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  床  地  质 
2010年                                    MINERAL DEPOSITS                             第 29卷  增刊 

 

四川会理拉拉铜矿与矿区辉长岩的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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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边境的会理拉拉铜矿位于康滇地轴中部，是中国著名的元古代大型富铜矿床。因其巨大的规模和

独特的地质特征，曾引起众多地质学者的广泛兴趣（陈好寿，1992；申屠保涌，2000；陈根文，2001；李

泽琴，2003；孙燕，2006）。长期以来，有众多学者对其开展过多方面的研究，但是有关矿床成因还是众

说纷纭，至今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特别是前人在讨论矿区辉长岩群与矿床的关系时，普遍认为矿区辉长岩

晚于矿床形成，对矿床成因毫无意义，所以未对矿区辉长岩群作深入研究，从而使矿区辉长岩在矿床成矿

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一直未能得到很好地体现。本文从时间分布和空间位置角度探讨拉拉铜矿与辉长岩的之

间的关系，从而为正确厘定矿床成因提供依据。 

1  时间联系 

矿床的岩矿石年龄一直是矿床研究的重要方

面。前人对拉拉铜矿的岩石和矿石年龄报道了大量

的数据。虽然矿区辉长岩年龄多为 K-Ar法测定，

但是多集中于 1000～750 Ma，代表了岩石的生成

年龄（刘肇昌，1996）。最近周家云（2009）采用

Sm-Nd同位素测得矿区辉长岩年龄为 850 Ma，进

一步证实了辉长岩形成于晋宁期。河口群火山岩年

龄测试方法较多，差异较大，但 2000～1700 Ma

代表了河口群的形成年龄（李复汉，1988；陈好寿，

1992），864.8 Ma代表了河口群的变质年龄（何德

锋，2008）。河口群最新的锆石 SHRIMP年龄（1688 

Ma，另文发布）也证实了河口群形成于古元古代。

拉拉铜矿成因观点很多，但成矿年龄数据较少，近

年来的研究结果得到该矿床的成矿年龄为 1005～

833 Ma（陈好寿，1992；李泽琴，2003；孙燕，2006），

表明晋宁期是拉拉铜矿的主成矿期，与矿区辉长岩

侵入年龄，河口群变质年龄相同，而与河口群形成

年龄却相差较远。 

2  空间位置 

拉拉铜矿各矿段（落凼矿段、老虎山矿段、老羊汗滩矿段）在空间分布上均与矿区辉长岩群紧密相伴

（图 1）。矿体与辉长岩常常相伴而生，并被辉长岩体包围。它们均受到矿区 F1断层控制而分布其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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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拉拉铜矿床地质略图 

1.辉长岩；2.石英钠长岩；3.角闪钠长岩；4.花岗斑岩；5.侵入角砾岩；

6.上三叠统白果湾煤组；7.铜矿体；8.大云山组；9.落凼组；10.长冲组；

11.第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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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表现出从 F1断层附近到远离 F1断层，随着辉长岩出露减少，矿点数量随着减少，矿石品位随着变小的

变化趋势。辉长岩还常常穿插到河口群地层中，与河口群接触带，矿化体常常富集膨大。最近，矿山钻探

还发现在落凼矿区深部存在一大辉长岩床，说明了两者空间上的紧密关系。 

3  讨  论 

以上研究显示了矿区辉长岩和矿床在时空分布上密切联系，指示新元古代辉长岩浆活动对矿床的形成

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矿区辉长岩中的 Cu、Au等成矿元素含量普遍很低（攀西地质大队，

1984），辉长岩和矿石之间微量元素特征差异也较大（周家云，2009），以及矿床成矿流体主要为变质水而

非岩浆水（陈好寿，1992；孙燕，2006），说明辉长岩并不是矿床形成的主要流体和物质来源。已有的研

究还证实了河口群为矿床的矿源层，但是矿床成矿年龄与河口群生成年龄却相差甚远，而与辉长岩年龄和

河口群变质年龄十分吻合，进一步指示新元古代的辉长岩浆活动所蕴涵的巨大热量可能促进了河口群变质

作用发生，并使河口群（矿源层）内成矿元素的进一步活化、富集，形成变质热液，在有利部位形成矿体。

此外，矿区辉长岩地球化学研究结果显示（周家云，2009），辉长岩为碱性玄武岩成分，形成于板内裂谷

环境，其地球化学特征和成岩年龄都与扬子地台西缘新元古代地幔柱源铁镁质岩年龄十分一致，从而把拉

拉铜矿的形成与新元古代 Rodinia超大陆解裂引起的地幔柱活动联系起来。 

4  结  论 

虽然前人认为矿区辉长岩含矿性较差，与矿床的形成并无物质联系，但是辉长岩群和矿床群在时间、

空间分布上的紧密联系，暗示着矿床和地幔柱源辉长岩之间很可能存在着紧密的热动力联系。本区地幔柱

源辉长岩虽然没有为矿床的形成直接提供物质来源，但是地幔柱在上升过程中，其蕴涵的大量热量促使区

域变质作用的发生，促成了河口群（矿源层）内成矿元素的进一步活化、富集，形成变质热液，在有利部

位形成矿体，这是地幔柱成矿作用的重要型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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