带的成矿作用也起了重要的作

用，主要体现在*方面，即驱动流体循环的热源及成

矿物质的贡献。在冈底斯带东段，斑岩;岩浆系统有

541第*)卷 第*期 孟祥金等：西藏冈底斯银多金属矿化带的基本特征与成矿远景分析

 
 

 

 
 
 
 
 



重要贡献。尽管大多数矿区未见斑岩体出露，但下

列!个事实表明，深部可能有岩体发育：! 中新世斑

岩东西向断续成带，侵位于冈底斯花岗岩基之内，南

北向串珠成列，断续延伸达"#$%，受近&’向正断

层控制（侯增谦等，(##!)；*+,-./01，(##2)）。这些

斑岩体从斑岩铜矿带向北断续延伸，出现在汤巴拉

和帮浦矿区。" 银多金属成矿作用主要形成矽卡

岩型矿床，矽卡岩化要求有必需的热源，即侵入体。

# 在旁多逆冲系，断续出露一些小体积花岗岩类侵

入体，尽管其年龄未很好限定，但区域地质调查资料

表明，以中新世为主。在冈底斯带西段，地层或沉积

建造的控矿作用更为明显，尽管矿体主要产于一些

断裂带内，但赋矿地层以二叠系为主，少量为古近纪

火山岩系。石炭系3二叠系以浅海相火山碎屑沉积

为主，被 解 释 为 弧 后 扩 张 的 产 物（45-67--./01，

89::），其岩相特征类似于产出四川夏塞特大型银矿

床的晚三叠世碎屑岩系（刘权，(##!）。早第三纪火

山岩系以安山质为主，英安质次之，是大陆碰撞的典

型产物。这(套岩系被深深卷入逆冲推覆构造带

中，并被一系列逆冲断层所切割。火山3沉积建造中

的金属，如;<和4)等，很可能被对流循环的热流体

淋滤和萃取，提供了大量成矿物质。

!1" 成矿远景分析

冈底斯银多金属矿化带虽有长逾8###$%的

规模，但除民间开采外，尚未进行过系统的矿产勘

查。目前，整个矿化带内的矿床多处于中、小型规模

水平上，此带究竟有多大的成矿远景，亟待做出科学

预测。基于以下分析，笔者初步认为，冈底斯银多金

属矿化带有望发展成为一条规模巨大的多金属成矿

带，特别是，其西段可望成为一条潜力巨大的;<矿

带。

构造3岩浆控制条件 冈底斯银多金属矿化带

产于拉萨地体中部的逆冲推覆构造带中，夹持于旁

多—措勤逆冲系之间，位于=>向逆冲断裂与&’向

张性断裂的交汇部位，矿体赋存于由正断层所产生

的扩容空间内。印度大陆板片向亚洲大陆下俯冲，

并于?"$""@/与之强烈碰撞，不仅导致地壳的双

倍增厚，更引起地壳的大规模缩短。据研究，自白垩

纪以来，该高原的地壳缩短量达8:##$%（@,6ABC
-./01，899D）。前人研究表明，不同地体间通过大规

模逆冲推覆作用实现了块体拼贴和叠置，如冈底斯

逆冲断裂和大反向逆冲断裂活动，导致拉萨地体向

南推覆叠置于印度大陆板片之上。笔者注意到，在

诸如拉萨地体之类的地体内部，大规模地壳缩短主

要是通过逆冲3推覆致使板片重复叠置来实现的。

这种逆冲作用形成了横亘冈底斯内部的长逾8###
$%的巨型逆冲推覆构造带。该构造带由于受后期

构造3岩浆事件的改造、破坏，被切割成(段或数段，

但其巨型规模仍清晰可辨。在逆冲3推覆构造带中，

异常发育的逆冲断裂和滑脱带势必增大构造带的渗

透率，促进流体的对流循环和迁移3汇聚。在逆冲3推

覆过程中，古生代3中生代地层卷入其中，势必被流

经其中的流体淋漓和萃取大量成矿物质。进入中新

世以来的碰撞后东西向伸展作用，在拉萨地体表现

得异常明显，除形成数条规模较大的&’向裂谷（如

当雄—羊八井、谢通门、措勤裂谷等）外，还发育一系

列近&’向的正断层系统。这些正断层系统在近地

