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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西藏甲玛斑岩-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床成矿流体特征及成

矿模式 
辛孟娇   

(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610059) 

摘要：位于中国西藏特提斯构造域冈底斯-念青唐古拉板片中南部的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属于典型的斑岩-矽卡岩

型成矿系统，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铜多金属矿床之一，其矿床成因及成矿流体一直是研究的热点。研究人员已通过

对甲玛矿床中流体包裹体的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其中包含丰富的气液包裹体，进一步的氢氧同位素分析表明，甲玛矿

床中的流体来自于岩浆热液，并伴随有大气降水输入，此外研究人员还对矿床中的 S、Pb 同位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其

与岩浆热液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前人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及技术手段，最后甲玛矿床的多元矿体结构特征得到了进

一步完善，为矿床勘探与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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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直到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众多学者都对甲

玛铜多金属矿床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工作。早期的研究者

根据该地区的地质特征进行了岩石化学和稳定同位素的

研究，他们认为这个矿床与海底的喷流沉积过程密切相

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矽卡岩

中的包裹体[1]和辉钼矿的 Re-Os 同位素[2]，并据此提出甲

玛矿床应被分类为斑岩-矽卡岩型矿床。自 2008 年起，

特别是由唐菊兴研究员领导的团队对矿区进行勘查研究

并对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他们提出了甲玛矿床与斑

岩成矿作用有关的斑岩成矿体系的观点。他们完成了矿

体类型的划分与描述、成矿元素的分带、成矿物质的来

源、成岩成矿年代学的研究、成矿流体演化以及构造等

多个方面的研究工作。通过对矿床地质和地球化学特征

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我们发现在甲玛矿区的深部

存在着斑岩体，而且该岩体曾经发生过岩浆流体的释放。

H-O 同位素的研究[3]进一步证实，甲玛成矿系统中的流体

来源于岩浆热液，并且在演化的过程中逐渐与大气降水

混合。此外，前人还结合了不同成矿阶段流体包裹体测

温数据的变化[4]，提出了甲玛成矿流体演化及成矿模式的

假设。 

2.矿床地质特征概况 

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地理位置位于特提斯-喜马拉雅

成矿域的冈底斯成矿带东侧，拉萨地块的南侧，以及雅

鲁藏布江缝合带的北侧[5]。这是近些年发现的超大型斑岩

-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床，由墨竹工卡县的甲玛乡和扎西

岗乡共同管理，其地理坐标范围是东经 91°43′06″-91

°50′00″，北纬 29°37′49″-29°43′53″（参见图

1a），甲玛矿床的发现对于该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具有

重要意义。 

甲玛矿区地层的构成相对简单，主要由碎屑-碳酸盐

岩沉积岩体系组成。这套体系包括上侏罗统多底沟组

（J3d）的灰岩和大理岩，在矿区的南部分布；下白垩统

林布宗组（K1l）的砂板岩、板岩和角岩，在矿区的中部

和北部分布；第四系（Qh）主要分布于牛马塘一带（参

见图 1b）[6]。甲玛矿区的构造非常复杂，主要由推覆滑

覆构造、夏工普向斜、红-塔背斜和牛马塘背斜以及层间

构造所组成。在矿区中岩浆岩以脉岩的形式存在，其岩

浆岩的类型十分丰富，主要包括花岗闪长斑岩、花岗斑

岩、闪长玢岩、闪长岩、石英闪长玢岩和石英辉长岩等。

这些岩浆岩的存在为矿区的地质构造提供了重要的基

础。通过对矿区的构造和岩浆岩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

地理解这个地区的地质演化过程，为矿产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提供科学依据。该矿区的主要工业矿体包括矽卡岩

型铜多金属矿体和角岩型铜钼矿体。其中，矽卡岩型矿

体赋存在下白垩统林布宗组(K1l)砂板岩、角岩与上侏罗统

多底沟组(J3d)灰岩、大理岩的层间构造带中，这些矿体呈

透镜状、层状似层状、大脉状产出。而角岩型矿体则主

要分布在林布宗组角岩中，呈厚大块状、直立筒状及不

规则状产出于矽卡岩型矿体的顶板。该矿床中主要的有

用矿物有黄铜矿、辉钼矿、斑铜矿、方铅矿、闪锌矿、

黝铜矿、辉铜矿及金银矿物，这些矿物的存在为矿区的

工业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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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甲玛矿区地理位置（a）及矿床地质图（b) （据林彬

等，2019 修改） 

3.甲玛矿床成矿流体及成矿模式 
起初甲玛层状矽卡岩的成因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认为它是喷流沉积形成的[7]，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它是由岩浆热液形成的[2]。后来经学者们通过对甲玛矿床

地质模型和矿化模型的研究，发现主体矽卡岩呈层状产

于林布宗组与多底沟组的层间，并且形成了超 200m 厚的

矽卡岩矿体，这些矿体围绕斑岩体分布，此外在空间上

斑岩和矽卡岩之间的接触带在物质组成上表现出逐渐的

转变[5]，因此证实了矽卡岩的形成受岩体控制，而非喷流

沉积成因。2012 年有学者提出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形成于

岩浆热液作用有关的斑岩矿床成矿系统[8,9]。以前的研究

发现，在甲玛矿床的角岩中存在的热液黑云母中，其 Fe3+、

Fe2+与 Fe2++Mg2+的含量体系发生较大分异及其之间的比

值也有所变化，这说明岩浆-热液流体体系向氧化态转化
[10]。对甲玛矿床的研究发现，矿床形成的不同阶段的矿

物中含有的主要流体包裹体类型不同，而这些包裹体中

的流体成分及其 S、Pb 同位素的组成结果表明，成矿流

体在早期主要来自深源流体，随着成矿过程的演化，逐

渐混入了大气降水。上述研究均指出，甲玛矿床与岩浆-

热液作用有着密切的关联，属于斑岩-矽卡岩型矿床[4,11]。

经过前人深入研究矿床地质结构后，2019 年有学者进一

步揭示了甲玛矿床地层浅部存在多个热液矿化中心，并

且这些中心同时具有复杂多样的矿化和蚀变作用，是受

控于同一岩浆房具有多中心复合成矿的大型斑岩成矿系

统[12]。 

4.结论 
冈底斯成矿带是中国重要的成矿带之一。其中甲玛

矿床是西藏冈底斯成矿带典型的斑岩成矿系统，具有多

元矿体结构，其在综合勘查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些不同类型的矿体在该成矿带中的分布和形成机制对

于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对

这些矿体的综合研究，可以揭示冈底斯成矿带中斑岩成

矿系统的成矿规律和成矿机制，为进一步的矿产资源勘

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因此对该成矿系统进行综合勘

查研究对于冈底斯成矿带的地质资源评价和开发利用具

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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