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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我国西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斑岩矿床勘查开发基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相继勘查发

现了玉龙、驱龙、普朗、多不杂等特大型斑岩铜矿。初步研究表明，西南地区斑岩矿床的集聚与走滑断裂

存在着密切的空间关系。认识并深入研究斑岩矿床与走滑断裂存在着的这种关系，对于斑岩矿床勘查

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西南地区现有的5  个斑岩成矿带开展斑岩矿床勘查时，在沿区域性走滑断裂方向

勘查并加强对走滑断层带内或其周围派生的局部引张或挤压地区开展找矿的同时，还应注意开展对鲜
水河-小江左旋走滑断裂带及两侧斑岩矿床的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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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西南部盐源地 区、西部香城 、稻城和德格 地区 （  图
O  前 言
”  月u E2    1  ）  。 根 据 成 岩 成 矿 时 代 和 构 造 环 境 的 不 同 ，斑 岩 矿

    我国西南 地 区斑岩 矿 床，主要 为斑 岩铜 （  钼 、  床在成矿区带上 可划分为五个斑岩成矿带 （  图 1  ）  ，

金）矿。对西南地区斑岩矿床 的勘查 ，继 20世纪 60  即：义敦一中甸印支期斑 岩成矿带 、玉龙 一马拉松 多

年代发现西藏玉龙斑 岩铜矿 以来 ，近年来 又相继勘  古近纪斑岩成矿带 、丽 江一金平古近纪斑岩成矿带 、

查发现了西藏驱龙铜 矿、多布扎铜矿和云南普 朗铜  冈底斯古近纪一新近纪斑岩成 矿带和班公湖 一怒 江

矿等大型、特大型斑岩矿床 ，从而使我国西南地 区成  燕 山期斑岩成矿带 （秦建华等 ，2010）  。

为我国重要的斑岩矿床勘查开发基地。    1.2  义敦一中甸印支期斑岩成矿带斑岩矿床主要
    但是，当前在西南地区斑岩矿床勘查中面临着    成矿地质特征
直接找矿信息越来越少 ，地表找矿难 度越来越 大的    在义敦一中甸 印支期斑岩成矿带 （表 1）  ，已勘查

问题 ，到那里去寻找斑岩矿床是我们面临需要解 决  发现有 中甸普朗特大 型斑岩铜 铝矿 、雪鸡坪 中型铜

的第一个 问题 。本文将对西南地区斑岩矿床与走滑  矿、春都和卓玛以及乡城热香 、竹鸡顶、稻城伊公若 、

断裂的关系及其勘查意义进行初步研究 。     红卓和德格 昌达沟等斑岩铜矿床 。该成矿带斑岩矿

    床 ，形成于俯 冲造山岛弧环境 ，可以普朗特大型斑岩

1  我 国西 南地 区斑 岩矿 床 主 要 成矿 地 质 特 征    铜矿为代表 。普 朗斑 岩铜’矿位于 云南’中甸地 区，矿

1.1  斑岩矿床 时空分布和成矿带划分     区由南 、北两个矿段组成 ，成矿作用发生于普 朗复式

    我国西南地区斑岩矿床在成岩成矿时代上 ，主  中酸性斑（玢 ）  岩体 内，包 含 5  个矿化小 岩株 ，总面

要集 中在 5个 时期 ，即：晚三叠世 、早 白垩世 、始 新  积 8.9km2  ，含矿岩石主要是石英 二长斑岩 ，其 次为

世 、渐新世和中新世。空间上 ，主要分布在西藏南部  石英闪长玢岩 、花 岗闪长 斑岩 ，已圈定 7  个工业 矿

冈底斯地 区、西藏北 部班公湖 一怒 江地 区和东 部玉  体 ，其 中 KT1  是主矿体 ，含铜矿物主要是黄铜矿 、次

龙地 区，云南西北部 中甸地 区、大理 一红河地 区和 四  为孔雀石 ，另有微量的铜蓝和斑铜矿等 ，含矿岩体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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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西南地区斑岩成矿带分布图

