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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岩体成大矿”的核心——岩浆通道系统成矿 

原理、特征及找矿标志 

宋谢炎，陈列锰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贵州 贵阳 550002) 

摘 要：“小岩体成大矿”是根据我国岩浆硫化物矿床找矿勘探实践提出的独创性的理论，其核心就 

是现今被广泛研究的 “岩浆通道系统成矿”。结合典型的矿床实例，系统分析总结 了产于岩浆通道系 

统上小型含矿岩体的主要特征、小岩体形成超大型矿床的关键因素以及岩浆通道系统型矿床的找矿方 

向和标志．以期促进对该类型矿床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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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岩体成大矿”是汤中立院士针对岩浆硫化 

物矿床提出的重要概念 (汤中立，1999，1993， 

1995，2000，2006a，2006b)，并在许多矿床的找矿 

勘探过程中得到印证和应用。我国金川超大型 Ni— 

Cu一(PGE)矿 床 (汤 中立，1991；汤 中立 等， 

1995；宋谢炎等，2005；Song et a1．2009，2012)、 

新疆喀拉通克 (Song et a1．，2009)、四川杨柳坪 

(Song et a1．，2003，2004，2006a)等岩浆 Ni—Cu 

硫化物矿床，以及加拿大的 Voisey’S Bay超大型 

Ni—Cu—Co矿床 (Li et a1．，1999；Naldrett et a1．， 

2000)、俄罗斯的 Noril’sk—Talnakkh超大型 Ni— 

Cu_PGE矿床 (Naldrett et a1．，1995；Arndt et 

a1．，1997；Naldrett et a1．，1999)都产于镁铁质一 

超镁铁质小岩体中。从 “大型层状岩体有利成矿” 

到 “小岩体有利成矿”是整个 2O世纪地质勘探寻 

找岩浆 Ni-Cu硫化物矿床实践所得出的最重要结 

论，地质学家逐渐认识到大型层状岩体不利于大规 

模的硫化物堆积，而岩浆通道系统中的小型基性一 

超基性岩体却可能为硫化物熔离和大规模堆积提供 

各种必要条件 (Maier et a1．，2001)。笔者认为 

“小岩体成大矿”这个概念不仅有利于理解岩浆硫 

化物矿床的成因，对于其他岩浆矿床的研究和找矿 

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试图通过分析典型矿 

床来阐明以下问题：岩浆通道系统上小型含矿岩体 

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岩浆通道系统上的小岩体形成 

超大型矿床的关键控制因素是什么?主要的成矿规 

律和找矿标志有哪些?这些问题的解决是运用 “小 

岩体成大矿”概念进行找矿实践的关键。 

1 小岩体成大矿的典型——甘肃金川 

超大型岩浆 Ni—Cu一(PGE)矿床 

甘肃金川超大型岩浆 Ni—Cu一(PGE)矿床位于 

华北地台边部阿拉善地块西南缘的龙首山推覆体北 

缘 (甘肃省地质矿产局第六地质队，1984；汤中立 

等，1995)，是仅次于俄罗斯 Noril sk矿床和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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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bury矿床的世界第三大在采镍矿床 (Naldrett， 

2004)。金川矿床的Ni平均品位为 1．2 ，金属储 

量为545×10 t，占全国Ni总储量的 62．2 ；Cu 

平均品位为0．73 ，金属储量为 350×10 t，占全 

国总储量的 6．4 ；特别是铂储量居全国首位，铂 

族金属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的 53 9，6，是我国重要 

的铂族金属产出地 (汤中立等，1995)。 

金川岩体总长约 6 500 in，宽 2O～527 1TI，地 

表出露面积仅 1．34 km。，而矿化率高达 47 ，是 

被汤中立院士誉为 “小岩体成大矿”的典型代表。 

金川岩体侵入于古元古界自家咀子组的片麻岩、混 

合岩、大理岩 中。以一系列北东东 向平移断层 

(F8、F：。和 F 6-1)为界，由西至东分为 III、I、II、 

IV四个岩体。最大的 1号和 2号矿体分别赋存在 

II号岩体的西部和东部，第三大的24号矿体产于I 

号岩体中下部 (图 1)。岩体以二辉橄榄岩、含辉 

橄榄岩为主，含少量辉石岩、斜长二辉橄榄岩 (汤 

中立等，1995)。 

汤中立 等 (1990，1991，1992，l995，1996) 

