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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从板块构造与板块边界矿床! 超大陆旋回与大陆边界矿床! 地幔热点与大陆内部矿

床的角度 阐述了幔柱构造成矿体系的基本思想! 分类! 成矿特征及旋回性 提出了热幔柱和冷

幔柱两个成矿体系和地幔热柱2热点! 地幔热柱2大陆裂谷! 地幔热柱2大洋扩张! 冷幔柱2前寒武纪

硅铝壳造山! 冷幔柱2显生宙硅铝壳 洋壳造山等五个成矿系统 并初步划分了矿床成矿系列 例

举了某些典型矿床∀

关键词 幔柱构造 板块构造 超大陆旋回 成矿体系

幔柱构造成矿体系是指幔柱构造成矿地质作用过程及其地质产物所构成的整体 包括热

幔柱! 冷幔柱两个成矿亚体系和更次一级的地幔热柱2热点! 地幔热柱2大陆裂谷! 地幔热柱2

大洋扩张!冷幔柱2前寒武纪硅铝壳造山!冷幔柱2显生宙硅铝壳 洋壳造山等 个成矿系统 主

要体现在幔柱构造体系不同成矿地质构造背景中形成的一系列具有不同成矿环境! 不同成矿

体制! 不同序次组合和不同成因类型的矿床成矿系列组合的矿床成矿谱系∀ 幔柱构造成矿体

系基本思想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 它既是板块构造理论体系发展演化到幔柱构造理论体系

的必然结果 也是从板块构造理论分析矿床成矿背景发展到以矿床为基础运用矿床的基础地

质阐述和建立成矿学! 全球动力学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

 幔柱构造成矿体系的基本思想及产生的历史背景

111 板块构造与板块边界矿床

自板块构造理论问世以来 人们就试图将它应用到成矿研究中 分析不同大地构造背景

下不同类型矿床的产出与形成∀ 比如 等 ! ∏ ! ≥

等均从不同角度系统论述了矿床与各种类型板块边界的关系≈ ∗ 将矿床分为离散型

板块边界矿床! 会聚板块边界矿床和板块内部矿床∀ 然而 由于板块构造 / 难以登陆0 在解

决成矿问题上则明显局限于板块边界∀ 而且 板块构造虽然能够解释显生宙某些矿床的时空

分布规律 但是难以应用到前寒武纪及其广阔的大陆内部∀ 板块构造与成矿表现出明显的局

限性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动力学! 成矿学的发展∀

112 超大陆旋回与大陆边界矿床

为了弥补板块构造与成矿的不足 近几年人们提出了与板块构造) ) 威尔逊旋回有关 但

又不同于威尔逊旋回的以硅铝壳陆内裂谷作用为主要特征的超大陆旋回≈ 并发现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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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回与金属成矿巨旋回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即特定金属矿床的成矿期与超大陆的解体和

聚合期相一致∀ 这一假说认为前寒武纪地壳演化主要是硅铝壳上的裂谷与造山作用或大陆裂

谷旋回 即主要地质历史时期的造山带主要为非威尔逊造山旋回 而以硅镁洋壳为基础发展

起来的全球板块构造理论) ) 大洋开合威尔逊造山旋回 主要是在显生宙才发生和发展∀ 显

然 超大陆旋回是对板块构造理论) ) 威尔逊旋回的重要补充与发展 使对全球矿床成矿背

景分析从显生宙的板块构造边界发展到太古代 元古代的大陆边界∀ 然而 超大陆旋回又只

能对大陆边界金属矿床的时空分布规律作出区域宏观的解释 仍然难以应用到广阔的大陆内

部 可谓 / 难以真正登陆0∀

113 大陆热点与大陆内部矿床

对于不受造山作用或造山旋回影响的稳定大陆内部矿床 特别是与高原玄武岩! 碱性岩!

