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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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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冈底斯带东段的岗讲铜钼矿床产于复式岩体中&岩体主要由二长斑岩(英安斑岩和流

纹斑岩类岩石组成&其岩性属于钙碱性系列岩石%岩石地球化学特征表明该复式岩体可能形成于

碰撞后抬升期&矿化与低温低压的岩浆结晶分异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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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背景

岗讲铜钼矿床位于西藏冈底斯火山 岩浆弧带

的东段&在近
CU

向的帕古)热堆脆韧性剪切带与

羊八井)当雄走滑断裂的交会部位%构造以近
CU

向(

?C

向及部分
R?

向为主%属冈底斯)喜马拉雅

地区的谢通门)墨竹工卡铜(铁(铅(锌(金成矿带

#图
$

$%区域内出露地层有白垩系(古近系和第四

系&主要为一套陆相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建造%矿床

主要产于火山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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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地质特征

岗讲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古近系古新统典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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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上白垩统设兴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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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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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断裂主要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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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近
CU

向两组&次

为派生的
?U

向和部分
?C

向断裂%近
CU

向断

裂主要有矿区北部的多列曲断裂和中部的古清沟断

裂&该组断裂为逆冲断裂&断面向
?

倾%区内节理

发育&主要为构造节理&原生节理次之%构造节理分

布较广&在古清沟(多列曲(白容央洼及主矿体上较

为发育"节理力学性质以剪性为主&常发育成共轭节

理&节理面较平直&延伸较远&产状较陡&节理裂隙率

一般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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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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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密集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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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E

&填充物

主要为石英 硫化物脉(石英 方解石脉(孔雀石薄

膜%构造节理是本区铜钼矿改造富集阶段的主要控

矿构造%

矿区岩浆岩体为复式岩体&主要出露含矿二长

花岗斑岩(含巨斑角闪黑云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斑

岩&次为流纹斑岩(英云闪长玢岩(英安斑岩&及少量

安山玢岩(煌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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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成岩特征

含矿岩石主要为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多为似

斑状结构&局部呈斑状结构&斑晶主要为肉红色钾长

石&其含量
$#[

左右&一般大小
(EEc$#EE

&有

时多个斑晶聚集在一起呈聚斑结构"白色斜长石斑

晶较少&约为
([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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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主要为

钾长石#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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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颗粒直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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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根据野外不同岩

性岩体产状(相互穿插关系(岩体相变等特征&划分

岩浆侵入先后顺序为!流纹 英安斑岩
'

含巨斑黑云

角闪二长花岗岩
'

含矿二长花岗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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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云闪长玢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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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闪长斑岩(英安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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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山玢岩%

矿化岩系!主要为二长花岗斑岩&其次是英云闪

长玢岩&再次为含巨斑黑云角闪二长花岗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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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花岗斑岩%矿区的蚀变及成矿作用主

要与该期侵入岩相有关%该期侵入岩具似斑状(斑

状结构&斑晶为斜长石(钾长石(石英及少量黑云母

等"岩体呈岩株状产于含巨斑黑云角闪二长花岗岩

岩基中&接触带附近的含巨斑黑云角闪二长花岗岩

发育钾化&见钾长石次生加大及钾长石细脉%岩体

的锆石
dDH/

同位素测年年龄为#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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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冷成彪等&原称黑云石英二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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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云闪长玢岩%地表定名流纹斑岩&斑晶(

基质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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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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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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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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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基质以长英质的玻

璃质为主%该期岩石在地表呈岩盖覆盖于早期二长

花岗斑岩之上&并使之产生泥化蚀变"在深部表现为

呈岩脉穿插于早期岩体中&对矿化二长花岗斑岩#矿

体$完整性造成破坏的同时&也对矿化有叠加改造使

之变富的作用%岩体的锆石
dDH/

同位素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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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冷成彪等&原称流纹 英安斑

岩&与流纹斑岩对应"本项目定名的第一期-流纹英

安斑岩.与老天利公司定名的-石英正长斑岩.对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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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巨斑黑云角闪二长花岗斑岩%由斜长石(

钾长石(石英(角闪石(蚀变黑云母组成%与后期二

长花岗斑岩接触部位具有中等钾化现象&表现为钾

长石斑晶次生加大&偶见钾长石细脉(网脉分布%该

期岩体呈岩基产出&构成主含矿岩体外部围岩&其间

可见零星铜钼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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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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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7/43$

!

N04J7+74

6

1.1*M*O.831.+-*;J1

岩性
R._

!

I4

!

_

%

L3

!

_

%

L3_ )7_ 9

5

_ V

!

_ ?7

!

_ K._

!

H

!

