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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美安第斯成矿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1@、多金属巨型成矿带，产有一系列大型A超大型?@、1@、多

金属矿床，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找矿投资热点地区之一。文章在系统收集资料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安第斯

成矿带的基底组成、构造;岩浆演化、板块俯冲形式、成矿作用以及主要成矿类型的差异，将安第斯地区自北而南划分

为7个"级成矿省和#>个#级成矿带，并对各成矿区带的地质与成矿特征进行了概要阐述，为安第斯地区区域成矿

规律研究提供了基础，也为中国企业在该地区的矿产勘查、开发投资提供了指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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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系统收集资料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依

据基底组成、构造!岩浆演化、板块俯冲形式、成矿作

用以及主要成矿类型的差异，自北向南将安第斯地

区划分为"个!级成矿省和#$个"级成矿带，对各

成矿区带的地质与成矿特征进行了概要阐述与对比

研究。

# 地质背景

安第斯成矿带属环太平洋成矿域的重要组成部

分，位于环太平洋成矿域的东南部（裴荣富等，%&&’；

梅燕雄等，%&&(；瞿泓滢等，%&#"），是一条复杂的中

生代—古近纪成矿带（图#）。其成矿作用和成矿构

造环境主要与太平洋板块向南美板块的俯冲碰撞有

关，为中生代!新生代活动陆缘增生造山带。

安第斯成矿带的形成始于中生代。自晚三叠世

开始，由劳伦（)*+,-.）古陆、冈瓦纳（/0.12*.*）大

陆、西伯利亚和巴塔哥尼亚（3*4*50.6*）聚合的潘基

亚（3*.5-*）超大陆发生裂解，导致了南美大陆独立

（7,6408-9-:-4*;<，#(((；=->>6--4*;<，#(((；

?*@0:，%&&&；?*@0:-4*;<，%&&&；琚亮等，%&##；

谢寅符等，%&#%）。随着大西洋的逐渐打开，南美大

陆向西漂移，太平洋纳斯卡（8*AB*）板块向南美板块

俯冲，使安第斯带转化成活动大陆边缘。强烈的挤

压分别发生于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末和晚白垩世末，

形成强烈褶皱和逆冲断层，岩浆活动主要以侵入作

用为 主（任 爱 军 等，#(("；7*C;D+,5-4*;<，#((E；

F,*.A-:--4*;<，%&&#）。新生代纳斯卡板块继续向

南美板块俯冲，但倾角逐渐变缓，相应地火山!岩浆

活动前锋由沿海向东发展，岩浆酸度和碱度随之增

加，整体上安第斯带形成于挤压环境（G>010A6:-4
*;<，#((&）。这个时期安第斯带急剧上升，是断裂和

强烈火山活动时期，其间发育了山间盆地和大陆边

缘盆 地。始 新 世—早 渐 新 世 构 造 活 动 达 到 顶 峰

（?*@0:-4*;<，%&&&）。晚中新世—晚上新世以后盆

地消失，安第斯山链开始具有现代地貌的雏形。伴

随着俯冲作用，产生强烈而广泛的火山!岩浆活动，

构成了世界著名的火山!岩浆岩带，同时也为H+、

I+、F-、多金属矿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成矿条件，造

就了世界著名的H+、I+、多金属成矿带。

自北而南，由于安第斯造山带基底组成的差异

和板块俯冲形式、俯冲角度的不同，其构造!岩浆演

化和成矿环境也有一定的差异，对矿产资源形成了

不同程度制约。具有南北分段，东西分带的总体成

矿构造格局。

% 成矿区带划分

依据基底组成、构造!岩浆演化、板块俯冲形式，

以及成矿构造环境、主要成矿类型的不同，可将安第

斯成矿带南北向划分为"个!级成矿省，在每个成

矿省内再根据主要成矿矿种、成矿类型和成矿作用

的不同，划分为若干个"级成矿带（表#），其中，北安

第斯成矿省可进一步划分为J个"级成矿带，中安

第斯成矿省可进一步划分为’个"级成矿带，南安

第斯成矿省可划分为"个"级成矿带。

!<" 北安第斯成矿省

北安第斯成矿省位于安第斯成矿带北段，大致

以位于厄瓜多尔南部（南纬"K）的瓜亚基尔（/,6L*;9*）

断裂带为界，与中安第斯成矿省相分，包括厄瓜多尔

中北部、哥伦比亚西部和委内瑞拉西北部。根据地

球物理资料，瓜亚基尔（/,6L*;9*）断裂为一条重要的

板块断裂。在瓜亚基尔湾，瓜亚基尔（/,6L*;9*）断裂

将太平洋纳兹卡大洋板块分为%个部分。断裂以

北，目前俯冲的大洋板块年龄为%"##&G*（中新

世），洋底深度在海平面以下%M&&#"’&&@，大多数

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海沟深度低于$&&&@。而在断

裂以南俯冲的大洋板块年龄为’&#"&G*（始新世

—早渐新世），深度在$&&&#’J&&@，秘鲁!智利海沟

深度达到JJ&&#E’&&@，局部达到M&’’@（南纬%"K）。

表" 安第斯成矿带成矿区带划分表

#$%&’" ()*)+),-,./0’1-2’$-3’/$&&,4’-)52,3$)-

!级成矿省

编号及名称 "级成矿带编号及名称

!!# 北安

第斯成

矿省

!!% 中安

第斯成

矿省

!!" 南安

第斯成

矿省

"!# 海岸安第斯F-、H+、86、贵金属、多金属成矿带

"!% 西安第斯H+、G0、I+、F-、N多金属成矿带

"!" 中安第斯H+、86、H0、H,、贵金属、多金属成矿带

"!$ 东安第斯H+、G0、I+、I5多金属与能源矿产成矿带

"!’ 梅里达有色金属与煤、磷矿产成矿带

"!J 加勒比海岸F-、H+、86、O6成矿带

"!E 海岸安第斯PQH/型F-、H+、I+成矿带

"!M 西安第斯斑岩铜矿、I+多金属成矿带

"!( 东安第斯I+、I5多金属成矿带

"!#& 次安第斯成矿带

"!## 安第斯中部高原钾盐!锂!硝石成矿带

"!#% 海岸安第斯34、I+多金属成矿带

"!#" 主安第斯I+、I5、H+多金属成矿带

"!#$ 次安第斯成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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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斯、东 安 第 斯 和 梅 里 达（!"#$%&）、加 勒 比