碳酸岩! 基性岩墙! 斜长岩! 环状花岗岩等特色的非造山火成岩类有关的重要矿床 威尔逊

大洋开合造山旋回显然难以解释∀ 从而 促使地质学家开辟新的途径来揭示大陆内部成矿作

用∀ 比如 ≥ 在 5 ∏ 6 杂志上发表了 / 地幔热点之上的锡矿化作用0 首次

提出大陆内部尼日利亚乔斯高原非造山特征的含锡碱性花岗岩是地幔热点活动产物 锡来源

于地幔≈ ∀ ≥ 论述了与大陆内部热点和裂谷环境有关的金属矿床 首次明确地

提出前寒武纪至显生宙大陆内部环境中形成的重要矿床均与热点活动有时空联系 认为大陆

板块 内部岩浆活动大都与热点活动有关 而且与大陆热点相伴的构造! 岩浆和沉积作用提

供了产生成矿体系及其各种类型矿床的有利环境 并且发现某些大规模的热点活动与不同地

质时期超大陆的解体有关 而大陆内部环境中生成的许多有色金属矿床则与超大陆的解体有

关≈ ∀ 因此 早在 年代中期 大陆内部矿床与大陆地幔热点活动有关的认识即已形成∀

114 地幔热柱2热点与大陆内部! 板块边界等张性环境和矿床

在 年代初期 人们进一步注意到地幔热柱2热点与大陆内部!板块边界等张性环境矿床

的内在成因联系∀ 比如 等 在系统论述大陆热点! 裂谷和坳拉谷中形成矿床

的同时 还从地幔热柱2热点 夭折裂谷 裂谷 大洋扩张 俯冲 碰撞造山发展演化或旋回

的角度论述了矿床与全球构造∀ ≥ 从离散2会聚 碰撞 板块边界环境角度论述

了金属矿床与板块构造 同样强调了离散型板块边界环境 热点! 非造山岩浆活动! 大陆裂

谷! 洋脊 与地幔热柱2热点之张性环境的内在成因联系∀ 因此 地幔热柱在成矿控制上不仅

与地球演化各阶段大陆内部热点! 三联点夭折裂谷! 裂谷环境矿床有关 而且也与洋脊! 亲

弧裂谷等显生宙离散型板块边界环境矿床有关 即地幔热柱对各种张性环境及其成矿作用均

具有重要控制作用∀ 而且 在全球构造演化上 地幔热柱又控制或决定了热点 夭折裂谷

裂谷 大洋扩张 俯冲 碰撞造山威尔逊旋回的发生! 发展和演化≈ ∀然而 由于地幔热柱2
热点假说是由板块构造理论的创始人和拥护者提出和发展而来的 在板块构造学说一统天下

的年代里 地幔热柱2热点只是作为一个必要的补充和参照系而服务于板块学说∀ 比如

≥ 认为热点活动仅仅是板块活动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 因此 热点之下地幔热

柱作为板块运动本身驱动力的重要意义 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

 幔柱构造成矿体系的基本思想

211 幔柱构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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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陆地质和深部地质的深入研究 板块构造现行理论体系亦难以对板块运动动力源!

板内垂直运动! 大陆和大洋巨大火成岩省等一系列重大地质问题给予解释∀ 板块构造理论体

系的局限性迫使许多地质学家不得不对全球构造进行重新思索和认识 对主要关于显生宙表

层的板块构造理论体系进行必要的时空上延伸 以包括在空间上甚至地球核心的整个地球 在

时间上从地球的诞生至目前 甚至到将来∀ 地幔热柱和幔柱构造就是地质学家在这种不断探

索和进取中提出的 而且 正在推动着继大陆漂移! 板块构造之后的第三次地球科学革命浪

潮的到来≈ ∗ ∗ ∀

幔柱构造概括了地幔上升流和下行流的对流形式和所引起的构造发育程度 包括地幔物

质上涌形成的热幔柱和地幔柱状回流的冷幔柱∀ 幔柱构造和作为显生宙幔柱构造的一部分浅

部岩石圈板块构造 为地幔对流的一组两个极端类型∀ 幔柱构造中并存的热幔柱与冷幔柱的

运动为地球演化各阶段地幔物质的主要运动形式 导致前寒武纪超大陆解体2聚合旋回 驱动

显生宙板块运动 导致地球各圈层相互作用 特别是壳2幔相互作用∀ 热幔柱发育导致岩石圈

减薄和超大陆解体以及大陆岩石圈构造体制向大洋岩石圈构造体制转化≈ 对应着热点! 裂

解的超大陆! 大陆裂谷! 大洋扩张! 伸展盆地! 变质核杂岩! 剥离断层等各种张性 引张

伸展 离散环境∀冷幔柱回流引起超大陆聚合! 大陆裂谷夭折造山和洋壳俯冲消减碰撞造山

以及大洋岩石圈向大陆岩石圈构造体制转变≈ 对应着大陆聚合! 俯冲! 逆冲推覆! 碰撞造山

等各种会聚2碰撞2挤压环境∀因此 分别起源于和返回地球深部的多级次的热幔柱与冷幔柱直

接制约和决定了地球演化各阶段引张和挤压两大构造动力体制 从而制约和影响着地球浅部

各个圈层 甚至近地表各个部位∀ 不同级别与序次的热幔柱与冷幔柱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

