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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藏东各贡弄铜金多金属矿床工业价值巨大。矿区有燕山期和喜山期岩浆岩侵位于下三

叠统马拉松多组地层中, 喜山期石英二长斑岩与成矿关系密切。产于斑岩体内的矿体呈筒状, 产

于接触带夕卡岩中的矿体呈似层状。岩石地球化学反映出岩体围岩中富集的成矿元素来自于斑

岩体, 接触带附近矿化元素的变化与岩石的破碎程度 ,蚀变强度呈正相关关系。矿床同位素分析

表征了流体的深源特征, 并在成矿过程中有大气水的参入。矿床为斑岩型多金属矿床。

关键词: 各贡弄铜金属矿;地质特征; 微量元素;同位素; 斑岩型矿床;西藏自治区

中图分类号: P611; P618.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1412( 2005) 01 0015 06

各贡弄矿区位于藏东贡觉县阿旺乡东南 17 km

之各贡弄冲沟上游。从上世纪 70年代初到现在, 各

贡弄及周边地区已有 20多年地质矿产工作历史
[ 1]
。

其中,重要工作集中在 70年代和80年代末至 90年代

初两个时期。到目前为止已查明各贡弄矿床为具有

巨大工业价值的铜金多金属矿床
[ 2, 3]
。本文对该矿床

的成矿地质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进而初步探讨了其

矿床成因,以期对生产和科研提供初步依据。

1 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出露的地层由老至新有: 中石炭统骜曲组

( C2a)灰岩、下三叠统马拉松多组( T 1m )砂板岩夹灰

岩、下第三系贡觉组( Eg )页岩夹泥岩以及第四系

( Q 4 )地层(图 1)。其中下三叠统马拉松多组( T 1m )

是矿区出露的主要地层, 与上覆地层呈角度不整合

接触。

区域构造线北段走向 NNW, 南段走向近 SN,总

体呈弧形,构成矿区主体构造格架。区内发育断裂

系统和多期、多方向褶皱系统。

矿区岩浆活动强烈, 主要有喜山期和燕山期两

期岩浆活动, 喜山期的岩浆活动与本矿区的成矿关

系密切
[ 5]
。

2 矿床地质特征

2. 1 矿体形态、产状、规模

各贡弄铜金多金属矿床, 主要成矿作用与岩浆

活动有关, 在斑岩体内部形成斑岩型 Cu 矿体, 在岩

体外接触带形成夕卡岩型 Cu、Au多金属矿体。

2. 1. 1 斑岩型铜矿体(筒状)

矿区通过 ZK4、ZK5 证实, 从本、狼阿有者岩株

为含矿斑岩体。

( 1)从本矿(化)体产出形态与从本岩株相似,为

筒状体, 地表呈葫芦状, 面积约 0. 17 km
2
, 为铜矿

(化)体。

( 2)狼阿有者矿体产出形态与狼阿有者岩株相

似,亦为筒状,地表呈椭圆状,面积约 0. 13 km2 , 为铜

矿(化)体。

2. 1. 2 夕卡岩型矿体(似层状)

( 1)青盘岩化+ 夕卡岩化带内的矿体(Ⅰ号蚀变

带) :该蚀变带走向 NWW, 西端直接与从本岩体相

连,矿体是含矿热液沿层间破碎带交代而成。在地

表总体以 Au, Ag 矿体为主,均不见铜矿化。矿体产

状与地层基本一致, 呈似层状、透镜状和脉状产出。

( 2)Ⅱ号蚀变带内的矿化体:以 Au矿化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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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贡弄铜金多金属矿床及外围地质矿产略图