（’&#$(("&)）等*个!级成矿带（图+）。

海岸安第斯成矿带 是以岛弧和弧前环境为特

征的,"、’-、.$、贵金属、多金属成矿带（图+），主要

成矿 类 型 为 与 蛇 绿 岩 有 关 的’-/.$/’0/!)矿 床、

1!2型,"3’-45-矿床、,"/6$和78!/5-砂矿

以及与侵入岩有关的低温热液矿床贵金属、多金属

矿床等。

西安第斯成矿带 位于海岸安第斯成矿带的东

侧（图+），是以岛弧和弧后环境为特征的’-、!0、

5-、,"、9、多金属成矿带，成矿类型主要以斑岩型、

浅成低温热液型及氧化铁型（:;’8）等为主。带内

火山/岩浆活动主要在白垩纪—古近纪，中新世还有

岩体侵入。在哥伦比亚（’0<-=($&）境内，西安第斯

成矿带可进一步划分为图马科（6-=&>0）成矿亚带、

科克（’&#"0&）成矿亚带、温吉亚布加（1&<<"%-?&#）成

矿亚带和塞纽/圣贾斯通区成矿亚带。

中安第斯成矿带 由中安第斯火山岩带和山间

拗陷构成（图+），带内火山/岩浆活动广泛，主要在中

生代—古近纪，上覆古近纪沉积岩和火山岩。其间

发育有大量的古生代—渐新世的外来增生杂岩及陆

壳碎片（7"<@"@">/7&<")A-"混杂岩）、岛弧和俯冲杂岩

体（弧前/岛弧/弧后）。该带为’-、.$、’0、’#、贵金

属、多金属成矿带。成矿类型多样，有与蛇绿岩和超

镁铁质岩有关的矿床，与花岗岩类侵入体有关的热

液型、矽卡岩型’-、多金属矿床，与斑岩和角砾岩有

关的’-/!045-4B)4C$矿床，角砾岩型矿床2)/
D，低温热液型5-35EF’-35G32(3HE矿床和

1!2型,"3’-37(3B)35E35-矿床等。在厄

瓜多尔境内，该带由西往东可依次划分为以铁矿为

主的黑色金属成矿亚带，以’-（含5-、!0）为主的有

色金属成矿亚带，以’-、7(、B)、5E为主的多金属成

矿亚带和以2)（含 D、5E、C$）为主的有色金属成矿

亚带。在哥伦比亚境内本带可进一步分为上/中马

格莱德（!&E%&<")&）成矿亚带、下马格莱德成矿亚

带、卡塔通博（’&@&@-=(0）成矿亚带、赛泽尔/押切瑞

亚（20I"#/;GJ$K$#$LJ"&）成 矿 亚 带、瓜 亚 基 尔

（8-&M&A-$<）成 矿 亚 带 和 巴 兰 卡 韦 梅 哈/拉 多 拉 达

（C&##&)>&("#="N&/O&P0#&%&）成矿亚带等。

东安第斯成矿带 为’-、!0、5-、5E、多金属与

能源矿产成矿带，以弧后及岛弧环境为特征（图+），

多是与三叠纪—侏罗纪克拉通内裂谷盆地、侏罗纪

岛弧岩浆岩（扎马拉（B&=&#&）岩基）及陆相和海相火

山/沉积岩有关的矿床。固体矿产包括斑岩型’-/
!0和’-/5-矿床、与矽卡岩有关的5-4C$36"和

,"3’-4B)矿床、低温热液型5-35E4B)37(矿

