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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角岩在西藏冈底斯成矿带内的甲玛、驱龙、劣布、雄村、则莫多拉铜矿和弄如日金矿等矿床中均有产

出，但角岩的特征及与成矿的关系却不相同。选择拉萨地区墨竹工卡县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和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

雄村铜金矿床的角岩作为对比研究的对象，从地质背景、角岩的原岩、化学成分、矿物组成、空间分布、形成次序和矿

化特点等方面进行了两者的对比，认为甲玛矿床中由砂岩、板岩热变质形成的角岩，形成于成矿前，作为矽卡岩型矿

体的顶板，起到隔挡成矿流体运移的作用，有利于成矿，且在角岩中亦形成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矿化。在找矿过程中

亦可作为找矿线索，大规模的角岩盖层指示了深部岩体的存在，其厚度和矿化变化可为判断岩体中心提供依据。雄

村矿床中的角岩由成矿后喜马拉雅期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侵入凝灰岩而引起的热变质所形成，对已形成的矿体影响

不大；在找矿过程中，可利用地面磁测获得铜矿体及角岩等围岩的磁场强度，有助于确定矿化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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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岩是指具有细粒变晶结构和块状构造的中@
高温热接触变质岩石，在铜、钼、铅锌、金、银、钨、铁、

铀、锡、稀有金属等众多金属矿床中均有产出，其与

成矿作用存在一定的联系（王登红等，ABCC）。角岩

在各金属矿床中可作为赋矿岩石产出。例如，日本

D-E*4&!&1*白钨矿床的F层矿体都产于角岩中（G("#*
H&!(，CIJB），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H*#$$&K#9&.&地

区，钙硅质角岩和黑云母角岩亦是白钨矿体的赋矿

岩 石（K#:/#$$0，CIJA）。 加 拿 大 L-#/#, 省

M&.#’#*1#铜矿区，网脉状矿体赋存于海西期M,>#$N
$*4’#花岗质岩体侵入至下古生界L-#/#,群所形成

的堇青石@黑云母角岩接触带中（O*’’*&%+@<(1#+#!
&’P，CIJI）。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Q#$4斑岩铜