经过长期的勘探和研究提出 “幔源岩浆深部分异一 

熔离，依次贯人”成岩成矿模式：地幔深部富S的 

铁质超基性岩浆上侵到地壳深部岩浆房，发生橄榄 

石结晶和硫化物熔离，由于重力作用在岩浆房中形 

成了自上而下岩浆、含矿岩浆、富矿岩浆和矿浆的 

分层。在构造应力脉动式作用驱动下，第一期最上 

层的贫硫化物岩浆侵入，构成了金川岩体的二辉橄 

榄岩和橄榄二辉岩；第二期含矿岩浆主要形成少硫 

化物二辉橄榄岩，构成金川岩体的主体 (占岩体的 

67．7 9／6)，底部有稀疏浸染状硫化物；第三期为富 

矿岩浆侵入，形成富硫化物橄榄岩，构成了1号、 

2号和 24号主矿体；第四期为硫化物矿浆沿 2号 

矿体下部构造裂隙的贯入形成块状矿石。这种成岩 

成矿模式得后续研究者的广泛支持，并且进一步研 

究发现金川I岩体的西段和东段岩体及其矿体的地 

质、地球化学特征差异显著，二者是两个独立的岩 

体，它们 的成 岩成矿过 程不 同 (Tang et a1．， 

2009；陈列锰，2009；Song et a1．，2012)。地壳物 

质同化混染、以及硅酸盐矿物分离结晶作用是导致 

S饱和发生硫化物熔离和成矿的最主要因素 (Song 

et a1．，2006b；Lehmann et a1．，2007；陈列锰等， 

2008)，硫化物深部熔离是导致金川I硫化物矿石 

PGE亏损的最重要的机制 (Su et a1．，2008；Song 

et a1．，2009；陈列锰，2009)。 

2 产于岩浆通道系统上小型含矿岩体 

的主要特征 

2．1 岩体具有极高的矿化率和较高的矿石品位 

与大型层状岩体硫化物原地熔离的矿床相比， 

产于岩浆通道系统中的Ni—Cu一(PGE)矿床的含矿 

岩体体积小得多，其硫化物矿体所 占的比例非常 

高，矿石品位也高得多，这是因为熔离出的硫化物 

与后续不断补充的大量的岩浆发生反应。如：甘肃 

金川超镁铁岩体出露面积仅 1．34 km。，而 3个巨 

大的 Ni—Cu硫化物矿体就 占岩体体积的约 47 

(汤中立等，1995)，并且 Ni平均品位为 1．2 ， 

Cu平均品位为0．73％；新疆喀拉通克 l号岩体面 

积仅 0．1 km ，而 Ni—Cu硫化物矿床达到大型规 

模，矿体占岩体体积的 60 (王润民等，1991)； 

Ni平均品位为 0．8％，Cu平均品位为 1．3 ；俄 

罗斯 Noril’sk地区 3个含矿岩体为厚度小于 300 

m的岩席，但却蕴含着世界最大的 Ni—Cu—PGE硫 

化物矿床，Ni平均品位为 1．77 ，Cu平均品位为 

3．57 (Naldrett et a1．， 1995； Arndt et a1．， 

1997；Naldrett et a1．，1999)。除岩浆硫化物矿床 

外，近年来发现岩浆氧化物矿床也表现出 “小岩体 

成大矿”的这种特征，如峨眉大火成岩省的钒钛磁 

铁矿含矿岩体，钒钛磁铁矿层厚度占岩体厚度的比 

例很大，质量平衡计算表明岩体本身无法提供如此 

多的成矿物质 (宋谢炎等，2005a；Zhang et a1．， 

2012)。 

2．2 含矿岩体沿深断裂呈串珠状分布 

俄 罗斯 Noril’sk矿 集 区 由 Kharaelakh、 

Talnakh和Noril’sk 3个含矿岩体为厚度小于300 

m的岩席组成，蕴含着世界最大的 Ni—Cu—PGE硫 

化物矿 床 (Naldrett et a1．，1995；Arndt et a1．， 

2005)。加拿大的 Voisey’S Bay超大型 Ni—Cu-Co 

矿床从 东 部 到 西部 由 Eastern Deeps、Ovoid、 

Discovery Hill和 Reid Brook 4个小型岩墙构成 

(Li et a1．，2000；Lightfoot et a1．，2012)，这些岩 

体由狭窄的岩浆通道相联。 

近年来，对金川岩体细致的岩相学、矿物学和 

地球化学研究发现，东部的II号岩体西段具有独 

特的对称的岩相分布，硫化物纯橄岩分布在中心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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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巨大的 “火焰状”1号矿体，向两侧过渡为二辉 

