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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岩带受近南北 向的包都一渡罗弧形断裂控翩，由混源型岩浆被动侵位而 

成，属钙碱性系列，中酸性岩。研究表明为含铜或铜(钼)斑岩，具良好的成矿前 

景 。 

关键词 斑岩成矿带 岩石化学 铜(钼) 喜山期 宁蒗地区 

1 地质概况 

宁蒗地 区地处松潘 一甘孜褶皱系与扬 

子地台西缘的衔接部位，属扬子地台西缘盐 

源一丽江台缘褶皱带的组成部分 区域上， 

其东为南北向的康滇地轴，西为近南北向的 

三江构造带。这种特定的大地构造环境决定 

了本区的菱形构造格局(图 1)。 

区内以北东向的金棉一木里断裂 (F ) 

为界的宁蒗东南区，由一个特征明显的菱形 

构造(以断裂 F 、F 、F 、F F 沩 界)及其反 

凸双弧联合构造所控制 该反凸双弧联合构 

造东弧带追踪基底南北向构造所发育的近 

南北 向包都一波罗弧形 断裂 (图 1)中 F 

控制了区内斑岩带的形成与分布。 

据实地调查和卫片解译结果 ，该斑岩带 

自北而南发育的主要斑岩群及其围岩地层 

特征如表 1所示。本区斑岩带长上百公里 ， 

南北两端分别延至楚雄和四川木里。 

在上地幔与大陆壳锶 (sr)演化模式图 

上，本 区斑岩的 Sr／“Sr，落入大 陆壳与上 

地幔过渡区略偏上地幔一侧，这表明本区斑 

岩侵入体的原始物质主要来自上地幔，在其 

侵入过程中，混染有地壳的组分 ，属混源型 

岩浆 。 

本 区近南北向斑岩带，斑岩全岩 Rb一 

本文 1995年 3月收到t张旭明鳊辑。 

sr等时线年龄为 52．76±11．33Ma。(成都 

地院测试中心分析)，属第三纪始新世 。该侵 

位时间恰属我国铜 (钼)斑岩的主要形成时 

期。其空间分布又属金沙江一红河喜山期斑 

岩带铜(钼)矿带的东侧分支带，因此该斑岩 

带应属喜山期成矿带。 

2 斑岩体产状、侵位方式与成矿 

区内斑岩带各斑岩体(群)，分布于近南 

北 向的包都 一波罗弧形断裂 内凹部位(上 

盘)的次级构造带与成岩前或成岩期各方向 

断裂带的复合地段；随着距弧形断裂内凹部 

位距离的加大 ，斑岩体逐渐消失。 

斑岩带侵位高度南高北低，向北逐渐倾 

伏，并逐渐变为隐伏一半隐伏斑岩体(群)} 

侵位活动强度和斑岩体发育程度 自南而北 

亦有逐渐递减的趋势。 

区内各斑岩体多呈岩床、岩技、岩墙和 

岩株产出。实地调查结果表明，多次贯入叠 

加的复式岩体，含矿性好于单次侵位的简单 

岩体；晚次序贯入的岩体，含矿性又好于早 

次序贯入的岩体 。故斑岩体多次复合叠加侵 

位地段往往属成矿有利部位，罗 地斑岩群 

的矿化特征即属此例。 

本 区成矿多集中分布于斑岩带中段至 

北段的隐伏一半隐伏斑岩体(群)侵位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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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巴打湾、铜厂河一树扎、白牛厂 一罗 地 

等斑岩群，尤以罗 地斑岩群更显。斑岩带 

南段斑岩体侵位较高，剥蚀程度相对较深 ， 

矿化较差 ，这可能与该地段斑岩体顶部接触 

带大多遭受风化剥蚀，斑岩体旁侧的接触面 

产状陡峻，且斑岩体多系早次序岩 梗入的 
产物 ，分异性较差 ，含矿性亦较差有关。 

区内斑岩带各斑岩体(群)受不同级别、 

图 1 宁蒗地区地质略图 

一 辉绿岩 I=i一超基性岩 pl：'z一古生界 IT一三叠系jE2n一下第三系始新统宁蒗组 pl_--宁蒗县界}2一地表出露喜山 

期斑岩体 I3一断层 I4一隐侠一半隐侠斑岩体 I5一地质界线|6一褶皱轴 I7一不整合界线 

不同方向、不同性质的复合构造所控制，总 

体又受控于南北向的包都一波罗断裂 ，表明 

该斑岩带的岩浆活动属被动侵位方式 。从我 

国 4O多个铜(钼)斑岩体来看，有 97．5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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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被动侵位方式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表 

明，本 区斑岩带有望成为铜 (钼)斑 岩成矿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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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宁蒗地区暮山期斑岩带斑 岩群囤岩地层表 

