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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中甸普朗斑岩铜矿地质地球化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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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甸弧是中国西南三江构造火成岩带中义敦

岛弧的组成部分
，

位于义敦岛弧的最南端
，

其东

部和南部是甘孜一理塘板块缝合带
，

西部是乡城

一格咱深大断裂�’
一，�

。

最近几年的勘探工作显示
，

中甸弧有望成为我国又一重要的斑岩铜矿资源地
。

曾普胜等〔’
一 ’ 〕把产出于中甸弧的印支期斑岩分成

了东斑岩带和西斑岩带
。

普朗斑岩铜矿位于东斑

岩带
，

是一个由云南省地勘局三大队和比利顿公

司于 ����年联合发现的一个斑岩型矿床
，

目前
，

该矿床已具有超大型规模
。

本文主要从普朗斑岩

铜矿矿床地质和地球化学特征
，

探讨该矿床的成

矿机理
。

矿化类型主要为细脉浸染状
、

网脉状
、

浸染状
、

斑块状
、

星点状等
。

矿石结构主要为半自形
一

它形

粒状
、

交代溶蚀
、

包含
、

镶嵌等结构卜
吕�

。

具典

型的斑岩型铜矿围岩蚀变作用和矿化特征
。

� 矿床地质特征

普朗斑岩铜矿位于 �� 向的黑水塘断裂和

���向的全干力达断裂的交汇部位
。

矿区出露地

层主要为上三叠统图姆沟组的砂板岩夹安山岩
。

普朗复式岩体呈不规则状出露地表
，
�� 向展布

，

面积约��耐
，

具多次脉动侵位特征
，

早期和中期

岩体均叠加有后期石英细脉或石英
一

钾长石细脉
，

并伴有不同程度的金属硫化物矿化
。

晚期粉岩多

呈岩脉状穿插于早期和中期岩体中
，

无矿化现象
。

岩体具强烈钾化
、

硅化
、

绢英岩化
、

青盘岩化蚀

变
。

岩体外围为角岩化砂板岩
。

含矿岩性及围岩

主要为石英二长斑岩和石英闪长粉岩
，

另有少量

花岗闪长斑岩和二长闪长纷岩
，

矿体与围岩呈渐

变关系
，

无明显界线
。

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铜矿
、

黄铁矿
、

磁黄铁矿
、

辉铂矿及少量磁铁矿
、

辉铜

矿
、

斑铜矿
，

脉石矿物有斜长石
、

钾长石
、

石英
、

角闪石
、

黑云母
、

绿泥石
、

绢云母
、

绿帘石
、

方

解石等
，

次生矿物有孔雀石
、

褐铁矿
、

石膏等
。

� 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普朗 斑 岩 的 艺 ��� 含 量 为 �巧�
�

��
�

���
�

��� � ��
一 � ，

具有弱 的负铺异常 ��
�

�� �

�
�

���
。

轻重稀土分馏明显
，

重稀土含量很低
，

重

稀土元素分馏不明显 �图 ��
。

这暗示
，

在岩浆侵

位过程中斜长石的分离结晶作用不明显且没有受

到上地壳物质的显著影响
。

矿石随 �� 品位的增

高
，

稀 土 总 量 �艺 ���� 和 稀 土 分 馏 参数

������������
、

��丫���
�
及 ��』了���

， 、

��少���
、 」呈连续降低趋势

，

负铺异常一般显示

为逐渐增强趋势
，

但在发育有强烈的晚期钾长石

脉的情况下
，

出现反弹减弱特征
。

� 硫同位素示踪

矿石矿物的硫同位素组成较为均一
，

占 ’���

一 �
�

���。 一 � �
�

���。 ，

平均值为 � �
�

��骗
，

极差

为�
�

���
。
�图 ��

。

其中
，

黄铜矿的平均值 占’ ‘ �。

为 � �
�

��
，

黄铁矿的平均值 占 ’ ‘ �，，�
为 � �

�

���
。 ，

辉钥矿 占���
�。 �
平均值为 �

�

��输
，
占�� �

。 ，，， � 占�� �，，，

� 占饱
�。 ，，

该顺序与硫化物结晶过程中的
’‘ �富集

顺序一致 〔’ �，

表明在硫化物沉淀过程中硫同位素

分馏基本达到平衡
。

普朗斑岩铜矿硫主要来源于

上地慢或下地壳的深源岩浆
，

具有相对均一的硫

源
，

基本没有受到上地壳沉积物硫源的混染
。

� 流体包裹体特征

流体包裹体主要有富液相包裹体
、

含 ���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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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普朗斑岩铜矿无�弱矿化斑岩和不同类型矿石的稀土配分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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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裹体
、

含子晶包裹体及富气相包裹体
，

子晶主

要为石盐
、

钾盐
、

方解石
、

黄铜矿和赤铁矿等
。

流体包裹体中存在多种流体类型
，

按照演化顺序

可大致可分为岩浆热液
、

低盐度富 ���流体
、

中

等盐度水
、

大气降水等�种不同性质的流体
。

早

期成矿流体主要是岩浆热液
，

高盐度 ���
一
��

�����甲�
�

�

��图��
，

富含 ��
‘ 、

�
‘ 、

��，
‘

等离

子成分和 ��
、

�� 等成矿元素及 ���
、
�

、

� 等矿

化剂
，

流体属 ���一 ��� 一 ����一 �����体系
。

� 普朗斑岩的年代学

应用高精度离子探针错石 �
一

�� 测年方法
，

获

得普朗斑岩铜矿无矿化石英闪长粉岩和含矿二长

斑岩的错石年龄分别为 ���� 土�� �� 和 ����
�

�

土�
�

���。 、

����土����
。

错石形态和铀牡参数

均属典型的岩浆错石特征
，

年龄值在误差范围内

近似一致
，

表明形成复式岩体的斑岩浆从岩浆房

快速上升侵位
。

结合前人已发表的矿化斑岩的黑

云母 ��
一

�� 坪年龄及辉钥矿 ��
一

�。
等时线年龄等

数据
，

推测普朗斑岩铜矿的岩浆
一

热液系统从岩浆

侵人至矿化阶段的持续时间可能长达 �� ��左右
，

主成矿期约为 ����土 ���
� 一 ����士�

�

���
� 。

� 成矿机理探讨

义敦岛弧带在 ���
一 ��� �� 之间因甘孜一理

图� 普朗斑岩铜矿硫化物 �同位家组成直方图

塘洋壳俯冲
，

导致板片脱水和部分熔融
，

而发生

了大规模的岛弧岩浆活动〔’�。

在甘孜一理塘洋盆

俯冲过程中
，

由大洋板片部分熔融形成的斑岩型

岩浆上升至一个统一的岩浆房
，

岩浆可能由于斑

晶矿物的结晶分离作用而形成一定的富含成矿元

素和挥发份的矿浆
。

这种矿浆可能由于密度差而

聚集在岩浆房的顶部
。

随着矿浆的进一步演化
，

其挥发性组分将达到饱和或过饱和
，

进而形成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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