转化 又决定了引张! 挤压两大构造体制的相互制约与转化 呈现出热点! 大陆裂谷! 大洋

扩张等引张构造与俯冲! 碰撞! 造山带等挤压构造的演化和复合叠加∀ 从而 构成由不同地

质时期! 不同构造层次或序次组合的复杂的幔柱构造体系∀

212 幔柱构造成矿体系

幔柱构造成矿体系概括为各地质历史时期幔柱构造成矿地质作用过程及其地质产物所构

成的整体∀ 人们所熟知的显生宙板块构造成矿作用! 前寒武纪超大陆旋回成矿作用和各地质

时期的热点成矿作用 既是幔柱构造成矿地质作用的不同侧面和不同表现形式 亦是幔柱构

造成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生宙板块构造成矿作用与幔柱构造∀ 显生宙以离散型 引张 ! 会聚型 挤压 板

块边缘成矿为特征的板块构造成矿作用体系 已被人们所认识∀ 然而 板块构造成矿的局限

性又导致越来越多的地质学家不仅从地幔热柱2热点和由地幔热柱2热点活动进一步演化产生

的裂谷! 大洋扩张的角度研究显生宙各种张性环境 特别是稳定大陆内部非造山环境的引张

构造动力成矿体制 而且正在探索冷幔柱和由冷幔柱及热幔柱活动停止或间歇所产生的会聚2

碰撞造山等各种挤压环境构造动力成矿体制∀ 比如 ≥ ! ! 等

均从地幔热柱2热点和由地幔热柱2热点进一步活动和演化产生的大陆裂谷! 洋底扩张

角度论述过各种引张环境矿床∀

前寒武纪超大陆旋回成矿体系与幔柱构造∀ 通过大量资料综合分析 等

和 先后提出和讨论了金属成矿巨旋回与超大陆旋回的密切关系 明确

指出成矿作用集中发生在超大陆的解体和聚合期∀比如 以奥林匹克坝型矿床为代表的内陆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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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造山型岩浆矿床 集中发生在超大陆解体的初期和超大陆聚合的末期 以斑岩铜矿! 脉状金矿

为代表的造山型矿床则主要在超大陆聚合期最发育∀因此 对应超大陆的多旋回式解体和聚合

产生多旋回式引张! 挤压两大动力成矿系统 构成超大陆旋回成矿体系∀ 虽然 早在 年代中

期 ≥ 就开始运用热点和由热点进一步演化产生的裂谷来解释与超大陆解体有关

的大陆内部金属矿床 并提出与热点活动有关的引张动力成矿体系∀但是 对于超大陆聚合期挤

压动力成矿系统的认识 人们仍局限于显生宙板块会聚边缘 未能将地幔热柱2热点理论进一步

延伸≈ ∀直到近几年 ∏ 提出幔柱构造导致超大陆的解体与聚合 其中热幔柱

导致超大陆的解体 冷幔柱导致超大陆的聚合 而地幔柱发生! 发展与演化的旋回性 又导致超

大陆离合的旋回性∀ 因此 可以认为 前寒武纪金属成矿巨旋回与超大陆旋回的内在成因联系

更好地反映了超大陆旋回成矿体系与幔柱构造体系的内在统一性∀

热幔柱2热点成矿作用∀ 地幔热柱及相关热点穹隆作用! 碱性岩浆作用! 成矿作用等

发育于地球演化的各个阶段∀地幔热柱2热点成矿作用可能涉及到各种不同环境和地球演化各

个阶段 既可形成与单个热点活动相对应的独立的矿集区 又可产生与多个相关热点体系对

应的成矿带或成矿省∀而且 热点演化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空间部位 又有不同的矿化类型∀比

