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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冲江斑岩铜$金钼%矿床是近年来在冈底斯造山带中寻找斑岩铜矿最先取得突破的一个大型矿床’矿化’蚀变具中心

式’面型分布特点&其中钾硅化带大体上与强铜矿化带相对应’根据H9I?1测试’辉钼矿J4CK<及1LJH?I锆石 :CIM测

年结果&含矿斑岩高钾富碱过铝&强烈富集轻稀土$NJ,,)LJ,,为F’+A"!#’@%&无,7异常$平均@’))@%&具 有 微 弱 的 负

94异常$平均)’F*%&微量元素显示#型和O型花岗岩的过渡特征&反映斑岩岩浆作用与拆沉作用及其伴生的软流圈物质

上涌有关’矿床形成于中新世$@*"@A?-%陆内造山体制向伸展走滑体制转换的过渡时期’
关键词!冲江*大型斑岩铜矿床*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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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V0490%5SR3-5S2%UU4.W4U%<3/3<-&-.S4U%.U0=.=2%UU4.$D%&=MW457D&-7.7D%W4U%<3/8%75W35V3M4/35.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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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Z/.7<3%5-5W4Z/45<3%535%.%S4532M4&/’

=*3>,1$+(90%5SR3-5S*&-.S4C<2-&4U%.U0=.=2%UU4.W4U%<3/*54[U.%S.4<<’

!!冈底斯东段斑岩铜矿带位于西藏中部&东至工

布江达县&西至谢通门县&东西长约+))XD&南北宽

近+)XD’区域内 成 矿 条 件 优 越&是 我 国 进 行"西 部

大开发战略#中矿产勘查的重要地区’近年来&在中

国地调局及西藏地勘局的大力支持下&笔者在冈底

斯东段地区的找矿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先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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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冲江"驱龙"吉如"朱诺"得明顶"吹败子"旁堆等一

批大型B超大型斑岩铜矿床或重要找矿线索#自此

拉开了冈底斯东段斑岩铜矿勘查的序幕’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冈底斯东段陆缘火山B岩浆弧盆系#是东特提

斯构造域中生代以来具有独特演化历程的一个多岛

弧碰撞造山带’该岩浆弧盆系的形成与新特提斯洋

壳俯冲"弧B陆碰撞"伸展走滑作用密切相关’侵

入岩在燕山晚期以中酸性为主#岩石类型有闪长岩"
花岗闪长岩等$喜山期则以酸性岩为主#由二长花岗

岩"花岗岩及 花 岗 斑 岩 等 组 成’火 山 岩 以 喜 山 期 为

主#燕山晚期火山岩主要为一套中酸性的火山熔岩

及火山碎屑岩#具活动大陆边缘火山岩特征#并有新

生代碰撞期后与高原伸展剥离作用有关的大量次火

山岩%斑岩&"非 造 山 O型 花 岗 岩 等 侵 入#形 成 在 青

藏高原地区最为醒目的冈底斯火山B岩浆杂岩带’
该带地层以三叠系!白垩系为主#而矿区内出露地

层单一#主要为上白垩系设兴组%Y!<&#由火山碎屑

岩"熔岩和陆源碎屑岩组成#与岩体接触面呈舒缓波

状’区内构造线总体呈近,] 向#以线性复式褶皱"
压扭性逆冲推覆构造为主$(,向及近1(向构造形

成较晚#以发育张性构造为主要特征’喜山期区域内

发生明显碰撞造 山 及 伸 展 作 用#冈底斯一带中酸性

浅成侵入岩大规模就位#形成一系列浅成"超浅成斑

岩体及斑岩铜矿床’成矿总体显示出同源多位"同位

多 期"深 源 浅 成"多 因 复 成 的 特 点%P045S%&*.’#

!))#&’

