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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诺斑岩型铜矿床位于冈底斯构造成矿带中段的西部。冈底斯构造成矿带具有十分优越的成矿条件（李德威，1993），

通过对矿区蚀变分带、物化探等直接或间接的找矿标志的研究，揭示了朱诺斑岩型铜矿床具有深部及外围的找矿潜力。 

1   区域地质 

朱诺斑岩型铜矿床大地构造位置属于西藏－三江造山系，拉达克－冈底斯弧盆系。多期次的构造运动使其地质构造十分

复杂，为成矿提供了有利条件（曹军等，2010）。 

区域地层石炭系永珠组（C1y）、拉嘎组（C2l）为结晶基底，晚侏罗统－下白垩统麻木下组（J3－K1m）、比马组（K1b），

古近系典中组（E1d）、年波组（E2n）和帕那组（E2p）及第四系构成沉积盖层。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既有因南北两大板块挤压、碰撞而形成的以近东西向为主的超岩石圈断裂，也有因构造转换而形成

的以拉张和走滑为特征的 NE 向和近 SN 向构造，构造形迹以断裂发育为特征（曹军等，2010）。 

火山活动强烈，主要集中于晚白垩世至早始新世。早期侵入岩主要为花岗闪长岩和石英闪长岩，形成时代 40 Ma±，晚

期侵入岩主要为花岗斑岩和石英斑岩等，形成时代 16 Ma±（郑有业等，2007）。 

2  矿床地质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古新统－始新统林子宗群年波组与帕那组的一套中酸性火山碎屑岩（西藏自治区地质调查院，

2006）。 

断裂构造主要有北东向和北西向 2 组，其中北东向构造控制了斑岩体和矿体的就位。北东、北西及南北向断裂带为区内

铜、金多金属成矿提供有利的容矿空间（西藏自治区地质调查院，2006）。 

朱诺斑岩型铜矿区含矿斑岩主要为花岗斑岩。矿区共发现 3个斑岩体，斑岩体在地表呈不规则椭圆形。在山顶附近可见

到隐爆角砾岩，有时可见侵入较早的斑岩形成角砾，较晚的斑岩岩浆胶结角砾（西藏自治区地质调查院，2006）。 

矿区共发现 3 个矿体或矿化体，其中 CuⅠ矿体位于Ⅰ号斑岩体以及其外接触带斑状角闪二长花岗岩、黑云母二长花岗

岩之中。矿体近地表及浅部以氧化矿为主。CuⅡ和 CuⅢ矿体分布于矿区南部和东部 ,两者均呈长条形沿北东向产出。矿石

的结构构造具有典型斑岩铜矿结构构造的特征，即矿石构造以细脉浸染状构造为主（西藏自治区地质调查院，2006）。 

3  找矿标志 

蚀变特征是矿化富集程度和部位的重要标志。一般是蚀变范围越大、分带性越好，矿床规模越大，反之，则矿床规模亦

小。与酸性－中酸性岩体有关的矿床，工业矿体主要赋存在石英绢云母化带中（郦今敖等，1982）。 

矿区岩石蚀变强烈，具斑岩型铜矿床蚀变分带特征，类型主要有钾化、黄铁绢英岩化、青磐岩化、硅化、泥化及碳酸盐

化等。岩体蚀变分带明显：钾化（弱）→黄铁绢英岩化、高岭土化→青磐岩化、铁碳酸岩化。 

冈底斯带的构造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控岩、控矿作用，以线性复式褶皱、压扭性逆冲推覆构造为主；近 E-W 向逆冲断

裂带与 S-N 向正断层系统的一系列交汇点，是含矿斑岩及其驱动的热液成矿系统的定位空间（芮宗瑶等，1984）。朱诺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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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铜矿床即位于该构造体系的中部，具有良好的成矿地质背景，朱诺斑岩型铜矿床的成矿地质背景及其成岩成矿年龄与驱龙

等斑岩型铜矿床相一致（成岩年龄集中发生在 17.8～15.6 Ma，成矿发生在 15.99～13.72  Ma）。 

 

 

图 1 朱诺斑岩型铜矿区蚀变地质简图（据《西藏自治区昂仁县朱诺铜矿床成果简介》修编） 

1—第四系；2—古近系帕那组；3—古近系年波组；4—流纹斑岩；5—花岗斑岩；6—斑状角闪二长花岗岩；7—黑云母花岗斑岩；8—闪长玢岩；9—

铜矿(化)体及编号；10—青磐岩化；11—高岭土化；12—硅化；13—黄铁绢英岩化；14—正断层 

    

水系沉积物异常形态为椭圆形，浓集中心明显，具三级浓度分带，Cu 异常规模大，强度高，异常浓集中心最明显，且

西端未封闭，为典型的斑岩型铜矿矿致异常，外围有较大的找矿潜力。土壤化学异常依然有向西延伸的趋势，外围尚有望找

到新的 Cu 矿体。物探异常主要推断其含矿层及品位均较稳定，矿层埋深较大或异常由磁铁矿等干扰体引起，深部较地表的

品位高。 

斑岩铜矿的源岩或源区无疑以洋壳或上地慢物质为主，只掺和少部分地壳物质。斑岩铜矿成矿构造环境属于板块聚合时

期的拉张条件（苗宗瑶等，2004）。朱诺斑岩型铜矿成矿金属与成矿流体均来自含矿斑岩体系本身，热液蚀变分带基本呈中

心式面状分布（陈毓川等，1993）。由内向外依次为硅化化带-黄铁绢英岩化带-青磐岩化带。 

4  结  论 

冈底斯构造成矿带具有十分优越的成矿条件，其构造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控岩、控矿作用，朱诺斑岩型铜矿床产于其中

段西侧，具有一定的找矿前景，朱诺铜矿床的品位相对较富、矿石质量好；矿化、蚀变作用较强烈；异常揭示其远景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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