橄榄岩 (图1)。而西部的I号岩体却由上、下 2个 

岩相带构成，2个岩相带之问呈突变接触。上部岩 

相带从下至上由中细粒含辉橄榄岩 、二辉橄榄岩和 

橄榄二辉岩构成，下部岩相带则由中粗粒硫化物含 

辉橄榄岩、(硫化物)二辉橄榄岩及部分含硫化物 

透辉岩构成，巨大的 24号矿体分布其中。这种岩 

相学差异以及矿区断裂构造特征表 明，金川存在 2 

个独立的岩体 (Tang et a1．，2009；陈列锰，2009； 

Song et a1．，2012)；新疆喀拉通克矿床也是由Y1、 

Y2和 Y3三个相互连通的岩体组成 (Song et a1．， 

2009)；峨眉大火成岩省内带多个钒钛磁铁矿含矿 

岩体沿南北向断裂分布 (宋谢炎等，2005)。 

2。3 含矿岩体具有多次岩浆补充的特征 

由于含矿基性一超基性岩体很小，矿体相对大 

而富，这种矿体不可能从小岩体 自身产生出来。因 

此，岩体在就位于现存空间之前的深部或就位过程 

中，经过特殊的演化过程在深部达到硫化物饱和 ， 

发生硫化物熔离和部分分离结晶。由于重力作用， 

岩浆分异为不含矿岩浆、含矿岩浆、富矿岩浆和矿 

浆几个部分。通常，经过深部熔离、结晶分异后的 

不含矿岩浆的体积比含矿岩浆、富矿岩浆和矿浆的 

体积要大得多，在岩浆不断补充上侵过程中，不含 

矿岩浆大部分都侵位到不同的空间或喷溢出地表， 

形成岩体群或岩流。剩余的岩浆、含矿岩浆、富矿 

岩浆和矿浆可 以多次贯入同一空间成岩 、成矿 ，也 

可以分别贯入不同的空间成岩、成矿 (汤 中立等 ， 

2007)。 

这种深部熔离一多次贯人的过程在岩体的岩相 

学及矿物学成分得以很好 的表现。尽管小岩体的母 

岩浆为镁铁质岩浆，但岩体超镁铁质岩相却占据很 

大比例，甚至是主要岩相。例如：根据橄榄石 Fo 

牌号计算，金川岩体的母岩浆为含量约为 12．6 

的高 MgO玄武质岩浆，但其主要岩相为二辉橄榄 

岩 (陈列锰等，2009b)；甘肃西部的黑山岩体主 

要由斜长二辉橄榄岩和方辉橄榄岩组成，但其母岩 

浆 MgO含量仅为 11．3 (Xie et a1．，2012)。这种 

特征说明橄榄石、辉石等矿物从不断补充的玄武质 

岩浆中分离结晶并堆积是主要的成岩机制。这种机 

制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含矿岩体主要造岩矿物成分从 

下至上呈现多个旋回式的变化。例如：金川岩体橄 

榄石的Fo牌号集中分布在 82～86，变化很小 (陈 

列锰等，2009a)；黑山岩体橄榄石的 Fo牌号显示 

出3个大的旋回 (Xie et a1．，2012)；峨眉大火成 

岩省攀枝花岩体和白马岩体全岩成分和矿物成分的 

旋回式变化以及钒钛磁铁矿层的形成都与富铁钛的 

岩浆的反复补充有关 (张晓琪等，2011；Zhang et 

aI．，2O12)。 

2．4 含矿岩体的产状受围岩地质特征影响呈岩席 

状、透镜状或漏斗状 

含矿岩体的产状往往取决于围岩的地质特性。 

侵入于未褶皱和未变质沉积岩中的岩体往往呈舒展 

的、延伸较大的岩席，而侵入于褶皱地层或变质岩 

中的岩体则往往较小，并呈现复杂的形态。俄罗斯 

Noril sk地区的含矿岩体侵入未变质的泥盆系一下 

二叠统沉积地层，3个含矿岩席中，Kharaelakh岩 

体呈三角形的岩席，而 Talnakh和Noril sk岩体则 

呈宽度小于 2 km、长度达 15～2O km的 “隧道状” 

