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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岩铜矿浅部富矿岩浆房研究进展
!

李万伦
（中国地质图书馆，北京 #"""=7）

摘 要 在主流的斑岩铜矿模型中，矿床下方都有一个浅部富矿岩浆房，为矿床的最终形成提供成矿流体。国

外近年来的大量研究揭示了其基本特征，即位于地表以下约<CD，其大小直接决定着最终矿床的规模，其形态为平

卧状，相对封闭，生命周期较短（一般约!+)）。岛弧或陆缘弧环境有利于浅部富矿岩浆房形成的条件是中等挤压应

力状态或挤压后应力松驰，岩浆来源于深部+05E带（有镁铁质熔体混入），通常形成于长期演化的构造>岩浆旋回

的晚期。其成矿作用一般有0$F模式、对流循环模式等。关于大陆内部斑岩铜矿的浅部富矿岩浆房的形成条件尚

未见专门研究。今后对不同构造环境下浅部富矿岩浆房如何最终成矿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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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仅次于铁和

铝，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矿种。众所周知，斑

岩铜矿是最主要的一种铜矿床类型，研究斑岩型铜

矿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国在西藏

冈底斯成矿带取得了斑岩铜矿的找矿突破，相当于

发现了第!个“玉龙斑岩铜矿带”（侯增谦等，!""#）。

在成矿理论方面，相继提出了“大陆环境斑岩铜矿”