表处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等间距的近&’向河谷和水

系，在冈底斯斑岩铜矿带中，它们控制着含矿斑岩体

的空间就位，在逆冲3推覆构造带内，它们与一系列

逆冲断裂交汇，控制着热液流体的汇聚和金属硫化

物的定位。

总之，近=>向的逆冲3推覆构造和近&’向的

正断层系统，不是局部地壳形变的产物，而是伴随陆

3陆碰撞和碰撞后伸展等重大地质过程而产生的构

造事件，因此，其规模巨大，影响至深，为成矿作用提

供了重要条件。

成矿作用类比性 前已述及，冈底斯银多金属

矿化带具有明显的分段性，东段以矽卡岩型矿化为

主，西段以热液脉型矿化为主。东西两段的成矿作

用特征可分别与西藏甲马大型铜多金属矿床和川西

夏塞特大型银（铅3锌）矿床类比。

甲马矿床是一个典型的斑岩E,3@+、矽卡岩4)3
FG成矿系统。斑岩E,3@+矿化产于斑岩岩株内部

及其与围岩的接触带，伴有典型的热液蚀变，如钾硅

酸盐化、石英3绢云母化和弱粘土化。矽卡岩4)3FG
矿化发育于斑岩体的围岩（二叠纪碳酸盐建造）内，

可能是因为热液顺层交代碳酸盐岩，所以形成了层

状矽卡岩及伴生的层状3透镜状4)3FG富矿体。后

者曾被解释为中生代海底喷流3沉积产物（杜光树

等，899:）。然而，最近的H-3IJ定年表明，甲马矿床

的成矿年龄为8"KD@/（芮宗瑶等，(##!），与冈底斯

斑岩铜矿带内的其他矿床无异，也集中于区域铜矿

成矿时限内（82$8?@/）（侯增谦等，(##!)）。在冈

底斯带的东段，产于逆冲推覆构造带内的多金属矿

床，尽管赋存富4)3FG矿体的地层层位与甲马矿床

#?8 矿 床 地 质 (##D年

 
 

 

 
 
 
 
 



不尽相同，但其形成机制一致，成矿条件似乎更为优

越，因此，有望形成大型富矿。

川西夏塞特大型!"矿床的发现是近年来取得

的重大找矿突破。该矿床产于晚三叠世弧后环境沉

积的巨厚砂板岩系内。矿床主要受##$向张性断

裂带的控制，矿体就位于上三叠统砂岩%粉砂岩与绢

云母板岩及钙质板岩系的层间滑脱带和断裂带中，

呈脉状、大脉状、似层状和透镜状（刘权，&’’(）。沿

断裂破碎带发育强烈的线性蚀变带，从矿体至外围

砂板岩系，出现硅化%绢云母化%方解石化%绿泥石化%
阳起石化的水平分带，反映出该断裂破碎带既是热

液运移通道，又是主要容矿空间。矿床的硫、铅同位

素组成表明，受岩浆驱动的热液流体沿着区域性张

性断裂向低压、低温方向大规模迁移，并从相对富银

的上三叠统砂板岩系中淋滤!"、)*、+,等成矿物

质，在构造扩容空间卸载成矿。冈底斯带西段的!"%
)*矿化，不论在提供成矿物质的沉积建造和形成背

景方面，还是在控矿构造和成矿方式方面，均可与夏

塞银矿床对比，反映出冈底斯带西段具有形成大型

!"矿的成矿远景。

矿化带综合异常-./’万和局部-.&’万化探资

料显示，在冈底斯斑岩铜矿带范围内，除已发现的斑

岩型矿床和矿点外，还发育众多的套合好、浓度中心

明显、未被检查的!"、+,、)*等地球化学异常。经

遥感解译和01图像处理后发现，该带内尚有众多

与化探异常耦合的交汇构造及热液蚀变晕信息，其

中多数在空间上处于2$向逆冲断裂带与#3向裂

谷或断裂带的交汇点或交汇区附近，其空间位置及

综合示矿信息与已知矿床或矿点相当，也反映出该

矿化带具有较好的成矿信息显示和很大的找矿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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