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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提斯构造域岩浆作用与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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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生宙位于北方劳亚大陆和南方冈瓦纳大陆之间长期演化 的 特 提 斯 洋，在 新 生 代 最 终 闭 合 形 成 了 现

今横穿欧亚大陆、全 球 规 模 最 宏 大 的 特 提 斯 碰 撞 造 山 带。该 带 西 起 欧 洲 阿 尔 卑 斯 山，经 土 耳 其－伊 朗 高

原、巴基斯坦、喜马拉雅－青藏高原，东至中南半岛，全长超过１２０００ｋｍ，是与太平洋、古亚洲洋齐名的全球

三大构造成矿域之一。根据演化历史，特提斯通常又被划分为原特提斯、古 特 提 斯 和 新 特 提 斯 三 个 阶 段，

分别代表早古生代、晚古生代和中生代期间的大洋。自～５００Ｍａ从冈瓦纳大陆北缘裂解形成原特提斯洋

以来，特提斯至少经历了三次完整的威尔逊旋回，原特提斯洋、古特提斯洋、新特提斯洋在此期间形成并因造

山作用而消亡，这些事件直接影响了地球显生宙的环境变化与生命演替，并造就了亚欧大陆现今的地貌与气

候格局。

特提斯复杂的地质演化过程，特别是多期次的俯冲及碰撞造山事件，同时也孕育了巨量的矿产资源，主

要包括以 下 矿 床 类 型：岩 浆 型 铬 铁 矿、斑 岩－矽 卡 岩 型 Ｃｕ（－Ｍｏ－Ａｕ）矿 床、与 花 岗 岩 有 关 的Ｓｎ－Ｗ 矿 床、

ＶＨＭＳ型Ｃｕ－Ｚｎ－Ｐｂ、浅成低温热液型Ａｕ－Ｈｇ－Ｓｂ矿床、密西西比河谷（ＭＶＴ）型Ｐｂ－Ｚｎ矿床、造山型Ａｕ矿

床、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床、风化壳型铝土矿等。总体上，特提斯构造域的成矿作用具有如下特征：① 成矿

时代跨度大，从早中生代一直持续到中新世，其中尤以白垩纪和中新世两个时期的成矿作用最为强烈，产有

诸多巨型（斑岩）矿床，并且这些矿床在空间上近乎成带分布（从土耳其一直延伸至我国三江地区）。② 按成

矿作用强度划分，古近纪（陆陆碰撞过程）＞ 白垩纪（新特提斯洋消减闭合）＞ 三叠纪（古特提斯洋消减闭

合）＞ 侏罗纪（新特提斯洋扩张）。③ 成矿作用丰富多样，如正岩浆矿床、岩浆－热液型矿床、沉积型矿床均不

同程度发育，成矿元素组合变化多样，从ＰＧＥ、Ａｕ、Ａｇ等贵金属，Ｃｕ、Ｐｂ、Ｚｎ等有色金属，到 Ｗ、Ｓｎ、Ｂｉ、Ｍｏ

等稀有金属均有富集成矿。④ 成矿作用严格受控于不同阶段特提斯洋的构造演化进程，如ＶＨＭＳ型矿床

通常与洋盆的扩张作用有关，而斑岩型矿床通常与洋盆俯冲消减作用，或陆内碰撞背景下的局部伸展作用密

切相关。

近年来，围绕特提斯构造域演化与成矿，科学技术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地质调查局等部门均部

署了一大批重要科技攻关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特提斯构造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及时总

结我国学者在特提斯构造域岩浆与成矿作用方面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凝练特提斯构造域未来研究的科学目

标，受《地质学报》邀请，我们组织国内十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撰写了“特提斯构造域岩浆作用与成矿”专题。

该专题共包括１４篇论文，这些论文主要聚焦于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域东段的构造演化、岩浆作用与成

矿过程方面的一些科学问题（许伟等，２０２３；张霖原等，２０２３；王璐等，２０２３；田振东等，２０２３；邓聚庭等，

２０２３；王维 等，２０２３；吉 彦 冰 等，２０２３；李 赛 赛 等，２０２３；唐 波 浪 等，２０２３；杜 胜 江 等，２０２３；许 谱 林 等，

２０２３；张博等，２０２３），同时综合阐述了岩浆锆石、磷灰石、锌同位素等应用于矿床学等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

（李华伟和杨志明，２０２３；黄施棋等，２０２３），研究内容在空间上囊括了从西藏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许伟

等，２０２３；张霖原等，２０２３；王璐等，２０２３）到藏东—云南三江（田振东等，２０２３；邓聚庭等，２０２３；王维等，

２０２３；吉彦冰等，２０２３；李赛赛等，２０２３；唐波浪等，２０２３）再到华南及东南亚（杜胜江等，２０２３；许谱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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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张博等，２０２３）的广袤地区；时间上跨越了从原特提斯阶段至古特提斯阶段，再到新特提斯阶段的数亿

年历史；成矿类型上涉及到斑岩－矽卡岩Ｃｕ－Ｍｏ、花岗岩有关的Ｓｎ、火山沉积型Ｆｅ、密西西比河谷型Ｐｂ－Ｚｎ
和风化壳型Ｎｂ等矿床。虽然与当前国内外同行针对特提斯构造域开展的海量研究相比，本专题论文覆盖

的内容不够全面，甚至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期待这些新成果的发表能够进一步促进特提斯构造域研究

工作迈上新台阶，同时也能为特提斯构造域资源与能源的勘查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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