（侯增谦等，!""$）、碰撞造山环境斑岩铜矿（杨志明

等，!""%）等不同于国外经典的俯冲造山带斑岩铜矿的

理论模型（&’((’)*+，#%$!），并断言从洋壳俯冲到大陆碰

撞的不同阶段都可以形成斑岩铜矿（侯增谦等，!""$）。

按照这些得到普遍承认的斑岩铜矿模型，俯冲

洋壳、下地壳或上地幔（包括弧下地幔）在地球深部

发生部分熔融，并从周围萃取金属，形成了相对富集

,-的含矿岩浆，这些有成矿潜力的岩浆上升到地壳

浅部，并形成了岩浆房。致矿流体一般具有较小的

出露面积，因而大多数人认为，斑岩铜矿下方应当有

一个大的浅部富矿岩浆房存在，其作用是为矿床的

最终形成提供成矿流体（.’/01234，!""5；.’/01234+)
1(6，!""$）。形象地讲，这个岩浆房就相当于一个中

继站，它把来自深部的具成矿潜力的岩浆转换成了

矿床。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深部含矿岩浆房并

不是必须的，通过透岩浆流体作用也能使成矿物质

得以富集（罗照华等，!""7），因此，对浅部富矿岩浆

房模型提出了一些异议（罗照华等，!""%）。

本文综合介绍了国内外有关浅部富矿岩浆房的

研究进展，希冀对国内矿床界较全面了解此问题有

所帮助。

# 浅部富矿岩浆房是否真实存在

在火山喷发系统中，常常假设其下部有一个岩

浆房 存 在（路 凤 香 等，!""!）。例 如 有 研 究 认 为，

8*-9):)91活火山系统下面;!#<=>深处是一个

巨大的受构造控制的岩床?岩墙复合体，它供给火山

底部一个较浅（5!<=>）的岩浆囊（@1)19++)1(6，

!""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7年底，在美国夏威

夷进行钻探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岩浆房，位于地下

约!6A#=>（81240+)1(6，!""7），在该地区的多次钻

探中，都证实了该岩浆房的存在。这是人类首次真

正发现的地下岩浆房。假定所有岩浆活动的形式都

是一样的，那么，斑岩铜矿下方存在浅部富矿岩浆房

似乎也应该是合理的。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尚未见到有关浅部富矿岩

浆房的直接研究和报道，多数报道都出自推测，这也

是其倍受争议之处。在实际调查中，根据地球物理

资料，在安第斯中壳和冈底斯中壳部位，均发现有大

规模的部分熔融体存在，但从深度来看，它们显然不

是.’/01234（!""5）模型中的浅部岩浆房（赵文津，

!""$）。

然而，通过地质、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以及地质

年代学研究所获得的资料，人们对浅部富矿岩浆房

的基本特征、其形成的构造?岩浆条件及最终成矿过

程有了一定的认识。下面将分三方面来介绍相关的

研究进展。

! 浅部富矿岩浆房的基本属性

!6" 形成深度

人们早就认识到，斑岩铜矿应当形成于地表以

下深度不太大的地方，斑岩铜矿系统所包括的上部

火山 岩 层 序（#B<!5=>）、蚀 变 矿 化 带（至 少 为

!B$<=>），加上浅部岩浆房的厚度，在垂向上可延伸

达7=>（&’((’)*+，#%$5）。&)+29等（!""<）根据隆升和

剥蚀速率，推断智利中部大型斑岩铜矿底部的岩浆

房最终冷却结晶的位置在古地表之下的深度超过

A=>。尽管不同地区岩浆房上覆岩层的地质结构和

平均密度并不相同，但一般来讲，驱动岩浆上升的最

重要因素是岩浆的密度，到中浮面（CDE）以上，岩浆

的密度已经超过了上覆岩层的密度，故岩浆到达中

浮面后，已经失去了进一步上升的驱动力，在这里聚

集并形成岩浆囊乃至岩浆房是必然的。在南美安第

斯，中浮面最有可能就是结晶基底与沉积盖层之间

的界面，或者是火山堆积物与基底岩石之间的界面，

其深度大约在<=>左右（图#）。这也就是.’/01234
（!""5）在其斑岩铜矿模型中把浅部富矿岩浆房置于

中浮面的主要原因。当然，从岩浆上升运移的控制

因素来看，除了中浮面，流变学边界也是一道重要屏

障，例如脆韧性转换带（深度为#"!#<=>，但在活

动岩浆弧等高热流区可能相对要浅些）（.’/01234，

!""5；!""<）。

!6! 大小

对浅部富矿岩浆房体积的估算一般都是采用铜

或硫的质量平衡计算结果。以下是简单的质量平衡

计算过程（假定,-的萃取率为#""F）（.’/01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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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斑岩铜矿系统剖面示意图（据"#$%&’()，*++,）

（注：位于中浮面附近的上地壳岩基即为浅部富矿岩浆房）

-#./! 0$%12&3#$$’4)))1$3#453%’46.%&74’7%8’8$4771’)8)312（&931’"#$%&’()，*++,）

（:431：6771’;$’6)3&<=&3%4<#3%&3>:?#)&)%&<<4@91’3#<12&.2&$%&2=1’）

英安岩中A6的平均含量B（C+D!+EC）A6
超大型矿床中A6的总量B!+F3A6
需要的岩浆总量［!+F3／（C+D!+EC）］!!GHD

!+!!3
岩浆密度B*GH.／$2,B*GH3／2,

需要的岩浆总体积 B（!/HD!+!!／*GH）!CG,D
!+!+2,BC,I2,

考虑到实际萃取率都低于!++J，因此，要形成

超大 型（"!+F3A6）矿 床，以 上 计 算 的 数 量（C,
I2,）肯定是不够的，估计最少也需要!++I2,的岩

浆（"#$%&’()，*++K）。不过，岩浆的组分变化很大，

以这种方法估算的结果也只能作为参考。比如，镁

铁质岩浆相对于长英质岩浆，其含铜量和含硫量都

相对较高，因而，所需岩浆体积就要小一些。

!/" 形态

国外近年来根据地质、地球物理资料，对侵入体

的三维形态开展了大量研究，进而对侵入体的定位

机制有了更多的认识。一般而言，当岩浆受阻或失

去继续上升的动能以后，就会向水平或侧向扩展、膨

胀，形成岩盖（向上顶起）或岩盆（向下塌陷）式的岩

浆房。根据野外实际观察，例如加利福利亚南部?&L
M&地区的半岛山脉岩基中的>&N4)3&花岗闪长岩

体，其地表出露面积超过!K+++I2*（O#2=’46.%13
&</，*++!）。"#$%&’()（*++,）综合上述研究和野外观

察结果，描绘了浅部富矿岩浆房的形态（图!），即总

体呈平卧状（横向流动的必然结果），垂向被拉长，就

像一根窄手指（直径!!*I2），且从地下数公里深

的深成岩体延伸至地表下约!I2的位置。

!/# 性质

根据智利中部和北部大型斑岩铜矿成矿时火山

作用停歇（01’’&5413&</，!PPC），且对应于挤压构造

作用（0#<<#341，!PPQ）的现象，R8&’S65等（*++!）认为，

浅部富矿岩浆房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演化系统，由于

同时期没有火山活动导致重要的压力释放事件，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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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分、!"、#等成分都被保留在这样一个封闭或近于

