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  床  地  质 
2010年                                    MINERAL DEPOSITS                             第 29卷  增刊 

 

 

西藏斑岩铜矿带含矿斑岩微量元素 

特征及构造环境 

——以邦铺、多不杂斑岩型矿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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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公湖-怒江构造成矿带有可能成为继玉龙、冈底斯之后的西藏第三条斑岩铜矿带，但其研究程度相对

较低。本文通过对班怒斑岩铜矿带西段多不杂矿区与冈底斯斑岩铜矿带东段邦铺矿区含矿斑岩微量元素特

征进行对比、微量元素图解判别其成矿构造环境，显示他们具某些差异，表明他们可能形成于不同的构造

环境。 

1  矿区概况 

多不杂斑岩铜金矿区位于藏北羌塘地块最南缘、斑怒缝合带北缘中生代多不杂构造岩浆弧中。矿区出

露地层主要为中侏罗统雁石坪群和下白奎统美日切组。区内中-酸性浅成侵入岩主要为石英闪长玢岩、花岗

闪长斑岩，主要呈岩株产出，是区内的主要含矿斑岩体。 

邦铺斑岩钼铜矿区位于冈底斯成矿带陆缘火山岛弧构造带东部。矿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下二叠统洛巴

堆组、古近系典中组和第四系。构造极为发育。区内岩浆岩发育，主要侵入岩为二长花岗斑岩、闪长玢岩、

闪长岩和花岗闪长斑岩等（周雄，2010a）。 

2  微量元素特征 

矿区微量元素含量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从含矿斑岩微量元素蛛网图（图 1）可以看出，两矿区含矿

斑岩微量元素蛛网图均为强不相容元素富集型，

邦铺矿区样品明显相对富集 Rb、Cs和 Nd等大离

子亲石元素，相对亏损 Ba、U、Sr、Ti、Y和 Yb

等高场强元素，多不杂矿区样品富集大离子不相

容元素 Rb、Ba、Th、Cs、K、La、Ce、Sr，亏损

高场强元素 Nb、P、Ti等，均体现了岛弧岩浆作

用的特点。多不杂矿区样品含矿斑岩相对富集 Sr，

大离子不相容元素的富集程度相对减弱，而高场

强元素的亏损程度明显减弱，暗示班怒西段含矿

斑岩的岩浆源区较浅。邦铺矿区含矿斑岩样品明

显相对亏损 Sr，暗示冈底斯东段斑岩成矿带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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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微量元素蛛网图（原始地幔值据McDonough，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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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西段斑岩铜矿带岩浆源区更深。 

 

表 1  多不杂、邦铺矿区含矿斑岩微量元素含量分析结果（w(B)/10-6） 

 多不杂矿床花岗闪长斑岩
①

  邦铺二长花岗斑岩
②

 

 Dzk01-3 Dzk01-8 Dzk01-14 Dzk16320-4  BP011 BP021 BP029 BP063 

Rb 115.4 115.8 100.4 112.1  195.743 141.19 218.629 239.233 

Ba 640 801 543 529  379 575 257 371 

Th 8.02 5.68 5.84 5.69  15.28 16.36 14.05 6.71 

U 1.28 0.59 1.03 0.99  1.74 7.94 1.05 6.59 

Cs 10.5 5.99 11.30 10.70  4.63 10.44 5.09 11.59 

K 28972 49725 30964 20504  46679 36916 63439 51178 

La 13.0 8.3 9.8 15.3  28.7 24.3 23.7 11.2 

Ce 20.1 15.8 18.5 26.2  48.0 51.7 44.7 23.7 

Sr 389 226 180 293  21.0 232.5 21.7 57.5 

Nd 9.06 7.02 8.27 11.20  19.19 18.43 17.18 7.77 

P 366 448 652 570  363 504 550 431 

Sm 1.71 1.5 1.83 2.12  2.48 2.55 2.38 1.17 

Ti 1678 1858 2577 2278  2824 1946 3041 2001 

Tb 0.24 0.25 0.32 0.31  0.18 0.23 0.16 0.096 

Y 9.4 10.3 13.2 11.3  1.6 4.5 2.0 1.4 

Yb 0.83 0.93 1.17 1.27  0.14 0.40 0.17 0.13 

注：①数据引自佘宏全等，2009；②为本文数据。 

3  成矿构造环境讨论及结论 

Yb+Nd-Rb 图解（图 2）中邦铺含矿斑岩样品均落

入同碰撞期花岗岩区，与周雄等（2010b）研究结果一

致；而多不杂含矿斑岩样品均落入火山弧花岗岩区，结

合矿区含矿斑岩 Ta/Yb-Th/Yb图解(辛洪波等，2009)多

不杂含矿斑岩样品均落入活动大陆边缘区域，冈底斯铜

矿带则明显偏离了活动大陆边缘区域，暗示班怒西段斑

岩铜矿带形成于碰撞后地壳隆升阶段，而冈底斯东段斑

岩铜矿带则形成于碰撞后地壳伸展阶段，这与微量元素

分析反映班怒西段斑岩铜矿带岩浆源区可能较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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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Yb+Nd-Rb图解（底图据 Pearce，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