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月

$%&’，!""#
矿 床 地 质

()*+,-./+012)32
第!4卷 第5期

678’!4 *7’5

文章编号："!9#:45";（!""#）"5:""!#:"<

西藏驱龙铜矿西部斑岩与成矿关系的厘定：

对矿床未来勘探方向的重要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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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正在勘查中的西藏驱龙斑岩铜矿床，任何关于基础矿床地质认识上的改变，都可能会引发勘查方向

上的重大变动。驱龙铜矿的勘探工作是围绕矿区内出露的几套斑岩体进行的。然而，野外调查发现，矿区西部斑岩

体（指原!、"及#号斑岩）却表现出与东部斑岩体（原$号斑岩）截然不同的蚀变、矿化及岩石学特征：西部斑岩蚀

变以石英:绢云母化为主，局部可见青磐岩化；矿化主要为黄铁矿化，黄铜矿很少；通常产于斑岩铜矿外围的黄铁矿/
脉发育。这些特征均表明，西部斑岩整体处于斑岩矿化系统的绢英岩化带，局部甚至处于青磐岩化蚀变带内，并非

像东部斑岩（出现以斑岩体为中心、呈同心环状分带的蚀变及矿化系统）一样。西部斑岩还发生了明显的韧性变形，

经历了比东部斑岩更为复杂的地质演化过程，其形成时间明显早于东部斑岩。因此，推断西部斑岩对成矿的贡献不

大。为证实野外观察的正确性，作者对西部斑岩开展了详细的岩石学、岩石地球化学及年代学研究，结果显示，西部

斑岩为高钾钙碱性系列，具有明显的+>负异常，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亏损高场强元素，但不亏损3?，其锆石@:0&
2A,)(0年龄为（5#!B=C5B9）(?，为早侏罗世的产物，明显不同于形成于中新世的东部斑岩。因此，驱龙铜矿床未

来的勘探工程布置方案更加清晰，应紧紧围绕东部斑岩所形成的矿化系统进行。由于西部斑岩出露面积较大，与叶

巴组火山岩一样，仅为围岩，并没有形成自己的蚀变与矿化系统，建议不要对该斑岩布置太多的勘查工程。在矿床

勘探过程中，详细的野外观察，辅以适当的科学分析手段，往往能够避免投入过多无谓的勘查工程，减少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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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驱龙斑岩铜矿床，作为中国近几年找矿勘

探的一个重要突破，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尽管目前探明其金属量已达]MLU%，成为国内最大

