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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藏甲玛矿区斑岩内石英和长石斑晶的阴极发光（B/）特征及元素含量变化有效记录了岩浆演化、混

合及补给事件。石英斑晶的显微生长结构表明，原始岩浆经历过!次铁镁质岩浆混合作用。根据石英斑晶中4(含

量的变化可知，在!次溶蚀前后，石英结晶温度分别增高了约##"C和:"C。此外，斜长石斑晶的反环带及其DE、

3’、F@等元素的浓度梯度、钾长石的镶边结构、黑云母的筛状结构等，都有效地证明了铁镁质岩浆与长英质岩浆混合

作用的存在。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初步构建了该矿区岩浆混合作用模型，并推测了岩浆混合过程。在#=*E左右，

岩石圈地幔拆沉，软流圈物质上涌导致正常下地壳部分熔融，产生了含*7的钾质岩浆。原始岩浆房内形成了第!
世代自形的高温石英晶体核。软流圈上涌诱发了含大量地幔组分的新生镁铁质下地壳部分熔融，产生了含BG、富

水、高!（2!）的埃达克质岩浆熔体，并与含*7的长英质岩浆发生了第#次岩浆混合作用。在此过程中，早期石英核

部溶蚀，形成了高4(的溶蚀表面。这些高!（2!）的混合岩浆在浅部地壳形成了大型岩浆房，并排泄出含BG、*7岩

浆流体。在岩浆房中，石英晶体形成了均匀的生长环带和第"世代的石英斑晶核。地幔减薄和岩石圈拆沉直接引

起了地壳强烈伸展，形成了垂直于碰撞带的正断层系统和裂谷，使岩浆房内部的压力急剧减小，岩浆快速侵位。岩

浆房的突然腾空，诱发了地幔物质上涌，造成了第!次基性岩浆的混入，促使第!世代和第"世代石英斑晶的边缘发

生溶蚀。正是两次基性岩浆的加入，为成矿提供了大量的BG、3。这是形成甲玛超大型铜多金属矿床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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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质岩浆与幔源岩浆发生混合作用是自然界

普遍 存 在 的 一 种 现 象（U0;;*#1，<V?<；R&2’!，

<VVQ；<VVL；8.1&#!!’.&"*:W，<VVX；Y&2;#’O&&"
*:W，<VVL；MZ::&#&"*:W，Q==[；Q==V）。虽然大量的

地球化学研究资料暗示了岩浆混合的存在（\&6&!&"
*:W，<VV[；Y&2;#’O&&"*:W，<VVL；E:*;/&"*:W，

Q==?；陈斌等，Q==L），却难以展示岩浆混合影响花

岗质岩浆演化过程的细节；而斑晶（如长石和石英）

的显微化学成分和显微构造则往往完整地记录了这

些过程。

西藏甲玛矿床是冈底斯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

分，现已查明其为一超大型斑岩H矽卡岩型铜多金属

矿床!（唐菊兴等，Q=<=；郑文宝等，Q=<=）。该矿区内

出露的斑岩蚀变较严重，且存在岩浆混合现象。尽

管对该矿床的勘查已取得重要成果，但斑岩与成矿

的关系、深部是否存在具有工业意义的斑岩型矿体、

岩浆混合作用对成矿作用贡献的评价、建立斑岩H矽

卡岩成矿模型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甲玛矿区斑岩体内的石英和长石斑晶为

研究对象，采用阴极发光、R8HAKYHME以及电子探

针等测试手段，对斑晶的结构和微量元素组成进行

了系统研究，初步建立了岩浆混合作用模型，讨论了

地球动力学机制以及基性岩浆对成矿的贡献。这不

仅可以解释甲玛矿床的成矿机制，而且，为在冈底斯

成矿带内寻找相似类型的矿床开辟了新的思路，更

重要的是，为从石英及长石斑晶的角度来解释岩浆

演化过程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

< 成矿地质背景

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床位于特提斯H喜马拉雅

构造域二级构造单元达克拉H冈底斯弧盆系中段的

拉萨弧背盆地，叶巴残留弧的北缘"。该矿区内出露

的地层主要为下白垩统林布宗组（I<"）砂板岩，以及

上侏罗统多底沟组（J]#）灰岩、大理岩（图<）。甲玛

A号矽卡岩型主矿体主要位于夏工普向斜南翼与红

H塔背斜北翼的交汇处，受多底沟组与林布宗组的

层间构造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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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甲玛矿区地质图及大地构造位置（底图根据郑文宝等，"#!#修改）

!—第四系；"—下白垩统林布宗组（$!!）砂板岩、角岩；%—上侏罗统多底沟组（&%"）灰岩、大理岩；’—矽卡岩化大理岩；(—花岗闪长斑岩

脉；)—石英钠长斑岩脉；*—花岗斑岩脉；+—花岗细晶岩脉；,—矽卡岩；!#—矽卡岩型矿体；!!—滑覆构造断裂；!"—采样位置；!—印

度板块北部；"—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地体："!—冈底斯燕山-喜马拉雅期陆源岩浆弧，""—念青唐古拉断隆，"%—措勤-纳木错燕山期

弧后盆地，"’—斑戈-嘉黎早燕山期陆缘岩浆弧；#—羌塘-三江复合地体；./—雅鲁藏布江板块缝合带；0/—班公湖-怒江板块缝合带；

&/—金沙江缝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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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岩浆活动具有多期性，成矿前后均有岩体

形成，主要呈岩枝、岩脉产出。岩石类型包括花岗斑

岩、黑云母二长花岗斑岩、花岗闪长斑岩、石英闪长

玢岩、闪长玢岩、闪长岩、闪斜煌斑岩、角闪辉绿（玢）

岩、石 英 辉 长 岩 等（ 唐 菊 兴 等，"#!#；郑 文 宝 等，

"#!#）。其中，（石英）闪长玢岩为埃达克质岩，与成

矿关系密切（秦志鹏，"#!#）。岩浆岩产状与区域构

造密切相关，受区域拉张环境及走滑断层的控制，总

体呈近TV向、PV向、近P/向放射状展布，在近

P/及近TV方向上呈雁列式分布，其中，花岗斑岩

呈近TV向顺层产出，而花岗闪长斑岩、二长花岗斑

岩、（石英）闪长玢岩则呈PV向、近P/向放射状切

层产出（秦志鹏，"#!#）。

" 测试方法

本次研究的样品采自甲玛矿床!号矽卡岩型矿

体的北部，均为钻孔岩芯取样，取样位置见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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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编号代表钻孔号和采样深度。