!!矿床地质特征

?’@!含矿斑岩体特征

冲江铜矿的赋矿围岩比较单一#主要为含巨斑

的黑云母二长花岗斑岩#呈岩基产出#同时可见石英

闪长玢岩"闪长细晶岩等以岩脉的形式产于其中’含
矿斑岩与围岩岩性相同#界线不清#只是在蚀变强度

上稍有差别%图@&’岩石具斑状结构#斑晶可分为两

期’早期为巨斑透长石%!̂ "#̂ &#自形"粒度达@"
#2D#可 见 浅 色 反 应 边$晚 期 斑 晶 主 要 为 钾 长 石

%+̂ "@+̂ &"斜长石%!)̂ _&"石英%+̂ "@)̂ &及
黑云母%@̂ "#̂ &等’基质具细粒B显微花岗结构#

主要成分含量与斑晶相反#钾长石%!)̂ "#)̂ &与

石英%@+̂ "!)̂ &含量明显大于斜长石%@)̂ _&’
反映岩浆房在深部结晶%一期巨晶透长石&B浅部结

晶%二期‘"I&"K."a3斑晶&B上侵近地表形成微晶

基质’同时矿物次生加大"熔蚀现象普遍’副矿物为

锆石"磷灰石"金红石"磁铁矿等#颗粒细小#含量占

全岩的@̂ 左右’
?’?!蚀变及矿化特征

铜矿化主要分布于江古曲两侧#总体呈北东B
南 西 向 展 布#形 态 呈 椭 圆 形#北 东 B 南 西 长 约

!’+XD#南西宽约@’FXD’
根据铜 矿 工 业 指 标#共 圈 定+个 矿 体#其 中 以

97!和97#矿体最大#研究程度最高’97!矿体’位

于江古曲南西岸#矿体形态呈透镜状#北东B南西向

展布#长约+A)D#宽约!+)D$97#矿体’位于江古

曲北东侧#矿体形态呈透镜状#长GG+D#宽#!+D’
矿石按氧化程度大致分为氧化矿石"混合矿石"硫化

矿石#种类型’地表及浅部主要由氧化矿石组成#厚
一般小于+)D#占总储量的@)̂ 左右#以孔雀石为

主#蓝铜矿"黑铜矿"辉铜矿次之#呈网脉状"薄膜状"
皮壳状"浸染状分布于岩石裂隙面或呈浸染状分布

于岩石中’深部为硫化矿#厚#*))D#矿石矿物主要

图@!西藏自治区尼木县冲江铜矿区地质简图

T3S’@ >4%&%S32-&<X4/20D-U%890%5SR3-5S2%UU4.W4C

U%<3/#V3M4/
@’第四系$!’设兴组凝灰岩$#’含巨斑二长花岗斑岩$*’石英闪长

玢岩$+’铜矿体及 编 号$A’断 层 及 编 号$G’钾 硅 化$F’黄 铁 绢 英 岩

化$"’泥化$@)’青盘岩化

*##



!第#期 !郑有业等!西藏冲江大型斑岩铜"钼金#矿床的发现及意义

为黄铜矿$黄铁矿$辉钼矿$黝铜矿$斑铜矿%此外还

发育方铅矿$闪锌矿$磁铁矿$磷灰石$电气石等’多

以浸染状$团斑状为主$细"微#脉浸染状次之&黄铜

矿多 呈 不 规 则 粒 状 和 粒 状 集 合 体%粒 径)’!+"
!DD%偶见+DD的 半 自 形 晶 体%一 般 呈 星 散 状B
稀疏浸染状分布于岩石中%部分呈微B细脉浸染状

