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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藏玉龙铜矿是世界级超大型斑岩铜矿, 玉龙斑岩铜(钼)矿带是我国铜资源量最为丰

富的区带之一。玉龙斑岩铜(钼)矿带位于三江印支褶皱系中部的字嘎断裂以西的燕山隆起区。

成矿带内玉龙矿床的西北部地区,从玉龙(矿床)到恒星措(矿点)、再到夏日多 (矿点 ) , 具有良好的

铜(钼)矿找矿前景,两个明显的化探高值异常区分布在玉龙铜矿床和成矿带北段恒星措地区, 两

异常相连的方向线为 NNE 向,与区域构造线的方向一致,在三叠系中也有部分显示,反映出玉龙

矿区外围和成矿带上进一步开展金矿地质找矿工作的良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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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背景

玉龙斑岩铜矿成矿带位于三江 (怒江、澜沧江、

金沙江)印支褶皱系中部的字嗄断裂以西的燕山隆

起区(图 1)。矿带属三江成矿带(亚 I级)东部的囊

谦 ) 昌都 ) 兰坪- 思茅成矿带 ( Ò级)中的纳日贡

玛 ) 玉龙 ) 徐中成矿带( Ó级) ,其西藏地段称西藏

玉龙斑岩铜(钼)矿带。

矿带在西藏境内呈 NNW 向延伸, 长达 400

km ,宽 30~ 70 km,玉龙铜矿床处在矿带的中北部。

矿带从西到东由妥坝复背斜(上古生界组成核部)、

玉龙复向斜(三叠系分布区)、青泥洞 ) 海通隆起(古

生界分布区)和第三纪贡觉红色断陷盆地 4个次级

构造单元组成。其东发育有字嘎断裂带,其西有妥

坝 ) 芒康断裂带,其间主要有觉涌断裂(亦称温泉断

裂)等。隆起带与复向斜间所发育的一系列次级褶

皱中的背斜构造, 对斑岩铜矿的成岩成矿具极其重

要的意义,常常是带内斑岩铜矿床(点)的产出部位。

玉龙铜矿床就产在玉龙复向斜东缘的次级褶皱, 即

恒星错- 甘龙拉背斜的 SSE倾伏端。

成矿带岩浆活动从海西期至喜马拉雅期均有表

现,且南段较北段强烈。喷发活动有海西晚期二叠

系的中性、中基性火山岩和印支早期(下三叠世)造

山作用形成的钙碱性系列的中酸性、酸性火山熔岩。

侵入活动始于印支期,延续到喜马拉雅期,并以中酸

性小型斑状侵入体为其显著特征。带内已发现印支

- 喜马拉雅期的中酸性斑岩体近百个, 岩性多为二

长花岗斑岩和花岗斑岩, 岩石的 K-Ar 法(少数 Rb-

Sr 法、Re-Os法,个别 U-Pb 等时线)同位素年龄值

为 230. 4~ 16. 5 Ma,但多为 30. 9~ 57. 9 M a。燕山

末至喜马拉雅期的岩浆活动极为重要, 它是本带斑

岩铜(钼)矿的主要成矿期, 玉龙铜(钼)矿床的含矿

斑岩体就是本阶段岩浆活动的产物。

2  成矿条件分析

2. 1  地层条件

目前已发现的矿床(点)主要与三叠系有关, 具

有工业价值的矿床均产于上三叠统下部甲丕拉组杂



图 1  区域构造背景图

F ig . 1  The reg ional t ectonic sketch

色砂页岩及其与波里拉组接触带中。地层的微量元

素研究表明, 成矿物质可能部分来源于地层。具有

孔隙度高的砂岩建造对 Cu, A u, Ag 矿化有着重要

影响。

