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研 究成 果 · 

矿物 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Bulletin of Mineralogy，Pet rology and Geochemistry 

Vo1．25 No．3，July 2006 

峨眉山大火成岩省 Cu—Ni—PGE成矿作用 

几个典型矿床岩石地球化学特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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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峨眉 山大 火成岩省岩浆型 Cu—Ni—PGE矿 化岩体广泛 分布，构成峨 眉 山地幔柱成 矿 系统 中一 个非常重 要的成 矿系列。 

本文剖析 了峨眉山大火成岩省该 类矿床的分布及部 分典型矿 床的地 质地球 化学特征和 矿化特 征，揭示 了成矿岩体 统一的地 

幔柱成因，阐述 了 Cu—Ni—P( E成矿作用 与峨眉山地 幔柱 岩浆活动体 系的关系，探讨 了由于岩浆演 化过程及硫 化物熔离 富集过 

程的差异所导致的矿化类型变异 。指 出 Cu—Ni—PGE矿床成矿岩体原始 岩浆为地幔柱 高程度熔 融 的高镁玄武 岩浆 ，成矿岩体 

与峨眉 山低钛玄武岩同源，矿 化岩体主要产于峨眉 山地 幔柱活 动模型 的 内带低 钛玄武 岩分布 区；金 宝 山、朱布 、力马 河、杨柳 

坪矿床分别代 表峨眉山地 幔柱 Cu—Ni—PGE成矿作用不 同成矿机制的端 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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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Ni—PGE Mineralization in the Emeishan Large Igneous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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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cal Study on Some Typical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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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many magmatic Cu—Ni—PGE deposit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Emeishan I arge Igneous Province 

(EI IP)．Through the case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eposits thoroughly and the geochemical and mineraliza— 

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me typical Cu—Ni—PGE depositS in the El IP。this paper has revealed the common features of 

all those ore—bearing intrus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Emeishan mantle plume，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e—bearing intrusions and the 1OW Ti Emeishan basalt。e1ucid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Ni—P( E minera1一 

ization and the magmatic system of the Emeishan mant1e plume。discussed the minera1ization variation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of the magmatic evolution processes and the sulfide segregation and enrichment processes．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arental magma of Cu—Ni—PGE ore—bearing intrusions was the high—Mg basalt formed by high degree partial 

melting of the mantle plume．with cognate source to the low Ti Emeishan basalt．The Cu—Ni—P( E deposits are gen— 

erally 1ocated in the inner zone of the mantle plume where 1OW —Ti basalts are widely distributed．It iS believed that 

the Jinbaoshan，Zhubu，I imahe and Yangliuping deposits are representatives of various end types of the Cu—Ni—PGE 

minerahzation through different ore—forming mechanisms． 

Key words：mantle plume；Emeishan 1arge igneous province；magmatic Cu—Ni—PGE deposits 

地幔柱成矿系统中，岩浆型 Cu—Ni—PGE矿床是 

最重要成矿作用 之一 ，世 界上许 多重要 的岩 浆型 

Cu—Ni—PGE矿床 的成矿岩体，如布什维尔德 、诺里 

尔斯克、大岩墙和 Duluth Complex等都被认为是地 

幔柱岩浆活动的产物 。峨眉山大火成岩省岩浆 

型 Cu—Ni PGE矿化岩体广泛分布，构成了峨眉山地 

幔柱成矿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矿系列阳]。 

岩石地球化学研究已初步建立了地幔柱岩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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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体系，揭示了地幔柱岩浆活动在时空上 的变化规 