分布%脉宽约)’@"@DD%多与黄铁矿$石英或玉髓

构成细脉%也有单独成细脉或网脉&黄铁矿多为半自

形B自形晶%以细B中粒散布于岩石中%黄铁矿中常

见有圆粒状黄铜矿&辉钼矿多以片状$鳞片状集合体

呈脉状分布于岩石或晚期石英脉中%部分呈星散状

独立或与黄铁矿共生&斑铜矿$闪锌矿$方铅矿$磁铁

矿呈不规则粒状$团块状独立出现或分布在黄铜矿$
黄铁矿周围或交代黄铜矿%空间上与黄铜矿密切共

生&同时矿体中O7$OS和 ?%等含量较高%可综合

利用’根据矿物共生组合及相互交代关系%矿物生成

顺序为!磁铁矿"黄铁矿"黄铜矿"辉钼矿"黝铜

矿"斑铜矿"闪锌矿"方铅矿’
矿区蚀变具中心式面型分布特征%由里向外依

次为钾硅化带"局部强硅化$强钾化#’黄铁绢英岩

化带"泥化带#’青磐岩化带’但蚀变分带不明显%各
种蚀变相互叠加’蚀变类型有钾长石化$硅化$黑云

母化$绢云母化$粘土化$电气石化及青盘岩化’矿化

与广泛发育的钾硅化关系密切’其中钾硅化带大体

上与强铜矿 化 带 相 对 应%分 布 于 矿 区 中 部%包 含 了

97@$97!$97#$97+矿体&粘土化带发育于钾硅化带

北$北西侧岩体与围岩"凝灰岩#接触带附近%与钾硅

化带$绢英岩化带无明显界线%相互有叠加现象&绢

英岩化带分布于钾硅化带外缘%两者无明显界线&青
磐岩化带位于最外圈%主要分布于矿区北东侧凝灰

岩$蚀变安山岩及南东部不含矿的含巨斑二长花岗

斑岩中’根据测年结果%含矿斑岩YBO.法成岩年

龄为"@A’)!_)’!##?-%1LJH?I锆 石 :BIM年

龄为"@A’F_)’F#?-%斑岩铜矿中的辉钼矿J4BK<
模式年龄为"@*’F)_)’#*#?-’可 见 冲 江 斑 岩 铜 矿

床的成矿年龄应在@A"@*?-左右’这一时间与冈

底斯造山带乃至拉萨地体由陆内汇聚体制向伸展走

滑体制转换的时间大致相当’冈底斯造山带的裂变

径迹 研 究 结 果 也 证 实 了 这 一 结 论 "袁 万 明 等%

!))@#%即构造活动经历早期明显的差异隆升"#G’!"
@F’+?-#和晚期快速抬升"@F’+"F?-#阶段’

#!含矿斑岩的地球化学特征

A’@!含矿斑岩的岩石化学特征

含矿斑岩体 的 岩 石 化 学 分 析 结 果 表 明"表@#%
含 巨 斑 的 黑 云 母 二 长 花 岗 斑 岩 的 13K! 含 量 为

A+’*!̂ "G@’@Ĝ %平均为AG’@Ĝ &"(-!KbY!K#
的含 量 为A’#+̂ ""’)Â %平 均 为G’"Ĝ &$为

@’"G"#’#%平 均 为!’A+%为 钙 碱 性&O((Y9值 为

@’#!"@’+@%显示铝过饱和’Y!K含量及C"Y!K#(

C"Y!Kb(-!K#比值均大于世界平均值%反映出冲

江铜矿含矿斑岩体相对富钾%说明钾质在成矿过程

中对 矿 质 的 搬 运 沉 淀 起 重 要 作 用’在C"Y!K#B
C"13K!#图 解"图!-#和C"Y!K#BC"(-!K#图 解

"图!M#上%含矿斑岩属钾玄岩系列到高钾钙碱性系

列的岩石%总体具有高钾富碱过铝的特征’
A’?!含矿斑岩的稀土元素与微量元素特征

冲江含 矿 斑 岩 的 稀 土 元 素 测 试 结 果 表 明"表

!#%含巨斑的黑云母二长花岗斑岩的稀土总含量为

""*’)G"@#+’"GG#c@)BA%平均@@"’!#c@)BA&$,7
为)’G+"@’#A%平 均@’))@%显 示 基 本 没 有 ,7异

常&$94为)’F!")’FGG%平均)’F*%显示较弱的94
异常&C"NJ,,#(C"LJ,,#为F’+A"!#’@%平 均

@A’+%显示强 烈 的 轻 稀 土 富 集%配 分 曲 线 呈 现 右 倾

"图!W#’含矿斑岩的稀土总量较低%与1型"地壳重

熔型#花岗岩的较高稀土含量明显不同%其强烈富集

轻稀土$无,7异常和微弱94异常的 特 征%暗 示 了

其成因应该是深部来源"赵振华%@""G#’
含矿斑岩的 微 量 元 素 分 析 结 果 表 明"表!#%其

与世界酸性岩平均值相比%冲江含矿斑岩相对亏损

9.$P5$P.等%明显富集97"最高富集达+@倍#以及

JM$Y$1.$V0$:$IM等 大 离 子 亲 石 元 素%这 与 火 山

弧花岗岩B同 碰 撞 花 岗 岩 的 特 征 很 相 似"赵 振 华%

@""G#’
另外%在C"(-!K#BC"Y!K#图 解 中"图!2#%

冲江含矿斑岩除少数落在了#型花岗岩区%其他全

落在了O型花岗岩区&在JMB"Qb(M#图解中"图

##%冲江含矿斑岩落在了同碰撞花岗岩和火山弧花

岗岩的交界处’结合地质时代特征%本区含矿斑岩形

成于碰撞造山向伸展走滑的转换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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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不同环境构造含矿斑岩C"JM#BC"Qb(M#图解