    Fig.l  Map showing distribution of porphyry metaIIogenic beltS in SOuth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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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作 用强烈 、蚀 变分带 明显 ，由lf I心向外发育强硅化

带 、钾化 （  钾 长石黑 云母 ）  砘 化带 、石 英绢云母 化带 、

青磐 岩化带 （  局 部 发 育伊 利石 一碳 酸岩 化带 ）  ，工 业

矿体 主要产 于钾化 硅 化带 和 石英 绢云母 化带 中，成

矿年 龄 213+3.8Ma为晚 i叠 f廿诺利期 （  范 乇华等 ，

2006；李文 昌等 ，2007）。

1  .3  玉龙 一马 拉松 多古近纪斑岩 成矿带斑 岩矿 床

    主要成 矿地 质特征

    在 {i龙 一马拉 松多古 近纪斑岩成矿带 （  表 1  ）  ，已

勘查发 现 玉 龙 一 个 特 大 型 斑 岩 铜 铝 矿 、两 个 大 型

（  多霞松 多和马拉 松多 ）  和 3  个中小型 （  扎那 尕和莽

总等 ）  铜 矿 床 。该 成 矿 带 斑 岩矿 床 ，形 成 于 占近 纪

扬子 陆块 岩石 圈地幔 沿着金 沙江缝合带持续发生 的

向西斜 向陆 内俯 冲 构 造 环 境 （  秦 建华 等 ，201  0）  ，斑

岩体 内的蚀 变 发 育 有 钾 化 带 、钾 硅 化带 、绢 云岩 化

带 、菏盘岩 化带 和粘 土 化带 ，矿化 主要 与钾 硅化带 、

绢云岩化带有 关（  徐 【}：余 等 ，1991  ）.可 以玉龙特 大

型斑，÷铜钿矿 为代表 ，玉龙斑 彳÷铜矿 由产于玉龙斑

岩体 中的矿体 和产 于乇龙斑 岩体周 围的矽 譬岩带中

的矿 体 和 外 同 圈 岩 中 的 矿 体 组 成 （   徐 正 余 等 ，

1  991  ）  ，二 K花 岗斑 岩 是 主要 的成 矿斑 岩，、含矿 斑

岩体 的成岩成矿期 的主要年代在 40  ～35Ma（  芮宗瑶

等，2004  ）  .据陈建平 等（  2009）  研 究 ，产 于 K龙斑 岩

体 中的矿体 为 I  号矿 体 ，叮细 分 为 3  个矿 层 ，I  一3

矿层分布 于斑 岩体 卜部 的硅 化粘 土化带 内 、为 I  号

矿体 主要 赋矿层 ，I  一2  矿层 分布于斑岩体 中部 的绢

云英化带 内 ，I一3  矿层 下部 ，I—l  矿层 E部 ，I  —l  矿

层分 布于斑 岩体 中下部 的钾硅化带 内。 I号矿体 的

矿石 类 型从 浅部 至 深 部依 次 为 ：脉状 矿 石 （  I  一3  矿

层 ）一 细脉侵染状矿 石（  I一2  矿层 ）  一 侵染 状矿 石 （  I

一1  矿层 ）：矿石 矿物主要为黄铜矿 、辉钼矿 、黄铁矿

等 ，次 为辉铜矿 、赤铜矿 ，由于近地表氧化淋滤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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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可见孔雀石、蓝铜矿等表生铜矿物。