床、沉积型9矿、始新世古砂金矿和第四纪砂金矿

等。在哥伦比亚，该带位于哥伦比亚东部，是哥伦比

亚最重要的油气聚集区。区内上白垩统主力烃源岩

生烃潜力大、成熟度高，已处于成熟Q过成熟阶段，产

生了大规模的油气富集（叶德燎，+RRS；琚亮等，

+RTT），其 中 天 然 气 约 占 油 气 总 资 源 量 的+RU"
VRU。该带也是著名的祖母绿宝石成矿带。已知的

祖母绿矿区有葛查拉（80>J&<&）、乌巴拉（;-(&<&）和

齐伯尔（B$"("#），其中重要的矿床有齐伯尔、布埃纳

维斯 塔（C-")&1$G@&）、新 世 界、埃 尔 迪 亚 曼 特（W<
P$&=&)@"）、拉斯克鲁塞斯（O&G’#->"G）、埃尔多罗（W<
P0#0@JMH&==）和普罗维登斯（7#0X$%")>"）等。

梅里达（!"#$%&）成矿带 为中生代的煤、7、有

色金属成矿带，以弧后环境为特征（图+）。成矿类型

多为沉积型或层控型为主。区内7矿床主要分布在

加勒比海多山体系西部、塔奇拉（6Y>J$#&）地区中部

和东南部以及佩里哈山脉地区中北部，V大地区成矿

规模依次递减，分别为大型、中型和小型，均为层控

型矿床。

加勒比海岸成矿带 为,"、’-、.$、6$成矿带。

成矿大多与中生代超镁铁质岩有关（图+），以发育与

中生代超镁铁质岩有关的红土型.$矿、6$/,"矿/磁

铁矿矿床为特征。其中，由超镁铁质岩石风化而成

的红土型.$矿床中以洛马德耶罗（L0=&%"H$"##0）

矿床 为 最 大，.$储 量 为ZRRR万 吨，矿 石 品 位 为

T[ZU；在雍拉贵州北部的斜长岩和斜长辉石岩中发

现了原生和次生的6$/,"矿/磁铁矿矿床，6$储量为

V\RR万吨，!（6$;+）为*[ZZU。

!]! 中安第斯成矿省

中安第斯成矿省位于安第斯成矿带中段地区

（南纬V"V\̂），其北界大致以瓜亚基尔（8#$N&<X&）断

裂带与北安第斯成矿省相分，南界以智利南部的瓦

尔迪维亚（1&<%$X$&）断裂带为界与南安第斯成矿省

相分。地理区划上包括厄瓜多尔南部、秘鲁全境、智

利中北部、玻利维亚西部和阿根廷西部/西北部。根

据地球物理资料，南部边界的瓦尔迪维亚（1&<%$X$&）

断裂是太平洋纳斯卡板块与南极洲板块分界断裂，

在该断裂带，发育有一系列的洋底转换断层。其北

部属纳斯卡板块，向南美大陆的俯冲角度相对较平

缓，为+Z"VR̂左右（C0-#E0$G"@&<]，T\\*），俯冲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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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近#!向展布，从厄瓜多尔南部向南穿越秘