封闭的系统中，尤其是氧化程度很高的硫不能逃逸，

就可被用来生成巨大的硫化物与硬石膏的富集体。

不过，在智利中部，分离出的高盐度含水流体形成铜

矿化角砾岩的现象（#$%&’%$()*，+,,-），表明岩浆房

未必完全封闭。

!*" 生命周期

浅部岩浆房存在的关键是持续得到深部岩浆的

补给，一般来讲，在上地壳中于很短时间内就能形成

岩基规模的侵入体（!)%.%’/%$()*，011+）。2($%&/3’
等（011+）认为“不会超过几个百万年”。假定岩脉中

岩浆上升的实际速率为0,4+.／/，那么，大型深成岩

体在不到0,5(的时间里就能被充填满（2%$63&7%$
()*，0118）。这些数字得到了岩基块体野外观察和地

质年代学研究结果的支持。例如，阿根廷9)".:&%&(
斑岩铜金矿床下面的岩浆房约形成于;<-=(前，终

止于><0=(，存 在 时 间 约+<5=(（?()$%&%$()*，

+,,5）。

@ 浅部富矿岩浆房形成的构造A岩浆条件

#*$ 构造条件

上地壳内断裂或裂隙是否发育，是形成浅部富

矿岩浆房的重要条件。构建大型（!0,,B.@）的上

地壳岩浆房，没有持续大量的深部岩浆的快速补给，

是难以维持的。断裂的作用首先是有利于岩浆迅速

向上移动，其次是为岩浆房的就位提供空间，进入上

地壳的岩浆最大通量的位置可能受控于先存地壳规

模的断裂，尤其是走滑断裂的交汇点或偏转点，在那

里，由扭压或扭张作用可产生拉伸空间，关于这方

面，国 内 外 都 有 大 量 文 献 介 绍，例 如 侯 增 谦 等

（+,,8）、CDEF(&7/（+,,-）。

断裂是否活动，取决于构造应力场的性质和方

位。一般认为，在挤压构造体系中，有利于上地壳岩

浆房的形成。CDEF(&7/（+,,-）也指出，假如上冲板块

中的应力条件为张性，就非常不利于 =9#?带（上

地壳岩浆房的补给来源）的形成。#D))D$3%等（+,,-）

按区域构造应力场的性质，将中部安第斯岩浆弧划

分为@种类型，即伸展A张扭弧、中性到轻微伸展弧

以及挤压弧，依次可以形成更大型的斑岩铜矿。其

依据就是当地壳被压缩时，破裂缩小，张开的断裂重

新闭合，因而抑制了浅部岩浆房挥发分的逃逸以及

铜、硫等重要成矿组分的溢失，从而有利于最终成

矿。

不过，尽管美洲大陆西部受到板块俯冲作用的

影响，总体上处于挤压环境，但其实际构造应力场却

是复杂多变的。且不说挤压区与拉张区可能同时出

现（赵文津，+,,8），即使板块的阶段性俯冲也会导致

产生阶段性的挤压构造变形。以应力种类而言，正

应力、张应力和剪应力均有可能存在于不同部位

（CDEF(&7/，+,,@）。

#D))D$3%等（+,,-）也承认，尽管安第斯的绝大多

数斑岩铜矿形成于挤压构造体系中，但也有例外，例

如智利北部的古新世—早始新世成矿带形成于区域

伸展构造期而非压缩期。因此他认为，中等挤压构

造体系可能最适合于成矿。

CDEF(&7/等（+,,0）通过对智利北部的研究，提

出了构造挤压之后的应力松驰期更有利于斑岩铜矿

形成的观点。世界上有许多斑岩铜矿形成于弧构造

A岩浆旋回的晚期，那时正好是构造挤压之后的应力

松驰期，也证实了这种看法。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深

部岩浆上升所需的有利应力条件是中等剪切应力作

用；而上地壳岩浆房形成与发育的有利条件则是较

低的偏应力作用（CDEF(&7/，+,,@）。因此，从深部岩

浆上涌到侵位而形成岩浆房，再到成矿流体出溶，有

利的构造应力条件可能前后并不一致。

#*! 岩浆条件

由前述岩浆体积的计算可知，形成大型斑岩铜

矿需要规模足够大（!0,,B.@）的上地壳岩浆房，即

使有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岩浆房，但要保持较长时间

且大部分处于连续熔融的状态却极为困难。

大量研究发现，弧环境下的斑岩系统（浅部富矿