1.4  丽江一金平古近纪斑岩成矿带斑岩矿床主要

    成矿地质特征

    在丽江一金平古近纪斑岩成矿带（表 1）  ，已发现

了盐源西范坪、模范村斑岩铜矿、北衙金矿、马厂菁

和小龙潭斑岩铜矿、金平长安冲、金平铜厂斑岩铜钼

金矿和红河斑岩型铜矿等中大型矿床，尚未发现特

大型斑岩矿床，成矿构造环境为大陆转换板块边界

环境。该成矿带斑岩矿床可以马厂菁斑岩矿床为代

表。马厂菁铜铝斑岩矿床，位于云南祥云、弥渡、大

理三县接壤部位，矿区主要岩体是马厂菁复式杂岩

体，该岩体由大小 260多个小岩体组成，出露面积约

1.36km2，由各种类型的斑岩组成，其中，以大面积

出露的斑状花岗岩为主（郭晓东等，2009）  。马厂菁

赋铜斑岩体主要由早期角闪正长岩及晚期花岗斑岩

组成，早期角闪正长岩岩体年龄为 35.6±0.3Ma，晚

期花岗斑岩岩体年龄为 35.O±0.2Ma（  （梁华英等，

2004）  。主要金属矿物有辉钼矿、黄铜矿、斑铜矿、

辉铜矿、砷黝铜矿、黄铁矿、磁黄铁矿、磁铁矿和白钨

矿、闪锌矿、辉锑矿、方铅矿等，矿物分带（  由内向

外）  ：辉钼矿_黄铜矿、黄铁矿——黄铁矿、黄铜矿—+

方铅矿（赵准，1995）  。岩体蚀变强烈并具有较好的

蚀变分带性，自中心向外可划分出3个蚀变带：强硅

化核（  中心）_石英钾长石化带（  中部）_石英绢云

母化带（边部）  ，铜铝矿体主要产于中部的石英钾长

石化带和边 部 的石英绢 云母化 带 （  郭 晓东等，

200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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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冈底斯古近纪一新近纪斑岩成矿带斑岩矿床

