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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潭矿区地处扬子地块西缘丽江台缘褶皱带与滇中中生代盆地地体衔接部位宾川-程海断裂东

侧，目前仅有岩相学和岩石地球化学方面的研究（何明勤等，2004），对其岩石成因、成岩环境、成岩

时代及动力学背景等的认识还不清晰，严重制约了对成岩成矿作用的理解和下步找矿的方向。本文以

矿区近期钻孔所揭露的含矿斑岩为研究对象，开展了系统的岩石学、岩相学、岩石地球化学及成岩年

代学研究，取得如下成果： 
（1）钻孔揭露的含矿斑岩经岩矿鉴定显示，主要由二长花岗斑岩、钾长花岗斑岩、黑云母花岗闪

长斑岩和黑云二长斑岩等组成，各类型岩石岩相分界不明显呈过渡渐变关系，均具斑状结构，斑晶占

60~70%，由钾长石和酸性斜长石及少量石英、黑云母组成，基质占 30~40%，主要为长石和石英。 
（2）岩石地球化学特征显示含矿斑岩具富碱、高钾和准铝质-弱过铝质特征，属高钾钙碱-钾玄岩

系列岩石；岩石具 LILE（Rb、Ba、U 和 Sr）和轻稀土富集，HFSE（Nb、Ta、Zr 和 Hf）和重稀土亏

损、显著的“TNT”负异常以及所有岩石稀土、微量元素配分曲线呈相似的变化趋势特征，综合表明

其属同源岩浆演化产物，具有相同的源区特征和成岩环境。 
（3）本次获得二长花岗斑岩锆石 U-Pb 年龄为 34.7 Ma，代表了小龙潭矿区富碱斑岩的成岩年龄，

其与金沙江-红河富碱斑岩带成岩高峰期（37~33Ma）一致，均属喜马拉雅期始新世岩浆活动产物。 
（4）岩石微量元素组成与大陆地壳特征相似，暗示源区组分以壳源物质为主，幔源物质量少，显

著“TNT”负异常表明其形成环境与俯冲作用相关；稀土元素组成与有壳源物质参与岩浆作用特征类

似以及 δEu 均值介于壳幔混合型花岗岩与壳源型花岗岩间，表明岩浆源区具壳幔混合特征。 
（5）基于上述研究，认为小龙潭矿区含矿斑岩形成于后碰撞期力学性质由挤压向伸展转化的构造

背景，由石榴角闪岩相加厚下地壳低程度（10%）部分熔融作用形成，其源区的幔源组分是由底侵作

用受到了来自俯冲板片流体交代的岩石圈富集地幔源区组分的混染所致（徐恒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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