斑岩群名称 田岩地层 代号 围 岩 地 层 主 要 岩 性 备 注 

上二叠绕 h 黄色
、灰色盼砂岩夹杏仁状 玄武岩和凝灰岩 黑呢哨组 

白牛厂一罗 地 上二叠统 灰一深灰色致密状玄武岩 

玄武岩组 夹凝灰岩和凝灰质页岩 

斑岩群 下二叠统 

西凛落组 Plx 火 山角砾岩 、凝灰岩和玄武岩 

下二叠统 Pl 生物灰岩、灰岩 

上二叠统 P3h 黄色 、灰色泥岩 粉砂岩夹杏 
铜厂河一树扎 黑呢哨组 仁状玄武岩和凝灰岩 隐伏一半商 

伏状斑岩群 

斑岩群 上二叠统 灰一搛灰色敦密状玄武岩 杏仁状 
玄武岩蛆 玄武岩夹凝灰岩 凝灰质页岩 

紫红色、灰紫色夹灰 灰绿 巴打湾斑岩群 上奥陶统 

色薄至中厚层状砂岩、砂质泥岩和瘤状灰岩 

下第三系 
光马山 宁蒗组 E2n 紫一紫红色碎屑岩 

斑岩群 上三叠统 
松桂组 Tash 黄色、灰色砂岩、粉砂岩、泥岩央煤 层(线) 

上三叠巍 湾河斑岩群 T
ix 灰色页岩、呢岩 含长石砂岩 薪安村组 

上三叠绕 T
a 黄色、灰色砂岩、粉砂岩、泥岩夹煤层<线) 松桂组 

大火山斑岩群 
上=叠统玄 深灰色辩斑玄武岩、杏仁状玄武岩、 
武岩组上段 P} 致密状玄武岩夹凝灰质页岩 

下第三系宁 他尔布于斑岩群 E
2n 紫红色粗中粒砂岩 、砂砾岩 泥岩 蒗组三段 

下第三系宁 _ 光茅山斑岩群 E
：n0 紫红色粗一中粒砂岩、砂砾 岩、呢岩 蒗组三段 

下第三系宁 杨梆河斑岩群 E
2n 紫红色粗一中粒砂岩、砂砾岩、呢岩 蒗组三段 

3 斑岩体矿物成分特征与成矿 

3．1 主要矿物成分特征 

3．1_1 钾长石 

斑晶钾长石为自形一半自形板状晶体， 

粒径 1~2C3mm，个别达 3Omm。基质钾长石 

呈他形粒状，粒径 0．1～0．3ram。大部分晶 

体具卡斯巴双品。钾长石斑晶常被基质交代 

呈环状边。 

笔者将几个斑岩体的钾长石X射线粉 

末衍射结果投入 20(204)与 20(,06O)对 比图 

中，投点落入正长石系列区(图 2)。这表明 

斑岩体是在较缓慢冷却条件下晶出的，属含 

矿斑岩的钾长石特征 。 

51．0o。 

20(204)(C 

图 2 宁蒗地区斑岩体的钾长石 舶 4) 

与 20(~60)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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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斜 长石 

多属中长石和更长石，斑晶和基质中均 

有。斑晶呈自形、半自形板状晶体，聚片双晶 

发育 ，具环带构造。An=25~40，少数 An= 

50。有不同程度的绢云母化。与我国大多数 

铜 (钼)斑岩的斜长石特征近于一致。 

3．1．3 黑 云 母 

主要分布于斑晶中，基质中少见 ，呈 自 

形 一半 自形假六方柱状 ，粒径 0．5 3ram， 

褐一浅褐色 。据黑云母 Mg一(AI +Fe。 + 

Ti)一(Fe 一+Mn)图解(图 3)获悉，区内斑 

岩体发育镁质黑云母 系锶(钼)斑岩特征性 

矿物，且与玉龙斑岩铜矿一致。 

M 

AI ．Fe J'~Ii 20 40 60 BO F~2'*Mn 

田 t 田  日 ， 

圈 3 黑云母 Mg(A1 +Fe”--Ti)一 

(Fez +M|n)圉解 

1～宁蒗斑岩|2--玉龙斑岩；3--华南花 岗岩 

据芮宗瑶等，铜(钼)斑岩的镁铁云母含 

镁系数和含铁系数分别变化于0．60～0．80 

和 0．20～0 4O之间。本区斑岩的镁铁云母 

含镁系数和吉铁系数分别为 0．63～0．64和 

o．35～0-36，且呈褐一浅褐色．说明区内斑 

岩体属铜(钼)含矿斑岩。 

3．2 副矿物特征 

区内斑岩体的副矿物主要为磁铁矿、磷 

灰石、榍石、锫石等。 

磁铁矿为区内斑岩中重要的副矿物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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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黑云母和钾长石共生，且普遍含铜较高。 