T3S’# C"JM#BC"Qb(M#W3-S.-D%8D354.-&3E35SU%.C

U0=.=[3/0W3884.45/%.3S35<
$O>’火 山 弧 花 岗 岩$KJ>’洋 脊 花 岗 岩$]I>’板 内 花 岗 岩$

9KN>’同碰撞花岗岩

*!勘查新进展

B’@!勘查历史回顾

@"FF!@"")年%江西物化探大队开展日喀则幅

@&+)万 区 域 化 探 扫 面 工 作 时%对 所 圈 定 的 L1B
#AN异 常 进 行%级 查 证%发 现 了 冲 江 铜 矿 点’@"")
年@@月%西藏地质二队在该异常区进行踏勘检查%
大致 圈 定 了#个 矿 化 体%提 交 了 矿 点 踏 勘 简 报’
@""@!@""!年A月%西藏地质二队开展了以找铜为

主的矿点检查工作%初步认为该矿床成因类型为斑

岩型%并提交了’西藏尼木县冲江铜矿点检查报告(%
认为该矿点有进一步工作的价值$同年西藏物探队

在该区开展了化探异常二级查证工作’由于认识等

多方面的原因%该矿点的勘查工作暂告一段落’
@"""年底%笔者在研究冈底斯矿带的资料时发

现冲江铜矿点有较好的找矿潜力并建议开展普查%
受到当时西藏地矿厅副总工程师肖润同志的大力支

持’!)))!!))@年 西 藏 地 质 二 队 对 该 矿 点 进 行 普

查%初步查明了矿体的蚀变)矿化特征及空间展布’
!))!年开展的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雅江成