的斑岩铜矿床，但是对它的地质勘探工作仍在进行

之中。因此，任何关于驱龙矿床基础地质的研究成

果可能都会引起勘查工程布置方案的变动。对驱龙

铜矿的勘探一直是围绕矿区内出露的几套斑岩体进

行的。勘查结果显示，工业矿体主要位于东部斑岩

体（原"号斑岩）周围及其东部地区（见杨志明等，

Î Ô*），显然矿体与东部斑岩关系密切；而出露面积

较大的西部斑岩（指原#、$及%号斑岩）却表现出

较弱的矿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驱龙矿区内出露

的这些斑岩体均形成于中新世，并且"、#号斑岩体

深部可能连在一起（郑有业等，Î _̂）。那么，为什么

同时期侵位的斑岩却表现出如此差异的含矿性？西

部斑岩为中新世侵位的非含矿斑岩还是另有成因？

矿区的几个斑岩体之间关系到底如何？在对驱龙铜

矿的地质勘探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及时回答上述问

题，不仅可以建立区分含矿与非含矿斑岩的标准，查

明斑岩含矿与否的原因，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同

时，对于孕育快速有效的勘探思路，节省大量的勘探

工程及费用，亦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鉴于前人已

对东 部 斑 岩 做 了 大 量 的 工 作（ 参 考 杨 志 明 等，

Î Ô*），笔者本次主要侧重于工作程度较低的西部

斑岩展开，详细的野外地质调查发现，西部斑岩体不

仅表现出与东部斑岩体截然不同的蚀变与矿化特

征，同时还表现出不同的岩相学及变形特征，表明两

者可能经历了不同的地质演化历史，为两套不同的

斑岩；东部斑岩与矿化关系密切，西部斑岩与矿化关

系不大。为验证野外观察的正确性，笔者采集了大

量西部斑岩样品，拟通过详细的岩石地球化学及年

代学的研究，进一步厘定西部斑岩的成因及其与东

部斑岩之间的关系，以期解决驱龙铜矿区出露的各

斑岩体对成矿的贡献及其在未来勘探中的地位等一

系列事关驱龙未来勘探方向的重要地质问题。

L 地质背景简介

驱龙矿床位于冈底斯斑岩铜矿带的东段，产于

拉萨地体南缘的火山/岩浆弧中（图LK）。区内自晚

三叠世从印度板块分离以来（‘$(&%*1a，Î^̂），相继

经历了侏罗纪岛弧造山、白垩纪陆缘弧叠加、古近纪

碰撞造山、新近纪岩浆/变形等构造/岩浆事件，形成

了现今厚达]̂!Ô F6的巨厚地壳和长达LX̂^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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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驱龙铜矿产出的大地构造位置"（据#$%&’()*，+,,-.修改）及矿床地质简图/（据杨志明等，+,,0修改）

"1"23—阿尼玛卿4昆仑缝合带；53—金沙江缝合带；/63—班公湖4怒江缝合带；783—印度河4雅鲁藏布江缝合带；/1!—第四系；+—东部

主成矿二长花岗斑岩；9—西部与成矿关系不大的花岗斑岩；-—荣木错拉二长花岗岩4花岗闪长岩复式岩体；:—叶巴组地层；0—走滑断层；

;—未知性质断层；<—年代学研究样品位置。图中的!、"、#为原斑岩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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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冈底斯岩浆带（侯增谦等，+,,:）。驱龙矿区主要

由近RS向产出的中侏罗统的叶巴组火山岩及中新

世荣木错拉复式岩体组成，两者构成了矿区的主体

（图!/；杨志明等，+,,<.）。已有的地质填图表明，

矿区内还发育其他+套岩浆系统，即中侏罗世花岗

闪长岩，以及与成矿有关的中新世的二长花岗斑岩。

有人认为西部斑岩（原!、"及#号斑岩）及东部斑

岩（原$号斑岩）均侵位到中新世荣木错拉复式岩体

之中，明显也为中新世的产物（图!/；参考郑有业

等，+,,-）。矿区构造研究程度整体较低，控岩构造

目前尚不清楚，关于驱龙铜矿更为详细的矿区及矿

床地质描述请参考杨志明等（+,,<(）一文，在此不再

重复。

+ 野外地质观察

西部斑岩出露面积较大，9个斑岩体的面积近

!*:UG+（图!/）；与东部斑岩相比，西部斑岩的岩石

颜色发白，暗色矿物明显减少（图+"—+R）。其斑晶

主要以石英（:W%!,W）、钾长石（<W%!,W）为主，

斑晶总量约为!:W%+,W；基质为长英质，以石英、

钾长石为主，黑云母很少（!+W）。石英斑晶以聚斑

为主，由多个小的石英颗粒组合而成；长石斑晶为半

自形，多发生了泥化及石英4绢云母化。由于裸露于

地表的该套斑岩遭受强烈风化，长石斑晶变得非常

模糊，容易误认为石英斑岩。观察发现该套斑岩呈

明显的韧性变形，其斑晶多已发生碎裂，斑晶常具棱

角状，并且常定向排列（图+"），有时可见明显的拉

长现象（图+/、+X）。不同于东部斑岩，该斑岩中的

斑晶分布均匀，无任何定向排列特征，且长石斑晶多

呈港湾状（图+=），形成后明显又经历了熔体和（或）

流体的交代。另外，最重要的是，尽管西部斑岩出露

面积较大，但笔者针对!、"、#号斑岩体开展的详

细野外横剖面填图，并未发现围绕该斑岩呈环带状

分布的蚀变组合，也未见到高温蚀变组合（如钾硅酸

岩化），岩石蚀变主要以石英4绢云母化为主，见有少

量泥化；钻孔P2!:!9（位于原!号斑岩体中）和钻孔

P29Y!!（位于原"号斑岩体中）揭示出斑岩体深部

也未出现高温钾硅酸岩化蚀变，也是以石英Z绢云

母[绿泥石（？）为主。矿化以黄铁矿化为主，铜矿化

较弱，且黄铁矿主要以\脉（图+\，主要由硫化物组

成，含少量黄铁矿，脉两侧具有绢云母晕，一般形成

于斑岩岩浆演化晚期阶段；参考]%F’(CF$B&’()1，

!Y;:）的形式产出，有时也可在西部斑岩内见到团块

状的绿帘石化（图+R）。而东部斑岩体内则可见弥

漫状、细脉状黑云母、钾长石等含钾矿物组成的钾硅

酸岩化，同时发现了岩浆出溶的可靠记录———单向

固结结构（ B̂>E>D&A’>$B()3$)>E>C>A(’>$B@&_’%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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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驱龙铜矿西部斑岩及东部斑岩野外及手标本照片

