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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南也拉香波倾日变质核杂岩的找矿前景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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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拉香波倾日变质核杂岩位于于藏南隆子地区邛多江－卡拉－玉门断裂西段与近南北向断裂的交叉

部位，隶属于拉轨岗日－萨迦－康马变质核杂岩带。 

在平面上总体是呈一不规则卵状隆起，主要由内核、滑脱系、盖层以及三者之间的基底剥离断层和主

剥离断层组成，属多层结构（高洪学等，1996）。内核是由亚堆扎拉岩组（Pt2-3y）的二云斜长片麻岩变粒

岩、石榴二云斜长片麻岩、十字蓝晶云母斜长片麻岩等岩石组合及底辟式中新世花岗岩构成；滑脱系是由

基底剥离断裂与主剥离断裂所分隔的曲德贡岩组（Pt3Єq）片岩，大理岩等组成。曲德贡岩组具有多层剪切

和顺层掩卧褶皱系列，并伴有不对称构造透镜体，脉褶及石香肠构造，构造变形强烈，且所处的温度和压

力条件也相对较高；盖层主要为雅鲁藏布江分区的宋热组（T3s）、江雄组（T3jx）以及康马-隆子地层分区

的涅如组（T3n）的浅变质泥岩、石英砂岩、粉砂岩以及粉沙质泥岩等岩石组合；基底剥离断裂与主剥离

断裂均呈环状外倾，倾角较陡，由于遭受后期岩浆侵位以及构造应力作用，断裂大多强烈变形，岩石普遍

糜棱岩化。 

1  变质核杂岩核部中新世花岗岩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变质核杂岩核部侵入岩体岩性主要为二云二长花岗岩，以不规则椭圆形岩株状产出。其岩石主要矿物

组合为石英、斜长石（An＝22～24），钾长石、白云母及其黑云母，副矿物主要为锆石+磁铁矿+钛铁矿+

磷灰石+石榴石型组合。 

岩体属高钾钙碱性系列的、铝过饱和 S型壳源花岗岩。LREE 较为富集，弱负铕异常型。生热元素 U、

Th、K 含量高，为高热产率花岗岩（HHP）。从早至晚阶段 Ba、V、Sc元素递增，Rb、Li、Nb、U、Ta 等

元素递减。主要以 Rb、Th 的强烈富集，Ba、Zr、Ta 的亏损为特征。显示出高度演化的花岗岩特征。 

核部花岗岩体呈底辟作用的主动侵位，其主要证据：① 二长花岗岩岩体在平面上呈不规则椭圆状。

② 岩体与围岩接触界线清楚，产状与围岩协调一致。③ 岩体边部发育矿物生长线理、拉伸线理。同构造

熔融、分异的长英质脉被强烈的布丁化。④ 在远离岩体的围岩中发育有与围岩形态相协调的周缘向斜。 

2  变质核杂岩与成矿的关系 

（1）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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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波倾日变质核杂岩的附近，金、锑等矿化点众多，称为邛多江金-锑-银矿化集中区（聂凤军等，2005），

变质核杂岩周围主要是以金为主、向外以锑-金为主、更外以锑为主的半环状成矿分带（杨竹森等，2006）。 

（2）时间关系 

变质核杂岩是始喜马拉雅期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俯冲碰撞后，区域构造应力由碰撞挤压向伸展走滑转

变所形成的产物。地壳东西向水平拉伸和垂向减薄效应为变质核杂岩体形成及同时的相伴的壳源浅色花岗

岩浆的形成和侵位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剧烈的构造岩浆活动，使得本区成矿元素在有利得地层和构造部

位富集成矿。喜马拉雅期的岩浆活动和研究区金、锑等多金属成矿作用关系密切（付伟，2005）。 

（3）成因关系 

构造－岩浆活动共同控制成矿作用：矿床主要是受伸展构造控制，且与变质核杂岩的结构空间有密切

关系，沉积盖层覆盖在滑脱带之上，受拉伸及剪切作用，形成一系列褶皱及其断裂，形成赋矿的主要空间，

而的滑脱带与拆离断层则为矿区主要的导矿构造，为成矿物质的运移提供通道。高度演化的酸性岩浆挥发

组分出溶形成富含成矿物质的流体，高热岩体驱动流体循环成矿。 

3  找矿前景 

（1）区内变质核杂岩和由于核杂岩的形成所造成的褶皱、断裂等各级构造发育，所控制的锑、锑金

及岩金矿矿点也分布众多。锑金组合也许只是矿床金属分带的顶端，面上及深部找矿前景广阔。 

（2）本区控矿的构造和地层条件良好，三叠统－下侏罗统深色浅变质岩系浊积岩是重要的含（赋）

矿层、中-基性岩脉及其脆－韧脆性构造叠加的“三位一体”找矿标志（郑有业等，2007）对于该区找矿工

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3）变质核杂岩核部的花岗岩体对本区的成矿也具有重要作用，① 花岗岩为成矿提供热源和成矿物

质来源；② 为矿体的形成提供赋矿空间，而岩浆侵位的通道同时也为成矿流体提供通道。③ 隐伏的花岗

岩岩体在变质核杂岩深部广泛发育，而这些岩体与上覆岩层接触带凹凸不平，而岩凸部位所对应的构造蚀

变及其破碎带等部位是矿体形成的有利部位，因此在核杂岩深部，其成矿前景巨大。 

文中部分资料引自 1:25 万隆子县幅和洛扎县幅区域调查报告。由于篇幅有限，文中没有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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