岩浆房）一般形成于经过较长时间演化的火山A岩浆

旋回的晚期，例如，阿根廷9)".:&%&(斑岩铜金矿床

形成于G(&())3’H%I&3火山机构演化晚期，该火山机

构持续了约@<-=(，即自约1<8=(前开始火山喷

发，约;<-=(前形成浅部岩浆房，（><;J,<+）=(
形成9)".:&%&(斑岩铜金矿床的侵入体就位，至><0
=(前 浅 部 岩 浆 房 固 化 结 晶，岩 浆 活 动 全 部 结 束

（?()$%&%$()*，+,,5）。

针 对 巨 量 岩 浆 补 给 问 题，结 合 上 述 现 象，

CDEF(&7/（+,,-）提出，浅部岩浆房系统应当扎根于俯

冲带上方的地幔楔中，在壳幔边界附近形成广泛的

下地壳熔融和同化（=9#?）带。这个带是形成大型

斑岩铜矿所必须的。这样就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岩浆

供给系统，可为长期的火山或岩浆活动提供持续的

+-0 矿 床 地 质 +,00年

 
 

 

 
 

 
 

 



大量 岩 浆 补 给（当 然 必 须 满 足 前 述 构 造 条 件）。

!"#$带的长期演化也是必要的，!"#$作用通过

进化熔体中挥发分和不相容元素（包括氧化岩浆中

的亲铜金属）的进一步富集，从而增高了弧岩浆的成

矿潜力。!"#$带可能位于弧下地幔楔顶部，它的

维持主要依靠部分熔融等特殊动力学过程所产生的

增量岩浆（$%&’()*+，,--.），并受到板片俯冲等更大

尺度的地球动力学过程的控制。

这种模型虽然理想，但斑岩铜矿的金属和硫究

竟是否来自于!"#$带，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毕竟

地球深部岩浆的物理和化学过程还有许多问题未解

决，对此，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除了

!"#$模式，还提出了 !"#/模式（0)*12(’)*3&4，

566.）、7（!8"#/）模式（9%:;)()<<)，,--=）等。此

外，上述研究主要以南美安第斯为例，讨论的主要是

岛弧或陆缘弧型斑岩铜矿，至于大陆内部斑岩铜矿，

尽管许多学者认为含矿的埃达克岩来自加厚下地壳

的部分熔融（张旗等，,--5），可是，对这些有成矿潜

力的岩浆在大陆内部如何形成浅部富矿岩浆房，尚

未见有人研究。

> 浅部富矿岩浆房与斑岩铜矿的关系

斑岩铜矿的一个很重要特征是，矿体周围通常

发育强烈的原生蚀变分带，如经典的石英二长岩模

式（?2@)&&)*3&4，56.-）中，其热液蚀变通常含有一个

钾质蚀变核心，往外依次为石英绢云母化、泥化和青

磐岩化蚀变，呈同心圆状围绕着钾质蚀变核心。另

外一个是重要的闪长岩模式（$2&%<*)(，56.=），其蚀

变分带通常也含有一个钾质蚀变核心，但其周围直

接出现青磐岩化。无论是这,个经典的蚀变模式，

还是 后 来 具 体 矿 床 和 矿 床 类 型 的 蚀 变 模 式（如

A)2(:%)B，,--=；杨志明等，,--6），都假定下面存在

一个浅部岩浆房，因为这样比较容易理解热液蚀变

的分带现象。

早期研究认为，斑岩铜矿就是在岩浆冷却、相分

离和出溶岩浆热液与围岩反应的过程中，由于铜8铁

硫化物发生沉淀而形成的（?2@)&&)*3&4，56.-）。经

过后来的研究，通常认为以下,种岩浆过程是最主

要的影响成矿的机制：

（5）同化混染与分离结晶作用（即"CD过程）

E%F+3(’<（,--G）强调!"#$带对于形成大型斑岩铜

矿的重要性，其主要依据在于深源镁铁质熔体的加

入；$3**2(%等（,--5）指出，上地壳长英质岩浆房由原

始镁铁质熔融体补给可能是形成大型斑岩铜矿的关

键一环，因为，与长英质岩浆相比，在镁铁质岩浆中，

亲铜金属和硫具有更高的浓度。例如，在H%;:+37
D3;I2;斑岩铜矿床内以及5665年的 !*40%;3*JK2
火山喷发物中，就可以找到长英质岩浆与镁铁质岩