（!）阴极发光（"#）

为了更好地观察石英斑晶的显微结构，本次研

究采用了$种阴极发光设备，即光学显微镜阴极发

光（%&’"#）仪和扫描电镜阴极发光（()&’"#）仪。

样品的%&’"#影像由美国波特兰应用岩石学实验

室的*+,"-./0教授拍摄，所用仪器为123-+45)#&’
$6"#，其电子枪工作电压为!708。()&’"#图像

由挪威地质调查局的9:5-&;--5/教授拍摄，使用电

压为<=058，灯丝电流为$==>9。

（$）电子探针（)?&9）

石英及长石斑晶的元素含量在中国地质科学院

用电子探针测定，仪器型号为*@9’AA==B，测试条件

为：工作电压$=08，电流$=>9，束斑C!,，有标样。

（<）激光消融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9’
D"?’&(）

石英及长石斑晶的微量元素含量在北京大学造

山带与地壳演化开放性实验室测定。测试过程中所

采用的束斑直径为E"A!,。

< 研究结果

!F" 花岗质岩浆的演化

甲玛矿区内的岩浆岩存在$种端员岩浆。长英

质岩浆端员以花岗斑岩为代表，辉绿玢岩则代表了

基性岩浆端员。其他类型岩石是由这$种岩浆的混

合及演化所形成（秦志鹏，$=!=）。

位于甲玛矿区西南至南部出露地表的象背山、

塔龙尾、独立峰岩体是该矿区及其外围规模最大的

花岗 斑 岩 体，其(GBD&?H’?6年 龄 为!CI<!"
!EI$J&.（秦志鹏等，$=!!），早于辉钼矿成矿年龄

〔B5’%K等时线年龄（!CI$$L=ICM）&.〕（应立娟等，

$==M）。（石英）闪长玢岩的侵位稍晚于花岗斑岩，但

早于矽卡岩的形成，对应于早期辉钼矿化（秦志鹏

等，$=!!；周 云，$=!=）。东 风 垭 二 长 花 岗 斑 岩 的

(GBD&?H’?6年龄为!7IA!&.，与花岗闪长斑岩

均晚于矽卡岩的形成，分别对应于中期辉钼矿化和

晚期辉钼矿化（秦志鹏等，$=!!；应立娟等，$=!=）。

因此，本文在以下描述中，将先侵位的花岗斑岩称为

早期斑岩，后侵位的（石英）闪长玢岩、二长花岗斑

岩、花岗闪长斑岩等统称为晚期斑岩。在!（(+%$）’
!（1.$%NO$%）图上，该矿区内的岩体呈斜躺的

“厂”字形变异趋势，即大致以!（(+%$）PECQ为界，

小于ECQ的区间为玄武质岩浆正常结晶分异所形成

的中基性岩石系列，与!（1.$%NO$%）呈正相关直

线趋势，大于ECQ的区间，与!（1.$%NO$%）则呈

负相关直线趋势（图$6），$个端元的岩浆混合作用

可很好地解释这种变异趋势。

红色样品点的斑晶矿物无反环带，其岩体内无

暗色包体，代表了正常的岩浆分异系列；绿色样品点

（除花岗斑岩外）的斑晶具有反环带，其岩体内含铁

镁质包体，代表了岩浆混合作用系列（图$）。在图

$3上，带阴影的粗大箭头代表了晚期岩体的曲线状

变异趋势，具典型的结晶分异作用特征；细实线箭

头可能概略地表示了岩浆混合作用线。因此，晚期

斑岩可能是，该区内的基性岩浆与由正常分异作用

产生的不同演化阶段的进化岩浆，按不同的比例发

生混合作用的产物。而花岗斑岩则应是早期未受基

性岩浆影响的酸性岩浆的产物。

!F# 石英斑晶的显微结构特征

<F$F! 石英斑晶的类型

石英斑晶的阴极发光（"#）特征可作为成矿斑岩

的矿物学判别标志，对于研究岩浆演化和找矿具有

重要意义（(,+RS5R.-F，!MEC；B5,T>45R.-F，!MM$；

&;--5/，$===；&;--5/5R.-F，$==$；$==<；U./05R.-F，

$==J；U+5655R.-F，$==J；彭 惠 娟 等，$=!=.；

$=!=6）。根据甲玛矿区斑岩体内石英斑晶的()&’
"#特性及结构，可区分石英斑晶的世代及晶体类型

（图<和图7）。

早期花岗斑岩中的石英斑晶明显有别于晚期斑

岩。其石英斑晶（VWX5!）具有轻微的溶蚀，未见反

应边及环带结构，内部具有明显的网脉状裂纹（图

<）。

石英闪长玢岩内石英斑晶的环带最为复杂，应

是晚期斑岩中最早形成的，这与全岩测年结果相一

致（秦志鹏等，$=!!）。其石英斑晶较自形，粒径为<
"C,,，暗色"#的核部边缘存在明亮的发光晕，经

历过<个主要生长阶段（图7VWX5$中箭头标出部

分）。石英闪长玢岩中的石英斑晶可分为$种类型：

VWX5$具有均匀且较为微弱的生长环带，代表了岩

浆房中稳定的生长环境，港湾状结构切断原来的生

长环带，显示了强烈溶蚀，斑晶边缘具有较厚的钾长

石外壳（见下文电子探针数据），部分颗粒具有网脉

状裂隙（图7）；VWX5<石英斑晶的粒度较大（!C
,,），常破碎成$"<个单晶，具有暗色"#核部，以

及细的明亮的"#溶蚀边缘（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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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甲玛矿区晚期斑岩侵入岩体石英斑晶结构特征及分类

"#$%! &’()*+’,-./01-,,#2#0-)#3.324*-+)567’.30+8,),2+391-)’63+678+8#.)7’:#-9-3+’/#,)+#0)

浑圆状、波状、锯齿状、港湾状（图;）。

图;- 石英闪长玢岩（<=>?@?A!BC%D）中的石

英斑晶，经历了>次溶蚀：第@次溶蚀使暗色的核部

具 有明亮的晕（黑色箭头所指部分），溶蚀边缘呈浑

圆状；第>次溶蚀发生在晶体边缘，具有明亮的EF
加大边（白色箭头所指部分），形成了锯齿状边缘。

图;G 石英闪长玢岩（<=>?@?A!BC%D）中的石

英斑晶，在亮白色EF加大边的地方，溶蚀形成波状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甲玛矿区岩体内石英斑晶的溶蚀表面（"、#、$、%见文内描述）

