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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公湖-怒江成矿带呈北西向横亘于青藏高原中南部,南北两侧分别是拉萨地块和羌塘地块，是冈瓦纳

大陆的北界（潘桂棠等，2004），其形成与其南侧拉萨地块和北侧羌塘-三江地块之间的怒江洋盆在侏罗纪

—白垩纪的碰撞闭合有关，是由多个洋盆俯冲形成（Dunlap et al.,2002）。多不杂矿区构造位置处于班公湖-

怒江缝合带西段北侧，羌塘地块的南缘，是新近发现的具有超大型远景的典型富金斑岩铜矿床，是与浅成

斑岩体侵入有关的高温岩浆热液型矿床（佘宏全等，2006）。以多不杂为中心，在东西长约 30km，南北宽

约 10km的范围内，分布有多不杂、波龙、拿顿、拿若、色那、铁格龙和尕尔勤等 7个矿点。 

1  矿区地质特征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有中侏罗统变石英砂岩，下白垩统安山玢岩、安山质玄武岩和火山碎屑岩，中新统

棕红色粘土及砂砾石层，第四纪残坡积物。与成矿有关的岩浆岩主要为燕山期的基性和中酸性岩，其中花

岗闪长斑岩是本区主要含矿地质体。多不杂矿区南部的班公湖-康托-兹格塘断裂为一超壳断裂，次级断裂

构造总体有 3组：早期近东西向断裂；后期北东向断裂；晚期北西向断裂。这 3组断裂构造形成似菱形状

格架，其中近东西向断裂为矿区内主要含矿构造。多不杂斑岩型铜金矿的含矿岩体为花岗闪长斑岩，由东

西两个小斑岩岩株组成。矿石矿物主要为黄铜矿、黄铁矿、磁铁矿，少量斑铜矿、辉铜矿、自然金等。矿

体上部为细脉浸染状，向深部逐渐过渡为稀疏浸染状，铜含量相应降低。自含矿斑岩体中心向外，可划分

出 3 个主要蚀变带，钾硅化+绢英岩化带、绢英岩化带和黄铁矿化-角岩化带。钾硅化+绢英岩化带是铜矿

发育的主要位置（佘宏全等，2006）。 

   

图 1  207Pb/204Pb-206Pb/204Pb和 206Pb/204Pb-208Pb/204Pb的增长曲线（Zartman et al.,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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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i、O、S和 Pb同位素组成特征 

不同成因类型石英的 δ
30

Si值不同（Douthitt，1982）。Savin（1970）认为 δ
30

Si值可用来确定某一种岩

石中石英、长石等矿物的来源，并测定和总结了不同成因石英的 δ
30

Si 值分布范围。由此可见，岩石的主

要矿物石英的来源不同，可造成岩石的 δ
30

Si和 δ
18

O值的不同。本文所研究岩石样品中的石英均自生石英，

可以用 δ
30

Si和 δ
18

O值来分析石英的 SiO2的来源。自然界岩石中各种成因石英的 δ
30

Si值分布范围大约为

-1.5‰~1.4‰，多不杂矿区所采样品硅同位素的测定标准是 NBS-28，各种类型岩石样品的 δ
30

Si 值介于

-0.5‰~0.3‰之间，均分布在热液石英范围之内。不同成因石英的 δ
18

O值分布范围不同，δ
18

O值也可用来

确定某种岩石中石英、长石等矿物的来源（Alan et al., 1970）。多不杂矿区各种类型岩石样品的氧同位素测

定标准是 V-SMOW，δ
18

O 值变化于 7.6‰~11.7‰之间，分布范围接近火成石英范围，表明 SiO2来源于岩

浆或岩浆所形成的热液。 

多不杂矿区硫同位素测定是相对于 CDT国家标准，分布总体较为集中，δ34
SV-CDT值的分布范围波龙矿

区黄铁矿为-2.2‰~2.3‰，平均值为 0.2‰；色那矿区黄铁矿为 2.6‰~4.7‰，平均值为 3.8‰，黄铜矿为

3.9‰~6.2‰，平均值是 5.2‰；拿若矿区黄铁矿为 4.2‰~5.6‰，平均值是 5.1‰；尕尔勤矿区黄铁矿为

-1.1‰~4.8‰，平均值为 2.1‰，随每个钻孔所取岩石样品深度的变浅，34
S的富集程度有增加的趋势，这可

能和与成矿有关的岩浆在上升过程中 H2S的逸出而富
34

S的 SO2残留于岩浆中有关。色那矿区黄铜矿中
34

S

富集程度高于黄铁矿，说明矿物是在硫同位素没有达到平衡的条件下结晶的。多不杂矿区的 δ
34

SV-CDT变化

范围不超过 6.2‰，显示出岩浆源硫同位素的特点（赵一鸣等，1990）。因此，多不杂矿区的硫主要来源于

岩浆，是黄铜矿和黄铁矿中硫的来源。 

拿若与色那 2个矿点黄铁矿与黄铜矿的铅同位素组成较稳定。拿若矿点随钻孔深度增加黄铁矿的铅同

位素比值逐渐减小，色那矿点黄铜矿比黄铁矿更富集铅重同位素。在岩石样品的铅同位素增长曲线图(图

1)中，绝大多数样品位于造山带的演化曲线附近。可以看出，多不杂矿区的样品总体位于造山型铅同位素

组成范围内，并且相对比较集中，少数位于壳源铅范围内。因此，多不杂地区的铅同位素组成主要源于造

山过程。 

3  结  论 

经过对多不杂斑岩型铜金矿床 Si、O、S和 Pb等 4个稳定同位素的研究，可知该矿区的石英属于热液

石英，接近于次生加大石英，来源于岩浆或岩浆所形成的热液；矿区硫同位素分布较为集中，为岩浆源硫，

是黄铜矿和黄铁矿中硫的主要来源，并且越接近地表越富集 34
S，可能是因为与成矿有关的岩浆在上升过

程中 H2S逸出而富
34

S的 SO2残留于岩浆中，在色那矿区黄铜矿的
34

S富集程度高于黄铁矿，说明矿物是

在硫同位素没有达到平衡分馏的条件下结晶的；铅同位素组成主要源于造山过程。因此，多不杂矿床的成

矿作用属于燕山期中晚期动大陆边缘的造山过程成矿，成矿流体主要为岩浆热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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