Fig . 1 The geo lo gical and mineral sketch of Gegongnong polymetallic

copper and gold depo sit and the sur rounding s

1.下第三系贡觉群红层 2.下三叠统马拉松多组砂板岩夹灰岩 3.中石炭统灰岩

4.喜山期石英二长斑岩 5.隐爆角砾岩筒及编号 6. 燕山晚期似斑状花岗闪长

岩 7.含Cu 褐铁矿体 8.含 Pb、Ag 锰铁矿体 9.金银多金属矿化带 10.从本岩

体蚀变范围 11.断层及编号 12.压扭性断层 13.灰岩 14.大理岩 15.推测早

期背斜轴及倾伏方向 16.实测背斜轴及倾伏方向 17. 实测向斜轴及扬起方向

18.地层不整合界线 19.实测及推测界线

存在 Cu, Au矿体,推测深部有可能存在 Au, Cu, Pb

多金属矿体。

( 3)弄洼优者 Cu, A u矿体: 该矿体为 Cu, Au多

金属硫化物矿体, 产在矿区南部马拉松多组上段的

灰岩层中, 矿体上、下盘为厚层状粉砂岩 (已角岩

化) ,矿体与围岩界线截然。矿体长约 200 m, 宽 42

m,厚 30余 m,产状 235 60 , 似层状, 总体受该层

位控制,矿体向南东继续延伸约 250 m 到岩体, 矿体

北西端延伸至灰岩下部。

2. 2 矿石物质成分

矿床的矿石矿物复杂, 矿石中的金属矿物主要

有斑铜矿、黄铜矿、方铅矿、自然金、自然银、黄铁矿、

毒砂等,另外还有少量的磁黄铁矿、磁铁矿、镍黄铁

矿、褐铁矿、铅钒、黄钾铁钒等。非金属矿物主要为

斜长石、钾长石、石英、透辉石、石榴石。另外还有少

量的绿帘石、绿泥石、绢云母、电气石、方解石、透闪

石、阳起石等。

2. 3 矿石结构构造

2. 3. 1 矿石结构

本矿床的结构类型繁多,主要分为

结晶结构、交代结构、包含结构三大类。

自形粒状结构: 黄铁矿呈立方体、

五角十二面体形态;

半自形粒状结构: 矿区内大多数

的黄铁矿、黄铜矿、斑铜矿、方铅矿、毒

砂、磁黄铁矿、磁铁矿、脉石矿物以及

自然金具有这种结构;

他形粒状结构: 斑铜矿、黄铜矿、

方铅矿、磁黄铁矿、自然金等呈粗细不

等的他形粒状产出;

交代(残余)结构: 铜蓝、孔雀石沿

斑铜矿、黄铜矿的裂隙进行交代,绢云

母、电气石交代斜长石等。交代完全

时,仅见原来矿物的残余和轮廓;

包含结构: 他形毒砂被五角十二

面体黄铁矿包含; 自然金被载金矿物

(黄铁矿、毒砂)包含等。

2. 3. 2 矿石构造

区内矿石构造主要为浸染状 细

脉浸染状构造、块状构造、脉状 细脉

状构造, 次为角砾状构造、蜂窝状构

造、土状构造。

浸染状构造: 分布广泛, 斑铜矿、

黄铜矿、黄铁矿、方铅矿等金属矿物呈

粒度不一、含量不均的浸染状散布。

细脉浸染状构造: 斑铜矿、黄铜矿、黄铁矿等矿

物呈单独脉或共生脉, 或与脉石矿物一起构成细脉

分布于浸染状矿石内。

块状构造: 主要表现为黄铜矿、方铅矿、黄铁矿,

呈致密块状产于夕卡岩中。

2. 4 围岩蚀变

斑岩型矿床的蚀变是含矿流体对岩石作用的直

接反映,蚀变强度与矿化强度之间保持着正相关的

关系[ 5] 。矿区内岩石蚀变非常普遍。岩体岩脉的蚀

变主要为硅化、绢云母化、电气石化、绿帘石化;围岩

蚀变表现为角岩化、大理岩化、硅化、绢云母化、高岭

土化、碳酸盐化等。

3 地球化学特征

3. 1 岩石化学特征

徐正余等[ 5] ( 1991)对矿区内的含矿斑岩化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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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进行了初步计算和分析, 其中 w ( SiO2 ) = 65. 83%