&’()! *+,-./0’-1,2.3"$+,-342".05/6+1-$.7,0,3.-806+9’"8"-.+%’,0.’$0

边缘。

图!$ 花岗斑岩（:;<=>?@ABC）内石英斑晶的浑

圆状边缘。

图!% 石英闪长玢岩（:;<>D>@BEA)=）内的石

英斑晶，具有强烈的溶蚀边缘。与图!"相似，该石

英斑晶也经历了<次溶蚀：第D次溶蚀使石英斑晶

核部呈浑圆状，且具有狭窄的亮白色晕（黑色箭头所

指部分）；第<次溶蚀使石英斑晶具有港湾状边缘

（白色箭头所指部分）。

图!"和图!#中的石英斑晶都具有较均匀的生

长环带，指示了深部岩浆储集层具有相对稳定的生

长环境。溶蚀反应边则指示出，在岩浆上升和侵位

时，斑晶与寄主岩浆之间存在不平衡现象。由于岩

浆的上升、侵位，岩浆储集层被腾空，有利于深部岩

浆的灌入，因此，岩浆混合可能就发生在此阶段。

A)<)A 石英斑晶的钾长石外壳

石英闪长玢岩内的部分石英斑晶具有明显的钾

长石外壳（图C）。

图C" FG@HI照片。石英斑晶粒度较大，强烈

溶蚀，呈典型的破布状、港湾状。在红褐色HI石英

斑晶外包裹有明显的亮蓝色外壳，指示出;含量高

（9’8HJ".K教授私人通信）。左侧的石英斑晶具有明

显的筛状结构，这种筛状晶体一般为捕获晶，具有发

达的海绵蜂窝状结构（L1%+.,,-1+0"J)，DEEB）。

图C# MNG@HI照片。晶体外部具有明显白色

HI的钾长石外壳，紧密包裹着石英斑晶，厚度约为

D!>!8，且与石英斑晶界限明显。

!)! 石英斑晶中的微量元素

为了进一步确定石英斑晶的类型，笔者 使 用

IL@OHP@GM测定了LJ、Q’、;和&+等微量元素在石

英斑晶中的含量及分布（表D）。

Q7/+<石英斑晶的Q’含量较高，变化范围最大

（图?"和#）；;含量也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斑晶。

Q7/+A和Q7/+B石英斑晶边缘的Q’、;含量明显高

于核部。Q7/+!斑晶的Q’含量大部分低于检测限，

且Q’含量略高的样品点均为石英核部；Q7/+C斑晶

的Q’含量无明显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Q7/+<及Q7/+A石英斑晶中均

有一部分斑晶的Q’含量低于检测限，这些斑晶均呈

破布状、港湾状等强烈溶蚀结构。所有样品的LJ含

量都很高〔平均!（LJ）!>R<S〕，指示了石英结晶

于 酸性熔体（/T!!）（U.’"1+0"J，<>>=）。!（Q’）与

!!<第A>卷 第<期 彭惠娟等：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区成矿斑岩的岩浆混合作用：石英及长石斑晶新证据

 
 

 

 
 

 
 

 



 
 

 

 
 

 
 

 



表! 甲玛矿区岩体内石英斑晶的"#$%&’$()分析结果

*+,-.! "#$%&’$()+/+-01.12345+6..-.7./462/6./45+482/18/9:+54;<=./26501413527<25<=058.18/4=.>8+/7+25.?8145864

!"#第$%卷 第#期 彭惠娟等：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区成矿斑岩的岩浆混合作用：石英及长石斑晶新证据

 
 

 

 
 

 
 

 



图! 甲玛矿区岩体内石英斑晶中微量元素的分布及变化

"#$%! &’()**+*,*-./#0.’#12.#3-(-/4(’#(.#3-#-
52(’.678*-3)’90.0:’3,.8*;#(,(3’*/#0.’#).

图< 甲玛矿区晚期斑岩内斜长石=-频率直方图

"#$%< "’*52*-)98#0.3$’(,3:7+($#3)+(0*=-#-+(.*
73’789’9:’3,.8*;#(,(3’*/#0.’#).

晶具有反环带。总的来说，单个长石斑晶的成分从

核部的奥长石（=->?=1@<A’@）变为边缘的中长石

（=-B<=1??A’@），随着钙长石分子数的增加，C(、D’
和"*的含量也大体上增加。

在石英闪长玢岩样品中，可见具有黑云母E普通

角闪石E单斜辉石组合的铁镁质微粒包体（FFG）（图

HI(）。虽然长石发生蚀变，表面泥化，但仍可清楚地

观察到早期长石生长环带被新生成的长石穿过并截

断（图HI1和HI)）。新生成的长石的=-含量大约增

加了H>,3+J，其C(、D’、"*的含量分别从?K!L
HIM@，?<?LHIM@、!KHLHIM@增至BN@BLHIM@、>H?K
LHIM@、H<K<LHIM@。图HI)是光学显微镜阴极发

光（AFEOP）照片，早期长石为黄棕色OP，而发生岩浆

混合后所形成的长石的OP变为黄绿色，这可能是长

石中"*含量增高所致（与;#,O+(’Q教授私人通信）。

二长花岗斑岩样品中可见溶蚀的钾长石巨晶，

其粒度达>),左右，通常具有斜长石外壳，构成奥

长环斑结构（图HI/）。样品内亦含有FFG。值得一

提的是，在二长花岗斑岩样品中可见到包含黑云母、

绿帘石、磷灰石、榍石、钛磁铁矿和钛铁矿的铁镁质

包体被晶形完好的石英E长石冠状体环绕（图HI*）。

在铁镁质包体与原岩的接触带内，含有具筛状结构

的黑云母（图HI:）。

K 讨 论

!%" 斑晶中指示岩浆混合的不平衡结构

此处所谓的“不平衡结构”是指：晚期斑岩中石

英斑晶生长环带被溶蚀表面截断；具有钾长石外壳

的石英斑晶；斜长石覆盖钾长石；斑晶中的筛状结

构。

K%H%H 石英斑晶的溶蚀结构

众多文献资料显示，在喷出岩和深成岩的早期

岩浆斑晶中，存在大量的溶蚀表面，这是由于温度的

大幅度改变或岩浆混合作用造成的（=-/*’003-*.
(+%，H<<K；FR++*’*.(+%，>II?；>II<；彭 惠 娟 等，

>IHI)）。这里所说的溶蚀是指晶体E熔体相互作用。

溶蚀表面一般具有呈波浪状、树枝状或花斑状结构

的增生加大边。下述B种过程可能是造成石英溶蚀

的主要原因（FR++*’*.(+%，>II?；>II@；>II<）：!半

绝热减压岩浆上升，即等温减压过程；" 岩浆混合作

用，即由于岩浆灌入和补给而造成不同岩浆的混入；

# 岩浆E热液过渡阶段内石英的自交代作用。

!?> 矿 床 地 质 >IHH年

 
 

 

 
 

 
 

 



 
 

 

 
 

 
 

 



表! 石英斑晶环带主要溶蚀期前后"#含量及石英结晶温度对比

"$%&’! ()*+’$,’-."#*-)/’)/$)012$+/3*+4,/$&&#3$/#-)/’56’+$/2+’%’.-+’$)0$./’+5$7-++’,-+6/#-)’6#,-0’,
0-*25’)/’0%4/8’*8’5#*$&3-)#)9-.12$+/368’)-*+4,/,

岩体名称 大火成岩省 !（!"#$）
斑晶中溶蚀

表面的位置

溶蚀前石英中

的"（!"）／%&’(
溶蚀后石英中的

"（!"）／%&’(
石英溶蚀温度

的最小变化!!