如 与大陆热点岩浆活动) ) 碱性杂岩! 高原玄武岩! 碳酸岩! 基性2超基性岩! 煌斑岩! 金

伯利岩等有关的矿床 与热点头部顶冠富集的稀有! 稀土! 锡! 铀等矿床 热点尾部富集的

铬! 钛! 钴! 镍铜等矿床∀ 从而构成与热幔柱活动相关的成矿体系∀

冷幔柱成矿作用∀冷幔柱成矿作用发生于地球演化各个阶段的冷幔柱挤压造山环境∀

但在地球不同演化阶段 冷幔柱挤压造山作用类型不同∀ 在前寒武纪 可能主要为硅铝壳型

超大陆聚合的非威尔逊旋回 主要表现为超大型碰撞造山和大陆裂谷碰撞造山∀在显生宙 可

能主要为硅镁壳型大洋开合威尔逊造山旋回∀ 例如 在三江特提斯构造域 冷幔柱活动形成

自俯冲造山ψ 碰撞造山ψ 陆内造山完整的造山过程∀ 与之相伴 产生与弧火山作用相关的火

山成因块状硫化物矿床 黑矿型 与碰撞岩浆作用有关的锡! 稀有! 稀土矿床 与陆内俯冲

岩浆作用有关的稀有! 稀土矿床以及与造山带崩塌阶段碱性岩浆活动有关的斑岩铜! 钼! 金!

银矿床等 构成受冷幔柱动力学背景制约的成矿体系∀

幔柱构造成矿体系∀ 研究表明 热幔柱上涌和冷幔柱回流可产生巨大的幔柱构造成

矿场 即成矿物质大规模集聚形成的成矿物质场 驱动层圈物质热化学交换和矿质 含矿流

体 传输运移的成矿能量场 热和动力 及成矿物质工业堆积的成矿空间场∀ 三大场的耦合

配置是形成矿集区和成矿的根本原因 是构成幔柱构造成矿体系的根本基础∀ 发育于地球演

化的各个阶段并存的引张动力成矿作用与挤压动力成矿作用 是全球成矿动力学体制的两种

基本类型∀ 它们与幔柱构造并存的热幔柱! 冷幔柱相对应 成为幔柱构造体制下的两种最基

本的动力成矿作用∀ 其中 热幔柱引张动力成矿作用在矿床形成中占有主导地位 是幔柱构

造成矿的主要形式∀ 正如各种不同的张性环境代表热幔柱构造不同发展演化阶段的不同表现

形式 而在热点! 大陆裂谷! 变质核杂岩! 热穹隆构造! 伸展盆地! 剥离断层及大洋扩张洋

脊或洋盆等各种张性环境中形成的不同特点的矿床 则代表热幔柱成矿作用不同发展演化阶

段的不同产物∀ 它们受统一深部热幔柱动力学制约 构成热幔柱成矿体系∀ 在地球演化的不

同阶段 热幔柱成矿作用又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形式和发展演化规律∀ 在前寒武纪 热幔柱成

矿作用以超大陆裂解和大陆裂谷成矿作用为特征标志 组成全球最重要的成矿期 在显生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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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为板块边缘大洋扩张脊! 亲弧裂谷等张性环境矿床的产出∀ 冷幔柱挤压动力成矿作

用发生在地球演化各个阶段的冷幔柱挤压造山环境∀ 但是 由于地球演化不同阶段冷幔柱挤

压造山作用类型不同 冷幔柱成矿作用具体表现形式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前寒武纪 冷幔柱

成矿作用主要表现为超大陆聚合碰撞造山与成矿! 大陆裂谷闭合碰撞造山与成矿 即非威尔

逊造山旋回与成矿 在显生宙 冷幔柱成矿作用则可能主要表现为会聚板块边界俯冲碰撞造

山与成矿∀

 幔柱构造成矿体系分类及其特征

幔柱构造成矿体系可概括为全球各地质历史时期幔柱构造成矿地质作用及其时空发展演

化与产物的系统综合整体 可划分出两个截然不同而又并存的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 引张拉