鲁、玻利维亚西部、阿根廷西北部并一直延伸到智利

南部（图$）。其成矿地质背景为中生代—新生代岛

弧环境的构造%岩浆岩带，是中安第斯成矿省中最重

要的斑岩型&’、(’、多金属成矿带。

在秘鲁，该带被称为西安第斯中生代—新生代

&’%)*%(’%(+成 矿 带，带 内 主 要 金 属 矿 产 为&’、

)*、(’、(+、,-和./，主要矿床类型为斑岩型&’
（)*、(’）矿床，如塞罗巴贝尔德（&011*20130）、夸霍

内（&’45*/0）、盖伊拜科（6’0774809*）、托克帕拉（:*;
<’0=474）、拉格兰哈（>4?14/54）和特罗莫克（:*1*@*;
9A*）等十几个超大型矿床；以及属于斑岩型成矿系

统的热液型(’%(+矿床和矽卡岩型多金属矿床，如

亚纳科查（B4/49*9A4）和安塔米纳（(/C4@D/4）矿床

等；此外，还有与侵入岩相关的多金属矿床，如塞罗

德帕斯科（&011*30,4E9*）和卡斯特罗维雷纳（&4E;
C1*8D110F/4）矿床等，以及与火山岩有关的块状硫化

物矿床。

可进一步划分出GH个!级成矿亚带：中侏罗世

斑岩型&’%)*成矿亚带；晚侏罗世阿尔比阿勒（(7;
-D4/*）火山块状硫化物成矿亚带；晚白垩世与侵入岩

体有关的(’%,-%./%&’成矿亚带；晚白垩世斑岩型

&’%)*成矿亚带；晚白垩世—古新世火山块状硫化

物,-%./%&’成矿亚带；晚白垩世—古新世热液型

(’%(+成矿亚带；古新世—始新世斑岩型&’%)*和

与侵入岩有关的多金属成矿亚带；始新世与侵入岩

有关的(’%&’%,-%./成矿亚带；始新世—渐新世斑

岩—矽卡岩型&’%)*（(’，./）和与侵入岩有关的

&’%(’%I0成矿亚带；始新世热液型(’%(+和始新世

—渐新世—中新世多金属成矿亚带；渐新世热液型

(’%(+成矿亚带；中新世斑岩型&’%)*%(’、矽卡岩

型,-%./%&’%(+和与侵入岩有关的多金属成矿亚

带；中新世热液型(’%(+成矿亚带；中新世与侵入岩

有关的"%)*%&’成矿亚带；中新世—上新世热液型

(’%(+成矿亚带。

在智利，该带被称为主科迪勒拉成矿带，呈近南

北走向沿智利海岸延长约JKKKL@，是智利最重要

的&’、)*、(’多金属成矿带。智利的大型—超大型

斑岩型&’%)*、&’%(’矿床几乎都分布在该带上，如

丘基卡马塔（&A’<’D94@4C4）（铜储量MM$N万吨）、埃

尔特尼恩特（O7:0/D0/C0）（铜储量PQ$H万吨）、萨尔

瓦多（#47843*1）（铜储量GGJP万吨）、安迪纳（(/3D;
/4）、埃斯康迪达（OE9*/3D34）（铜储量$JQP万吨）、里

奥布兰卡（I013D/4/3）、洛斯布隆塞斯（>*ER1*/90E）、

迪斯普塔达（SDE=’C434）、楚基北（&A’<’D!*1C0）（铜