"#图所示样品采自原!号斑岩，长石斑晶具有明显的定向排列特征，且长石斑晶多具棱角状；$和%#图所示样品采自原"号斑岩，斑晶特

征同原!号斑岩，但见有一被拉长的长石斑晶；&#野外照片，显示出原"斑岩的矿化及蚀变特征，以石英’黄铁矿(脉的发育为特征；

)#原#号斑岩，发现的绿帘石化，表明该区已处于青磐岩化带内，为野外照片；*#与成矿有关的东部斑岩，即原$号斑岩体

+,-#! +,).&"/&0"/&12)%,3)/2045414*50)6)15)7/84720979"/&50):"15)7/84720979
"#*743!24720979154%;，*).&12"720)/4%79151104<4$=,4>147,)/5)&"77"/-)3)/5"/&24.912,/".&)*473,59#$"/&%#*743"24720979154%;，

*).&12"720)/4%79151104<1,3,."7%0"7"%5)7,15,%154!24720979154%;，$>5"&,15,/%5).4/-"5)&20)/4%7915%"/$)1))/#&#*743"24720979154%;，

3,/)7".,?"5,4/,1%0"7"%5)7,?)&$9"$>/&"/53,/)7".,?"5,4/"/&".5)7"5,4/%4/1,15,/-4*@>"75?’297,5)(=),/1#)#*743#24720979154%;，%.4514*
)2,&45)".5)7"5,4/"7)&)=).42)&，,/&,%"5,/-"27429.,5,?"5,4/?4/)#*#:"15)7/84720979，<0,%0,17)."5)&543,/)7".,?"5,4/"/&,150)47,-,/".A

24720979

杨志明等，!BBC$），以及形成于斑岩成矿早期阶段的

大量D脉（脉体不规则，两壁不清晰，无对称，形成时

岩体尚未完全固结；参考E>15"*14/)5".#，FGHI），表

明东部斑岩内发育高温的蚀变及最早期脉体类型组

合，为蚀变及流体活动的中心。这些野外观察表明，

与东部斑岩相比，西部斑岩不仅具有不同的蚀变、矿

化及脉体类型，同时还具有不同的岩石学及变形特

征，并未出现类似东部斑岩的蚀变系统，另外，其较

低的暗色矿物含量也表明其岩浆很干（J>7/0"3，

FGHG），不可能形成太大范围的蚀变与矿化。结合其

具有明显的韧性变形，经历了比东部斑岩更为复杂

的演化过程，因此推测西部斑岩形成可能早于东部

斑岩，与矿区的K>、L4矿化关系不大。

M 岩石地球化学分析

为验证野外观察，查明西部斑岩的确切成因，本

次针对该套斑岩进行了大量的岩石地球化学分析。

由于该斑岩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石英N绢云母化，样品

主要为弱蚀变或无蚀变的斑岩。分析结果表明，西

部斑岩O,P!含量变化于HIQMR%C!R之间（表F），

平均为HGR；!（S!P’T"!P）为UQCR%CQUR，平

均为HQIR；!（S!P）／!（T"!P）变化于BQC%!QF，

平均为FQV，为高钾钙碱性N钾玄岩系列（图M）；D.!PM
含量为FBR%F!QVR，平均为FFQMR，铝饱和指数

D／KTS值〔"（D.!PM）／"（K"P’T"!P’S!P）的摩尔

比值〕介于FQU%!QC之间，为强过铝质（由于采自

"、!、#号斑岩体的样品均表现出类似的地球化学

特征，故没有加以区分介绍，下同）。

西部斑岩稀土元素总量!W::为VVXFBYU%
FFUXFBYU，平均为HFXFBYU，（Z"／[$）T 为HQ!%
FMQH，轻稀土元素相对富集（Z"含量为球粒陨石的