律。研究认为 ，地幔柱 引起的大规模玄武质岩浆活 

动可分为高 Ti和低 Ti两种玄武岩 ]。低 Ti玄武 

岩形成于地幔柱作用早期，在地幔柱轴部地区岩浆 

活动高峰时的岩石圈高度拉 张减薄环境，由于大量 

地幔上涌 、高程度部分熔融作用导致原始岩浆 MgO 

含量超过 1O ～ 12 ，相当于高镁 玄武岩 。高 Ti 

玄武岩则形成于地幔柱活动相对较弱阶段 ，特别是 

地幔柱活动中心的边缘地带、岩石圈较厚 、熔融程度 

相对较低 的条件 ]。研究表 明，成 矿岩浆 的岩 石 

地球化学性质有很强的地球化学限定性，普遍认为 

硫不饱和的熔 融岩浆是形成 Cu—Ni—PGE矿床的重 

要条件_6 ]，成矿原始岩浆一般 为地幔较高程度熔 

融形成的高镁玄武 岩或苦橄质岩浆_6 {。因此 ，地 

幔柱构造岩浆活动的内在规律与 Cu—Ni—PGE矿床 

对成矿岩浆条件 的要求 限定 了地 幔柱成矿系统 的 

Cu—Ni—PGE成矿作 用。本文拟通过对峨 眉山 大火 

成岩省岩浆型 Cu—Ni—PGE矿床的分布和部分典型 

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特征与矿化特征 的研究 ，揭示成 

矿岩体统一的地幔柱成因及与低钛玄武岩的成 因联 

系 ，探讨由于岩浆演化过程及硫化 物熔离富集过程 

的差异造成的矿化类型变异机制。 

1 Cu—Ni—PGE矿床的分布 

前人_5 将峨眉山地幔柱活动模型划分 出内带 、 

过渡带及外带(图 1A)，内带以低钛玄武岩为主 ，过 

渡带与外带基本上为高钛玄武岩。 

峨眉山大火成岩省岩浆 Cu—Ni—PGE矿化 岩体 

主要产于峨眉山地幔柱活动模型内带 的低钛玄武岩 

分布区，经地壳强烈抬升剥蚀后出露，如元谋岩群 、 

会理小关河岩群，由于地幔柱与裂谷的耦合作用，成 

矿岩体呈线形出露在川I滇构造带上 ，包括最北 端的 

丹巴地 区、西南部的大理一丽江地区 ，典型矿床主要 

有金宝山铂钯矿、朱布 Cu—Ni—PGE矿床、力马河镍 

矿、杨柳坪 Cu—Ni—PGE矿床(图 1)。 

元谋岩群 ：位 于康滇地轴南段元谋岩穹内，为一 

狭长的前震旦 系古 老变质岩结 晶基底 ，南北长 75 

km，东西宽 5～25 km，四周被中生代红层覆盖。该 

区处于峨眉 山大火成岩省地幔柱活动模型内带并与 

川滇裂谷昔格达断裂带耦合。区内大量 出露基性一 

超基岩体 ，岩体规模较小 ，相对较大者有 二十余个 ， 

如朱布、黑泥坡 I、黑泥坡 Ⅲ、热水塘、猛林沟等岩 

体，大部分岩体均有 (Cu—Ni)PGE矿化。岩体 的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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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组合及岩石地球 化学性质基本相似，且岩体相带 