~ 71. 06%, w ( A l2O3 ) = 13. 29% ~ 14. 6% , w ( K 2O

+ Na2O) = 5. 59% ~ 8. 68% , K 2O> Na2O。属中酸

性岩石。

分异指数( DI)为 80. 37~ 89. 9,说明区内含矿斑

岩的成岩熔浆经过了比较充分的结晶分异作用。

含矿斑岩岩石的里特曼指数( 值)为 1. 8~

3. 3, 平均为 2. 7, 为钙碱性系列花岗岩。

3. 2 蚀变岩石化学特征

因为矿区内岩石的蚀变比较强烈,为了解蚀变围

岩主要元素含量变化及其与 Au, Ag, Cu多金属矿化

的关系, 1998年在实测马拉松多组地层剖面时采集了

25件岩石地球化学样品作 Au, Ag, Cu等 24个元素的

定量分析(表 1) ,将 23个样中同类数据作简单算术平

均,再计算出 K值(表 2)并作图(图 2) ,作为判断某一

类岩石中元素相对富集、稳定和贫化的参数。

图 2 各贡弄矿区蚀变岩石微量元素丰度 K值图

F ig . 2 T he abundance o f micro element s and K number of the alter ed r ock from Gegong long

I.板岩 Ⅱ.砂岩 Ⅲ.碳酸盐岩 Ⅳ.石英二长斑岩

据一般常用标准,设定: K< 0. 1,元素强烈贫化;

0. 1 K 0. 5,元素相对贫化; 0. 5< K< 1. 5, 元素相

对稳定; 1. 5 K 10, 元素相对富集; K> 10, 元素强

烈富集[ 6]。

马拉松多组各类蚀变岩石的 Au, Ag , Cu, Pb等

亲铜元素均处于相对富集到强烈富集状态, 其 K 值

为 1. 5~ 86. 6,蚀变砂岩类的最高值达 1210;

Ni, Co, M n等铁族元素大部分处于相对贫化到

相对富集的状态中, K值为 0. 22~ 24. 8,其中蚀变砂

岩的 K 值较高, 为 1. 46~ 24. 8, 显示出铁族元素在

此类岩石中的良好富集状况;

W, Sn, Mo 在各类岩石中较为稳定, 其 K 值变

化范围相对较为稳定, 大部分为 1~ 5, 其中 W 的 K

值为 4. 9~ 17. 1, 表明W 在岩石中较为富集;

除个别 K值偏高或偏低外,稀有、稀土等元素的

K值介于 0. 51~ 4. 18之间, 表明它们处于相对稳定

的状态之中。

从各岩石类型的元素 K 值或含量变化看, 除 B

外, 蚀变沉积岩类与石英二长斑岩的元素曲线基本

一致,从而反映了围岩中富集的成矿元素来自斑岩。

图 2看出, Au, Ag 和第Ⅱ组元素在矿化带外侧

的破碎蚀变砂岩、夕卡岩中含量升高,表明矿化元素

含量与岩石的破碎程度、蚀变强度呈正相关关系。

3. 3 同位素特征

据芮宗瑶
[ 7]
( 1984)、王增

[ 8]
( 1991) 对该区地质

特征、矿物学、硫和氢氧同位素诸方面研究, 认为硫

同位素变化范围窄,其中 ( 34S) = + 2. 4 10- 3~ +

2. 8 10
- 3
, 接近陨石硫, 显示为均一的深源岩浆硫

源。

在弱蚀变或含矿斑岩中, 石英斑晶测定 ( 18O)