储量GMHH万吨）和曼萨米纳（!4/E4)D/4）（铜储量

TQH万吨）矿床等。根据新生代火山%岩浆弧和斑岩

成矿带特征，进一步分为H个!级成矿亚带：北部火

山%深成岩浆弧斑岩型&’%(’%)*为主浅成低温热液

型(’%(+多金属成矿带；南部火山%深成岩浆弧斑岩

型&’%(’%)*为主浅成低温热液型(’%(+多金属成

矿带；智利前科迪勒拉造山带斑岩型&’%(’%)*为

主浅 成 低 温 热 液 型 (’%(+多 金 属 成 矿 带；智 利

)41D9’/+4斑岩(’成矿带；造山型(’%(+多金属成

矿带。

JUJU$ 安第斯中部高原钾盐%>D%硝石成矿带

发育于中安第斯成矿省的中部，分布于玻利维

亚中西部、智利中北部和阿根廷西北部一带（图$）。

主要由侏罗纪—早白垩世弧后沉积岩、晚白垩世—

古新世火山岩和沉积岩、新近纪—第四纪凝灰岩和

山麓沉积物构成，其间发育有一系列新近纪—第四

纪的盐湖。由于新生代强烈的火山作用为盐湖提供

了丰富>D、V、!4、R和)+等盐类资源，高原强烈的

蒸发作用，使湖水中V、>D、R、)+等资源富集形成矿

产。

该带在玻利维亚被称为玻利维亚高原和西科迪

勒拉蒸发岩成矿带，带内分布有众多的盐湖，常含有

丰富的R、V、>D、)+和其他蒸发盐类矿物。其中乌

尤尼（WF’/D）为世界上最大含>D盐湖，盐湖面积约

为GKKKKL@J，湖中>D资源量可达TPK万吨，还含有

V为GPQKK万吨、R为NNK万吨和)+为JGGKK万

吨。科伊帕萨（&*D=4E4）盐湖是玻利维亚第二大盐

湖，面积达JHKKL@J，估算V资源量$JK万吨和>D
资源量JK万吨。

在阿根廷，该带分布于阿根廷西北部的 普 纳

（,’/4）高原区，被称为拼合后湖相蒸发盐型石膏%岩

盐%钾盐%硼酸盐成矿带。在普纳地区分布有一系列

盐湖，如胡胡伊（X’5’F）省的萨利纳斯格兰德（#47D/4E
?14/30）、胡胡伊和萨尔塔（#47C4）省的翁布雷姆埃托

（Y@-’ZO),0’1C*）、林孔（ZD/9*/）、萨尔塔省的塔

卡塔卡（:4L4:4L4）、森特纳里奥（&0/C0/41D*）和里

奥格兰德（,74F430?0/D=4-’）等。在不同的盐湖中，

各种盐的富集比例不同，有氯化物、硼酸盐、硫酸盐，

还有!4、)+、V、&4和>D等。萨利纳斯格兰德盐湖

富含硼酸盐与食盐；翁布雷姆埃托和林孔盐湖富含

硼酸盐、食盐和丰富>D；塔卡塔卡富含食盐；森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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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奥富含硼酸盐以及萨尔塔的里奥格兰德盐湖富含