_

(

9+_

灼失
)0

流纹斑岩
'$>B' $(>!( $>B" #>"(B #>B( #>!& %>BA B>(' #>%$B #>#"! #>##" $>&B

+

#>#$

英安斑岩
'#>"! $(>(% #>'&A #>A!" #>%'( #>"%( B>%B %>&A #>B(! #>$#! #>#$! $>A

+

#>#$

矿化二长花岗岩
&(>B" $'>%' $>$ $>"! #>A' $>B$ !>$B &>"B #>&&' #>!BA #>#B $>BB #>$%%

矿化二长花岗岩
&A>%$ $(>%B #>!&( !>$$ $>#B #>"A B>%! B>!A #>B$( #>$&A #>#!$ $>!A #>$A&

英安斑岩
&B>(% $&>%' !>$' $>(B $>A $>BB %>%B B>'B #>&$ #>!!% #>#!! !>'"

+

#>#$

!

资料来源!岗讲铜钼矿床地质报告%

图
"

!

西藏冈底斯带岗讲铜钼矿床赋矿火山岩
UE,

图解

L.

5

>!

!

KIR

P

4*,*M,<3<*1,-*;JDT*4;7+.;1.+@.7+

55

7+

5

)0D9*83

P

*1.,.+27+

5

8313/34,>

平均
$>%#[

&低于中国花岗岩和世界花岗岩的平均

值"高铝&

B

#

I4

!

_

%

$

f$(>%B[

&

$'>%'[

&平均

$&>%&[

&高于中国花岗岩和世界花岗岩的平均

值*

$

&

(

+

%

非矿化岩体的
B

#

R._

!

$

f'#>"![

&

'$>B'[

&

平均
'$>$([

&略高于世界花岗岩的平均值&但低于

中国花岗岩的平均值"

B

#

V

!

_

$

f%>BA[

&

B>%B[

&

平均
%>A$([

&略低于中国花岗岩和世界花岗岩的

平均值"

B

#

?7

!

_

$

f%>&A[

&

B>('[

&平均
B>$%[

&

高于中国花岗岩和世界花岗岩的平均值"

B

#

K._

!

$

f#>%$B[

&

#>B(![

&平均
#>%"%[

&略高于中国花

岗岩的平均值&但低于世界花岗岩的平均值"

B

#

I4

!

_

%

$

f$(>!([

&

$(>(%[

&平均
$(>%A[

&高于

中国花岗岩和世界花岗岩的平均值*

$

&

%

+

%

#

!

$岩石的固结指数%

RY

为
!>BB

&

$#>""

&说明该区岩浆的分异程度

高 #久野等$"碱度率变化范围为
#>(B

&

#>'A

&平

均
#>'#

&利用
R._

!

)

I:

直角坐标图来确定岩石

碱性程度&大多落在钙碱性区间 #图
%

$"里特曼

指数普遍为正值&

!

f!>%

&

%>&

&大部分小于
%>%

&

属于钙碱性至碱钙性系列"赋矿围岩
V

)

?7

)

)7

图
$

!

岗讲铜钼矿床复式岩体
,6Z

"

"

E\

图解

#

U-.

5

<,@N

&

$A&A

$

L.

5

>%

!

R._

!

DI:

P

4*,*M,<3;*E

P

43O-*;J/*8

6

.+2*+

5F

.7+

5

)0D9*83

P

*1.,

图解显示出花岗岩系列演化趋势 #图
B

$"赋矿围

岩
I+

)

I/

)

_-

图解显示低压长石区花岗岩系列

#图
(

$&说明该区赋矿围岩形成于低温低压的岩浆

结晶分异环境&具有碰撞后抬升期花岗岩的岩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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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从复式岩体含矿与非含矿斑岩微量元素成分特

征可以看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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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稀土元素分析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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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从复式岩体含矿与非含矿斑岩稀土成分特征可

以看出#表
%

&图
'

$&岗讲铜钼矿区含矿二长花岗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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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讲铜钼矿床复式岩体微量元素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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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岗讲铜钼矿区含

矿二长花岗斑岩稀土总量及轻(重稀土比值高于非

含矿的二长花岗斑岩&表明含矿斑岩#二长花岗斑

岩$的岩浆分异更为充分&有利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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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讲铜钼矿床复式岩体球粒陨石标准化

稀土配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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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

$根据含矿复式岩体的岩性以及岩石化学特征&

得出火山岩主要属钙碱性系列%

#

!

$复式岩体中含矿岩体铷高锶低&含挥发分氟(

氯"非含矿岩体铷低锶略高&含挥发分氯而不含氟%初

步认为复式岩体中氟的存在与否&除了与硫#络合物$

密切相关外&可能还与氟#络合物$的参与有关%

#

%

$冈底斯带岗讲铜钼矿床复式岩体均为轻稀

土富集(分馏程度较高(

)3

轻度亏损&呈向右倾斜的

稀土配分模式&代表了复式岩体的同源性%

#

B

$结合复式岩体岩性和地球化学特征&认为本

区成矿与岩浆分异关系密切&与复式岩体形成于低

温低压的岩浆结晶分异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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