= + 9. 2 10- 3~ + 10. 10 10- 3 , 主要集中在+ 7. 2

10
- 3
~ + 8. 5 10

- 3
之间, 包裹体水 ( DH

2
O ) =

- 10. 00 10
- 3
~ - 10. 65 10

- 3
, 在蚀变带中的石

英氢氧同位素组成, ( 18 OH
2
O ) = + 6. 4 10- 3 ~

+ 10. 28 10- 3 , 一般为+ 8. 14 10- 3 ~ + 8. 66

10- 3 , ( DH
2
O ) = - 94. 80 10- 3 ~ - 98. 60 10- 3 ,

平衡温度为 500~ 290 (由岩体中心至接触带外围

蚀变带成矿温度递减) , 从而得出矿化热液水的

( 18OH
2
O ) = + 5. 47 10- 3 ~ + 0. 81 10- 3。主要成

矿期脉石英 ( 18O) = + 9. 48 10- 3 ~ + 12. 60

10- 3 , 平衡温度 300 ~ 400 , 算出矿化水热液

(
18
OH2 O ) = + 3. 96 10

- 3
~ + 6. 50 10

- 3
。上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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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贡弄矿区各类岩石微量元素组成

Table 1 The abundance o f micro elements f rom the sections across the main or e zone in Gegonglong

编 号 岩矿名称 Au* Ag Cu Pb As Sb Hg Ni Co Mn Cr V

GP1 bl 灰色板岩 5. 0 0. 25 315 94 37. 25 8. 39 0. 055 37 7. 1 237 70 193

GPl b2 深灰色细砂岩 5. 0 0. 25 404 104 25. 15 5. 97 0. 061 27 15. 7 610 33 22

GP2 b1 灰黑色石英细砂岩 17. 5 0. 25 234 5760 154. 78 7. 64 0. 069 19. 9 2. 3 4270 56 76

GP3 c2 角岩化黄铁矿砂岩 316. 0 18. 62 51 8130 13781. 52 32. 62 0. 130 34 6. 4 5320 68 43

GP4 b1 浅灰色细砂岩 24. 0 1. 00 74 59 98. 69 33. 13 0. 083 0. 32 2. 4 58 26 51

GP5 b2 灰色石英二长斑岩 5. 0 0. 25 39 93 26. 46 2. 69 0. 040 26 4. 4 231 48 58

GP5 b3 浅色大理岩 5. 0 0. 25 26 18. 9 4. 12 0. 238 19. 7 8. 5 3010 26 5. 7

GP5 y1 角砾状大理岩 5. 0 0. 25 35 31 27. 03 11. 45 0. 155 9. 1 8. 7 1630 27 5. 0

GP5 b7 浅黄色大理岩 21. 5 0. 25 38 316 94. 38 7. 14 0. 125 12. 7 2. 6 1100 15. 3 7. 3

GP6 b1 灰黑色角岩化细砂岩 5. 0 0. 25 131 14. 6 25. 93 4. 77 0. 054 49 3. 3 153 16. 1 20

GP6 b2 深灰色绢云母板岩 5. 0 0. 25 116 39 86. 41 24. 01 0. 047 49 22 506 70 248

GP7 b2 灰色角岩化砂岩 6. 0 0. 25 . 25 67 77. 52 5. 35 0. 096 9 5. 0 368 27 43

GP8 c2 黄铁矿、绢云母化砂岩 120. 5 5. 62 204 519 169. 10 17. 65 0. 057 40 18. 7 790 56 11. 5