矿，原生硫化物矿石（黄铜矿@辉钼矿）赋存于斑岩侵

入体 和 周 围 的 角 岩 接 触 带 中（3#/#$’#*1#!&’P，

CIJF）。

中国西藏冈底斯成矿带内的金属矿床以斑岩岩

浆@热液系统为主，角岩在多个矿床中广泛分布，如，

东段的驱龙大型铜矿、甲玛大型铜多金属矿、弄如日

金矿、劣布铜矿，中段南缘的雄村大型铜金矿、则莫

多拉铜矿等（杨志明，ABBJ；李光明等，ABBR；ABBS；郎

兴海等，ABBT；唐菊兴等，ABBI）。其中，拉萨地区墨

竹工卡县的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内的角岩，既在该矿

区范围内形成了巨厚的盖层，也是铜钼矿化的赋矿

岩石，初步探明其钼铜金属资源量亦达大型以上规

模（唐菊兴等，ABCB）。位于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的

雄村铜金矿，与甲玛铜矿相距约UBB;%，其角岩的

特征却相差甚大，基本无矿化。本文选取冈底斯成

矿带东段的甲玛和中段南缘的雄村这两个大型铜矿

中的角岩作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其角岩的空间分

布、原岩岩性、岩石化学、矿物组成，探讨了角岩与成

矿的关系，及其在找矿中的指示意义等，为冈底斯成

矿带内发育有角岩的铜矿床开展成矿作用研究和找

矿工作提供依据。

C 地质背景

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和雄村铜金矿床产出的大地

构造位置是：!级构造单元属于拉达克@冈底斯弧盆

系，"级构造单元属于拉达克@南冈底斯@下察隅岩浆

弧，#级构造单元分别属于#@F叶巴火山弧和#@C
南冈底斯岩浆弧（图CV）（侯增谦等，ABBS；潘桂堂

等，ABBS；唐菊兴等，ABCC）；其成矿区带均属于青藏

滇缅（特提斯）成矿域（$级）的大冈底斯成矿省（!
级）的南冈底斯@念青唐古拉W-、V-、M(、D#、X/、Y1、

H/成矿带（"级），#级分别属于南木林@林周@墨竹

工卡成矿小带（甲玛）和谢通门@尼木@桑日成矿小带

（雄村）（徐志刚等，ABBJ）。

位于冈底斯成矿带中段东部的甲玛铜多金属

矿，下白垩统林布宗组砂板岩、碳质板岩为角岩的原

岩，受中新世岩浆活动的影响，经热变质形成了角

岩，位于矽卡岩矿体的上盘（图CQ），且分布于矽卡

岩与板岩之间，空间分布的层位明显。角岩中，石英

脉和裂隙发育，硫化物充填于石英脉或裂隙中，形成

了角岩型钼铜矿石。主矿体为产于矽卡岩中的铜钼

铅锌金银矿体，其次为产于角岩中的铜钼矿体和产

于斑岩中的钼铜矿体。矽卡岩型矿体赋存在下白垩

统林布宗组砂板岩、角岩（顶板）与上侏罗统多底沟

组灰岩、大理岩（底板）的层间接触带内；角岩型矿体

分布在下白垩统林布宗组地层中。

位于冈底斯成矿带中段南缘的雄村铜金矿床，

其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是中@下侏罗统雄村组安山

质凝灰岩和全新统冲积物@崩积物。中@下侏罗统雄

村组安山质凝灰岩是雄村矿床的主要含矿围岩（黄

勇等，ABCC；唐菊兴等，ABBI；ABCB&）。该矿床由F个

呈串珠状分布的矿体组成，最先发现的是$号矿体

（即雄村矿体），并在$号矿体KZ约F;%处发现了

!号矿体（又称纽通门铜金矿，唐菊兴等，ABCB&），

随后，在!号矿体KZ约A;%处发现了"号矿体，

在"号矿体的KO 向发现了#号矿化体（图CW）。

$号铜金矿体具有规模大、蚀变强烈、富金银而贫钼

的特点，矿体即赋存于中@晚侏罗世含眼球状石英斑

晶的角闪石英闪长玢岩岩枝及其接触带附近的中@
下侏罗统雄村组凝灰岩中。矿体的顶板，在矿体的

中@东部为始新世黑云母花岗闪长岩，西北部为始新

世斜长闪长玢岩，部分为蚀变的中@下侏罗统中细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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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甲玛角岩的化学成分

"#$%&! ’(&)*+#%+,)-

!
!!!!