磷灰石属仅次于磁铁矿的副矿物 ，富含 

矿化剂微量元素 F、CI等。 

从副矿物组合特征和主要副矿物富含 

铜及矿化剂元素的特点来看，本区斑岩体应 

属铜(钼 )斑岩 。 

4 斑岩体岩石化学特征与成矿 

区内各斑岩体岩石具全品质斑状结构、 

块状构造 ，岩石组合为闪长斑岩一二长斑岩 
一

花岗斑岩一正长斑岩 ，其中二长斑岩属主 

要岩石类型 ，约占斑岩总量的 6O 以上。 

通过对近 30个斑岩体样品的岩石硅酸 

盐全分析，经计算处理 ，其岩石化学成分及 

有关参数特征如下。 

4．1 主要氧化物特征 

SiO；变 化于 62．6 ～73．3 之 间，平 

均 66．8 ，与中国及世界二长岩类的平均 

值相等。 

Al Oa：变化于 12．7 ～16．9 oA之 间， 

平均 15．2 ，近于中国二长岩类平均值，略 

高于世界二长岩类平均值 。 

F 。O +FeO：平均为 3．7 ，低于中国 

及世界二长岩类的平均值，但高于花岗岩类 

的平均值 ，氧化系数 Fe O ／(FeO+Fe O ) 

平均值为 0．63。 

CaO，介于 0．25 ～3．84 之间，平均 

值 1．95 。 

Na。O+KzO：介于 6．38 ～l1．12 之 

间，平均 8．33 ．高于世界及中国花岗岩和 

二长岩平均值。K o高于 Na O，K O／Na O 

平均值为 1．14。 

综上所述，本区斑岩的碱质 ( O+ 

Nazo)含量高，其中钾质偏高尤为明显，与 

金沙江一红河铜(钼)斑岩成矿带特点一致。 

4．2 主要参数特征 

4．2．1 斑岩里特曼岩系指数与皮科克钙碱 

指数 

区内各斑岩体岩石里特曼岩系指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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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科克钙碱指数分别介于 l_8～3．3和 56 
～ 6l之间，表明属钙碱系列的中酸性侵入 

岩，揭示了本区斑岩带可能形成于两大构造 

单元的交接部位 ，亦即大陆增生边缘 的遣 山 

带，这种构造环境有利于钙碱岩系的发育和 

铜(钼)斑岩的形成。 

4．2．2 Al2O3／(K2O+Na2O+CaO)一SiO2 

圉解 

区内喜山期斑岩带的 26个斑岩体样品 

的 A12Os／(K2O+N目zO+caO)一siO 图解 

表明(图 4)，除少数简单斑岩体投入非含矿 

区外，绝大多数斑岩体均落入含矿区，其平 

均值亦落入含矿区，这客观地显示了本区斑 

岩带的含矿性。 

4．2．3 斑岩化学成分与矿化类型图解 

随着斑岩化学 成分 SiO 和分异指数 

D1的增大 ，矿化类型有 由铜金型一铜多金 

属、铜砷多金属型一铜铁型一铜型一铜(钼) 

型一钼型的变化趋势。本 区斑岩体的 SiO 

和 D1分别变化于 62：36 ～73．28 和 

72．12 ～88．58 之 间，平 均 值 SiC)2= 

66．78 、DI=81．03。图解结果表 明(图 5)， 

本区显示含铜斑岩和铜(钼)斑岩的矿化类 

型 。 

80 

70 

呐  

6O 

50 

^I 0】，(K 20+Na 20<-CaO) 

图 4 Al203／(K20+Na20+Ca0)一Si02图解 

l一为 26个样品平均值投影点-过谴区界线分别为 

美国西南部加勒比地区矿化与未矿化侵人体界线 

圈 5 我国主要含矿斑岩的化学成分与矿化类型关系图解 

l 台铜斑岩 -2一铜(镏)斑岩 -3 舍钼斑岩r4一铜金斑岩 -5一铜铁斑岩- 

6-铜多盘属斑岩 #7一铜砷多盘属斑岩#8_宁蒗斑岩 I 9一宁蒗斑岩平均值 

4-2．4 斑岩固结指数与分异指数 本区斑岩体的固结指数(sI)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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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分 异指数 (DI)一般 为 75 ～85 ，平 