三叠系中, Fe2O 3 , V, Co, T i, B, Cu, K 2O, A l2O3

均呈高背景分布, 出现 Au, Ag , Cu, Pb, Zn, Sb, As

的异常,该地层是多种元素富集及赋存的重要层位,

对找矿十分重要,并出现砂岩型(沉积- 改造型)铜

矿化。

2. 2  岩浆岩条件
矿带具有多期次岩浆活动, 玉龙斑岩矿带与玉

龙岩浆岩带在空间上是一致的。三叠纪时,火山喷

发强烈,形成一套酸性火山岩,岩浆侵入形成一些花

岗闪长岩体。早第三纪形成了大量的浅成- 超浅成

中酸性斑岩体直接控制了斑岩铜矿的形成。矿体产

于斑岩体中或其与围岩的接触带中。成矿斑岩体以

黑云母二长花岗斑岩为主体, 属钙碱性系列, 在矿带

南段的成矿斑岩体则偏碱性, 如马牧普的成矿岩浆

岩为正长斑岩。斑岩体的规模一般呈岩株、岩筒状,

面积不超过 1 km
2
。喜山期中酸性岩富 K 2O 和

SiO 2 , 贫CaO, MgO和 Fe2O 3 ;富 As, Sb, Bi, Pb, Ag,

W, Co 和 B,贫 H g 和 Mn,与 Cu, M o 成矿关系最为

密切。

2. 3  构造条件

区域构造控制区域成矿, 玉龙矿带位于昌都 )

芒康陆内拗陷与金沙江褶皱隆起带之间的过渡地

带,形成了一系列不同期次的中酸性侵入体, 其中第

三纪的岩浆活动最为强烈, 与斑岩成矿直接有关。

斑岩铜矿的成矿物质主要来自上地幔, 表明与深大

断裂有关, 长千余公里的车所- 德钦深大断裂即为

矿带的控岩控矿构造。青泥洞- 海通复式褶皱带控

制了斑岩型铜钼矿的生成,含矿斑岩体主要受控于

背斜和短轴背斜的倾没部分。线性体等密度图反映

了线性体空间密度分布的数字特征和结构特征, 结

合线性体频度分析可以提供深部构造信息和找矿线

索。图 2是以 40 @ 20的采样网格统计每个网孔内

线性体长度的基础上做出的等值线图, 分析特征可

见:在 NW 向构造带两侧的线性体密度和频度存在

明显差异, 南西部地区等值线密集, 而北东部地区相

对稀疏。对应于 NW向断裂带的展布, 与线性体密

度等值线图形结构的轮廓排列相一致, 并且在数值

上存在着明显的梯度带,反映了区内断裂的总体分

布特征。

图 2 线形体密度图

Fig . 2  A map show ing density o f lineament s

2. 4  地球化学条件

分布于澜沧江与金沙江异常带之间的玉龙斑岩

型 Cu, M o 异常带,北西起西藏与青海交界的宁多,

南东到芒康县马牧普, 全长 300 km。从北西到南

东, 异常组合为 Pb, Zn, Ag-Cu, Au, M o-Au, Ag,

Pb, Cu。本带是玉龙斑岩铜(钼)成矿带最重要的地

球化学异常带, 已知的大、中型斑岩铜(钼)矿床均产

于本带。微量元素组分复杂,含量高,起伏大。三叠

系中 w ( Cu)平均值为 36. 2 @ 10- 6、侏罗系中 w ( Cu)

平均值为 66 @ 10
- 6
, 侵入岩 w ( Cu)平均值达 50. 97

@ 10
- 6

,均为矿带同类岩石平均值的 2 倍以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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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以 Cu, M o, Pb, Zn, Au, Ag 异常为主,沿异常带走