浆发生混合作用的证据。

（,）对流循环 由于岩浆房内部的温度、压力、

化学成分都不均匀，在热力的驱动下，从底部到顶部

发生对流循环。挥发性组分在此过程中起着十分关

键的作用，它们把热能、成矿物质带到岩浆房顶部的

熔岩壳内，只要对流继续，熔岩壳就能保持岩浆温

度，通过熔岩壳从岩浆房中分离出来的挥发分可引

起热液蚀变和斑岩铜矿化（E%F+3(’<，,--L）。

此外，当岩浆房所处深度较浅时，也有可能通过

隐爆角砾岩化而成矿（#*)(;)*3&4，,--G）。

根据蚀变矿化分带特征、矿物组合及形成年代

测定，可以反演岩浆分异结晶作用以及热液蚀变、矿

化的阶段性特点。而流体包裹体则常常用于恢复成

矿流体出溶时的温度、压力、盐度等岩浆房内部条件

（杨志明等，,--6）。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反演岩浆

房岩浆过程和演化，进而建立斑岩铜矿的成矿模型，

已成为许多斑岩铜矿研究的主要内容。

浅部富矿岩浆房的发育演化直接决定了最终形

成的斑岩铜矿的价值。然而，对上述岩浆成矿过程，

也存在有不同意见，例如，罗照华等（,--6）根据野外

对岩基的观察，认为对流分异现象不常见（亦见张旗

等，,--.；吴福元等，,--.）。另外，浅成型斑岩铜矿

床一般产在较小型的中酸性岩株中，这些小岩株与

下伏岩浆房（岩基）的关系尚未得到实际验证。所

以，对于浅部富矿岩浆房的岩浆最终如何形成斑岩

铜矿，目前的认识还未必完全符合实际。

G 结 语

综上所述，有关浅部富矿岩浆房的基本特征、形

成的构造和岩浆条件以及最终成矿过程等方面的研

究，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这对斑岩铜矿成矿机制

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该模式也存在一些问

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5）浅部富矿岩浆房是否真正存在。按常理推

断，与火山机构下面存在岩浆房相类似，斑岩铜矿系

统下面也应当存在一个浅部富矿岩浆房。目前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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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尚未通过地质和地球物理勘查有所发现，可能是

由于其生命周期较短。此外，岩基与斑岩铜矿的对

应关系也不容易确定。

（!）浅部富矿岩浆房的真实特征是什么。通过

各种理论分析和实际观察，对浅部富矿岩浆房基本

属性的了解越来越清楚，尤其是许多具体数据的获

取，为进一步模拟其三维形态创造了条件。

（"）对浅部富矿岩浆房的构造#岩浆形成条件尚

有争议。一般认为，弧环境下的岩浆房形成于构造#
岩浆旋回的晚期，接受深部 $%&’带的岩浆补给，

而$%&’带则受更大规模的构造过程所控制，因

而，大尺度的构造环境分析，对斑岩铜矿的勘查可能

是必须的。

（(）对浅部富矿岩浆房最终如何形成成矿的岩

浆和热液过程还有不同见解。

（)）关于大陆内部浅部富矿岩浆房尚未见专门

研究。

浅部富矿岩浆房是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经典斑岩

铜矿成矿模型的关键环节，因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

目前有少数人对它提出了质疑，因此，十分有必要去

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建议在今后的找矿勘查实践

中，可有意识地加强对岩基与矿床关系的识别与分

析，尤其应当加强对大陆内部斑岩铜矿之下的浅部

富矿岩浆房的研究。

志 谢 本项工作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

究中心施俊法副总工程师、情报室唐金荣主任的热

情支持。在资料收集、翻译及论文撰写过程中得到

中国地质图书馆研究室王海华等诸位同仁的大力帮

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另外，十分感谢审

稿专家对论文提出了极其宝贵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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