,.*/*,0,1(,201&%.12,)3*#)#

样号 岩性
!（!）／" !（!）／#$%&

’()* +*) ,- ./
样号 岩性

!（!）／" !（!）／#$%&

’()* +*)!! ,- ./

0.1#*$23*4563 碳质板岩 3758 &5$3 1#51 #5*4 0.#&**2845& 硅化角岩!! &#53 &5*& 47$ *5*3
0.88$#27856 碳质板岩 &45& #5&1 &75* 3851 0.#&**2#735* 硅化角岩!! &*5# 3561 #8*1 #18
0.$#2!#9 绢云母板岩 3#51 853$ 1&58 *53* 0.#&**2*3&57 硅化角岩!! 7*57 158& 8*8 3#58
0.$1$244353 斑点状角岩 &45# 45$& *8* 3456 0.#&**21*15# 硅化角岩!! 7353 1518 831 #518
0.382!# 条带状角岩 375# #576 845* #6# 0.#&**21845# 硅化角岩!! 3353 &58& &71 #*5#
0.$62!* 角岩 &*5# 3538 145$ #534 0.#&**24&4 硅化角岩!! &4 358& 433 #563
:;<#$2!* 角岩 335& 15## 3*1 35$4 0.#&**287* 硅化角岩!! &851 1584 76& 885#
:;<#&2!# 角岩 &*5# 45&7 #41 45#* 0.#&**26&#5*1 硅化角岩!! 7#54 45#1 387 *$54
:;<#&2!1 角岩 1658 $5$* 658$ 3758 0.#&*&241158 硅化角岩!! 8#56 #583 #7#4 &5$&
:;<#62!# 角岩 315$ 45$3 483 35#* 0.#&*&23#1586 硅化角岩!! 3657 4578 &33 #7
0.#&$427&5& 角岩 &35& 153 487 *588 0.#&*&2371576 硅化角岩!! 7457 15*7 168 #753
0.#&$72#158 角岩 345* *573 386 #$51 0.#&*&2&4353* 硅化角岩!! &458 3584 ##63 #454
0.#&$72#3858 角岩 &*51 4573 4871 3$5& 0.#&*&2&63 硅化角岩!! &753 4576 ##*# **5&
0.#&$82*&$51 角岩 &456 458# 845# 45** 0.#&*&2733543 硅化角岩!! 7#54 354* 444 *586
0.#&$62885$ 角岩 &85# 45$& 14* 451& 0.#&*&28$*54 硅化角岩!! 835* $56 *13& 6533
0.#&$621135* 角岩 &*54 3588 &$# #& 0.#&*&287458 硅化角岩!! 375& 65#3 3*8 4*
0.#&#&2#3#5* 角岩 &#56 35*# &31 3583 0.#&*&268#5$& 硅化角岩!! 3857 65&# 636 74$
0.#3#42#$757* 角岩 3753 15$3 86$ ### 0.$14288158 硅化角岩!! &3 156* 843 #65*
0.#3#62#13544 角岩 7154 #538 #87 15#4 0.1*#&216$54 硅化角岩!! &&58 75#4 *48& 7*51
0.#3*42##&56 角岩 4354 7537 #*#4 6358 0.1**427#854 硅化角岩!! &854 *544 #1&* #85&
0.*1$72*$858 角岩 3&51 #587 **& 158# 0.*7$*28158 强硅化角岩!! 715# #5*4 #657 *5&4
0.1##323*$5&4 角岩 &858 154* &158 $567 0.#&**28$7 绿泥石化角岩!! &$58 35#1 ##48 11
0.4$#*2&16541 角岩 &454 4578 #&4* #&# 0.&4$32375* 青磐岩化角岩!! &$5* 45*7 *61 #57*
0.#&$62#485# 硅化角岩 &# 35&1 4&3 3513 0.#&$72*4* 矽卡岩化角岩!! 7*58 1511 463 3654
0.#&**2*85& 硅化角岩 7*54 4583 47# &578 0.#&$624#&54 矽卡岩化角岩 3653 3511 *43 6158
测试单位：氧化物 国家地质测试中心；,-、./ 西南冶金测试中心。

图4 甲玛角岩化学成分图解

=(>54 <(?>@?AB/CDEFA(D?GD/AH/IFIJB/CE/@ICFGBC@/A0(?A?

无明显规律，据此推测，矿化与角岩的成分和蚀变可

能无必然的相关性。

455 矿物组成

甲玛的角岩主要由黑云母、石英、绢云母、长石、

红柱石等组成，其次有绿泥石、绿帘石、方解石、石榴

子石、黄铁矿、磁黄铁矿、黄铜矿、辉钼矿等。雄村角

岩的矿物成分以斜长石、钾长石、石英、磁黄铁矿、黑

云母为主，有少量石榴子石、辉石、碳酸盐、绿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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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铁矿、绢云母、黄铜矿、黄铁矿等。

