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1 蒙西斑岩铜矿矿区地质图

(据屈迅等,2009,部分修改)

母化带与青磐岩化带。钾化带主要为钾长石化、硅

化和少量绢云母化,发育钾长石脉和石英脉;石英

-绢云母化带主要为硅化、绢云母化和黄铁矿化,
大量石英脉沿裂隙分布;青磐岩化带主要为碳酸岩

化、绿泥石化和绿帘石化。

1.5 物化探特征

1988~1990年,前人在琼河坝地区进行1:20万

化探扫面时在该区发现一些物化探异常,确定矿化的

存在。据矿区地化剖面成果,基岩区异常元素组合为

Cu、Mn、Co、Ni、Mo、Zn,铜极大值可达5773×10-6,在
凝灰岩中形成Cu、Mo、Co、Ni、W、Au、Ag、Zn等元素

的组合异常,其中Ag、Cu、Mo套合最好,铜极大值可

达1792×10-6(梁广林等,2010)。矿区北部显示中低

磁、中阻、高重力、高极化异常,南部为弱重、高阻、中
磁和中高极化异常(梁广林等,2010)。

2 讨论与结论

(1)蒙西斑岩铜矿的形成环境、含矿斑岩体特

征、矿石结构构造和蚀变分带都与典型的斑岩铜矿

(卢焕章等,1995)非常相似,蚀变强度和范围在

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矿化的规模 ,由此可见琼河

坝地区找矿前景广阔,随着地质工作的深入开展,
该区可能找到大型斑岩铜矿。物化探资料很好的套

合也显示具良好的找矿前景。
(2)中亚成矿域是世界上重要的斑岩铜矿成矿

域之一 (董连慧等,2009),在同处于这一成矿域

的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均发现了

大型甚至超大型的斑岩铜矿。例如,欧玉陶勒盖斑

岩铜矿,卡尔马克尔斑岩铜矿,科翁腊德斑岩铜矿

等。蒙西 地 区 岩 体 侵 位 (412 Ma,王 登 红 等,

2009)与矿床的形成 (411Ma,屈迅等,2009)
是同步的,并且与蒙古国欧玉陶勒盖斑岩铜-金矿

的成矿年龄 (411Ma,Perelloetal.,2001)一

致,蒙西斑岩铜矿的含矿石英脉的形成年龄 (357
Ma,王登红等,2009)与欧玉陶勒盖斑岩铜-金矿

的辉钼矿Re-Os年龄 (373~370Ma,Seltmannet
al.,2005)相近,这可能说明蒙西斑岩铜矿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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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陶勒盖斑岩铜-金矿属于同一个成矿带,并经历

了至少两次成矿作用。
(3)结合板块构造理论,推测在琼河坝地区可

能存在如下成矿模式:早古生代末期,古亚洲洋向

准噶尔板块下俯冲,在琼河坝地区形成典型的陆缘

岛弧环境,俯冲洋壳的下插及脱水作用与上覆楔形

地幔部分熔融的产物相互作用形成具有壳幔混合特

征的钙碱性岩浆,水的加入使得楔形地幔部分熔融

的岩浆具有较高的氧逸度 (Richards,2003),铜

元素大量富集。因密度差异,岩浆沿早期形成的深

大断裂上升,在一定深度形成深部岩浆房,物理化

学条件的改变使岩浆发生结晶分异,含矿流体大量

出溶并继续沿断裂上升,在地壳表层侵入到围岩

中,并与围岩发生交代作用形成良好的矿化与蚀变

分带性,温度压力的突然降低,迅速结晶形成典型

斑岩体。
(4)琼河坝地区的找矿标志及找矿方向:①

区域性大断裂。② 地表蚀变及矿化:硅化、钾化、
青磐岩化、铜蓝、黄钾铁矾等。③ 斑岩体。④ 物

化探异常:综合分析已有物化探异常结合大比例尺

物化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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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体侵位机制及成矿作用研究进展

张天宇,樊双虎,白金鹤,彭小华,王鲲鹏,杨先彬,袁伟

(长安大学 地球科学与国土资源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花岗岩体是大陆地壳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广

泛,在造山带中可达20%~90%。大陆地壳增生

与花岗岩浆的上升侵位有重要的关系。同时,花岗

岩分布区也是重要的金属矿床集中区,如各种热液

矿床、矽卡岩矿床和斑岩矿床等。因此,对花岗岩

体的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花岗岩体的定位机制

研究是花岗岩体构造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及与之

相关构造的研究对于花岗岩区找矿勘探意义重大,
所以花岗岩的侵位机制及其与成矿作用自然成为关

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1 花岗岩体侵位机制类型

现已提出的侵位机制中应用较多的有以下

几种:

1.1 底辟作用

底辟作用是指在构造力的作用下,或者由于岩

石物质间密度倒置所引起的浮力作用,岩浆上拱并

刺穿围岩的作用。底辟作用在1945年由Grout提

出,在20世纪70年代曾被当作花岗岩构造学的基

础广泛应用。然而,80年代以来该机制在上升的

动力、空间等问题方面一起了很多争议。

1.2 气球膨胀

气球膨胀是指岩体如同不断增大 (多次岩浆上

侵)的气球上升并向四周扩展膨胀,通过压缩围岩

扩大空间而定位花岗岩体在气球膨胀的生长过程

中,岩浆是脉动上升的,后期较酸性的岩浆不断向

岩体中心上升侵位。每一次岩浆脉动都会引起对先

期固结的岩浆物质向四周的辐射状推挤,从而发生

膨胀。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曾作为该机制的典型实

例岩体的调查研究发现,岩体压缩围岩占据的的空

间不超过40%,远远达不到原来估算的70%~
90%的压缩空间,因此认为气球膨胀机制是不存在

的。另外,也发现岩体并不具有同心环带状成分分

带而是侧向分带。还在一些典型的具有同心环带状

的圆形岩体却几乎没有或仅有微弱的围岩压缩 (肖
庆辉等,2002)。看来,气球膨胀机制并不能解决

岩体定位的所有问题。

1.3 剪切拉张及岩墙扩展

岩墙扩展机制是指深部岩浆沿着断裂上升至地

表浅部,在岩浆上升的过程中岩浆运移的通道或断

裂不断扩展、加宽,上升岩浆在浅部聚集形成大规

模深成岩体。岩墙扩展机制是岩浆上升运移的主要

机制,往往发育在大陆拉伸构造环境里。由于这类

机制可以比较圆满地解释上升通道和定位空间的问

题,曾一度非常盛行。但是,此类机制无法解释圆

形、椭圆形岩体的上升侵位问题。另外,近些年

来,一些学者重新检验了以前曾认为是断裂控制的

岩体,发现他们与剪切带没有直接的几何关系,剪

切带也并没有产生足够的空间。这些问题使得此类

机制受到了怀疑 (肖庆辉等,2002)。

1.4 顶蚀作用

Daly(1903)著名的岩浆顶蚀理论指出,深成

岩体的定位是通过它们的 “顶棚”逐步被破坏而发

生的,“顶棚”岩石碎块向下陷落时就并入岩浆中,
因此,顶蚀作用是指热岩浆在围岩中破裂作用,以

 收稿日期:2012-10-20
 作者简介:张天宇 (1987-),男,在读硕士研究生,构造地质学。E-mail:15091638547@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