!)*+",)流纹岩
-./0)12-134)5"14)，

德国
&67 核部 !$$，（#8$） 97，（#8(） :;<=$

>,?)++)1?.@
花岗岩

-./0)12-134)5"14)，

德国
&67 核部 !$$，（#8%&） 97，（#8$） :;<=$

A+0)25)14BC1.@)2/0)"2
细晶花岗岩

-./0)12-134)5"14)，

德国
% 核部 !DD，（#8%&） 9;，（#8%%） :97=%

A+0)25)14BC1.@)2/0)"2
细晶花岗岩

-./0)12-134)5"14)，

德国
% 边缘 9;，（#8%%） %$&，（#8E） :7$=%

F)@,?.花岗岩 GH>.IJ2K，德国 % 边缘 $7，（#8;） 77，（#8$(） :%%7=$

L.MM.1@NN.斑岩 O+.2N，芬兰 % 边缘 %9E，（#8%(） $%%，（#8<） :EE=%
石英闪长玢岩 西藏（甲玛） % 核部 $E7，（#8;） E$(，（#8;） :%&;=%
石英闪长玢岩 西藏（甲玛） % 边缘 $D(，（#8<） E&D，（#8<） :<<=%
二长花岗斑岩 西藏（甲玛） % 边缘 %%9，（#8E） %9&，（#8E） :7%=%

注：研究区样品内的!"含量由PABQRSBT>测定。!（!"#$）为!"#$的活度（据L.KN)2)0.+6，$&&9）；!!为岩浆温度的改变；#为分析的数

量。表中其他地区的数据来源于TU++)1)0.+6，$&&;。

石英闪长玢岩中石英斑晶核中心的"（!"）平均

为D$&V%&’(，其结晶温度平均为;%&W。溶蚀前，

石英斑晶核边缘的"（!"）平均为$E7V%&’(，温度

为7D7W；溶蚀后，晶体核边缘晕部分（图9.内黑色

箭头所指部分）的"（!"）平均为E$(V%&’(，结晶温

度为;E(W，比溶蚀前升高了%&7W。溶蚀前，石英

斑晶边缘的"（!"）平均为$D(V%&’(，结晶温度为

79;W；溶蚀后，其"（!"）平均为E&DV%&’(，结晶

温度为;D(W，比溶蚀前升高了<<W。

二长花岗斑岩是在岩浆演化的中晚期形成的，

其内的石英斑晶只经历过一次溶蚀，溶蚀前，晶体边

缘的"（!"）平均为%%9V%&’(，结晶温度为<E$W；

溶蚀后，"（!"）平均为%9&V%&’(，结晶温度为7$D
W，比溶蚀前升高了7%W。

综上所述，如果溶蚀是由于半绝热岩浆上升或

者是交代作用造成的，那么，石英中的!"含量不会

在溶蚀后升高。因此，甲玛矿区内石英斑晶的溶蚀

主要是与铁镁质岩浆发生岩浆混合作用的结果。石

英闪长玢岩中石英斑晶核部的结晶温度很高（7D&
W），因此，早期石英斑晶可能来源于深部岩浆。石

英中微量元素的含量在很大程度上受熔体中微量元

素含量的控制（H.1X)0.+6，$&&(）。早期石英的核

部经过溶蚀，其!"含量明显升高，表明在溶蚀后，石

英晶体从相对贫!"（富二氧化硅）的岩浆中移动到相

对富!"（贫二氧化硅）且温度更高的岩浆中，即进入

了岩浆房的深部，或者与更加基性的岩浆发生了混

合，促使石英晶格缺陷中心的元素发生了重新分配，

石英晶体重新愈合。这个过程可能发生在岩浆房中

（图%%区域$）。之后，石英斑晶进入了稳定的生长

环境（减压结晶），形成了均匀的生长环带（图%%区

域$"D之间）。石英斑晶边缘的溶蚀代表了第$次

岩浆混合作用。由于较热岩浆（铁镁质成分较多）的

注入，导致了较高的气体压力和岩浆的半绝热上升

等一系列连锁反应（F1@?2)0.+6，%;;(；>M"0?)0
.+6，$&&E）（图%%区域E）。因此，岩浆混合和岩浆半

绝热上升在岩浆演化过程中是相伴随发生的。也正

是岩浆混合和快速减压的双重作用，形成了石英斑

晶的钾长石外壳。之后，岩浆变得挥发分过饱和，且

压力也只有轻微的增长（图%%区域9）。图%%区域

(为高度分异的富氟和其他挥发分的岩浆，造成了固

相线的变化。因此，具有溶蚀表面而!"含量无明显

变化的石英斑晶，可能是由于岩浆流体的出溶而形

成（彭惠娟等，$&%&,）。

E6%6$ 长石反环带及不平衡包含结构

晚期岩体内斜长石的化学成分变化范围较大，

暗示了岩浆是按不同比例发生混合的。石英闪长玢

岩中的斜长石斑晶具有不完整的环带以及黑云母具

有筛状结构，这指示了$%&BL$#条件的强烈变化。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石英斑晶"#$轨迹图（根据%&’’()(*+’,，-../修改）