红柱石是典型的热接触变质矿物之一。甲玛角

岩中的红柱石细小，肉眼难以鉴定，借助显微镜和电

子探针分析可以确定，但量较少（图!）。在雄村矿

区，大量的红柱石产于含矿凝灰岩中，是主要的变斑

晶，含量约为"!!"#，呈中粒不等粒或不规则粒状

或柱状，粒径一般为"$%!&’’，分布较不均匀（图

%）。在显微镜下，红柱石呈无色透明，正中突起，普

遍含较多细粒石英及金属矿物包体，有时被包体穿

插切割，两组解理较常见，但发育较差，最高干涉色

以"级浅黄为主，对称或平行消光，二轴晶负光性。

红柱石外围常见被中(细粒较洁净的石英包围或穿

插，局部包于由细粒石英组成的团斑中，有时也与长

石接触，两者的接触关系较不规则，局部可见红柱石

包裹长石的现象。对比红柱石的化学成分（表!，图

)）可知，甲玛角岩中红柱石的*+,!含量明显低于雄

村凝灰岩中的红柱石，-.!,%含量也略低。与其他变

质型矿床中红柱石的成分相比，甲玛和雄村的红柱

石成分并无特殊（齐静波，&/01；尹开礼，&/00；赵秀

德等，&//)；周洪健，&//0；蓝晓明等，!"""；王江涛

等，!""!；申晓萍等，!""1）。

% 与成矿的关系———空间分布、形成

序次、矿化特征

甲玛矿区范围内，角岩发育，/"#以上的钻孔揭

露了由林布宗组经热变质而成的角岩，其厚度变化

大，从 ! ’ 至&"""’ 不 等，尤 其 在 23%!&1、

23%!&0、23%!&/等钻孔附近，到&"""’深度处仍

为角岩（图4）。在平面上，从西至东，从4%线至00
线，走向长度逾%"""’，角岩的厚度呈现出中间厚

而两端薄、北东厚而南西薄的特点。角岩分布在矽

卡岩型主矿体的上部，是其顶板，同时也是角岩型钼

铜矿石的直接赋矿围岩。钻孔揭示出岩石蚀变的垂

向分带明显，从上至下为，碳质板岩!绢云母板岩!
角岩!矽卡岩!大理岩!灰岩。矿化集中在矽卡岩

和角岩中。角岩中的矿化，上部以铜矿化为主，下部

以钼（铜）矿化为主，矿石矿物主要为辉钼矿、黄铜

矿，其次为磁黄铁矿，有少量黄铁矿、斑铜矿、辉铜

矿、方铅矿、闪锌矿等，呈石英(硫化物脉、充填裂隙

的硫化物细脉、细粒(微细粒浸染状或团块状。受中

新世中(酸性岩浆活动影响，角岩由砂板岩经热变质

而成，属于成矿前变质作用的产物。成矿期巨量岩

浆(流体活动导致流体携带成矿元素充填于角岩中

的裂隙、节理，形成了钼(铜矿化。甲玛铜(钼的主成

矿期为&)56左右，角岩的形成应早于&)56。

在雄村矿区，角岩见于"号矿体的顶板及#号

矿体的围岩。早成矿期的侵入岩是角闪闪长玢岩；

主成矿期的侵入岩是含溶蚀状石英斑晶的石英闪长

玢岩，其锆石*7895:;(:<年龄为（&1%=%）56；

成矿期后的侵入岩主要有始新世的黑云母花岗闪长

岩，其锆石*7895:;(:<年龄为（>4$)=&$&）56
（唐菊兴等，!"&"6），以及穿插矿体的安山岩脉、细

晶岩脉、煌斑岩脉。"号矿体的成矿时代为晚侏罗

世（&4)!&>"56），喜马拉雅期碰撞造山期间叠加的

构造(岩浆活动，可能导致与黑云母花岗闪长岩的侵

位（)"!>"56）有关的角岩化进一步叠加改造雄村

矿床。该矿床的?@(-@主要矿化阶段与具眼球状石

英斑晶的石英闪长玢岩的侵位及其热液作用有关，喜

马拉雅期岩浆作用对矿床?@、-@富集作用的贡献不

大。

表! 甲玛和雄村红柱石的电子探针分析

"#$%&! ’%&()*+,-.(*+/*+$&#,#%01&1+2#,3#%41.)&2*+-5.#-##,36.+,7(4,

产地
"（A）／#

*+,! B+,! -.!,% BCD, 5E, ?6, 3!, F6!, ?G!,% :!,) F+, 总和
资料来源

甲玛铜多金属矿
%)H0> "H"! 4!H%0 "H!4 "H"4 "H"& "H"& "H") " "H"& "H"% /0H41 本文
%)H4> "H&> 4&H/" "H!! "H"1 "H"& "H"/ "H"& "H"> "H"! "H"& /0H&)