向围绕一系列花岗斑岩体形成了较规整、浓集中心

明显的串珠状强异常,此异常元素组合分带清晰,伴

有 As, W, B等元素异常。Cu, M o 元素质量分数宏

观上由北往南逐渐减弱, 而 Pb, Zn, Ag 元素质量分

数则呈相反趋势,说明成矿、成晕温度沿走向空间演

化有一定规律。本带成矿地质条件好, 是斑岩型

Cu, M o 及多金属元素最重要的成矿带。

2. 5  地球物理条件

( 1)布格重力异常。区内布格重力异常全为负

值,在- 435~ - 5之间。重力异常总的趋势是南高

北低,东高西低, 南北变化幅值大于东西变化幅值,

异常等值线基本平行排列,连续性好。高带、低带相

间排列,并沿区域构造线作线状分布。重力异常的

分布很好地反映了区域的构造面貌(图 3)。

图 3 玉龙成矿带重力异常图

F ig . 3 Grav ity anomly map o f Yulong or e belt

( 2)均衡重力异常。区域内由负异常组成,其值

为- 10 @ 10
3
~ 30 @ 10

3
cm/ s

2
。异常具有线性特征,

说明区域为补偿区。该异常亦很好地反映了区域构

造面貌。

( 3)磁场。区域航磁 $T 等值线表明区域磁场

明显受深大断裂制约, 表现出比较典型的地槽区磁

场特征,同时反映出区域线性特征为主的地质构造

概貌。不同特征的磁场分界线往往与深大断裂对

应,可作为间接找矿标志。褶皱区内不同构造单元

之磁场差异明显,以此能较全面、正确地划分次一级

构造单元。

3  成矿规律分析

对比了地壳元素丰度、中国陆壳元素丰度、区域

背景值与成矿带北段的主要成矿元素特征。显然,

研究区主要成矿元素具有高的区域地球化学背景,

而且玉龙铜矿床和玉龙北段的主要成矿元素有着高

背景条件下的高异常特征,这无疑为在本区玉龙成

矿带上寻找同类型成矿远景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玉龙岩体与恒星措岩体可能同受 NW-NNW向

隐伏构造的控制, 并且两个地区在许多方面存在着

与背景极不相同的成矿异常, 这些特征在不同的分

析图件中均表现得十分醒目。在这样的背景数据基

础上, 无论选择什么方法进行综合分析, 已知的玉龙

矿床和恒星措都是最明显的判识目标。因此, 更为

引人注目的是: 在 NNE 方向上主要成矿元素是否

存在较好的一致性, 足以说明它们可能属于相同成

因和相同背景条件下的成矿异常。为此,通过玉龙

和恒星措的 NW-NNW 方向切出的元素分布剖面显

示了铜钼之间在总体趋势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只

是玉龙的铜高而恒星措的钼高。

夏日多 ) 马牧普成矿带南北延长达 400 km ,东

西宽 30~ 70 km,构造格架主要由燕山运动形成,构

造线方向自北向南由 NW 向逐渐转变为 SN 向, 北

部撒开,南部收敛。总体看来, 该成矿带存在以下特

征:

( 1)含矿斑岩体均侵位于三叠系及其下伏地层

中,直接围岩除矿带北部的夏日多矿点有前石炭系

以外, 其余均为下二叠统交嘎组和三叠系各组(马拉

松多组、甲丕拉组、波里拉组和阿堵拉组)。含矿岩

体主要侵位于下三叠统马拉松多组和上三叠统甲丕

拉组, 其中以甲丕拉组最为重要,所产出的矿床常具

大中型规模。与含矿岩体相伴产出的杂岩体以及蚀

变矿化作用可侵位或影响到中、下侏罗统。

( 2)带内喜马拉雅期岩浆活动根据同位素年龄

等可分为相对的早( 57~ 41 M a)、中( 41~ 35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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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35~ 25 Ma) 3幕。由北向南表现为含矿岩体的 碱性增加、年龄增大、侵位层位变老、矿化强度变小。