012,!! "#$3+*415*()3)(*+*165786)9:+)*;（<6=181(=+8*()%&’’()(*+’,，-../）

斜长石边缘的钙长石（>5）含量的急剧增加也说明，

斜长石从长英质熔体进入了更加富含铁镁质的熔体

中（?1(@((*+’,，-..A）。这种从核部到边缘的反趋

势（>5、0(、$1和B)的增加）指示了与基性岩浆的混

合（C151@)((*+’,，-..!）。

D,!,E 石英的钾长石外壳及钾长石巨晶的环斑结

构

一般来说，石英具有钾长石外壳可能有-种成

因，即交代作用或者岩浆混合。在甲玛矿床中，这种

石英斑晶多见于含有%%F的石英闪长玢岩和二长

花岗斑岩。从石英的元素含量来看，石英的由钾长

石集合体构成的外壳，其$1含量明显升高，暗示了

石英斑晶可能进入了更为基性的熔体。这一过程可

能发生在铁镁质岩浆分解为许多小岩浆团之前或同

时，是深部岩浆混合的表现，即岩浆混合可能发生在

大型岩浆房内部。这些石英原来可能是寄主花岗岩

浆中的斑晶，在岩浆混合时被较基性的岩浆捕获，并

与之发生反应。由相平衡原理可知，在基性岩浆中，

石英是不稳定的矿物相，当其被基性岩浆捕获时，其

边角被溶蚀。熔融作用的吸热效应使紧靠石英边缘

的一圈熔体形成了局部的过冷条件，导致细粒的暗色

矿物和钾长石集合体围绕石英捕虏晶晶出（G1=1()(*
+’,，!//!）。因此，这种岩浆应该为富H质的基性岩

浆，这一点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秦志鹏，-.!.）。

过去的传统看法是，将钾长石巨晶当成寄主花

岗岩浆分泌出的流体对%%F的交代作用所形成的

变斑晶（$15=’(，!//!；李小伟等，-.!.）。但这种观

点很难解释钾长石巨晶具有薄的包体基质矿物的镶

边，这种镶边应该代表岩浆混合时粘附在钾长石上

的%%F熔浆（G1=1()(*+’,，!//!）。因此，笔者认

为，这种钾长石巨晶是结晶于下地壳部分熔融所产

生的含 %6的钾质岩浆，在铁镁质岩浆与其发生岩

浆混合时被带到了铁镁质岩浆中。

此外，含有黑云母、绿帘石、磷灰石、榍石、钛磁

铁矿和钛铁矿的铁镁质包体被晶形完好的石英#长

石冠状体环绕（图!.(），这一现象清楚地显示出了铁

镁质岩浆混入长英质岩浆时所发生的不平衡反应

（I):45(*+’,，!//J；B<1*4(*+’,，-..D）。

!," 岩浆混合模型与地球动力学机制

冈底斯后碰撞阶段晚期（!K!.%+）主要表现为

垂直于碰撞带的地壳伸展，形成了一系列正断层（丁

林等，-..J；侯增谦等，-..D）。与此同时，由于俯冲

大陆岩石圈板片断离、拆沉以及软流圈上涌，沿冈底

斯带形成了一条长达!L..M<的中新世岩浆岩带

（侯增谦，-.!.；张洪瑞等，-.!.）。

就本研究区域而言，在!J%+左右，由于密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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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长英质岩浆变得不稳定；而侵入的铁镁质岩浆

则会由于迅速冷却而造成岩浆的突然过饱和，产生

了大 量 活 性 很 高 的 岩 浆 出 溶 流 体（ 彭 惠 娟 等，

!"#"$）。如果说铁镁质岩浆提供了大量的%和可观

的金属，那么，浅部的长英质岩浆房则驱动了长时间

的热液活动，使&’及 ()、*’、*+、,-、./在有利的

地质体中富集。甲玛铜多金属矿床的形成正是得益

于高温、高氧逸度、含水的铁镁质岩浆与长英质岩浆

的大规模混合。

0 结 论

（#）根据甲玛矿区斑岩内石英斑晶的%1(2&3
特性及结构，分出4个世代5种类型的石英斑晶。

早期斑岩内的石英斑晶具有轻微溶蚀，未见反应边

及环带结构。晚期斑岩内的石英斑晶的类型较多，

溶蚀明显，具有浑圆状、波状、锯齿状、港湾状等6种

溶蚀表面。形成时代越早的石英，其晶体生长结构

越为复杂。

（!）根据石英斑晶中78含量的变化可知，在!
次溶蚀前后，石英的结晶温度分别增高了约##"9
和:"9。斜长石斑晶的反环带及其;<、%=、>?等元

素的浓度梯度、钾长石的镶边结构、黑云母的筛状结

构等，都有效地证明了铁镁质岩浆与长英质岩浆混

合作用的存在。

（4）在#5(<左右，岩石圈地幔拆沉，软流圈物

质上涌，导致了正常下地壳发生部分熔融，产生了含

()的钾质岩浆。原始岩浆房内形成了第!世代自

形的高温石英晶体核。软流圈上涌诱发了含大量地

幔组分的新生镁铁质下地壳部分熔融，产生了含

&’、富水、高!（@!）的埃达克质岩浆熔体，并与含()
的长英质岩浆发生了第#次岩浆混合作用。在此过

程中，早期石英核部溶蚀，形成了高78的溶蚀表面。

这些高!（@!）的混合岩浆在浅部地壳发育成大型岩

浆房，并排泄出含&’、()的岩浆流体。在岩浆房

中，石英晶体形成了均匀的生长环带及第"世代的

石英斑晶核。地幔减薄和岩石圈拆沉直接引起了地

壳的强烈伸展，形成了垂直于碰撞带的正断层系统

和裂谷，使岩浆房内部的压力急剧减小，岩浆快速侵

位。岩浆房的突然腾空，诱发了地幔物质上涌，造成

了第!次基性岩浆的混入，促使第!世代和第"世

代石英斑晶的边缘发生溶蚀，形成了第#世代的石

英斑晶。正是这两次基性岩浆的加入，为成矿提供

了大量的&’、%。这是形成甲玛超大型铜多金属矿

床不可或缺的因素。

志 谢 本文在完成过程中得到了唐菊兴老

师、毛景文老师、程彦博老师、周详老师的指导和帮

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感谢陈振宇老师、应立娟、

高一鸣、王焕在样品测试过程中的热心帮助！感谢

A8B&C<=D教授对本研究的支持！

!"#"$"%&"’

*/E?=FF)/G;</E1DC’/E@H#II6H&?CC’C<=JC<+8)$C<F?8/K?=+=)LKMF<F

<=?F’CK)N$=OFK<C2B<+B<B8P8/+8/KM?,=)K?=)Q)8$</E=<J<D8R8

-<KM)C8KM，%S>8/C</E［A］H&)/K=8-’K8)/FK)(8/?=<C)+O</E,?K=)2

C)+O，##T：#!62#45H

;=8</UV，W?<KM?=*3</E(<=DWVH!"":H7=<$??C?B?/KF8/MOX

E=)KM?=B<CY’<=KQ：V?C<K8)/FM8JFK)$<KM)E)C’B8/?F$?/KK?PK’=?F</E

8/F8+MKF8/K)R?8/N)=B<K8)/［A］HU?)C)+O，45（T）：06T200"H

;=’M/>，;=’$DF$M?/,，(?8Z?=A，%K?JM</*，V8$MK?=[\</E]?8Q?=

AH#II5H&<KM)E)C’B8/?F$?/$?8/R?FK8+<K8)/F</EK=<$?2?C?B?/K

</<COF8F)NY’<=KQ-OB8$=)2,̂_1：̂ BJC8$<K8)/FN)=E8+?/?K8$</E

J=)R?/</$?FK’E8?F8/F</EFK)/?［A］H&</<E8</(8/?=<C)+8FK，46：

#!!42#!4!H

&M?/;，38’&‘</E78</SH!""5H(<+B<2B8P8/+-?KL??/B</KC?2

</E$=’FK<C2E?=8R?EB?CKF8/KM?J=)$?FF)N(?F)Q)8$B<+B<K8FB，

7<8M</+FM</：&)/FK=<8/KFN=)BJ?K=)C)+O</E+?)$M?B8FK=O［A］H

U?)F$8?/$?>=)/K8?=F，#4（!）：#6#2#0"（8/&M8/?F?L8KM1/+C8FM

<-FK=<$K）H

[8E8?=A</E;<=-<=8/;H#II#H1/$C<R?F</E+=</8K?J?K=)C)+O［(］H

*BFK?=E<B：1CF?R8?=H5!625!0H

[8/+3，a’?aW</E&<8>3H!""5HU?)$M?B8$<C</E%=2bE2@8F)K)J8$

$M<=<$K?=8FK8$F)NKM?M8+M2(+’CK=<J)K<FF8$=)$DF8/3M<F<-C)$D)N

78-?K：̂BJC8$<K8)/F8/KM?)/F?KK8B?</EE?JKM)Nb%2FK=8D8/+=8NK

FOFK?B［A］H*$K<U?)C)+8$<%8/8$<，:"（6）：#!0!2#!5#（8/&M8/?F?

