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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火成岩（含火成碳酸岩）是地壳中－类分布相对稀少和产出环境十分独特的岩石类型，部分碱性

火成岩与金、铜、铀和铂族以及稀有和稀土元素矿床具有密切时空分布关系（任康绪，2003；Müller，2002；

聂凤军等，1997；Yuan et al.，1998）。鉴于碱性火成岩及有关金属矿床是地壳特定演化阶段，特殊构造作

用和异常岩浆活动的综合性产物，因此，其分布形态、岩（矿）石类型和形成机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要远

多（或大）于其它类型火成岩以及相关的金属矿床。大量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对碱性火成岩及相关金属矿

床的研究，人们不仅可以获取有关壳－幔物质组成、地球动力学状态、地壳结构和成岩（矿）物理化学条

件等方面的信息，而且可为碱性火成岩发育区金、铜和铀矿床的找矿勘查和资源潜力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世界范围内与碱性火成岩有关的金、铜和铀矿床分布广泛，并且具有重要经济价值，代表性矿床有美

国克里普尔克里克金－碲矿床和宾厄姆铜－金矿床；巴布亚新几内亚波格尔金矿床和拉多姆金矿床；印度

尼西亚格拉斯伯格铜－金矿床和巴图－黑教铜－金矿床；澳大利亚凯蒂亚铜－金矿床和希腊的斯库瑞恩铜

－金矿床。另外，斐济的恩派尔大型金矿床，阿根廷奥卢姆布里拉大型铜－金矿床，南非帕拉博腊大型铜

－铀矿床，西班牙尼萨大型铀矿床，美国罗斯－亚当斯大型铀矿床和加拿大萨斯金－铀矿床也均被认为是

碱性岩浆活动的产物（Sillitoe，2002；Müller et al.，2002）。鉴于上述各种类型的金、铜和铀矿床大都与碱

长正长岩、霓辉正长岩、碱性辉长岩、响岩、二长岩、霓霞正长岩、火成碳酸岩、碱性花岗岩和橄榄玄粗

岩具有密切成因联系，因此，这些矿床又被称之为碱质类金属矿床（或称之谓与碱性火成岩有关的金属矿

床）（聂凤军等，1997；Richards，1995）。愈来愈多大中型碱质类金、铜和铀矿床的发现印证了这样一种

认识，即碱性岩浆作用及其相关流体活动是众多大型和特大型金属矿床成矿物质的“运载机”和成矿作用

的“发动机”，因此，国际地质学界对于碱性火成岩及相关金属矿床研究的日趋重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国外一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美国、阿根廷、希腊、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裴济等国家

或地区产出的大型和特大型碱质类金属矿床的形成环境、地质特征和成矿物质来源进行过系统研究，并且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成矿（岩）理论和开拓了许多新的找矿领域，与此同时，部分学者采用碱质

类金属矿床的研究成果很好地解释了区域地壳演化过程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科学难题（Sillitoe，2002；

Müller，2002）。 

与国外碱质类金属矿床研究相比，我国华北克拉通碱质类金属矿床的理论研究和找矿勘查工作起步相

对较晚，研究水准相对偏低。碱性侵入岩和火山岩长期被视为贫矿的地质体，其与金属矿床的成因联系更

是很少有人论及，然而，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新发现的几处大型金和铜矿床却都出人意外地产出在碱

性侵入岩体内部或者与碱性岩脉群有关（王和胜，1999；Nie，1998；Nie and Wu，1998）。代表性金属矿

床有内蒙古哈达门沟、东伙房和包头东金矿床；冀西北东坪、后沟和黄土梁金矿床；辽西沙果沟金矿床和

安子岭铜矿床；山西东峰顶－塔儿山金矿区和山东归来庄金矿床。近年来的找矿勘查实践和成矿理论研究

结果表明，碱性侵入岩体与金、铜和铀矿床的关系远比人们预料的要密切的多。碱性火成岩发育区是寻找

碱质类金属矿床的理想场所，因此，了解碱性岩浆演化过程中金、铜和铀的迁移与富集规律，不仅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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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大型碱质类金属矿床的成因之迷和重塑华北克拉通内部成矿作用演化历史，而且可为该类金属矿床资

源潜力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尽管碱性岩浆活动与金属成矿作用的概念正在为愈来愈多的学者们所接受，但是在与碱性火成岩有关

金属矿床的成矿模式和找矿模型提出之前，必须对下述 3方面的问题做出圆满的解答，其一、深部壳－幔

物质相互作用过程中，碱性岩浆是如何产出、演化和定位的？其二、含矿深成高温热液体系是如何转化为

含矿浅成低温热液体系的？其三、华北克拉通内部碱性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事件是否存在有确定的因果关

系？所有上述各点均是金属矿床理论研究领域中亟待解决的前沿性科学问题，也是众多国内外矿床地质学

家孜孜不倦追求的科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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