岩席 (Naldrett et a1．，l995；Arndt et a1．，2005)。 

我国峨眉火成岩省北部杨柳坪地区的几个含矿岩体 

顺层侵位于泥盆系大理岩中，形成厚度小于 300 

In、延长达 1～3 km 的岩席 (Song et a1．，2003， 

2004)。 

侵位于变质岩中的含矿岩体的典型实例包括我 

国的金川岩体和加拿大的Voisey S Bay岩体。金川 

岩体由东、西二个独立的岩体组成，其厚度均小于 

500 m，长 度 均小 于 4 km (Tang et a1．，2009； 

Song et a1．，2012)。加拿大东部的 Voisey S Bay 

岩体侵入于早元古代变质岩中，数个 Cu—Ni—Co硫 

化物矿体分布在东、西二个橄长岩岩体之间狭窄的 

岩浆通道中 (Li et a1．，2000)。而峨眉大火成岩省 

侵位于元古代变质岩中的力马河岩体呈漏斗状，岩 

相分布也不规则 (Song et a1．，2008；Tao et a1．， 

2008)。 

2．5 矿体多产 于岩体底部、岩体 变宽或坡度变缓 

的部位 

由于硫化物熔浆密度明显大于硅酸盐岩浆，在 

重力作用下硫化物乳珠向下沉降聚集在岩浆房的下 

部。当硫化物熔离明显早于硅酸盐矿物结晶时，往 

往在岩体底部形成层状致密块状硫化物或海绵陨铁 

状硫化物；而当硫化物熔离与硅酸盐矿物结晶同时 

发生时，镁铁质矿物与硫化物乳滴一起向下沉降形 

成浸染状硫化物层 。 

在舒展的岩席状岩浆通道中，硫化物可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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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而连续的层状矿体分布于岩席底部，如俄罗斯 