伸型构造成矿体系 和冷幔柱构造成矿体系 挤压造山型构造成矿体系 ∀ 热幔柱构造成矿体

系又包括地球演化不同阶段地幔热柱2热点! 地幔热柱2大陆裂谷! 地幔热柱2大洋扩张等一系

列次级成矿系统和更次一级的成矿系列以及各种金属! 非金属矿床 构成全球各地质历史时

期成矿主体∀冷幔柱构造成矿体系包括地球演化不同阶段冷幔柱陆内硅铝壳造山! 冷幔柱2陆

间硅镁洋壳造山等次级成矿系统和更次级的成矿系列及不同类型金属! 非金属矿床∀

311 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分类及其成矿特征

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包括地幔热柱2热点! 地幔热柱2大陆裂谷! 地幔热柱2大洋扩张 个

成矿子体系或 个成矿系统∀其中 地幔热柱2热点成矿系统! 地幔热柱2大洋扩张成矿系统往

往分别表现为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的起始点和终点两个端员 地幔热柱2大陆裂谷成矿系统则

多构成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主体 三者既可呈现出早! 中! 晚 阶段演化关系 又可相互独

立自成体系∀比如 地幔热柱2热点成矿系统! 地幔热柱2大陆裂谷成矿系统各自独立发育于地

球演化各个阶段 地幔热柱2大洋扩张成矿系统可能主要发育于显生宙∀

地幔热柱2热点成矿系统∀ 地幔热柱2热点成矿系统是指地幔热柱2热点构造成矿地质

作用过程及其地质产物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它发育于地球演化各地质历史时期 是热幔柱构

造成矿体系和幔柱构造成矿体系在岩石圈上部成矿及其时空发展演化的起始点或初始端员组

成 往往进一步发展演化为地幔热柱2热点2裂谷成矿系统∀ 因此 地幔热柱2热点成矿系统及

其成矿地质作用产物是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最易识别的最直接标志之一 成为人类认识和研

究幔柱构造与成矿的根本出发点和重要基础∀近 年来 有关地幔热柱2热点活动与成矿的研

究越来越多 并已取得一些重要进展 为全球幔柱构造成矿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根据国内外对比研究分析 地幔热柱2热点成矿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亚系统及其一系

列成矿系列和矿床≈ ∀

≠ 大陆内部热点成矿亚系统∀ 可包括以下矿床成矿系列

1 与非造山热点碱性花岗岩有关的锡! 铀 铌2钽2钨 成矿系列∀ 比如 尼日利亚乔斯

高原的锡矿 美国密苏里州圣弗兰科斯地区的锡矿 巴西朗多尼亚的锡矿 南非布什维尔德

花岗岩锡矿 外贝加尔) 蒙古一带的零星分布的许多小型锡矿 元古代奥长环斑花岗岩锡矿

博坎山型铀矿等∀

1 与非造山热点层状镁铁质杂岩有关的 ≤ ! ° 族元素 钒! 钛! 铜! 镍等矿床成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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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南非布什维尔德火成杂岩 ≤ ! ° 族元素 钒矿床 美国蒙大拿州斯蒂尔瓦特杂岩铂矿

床 澳大利亚西部伊尔岗地块绿岩带超镁铁质岩镍矿床 加拿大安大略省萨德伯里侵入体铜

2镍矿床等∀

≤ 1 与非造山热点碳酸岩有关的稀有! 稀土! 磷灰石等矿床成矿系列∀

⁄1 与非造山热点碱性岩有关的稀有! 稀土! 金刚石! 金等矿床成矿系列∀

∞1 与非造山热点碳酸岩! 碱性岩! 超基性岩有关的稀有! 稀土! 金刚石! 磷灰石等矿床

成矿系列∀

ƒ1 与非造山热点碱性岩! 碱性花岗岩有关的金! 银! 铅! 锌多金属矿床成矿系列≈ ∀

1 与非造山热点斜长岩有关的钛! 铁! 钒等矿床成矿系列∀

1 与大陆内部热点轨迹有关的美国西南部斑岩铜矿床成矿系列∀

1 与大陆内部热点轨迹有关的中国华南中生代有色! 稀有元素矿床成矿系列∀

1 与大陆内部热点头尾成矿物质时空演化有关的澳大利亚西部伊尔岗地块绿岩带超镁

铁质岩镍矿床∀

大洋洋岛2岛链热点轨迹成矿亚系统∀

地幔热柱2大陆裂谷成矿系统∀ 地幔热柱2大陆裂谷成矿系统是指地幔热柱2大陆裂谷

构造成矿地质作用过程及其地质产物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它是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 甚至整

