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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宁-孟连构造带成矿作用主要形成了铁铜铅锌金银稀有金属的热液矿床，沧源铅锌矿是昌宁-孟
连构造带的典型矿床，发育多个矿体，包括金腊、芒哈、工浪、金厂等矿段，主要赋存在前寒武允沟

组浅变质岩地层破碎带及岩体接触带附近，发育了热液脉型、接触带型铅锌银矿体，在矿区及其西部

出露大量始新世花岗质岩石。我们采集了矿区中出露的花岗斑岩、黑云角闪斜长花岗岩、黑云钾长花

岗岩，并进行主一系列化学分析。 

1 区域背景 

沧源铅锌矿床位于云南临沧市沧源县西北部，靠近中缅边境，大地构造位置属于昌宁-孟连构造带

西缘，被认为是晚古生代从冈瓦纳大陆上分离出来的微古陆块被动大陆边缘（莫宣学和潘桂棠，2006），
主要由前寒武纪变质基底、古生代海相及火山地层组成。是滇马泰地体的一部分。 

2 矿区地质特征 

金腊矿区位于沧源县南腊镇，主要包括马家地、湖广寨、工浪、芒哈等矿段。矿区内主要含矿地

层为上古界允沟组浅变质岩系，铅锌矿体主要赋存在岩体周边的地层破碎带及岩体接触带附近，发育

了热液脉型、矽卡岩型铅锌银矿体。我们采集了矿区中出露的花岗斑岩、黑云角闪斜长花岗岩、黑云

钾长花岗岩，并进行元素、同位素地球化学分析。 

3 分析结果 

从图 1、2 中，我们可以看出，所有样品具有类似的稀土配分模式及微量元素分布，只在个别地方

存在差异。所有样品的稀土含量异常高，轻稀土富集，具有微弱的 Eu 负异常，强烈亏损 Nb、Ta、Ti、
P，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 

我们还对花岗岩做了锆石 U-Pb 定年，年龄分别为花岗斑岩（42.9±4.7 Ma）、黑云角闪斜长花岗岩

（42.7±1.5 Ma）、黑云钾长花岗岩（43.1±2.2 Ma），这近似代表了成矿年龄；初始 Sr 同位素为 0.7065～
0.7089，εNd(t)为-3.45～-6.49；锆石 εHf(i)的变化范围分别是：花岗斑岩（-1.9～-8.1），亏损地幔 Hf 模

式年龄为 1405 Ma，黑云角闪石斜长花岗岩（-0.6～-6.5），亏损地幔 Hf 模式年龄为 1426 Ma，黑云母

钾长花岗岩（-2.7～-9.9），亏损地幔 Hf 模式年龄为 1336 Ma。 

4 讨 论 

根据岩石地球化学特征，我们认为成矿母岩是前寒武地层深融作用形成的 S 型花岗岩。与矿区花

岗岩同期的冈底斯弧正在发育一系列碰撞型花岗岩，而腾冲地块发育了 50～60 Ma 与俯冲相关的 I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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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S 型花岗岩，结合其大地构造位置离新特提斯俯冲位置较远，我们认为矿区的花岗岩石新特提斯碰

撞背景下，地壳加厚深部熔融的产物，主要源岩为下地壳变质岩，可能有地幔物质的加入。 
 

    
图 1 矿区花岗岩质岩石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配分模式图         图 2 矿区花岗岩质岩石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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