L8KM1/+C8FM<-FK=<$K）H

U8/8-=?&，SN=/?=U</E\=)/Q*H!""#H(8/)=2</EK=<$?2?C?B?/KQ)/X

8/+8/JC<+8)$C<F?：̂ BJC8$<K8)/FN)=B<+B<$M<B-?=J=)$?FF?F<K

,<=8/<$)K<R)C$</)，/)=KM?=/&M8C?［A］H&)/K=8-’K8)/FK)(8/?=<C)+O
</E,?K=)C)+O，#64：4""24#0H

W<OE?/3*，S<KF)/1;</ES<=D[*H!""0HV’K8C?F<K’=<K8)/</E

78@!E8NN’F8)/8/MOE=)’FF8C8$?)’FB?CKF［A］H1@%（7=</F<$K8)/F，

*B?=8$</U?)JMOF8$<CG/8)/），><CCB??K8/+F’JJC?B?/K，<-FH，:5H

W8--<=E(AH#I:#H7M?B<+B<B8P8/+)=8+8/N)=B</KC?EN?CEFJ<=F［A］H

&)/K=8-’K8)/FK)(8/?=<C)+O</E,?K=)C)+O，T5：#0:2#T"H

W)’.‘，U<)a></E(?/+_AH!""6HU?/?F8F)N<E<D8K8$J)=JMO=O
</EK?$K)/8$$)/K=)CF)/KM?U</+E?F?(8)$?/?J)=JMO=O$)JJ?=-?CK

8/KM?78-?K</)=)+?/［A］H*$K<,?K=)C)+8$<%8/8$<，!"（!）：!4I2!6:
（8/&M8/?F?L8KM1/+C8FM<-FK=<$K）H

W)’.‘H!"#"H(?K<CC)+?/F8F)N&)/K8/?/K<C&)CC8F8)/［A］H*$K<U?)C)+X

45!第4"卷 第!期 彭惠娟等：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区成矿斑岩的岩浆混合作用：石英及长石斑晶新证据

 
 

 

 
 

 
 

 



!"#$!%!"#，&’（(）：)*+,&（!%-.!%/0/1!2.3%45!0.#6027#"2）8

9/!:;<，<#22;7!·=/>>7/?@#%A9/!2.8B**(8-;%27!6C2!;%;>D#>!"D/52

2;E;7E.?7?";EE/7D!%/7#5!F#2!;%：3G!A/%"/>7;DH;C%2I!%#2C6;，

I.!5!EE!%/0，#%AJ!%4.#D-#%?;%，K2#.，K$L［=］8H!%/7#5!CD

@/E;0!2#，)M：NOO+&*M8

P/D;0Q$8(OOB8H#4D#+D!%45!%4#%AD/52D;A!>!"#2!;%6/21//%

47#%!2!"E!E/0#%A.;02A!;7!2/，RC/7%0/?，-.#%%/5S05#%A0［=］8

=;C7%#5;>2./R/;5;4!"#5$;"!/2?，P;%A;%8(’O：N*O+NB*8

P/D;0Q$8(OOM8H!T!%46/21//%47#%!2!"#%AA!;7!2!""7?02#5DC0./0，

RC/7%0/?，-.#%%/5S05#%A0，K89［=］8P!2.;0，(M’：(),+(,M8

P!UV，H;UU，W.#;W@，W.C@-#%A<C#%4@X8B*(*8Y./;7!Z

4!%;>9+>/5A0E#7D/4#"7?02!%47#%!2;!A0：L"7!2!"#57/G!/1［=］8JC5Z

5/2!%;>H!%/7#5;4?，I/27;5;4?#%AR/;"./D!027?，BO（B）：B((+B(,
（!%-.!%/0/）8

H[55/7L8B***8-#2.;A;5CD!%/0"/%"/#%A".#7#"2/7!F#2!;%;>A/>/"2

027C"2C7/0!%\C#72F1!2.#EE5!"#2!;%02;2./02CA?;>47#%!2!"7;":0
［@］8$CE/7G!0;7：I@78J/.7<=8R]22!%4/%：R/;74+LC4C02+

K%!G/70!2̂2FCR]22!%4/%8

H[55/7L，97;%FL#%AJ7!/>/798B**B8Y7#"//5/D/%20#%A47;12.

E#22/7%0!%\C#72F：L>!%4/7E7!%2;>2.//G;5C2!;%;>2./0C6+G;5"#%!"