个幔柱构造成矿体系的主体 是由地幔热柱2热点成矿系统低级阶段发展演化到高级阶段的具

体体现∀ 因此 它是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和整个幔柱构造成矿体系中最有利和最易于识别的

成矿系统和成矿阶段∀ 它广泛发育于地球演化各地质历史时期 特别是元古代 与超大陆旋

回的大陆解体成矿作用及产物相对应 形成全球矿产资源主体∀ 它包括以下几个亚系统及其

矿床成矿系列和各种矿床类型≈ ∀

≠ 地幔热柱2大陆裂谷成矿亚系统 包括三联点! 夭折! 坳拉堑等各种大陆裂谷成矿亚系统

1 与侵入岩有关的矿床成矿系列∀ 比如 斑岩钼矿和铜钼矿床 基性超基性岩铬! 铂!

铜! 镍硫化物矿床 与碳酸岩! 碱性岩! 金伯利岩有关的稀有! 稀土! 金刚石! 磷灰石和铜

矿床等∀

1 与火山岩有关的矿床成矿系列∀ 比如 火山岩容矿的块状硫化物矿床∀

≤ 1 沉积岩系中的矿床成矿系列∀比如 层状铜矿床! 银铅锌矿床! 铅锌矿床! 铀矿床 沉

积物容矿的块状硫化物矿床! 蒸发岩矿床! 油气矿床等∀

∞1 深变质的裂谷型块状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

ƒ1 绿岩带块状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

1 与大陆裂谷内热点洋岛型蛇绿岩有关的矿床成矿系列∀

1 热液2脉型矿床成矿系列∀

地幔热柱2亲弧裂谷成矿亚系统

1 斑岩钼矿床成矿系列∀

1 萤石! 锡! 铀! 铍矿床成矿系列∀

≤ 1 黑矿型块状硫化物矿床成矿系列∀

地幔热柱2大洋扩张成矿系统∀ 地幔热柱2大洋扩张成矿系统是指地幔热柱2大洋扩张

成矿地质作用过程及其地质产物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也是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在岩石圈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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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时空发展演化的晚期特殊表现形式和末端端员组成∀ 它是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由地幔热

柱2大陆裂谷成矿系统或阶段发展演化到更高级成矿系统或阶段的具体表现∀这一成矿系统发

育于显生宙 主要表现为大洋扩张的离散板块边界成矿作用及其时空演化产物∀ 比如 地幔

热柱2洋脊2洋盆成矿亚系统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成矿作用和矿床≈ ∀

≠ 洋脊和大洋盆地中的成矿作用∀ 比如 洋底水成锰结核! 洋脊热液锰结核矿床 洋脊

热液富含金属沉积物! 洋脊富铁沉积物和富锰沉积物 东太平洋洋隆块状硫化物 洋脊玄武

岩中的贵金属 洋底富含金属的深海页岩等∀

洋壳蛇绿岩中的矿床∀ 比如 层状黄铁矿型铜矿 塞浦路斯型矿床! 锰矿床 超基性

岩中的豆荚状铁矿 基性和超基性岩中的镍! 铁! 钛! 金! 铂和石棉! 滑石及菱镁矿床等∀

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的旋回性和复合! 叠加∀

≠ 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的旋回性∀ 多期次脉冲旋回性 是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的一个突

出特点 主要表现为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中地幔热柱2热点! 地幔热柱2大陆裂谷! 地幔热柱2

大洋扩张三大成矿系统自身产生 发展 消亡演化的多期次旋回性∀ 有两种情况 其一 在

地质演化不同历史时期 或同一地质历史时期不同演化阶段 某一成矿系统在同一地区多期

次产生 发展 消亡 其二 某一成矿系统在不同地质历史时期或不同演化阶段发育于不同

的地区∀ 比如 与多期次脉冲式地幔热柱2热点活动有关的多期次成矿作用及其产物 与地幔

热柱2大陆裂谷多期次开合运动有关的多期次成矿作用及其产物 均反映了热幔柱构造成矿体

系三大系统的旋回性∀ 应当指出 成矿系统的旋回性既可表现为成矿作用的多期次脉冲旋回

性或复合叠加 又表现为主成矿期与成矿系统主旋回相对应∀

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的旋回性又表现为三大成矿系统综合整体 地幔热柱ψ 热点ψ 大陆