MUQI%GIQI倍，平均为IHQH倍），重稀土元素相对轻

稀土元素亏损（[$含量为球粒陨石的!QH%CQC倍，

平均 为UQ!倍）；:>／:>" 为BQBC%BQV，平 均 为

BQ!I，:>负异常非常明显（图VD）。在微量元素蛛

网图中（图VJ），西部斑岩明显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

（ZAZ:）S、W$、J"，但O7却轻度亏损；相对亏损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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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驱龙铜矿西部斑岩的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组成

"#$%&! ’#()*&%&+&,-.#,/-*#0&&%&+&,-.#,#%1.&.)2-3&45%),67&.-&*,8)*931*1

!"#$%&’ !"#$%(# !"#$%() !"#$%(* !"#$%+, !"#$%+* !"#+%,$ $+$&%+* &’$$%’# &’$$%’&

!（-）／.
/0,1 &2&+ (2,3 &2$$ ,2)# ,2(( $2,’ &2($ &2)& ,2*# ,2+’
451 #2,# #2&+ #2$# #2$) #2,+ #2$& #2&# #2$+ #2,( #2&$
67,1& $(2( $&2’ $#23 $#2( $$2) $#2# $$2+ $$2( $,2& $$2+
891, )(2$ )+2& *,2# *,2# )’2& *$2( )’2# )’2’ )3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1 32+$ &23# (2#3 (2&& (2*& 32,* &2&) &2&& +2)) +2(,
<01 #2&# $2#$ #2&) #2,) #2$( #2#’ #2’) #2($ #2+* #23&
=91, #2&$ #2,’ #2$) #2$3 #2$* #2$’ #2$( #2$’ #2$3 #2$3
4>1 #2#& #2#( #2#( #2#+ #2#( #2#( #2#3 #2#& #2#) #2#)
?@,1& #2’, $2+’ #23, #23, $2,& #2*, #2’$ $2#’ $2#+ $2#$
烧失量 #2)+ #2*, #2,* #23’ $2$# #2+, $2,+ #2)( #2)) #2’(

总和 $#$2# $#$2, $#$2( $#$2( $#$2, $##2* $#$2# $#$2# $##2, $##2(
6／</;! ,2(+ $23$ $2** ,2$+ ,2)’ (2(+ $23# $2)# ,2,& ,2$*

!（-）／$#A3

-@ $2,, $2&3 #2*+ #2*’ $2$3 #2)( $2#& $2$3 $2## $2$&
8B (2&( (23* ,2#$ &2#& &2,* ,2)3 &2$, ,2&+ &2’# &2+$
C (&2’ ,32* $,2#+ $32) ,+23 $&2& *2(’ $(2( $)23 $,2)
<D )2,’ *2&’ )2#+ $$2( $#2* $$2( (2+, +2$$ *2*) $,2$
<E $2&) $23$ $2#* $2,& ,2$* $2&( $2,$ $2*& $2*$ $2*$
/9 &23’ +2#* &2*$ +2,, (2’& 32)$ (2,, &23$ +2+) *2+’
F> $)2( ,+2& $&23& )2$+ ’2++ *2(’ ($2( ,,2, ,(2( ,,2,
G0 $,2& $$2# +2(3 )2,) ’2&+ +2’) )2’’ )2+( *2, *2(&
HI ’+2& +32# +(2# )&2’ $#, $$$ *(2$ 3,2’ $$3 $$&
8D $*+ ,’3 $$( $,3 $++ $’* $#3 $++ $,+ $&’
J 323’ +2#( &2$( +2$$ $$2( 32&’ $&2& 32’’ $,23 $,2(
FD $+* $,$ )&2( ’*2) $#( ’#2’ 3(2’ *’2$ $$( *(2&
/I 323+ 32)# +2+’ +2,# 32&+ 32’, )2$ (2($ )2$# )2,+
4E $2+, $2+) (23( ,2#’ )2(* $$2( $#2) ,2** *2#& +’2#
-0 $#*& $$+* +)* $$,) $#*& ,#3# $,$( $#(& ,&,+ $+’)
KL (2#+ 2,, ,2$) ,2)$ ,2’, ,23& ,2$& ,2() &2&$ ,2+)
=0 #23( #23& #2++ #2+$ #23) #2)$ #23) #2+$ #2)+ #2)+
:I &(2$ (#2( &+2+ ,32& &+23 ($2* ,+2& &)2# $,2* $)2’
=M ’23+ *2,) &2(& &2,# 32,( +2&& $$2’ 32#( ’23* ’2#*
N $2’, ,2(3 $2#3 #2*$ $2,$ $2,& ,2’$ $23* $2*) ,2,*
<O $*3 $,, *(2# $&$ ,++ $3)3 $*# $3(( 3+* *&(
"0 $*2( $&2’ $$2& $$2’ ,#2* $(2& ,$2’ $&23 ,’23 ,+2,
<@ ,(2’ ,&2# $’23 ,,2’ &+2# ,32, &*2# ,+2$ +$2& (&2)
:D ,2,$ ,2,* $2’* ,2(’ &2)’ &2#$ &2’+ ,2+* +2#& (2+(
/P )2,, )2&, 32&) *2,& $,2+ ’2*3 $&2$ *2)& $32& $(2*
8Q $2&, $2,# #2’’ $2($ ,2$’ $23’ ,2&& $2++ ,2)# ,2+(
RO #2$( #2#’ #2$& #2$+ #2$’ "#2#+ #2#’ #2$+ #2(# #2&+
GP $2+* $2(+ $2,) $23& ,23$ $2’+ ,2)$ $2)3 &2() &2$$
=I #2$’ #2$+ #2$$ #2$* #2&+ #2,# #2&+ #2,$ #2&* #2&*
ST $2,$ #2’# #23& $2#, ,2,3 $2&& ,2,* $2&3 ,2&3 ,2&+
KE #2,3 #2,# #2$& #2,$ #2(* #2,) #2(* #2,* #2(’ #2(’
RD #2)+ #23+ #2($ #23( $2&( #2*$ $2&* #2*, $2($ $2((
=Q #2$( #2$, #2#) #2$$ #2,( #2$( #2,+ #2$+ #2,+ #2,+
JI $2#3 #2’’ #2+3 #2** $2)& $2#) $2)’ $2#+ $2*( $2*,
"O #2$* #2$* #2$# #2$+ #2,* #2$’ #2,’ #2$) #2&# #2,’