硫酸盐等。!和"#与当地的火山热液活动有关，从

而导致这里盐的成分与次安第斯地区明显不同。

在智利称为中央盆地盐湖卤水型钾盐$"#$硝石

成矿带，分布于智利北部中央（弧间）盆地内，主要为

%、"#和硝石等非金属矿产，其中硝石资源十分丰

富。

&’&’( 东安第斯金、银、多金属成矿带

位于中安第斯成矿省东侧（图)），走向与西安第

斯等其它成矿带相同，亦呈*+—近,*向展布。从

厄瓜多尔南部向南穿越秘鲁、玻利维亚和阿根廷，沿

智利$阿根廷边界延伸到智利南部，并在此处与西安

第斯成矿带合并。成矿地质背景为中生代—新生代

岛弧及弧后环境的构造$沉积$岩浆带。成矿金属主

要有-.、-/、01、23、4.、56、,3、,1和 +，矿化类型

主要为浅成热液型、沉积型、矽卡岩型及斑岩型等。

其中，,3、-/、-.、+和,1资源丰富，形成多个世界

级的,3、-/、01、23多金属矿床。

在秘鲁，该带呈*+$,7向展布于秘鲁中部，带

内主要金属矿产为-.、4.、56、-/、01、23、,3和+，

成矿作用时代和矿床类型复杂多样，包括东科迪勒

拉造山广泛分布的早古生代沉积型-.矿床，如拉林

科纳达（"89#3:638;8）矿床；中部高山区的石炭纪—

二叠纪造山型-.矿床，如莱达马斯$帕考伊（9<=8>
?8@$08A:6B）矿床；中部的二叠纪矽卡岩型矿床，如科

布雷萨（461A#C8）4.$-/矿等。在秘鲁本带可进一步

划分为D个!级成矿亚带：奥陶纪和志留纪—泥盆

纪沉积岩型-.矿床成矿亚带；石炭纪—二叠纪造山

带型-.$01$23$4.成矿亚带；二叠纪斑岩$矽卡岩型

4.$56$23和与侵入岩体有关的-.$4.$01$23成矿

亚带；晚侏罗世斑岩和矽卡岩型4.$-.成矿亚带；渐

新世—中新世与侵入岩有关的,3$4.$+ 和热液型

-/$01$23（-.）成矿亚带。

本带呈近*+$,*向弧形展布于玻利维亚西部，

是玻利维亚最重要的成矿带，以产有丰富的,3、-/、

,1、01、23和-.等矿产著名。典型矿床有波托西塞

罗里科（4<AA69#:6）,3$-/矿、亚亚瓜（"E8EE8/.8）,3
矿和卡尔玛（%F8A?8）,1$-.矿等。在玻利维亚本带

可进一步分为锡成矿亚带、-.$,1成矿亚带和01$23
成矿亚带等)个!级成矿亚带。

在阿根廷，该带分布于阿根廷西部，呈南北向带

状展布，是阿根廷最重要4.、-/、01、,3、56、53和

G等矿产分布区。依据成矿时代、成矿构造环境和

成矿组合，可进一步划分为HD个!级成矿亚带：早

古生代与蛇绿岩有关的I<、*#、4.成矿亚带；早古生

代4.$01$23稀有金属成矿亚带；早古生代01$23$
-/$-.$,1成矿亚带；早古生代01$23$-/成矿亚带；

早古生代 +$,3多金属与稀有金属成矿亚带；早古

生代铁矿成矿亚带；中生代沉积型4.、G成矿亚带；

晚古生代4.$56$-.多金属成矿亚带；侏罗纪4.成

矿亚带；白垩纪4.$56$-.多金属成矿亚带；新近纪

4.$56$-.多金属成矿亚带；古近纪4.$56$-.多金

属成矿亚带；古近纪4.$56$-.多金属成矿亚带；白

垩纪4.$G成矿亚带；白垩纪G成矿亚带。

&’&’D 次安第斯成矿带

分布于中安第斯成矿省最东侧（图)），由古生代

的海相硅质碎屑沉积岩和中生代、古近纪陆相沉积

岩组成。带内成矿作用主要以火山$沉积成矿作用

为主，矿化类型主要为密西西比河谷型（5JK）、浅

成低温热液型和沉积型（-.$-/贵金属和4.$01$23
多金属矿为主）。

在秘鲁，本带位于秘鲁中北部地区克迪勒拉造

山带东边的山脚，主要矿床类型为5JK铅锌矿，规

模普遍不大，如索罗科（,6E6:6）铅锌矿床，此外沿沟

谷和水系有砂金矿床分布。可划分为始新世—中新

世5JK型01$23成矿亚带和砂金矿亚带。

在玻利维亚，本带发育在玻利维亚中南部的次

安第斯（,.183;<83）一带，主要集中在奎沃（4.<L6）

盆地，有5JK型23$-/矿和4.矿。在贝尼（!<3#）

河流的部分支流盆地中具有来自晚中新世和上新世

K.=.?6组 砾 岩 侵 蚀 的 冲 积 型 砂 金 矿，如 代 盖 亥

（K<M.<N<）河和玛尼革（583#M.#）河。在堆赤（K.#:F#）

河中还可能存在冲积型金刚石砂矿。

在阿根廷中部，特别是在圣$胡安（,83O.83）和

门多萨（5<3;6C8）的山区，有喷流沉积型（,<;<P）23$
01$!8（Q4.）矿床和浊积岩中的-.$,1矿床，以及脉

状及角砾岩中的,1矿床（不同成因的）等，可能还存

在二叠纪—三叠纪与碰撞后花岗岩和陆地流纹岩有

关的斑岩型4.（Q56Q-.）矿床等。

!’" 南安第斯成矿省

南安第斯成矿省位于瓦尔迪维亚（J8E;#L#8）断

裂（大致南纬)RS）以南，包括智利和阿根廷的南部，

成矿省基底由属巴塔哥尼亚（08=8/63#8）地体的前寒

武纪—古生代变质岩组成。中生代—新生代火山$
岩浆活动比中安第斯构造区相对较弱，且岩性较为偏

基 性，主要以玄武质或玄武安山质为主（任爱军等，

TUTH 矿 床 地 质 &THV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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