裂谷ψ 大洋扩张 的多期次产生 发展 消亡 明显见于显生宙 与大洋开合的威尔逊旋回

有关∀

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的复合与叠加∀这主要表现为地幔热柱2热点! 地幔热柱2裂谷! 地

幔热柱2大洋扩张三大成矿系统之间在相同或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的复合与叠加 以及三大成矿

系统自身旋回性所表现的成矿作用及时空演化产物的复合与叠加∀ 比如 大陆裂谷成矿系统

与热点成矿系统! 大洋扩张成矿系统与热点 洋岛 蛇绿岩成矿系统的复合叠加 可分别表

现为大陆裂谷成矿作用与大陆裂谷中心与洋岛型蛇绿岩有关的矿床为标志的热点成矿作用的

复合与叠加 大洋扩张成矿作用与洋岛 海山 ! 洋岛链热点成矿作用的复合与叠加∀

热幔柱构造成矿体系旋回与某些造山带构造成矿演化旋回∀一般认为 一切古老的造

山带 无论是硅铝层陆壳造山带还是硅镁层洋壳造山带 在其演化过程中总是先引张后挤压

所有造山事件或造山作用都发生在裂谷活动之后 争论的焦点仅在于挤压造山之前裂谷拉伸

幅度大小或洋壳是否出现及其规模大小 ∀ 在另一方面 某些陆内或陆间造山带普遍具有 / 手

风琴式0开合演化多旋回性≈ 而且在每个旋回和总旋回中总是具有漫长的引张开裂过程和随

后相对短暂的聚合挤压造山过程 表现出系统整体为一引张伸展体制和这一统一体制下引张

解体 开裂 过程的多个次一级引伸开裂! 聚合构造旋回过程∀ 显然 某些造山带的旋回性

与热幔柱构造体系的旋回性有关∀ 比如 地幔热柱热地幔物质大规模上涌 导致大陆引张开

裂) ) 裂谷活动 地幔热柱热地幔物质上涌停止或间歇 导致裂谷封闭挤压造山 地幔热柱

热地幔物质上涌活动的多期次脉冲性 导致造山带 / 手风琴式0 开合演化旋回性∀ 因此 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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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陆内造山带成矿演化旋回性 与幔柱构造成矿体系的旋回性 特别是地幔热柱2大陆裂谷成

矿系统的旋回性相对应∀

312 冷幔柱构造成矿体系分类及其成矿特征

地幔热柱2热点假说的提出及其成矿作用的研究虽然已有 多年的历史 但冷幔柱概念

的提出及其成矿作用的研究仅是近几年的事情 可查阅的文献甚少∀ 总的看来 与以不同规

模广泛发育于地球演化各阶段!各种构造环境中易于识别的热幔柱构造成矿作用不同的是 冷

幔柱构造成矿作用主要表现为超大陆聚合与成矿 主要与大规模地幔下降流) ) 冷幔柱引起

的全球大规模造山挤压构造体系相对应 具有明显的成矿局限性∀ 而且 在冷幔柱成矿演化

过程中往往具有由冷幔柱构造作用引起的次级局部热幔柱构造成矿作用的复合与叠加∀因此

我们仅能运用冷幔柱构造的某些理论观点探索或解释某些矿床的成因 并试图从时空分布上

把矿床与冷幔柱构造体系联系起来 从而建立概略的冷幔柱构造成矿体系 并区分不同级别

构造成矿系统或环境∀

显生宙硅铝壳 洋壳造山成矿系统∀

≠ 硅铝壳 洋壳碰撞造山成矿亚系统 比如 蛇绿岩容矿的矿床 碰撞带花岗岩伴生的铀

钨矿床 海西造山带海西花岗岩锡钨矿床 东南亚中央锡矿带 碰撞带花岗岩伴生的铀矿床

西欧海西花岗岩伴生的铀矿床≈ ∀

洋壳俯冲岛弧成矿亚系统 比如 斑岩铜矿床! 智利型 平卧成层 矿床! 金矿床! 黑

矿型块状硫化物矿床! 脉状矿等≈ ∀

前寒武纪硅铝壳造山成矿系统∀主要表现为超大陆聚合与成矿 以脉状金矿! 金铀砾

岩! 阿比蒂比型铜锌块状硫化物矿床及某些斑岩铜! 钼矿床为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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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第 期 李红阳等 初论幔柱构造成矿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