矿区东段铜 多 金 属 矿 勘 查(%继 续 对 该 矿 床 进 行 普

查%找矿取得较大进展’
B’?!勘查新进展及资源潜力评估

经过PY)+@)PY@*@)V9)"!等地表及深部工程

控制%全矿区矿 体 氧 化 矿 平 均 品 位)’G@̂ %单 样 最

高品位达*’F!̂ ’其 中97!矿 体 氧 化 矿 铜 品 位 较

高%单样铜品位@̂ "!’+̂ 占样品总数的A)̂ %通

过刻槽取 样%发 现 存 在 宽!)"+)D铜 品 位 连 续 达

@̂ 以上的富矿段’通过对97@)97!)97#矿体的深

部勘查%取得 了 较 好 的 找 矿 效 果’如 在97!矿 体 施

工的PY)+@孔%孔深*G+’*D%见 矿 厚 度!)AD"未

打穿矿体#%原生矿97平均品位)’*c@)B!%最高品

位@’#Fc@)B!’同时伴生元素钼)金)银均可综合利

用"其中金)银 较 稳 定#%平 均 品 位 ?%)’)!*̂ )O7
)’!Ac@)BA)OS!’Fc@)BA’根 据 地 调 局!))!年 底

下发的有关资源量 计 算 规 范%已 控 制###b##*@ 资

源量*铜@F!c@)*/$钼!’Gc@)*/$金#A/$银F@*/’
根据本矿床中部施工的PY)+@)PY)@@)PY)*@

钻孔均未穿 过 矿 体%其 中PY)+@)PY)@@孔 中 矿 石

主要为团块状%且*+)D后黄铁矿化突然增加等现

象%矿体向深部应有一定延伸$同时到目前为止%矿

区没有一个工程揭露到矿体边界%说明矿化范围还

会扩大’另据冲江矿区!))!年所做的@&+万水系沉

积物测量及@&@万土壤测量%获得以97)?%为主%
伴有O7)])IM)P5)OS)9W)a3)1M)O<)LS等的元

素异常%发现矿区向北东方向及南西方向还有较好

的找矿前景%且矿区南部子东曲国@+XD! 的三级浓

度带内寻找斑岩铜矿的可能性极大%总体显示出冲

江铜矿区还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结论

"@#含矿斑岩高钾富碱过铝%强烈富集轻稀土%
无,7异常%具有微弱的负94异常%微 量 元 素 显 示

#型向O型花岗岩过渡的特征%其成因应该是深部

来源%主要通过壳B幔混合作用形成’反映斑岩岩浆

作用与拆沉 作 用 及 其 伴 生 的 软 流 圈 物 质 上 涌 有 关

"Y-=-5WY-=%@""*#’因此拆沉作用无疑是冲江斑

岩铜矿床形成的一种重要机制’且含矿斑岩具有很

高的97背景 含 量%能 够 为 斑 岩 型 铜 矿 的 形 成 提 供

充足的物质基础’
"!#根据测年结果%含巨斑的二长花岗斑岩YB

O.法成 岩 年 龄 为"@A’)!_)’!##?-%1LJH?I锆

石:BIM年龄为"@A’F_)’F#?-%斑岩铜矿中的辉

钼矿J4BK<模 式 年 龄 为"@*’F)_)’#*#?-’可 见

冲江斑岩铜矿床的成矿年龄应在@A"@*?-左右’
这一时间与冈底斯造山带陆内汇聚体制向伸展走滑

体制转换的时间大致相当’冈底斯造山带的裂变径

迹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袁万明等%!))@#%即
构造活动经历早期明显的差异隆升"#G’!"@F’+?-#

F##



!第#期 !郑有业等!西藏冲江大型斑岩铜"钼金#矿床的发现及意义

阶段和晚期快速抬升"@F’+"F?-#阶段’
"##斑岩铜矿一般形成于岛弧或活动大陆边缘

环境$而冲江铜矿是在冈底斯陆内造山带中寻找斑

岩铜矿最早取得突破的大型矿床$这为笔者后来一

系列认识的提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此拉开了冈

底斯东段斑岩铜矿勘查的序幕’它在坚定人们在该

带的找矿信心%新认识的提出%指导外围勘查以及促

进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

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冲江含矿斑岩与围岩岩性相

同%界线不清$铜矿化与钾硅化强烈相关$其有别于

典型的斑岩铜矿床的原因？另外含矿斑岩具高钾特

征$属于高钾B钾玄岩系列或埃达克岩"d48-5/-5W
d.7DD%5W$@"")#’但含矿斑岩体钾硅酸盐交代强

烈$黑云母及钾长石化十分发育$因而富钾是很自然

的’那么斑岩中高钾是否代表原岩成分"郑有业等$

!))*#$以及富钾流体的来源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

研究的课题’

C*(*1*#)*+
d48-5/$?’6’$d.7DD%5W$?’1’$@"")’d4.3;-/3%5%8<%D4

D%W4.5-.2D-SD-<M=D4&/35S%8=%75S<7MW72/3%5

&3/0%<U04.4’D*&()%$AA!BAA+’

Y-=$J’]’$Y-=$1’?’$@""*’d4&-D35-/3%5-5WW4&-D35-/3%5

D-SD-/3<D’"%?&+1+6;0<#?<$!@"!@GGB@F"’

Q7-5$]’?’$]-5S$1’9’$N3$1’J’$4/-&’$!))@’V0483<<3%5

/.-2X4;3W4524%82%58%.D-/3%5-2/3;3/=35 >-5SW3<4

M4&/$V3M4/’=;#1%<%E?#%1?%’(..%&#1$*A"!)#!@G#"B

@G*!"3590354<4#’

P0-%$P’L’$@""G’V04S4%204D3</.=/04%.=%8/.-244&4C

D45/<’1234524I.4<<$a43R35S"3590354<4#’

P045S$Q’Q’$e74$Q’e’$9045S$N’6’$4/-&’$!))*’T35W35S$

20-.-2/4.3</32<-5W<3S53832-524<%890%5SR3-5S<7U4.C

&-.S4U%.U0=.=2%UU4."D%&=MW457D#W4U%<3/$V3M4/’

4*)&;E?#%1?%&F+()1*.+,=;#1*A1#8%)<#&0+,-%+G

<?#%1?%<$!""@#!@)#B@)F"3590354<4[3/0,5S&3<0-MC

</.-2/#’

P045S$Q’Q’$e74$Q’e’$>-%$1’a’$!))#’9%UU4.$U%&=D4/C

-&D4/-&&%S4532<4.34<-5WU.%<U42/35SU4.<U42/3;4%8

4-</4.5<42/3%5%8>-5SW3<4’F+()1*.+,=;#1*A1#8%)G

<#&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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