GP9 b1 深灰色石英细砂岩 5. 0 0. 25 69 17. 3 106. 23 9. 55 0. 095 62 13. 7 228 68 185

GP10 b1 灰色板岩 6. 0 0. 25 57 31 38. 66 16. 90 0. 073 68 12. 2 188 67 156

GP11b1 深灰色角岩化砂岩 72. 0 0. 25 131 39 40. 39 14. 48 0. 116 15. 4 3. 4 227 31 32

GP12 b1 深灰色板岩 8. 0 1. 75 119 70 93. 89 7. 38 0. 211 65 8. 2 114 105 282

GP12 b2 灰色薄板状粉砂岩 4. 0 0. 25 123 49 48. 34 4. 07 0. 035 20 3. 1 122 72 147

GP13 b1 黄铁矿化细砂岩 110. 0 0. 25 105 31 544. 84 7. 20 0. 076 48 14. 4 104 61 68

GP14b1 角岩化黄铁矿化砂岩 11. 5 1. 25 97 536 239. 59 149. 39 0. 073 61 20 479 67 12. 12

GPl5 b1 深灰色角岩化砂岩 5. 0 1. 12 251 408 904. 08 10. 22 0. 058 15. 8 6. 0 12. 4 34 71

GP16b2 浅灰色石英二长斑岩 5. 0 0. 50 179 153 154. 16 27. 82 0. 073 0. 00 3. 0 6. 7 30 37

GP16c1 角砾状石英二长斑岩 21. 5 0. 25 111 37 45. 65 5. 60 0. 058 0. 55 2. 9 23 34 51

编 号 岩矿名称 T i W Sn Bi Mo Be Nb Y La Zr F B

GP1 bl 灰色板岩 5250 8. 7 0. 94 2. 126 0. 63 1. 65 7. 4 17. 7 21 164 950 33

GPl b2 深灰色细砂岩 2010 11. 0 0. 89 1. 098 1. 59 2. 2 17. 1 24 41 505 440 21

GP2 b1 灰黑色石英细砂岩 4670 7. 5 0. 89 1. 629 0. 00 0. 71 5. 1 2. 8 10. 2 193 560 610

GP3 c2 角岩化黄铁矿砂岩 5140 0. 0 23 23. 434 0. 00 3. 2 25 23 49 573 730 600

GP4 b1 浅灰色细砂岩 2390 11. 6 0. 89 35. 728 0. 35 0. 91 10. 8 7. 2 11. 5 374 800 33

GP5 b2 灰色石英二长斑岩 1710 6. 3 0. 94 0. 874 4. 3 4. 5 30 38 83 168 960 8. 6

GP5 b3 浅色大理岩 0. 00 9. 6 0. 89 1. 290 0. 00 1. 82 35 17. 0 84 71 0 0. 00

GP5 y1 角砾状大理岩 0. 00 0. 40 0. 89 0. 854 0. 00 1. 45 27 14. 0 68 60 21 0. 00

GP5 b7 浅黄色大理岩 0. 00 8. 51 2. 5 2. 122 4. 8 1. 18 40 15. 5 59 52 0 0. 00

GP6 b1 灰黑色角岩化细砂岩 563 3. 5 0. 84 1. 174 0. 00 0. 51 5. 6 2. 8 12. 0 143 380 83

GP6 b2 深灰色绢云母板岩 6740 2. 7 1. 0 1. 081 2. 4 3. 7 25 26 53 188 1040 49

GP7 b2 灰色角岩化砂岩 2830 5. 4 1. 00 1. 108 3. 6 1. 72 9. 0 26 14. 2 420 520 56

GP8 c2 黄铁矿、绢云母化砂岩 770 5. 7 6. 8 15. 743 1. 63 5. 2 105 48 207 362 780 422

GP9 b1 深灰色石英细砂岩 5960 3. 3 0. 84 3. 827 0. 00 6. 8 78 63 149 341 640 40

GP10 b1 灰色板岩 7090 8. 9 1. 0C 0. 800 2. 3 3. 6 25 35 59 222 1200 105

GP11b1 深灰色角岩化砂岩 2610 16. 26 0. 94 7. 155 3. 2 1. 43 8. 4 11. t3 14. 2 349 580 24

GP12 b1 深灰色板岩 10700 16. 26 2. 4 2. 822 5. 1 6. 0 '51 86 117 157 2400 17. 1

GP12 b2 灰色薄板状粉砂岩 4570 5. 55 0. 94 2. 918 0. 63 0. 98 6. 3 5. 0 12. 4 88 1200 28

GP13 b1 黄铁矿化细砂岩 5670 5. 12 0. 89 3. 903 0. 00 6. 0 28 37 86. 301 605 146

GP14b1 角岩化黄铁矿化砂岩 465 4. 76 0. 89 9. 766 0. 00 6. 1 137 46 264 156 750 0. 00

GPl5 b1 深灰色角岩化砂岩 3450 7. 91 1. 00 34. 192 1. 06 0. 98 5. 5 4. 1 12. 0 261 830 24

GP16b2 浅灰色石英二长斑岩 1780 58. 28 9. 00 10. 664 3. 3 1. 60 8. 0 3. 0 14. 6 173 1660 2050

