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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钦杭结合带是重要的斑岩铜矿带。斑岩铜矿在北、中、南三段均有产出，主成岩成矿年龄主要集中燕山期。钦杭
结合带与成矿有关的斑岩主要为钙碱性岩浆系列的中酸性岩，岩石类型主要为花岗闪长斑岩、花岗斑岩和次英安斑岩等，具

有与新元古代岛弧火成岩类似微量元素特征。它们来源于软流圈的岩浆与中下地壳物质混合后部分熔融的结果，与受到过

早期俯冲作用影响的岩石圈地幔有关，存在壳幔混染现象。钦杭结合带燕山期的斑岩铜矿成岩成矿的动力学背景与太平洋
板块俯冲关系密切，但斑岩和铜矿体在地球化学特征上显示出的具有弧岩浆作用特点，这与华南地区中生代构造转折事件发

生以前的地质演化有关。钦杭结合带的中酸性斑岩体来自于元古代岛弧底部玄武质岩石（下地壳）在中生代时期的部分熔
融，本质上该类矿床带有岛弧俯冲环境的特征遗传。

关键词　　斑岩铜矿；古岛弧岩浆；板块构造；钦州湾杭州湾结合带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６１８４１

钦杭结合带及其连接的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是南中国
最重要的地质体。最近，中国地质调查局把钦州湾杭州湾

结合带列为重要成矿带，并部署了一系列的重点矿产勘查任

务。本文作者在承担钦杭成矿带南段庞西垌成矿远景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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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地质调查局资源评价部等．２０１０．钦杭成矿带重要矿产勘查部署方案

地质调查中，在工区检查地球化学异常时，发现了斑岩型铜

（钼）矿床，并充分注意它的潜力和价值。本研究源于中国地

质调查局钦杭成矿带矿产远景调查项目的任务，拟重点分
析钦杭结合带斑岩型铜矿床的总体分布和地质特征以及它
们的成因。

图１　钦杭结合带内斑岩铜矿分布示意图（钦杭结合带构造分区底图据周永章等，２０１２）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Ｑｉｎｚｈｏｕ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ｓｈｏｗｉｎ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ｋｅｙ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ｆｔｅｒＺｈｏｕ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１　斑岩型铜矿床的时空分布

钦（州湾）杭（州湾）结合带是位于扬子与华夏两大古陆
块中间巨型构造结合带。它从西南端广西钦州湾，经湘东和

赣中延伸到东北端浙江杭州湾地区，全长近２０００ｋｍ，宽１００
～１５０ｋｍ，总体呈反 Ｓ状弧形型展布（杨明桂和梅勇文，
１９９７）。钦杭结合带内部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均一性。
据此，中国地质调查局资源评价部等（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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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把其划分为两

段：东段和西段。东段大体相当于江山绍兴带分布区域，西
段包括南岭及其以南地区。周永章等（２０１２）把钦杭结合带
分为北、中、南三段，并认为三段划分方案在优势矿种的区域

分布上有很好的体现。其中，中段与南岭带大体一致，主要

分布在北纬２４°～２７°之间；北段指南岭以北地区，即绍兴江
山萍乡一带，与前人的划分一致；南段位于南岭以南区域，

大致云开十万大山带相当。
钦杭成矿带斑岩铜矿经常与钼、金、多金属矿共生产

出，并且在北、中、南段均有产出。斑岩铜（钼）矿空间分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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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所示。
钦杭成矿带斑岩铜矿首先在北段发现，以德兴斑岩铜

矿和永平斑岩铜矿最为典型。研究显示，北段德兴斑岩铜矿

受江山绍兴断裂及其次级断裂弋阳德兴断裂控制（朱训
等，１９８３），永平斑岩铜矿产于钱塘江信江拗陷带中（丁昕
等，２００５）。其中，德兴斑岩铜矿的区域岩浆岩主要为燕山
期“Ｉ”型花岗岩。成矿岩体主体为燕山早期第二阶段的花岗
闪长斑岩，成矿斑岩呈小岩株状产出，岩浆分异程度高。铜

