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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不拉 斑 岩 型 钼（铜）矿 床 地 处 冈 底 斯 构 造

成矿带东段，具有优越的成矿条件。冈底斯斑岩

型铜矿床成岩成矿时间基本集中于喜山期，主要

与新特提斯洋壳向北俯冲到拉萨地体下有关，该

矿床地质 特 征 的 系 统 研 究 对 其 找 矿 及 矿 床 深 入

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１　成矿地质背景

冈底斯汤不拉斑岩型钼（铜）矿 床 位 于 西 藏－
三江造山系，Ⅱ级构造单元属于拉达克－冈底斯弧

盆系，Ⅲ级构造单元属于隆格尔－工布江达复合岛

弧（据西藏 地 质 调 查 院，２０１０），由 于 地 处 冈 底 斯

构造成矿带东段而具有优越的成矿条件。
区域上主要发育石炭系—二叠系地层，岩性

为一套浅海－滨海沉 积 碎 屑 岩 和 生 物 碎 屑 岩。侵

入岩发育，尤以中酸性居多。燕山期与喜山期侵

入岩区内均有分布：
（１）燕山期花岗岩的形成时间从早侏罗世—

早白垩世均有分布，年龄变化于１９８～８９．２Ｍａ。
形成作用 主 要 与 新 特 提 斯 洋 壳 向 北 俯 冲 到 拉 萨

地体下有关，显示了从中性→中酸性→酸性的演

化特征。岩体 主 要 呈 复 式 岩 体、岩 基 状，少 量 呈

岩株产出。岩石主要属钙碱性Ｉ型 花 岗 岩，花 岗

岩定位属 主 动 侵 位 型。成 岩 物 质 主 要 来 源 于 上

地幔和下地壳。
（２）喜山期花岗岩是冈底斯成矿带中出露面

积最大分布最广的花岗岩，代表了该阶段强烈的

中酸性岩 浆 活 动。形 成 时 间 从 晚 白 垩 世 至 中 新

世，年龄从９５～８．０７Ｍａ，同时又可以分为３个次

级岩浆活动阶段：９５～７０Ｍａ、６０～４０Ｍａ和２０～
１０Ｍａ，分别代表了碰撞前洋壳快速俯冲、弧陆碰

撞和造山后伸展３个构造演化阶段，具有从中酸

性→酸碱 性 演 化 的 特 征。同 时 岩 体 侵 入 深 度 逐

渐变浅，岩体形式早期主要呈复式岩体、岩基，晚

期主要呈小 岩 基、岩 株 和 岩 脉。岩 石 从 钙 碱 性Ｉ
型花岗岩逐渐演化为造山后Ａ型和Ｓ型花岗岩，
定位机制从主动侵位演化为被动侵位型，成岩物

质在早期主要来源于上地幔和下地壳，晚期有一

定比例上地壳物质的混入。
侵入岩在 两 时 期 的 变 化 主 要 由 于 拉 萨 地 体

相继经历的４次 构 造－岩 浆 事 件，即① 印 支 期 岛

弧造山；②白垩纪陆缘弧叠加；③ 古近纪碰撞造

山；④ 新近纪岩浆－变形。而冈底斯构造成矿带

的斑岩型铜（钼）矿床主要形成于 第 四 次 构 造－岩
浆事 件，也 就 是 造 山 后 伸 展 演 化 阶 段（２０～１０
Ｍａ）。

２　矿床地质特征

汤不拉斑 岩 型 钼（铜）矿 区 出 露 地 层 仅 见 沿

沟谷分布的 第 四 纪 冲 洪 积、冰 碛 物，以 及 少 量 以

残留体形 式 产 出 的 前 奥 陶 系 松 多 岩 群（ＡｎＯＳ），
区域上的 石 炭 系 及 二 叠 系 地 层 均 不 见 分 布。松

多岩群主要为一套变质基底岩石，岩性主要以石

英岩及二云片岩为主，岩石具有不同程度的热接

触变质，局部发育有混合岩化。
矿区断 裂 构 造 较 为 发 育，主 要 表 现 为 北 东

向、近东西向、近南北向断裂构造以及环形构造，
矿区北东向、近南北向以及环形构造严格控制着

矿床的产出，这些断裂构造提供了成矿空间。汤

不拉钼矿体产于这３组断裂的交汇部位，这３组

断裂是矿床 的 控 矿、导 矿 和 容 矿 构 造，交 叉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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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岩体及矿化的就位。
研究区岩浆岩主要表现为侵入活动，侵入体