GP16c1 角砾状石英二长斑岩 2380 47. 98 1. 00 7. 752 6. 0 3. 2 8. 4 3. 7 14. 2 154 1420

测试单位:冶金工业部西南冶金地质测试所。w ( Au) / 10- 9,其他元素 w B /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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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贡弄矿区蚀变岩石类元素平均丰度、K 值与世界同类岩石平均值对比

T able 2 T he average abundance and K number o f the alter ed r ock f rom Gegongnong and the similar r ocks in the w or ld

岩石名称 Au* Ag Cu Pb As Sb H g Ni Co Mn Cf V 备 注

蚀

变

岩

类

板岩 6 0. 625 151. 75 58. 5 64. 05 14. 42 0. 097 54. 75 12. 4 261. 3 78 219. 75 4件样

砂岩 11. 1 0. 4 180. 8 1197. 9 86. 64 12. 1 0. 06g 25. 8 7. 44 1057. 6 51 96. 2 5件样

大理岩 10. 5 0. 25 33 121. 97 40. 47 7. 57 0. 17 13. 8 6. 6 1913 22. 79 6 3件样

石英二长斑岩 10. 5 0; 33 109 94. 3 75. 42 12. 04 0. 057 8. 85 2. 43 86. 9 37. 3 48. 67 3件样

K

值

板岩 1. 5 8. 93 3. 37 2. 93 4. 93 9. 61 0. 24 0. 81 0. 65 0. 31 0. 87 1. 69

砂岩 2. 78 4. 44 171. 13 86. 64 1210 2. 3 12. 9 24. 8 11. 75 1. 46 4. 8l

大理岩 2. 63 2. 78 8. 25 13. 55 40. 47 37. 85 4. 25. 0. 69 66 1. 74 2. 07 0. 3

石英二长斑岩 2. 63 8. 92 10. 9 4. 96 50. 28 60. 2 0. 71 1. 97 3. 43 0. 22 9. 1 1. 11

世

界

平

均

值

板岩 4 0. 07 45 20 13 1. 5 0. 4 68 19 850 90 130

砂岩 4 0. 0n 7 1 0. 0n 0. 03 2 0. 3 n 10 35 20

大理岩 4 0. 0n 4 9 1 0. 2 0. 04 20 0. 1 1100 11 20

二长斑岩 4 0. 037 10 19 1. 5 0. 2 0. 08 4. 5 1. 0 390 4. 1 44

岩石名称 Ti Sn Bi M o W Be Nb Y La Zr F B 备 注

蚀

变

岩

类

板岩 7445 1. 34 1. 71 2. 63 9. 14 2. 81 16. 45 41. 18 62. 5 182. 75 1397. 5 51. 03 4件样

砂岩 3920 0. 92 9. 04 0. 514 7. 81 2. 32 23. 46 20. 4 44. 82 300. 2 728 146. 4 5件样

大理岩 0 1. 43 4. 27 1. 6 6. 17 1. 48 34 15. 6 70. 3 61 7 0 3件样

石英二长斑岩 1956. 7 3. 65 6. 43 4. 35 37. 52 3. 1 15. 47 14. 9 37. 27 165 1346. 7 1046. 2 3件样

K

值

板岩 1. 62 0. 22 1. 01 5. 1 0. 94 1. 49 1. 58 0. 68 1. 14 1. 9 0. 51

砂岩 2. 61 1. 02 2. 57 4. 9 2. 58 260. 7 0. 51 1. 49 1. 37 2. 7 4. 18

大理岩 1. 59 4 10. 3 1. 64 113. 3 0. 52 1. 41 3. 21 0. 02

石英二长斑岩 1. 63 1. 22 643 3. 49 17. 1 1. 03 0. 74 0. 37 0. 68 0. 94 1. 6 104. 6

世

界

平

均

值

板岩 4600 6 2. 6 1. 8 3 11 26 92 160 740 100

砂岩 1500 0. n 0. 2 1. 6 0. n 0. 0n 40 30 220 270 35

大理岩 400 0. n 0. 4 0. 6 0. n 0. 3 30 n 19 330 20

二长斑岩 1200 3 0. 01 1. 3 2. 2 3 21 40 55 175 850 10

注:各类岩石中元素的世界平均值引自:涂里千、费得波尔( 1961)和维诺拉多夫( 1962)

