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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马攸木地区花岗斑岩特征及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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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攸木地区位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西段中刺激构造单元仲巴微地块内。因发现西藏首例岩金矿床——

马攸木金矿床而闻名。该矿床地质和同位素年龄多有报道（多吉等，2004；2006；温春齐，2003；温春齐

等，2006），但有关花岗斑岩研究报道甚少。故本文重点介绍马攸木地区花岗斑岩的一般特征，探讨其形

成环境。 

1  花岗斑岩岩石学特征 

马攸木矿区花岗斑岩主要分布于马攸木金矿区西北部，面积较大，总体呈岩基、岩株产出；矿区南部

亦有零星出露。花岗斑岩具斑状结构、块状构造。斑晶含量为 30%～35%，主要为斜长石（20%），少量石

英（2%～3%）、黑云母（＞5%）及角闪石（3%～5%）等，斑晶分布以分散和无序状为主，熔蚀现象较强

烈。斜长石斑晶呈中粒半自形板状，普遍发育不完善的多层环带结构，钠长石双晶发育，An28～36～44±4

更长石组成，以中长石为主；石英斑晶粒度与斜长石相似，以等轴粒状为主，部分包裹较多细粒斜长石，

常有碳酸盐的强烈交代；黑云母斑晶以自形板状为主，边缘具轻微退色和细粒铁质富集，常包裹少许细粒

柱状磷灰石；角闪石斑晶一般较细，柱状，普遍被细粒方解石交代，仅核心局部有少许绿色角闪石残余。

基质以隐晶质长英质为主，霏细结构，或由细粒长石和石英的半自形粒状集合体组成，石英（＞30%）以

细粒不规则粒状为主，钾长石（60%）以半自形板状为主，两者呈不规则状镶嵌，包含较少量自形细粒长

板状斜长石（10%），长石双晶较发育，含少量黄铁矿、磷灰石。 

2  岩石化学特征 

对马攸木矿区花岗斑岩（5 件）岩石的硅酸盐全分析由西南冶金地质测试中心测试。测试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马攸木金矿区花岗斑岩的化学成分（wB/％） 

序号 样号 名称 SiO2 Al2O3 TiO2 Fe2O3 FeO CaO MgO K2O Na2O MnO P2O5 H2O
+
 S CO2 小计 

1 Ht-51 花岗斑岩 65.69 15.14 0.60 1.45 3.51 3.12 1.68 3.38 3.66 0.074 0.25 0.51 0.025 0.45 99.54 

2 Ht-57 花岗斑岩 65.67 15.18 0.62 1.44 3.30 3.18 1.73 3.58 3.58 0.064 0.24 0.58 0.030 0.35 99.54 

3 Ht-121 花岗斑岩 72.58 14.42 0.26 0.45 1.40 1.56 0.52 4.45 3.05 0.036 0.13 0.59 0.014 0.41 99.88 

4 Ht-215 花岗斑岩 73.43 13.74 0.23 0.54 0.53 0.30 0.43 8.28 0.45 0.005 0.090 1.28 0.021 0.20 99.53 

5 Ht-127 蚀变花岗细晶岩 59.33 18.97 0.75 4.13 0.16 3.28 0.89 3.24 2.99 0.061 0.21 3.34 0.014 2.54 99.91 

测试单位：西南冶金地质测试中心。 

 

由表 1可知，马攸木地区 4件（除 5号蚀变样品外）花岗斑岩测试值，花岗斑岩 w(SiO2)较高（65.67%～

73.43%），w(K2O)含量 3.38%～8.28%，w(CaO) 0.30%～4.40%，w(Na2O) 为 0.140%～4.40%。据表 1计算

其岩石化学参数特曼指数（σ）为 1.90～2.51，平均值为 2.21；碱度率（AR）为 2.255～4.778，平均值为

3.42；过铝指数 A/CNK为 0.98～1.34，平均值为 1.11；显示花岗斑岩具钙碱性花岗岩特征。蚀变花岗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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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富 Ai、Fe
3+

,贫 Si、Fe
2+。 

            

花岗斑岩 SiO2-K2O和 SiO2-K2O+Na2O图解见图 1

和图 2。由图 1、图 2可见，马攸木矿区花岗斑岩主要

属高钾钙碱性系列花岗岩类。 

根据 Batchelor（1985）对花岗岩类化学分析值计

算的 R1和 R2来判断其构造背景图解（图 3），马攸木

地区花岗斑岩岩石样品点投影在同碰撞（2个点）的和

后碰撞隆升（2个点）的构造环境。 

3  研究意义 

通过对马攸木地区花岗斑岩常量元素研究认为： 

（1）马攸木地区花岗斑岩w(SiO2) 较高（65.67%～

73.43%），w(K2O) 3.38%～8.28%，w(CaO) 0.30%～

4.40%，w(Na2O)为 0.140%～4.40%。据表 1 计算其岩

石化学参数特曼指数（σ）为 1.90～2.51，平均值为 2.21；

碱度率（AR）为 2.255～4.778，平均值为 3.42；过铝

指数 A/CNK为 0.98～1.34，平均值为 1.11；结合钙碱图分析，显示马攸木地区花岗斑岩属高钾钙碱性系列

花岗岩类。 

（2）花岗斑岩化学成分的R1-R2图解显示，该花岗斑岩形成的环境主要为同碰撞和后碰撞伸展构造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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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马攸木矿区花岗斑岩SiO2-K2O图解 

（背景图据文献（Ewart，1982）） 

 

 

图 1 花岗斑岩硅碱图 

（背景图据文献（Irvine et al.，1971） 

A-碱性系列；S-亚碱性系列 

 

 

图3  R1-R2图解（背景图据文献（Batchelor，1985）） 

①-地幔分异的；②-前板块碰撞的；③-后碰撞隆升的；④-晚造山

的；⑤-非造山的；⑥-同碰撞的；⑦-后造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