分异较完整 ，岩相分带从底 部、边部 的橄榄 岩到上 

部 、中心部位的辉长岩 、闪长岩 ，呈环带状 ，矿化主要 

在底部和边缘部位 ，浸染状 含矿硫化物赋存在橄榄 

岩相中，朱布岩体最为典型。朱布岩体 (图 1D)呈一 

不对称的漏斗状 ，平 面上为椭 圆形 ，南北 长 750 m， 

东西宽 400 m，垂深 580 m。岩相带分异 良好 ，有橄 

榄岩相、橄辉岩相 、辉石岩相和辉长岩相。主要矿体 

沿内接触带产出，含矿岩相为橄榄岩相。Pt+Pd品 

位为 0．5～ 1．5 g／t，Cu为 0．1 ～ 0．4 ，Ni为 

0．5 ～ 1．5 。 

会理小关河岩群 ：分布于康滇地轴 中段会理小 

关河地区，为以小关河为中心、东西宽约 20 km、南 

北长 20 km 的结晶基底 ，主要为下元古界会理群石 

英岩 、石英钠长片岩和 白云片岩等 。该 区位于峨眉 

山大火成岩省地幔柱活动模型内带 ，也是与川I滇裂 

谷安宁河断裂带耦合的地 区。岩体类型及矿化类型 

多样 ，既有相带分异较完整的岩体(如力马河岩体)， 

也有单一辉长岩相 的岩体l矿化类型有贫 Pt、Pd的 

Cu、Ni矿化岩体(如力马河、杨合武岩体 )，也有 Cu— 

Ni PGE矿化岩体(如核桃树岩体)。矿石类型除浸 

染状硫化物矿石外 ，力 马河镍矿的工业矿石为海绵 

陨铁结构的块状硫化物矿石。岩体类型及矿化类型 

变化较大 ，反映深部 岩浆分异和矿化分异作用 比较 

强烈 。力马河镍矿矿化岩体(图 1B)侵位于会理群 

力马河组砂板岩地层，岩体主要由辉长一闪长岩及含 

矿辉石橄榄岩组成，岩相带分异 良好。成矿元素组 

合为 Ni—Cu(Co)，铂族元 素含量很低 ，矿 石呈浸染 

状、海绵 陨铁状和致密块状 。致密块状矿石 Ni品位 

在 5 左右。 

大理 丽江地区：位于峨眉山大火成岩省地幔柱 

活动模型内带与川滇裂谷程海一祥云断裂带耦合 的 

地区，为峨眉山玄武岩产出厚度最大的地区，以地幔 

柱高度熔融形成的低钛玄武岩为主。该区可望有较 

好的岩浆型 Cu—Ni PGE矿床的成矿作用，但该区处 

于中新生代沉降区，缺乏强烈剥蚀作用 ，现今地表出 

露岩体很少，矿化岩体 仅见大理地 区的金宝 山、迎 

风、荒草坝岩体和丽江地区的松坡岩体。金宝山铂 

钯矿(图 1E)是峨眉 山大火成岩省中已发现的最大 

的铂族元素矿床，成矿岩体呈似层状(岩席)，侵位于 

泥盆系金宝山组 白云岩 、泥灰岩、砂板岩中，因礼社 

江(红河上游)强烈深切割而出露。岩体缺乏 良好的 

相带分异 ，主要 由蛇纹石化的辉橄岩组成 ，岩体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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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辉长岩相。矿化以铂族元素富集而相对贫 Cu、Ni 

为特征 。矿体呈似层状 、凸镜状赋存于辉橄岩中，矿 

石一般 含硫 化物低于 3 ，硫 化物主要为浸染 状， 

Pt+Pd含量 为 1～5 g／t，最高可达 17 g／t，Cu、Ni 

含量较低，Cu为 0．03％ ～0．24％，平均 0．14％； 

Ni为 0．07 ～0．2 ，平均 0．17 。 

丹巴地区：位于川滇裂谷带北端，区内大面积出 

露二叠纪玄武岩 ，厚度普遍在 1000 m 以上 ，最厚可 

达 1500 m，属于峨眉 山大火成岩省 的一部分 ，处于 

峨眉山地幔柱活动模型的外带。在杨柳坪穹窿及附 

近，有 9个大小不 等的 Cu Ni—PGE矿化基性 超基 

型岩体 ，主要有杨柳坪、正子岩窝、协作坪和打枪岩 

窝等 ，岩石特征及矿化特征基本相 同。矿化岩体不 

在峨眉山地幔柱活动模 型内带，我们认为是地幔柱 

与裂谷耦合作用的结果 ，其机理可能是地幔柱活动 

模型的变形(如沿裂谷方向的扩张或分裂)，也可能 

是内带玄武质岩浆沿 良好的断裂通道侧 向运移的结 

果 。杨柳坪 Cu-Ni—PGE矿床(图 1C)岩体呈岩席侵 

入泥盆系云英片岩、炭质板岩、石英 岩和大理岩，上 

部岩相为辉长辉绿岩 ，向下为辉石岩和橄榄岩，岩体 

强烈蛇纹石化、滑石化和次闪石化。矿体呈似层状 、 

透镜状、脉状赋存在下部蛇纹岩和滑石岩相带中，主 

要 由浸 染 状 矿 石 组 成 ，矿 石 品 位 Cu 0．16％ ～ 

0．7 ，Ni 0．4 ～ 1．2 ，PGE 1．4 ～2．3 g／t。 

2 岩矿样品及成分测定 

我们分析了金宝山、朱布、力马河岩体的辉石橄 

榄岩 、辉长岩及主要矿化 岩石 (或矿石)代表性样品 

的主微量元素及铂族元素(表 1、2)；主 、微量元素在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采用常规化学分析方法 

测定 ；微量元素采用 ICP—MS质措分析 ，分析方法见 

文献[11]，根据对标准样品 GBPG一1的分析结果，分 

析误差小于 5 。铂族元素在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和国家地质实验 中心测定 ，分析方法同文 

献[12]。平均检出限：Ir为 0．013×10 、Ru为 

0．02 X 10一、Rh为 0．00l×10 、Pt为 0．026× 

l0_。。、Pd为 0．06×10 。根据对标准样 品GPt一4的 

分析结果，分析误差均小于 15 。 

3 讨 论 

(1)成矿岩体在岩石地球化学性质上的相似性及 

与峨眉山玄武岩的关系：金宝山、朱布、力马河、杨柳 

坪矿床岩石与矿石原始地幔标准化的曲线型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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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尽管有一些细微 的差别 ，但总体来看，各岩体岩石 