    主要成矿地质特征

  在冈底斯古 近纪一新近纪斑岩成矿带（表 1）  ，已

发现 1  处超大型斑岩铜矿 （驱龙 ）  ，4处大型斑岩铜

矿（朱若 、厅宫、冲江 、白容 ）和多个斑岩铜矿 （化 ）  点

（拉坑俄 、吹败子 、吉 如 ）  ，另外 ，还发 现二处 中小型

斑岩钼矿床（沙让 、明则 ）  。斑岩矿床成岩成矿时代

有两个时期，主要为中新世 （如驱龙 ，厅宫 ）  ，其次是

古近纪（如沙让 、明则 ）。古近纪斑岩矿床成矿构造

环境是印度板块和亚洲板块斜 向陆内汇聚同碰撞构

造环境 ，新近纪成矿构造环境 是印度板块 和亚洲板

块后碰撞构造环境 （秦建华 等 ，2010）。该成矿带斑

岩矿床中新世斑岩矿床可 以驱龙 斑岩铜矿 为代表。

据杨志明等（2008）研究 ，中新世 花岗闪长岩是驱龙

矿床最主要的含矿岩石 ，容纳 了驱龙矿床约 70% 的

铜铝矿体，中新世二长花 岗斑岩与成矿关系密切 ，是

矿区的成矿母岩 ，蚀变作用包 括早期钾硅酸盐化蚀

变（钾长石一黑云母 化 ）  、青磐岩化蚀变 （绿帘石 一绿

泥石化 ）  、以及随后 发生 的长石分 解蚀变 （石英 一绢

云母一绿泥石一粘 土化 ）  ，晚期长石 分解蚀 变强烈叠

加于早期钾硅酸盐化蚀变之上 ，铜铝矿化与钾硅酸

盐化蚀变和长石分解蚀变关 系密切 ，含铜矿物 主要

为黄铜矿、偶见斑铜矿 ，含钼矿物主要 为辉钼矿。驱

龙铜矿含矿斑岩体成岩年龄经锆石离子探针分析为

17.58±0.74Ma，岩体蚀变年龄经钾长石 K—Ar同位

素测定为 15.77±0.45Ma（李光明等 ，2004）  。



1.6  班公湖一怒江燕山期斑岩成矿带斑岩矿床主

    要成矿地质特征

    在班公湖一怒江燕山期斑岩成矿带（表 1）  ，目前

已发现多不杂斑岩铜矿和波龙斑岩铜金矿两个大型

一特大型斑岩矿床 ，斑岩成岩成矿时代为早 白垩世，

成矿构造环境是早白垩世拉萨地体向北俯冲与羌塘

地体发生初始碰撞后形成的同碰撞构造环境。该成

矿带斑岩矿床可以多不杂斑岩铜矿为代表。多不杂

斑岩铜矿位于班公湖一怒江结合带北缘，含矿斑岩

主要为石英闪长玢岩和花岗闪长斑岩，呈岩株产出，

岩体成岩年龄为 127.8±2.6Ma（  曲晓明、辛洪波，

2006）  ，在含矿岩体 内及其围岩中蚀变强烈分带明

显，由含矿斑岩中心向外可划分出钾硅化带、泥化

带、伊利石一水白云母一褐铁矿化带一角岩带或青磐

岩化带，含矿斑岩为全岩矿化，少量矿化产于围岩

中，矿化主要产于钾硅化带、硅化泥化带及青磐岩化

带或角岩化带，矿石中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铜矿、磁铁

矿，次为黄铁矿、赤铁矿、金红石，少量辉铜矿、斑铜

矿和 自然金等（李光明等，2007）。

2  斑岩矿床与走滑断裂

    已有研究表明 ，在斑岩矿床的构造岩浆活动中走

滑剪 切应 力 最有 利 于 岩浆 的集 聚和上 升 （  Brown，

1994）  。Comejo等 （1997）  和 Richards（2001  ）认 为 ，斑

岩成矿中心与主要的横推断层带间，特别是与这些构

造相切的线性构造的交切部位在许多情况下存 在着

明显的空间关系。从我们对我 国西南地区发育 的5

个斑岩成矿带 中斑岩矿床与 区域性深大走滑断裂存

在着的空间关系来看（表 1  ）  ，对此认识是支持的。

    在义敦一中甸 印支期斑 岩成矿带 ，以普 朗为代

表的印支期斑岩铜矿集区空间上位于呈南北走向的

格扎河岩石圈右旋走滑断裂的西南侧。该断裂为岩

石圈断裂 ，在 四川与德格一乡城断裂相连 ，南北长约

750km，与义 敦 岛弧 平行 ，主要活动 于 中晚三 叠世

（  云南 省 区 域 地 质 志 ，1990；四川 省 区域 地 质 志，

1991  ）  （  图 1  ）  。

    在玉龙一马拉松 多古 近纪斑岩成矿带 ，含矿斑