Noril sk地区的含矿岩体和我国四JIf杨柳坪地区的 

含矿岩体。在比较复杂的岩浆通道系统中，硫化物 

会在岩浆通道变宽或变缓的部位以及上部岩浆房入 

口处沉积形成矿体，如 Voisey’S Bay矿床 (Li et 

a1．，2000；Naldrett et a1．，2007；Lightfoot et a1．， 

2012)。如果硫化物一硅酸盐晶粥在构造挤压下发生 

再次迁移，则可能形成更为复杂的硫化物矿体分 

布，如金川 1号矿体分布在 II号岩体中心 (宋谢 

炎等，2005；Song et a1．，2009)，力马河硫化物矿 

体分布在岩体的边部 (Song et a1．，2008；Tao et 

a1．，2008)。这种分布特征表明，含矿岩浆的定位 

受流体动力学状态突然变化的控制。 

3 岩浆通道系统上的小岩体形成超大 

型矿床的关键控制因素 

3．1 S不饱和的幔源岩浆是形成 Ni-Cu-(PGE)硫 

化物矿床的前提条件 

幔源岩浆的 Ni、Cu和 PGE组成主要取决于 

以下几个因素：①地幔源区的成分特点。② Ni、 

Cu和PGE的赋存状态。③部分熔融程度。上地幔 

由 98 的硅酸盐矿物、2 尖晶石、0．07 0A硫化物 

和极少量的金属合金 (<O．05 )组成 (Barnes et 

a1．，1999)。地幔中的 Ni主要赋存于主要的造岩 

矿物橄榄石中。这意味着幔源岩浆中Ni的含量受 

橄榄石熔融量的控制，即受部分熔融程度的控制； 

而 PGE和 Cu的含量则取决于硫化物是否能够全 

部被熔融出来。高程度部分熔融形成的幔源原始岩 

浆可达到S不饱和，并为成矿奠定了物质基础。部 

分熔融程度最高的科马提岩和苦橄岩具有最高的 

Ni和 PGE含量，而部分熔融程度较低的大洋中脊 

玄 武 岩 具 有 非 常 低 的 PGE 含 量 (宋 谢 炎 等， 

2009)。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地幔是不均一的，受 

流体交代后形成的辉石岩地幔尽管其部分熔融程度 

不高，但由于没有 Ni的赋存相容硅酸盐矿物 (橄 

榄石)，也可以形成 Ni含量很高的镁铁质一超镁铁 

质岩浆 (Sobolev et a1．2007)。 

3．2 独特的岩浆演化促使岩浆中S达到饱和导致 

硫化物熔离 

镁铁一超镁铁岩浆的 S溶解度与岩浆成分、温 

度、压力、氧逸度和硫逸度有关。Li et a1．(2005) 

根据前人的实验数据，在氧逸度为 QFM缓冲剂条 

件下，1 200--~1 600℃内拟合出玄武质岩浆 S溶解 

度与 FeO、SiO2、Na2O、K2O、MgO的含量、温 

度、压力关系的经验公式： 

lnXs=1．229一O．74(10 ／丁)一O．021(P)一O．311 

1nXFeo一 6．166X 0 一 9．153XN8
。
0+Kn0—  

1．914XM o+6．594XF。o⋯ ⋯⋯ ⋯⋯⋯⋯ (1) 

岩浆 S的溶解度实际上还与TiO。的含量有关， 

Hz O对岩浆氧逸度会产生重要影响，而氧逸度不 

仅会对 Fe 和Fe件的比例产生影响，对 S的溶解 

度有重要影响。因此，Liu et a1．(2007)提出了另 
一 个经验公式： 

ln(Sin ppm)=11．3525l一(4454．6／ -0．03190(P／ 

+0．71O061n(MF̂D一1．98063[(MFM) 

(XH．o )]+O．218671n( 。 )+ 

0．361921nXFo0础 ⋯ ⋯⋯⋯ ⋯⋯⋯ (2) 

式中：MFM一 [Na+K+2(Ca+Mg+ 

Fe。 )]／[(Si+ (Al+Fe。+)]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镁铁质岩浆 S的溶解 

度与温度、FeO、MgO含量成正相关关系，而与 

压力、S 0。、Az。0。、 。0。含量成负相关关系。 

由于 S溶解度与压力成负相关关系，幔源岩 

浆的上升将导致其中 S的溶解度增大而难以到达 S 

饱和，因此，基性一超基性岩浆需要经历独特的演 

化过程才能达到S饱和。导致岩浆中 S饱和的机 

制主要有 (Naldrett，2004，2010)：①地壳混染 

作用。一方面，由于岩浆 中 FeO的含量一般随 

S O：含量的增高而降低，地壳硅铝质岩石的同化 

混染往往会使幔源岩浆 S幻：含量增高和 ( 0+ 

丁 0：)含量降低，导致 S的溶解度降低和硫化物 

的熔离；另一方面，地壳中的 S通过同化混染作 

用进入岩浆，导致 S含量的增加达到 S饱和，这 

往往是导致硫化物熔离的关键因素，许多矿床 

(如：Noril’sk，Duluth)的S同位素组成都说明 

有大量地壳 S的加入。②岩浆温度的快速降低可 

导致岩浆 S溶解度降低。③岩浆的结晶分异作用。 

④岩浆混合作用。⑤体系的氧逸度降低。对于具体 

的岩浆铜镍硫化物矿床而言，导致 S达到饱和的 

机制可能是一种或多种。然而，对于起源于交代地 

幔的原始岩浆，由于其高氧逸度导致高的 S溶解 

度和高的S含量，其硫化物熔离可能与岩浆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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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中的还原作用有关，而不一定需要地壳物质的同 