微量元素标准化蛛网图曲线基本相似，表现出良好 的 

地球化学亲缘关系，微量元素组成表现为显著的分异 

特征，强不相容元素相对弱不相容元素明显富集 ，并 

有显著的 Nb、Ta相对亏损，类似一般大陆拉斑玄武 

岩的标准化曲线型式，表明成矿岩体原始岩浆应为玄 

武质岩浆；且其微量元素蛛网图曲线可与低钛峨眉山 

玄武岩(LTEFB)微量元素组成类比。 

Zhou等 胡认为，金宝 山、朱布、力马河、杨柳坪 

等岩体形成于统一的构造一岩浆背景下 ，为峨眉山地 

幔柱活动的产物 。当前，成矿岩体 与峨眉山玄武 岩 

的成因关系得到普遍 认同，但成矿岩体的岩浆成 因 

如何结合到现有峨眉山地幔柱活动模型，则尚未有 

统一的认识 。据徐义 刚等 研究 ，大部分低钛 玄 

武岩岩浆是高镁玄武岩浆经深部橄榄石结晶分异的 

残余熔体。已有研究指出，Cu Ni—PGE成矿岩体岩 

石地球化学性质与峨眉山低钛玄武岩岩石地球化学 

性质相似，岩浆成 因属性一致，成岩机制互补 ，成矿 

元素盈亏相对应 ，Cu—Ni—PGE成矿岩体是低钛 峨眉 

山玄武岩同源的深成相对应产物 _2 。 

根据 Xu等 胡对 峨眉 山玄武 岩成 因类 型 的划 

分 ，高钛玄武岩钕初始 同位素组成含有相对较 高的 

放射性 同位素 ，￡ ：4．8～1．1；低钛玄武岩 ￡ 相对 

较低，一般 为 1．4～一4．8；峨眉 山大火成岩省典型 

Cu—Ni—PGE成矿岩体岩石的 ￡ 一般为 0．8～一2．7 

(陶琰 ，待发表)，其同位素组成与低钛玄武岩相当； 

成矿岩体显著的 Nb、Ta相对亏损 ，也与低钛玄武岩 

类似，而与高钛玄武岩有所不同。但成矿岩体超镁 

铁岩样品 Ti／Y值多数大于 500(400 800)，按玄武 

岩类型划分标准 ，与低钛玄武岩不一致 。笔者认为， 

超镁铁岩体含有大量堆 晶组分，如作为早期堆 晶组 

分 的铬铁尖晶石含有很高的 Ti(2 ～9 )，且大量 

的单斜辉石也相对富 Ti(0．5 ～1 )，尽管 Ti在 

岩浆演化 过程 中总体 上向熔 体相 富集，但可 造成 

Ti／Y值在超镁铁岩中较高，用于玄武岩类型划分尺 

度之一的 Tj／Y值不能直接鉴别超镁铁岩成因类型 

的归属 。另外，低钛玄武 岩在岩浆演化时表现 为橄 

榄石及辉石的结晶分异，而高钛玄武岩则主要以辉 

长岩质的结晶分异为岩浆演化趋势㈠ 。因此 ，成矿 

岩体作为以橄榄石及辉石的结晶分异形成的镁铁一超 

镁铁岩体，成因上应与低钛玄武岩相联系。因此笔者 

认为，峨眉 山大火成 岩省的主要 Cu—Ni—PGE矿化岩 

体应与低钛峨眉山玄武岩(LTEFB)有成因联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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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峨眉 山大火成岩省典型 Cu-Ni-PGE矿化岩体岩石 、矿石的主量 、微量 元素 组成 

Table I The major and trace elements composition from some rocks and ores from some typical deposits in ELIP 

注：杨柳坪矿床数据据文献[13]；w．蛇纹f 化辉 橄榄岩；( ．辉长岩；D．含浸染状硫化物；主量元索为(重 }) ·微量冗素为×10 

表 2 峨眉 山大火成岩省典型 Cu-Ni-PGE矿化岩体岩石与矿石 的 PGE、Ni、Cu含量 

Table 2 Contents of PGE。Cu。Ni in the rocks and ores from some typical deposits in El IP 

注：PGE为×10“；Ni和 cu为×10 ；杨柳坪、金宝山、原始地幔数据分别据文献[13]、[14g、El 5]；M．块状硫化物矿石；其他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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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蛇纹石化辉石橄榄岩，2．辉长 ；阴影部分示低钛峨眉【lJ玄武岩微驻元索分布区间，数据据文献[16]；原始地幔据数据文献[1 7] 