数量众多，岩 石 类 型 多 样，这 些 岩 体 在 区 域 上 分

布范围广、面积大，多呈岩基产出，与雅鲁藏布江

北向俯冲 有 关 的 岛 弧 型 岩 浆 岩。其 中 区 域 大 面

积分布 有 深 成 侵 入 岩———斑 状 黑 云 母 二 长 花 岗

岩，其锆石ＬＡ－ＩＣＰＭＳ　Ｕ－Ｐｂ年龄为１９０．１±１．８
Ｍａ（据《冈 底 斯 东 段 斑 岩 型 铜 钼 矿 规 律 研 究》，

２００８），钼矿 体 主 要 赋 存 与 斑 状 黑 云 二 长 花 岗 岩

体中，其为 研 究 区 内 重 要 的 含 矿、容 矿 岩 石。浅

成侵入岩多为区内重要的斑岩体，岩石类型主要

有花岗斑岩、二长花岗斑岩以及石英斑岩等。这

些斑岩体在研究区是重要的含矿岩石。

Ｍｏ－１钼矿体 为 区 内 主 要 矿 体，矿 体 呈 东 西

向展布，长度１１０４ｍ，南北最大宽４４０ｍ，呈大透

镜体状、似层状。矿体产出于区内北东向Ｆ１、近

南北向Ｆ３ 及 近 东 西 向Ｆ２ 三 组 断 裂 构 造 的 交 汇

处，矿体南 界 与Ｆ２ 断 裂 相 一 致，矿 体 总 体 向 北

倾，平均倾角７２°。矿体的形态、展布特征严格受

断裂格局 控 制。钼 矿 体 主 要 赋 存 于 斑 状 黑 云 二

长花岗岩体 内，矿 石 矿 物 以 辉 钼 矿 为 主、其 次 为

黄铜矿、黄铁矿等，主要呈细脉浸染状、稀疏浸染

状等分布 于 岩 体 中。铜 矿 化 体 主 要 赋 存 于 花 岗

闪长斑岩、石 英 斑 岩 体 内，斑 状 黑 云 二 长 花 岗 岩

亦有分布。主要以地表氧化矿为主，主要矿物有

蓝铜矿、孔雀石、褐铁矿。

３　找矿前景

成矿模式 的 建 立 对 矿 床 的 找 矿 前 景 具 有 指

导意义。斑 岩 型 铜（钼）矿 床 成 矿 模 式 的 建 立 主

要是根据成矿物质来源、蚀变矿物及其共生组合

以及斑岩体系热液环流 。斑岩型铜（钼）矿 床 的

形成不论 在 时 间 还 是 在 空 间 上 与 其 构 造 背 景 都

有着密 不 可 分 的 联 系，所 以 全 面 考 虑 矿 床 的 成

因，可以建立完整的矿床成矿模式。冈底斯构造

成矿带上 的 斑 岩 型 铜 矿 是 后 碰 撞 伸 展 成 矿 阶 段

最重要的矿床类型，冈底斯斑岩铜矿带产于雅鲁

藏布江缝合带北侧、拉萨地体南缘的冈底斯构造－
岩浆带中，矿点及矿化点基本上沿东西向带状分

布。成矿金 属 与 成 矿 流 体 均 来 自 含 矿 斑 岩 体 系

本身，而具 有 埃 达 克 质 岩 特 征 的 含 矿 斑 岩，起 源

于新生的 加 厚 下 地 壳。成 矿 在 时 间 和 空 间 上 都

有一致性，成矿与成岩几乎为同时。
研究区浅层侵入岩分布较广范，主要以小岩

株、岩枝、脉状等产状侵入到岩体中，呈星散状分

布。岩石类型主要有花岗斑岩、二长花岗斑岩以

及石英斑岩等，这些斑岩体在研究区来讲都为重

要的含矿岩体，花岗斑岩及花岗闪长斑岩中获得

锆石ＬＡ－ＩＣＰＭＳ　Ｕ－Ｐｂ年龄分别为１９．８０±０．２０
Ｍａ、１９．９２±０．３０ Ｍａ，能 够 代 表 岩 浆 的 结 晶

年龄。
蚀变特征 是 矿 化 富 集 程 度 和 部 位 的 重 要 标

志。一般是蚀 变 范 围 越 大、分 带 性 越 好，矿 床 规

模越大，反 之，则 矿 床 规 模 亦 小。研 究 区 围 岩 蚀

变分带虽然不太明显，但总体看矿区蚀变仍具有

中心式面型分布特征，由里向外依次为钾硅酸盐

化带（局部 强 硅 化、强 钾 化）－黄 铁 绢 英 岩 化 带－青
磐岩化带，大 致 呈 不 完 整 环 带 状 分 布，各 个 蚀 变

带之间 界 线 不 清 楚，相 邻 的 蚀 变 带 有 时 相 互 叠

加。矿化与广 泛 发 育 的 钾 化 关 系 密 切。钾 化 带

大体上与强钼矿化带相对应，钾化带位于蚀变带

的最内部，分布于矿区中部，包含了矿区的 Ｍｏ－１
矿体；蚀变矿物以钾长石和黑云母为主。钾长石

有自形－半自 形 粒 状、细 脉 状 或 呈 细 粒 集 合 体 产

出。该蚀变 带 内 硫 化 物 矿 物 有 黄 铁 矿、黄 铜 矿、
辉钼矿等。

研究区东侧地表呈现大面积火烧皮分布，主

要为细脉浸染状黄铁矿和磁黄铁矿，并伴有褐铁

矿化和轻 微 绿 泥 石 化。局 部 发 育 石 英 脉 型 辉 钼

矿，石英脉－辉钼矿脉宽０．５～０．８ｍ，延伸１０～３０
ｍ。在似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体内偶见星点状

辉钼矿。地 化 综 合 剖 面 测 量 结 果 显 示 了 一 定 的

矿化信息，根 据 其 地 表 矿 化 特 征，认 为 该 段 具 有

一定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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