表 1  主要成矿元素特征统计表

Table 1  Character statistics of the main or e elements

元素 地壳丰度
中国陆壳

元素丰度

区 域背 景值

沉积物 岩石

玉 龙 铜矿 床

最大值 平均值

玉龙矿带北段

最大值 平均值

Cu 55. 0 38. 0 23. 0 38. 8 6547 1138 843. 6 376. 0

Mo 1. 5 2. 0 0. 764 2. 75 47. 4 36. 6 40. 6 12. 6

Au 4. 0 4. 1 1. 43 0. 958 20. 1 14. 4 4. 90 4. 55

Ag 0. 07 0. 05 0. 081 0. 0696 2650 824 0. 644 0. 371

Pb 12. 5 15. 0 29. 0 20. 0 337 155 588. 8 199. 0

Zn 70. 0 86. 0 79. 6 54. 1 34. 0 18. 2 377. 7 217. 0

  注: 1.地壳丰度:椐泰勒( 1964) ;中国陆壳元素丰度:据黎彤( 1988) ,背景、玉龙铜矿床和北段数据:引自 1/ 20万子多乡幅地球化学说明书

( 1991)。2.量的单位: w B / 10- 6 ;其中 w ( Au) / 10- 9。

表 2  玉龙成矿带北段主要成矿元素异常特征

T able 2 Anomly features of the main or e element s in Yulong or e belt

区域 Cu Mo W Bi Au Ag Pb Zn

玉
龙

面积/ km2 44 15 24 56 16 32 28 24

形状 不规则状 椭圆状 等轴状 不规则状 椭圆状 近等轴状 近等轴状 近等轴状

最高值 6549 47. 42 36. 81 49. 2 20. 1 2. 65 337 369

平均值 1104 22. 5 16. 1 8. 26 14. 4 0. 749 142 210

恒
星
措

面积/ km2 16 28 36 44 8 48 24 24

形状 近等轴状 近等轴状 近等轴状 不规则状 椭圆状 不规则状 近等轴状 近等轴状

最高值 843. 6 40. 6 31. 26 12. 4 4. 90 0. 644 588. 8 377. 7

平均值 376 12. 6 11. 4 3. 69 4. 55 0. 371 199 217

夏
日
多

面积/ km2 64 76 48 48 44 256 328 188

形状 椭圆状 椭圆状 椭圆状 椭圆状 近等轴状 近等轴状 近等轴状 不规则状

最高值 645. 7 46. 1 65. 6 53. 5 19. 9 6. 90 1878 982. 3

平均值 123 6. 70 12. 0 10. 2 11. 6 0. 81 250 337

  量的单位: w B / 10- 6 ;其中 w ( Au) / 10- 9。

  ( 3)带内的矿化体主要集中在高侵位蘑菇状岩

体的顶部、侧部及内外接触带的构造和围岩中。无

论矿体形态、矿床(体)类型、矿产种类, 还是具体的

富集场所等均与岩体的出露部位、产状、岩类等在空

间上具有密切的关系。玉龙成矿带主要含矿斑岩体

多数为浅度剥蚀或中浅度剥蚀, 而含矿斑岩体的剥

蚀深度与矿(化)体的剥蚀程度似乎无关。

( 4)玉龙成矿带已知矿床(体)沿 NW-NNW 方

向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等距性, 将这种特征与地

球物理资料叠合,其规律性表现得更为清晰。

因此,我们认为成矿带内玉龙矿床的西北部地

区,从玉龙(矿床) y恒星措(矿点) y夏日多(矿点) ,

具有良好的铜(钼)矿找矿前景, 图 5 是经处理后的

铜异常分布图, 两个明显的高值异常区分布在玉龙

铜矿床和成矿带北段恒星措地区, 将两异常相连的

方向线为 NNW 向,与区域隐伏构造线的方向线一

致,在区内三叠系中也有部分显示,反映出玉龙矿区

外围和成矿带上进一步开展金矿地质找矿工作的良

好前景。

图 4 铜异常分布图

F ig. 4 Cu anomly dist ribution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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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IN NORTH TIBETEN

YULONG PORPHYRY COPPER BELT
ZHANGJin-shu

1, 2
, DUO Ji

3
, HE Zheng-wei

2
, TANG Ju-xing

4

(1. Chengdu Univ er sity of T echnolog y& College of Ear th Sciences , Chengd u 610059, China;

2. T ibet Geolog ical I nvestigation Institute , L asa 850000, China; 3. T ibet Geolog ical Sur vey Bureau,

L asa 850000, China; 4. Geolog ical A cademy of Sciences in China& Mineral R esour ces Facility ,

Beij 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Yulong copper deposit is one of the super- large porphyry copper deposit s in the w or ld. It be-

long s to Yulong por phyry copper( molybdenum) belt that is one o f o re belts w ith abundant Cu miner al re-

sources in China. It is located in the west of Zig a fault in the middle of the Indo-China Sanjiang fold sys-

tem. In northw est of Yulong Cu deposit Cu ( M o ) o re explo rat ion is potent ial f rom Yulong deposit,

through Hengxingcuo ore occurr ence to Xiariduo occurrence. T w o high-value geochemical anom lies cover

Yulong area and Hengx ingcuo area. T he line connecting the tw o anomlies is coincided w ith the NNE re-

g ional st ructaral line that is part ially ref lected in T er tiary System. This suggests ore potent ial out of Yu-

long o re depo sit in the ore belt .

Key Words:  Tibet ; Yulong metallogenic belt; po rphyr y copper; metallog enic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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