化混染 (宋谢炎等，2010)。 

3．3 深部岩浆房分离结晶过程形成负铁钛岩浆是 

形成大型钒钛磁铁矿矿床的主要机制 

峨眉大火成岩省表明岩体有多个岩相旋回，橄 

榄石、斜长石、单斜辉石成分也显示出旋 回式变 

化，表明有多次岩浆补充。橄榄石较低的Fo牌号 

表明，岩浆在进入岩体之前经历了强烈的分离结 

晶。根据这些特点利用 MELTS软件的模拟计算发 

现深部岩浆房 (5 kbar)的分离结晶会产生富 Fe、 

Ti的岩浆，而这种研究进入白马岩体之后 (～1 

kbar)，磁铁矿成为近液相线矿物，有利于在岩浆 

房底部的堆 积成矿 (Zhang et a1．，2012)。因此 ， 

峨眉大火成岩省内带的超大型钒钛磁铁矿矿床实际 

上也形成于岩浆通道系统，这样的岩浆通道系统中 

深、浅 2个岩浆房的分离结晶过程控制了超大型钒 

钛磁铁矿矿床的形成。 

3．4 含矿岩体处于开放系统上——大量岩浆参与 

成矿 

大量同源岩浆参与成矿作用，特别是这些岩浆 

是连续补充的，不混溶的硫化物熔体与后续补充的 

岩浆持续反应，有利于形成大规模、集中的矿化 

(Naldrett，1999，2004；Li et a1．，2001；宋 谢炎 

等，2010)。俄罗斯 Noril’sk地区含矿岩体的体积 

仅为约3．5 km。，而其金属Ni储量达2 300X10 t， 

意味着 约 1 000 km。的玄 武岩浆参 与 了成矿 

(Naldrett，2004)。金川岩体的体积仅约 I km。， 

其约545×10 t金属 Ni储量需要约 300 km。的玄武 

岩浆参与成矿。基于质量平衡的计算表明，成矿的 

岩浆房一定是一个开放体系，当新的岩浆注入时， 

硫化物乳珠沉降下来，其余岩浆随着新岩浆的不断 

补充而不断被挤出，形成不含矿岩体或喷出岩。 

不同体系熔离出的硫化物中金属元素的含量有 

所差异。当体系为封闭系统 (Closed system)，硫 

化物与硅酸盐岩浆不断反应达到平衡时，熔离出的 

硫化物熔体 中金属元素的浓度满足下列关系式 

(Campbell et a1．，1979)： 

Cs—CL*D* (R+1)／(R+D) ⋯ (3) 

式中：Cs——金属元素在硫化物熔体中的 

浓度； 

cL——金属元素在硅酸盐岩浆中的浓度； 

D——金属元素在硫化物／岩浆的分配系数； 

R——硅酸盐岩浆与硫化物熔体的体积比。 

硫化物中金属元素的含量与 R因子的关系如 

图 2一A所示 。 

当体系为简单开放系统 (Simple Multistage 

Upgrading System)时，即先前熔离出的硫化物熔 

体不断提取后期持续补充的岩浆中的金属元素，进 

一 步富集 Cu、Ni和 PGE等，硫化物熔体中金属 

元素的浓度满足下列关系式 (Kerr et a1．，2005)： 

C 一CL*D* {1一[D／(Ri +D)] } ⋯ (4) 

式中：Cs——金属元素在硫化物熔体中的 

浓度； 

C ——金属元素在硅酸盐岩浆中的浓度； 

D——金属元素在硫化物／岩浆的分配系数； 

R ——每次硅酸盐岩浆与硫化物熔体发生反 

应的体积比； 

N——与后期岩浆持续补充脉动次数。 

经过 N次岩浆脉动补充反应之后，总的反应 

的岩浆质量与硫化物质量之比R 为： 

R 一N *R_皿c ⋯⋯ ⋯⋯ ⋯ (5) 

硫化物中金属元素的含量与R 因子的关系如 

图 2一B所示 。 

还 有 一 种 为 复 杂 开 放 系统 (Multistage— 

dissolution Upgrading System)，新的 S不饱和岩 

浆持续脉动式补充，重新溶解部分已经熔离出的硫 

化物熔体，硫化物与后来补充的岩浆反应达到平衡 

后，硫化物中金属元素的浓度满足下列关系式 

(Kerr et a1．，2005)： 

Cs=CL*[D*RI{nc／(Rfinc-L*D)]*(1一[D／ 

(R Inc+D—L*D)N]⋯⋯⋯⋯⋯⋯⋯ (6) 