图 2 峨 眉山大火成 岩省典 型 Cu Ni—PGE矿化岩体岩矿石与低 钛峨眉山 幺武岩微量元素组成对 比图 

Fig，2 Primitive mantle normalized trace element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he rocks and ores of the typical 

deposits in El IP in com parison with those of the high—Ti ECFB 

峨眉山地幔柱模型 I，成矿岩浆应为地 幔柱作用早 

期地幔柱轴部地区岩浆活动高峰时 ，岩石圈高度拉 

张减薄环境下大量地幔上涌、高程度部分熔融 作用 

的产物。 

图 3的 Mg()一Ni关系图很好地表现了两类峨眉 

山玄武岩与典型 Cu—Ni—POE成矿岩体成分变化趋 

势。高钛玄武岩组成表现 了地幔部分熔融作用的趋 

势 ，低钛玄武岩则与矿化岩体构成另一条与之相交 

的趋势线 ，Cu—Ni—PGE矿石在地幔部分熔融趋势线 

之上，体现硫化物熔离富集作用效果，成矿岩体的部 

分基性岩分异相及低钛峨眉山玄武岩落在地幔部分 

熔融趋势线之下，是硫化物熔 离亏损及结晶分异 的 

组合效果。两条趋势线的交点 明显指出 MgO含量 

大于 10 ，表明成矿岩体均为 MgO含量在 10 以 

上的高镁玄武岩的演化结果。由于 Ni的相容性 ，即 

使原始岩浆在有残余硫化物相的条件下熔融 ，Ni在 

熔体中的含量与熔融程度也应基本保 持正相关关 

系。低钛玄武岩熔融程度远远高于高钛玄武岩 j， 

因此 ，部分熔融作用无法解释低钛玄武岩 Ni含量普 

遍低于高钛玄武岩的现象 ，可能是普遍经历了橄榄 

石结晶分异及硫化物熔离亏损 ，与 Cu—Ni—PGE成矿 

岩体硫化物熔离富集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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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 U 2 ● 3 ◆ 4 ▲ △ 6 

1．金宝山 ；2．朱布；3．力马河 ；4．杨柳坪； 

5．低钛玄武岩；6．高钛峨眉山玄武岩。 

部分原始数据 待发表 ，峨 眉山数据据文献[161 

图 3 峨眉 山大 火成岩省玄武岩及典 型 Cu—Ni PGE 

成矿岩体岩石 、矿石 Mg()-Ni关系 与变化趋势 

Fig．3 Variation of Ni versus M g()for the Emeishan 

basahs and the rocks and ores of the typical deposits in El IP 

(2)矿化特征及矿化类型变异 ：从表 2可见，金 

宝山、朱布 、力马河 、杨柳坪矿化岩体 的铂族元素组 

成相对富集 Pt与 Pd，Pd／Ir值为 10左右 ，与地幔较 

高程度熔融 、形成的高镁玄武岩浆相当 。但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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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岩石与矿石硫化物富集程度差异很大，成矿元 

素也有很大变化，不同岩体岩石与矿石成矿元素的 

原始地幔标准化配分曲线型式如图 4所示。各矿床 

在成矿元素组成、矿体形态和矿石结构构造上的差 

别对比如表 3。金宝山铂族元素的相对富集程度最 

冀  

C三 

圣 

高 ，力马河显著亏损铂族元素 ，朱布和杨柳坪矿床贵 

贱金属 比值及 Pt／Pd值与原始地幔接近，Cu—Ni与 

PGE相对原始地幔没有显著分异，杨柳坪矿床个别 

矿石样品Cu含量的相对亏损可能与岩体强烈蚀变 

改造引起的含 Cu热液活化迁移有关 。 

1．非矿化岩石样 品；2．矿化岩石或矿石 ；原始地幔数据据文献 [1 5] 

图 4 峨眉山大火成 岩省典 型 Cu—Ni—PGE矿化岩体岩石 、矿石原始地幔标准化的 Cu、Ni、PGE分配型式 

Fig．4 Primitive mantle normalized Cu，Ni，PGE pattern of the rocks and ores of the typical deposits in El It 

表 3 峨 眉山大火成岩省典 型 Cu-Ni-PGE矿床特征对比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ypical Cu‘Ni-PGE deposits in ELIP 