E;;A5/047#%!2/0?02/D［=］8JC558-F/".8R/;5;4!"#5$C7G/?，NN
（B）：(),+(’,

H[55/7L，Q/%_H#%AJ/.7<=8B**)8Y7#"//5/D/%20#%A"#2.;A;5CZ

D!%/0"/%"/;>!4%/;C0\C#72F!%2;E#F47#%!2/0>7;D2./<C6$2;":
［=］8H!%/7#5;4?#%AI/27;5;4?，NO：(MN+(O(8

H[55/7L，J7/!2/79#%A$/52D#%%Q8B**,8‘C#72F#%A>/5A0E#7F;%!%4
!%2./3#02/7%37F4/6!74/E5C2;%（R/7D#%?，-F/".Q/EC65!"）：3G!Z

A/%"/;>DC52!E5/D#4D#D!T!%4［=］8P!2.;0，&*：B*(+BBN8

H[55/7L，Y.;D#0Q#%AV!/A/%6/":H8B**M8V#2/7";%2/%2;>

47#%!2!"D/520>7;D -;7%1#55#%A37F4/6!74/：L Q#D#%0E/"Z

27;0";E?02CA?;>D/52!%"5C0!;%0［=］83C7;E/#%=;C7%#5;>H!%/7#5;Z

4?，(&：’BO+’’*8

H[55/7L，J/.7<=#%A9/7:.;>LH8B**O8Y.//G;5C2!;%;>5#2/+</7Z

"?%!#%47#%!2/0#%A7;?#52!/0A;"CD/%2/A6?\C#72F：L7/G!/1［=］8

3#72.#%A3%G!7;%D/%2#5$"!/%"/Y7#%0#"2!;%0;>2./Q;?#5$;"!/2?
;>3A!%6C74.，(**：),+’O8

a/G/0$I#%Ab#C"./FL8(OO,8$C""/00!G/D!T!%4#%AD!%45!%4;>

D#4D#0!%#E5C2;%!"";DE5/T;>a;72./#02J7#F!5［=］8P!2.;0，)’：

BN,+BOO8

I/D67;:/=V#%A@’P/D;0Q$8(OOM8H!T!%46/21//%47#%!2/D#4Z

D#0：3G!A/%"/>7;D2./0;C2.+1/0247#%!2/";DE5/T;>=/70/?［=］8

I7;"//A!%40;>2./K00./7$;"!/2?，O：(*,+(()8

I/%4<=，V#%4UV，Y#%4=U，‘!%WI，W.;Cc#%A<;CP8B*(*#8

Y./#EE5!"#2!;%;>\C#72F"#2.;A;5CD!%/0"/%"/!%02CA?;>!4%/;C0

7;":［=］8Q;":#%AH!%/7#5L%#5?0!0，BO（B）：M,+N)（!%-.!%/0/

1!2.3%45!0.#6027#"2）8

I/%4<=，V#%4UV，‘!%WI，<;CP#%AW.;Cc8B*(*68Y./-.#7Z

#"2/7!02!"0;>"#2.;A;5CD!%/0"/%"/+G!0C#5!F/A D!"7;027C"2C7/!%

\C#72F：L"#0/02CA?>7;D2./=!#D#!4%/;C07;":!%Y!6/2［=］8JC5Z

5/2!%;>H!%/7#5;4?，I/27;5;4?#%AR/;"./D!027?，BO（)）：’,+,B
（!%-.!%/0/）8

I/%4<=，V#%4UV，‘!%WI，<;CP#%AW.;Cc8B*(*"8Y./D#4Z

D#2!"+.?A7;2./7D#527#%0!2!;%/G!A/%"/>7;DD!%/7#5;4?;>2./=!#D#

";EE/7+E;5?D/2#55!"A/E;0!2!%Y!6/2［=］8=;C7%#5;>-./%4ACK%!Z

G/70!2?;>Y/".%;5;4?（$"!/%"/），K%EC65!0./A（!%-.!%/0/1!2.

3%45!0.#6027#"2）8

‘!%WI，B*(*8Y./A!#4/%/0!0#%AD!%/7#5!F#2!;%;>#A#:!2/+5!:/7;":

>;7D=!#D#";EE/7E;5?D/2#55!"A/E;0!20;>Y!6/2（A!00/72#2!;%>;7

D#02/7A/47//）［@］8$CE/7G!0;7：V#%4UV8-./%4AC：-./%4AC

K%!G/70!2?;>Y/".%;5;4?（!%-.!%/0/1!2.3%45!0.#6027#"2）8

‘!%WI，V#%4UV，@;7=，W.;Cc，I/%4<=#%AY#%4U‘8B*((8

PL+S-I+H$K+I6W!7";%#4/;>!%2/7D/A!#2/+#"!A!"!%27C0!G/7;":0

!%=!#D#;>Y!6/2#%A!20D/2#55;4/%!"0!4%!>!"#%"/［=］8H!%/7#5

@/E;0!20，)*（B）：))O+)’&（!%-.!%/0/1!2.3%45!0.#6027#"2）8

‘CUH，=!#%4=<，U!%<J#%A-./%<8B*(*8L02CA?;>21;47;CE0

;>#A#:!2/#5D;020!DC52/%/;C05?>;7D/A!%R#%4A/0/";55!0!;%#5;7;Z

4/%，Y!6/2：V.?A;/0;%/47;CE";%2#!%";EE/7D!%/7#5!F#2!;%#%A

2./;2./7%;2［=］？H!%/7#5@/E;0!20，BO（)）：)&B+)O*（!%-.!%/0/

1!2.3%45!0.#6027#"2）8

Q/D;%AR，-/067;%X#%A-.#E;C5!/Q8(OOB8-#2.;A;5CD!%/0"/%"/

#EE5!/A2;2./D!"7;".#7#"2/7!F#2!;%;>D!%/7#5D#2/7!#50：LE7/0/%2

02#2C0!%/TE/7!D/%2#2!;%#%A!%2/7E7/2#2!;%［=］8$"#%%!%4H!"7;08，

M（(）：B)+MO8

$.#>!/!H<#%A=#D0.!A$8B**O8Q/"?"5!%4;>;7;4/%!"#7""7C0227!4Z

4/70E;7E.?7?-CD!%/7#5!F#2!;%!%9/7D#%-/%;F;!"#7"7;":0，

0;C2./#02/7%S7#%［=］8H!%/78@/E;0!2#，’’：BM,+B&)8

$D!2.=b#%A$2/%027;DQ-8(OM,835/"27;%+/T"!2/A5CD!%/0"/%"/#0#

E/27;5;4!"2;;5［=］8R/;5;4?，N)：MBN+M),8

$D!2.b-，$.#%/I#%Aa#!7%SL8B**’8Q/#"2!G#2!;%;>#7.?;5!2!"

D#4D#6;A?6?%/17.?;5!2!"!%27C0!;%6/>;7/2./(,8&:#Q;2;7#

/7CE2!G//E!0;A/：SDE5!"#2!;%0>;7D#4D#02;7#4/!%2./d:#2#!%#

b;5"#%!"-/%27/，a/1W/#5#%A［=］8=;C7%#5;>2./R/;5;4!"#5$;"!/2?
;>P;%A;%，(M(：N,N+NNB8

$2/E./%3，9/05/73#%A300/%/=8B**M8K%C0C#55?-C+7!".D#4D#0#0Z

0;"!#2/A1!2.4!#%2E;7E.?7?";EE/7A/E;0!20：3G!A/%"/>7;DJ!%4Z

.#D［=］8K$LR/;5;4?，(：’B+’’8

$5#6?<H8B**&8H#>!"#%A>/50!"D#4D#!%2/7#"2!;%!%47#%!2/0：Y./

</7"?%!#%9#7:;%;0F/E5C2;%［=］8=;C7%#5;>I/27;5;4?，’O（B）：

))O+)’&8

Y#%4=U，V#%4@<，V#%4UV，W.;%49<，c!%4P=，W./%4VJ，

P!X=，RC;a，‘!%WI，c#;UX，P!P，V#%4c#%AY#%4U‘8

B*(*8R/;5;4!"#5>/#2C7/0#%AD/2#55;4/%!"D;A/5;>2./=!#D#";EZ

E/7+E;5?D/2#55!"A/E;0!2!%Y!6/2［=］8L"2#R/;0"!/%2!#$!%!"#，)(
（’）：’’,+,*M（!%-.!%/0/1!2.3%45!0.#6027#"2）8

Y!%A5/LR8(OO(8Y7#"//5/D/%26/.#G!;7!%D!"7;47#%C5#7/%"5#G/0

>;7D47#%2!"7;":0［H］8LD02/7A#D：350/G!/78)()+))*8

c!%4P=，Y#%4=U，V#%4@<，-.#%4W$，‘CV=#%AW./%4VJ8

B**O8Q/+d0!0;2;E!"A#2!%4;>D;5?6A/%!2/!%0:#7%>7;D2./=!#D#

";EE/7E;5?D/2#55!"A/E;0!2;>Y!6/2#%A!20D/2#55;4/%!"0!4%!>!"#%"/
［=］8Q;":#%AH!%/7#5L%#5?0!0，B&（)）：BM,+BM&（!%-.!%/0/1!2.

