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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冈底斯谢通门—桑日地区白垩纪花岗岩类形

成的大地构造背景及找矿意义*
 

苟正彬，汪雄武，张  强，雷传扬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1  地质概况 

西藏冈底斯谢通门—桑日地区（下称研究区）白垩纪花岗岩位处冈底斯火山岩浆弧的拉达克-冈底斯-

下察隅构造岩浆亚带的南侧，该岩浆亚带的北部为念青唐古拉弧背断隆构造岩浆带，南部为雅鲁藏布江缝

合带内的日喀则（弧前盆地）构造岩浆带（侯增谦等，2004）。区内花岗岩类同位素年龄在110~90 Ma之

间，时代为早白垩世－晚白垩世，以早白垩纪为主。白垩纪花岗岩类岩体有闪长岩、石英闪长岩、花岗闪

长岩等，岩石中斜长石双晶普遍发育，大多数具环带构造，岩体与围岩之间呈侵入接触，接触带内常发生

接触变质和交代作用。暗色矿物含量高，以镁黑云母和普通角闪石为主，副矿物为锆石-磷灰石-榍石-钛铁

矿-磁铁矿组合。岩体中常见细粒边和深源暗色铁镁质包体（刘早学等，2002；张振利等，2003）。 

2  地球化学特征 

区内花岗岩类属准铝质钙碱性I型花岗岩（武广等，2008）。从早白垩世到晚白垩世，w(SiO2)平均含量

为48.78%~61.33%，呈现递增的趋势，TiO2、Na2O也递增，FeO、MgO、Al2O3等含量递减，显示出同源岩

浆向酸性和富碱性方向分异演化产物（Collins et al.，1982；Whalen et al.，1987）。 

稀土元素配分曲线为明显向右倾斜，轻稀土元素富集，显示铕负异常。原始地幔标准化的蛛网图上，

Ba、Pb、Sr、Hf呈显著的“V”型谷，指示成岩过程中存在较显著的斜长石、石榴子石和磁铁矿等矿物的

分异。 

3  大地构造背景 

在燕山晚期，印度板块开始向欧亚板块俯冲，使冈底斯—下察隅构造岩浆亚带地区成为活动大陆边缘，

形成火山岩浆弧（侯增谦等，2004）。首先俯冲到欧亚板块之下是新特提斯洋壳部分和沉积于洋壳之上的

陆源物质，新特提斯洋于早白垩世晚期—晚白垩世早期向北开始俯冲，沿活动大陆边缘形成冈底斯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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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岛弧，接着向冈底斯中间陆块之下强烈俯冲，重熔岩浆沿不同方向的断裂交汇处上侵，不断熔融通道

中的岩浆并发生分异演化，在应力作用下以热气球膨胀方式强力就位，形成该时期侵入岩体呈同心环状分

布格局。俯冲初期，速度较慢，摩擦力小，俯冲影响的范围不大，以基性岩浆上侵定位为主。至晚白垩世，

洋壳俯冲速度不断加快，沿俯冲带产生的摩擦力持续增强，由于水分介入和部分活动组分的参与，重熔速

度加快，致使地壳深部物质熔融，产生大量的中基性、中酸性岩浆，在强烈挤压构造环境下，形成研究区

白垩纪Ⅰ型花岗岩类。 

4  找矿意义 

研究区现已探明了矽卡岩型克鲁铜矿，浦桑果铜、铅、锌矿，冲达木铜矿等。这些矿床的花岗岩类岩

石主要为Ⅰ型花岗岩，构造环境呈活动大陆边缘，均位于拉达克－冈底斯－下察隅构造岩浆亚带，花岗岩

类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 

研究区白垩纪Fe、Cu、Pb、Zn、Sc、Nb、Hf、V、U等元素明显高于冈底斯成矿带成矿元素区域丰度

值，这些成矿元素一旦遇到有利的侵入岩、构造、围岩等成矿环境，就容易富集成矿（武广等，2008）。 

Cu、Pb、Zn、Au、Ag具有良好的找矿背景。该区异常元素组合为Cu、Pb、Zn、Au、Ag，局部叠加

有W、Sn等元素，显示与花岗岩类有关的成矿元素组合。异常规模大，组合元素异常套合好，异常浓集中

心明显，单元素异常值高，具有较好的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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