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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金矿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在甘肃省玛曲县境内发现的大型金矿床，其矿田远景储量超过百吨，是

金矿勘查重要靶区。大水金矿矿化特征独特，矿石类型较多，控矿因素复杂；矿床研究者对其成因认识观

点不一，其中具代表性的观点有岩溶型（李亚东 1994）、卡林型（张复新，1998）；卡林型-类卡林型（ 陈

衍景，2004）、与岩浆热液有关的蚀变岩型（闫升好，2000a）、与中酸性岩浆活动活动有关的隐爆角砾岩

型、热泉型（王平安等，1998）等，这些认识充分表明大水金矿床独具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本文对大水金

矿区的岩浆岩开展岩石化学、年代学以及 Sr、Nd 同位素研究，以期获得成岩、成矿的地质背景资料，寻

求成矿事件与岩浆事件的内在联系，为深部资源勘查提供参考。 

大水金矿区位于西秦岭造山带南亚带、白龙江复背斜西段的西倾山隆起，大地构造上属于南秦岭南部

逆冲推覆构造系，白龙江逆冲推覆构造的次级构造－西倾山隆起带（卢纪英等，2000），南以玛曲-略阳深

大断裂与松潘甘孜造山带的若尔盖地块相临。 

西倾山隆起由一系列逆冲推覆体由北向南叠瓦状推覆堆叠构成，其中发育一系列褶皱和逆冲断裂。大

水金矿床及大水岩体位于玛曲-略阳断裂和大水-忠曲断裂之间（卢纪英等，2000）。西倾山地区主要出露

的地层有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的一套浅海碳酸盐岩建造，下、中三叠统的浅海-滨海碳酸盐岩-细碎屑

岩建造，白垩系红色磨拉石建造也有零星出露。大水岩体位于大水金矿北侧, 面积约 1.76 km
2， 其边缘相

为黑云闪长玢岩, 中心相为花岗闪长岩。 

岩石化学分析显示 w(SiO2)=53.76%～63.65%，w(Na2O)＋w(K2O)=5.1%～6.65%，富钾（K2O/ Na2O 

=1.48～6.28），过铝（w(Al2O3)=12.99%～15.79%）， A/CNK=1.25～1.53，里特曼指数 σ=1.83～2.41，其岩

浆系列属于高钾过铝质钙碱性中酸性岩浆岩系列；∑REE＝114.19～189.1， (La/Sm)N=4.03～5.11，

(Gd/Yb)N=2.45～3.09，δEu=0.93～2.67，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具轻稀土元素富集，重稀土元素遇上年

度亏损（HREE/ LREE＝0.0822～0.0953），Eu正异常的特征，显示具强烈分异的造山带型钙碱性花岗岩的

普遍特征（Herderson ,1984）和地壳重熔型花岗岩特点（陈德泉，1982）；微量元素洋中脊花岗岩（ORG）

标准化显示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 K、Rb、Ba、Th等，亏损高场强元素 Nb、Ta、Hf、Zr、Sm、Y、Yb等，

显示后碰撞花岗岩（Pearce et al.，1984），尤其 Nb、Ta的贫化，是板块会聚边缘岩浆岩固有特征。综合岩

石学、岩石化学特征和富钾钙碱性岩浆系列的特点，判定大水岩浆岩的成岩构造背景为同碰撞挤压向后碰

撞伸展转换的过渡构造环境。 

 LA-ICP-MS 锆石 U-Pb 法测年获得大水格尔括合岩体和竖井 941 岩脉的锆石 U-Pb 年龄分别为

（215.8±1.3）Ma和（202.9±1.5）Ma；成矿热液蚀变叠加在脉岩之上，成矿年龄应晚于 202.9 Ma的脉岩年

龄。Sr-Nd 同位素组成显示大水矿区岩浆岩的物源区为上地壳，岩浆来源于上地壳物质的部分熔融；其

Sr-Nd 同位素组成（ISr＝0.707421551～0.712134587；εSr(t) 介于 44.87208816~112.0119411之间，εSr(t)介于

-5.9558 ～ -7.14945 之间，TDM=1.29-1.47Ga）与西秦岭北带花岗岩类  Sr-Nd 同位素组成（ ISr 为

0.70682~0.70845，εNd(t)为-4.85~-9.17，TDM为 1.26~1.66 Ga）（张宏飞，2005）相似（图 1），揭示了西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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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岩浆岩的源区与广大西秦岭北带地区的岩浆源区一致，均来自于上地壳中高 K 玄武质岩石的部分熔

融。区内岩浆岩平均 TDM=1.38 Ga, 该年龄可作为岩浆岩源区岩石的最老年龄估计。因此，可以推测在西

倾山地区乃至整个西秦岭地区广泛存在中-新元古

代的含基性火山岩的褶皱基底。 

大水金矿区岩浆岩金的丰度值统计表明花岗

闪长岩的 Au丰度为 17.6×10
-9，花岗闪长斑岩的 Au

丰度为 3×10
-9，接近或超出了地壳的 Au 丰度

（4.0×10
-9）的 4倍（赵彦庆等，2003）。矿区普遍

存在花岗闪长岩脉型 Au 矿石，并且品位高达到

39.17×10
-6；此外，前人流体包裹体研究显示，成矿

流体为富含 K
+并且 K

+含量普遍高于 Na
+
 的富含碱

质的碱性溶液。印证成矿流体与深部偏碱性岩浆活

动有关（闫升好，2000b）。 上述事实表明成矿作

用过程应该包括岩浆热液聚集，以及流体混合并沿

断裂通道活动交代围岩和脉岩的整个成矿过程，岩

浆活动与成矿作用紧密关联。 

大水金矿成矿与成岩的地球动力学背景高度统一。岩浆的形成以及侵位过程伴随着成矿热液的形成过

程，并沟通了深部的矿源场与浅部的储矿场。同时，岩浆期后热液与俯冲板片分熔形成的成矿流体以及浅

层大气降水的混合，促使该区发生了大规模成矿作用，造就了大水重要金成矿带。中酸性小岩体与金矿床

在空间上的紧密关联，也是重要的找矿勘查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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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εNd(t)-ISr图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