式 中：C ——金属元素在硫化物熔体 中的 

浓度 ； 

C ——金属元素在硅酸盐岩浆中的浓度； 

D——金属元素在硫化物／岩浆之间的分配 

系数 ； 

R ——后期补充的岩浆与反应前硫化物质量 

比值； 

L——硫化物溶解占总的硫化物体积百分比； 

N——与后期岩浆持续补充脉动次数。 

经过 N次岩浆脉动补充反应之后，参与反应 

的岩浆总质量与硫化物质量之比尺。 为： 

R ==：M (⋯)／M lN=R ．nc* [-1／(1-L) 一1] 

⋯ ⋯ ⋯ ⋯ ⋯ ⋯ ⋯ ⋯ ⋯ ⋯ ⋯ ⋯ ⋯ ⋯ ⋯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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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物中金属元素的含量与R。 因子 (参与反 

应的岩浆总质量与硫化物质量之比)的关系如图 

2一C所示 。 

3．5 适宜的成矿构造背景及环境 

大陆岩石圈伸展和减薄往往会引发上地幔的大 

规模部分熔融，为岩浆 Ni—Cu一(PGE)硫化物成矿 

创造有利的地质背景。地幔柱活动、软流圈上涌、 

碰撞造山后的岩石圈松弛等地质事件都可以导致大 

陆岩石圈伸展，强烈的大陆岩石圈伸展可以形成大 

陆裂谷。与地幔柱有关的大火成岩省是大规模岩浆 

活动最为典型的表现。例如，俄罗斯 Noril sk— 

Talnakh矿床和加拿大 Voisey s Bay矿床是地幔柱 

作用形成的大火成岩省成矿的典型实例 (Li et a1．， 

2001，2003；Nalddrett，2004)。汤 中立等 (1995) 

认为金川超大型 Ni—Cu一(PGE)硫化物矿床形成于 

大陆边缘裂谷，Li et a1．(2005)认为金川矿床可 

能是新元古代地幔柱活动的产物。许多学者研究证 

明我国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的一系列岩浆硫化物矿床 

都和二叠纪峨眉山地幔柱有关 (Song et a1．，2003， 

2008；Wang et a1．，2006；Tao et a1．，2008；宋谢 

图 2 不同体系发生硫化物熔离作用后硫化物中 PGE的含量变化示意图 (以 Pt为例) 

图中各参数含义和文中一致 (据 Kerr et a1．，2005) 

Fig．2 Examples of element(Pt) behavior in (A) colsed system ，(B)simple multistage upgrading and (C) 

multistage—dissolution upgrading，as shown by the sulfide metal concentrations plotted against the cumulative R 

factor(R )for various values of R (After Kerr et a1．，2005) 

A．封闭系统，硫化物中PGE的含量与R因子以及母岩浆中 PGE的初始含量的关系；B．简单开放系统，硫化物中PGE的含量 

与R⋯ 累积因子以及 R 增加因子之间的关系，该体系中PGE的含量比封闭系统增加更加迅速，并且R 越小增加越；C．复杂 

开放系统，硫化物中PGE的含量与R⋯ 累积因子以及Rtinc增加因子之间的关系。该体系中 PGE的含量比封闭系统、简单开放 

体系增加更加迅速，并且R 越小增加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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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等，2005；陶琰等，2006)。需要强调的是，并不 