注：主、微量元素含量分析在国家地质测试中心完成，测试人为王淑贤副研究员。主量元素的分析是在荷兰帕纳科公司6U9EV波长色散W射

线荧光光谱仪（WH?）上完成，分析精度好于+.；微量元素的分析则在X<:%48上完成，分析精度好于$#.。!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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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驱龙铜矿床西部斑岩"#$%&’%$图解

(#)*! +,-./-0’%$123/4/"#$%0-354,-6)72/.236+-389:3:

强元素（;("<）=>、?#、+，但?@却轻度富集，显著不

同于东部斑岩（图AB）。=>、?@、?#等;("<元素的

亏损表明岩浆的源区曾经历了板片释放流体的交代

（C#,,232.@,D，EFFF；7@6)2.@,*，%GGE；;-42.@,*，

%GGA；杨志明等，%GGHI），而西部斑岩并没表现出与

俯冲有关岩浆的特点，表明其源区可能并没经历板

片释放流体的交代。且其"3／B@比值介于GDGH!
GD%J之间，平均为GDE!；而典型的藏南K型花岗岩

相对富集"3，"3／B@比值一般大于GDL；"型花岗岩

相对富集B@，"3／B@比值一般小于GDL（刘振声等，

EFFA）。西部斑岩具有"型花岗岩的特征。

A 年代学研究

笔者还选取了!FEE&E!（位于钻孔!FEE深部E!
M处）样品进行了年代学研究，以查明西部斑岩到底

是与东部斑岩同期侵位形成的无矿斑岩，还是另有

成因。锆石的分选采用常规重&磁选方法，最后在双

目镜下挑取出锆石。分选出来的锆石多为无色透

明，长柱状自形晶体，少量发生了碎裂，晶体形态及

大小较为一致，长宽比多介于%!!之间。锆石的制

靶、光学显微镜照相、阴极发光图像分析（NO）及P、

?9及+>同位素组成分析均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

研究所北京离子探针中心完成。所用标准锆石为

?<C$QR（年龄为AESC@），在进行P、?9及+>同

位素组成分析之前，仔细对比锆石透射光、反射光及

阴极发光图像，确定测试位置，尽量避免裂纹及包

体。同位素分析所用仪器为";QKC+"，其束斑直

径约为%L#M；详细的实验流程和原理参考N-M8/&
.-6等（EFHA）、7#,,#@M/（EFF%）和宋彪等（%GG%）。

数据处理同7#,,#@M/（EFFH），采用实测%GA+>校正锆

石中的普通铅。单个数据点的误差均为E$，采用年

图A 驱龙铜矿床西部斑岩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及微量元素蛛网图（>）

图B中虚线为与成矿有关的东部斑岩

(#)*A N9-6T3#.2&6-3M@,#U2TQ<<8@..236/（@）@6T.3@I22,2M26./8#T23)3@M/（>）0-354,-6)72/.236+-389:3:（6-3M@,#U2T
T@.@03-M"462.@,*，EF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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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为!"#$%／!&’(年龄，其加权平均值为)*+的置信