均为 8l ，。这两个指数特征表 明，区内斑 

岩体(群)属岩浆演化晚期的产物，且岩浆熔 

融体为富水、富挥发组分、富钾质的热蒲E体， 

有利于斑岩铜 (钼)矿及其外触带有关热液 

型矿床的形成 

4．2．5 斑 岩标 准 矿物 Ab—Or—Q—H O 

圈解 

斑岩标准矿物 Ab—Or—Q—H O图解 

(图 6)表明，岩浆形成于高温高压条件下， 

平均温度约 750℃，压力约 5000~6000bar， 

推测岩浆形成深度为 15～25km，与我国玉 

龙、梅岭、德兴铜(钼)斑岩形成条件相当。 
O 

图 6 Ab一0r—Q—H。0图解 

5 斑岩体微量元素特征与成矿 

s．1 矿化剂元素特征 

区内各斑岩体中cl、F、B等矿化荆微 

量元素含量均高于同类岩石(表 2)，这对提 

高金属元素的迁移能力，促使热流体从矿物 

和岩石 中萃取有用金属及增强络台物的稳 

定性等具有重要意义 

5．2 微量元素特征 

区内斑岩体成矿微量元素(Cu、Pb、Zn、 

Ni、Co、AE等)明显高于同类岩石的丰度值 

(表 2)，尤其斑岩带北段罗 地斑岩体 ，显 

示与玉龙铜矿斑岩体相似的特征。这些成矿 

伴生元素的含量普遍升高 ，提示区内斑岩体 

的舍矿性和斑岩铜矿存在的可能性。 

l2 

表 2 宁蒗地区斑岩体微量元素丰度表(×1 叫) 

一

样 罗 地 l巴打湾 大火山 他尔 _置 布子 
平 备 

雄 二长 正长 花岗 花岗 二长 均 注 
称 斑岩 斑岩 斑岩 斑岩 斑岩 擅 

号 Ll一46 L2一l1 Bl—I D14 1 T3—6 

C【 140o 2024 460 400 350 935 

成 技 
F 850 840 1340 640 580 850 都 术 

地 所 
B 47 120 l20 60 38 73 院 分 

桩 析 
S 100 1600 300 40 280 644 

As 0．60 7．2O 0．36 0．78 0．72 l，93 

S'o 0．40 0．93 0．10 0．16 0．10 0．34 

Cu 270 100 21 56 50 79．4 成 
都 

Pb 53 36 33 56 50 45．6 地 
院 

Zn 86．8 147 10．6 32．6 47．8 65．0 测 
试 

Ni 20 24 < 4 37 89 35 由 

一 

Co 71 4 10．6 2．3 7．9 13．3 21．1 分 
析 

Ag 0．75 <O．4 <0．3 <O．3 <O．5 

Au < 1．1 7．7 < 1．2 < O．9 < O．5 

Au为量为×1O一。 

5．3 黄铁矿中教量元素特征 

区内喜山期斑岩体中，尤其是斑岩体顶 

部的内、外接触带上，黄铁矿矿化普遍发育。 

本区斑岩带北段罗 地斑岩体中黄铁矿的 

电镜探针分析结果表明(表 3)，黄铁矿中主 

要微量元素有 cu、Pb、zn、Co、Ni、Ag、Au 

等，主要以类质同象混入物或微细矿物包裹 

体的形式存在。其中含铜量尤高。另外，黄 

铁矿中舍较高的钴，亦显示了区内斑岩岩浆 

与上地幔基性玄武质岩浆的相关性。 

6 结论 

· 宁蒗地区近南北向斑岩带，从形成时间 

而言，为新生代喜山期 从成因而论，与钙碱 

性岩浆活动有关}从岩石类型分析，主要为 

中酸性岩类{从区域构造来看，产于两大构 

造单元的交接部位 从岩浆物源讨论 ，属源 

于上地幔、并有陆壳组分参与的壳幔混源 

型；从岩体地质特征、岩石化学和微量元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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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罗 卜地斑岩黄铁矿中的微量元囊含■表(×10 ) 

野 编号 矿物名称 Cu Pb Zn Co Ni Ag Au×10一’ Ⅸ J sn Se As Sb 

LBD1—33 黄牲矿 220 40 <10 181 <10 710 150 790 l<10 <i0 40 <10 
LBD2—4—1 细粒黄铁矿 230 60 1O 23O <10 40 <10 790 l<10 50 40 26 
LBD2—4—2 粗粒黄铁矿 210 <10 <10 250 <10 <10 <10 150 J<10 48 <10 <10 

地矿部成都地矿所测试。 

等特征分析，应属含铜斑 岩或铜(钼)斑岩， 

尤其率区斑岩带北段罗 地斑岩(体)群的 

产 出部位，有望发现斑 岩型铜或铜 (钼)矿 

床。 参考文献 

1 云南省地质矿产局 云南区域地质志 北京 地质出版 

牡，1990． 

2 胡受权．云南省宁蒗地区喜山期斑岩成矿带构造控岩 

控矿特征 成都地质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1991． 

3 芮束瑶毒 中国斑岩铜(钼)矿床．北京 ：地质 出版社 ． 

1 984 

GE0LoGICAL PROPERTY AND RELATIVE M INERALIZATIoN 0N HIMALA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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