岩体在空间分布上与车所 乡右旋走滑断裂紧密相关

（Hou等 ，2003；潘桂棠等 ，2003）  （  图2）  ，成矿带斑岩

矿床受 NNW 向大规模走滑断裂带控制 （侯增谦 ，杨

志明，2009）。

    在丽江一金平古 近纪斑 岩成矿带 ，斑 岩矿床位

于哀牢山一红河左行走滑挤压构造带的两侧 。据王

登红等研究（2006）  ，沿红河左行走 滑断裂带分布的

富碱岩体基本是 同时形成的（  约 35  Ma）  。斑岩矿床

的形成应是与哀牢山一红河剪切带始新世到中新世

发生的左行走滑构造环境有关（  图 2）  。四川盐源地

区发现的西范坪一模范村斑岩矿床属于该成矿带的

北分支 ，斑岩群的容岩、容矿构造多沿构造带的次级

伴生断裂或不 同类型和方 向构造 的复合部位分 布

（李立主等 ，2006；李立主等 ，1995）  。

    在冈底斯斑岩成矿带，古近纪斑岩矿床 目前勘查

发现的主要是斑岩钼矿，如沙让 、明则斑岩钼矿，据闫

学义等（2010）研究，斑岩钼矿受控于一级序雅江走滑

断裂派生的二级序逆冲断层 （沙让钼矿）或三、四级序

逆冲断层（明则钼矿）。而在 冈底斯斑岩成矿带中，新

近纪斑岩矿床勘查发现的主要是斑岩铜矿，据侯增谦

等（2006）和侯增谦 、杨志明（2009）研究，斑岩铜矿受 NS

向正断层系统控制。我们知道 ，在 冈底斯正断层和走

滑断层是两个主要的活动构造（Armijo等，1989）。正

断层，为南北走向，反映出东西向引张。而在冈底斯发

育的走滑断裂，是由 NW—SE走向的自东向西呈雁形排

列 由嘉黎断裂、崩错断裂和格仁错断裂与喀拉昆仑断

裂组成 的喀拉 昆仑 一嘉 黎右 旋走 滑断裂 带 （KJFZ）

（Armijo等 ，1989）  （图 1）  。对断裂年龄测试结果表明，

喀拉昆仑 断裂活动时 间开始于 ～17Ma（  Dunlap等，

1998）  ，嘉黎断裂活动 时间为 18  ～12Ma（Lee等 ，2003）  ，

正断层开始活动和最主要活动时期为 18  —l3Ma（Cole—

man和 Hodges  ，1993  ；Willams等，2001  ）并在 8Ma得到

强化（Yin和 Harrison，2000）直到现今仍在活动（Armijo

等 ，1986）。目前，虽然对 NS向正断层的发育机制尚存

较大争议 ，但在冈底斯正断层和走滑断层在发育时限

上的一致性说明二者应具有相同的形成机制（common

causal mechanism）  ，呈 NW—SE向的走滑断裂带（KJFZ）

在空间上终止 了 NS向正断层 的向北延伸，可能暗示

了 NS向正断层与 NW—SE向分布的 KJFZ断裂带存在

着成因关系，而正是印度与亚洲板块间的斜向汇聚对

中新世中期以来上述两类断层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Lee等，2003）。因此，不难看出，在冈底斯 ，受控于 NS

向正断层系统的新近纪斑岩矿床在高序次构造上应是

受控于区域性 KJFZ走滑断裂的。

    在班公湖 一怒江燕 山期斑岩成 矿带，由多不 杂

铜金矿和波龙铜金矿构成的矿集区在空间上集聚在

呈北东 向分布的多不杂右旋走滑断裂 的北西侧 ，这

条区域性右旋走滑断裂对班公湖 一怒江西段燕山期

含矿斑岩的上升侵位起到 了控制作用（  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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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金沙江一红河及邻区新生代主要断裂与斑岩矿床（  点）  分布图

（  据 Leloup Pf引.  ，1995  ；Wang Pf  口，.  ，1998；Wang Pf n，.  ，2000；Lee Pf  Ⅱ，.  ，2003；