度。

阴极发光结果显示，样品&),,-,&中的锆石具

有清楚的振荡环带结构（图*），其./／(比值均大于

"0#，属典型的岩浆锆石。样品&),,-,&的,1个测点

中（表!，图*），./的变化范围为2)3,"4#!!’!3
,"4#，(的变化范围为,,)3,"4#!&*13,"4#；测

点的表面年龄范围在（,2,0,5!02）!（,’#0’5,0)）

67之间。除一个点的表面年龄较小，为（,2,0,5
!02）67外，其 余 年 龄 均 集 中 于（,220,5!02）!

（,’#0’5,0)）67区间内。较小的年龄可能因测试

误差所致，也可能为后期火山-岩浆活动的记录。剔

除该点后，!"#$%／!&’(加权平均年龄为（,’!0&5,0*）

67（89,&），6:;<9,01，为岩浆的结晶年龄。

图* 驱龙铜矿西部斑岩的(-$%协和年龄

=>?@* (-$%A>BCDECDECDBF>7GHDIJKDBLMHDE?;NJINBE
$DBG/OBO

表! 驱龙铜矿西部斑岩锆石"#$%&’()’*年龄分析结果

+,*-.! "#$%&’()’*/,0123/,0,456178425749:;-423<.=0.72’47>?@7@

点位
!P／,"4#

( ./ !"#$%!
!&!./／!&’( !"2$%!／!&*( 5+ !"#$%!／!&’( 5+ 误差校正 !"#$%／!&’(年龄

&),,-,&-,@, ,*2 ,", &@’! "@#2 "@,)" ,& "@"!2’* ,@* "@,,* ,22@,5!@2
&),,-,&-!@, !1" ,*, *@’2 "@#* "@,)& 2@2 "@"!’&, ,@’ "@!&! ,2)@)5&@!
&),,-,&-&@, ,22 ,!’ 1@1* "@2* "@!*" )@! "@"!’)& !@" "@!,& ,’&@’5&@#
&),,-,&-1@, ,2* ,&" 1@!’ "@22 "@!"1 ,! "@"!’", !@& "@!"1 ,2’@,51@,
&),,-,&-*@, ,2& ,!& 1@"1 "@21 "@!&) ,! "@"!#)" ,@# "@,&& ,2,@,5!@2
&),,-,&-#@, !!* ,’’ *@#2 "@’# "@!*1 ,& "@"!’), ,@1 "@,,! ,’&@25!@2
&),,-,&-2@, ,’" ,&2 1@** "@2) "@!’, 2@2 "@"!)!& ,@) "@!11 ,’*@’5&@*
&),,-,&-’@, !,2 ,** *@1, "@21 "@!*, ,& "@"!’21 ,@& "@,"& ,’!@25!@1
&),,-,&-)@, ,1) ,," &@2* "@2# "@!)’ ’@! "@"!),2 ,@# "@,)# ,’*@15!@)
&),,-,&-,"@, !2# ,’& #@’& "@#) "@!&" ,, "@"!’1* ,@, "@")# ,’"@’5!@"
&),,-,&-,,@, ,&1 ’, &@11 "@#& "@!1! !# "@"!’’) !@" "@"22 ,’&@#5&@’
&),,-,&-,!@, &*1 !’! )@"& "@’! "@!&) ,, "@"!)1, ,@" "@")& ,’#@’5,@)
&),,-,&-,&@, ,), ,** 1@2* "@’1 "@,’" ,) "@"!’,# ,@1 "@"2’ ,2)@"5!@#
&),,-,&-,1@, ,,) 2) &@"* "@#’ "@!*) !) "@"!’2# ,@) "@"## ,’!@’5&@*