是所有岩浆硫化物矿床的形成都与地幔柱有关。如 

形成与在汇聚板块边缘环境 中的铜镍硫化物矿床 ， 

它们的形成很可能与俯冲板片拆离有关，俯冲板片 

拆离，软流圈地幔发生减压熔融也可以形成大量的 

成矿岩浆 (Song et a1．，20l1；Xie et a1．，2012)。 

岩浆可以快速上侵到地壳 ，含矿岩体本身就是 

镁铁质岩浆通道 (Li et a1．，2001；宋谢 炎等， 

2004；Li et a1．，2005)。形 成岩浆 Ni—Cu PGE硫 

化物矿床一个关键条件是原始岩浆在上侵到地壳之 

前没有或者只有很少量橄榄石分离结晶，而且没有 

硫化物移出。因为 Ni在橄榄石中为中等相容元素， 

橄榄石分离结晶会导致岩浆中 Ni含量的减少。类 

似的 Ni、Cu和PGE金属元素在硫化物熔浆／硅酸 

盐熔浆中分配系数很高，即使少量硫化物移出，残 

余岩浆中的这些成矿元素的含量会急剧亏损，难以 

形成 岩 浆 Ni—Cu PGE硫 化 物 矿 床 (I ightfoot et 

a】．，l997)。薄的地壳 (裂谷)、地壳断裂通常是 

成矿最有利的构造环境 (Naldrett，1999，2009)。 

4 找矿方向和找矿标志 

毫无疑问，找矿工作要解决的问题包括 ：①区 

域找矿潜力大小的评价。②可能的矿床类型和潜在 

的矿床规模的估计。③有效找矿标志的确定 (宋谢 

炎等，2010)。 

4．1 区域找矿潜力大小的评价 

因为大型⋯--超大型矿床不仪需要岩浆的连续补 

给，还需要硫化物能够在同一岩体内沉降富集，所 

以，与镁铁质岩浆通道系统有关的锏镍硫化物矿床 

只可能形成于岩浆活动较强烈 的地质部位，沿深大 

断裂分布的岩体应该是勘察的首选。在同 区域每 

个岩体都含矿可能并不利于形成大型 超大型矿 

床 。区域地质研究不仅要正确认识与成矿有关的幔 

源岩浆活动与 区域地质事件 的对应关系 、地质背 

景、含矿岩体分布与深大断裂以及岩浆活动中心关 

系等基础地质问题，也要评价后期构造活动的作 

用，正确恢复含矿岩体及岩浆通道系统的地质 

产状。 

4．2 矿床类型和潜在的矿床规模的估计 

对于剥蚀程度不高的岩体，上部岩石全岩 

PGE的地球化学和橄榄石的矿物学特征可以作为 

判断岩体底部硫化物矿化类型的标志。这些岩石强 

烈的 PGE亏损以及橄榄石显著的 Ni的亏损意味着 

岩体底部可能存在岩浆硫化物矿化。岩体上部岩石 

出现 PGE亏损 ，但其中橄榄石 Ni的亏损不明显则 

意味着深部可能存在 PGE矿化。小的含矿岩体边 

缘出现较宽的热接触变质可能标志着有大量岩浆在 

较长的时间穿过该岩体，这时，如果周围同源岩体 

及喷出岩出现了较广泛的 PGE亏损，则暗示可能 

有大量岩浆参与了含矿岩体的成矿。 

4．3 有效找矿标志的确定 

物化探勘方法是寻找岩浆硫化物矿床的重要手 

段，最有效的是磁法勘探。但需要注意的是镁铁一 

超镁铁侵人体中的磁铁矿往往都可以导致较强的磁 

异常而成为干扰。笔者强烈建议在磁异常的解译过 

程 中要密切结合上述地质标志的研究 。由于岩浆矿 

床不会形成广泛的元素迁移 ，不会形成宽广 的原生 

晕，因此 ，除非岩浆硫化物矿体出露地表 ，很难形 

成显著地化探异常。 

这类矿床找矿的基本工作程序应该是：①区域 

性镁铁 超镁铁岩浆作用性质和成矿作用潜力进行 

评价一②通过对相关岩体和喷出岩成矿元素丰度分 

析 ，对成矿作用类型做出合理判断一③部署针对性 

的物探工作一④对科研及物探工作圈定的异常进行 

钻探验证及进一步的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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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ale MineraIizati0n in SmalI Intrusion： 

Mineralization in M agmatic Plumbing SystemPrinciples，Key Features 

and Exploration M arks 

SONG Xie—Yan。C HEN Lie—me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re Deposit Geochem istry，Institute of Geochem 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46 Guanshui Road，Guiyang 550002，China) 

Abstract：The theory of the large-scale mineralization occurring in small intrusion is based on mineral ex— 

ploration of magmatic sulfide deposit in China，and is an original principle of ore deposit．The key of this 

theory is similar to the formation of magmatic sulfide deposits in magma conduit system．In this paper，we 

attempt to summarize the general features and the key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small intrusions of the 

magmatic sulfide deposits occurring on magmatic conduit system．W e also try to estimate the prospecting 

direction and criteria of this type magmatic sulfide deposit． All of these are very significant to promote 

further researches and exploration of this type of deposit． 

Key words： large-scale mineralization in small intrusion；magma plubming system；magmatic deposit； 

magma replenish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