    Hou Pf nf.  ，2003；潘桂棠等，2003；许志琴等，2006；综合编制）

Fig.2  Major Cenozoic faults and porphyry deposits aIong the Jinshajiang—Red

    River and adjoining areas

  （  Compiled from Leloup Pf  口，.  ，1995；Wang Pr  口，.  ，1998；Wang Pf  口，.  ，2000；

    Lee  口f  af.  ，2003；Hou Pf nf.  ，2003；Pan Pf  口，.  .2003  ；Xu Pf  Ⅱ，.  ，2006；）

3一止滑  断层；4一断层 }̂动时代；5一逆 冲断L



3  勘查 意义

    如上所述，在我国西南地区已勘查发现的5  个

斑岩成矿带中的斑岩矿床的集聚几乎都与区域性深

大走滑断裂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西南地区现

有的5个斑岩成矿带中开展斑岩矿床勘查时，应注

意沿走滑断裂方向勘查并加强在走滑断层带内或在

周围由其派生的局部的引张和挤压地区开展找矿，

尤其要注意研究由区域走滑断裂派生的二级、三级

和四级序构造及与侵入体的关系，注意寻找与这些

构造相切的线性构造交切部位（如盐源西范坪一模

范村斑岩群就位于隐伏的东西向和近南北 NNE向

的构造交汇处）  。在义敦一中甸斑岩成矿带，要注意

对呈南北走向的格咱河一德格一乡城断裂右旋走滑

断裂及其所影响的周围开展斑岩矿床的找矿工作。

在玉龙一马拉松多斑岩成矿带，应注意对车所乡右

旋走滑断裂及其周围的勘查；在丽江一金平斑岩成

矿带，斑岩矿床勘查应沿哀牢山一红河左行走滑构

造带两侧进行。在冈底斯斑岩成矿带，要注意对一

级序雅江走滑断裂和喀拉昆仑 一嘉黎走滑断裂带及

其派生的或具有成因关系的断层（如古近纪雅江走

滑断裂派生的逆冲挤压断裂、新近纪喀拉昆仑 一嘉

黎走滑断裂具有成因关系的南北向引张断裂）与斑

岩侵入体关系的研究。在班公湖一怒江斑岩成矿

带，走滑断裂与斑岩侵入体的关系已得到勘查工作

的证实，在斑岩矿床勘查中要重视和加强在走滑断

裂（如多不杂右旋走滑断裂）及其周围地区的勘查。

    需要指出的是 ，在我国西南地区除了应加强在

已发现的上述 5个斑岩成矿带中的斑岩矿床的勘查

外，还应加强对鲜水河一小江左旋走滑断裂及其两

侧的勘查。构造研究表明，鲜水河一小江左旋走滑

断裂在新近纪是印度板块相对于南中国地壳物质旋

转的东部边界（一级构造边界）  ，换句话说，鲜水河一

小江左旋走滑断裂在晚新生代的构造性质类似于红

河左行走滑挤压构造带在古近纪的构造性质（Wang

和 Burch6el，2000  ）  ，从斑岩矿床成矿构造环境相似

性来看，鲜水河一小江新近纪左旋走滑断裂极有可

能类似于红河古近纪左旋走滑断裂（形成丽江一金

平斑岩成矿带）而可能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潜在的新

的斑岩矿床战略勘查区。

4  结论

    初步研究表明，在我国西南地区勘查发现的5
个斑岩成矿带中，斑岩矿床的集聚与走滑断裂存在

着密切的空间关 系。在西南地区现有的5个斑岩成

矿带开展斑岩矿床勘查 时，应注意沿走滑断裂方 向

勘查并加强在走滑断层带内或在周围由其派生的局

部呈引张或挤压地 区开展找矿工作 。鉴于鲜水河一

小江新近纪左旋走滑断裂在成矿构造环境上相似于

红河古近纪左旋 走滑断裂 （形成 丽江一金平斑岩成

矿带）  ，因而，鲜水河一小江走滑断裂带及两侧极有

可能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潜在 的新的斑岩矿床战略勘

查区 ，应 当注意开展勘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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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Porphyry DepOSitS and Strike Slip Faults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EXplOratiOn in SOUthWeStern China

    QIN Jian—hua，DING Jun，LIU Cai—ze，ZHANG Qi—ming

    （ĈengduCenter，C五ino GeoZogic口Z S“r口ey，ĈengdM  610082  ）

    AbStraCt：Southwestem China i8 a vital area for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o.phyry deposits.Since the 1960s，8 lot of large—scale porphyry de—

posits have been found in this region，such as the Yulong，Qulong，Pulang，and Duobuza porphy.y copper deposits.0ur preliminary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occurrence of the porphyry deposits has a close spat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gional  —  scale strike slip faults.The recognition and detailed study of this re—

lationship has great signi6cance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orphyry deposits in this area.In the further surveys in the existing nve porphyry deposit belts，

inVestigations should be conducted along the strike—slip fault zones，as well 8s in the areas with secondary local extension and compression within or sur.

rounding the faults.Be8ides，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surveys along the Xianshuihe—Xiaojiang le日t—slip fault and its either side to search for

porphyry dep08its.

    Key wOrdS：  porphyry dep08it，8trike slip faults，exploration implication，southwestem China

  1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