* 岩石成因探讨

目前虽然实施了大量的勘探工程，但在西部斑

岩与叶巴组一段晶屑凝灰岩之间没有看到任何的穿

插现象。最近，对驱龙北部叶巴组英安岩定年结果

〔（,’,025*0!）67；耿全如等，!""#〕表明，叶巴组英

安岩与西部斑岩的形成时代一致，因此，可以断定西

部斑岩或者在叶巴组火山岩形成期间侵位形成，或

者它本身即为叶巴组火山岩的一部分。西部斑岩与

叶巴组火山岩都具有大离子亲石元素（QRQS）富集、

高场强元素（T=:S）亏损的特点。但两者最大的差

别在于：叶巴组火山岩亏损的高场强元素包括8%、

.7、.>及$（耿全如等，!""*），显示出与俯冲有关的

岩浆特点（6>HHNBNI7H@，,)))；;7E?NI7H@，!"",；侯

增谦 等，!""17；TDMNI7H@，!""1； 杨 志 明 等，

!""’C）；而西部斑岩亏损的高场强元素仅为8%、.>、

$，缺少元素.7，并没有显示出与俯冲有关的典型岩

浆的特点。另外，叶巴组火山岩，无论其酸性程度大

小，SM未出现负异常（耿全如等，!""*；董彦辉等，

!""#）；而西部斑岩却表现为非常明显的SM负异常，

结合岩石:B／P7比值较小的特点，推测其可能为:
型花岗岩。当然，这需要:B-8F-$%同位素数据的进

一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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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矿床勘探的启示

驱龙铜矿早期的矿产地质工作应追溯到"#$!!
"#$$年间，当时西藏地矿局区调大队在开展"%&’万

拉萨幅水系沉积物测量工作时，发现了驱龙铜多金

属异常（杨志明等，&’’$(）。不过，驱龙铜矿真正的

勘探突破始于&’’&。&’’&!&’’)年，成都矿产地质

研究所开展的雅鲁藏布江成矿区重大找矿疑难问题

研究，初步研究了矿床成矿地质条件及成矿规律。

&’’*年，西藏地勘局第二地质大队对驱龙铜矿的普

查，确定其为大型矿床规模（+,资源量为"-"./，郑

有业等，&’’*）。&’’!!&’’0年间，西藏中胜矿业有

限公司对驱龙铜矿的详查确定其规模达超大型（+,
资源量0-"./，杨志明等，&’’$(）。驱龙矿床中已控

制的工业矿体主要位于东部斑岩周围及东部地区，

围绕矿区西部斑岩布置的大量勘探工程并没有取得

很好的探矿效果。东、西部的斑岩产生如此差异的

矿化效果，针对西部斑岩矿化系统所进行的勘查工

程是否要继续进行？这些事关驱龙铜矿的未来勘探

方向、同时急需解决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本次研

究结果表明，具有韧性变形的西部斑岩与驱龙主成

矿斑岩———东部斑岩〔年龄（"0-01’-2）.(；杨志明

等，&’’$(〕为两套不同的斑岩系统，两者对于驱龙斑

岩铜矿成矿的贡献不同，东部斑岩引起了驱龙中新

世的+,、.3矿化事件；而西部斑岩，尽管其出露面

积较大，仅为含矿围岩而已。因此，对驱龙铜矿床未

来的勘探方向更加清晰，应取消针对西部斑岩矿化

系统的探矿工作，只围绕东部斑岩的矿化系统进行。

综合以上内容可以发现，详细的野外观察对笔

者认识西部斑岩与驱龙铜钼矿化的关系极为重要，

它是笔者决定针对西部斑岩开展岩石地球化学及年

代学研究的前提及基础。关于西部斑岩对驱龙铜矿

成矿贡献的评价过程，不仅表明该套斑岩与驱龙中

新世成矿无直接关系的事实，而且告诉人们，在勘查

过程中，详细的野外调研，辅以适当的科学分析手

段，往往能够避免我们在勘探过程中投入过多无谓

的勘查工程，减少浪费。这更为重要。

致 谢 野外工作中得到了西藏中胜矿业公司

总经理王平先生及公司地质部各位专家的大力支持

与帮助，西藏地调院潘凤雏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为作

者野外考察提供了很多便利。岩石常量、微量元素

分析在中国测试中心完成，感谢王淑贤老师加班测

试样品；锆石456789:;.6分析在中国地质科学

院地质研究所北京离子探针中心完成，感谢张维博

士、宋彪老师给予的帮助。对审阅了初稿并提出大

量建设性意见的人，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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