3%45!0.#6027#"2）8

c!%4P=，V#%4@<，Y#%4=U，-.#%4W$，‘CV=，W./%4VJ#%A

’MB 矿 床 地 质 B*((年

 
 

 

 
 

 
 

 



!"#$%&’()(&*+,-./"01#$2342567/+#10+2889::1#$1#/133+:+#0

:28;.3:24"#/10.4+0"552$+#18.1$#1318"#8+［<］&=80">+252$18"

?1#18"，@A（@）：))BC,))DE（1#FG1#+.+H10GI#$51.G"7.0:"80）&

!":;J ="#/ !"0.2#IK&’((B&L10"#1M：=010"#194,1#,M9":0N

$+20G+:424+0+:［<］&F2#0:179012#.02O1#+:"52$6"#/P+0:252$6，

)C’：DAE,DCA&

!":;J=，%15/:+0G!，?Q+":R?，FG+:#1";J<"#/!"0.2#IK&

’((D&P:+,+:9Q012#:+8G":$+230G+K1.G2Q4"$4".6.0+4［<］&

>+252$6，（EC）：’EC,’E@&

!1+7+*=，!":;J="#/%"H;1#.JP&’((D&S#.1$G0.3:24M9":0N

8"0G2/25941#+.8+#8+N2#1#$1#028:6.0"551N"012#230G+T1#"5G"U+#

$:"#10+，F2".0"5O"1#+［<］&F2#0:179012#.02O1#+:"52$6"#/P+0:2,

52$6，)CA：AEV,ACE&

WG"#$%*，%29WX"#/Y"#$WO&’()(&O+0"552$+#+.1."#/$+2/6Z

#"418.23L+0G6"#4+0"552$+#18/24"1#：=:+U1+H［<］&O1#+:"5J+Z

Q2.10.，’V（)）：))E,)’(（1#FG1#+.+H10GI#$51.G"7.0:"80）&

WG+#$!K，FG+#YF，?2#$[，L"#$<[，Y1#$\<，\1R<"#/L"#$
[X&’()(&I5+4+#0/1.0:179012#"#/$+252$18"5.1$#1318"#8+1#0G+

<1"4"82QQ+:Q2564+0"5518/+Q2.10，L17+0［<］&O1#+:"5J+Q2.10.，’V
（C）：DDC,D@A（1#FG1#+.+H10GI#$51.G"7.0:"80）&

WG29Y&’()(&FG":"80+:1.018"#/+U259012#232:+,32:41#$3591/.3:24<1"4"

Q2564+0"551882QQ+:/+Q2.10，O2NG9$2#$;"F29#06，L17+0（/1..+:0"012#32:

4".0+:/+$:++）［J］&?9Q+:U1.2:：!"#$[!&FG+#$/9：FG+#$/9]#1Z

U+:.10623L+8G#252$6（1#FG1#+.+H10GI#$51.G"7.0:"80）&

附中文参考文献

陈 斌，刘超群，田 伟&’((B&太行山中生代岩浆作用过程中的壳

幔岩浆混合作用：岩石学和地球化学证据［<］&地学前缘，)E（’）：

)A),)C(&
丁 林，岳雅慧，蔡福龙&’((B&西藏拉萨地块高镁钾质火山岩即对

南北向裂谷形成时间和切割深度的制约［<］&地质学报，@(（A）：

)’C’,)’B)&
侯增谦，高永丰，孟祥金&’((A&西藏冈底斯中新世斑岩铜矿带：埃达

克质斑岩成因与构造控制［<］&岩石学报，’(（’）：’EV,’A@&
侯增谦&’()(&大陆碰撞成矿论［<］&地质学报，@A（)）：E(,CV&

李小伟，莫宣学，赵志丹，朱弟成，黄丹峰&’()(&花岗岩类中钾长石

巨晶成因研究进展［<］&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V（’）：’)),

’)C&
彭惠娟，汪雄武，唐菊兴，秦志鹏，周 云，侯 林&’()("&石英阴极

发光在火成岩研究中的应用［<］&岩矿测试，’V（’）：BC,DE&
彭惠娟，汪雄武，秦志鹏，侯 林，周 云&’()(7&石英显微构造阴极

发光特征研究,以西藏甲玛岩体为例［<］&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

报，’V（E）：AC,C’&
彭惠娟，汪雄武，秦志鹏，侯 林，周 云&’()(8&西藏甲玛铜多金属

矿矿床岩浆,热液过渡的矿物学证据［<］&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已录用待刊）&
秦志鹏&’()(&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床似埃达克岩的成岩成矿作用

（硕士论文）［J］&导师：汪雄武&成都：成都理工大学&
秦志鹏，汪雄武，多 吉，周 云，彭惠娟，唐晓倩&’())&西藏甲玛中

酸性侵入岩\=,SFP,O?锆石],P7定年及成矿意义［<］&矿床地

质，E(（’）：EEV,EA@&
曲晓明，江军华，辛洪波，陈 华&’()(&西藏冈底斯造山带几乎同时

形成的两套埃达克岩为什么一套含矿一套不含矿［<］？矿床地

质，’V（E）：E@’,EV(&
唐菊兴，王登红，汪雄武，钟康惠，应立娟，郑文宝，黎枫佶，郭 娜，秦

志鹏，姚晓峰，李 磊，王 友，唐晓倩&’()(&西藏甲玛铜多金

属矿矿床地质特征及其矿床模型［<］&地球学报，E)（A）：AAC,

C(B&
应立娟，唐菊兴，王登红，畅哲生，屈文俊，郑文宝&’((V&西藏甲玛铜

多金属矿床矽卡岩中辉钼矿铼,锇同位素定年及其成矿意义［<］&
岩矿测试，’@（E）：’BC,’B@&

应立娟，王登红，唐菊兴，畅哲生，屈文俊，郑文宝，王 焕&’()(&西

藏墨竹工卡县甲玛铜多金属矿不同矿石中辉钼矿*+,-.同位素

定年及其成矿意义［<］&地质学报，@A（@）：))BC,))DE&
张洪瑞，侯增谦，杨志明&’()(&特提斯成矿域主要金属矿床类型与

成矿过程［<］&矿床地质，’V（)）：))E,)’(&
郑文宝，陈毓川，宋 鑫，唐菊兴，应立娟，黎枫佶，唐晓倩&’()(&西

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元素分布规律及地质意义［<］&矿床地质，’V
（C）：DDC,D@A&

周 云&’()(&西藏墨竹工卡县甲玛铜多金属矿成矿流体特征及演

化（硕士论文）［J］&导师：汪雄武&成都：成都理工大学&

CB’第E(卷 第’期 彭惠娟等：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区成矿斑岩的岩浆混合作用：石英及长石斑晶新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