研究表明，岩浆型 Cu—Ni PGE矿床矿化类型的 

变异可以是岩浆演化过程或硫化物熔离富集过程差 

异的结果 。 。根据贵贱金属 的分异 ，峨眉 山大火 

成岩省 Cu—Ni PGE矿 床可 以区 分 为富 Cu—Ni贫 

PGE型(力马河 )、贫 Cu—Ni富 PGE型 (金宝 山)和 

铜镍铂钯富集型(朱布)(表 3)。根据岩体地质地球 

化学特征、矿体产状 和矿石结构构造综合分析。金宝 

山为经深部结晶分异和硫化物熔离作用形成 的富含 

橄榄石及熔离硫化物的“晶粥”侵位，在重力堆积作 

用下，形成似层状的含铂族元素硫化物富集层；深部 

硫化物熔离作用过程中，熔离的硫化物少而分散 ，由 

于熔离硫化物对铂族 元素强烈的亲合性 ，原始岩浆 

中几乎 全部的 PGE都进入熔离硫化 物，而 Cu、Ni 

仅部分进入熔离硫化物 ，因此彤成 r金宝山相对贫 

血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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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Ni的元素矿化特征 J。 

朱布岩体为未经深部硫化物熔离分异的岩浆侵 

位 ，在岩体冷凝过程中结晶分异和硫化物熔离成矿 ， 

矿体产状受温度梯度和浓度扩散所控制 ，形成岩体 

边部漏斗状 的 Cu—Ni—PGE硫 化物结 果，朱丹 等 'l 

认为边缘矿层是 Soret分异作用的产物。成矿元素 

组成基本保持地幔部分熔融的原始岩浆特征，就地 

结晶分异形成 了完整的岩相分带。 

力马河矿床也是深部硫化物熔离作用的产物 ， 

是高度富含硫化物的岩浆侵位和矿浆贯入的结果， 

类似于金川镍 矿l2“ 。力马河矿 床岩浆硫化物强 

烈亏损 PGE。高振敏等 J2 认 为，PGE含量低 的原 

因可能是侵位岩浆经历过早 期微量熔离硫化物(富 

PGE)的丢失 ，不能以简单的一次熔离模式来解释。 

模式计算 可以说 明，0．01 的硫 化物熔离 可导致 

PGE含量降低一个数量级 ，而微量硫化物熔离对岩 

浆 中Cu—Ni含量几乎没有影响。。 ，经历微量硫化物 

熔离分异后的岩浆二次熔离成矿可以形成远高于地 

幔 Cu／Pd值的矿床或矿体 】。 

杨柳坪矿床贵、贱金属的相对含量与朱布矿床一 

样，Cu—Ni与 PGE的比例相对于地幔部分熔融形成的 

原始岩浆没有显著分异 ，但与朱布矿床的矿体产状明 

显不同。Song等。。 认为，杨柳坪岩体为岩浆通道相 

成矿，侵位岩浆在深部发生硫化物熔离后在通道中堆 

积成岩成矿。其成因模式也可能类似于金宝山矿床 ， 

为含熔离硫化物的岩浆贯入后堆积形成的岩席，但相 

对于金宝山而言，硫化物熔离强度较大，原始岩浆 中 

的大部分 Cu—Ni和 PGE被熔离硫化物所捕获，Cu Ni 

与PGE一起富集，形成富铂族元素的铜镍硫化物矿 

床。不同矿石类型成矿元素组成的巨大差异是强烈 

的热液改造作用的结果【 。 

4 结 论 

(1)峨眉山大火成岩省 Cu Ni—PGE成矿岩体岩 

石地球化学特征相似 ，表现 出 良好的地球化学亲缘 

关系 ，并与低钛玄武岩有成因联系。 

(2)Cu—Ni—PGE成矿岩浆主要为地幔柱早期．中 

心地带高程 度部分熔融 的高镁玄武岩，Cu—Ni—PGE 

矿化主要产于峨眉山地幔柱活动模型的内带低钛玄 

武岩分布区；地幔柱与裂谷 的耦合对铜镍硫化物矿 

化岩体的产出也有直接的影响。成矿后地壳的隆升 

与剥蚀是成矿岩体得以揭露的重要条件 。 

(3)岩浆演化过程 和硫化物熔离富集过程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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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造成 了多种 多样的矿化类型。金宝山、朱布 、力 

马河、杨柳坪矿床分别代表 了峨眉山地幔柱 u—Ni 

PGE矿床的不同成矿机制的端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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