矿体赋存于成矿斑岩体内、外接触带，以外带为主（中国地质

调查局资源评价部等，２０１０）。
中段斑岩型铜矿以铜山岭铜矿、宝山铜多金属矿床和水

口山铜多金属矿田为代表，产于湘东南中生代花岗闪长质岩

浆岩带中（王岳军等，２００１）。其中，铜山岭铜矿则受株洲衡
阳道县断裂带影响（谭克仁，１９８３），宝山铜多金属矿位于
南岭东西向构造带的中段北缘，耒阳临武南北向构造带的
南端（路远发等，２００６），水口山多金属矿田位于耒阳临武
南北向构造带的北端（马丽艳等，２００６）。

２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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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东省地质局７１９地质队．２００８．广东省封开县园珠顶矿区铜

钼矿勘探报告

图２　园珠顶矿区及其在区域地质图中的位置（ａ，据广东省地质局７１９地质队，２００８；ｂ，据周永章等，２０１２）
１第四系砂、泥；２下第三系碎屑岩；３白垩系碎屑岩；４石炭系灰岩、白云质灰岩和白云岩；５泥盆系页岩、碳酸盐岩和砂岩；６寒武系砂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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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６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ｓｈａｌｅａｎｄ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７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ｉ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ｒｏｃｋ；８ｎｏ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９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１０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南段斑岩型铜矿的发现是最近几年的地质调查结果。

其中，封开园珠顶大型斑岩型铜钼矿位于云开地区北部

（

书书书

图２）。经由广东省地质局７１９地质队（２００８

书书书

①）完成的勘

探评价，钻孔见矿率达９０％以上。矿体主要分布在斑岩体外
接触带的砂岩地层中，工业矿体分布在岩体外接触带约０～
４００ｍ范围内，平面上呈环形围绕着岩体分布（

书书书

图３），矿床类
型为细脉浸染型铜钼矿床。铜、钼矿体为渐变过渡。矿床类

型为细脉浸染型铜钼矿床。

廉江南和铜（钼）矿床位于云开地块西南缘庞西垌工区，

它产于钦杭成矿带南段古城沙铲断裂带内的燕山期斑岩体
与古老混合岩及地层的内外接触带中（

书书书

图４）。岩体岩性主
要为黑云母花岗斑岩，围岩主要为闪长岩，金属矿物赋存在

花岗斑岩脉中（

书书书

图５）。区域出露还有石英斑岩、煌斑岩。矿
体主要以细网脉型层状为主。

前人对钦杭成矿带斑岩铜矿的成矿时代做过较多的研
究。统计表明（

书书书

表１），成矿带斑岩铜矿的成岩成矿年龄主要
集中于１８０～１５０Ｍａ，形成于燕山晚期。

图３　园珠顶铜钼矿床地质图（广东省地质局７１９地质队，
２００８）
１寒武系水口群；２园珠顶斑岩体；３石英脉；４钼矿投影范围；５铜
钼投影重叠范围；６铜矿投影范围；７断裂产状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ＹｕａｎｚｈｕｄｉｎｇＣｕ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
１ＳｈｕｉｋｏｕＧｒｏｕｐｏｆ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２Ｙｕａｎｚｈｕｄ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ｂｏｄｙ；３ｑｕａｒｔｚ
Ｖｅｉｎ；４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ｏｒｅ；５ｏｖｅｒｌａｐｒａｎｇｅｏｆ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ａｎｄｃｏｐｐｅｒ；６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ｐｐｅｒｏｒｅ；７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ｆａｕ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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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东省地质局７０４地质队．１９８７．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塘蓬幅

图４　钦杭结合带南段南和矿区区域地质图（广东省地质局７０４地质队，１９８７①）
Ｆｉｇ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Ｎａｎｈｅｏ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图５　南和斑岩脉剖面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Ｎａｎｈ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ｖｅ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含矿斑岩岩石学特征