雄村铜金矿
%4H/> "H"" 4!H1) "H!> "H"> "H"! "H"! "H"" &""H"&
%4H40 "H"> 4!H4& "H>0 "H") "H"" "H&! "H"! &""H""
%0H"4 "H"0 4&H!> "H>0 "H"" "H"" "H&% "H"" //H//
%1H&1 "H"% 4!H%) "H!! "H"1 "H"" "H&& "H") &""H""

$

理论值 %4H0" 4%H!" &""H"" 王濮等，&/0>
$ 唐菊兴，李志军，钟康惠，孙传敏，刘文周，叶 江，徐仕海，郭 科，丁 枫，郭文铂，张廷斌，张 丽，王志辉，茅燕石，郭 娜，郎兴海，凌

娟，张 峰，崔晓亮，黄厚辉，黄 勇，王 友H!""4H西藏自治区谢通门县雄村铜矿勘探地质报告H成都：成都理工大学档案馆H内部资料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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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甲玛和雄村矿区红柱石"#$%&’(%$)成分图解

*#+,! -#.+/.012"#$%&’(%$)12.34.(56#782/10

798:#.0..34;#13+<531/84#67/#<76

= 讨 论

!," 角岩对成矿的作用

冈底斯东段的驱龙铜矿赋存于上侏罗统叶巴

组，中新世侵入的花岗闪长岩呈近>?向产于叶巴

组一段的晶屑凝灰岩中，造成凝灰岩的强烈角岩化，

但没有形成铜钼矿化事件（杨志明，%@@A）。弄如日

金矿位于冈底斯东段，该矿区内出露的钾长花岗岩

与下白垩统林布宗组呈侵入接触关系，引起大面积

的角岩化，形成了斑点角岩、红柱石角岩和长英角岩

等，属燕山晚期；!个金矿体中有=个产于破碎的红

柱石角岩和断裂破碎蚀变角岩中，形成了破碎蚀变

角岩型矿石（李光明等，%@@!）。位于冈底斯东段南

缘的劣布铜矿区，始新世石英闪长岩、石英闪长玢岩

及花岗闪长岩侵入下白垩统比马组，在外接触带形

成了角岩，在绿帘石化长英质角岩中发育有辉钼矿

化（李光明等，%@@B）。冈底斯中段南缘的则莫多拉

铜矿床，上白垩统&古新统&始新统旦狮庭组火山岩受

辉长岩等基性岩浆活动的影响而发生角岩化，晚期

中&酸性岩浆活动的叠加，再次引起角岩化，形成了

角岩型铜矿石（郎兴海等，%@@C）。

根据上述矿床中角岩的不同矿化特征，结合甲

玛矿区的角岩含矿而雄村矿区的角岩不含矿的特

点，可以认为，角岩对成矿的作用是不同的。那么，

在西藏冈底斯成矿带内，哪类角岩有利于成矿？

首先，角岩对成矿流体起到隔挡作用，有利于成

矿流体集中在角岩的下伏空间而成矿。在甲玛矿床

的围岩发生热变质的阶段，围岩发生角岩化，致密的

角岩化围岩，不利于矿液的扩散，起到了屏蔽作用，

有利于形成沿层交代的富而厚的矽卡岩型矿体（王

登红等，%@DD）。角岩对成矿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

当多期岩浆侵位时，岩浆的上侵力或区域应力使早

期形成的角岩发育节理和裂隙，为岩浆热液的垂向

逃逸提供了充填交代成矿空间。甲玛矿区角岩中发

育的裂隙、节理被含矿流体充填，形成了斑岩型成矿

图B 甲玛铜多金属矿)%号勘探线地质剖面图（据唐菊兴等，%@D@修改）

*#+,B E81(1+#<.(68<7#13.(13+F1,)%8GH(1/.7#13(#38#3798:#.0.I5H1(J087.((#<1/848H16#7（014#2#84.278/K.3+8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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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典型的细脉浸染状矿化，构成了具有经济价