w( Au ) / 10- 9,其他元素 w B / 10
- 6

字表明在成矿阶段内早期的蚀变作用和随后的主要

成矿作用与初始的岩浆水有关, 而后期可能有大气

降水的加入
[ 9]
。

3. 4 包裹体特征

流体包裹体研究结果表明各贡弄矿床成矿流体

的基本成分为 KCl, NaCl和 H 2O, 另外还有少量的

CO 2。

包裹体测温表明,从岩体中心→矿体→蚀变围

岩→围岩,温度由 790 →370 →310 →170 ,依

次递减.这也与上节所述的结果一致。

包裹体盐度 w ( NaCleq ) = 11% ~ 24%, 平均

11. 6%。与芮宗瑶所认为的斑岩铜矿范围一致[ 10]。

由于所获得的流体包裹体资料较少, 故未能够

作更深入的研究。

4 矿床成因探讨

综上所述,各贡弄矿区的成矿与喜山期岩浆活动

关系密切, 喜山期的岩浆活动强烈, 形成了岩体。早

期规模较大的富碱岩体侵位,在侵位过程中不断挤压

围岩,在下三叠马拉松多组地层的不同岩性转换部位

形成一系列 NWW向的压扭性断层和层间破碎带,为

晚期的斑岩体侵位提供了构造空间。晚期,斑岩岩浆

沿二长花岗岩体与围岩接触的构造软弱部位以及断

裂的交汇部位进行侵位, 在侵位过程中,受早期岩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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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和含矿高温流体的交代作用,引起围岩蚀变, 在层

间破碎带中,形成夕卡岩(Ⅰ号蚀变带)和电气石化 硅

化蚀变岩(Ⅱ号蚀变带) ,此期矿化作用较弱。随着岩

浆继续侵位,在斑岩体内形成浸染状的铜矿(化)体;

晚期的高中温含矿流体在斑岩体内进一步交代,形成

浸染状 细脉浸染状铜矿体,同时沿热液通道贯入到马

拉松多组灰岩和层间破碎带中,经交代形成矿区Ⅰ号蚀

变带中的似层状 Cu, Au多金属矿体。

5 结论

通过上述的资料分析及勘查工作成果, 综合研

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蚀变岩石地球化学研究表明, 马拉松多组各种

蚀变岩中富集的 Au, Ag , Cu, Pb 等亲 Cu 元素来自

斑岩体。

各贡弄矿区的成矿作用与喜山期的斑岩密切相

关。喜山期的岩浆活动, 一方面带来大量的成矿物

质, 这可以从硫同位素分析说明成矿的主要热液来

源于岩浆,另一方面使成矿物质活化转移, 在此过程

中,不断有大气降水参加,最终形成具有工业意义的

矿床。该矿床为斑岩型铜、金多金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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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gongnong po lymetal copper g old depo sit is of g reat industr ial value. H imalayan int rusion in

the m ine dist rict emplaced in the low er Triassic M alasongduo format ion and the quartz monzonit ic porphy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re. Ore bodies take shape of pipes in the por phyre and those in the skarn at con

tact zone occur as layered ore bodies. The pet rochemistr y and geochemistr y show that the concentrated ore

elements in the host rock are derived f rom the po rphyre. T he o re element concentrat ion is po sit iv ely co rve

lated to fragmentat ion and alteration. T he isotope composit 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deep source and inco r

peration of meteo ritic w ater. T he deposit is a po rphy ric Cu Au polymetal ore deposit.

Key words: Gegongnong Cu A u po lymetal ore deposit; m icroelement ; isotope; porphyric ore; T 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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