值的工业矿体。角岩在成矿过程中能否起到隔挡层

和提供容矿空间的作用，受多方面因素的控制，如，

岩浆活动所提供的热量有多少、多期次岩浆活动的

持续时间、原岩的岩性是否容易发生热变质、热变质

作用的环境等。最重要的是，角岩与成矿流体的空

间配置和流体的含矿性。在甲玛矿床的成矿过程

中，角岩与成矿流体的空间配置极好，既起到了隔挡

层的作用，又由于多期次的岩浆侵位，致使角岩中发

育多期次的节理、裂隙。甲玛矿区内，上侏罗统多底

沟组灰岩与下白垩统林布宗组板岩之间的层间构造

是有利的容矿空间，而板岩经热变质形成的角岩正

好处于该容矿空间的上部，形成了良好的天然屏障，

成为成矿流体的隔挡层，导致成矿流体具有侧向逃

逸的条件，在层间构造空间内形成了巨厚且品位高

的矽卡岩型矿体。雄村矿区的角岩由喜马拉雅期黑

云母花岗闪长岩侵入而引起的热变质所形成，由于

其流体的含矿性差，远不如由燕山期石英闪长玢岩

侵入所形成的流体的含矿性，因此，对成矿的贡献不

大，仅是一次主成矿期后的热事件。

角岩对成矿是否有利，是多种地质因素耦合作

用的结果，包括：与流体的空间配置关系、流体的含

矿性、原岩的岩性等，但主要的有利条件是两个方

面，即，起到隔挡作用以及为成矿流体提供容矿空间

（表!）。

!"" 角岩对找矿的指示意义

隐伏岩体的接触带发育有角岩化，已为众多的

找矿实践所证实，尤其是南岭地区。角岩的矿物组

成是否有分带性，对找矿和预测隐伏岩体具有指示

意义。南岭地区的石英脉型黑钨矿，其成矿母岩的

围岩发育有热变质作用，其产物具有明显的分带，从

外向内，依次出现斑点状板岩、白云母角岩、二云母

角岩和黑云母角岩。紧靠岩体的热变质岩石是石榴

子石角岩或红柱石角岩。运用这一规律可预测隐伏

岩体的产出标高和岩体顶面的形态、产状等特点（谭

运金，#$$$）。在江西大余木梓园矿区，对角岩的研

究为隐伏花岗岩体的预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木梓

园隐伏花岗岩体的接触变质带由岩体向外依次为：

角岩带!强角岩化带!角岩化带!弱角岩化带。根

据变质相带的分布与脉岩的发育程度，可对隐伏岩

体的埋深进行预测，而隐伏矿体则多分布在其突出

或拐弯的部位（王安城，%&’(）。

对甲玛和雄村的角岩而言，甲玛的角岩含矿，而

雄村的角岩不含矿，因此，研究甲玛的角岩对找矿更

具意义。结合角岩与原岩和热源的距离远近及后期

热 液蚀变，其分带性较明显，从上至下，其矿物组成

表# 甲玛和雄村角岩的对比

$%&’(# )*++(,(-.+(%./,(01+21,2+(’0+,134*%3%%-56*1-78/-
矿床名称 甲 玛 雄 村

矿种 铜、钼、铅、锌、金、银 铜、金

大地构造位置 南冈底斯岩浆弧（!级） 叶巴火山弧（!级）

成矿区带 南木林)林周)墨竹工卡成矿小带（!级） 谢通门)尼木)桑日成矿小带（!级）

地层 上侏罗统多底沟组灰岩、大理岩；下白垩统林布宗组

砂岩、板岩

中侏罗统雄村组长英质凝灰岩、基性凝灰岩、基性凝

灰岩夹粉砂岩、石英玄武质砂岩、玄武质砂岩夹粉

砂岩、粉砂岩夹次生泥质岩等岩性段

与角岩形成有关的岩浆岩 花岗斑岩、花岗闪长斑岩等中)酸性岩浆岩 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与角岩形成有关的岩浆岩

的成岩时代

喜马拉雅期 喜马拉雅期

成矿时代 喜马拉雅期 燕山期

与岩浆岩的关系 成矿前—成矿早期深部中)酸性岩浆与砂岩、板岩热

变质作用的产物

成矿后黑云母花岗闪长岩浆侵入于火山凝灰岩等的

热变质作用的产物

矿石类型 矽卡岩型、斑岩型、角岩型 斑岩型

原岩 砂岩、板岩 火山凝灰岩、泥质岩、砂岩等

角岩的矿物组成 石英、绢云母、黑云母等 斜长石、钾长石、石英、黑云母等

角岩的空间位置 矽卡岩型主矿体的顶板 "号矿体的底板

角岩的形成序次 成矿前—成矿早期 成矿后

对成矿的作用 有利 不利

对找矿的作用 规模大于*$+,#的角岩盖层，推测深部存在大岩体；

角岩的厚度及矿化，为确定岩体中心提供依据

利用地面磁测测量雄村铜矿矿体及其围岩的磁场强

度，可用于确定矿区及其外围的构造带、蚀变带、角

岩化带，有助于确定矿化体的位置

’’! 矿 床 地 质 #$%#年

 
 

 

 
 

 
 

 



为：碳质!石英!绢云母!石英!黑云母!石英!绿泥

石!绿帘石!黑云母!石英!石榴子石!黑云母!石英，对

应于夹碳质板岩的角岩!夹绢云母板岩的角岩!硅

化角岩!青磐岩化角岩!矽卡岩化角岩。矿化集中

于硅化角岩、青磐岩化角岩和矽卡岩化角岩，硅化角

岩是主体。角岩的矿化以硫化物!石英脉为主。钻

孔揭露出的角岩厚度最大的部位集中在"#$%&’、

"#$%&(和"#$%&)钻孔附近，且矿化好，角岩中仅

夹有后期斑岩的薄层。可推测，甲玛矿区斑岩体的

中心在(!*+线的深部，而$%线所发育的巨厚角岩

正是巨量热液的反映。甲玛岩体的侵位形成了面积

大于*+,-%的角岩化区和规模更大的大理岩化区，

可见其岩浆活动的影响之大（唐菊兴等，%+&+.）。在

雄村铜矿区，可应用地面磁测测量矿体及其围岩的

磁场强度来确定矿区及其外围的构造带、蚀变带、角

岩化 带，有 助 于 确 定 矿 化 体 的 位 置（唐 菊 兴 等，

%++)）。

冈底斯成矿带已成为重要的铜多金属成矿带，

找矿工作正从找浅部矿、小矿转向找深部矿、大矿或

扩大矿床规模的方向发展，找矿难度也迅速增大（李

光明等，%++%；芮宗瑶等，%++$；王登红等，%+&&）。利

用普遍发育的角岩，开展深部找矿和预测隐伏岩体

的工作具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利用角岩的物理性质，

如磁性、电性等，应进一步加强对甲玛和雄村角岩物

理性质的研究，总结两类角岩的物性与成矿的关系，

发挥其在找矿过程中的作用。

/ 结 论

通过对比研究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和雄村铜金矿

床中的角岩，认为：

（&）角岩与流体的空间配置关系是角岩在成矿

过程中是否可以起到隔挡层的关键因素，尤其是角

岩之下为碳酸盐岩时，角岩作为隔挡层有利于形成

矽卡岩型矿体。

（%）角岩中发育的裂隙，可为成矿流体提供容

矿空间。角岩中的矿化主要由含矿流体在角岩裂隙

中充填交代而形成石英!硫化物脉。

（$）在找矿过程中，可利用角岩来寻找深部岩

体或矿化体。例如，甲玛矿区出露广泛且厚大的角

岩，根据角岩的成分、颜色、蚀变、钻孔控制的厚度、

矿化等，预测了岩体中心，可能位于(线至*+线之

间。

志 谢 感谢陈振宇副研究员对电子探针工作

的指导，感谢林彬硕士对文中图件绘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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