德兴斑岩铜矿的成矿岩体主体为燕山早期第二阶段的

花岗闪长斑岩，成矿斑岩呈小岩株状产出，岩浆分异程度高。

铜矿体赋存于成矿斑岩体内、外接触带，以外带为主（中国地

质调查局资源评价部等，２０１０）。

钦杭结合带的斑岩型铜矿床总体上与德兴铜矿类似。
与成矿有关的斑岩主要为钙碱性岩浆系列的中酸性岩，岩石

类型主要为花岗闪长斑岩、花岗斑岩和次英安斑岩等。控矿

岩体产状多为岩株、岩钟、岩枝和岩脉，就位深度一般为２～
６ｋｍ或更浅，具典型斑状结构，常碎裂不完整，基质为隐晶或
细粒结构。

本研究重点关注的钦杭结合带南段园珠顶斑岩铜矿，
其含矿岩体为园珠顶斑岩体，位于园珠顶背斜轴部，呈小岩

株产出，岩石呈灰白色肉红色，斑状结构，岩性均为二长花
岗斑岩，斑晶矿物成分有斜长石（２０％ ～３０％）、钾长石（４％
～８％）、石英（５％）、黑云母（２％ ～４％）。基质矿物成分有长
石（２０％～３０％）、石英（１５％ ～３０％）。长石以酸性斜长石为
主，钾长石次之。暗色矿物含量较低，黑云母含量在５％以
下。副矿物含量极少，主要有黄铁矿、黄铜矿、辉钼矿等金属

硫化物及磷灰石、锆石等。其中，黄铁矿普遍存在。岩石中

的矿物普遍出现次生变化，长石多蚀变为绢云母、粘土矿物

和绿帘石，钾长石多蚀变为高岭石，部分黑云母出现绿泥石

化、绿帘石化。岩石局部出现云英岩化、黄铁矿化及铜钼矿

化。

南和斑岩铜钼矿含矿斑岩主要呈岩脉状产出，主要产于

燕山三期塘蓬岩体边缘，与寒武系老地层及加里东期混合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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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等：钦杭结合带斑岩型铜矿的基本地质特征及成因分析

①　陈懋弘．２０１１．钦杭成矿带（西段）地质矿产调查年度工作研讨会报告

书书书

表１　钦杭结合带主要斑岩相关Ｃｕ矿床及其成岩成矿年龄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ＱＨＳＺ，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

序号 矿床名称 矿床类型 侵入体类型
侵入体年龄 成矿年龄

资料来源
测试方法 年龄（Ｍａ） 测试方法 年龄（Ｍａ）

１ 德兴 ＣｕＡｕＭｏ 花岗闪长斑岩 锆石ＵＰｂ １７１±３ 辉钼矿ＲｅＯｓ １７０４±１８ 王强等，２００４

２ 永平 ＣｕＷＭｏ 石英斑岩 锆石ＵＰｂ
１６０±２３；

辉钼矿ＲｅＯｓ
１５６７±２８ 丁昕等，２００５

１３５±７４ １５５７±３６ 李晓峰等，２００８

３ 铜山岭 Ｃｕ多金属 花岗闪长斑岩 锆石ＵＰｂ
１７８９±１７

王岳军等，２００１
１８１５±８８

４ 宝山 ＣｕＭｏＷ 花岗闪长斑岩 锆石ＵＰｂ １７３±１９ 黄铁矿ＲｂＳｒ １７４±７
王岳军等，２００１

姚军明等，２００６

５ 水口山 Ｃｕ多金属 花岗闪长斑岩 锆石ＵＰｂ １７２３±１６ 王岳军等，２００１

６ 园珠顶 ＣｕＭｏ 花岗斑岩 未知 １５０２±１７ 辉钼矿ＲｅＯｓ １５５６±３４ 陈懋弘，２０１１①
钟立峰等，２０１０

７ 南和 ＣｕＭｏ 花岗斑岩 待测

相邻，呈规则脉状，新鲜呈灰白色，斑状结构。成分主要为钾

长石（３０％ ～３５％）、斜长石（１０％ ～１５％）、石英（２０％
～２５％）、少量黑云母。斑晶和基质成分相同。斑晶呈自形
至半自形。蚀变主要有硅化、黄铁绢英岩化等。

３　成矿斑岩地球化学特征

本研究分析了南段园珠顶与南和含矿斑岩的微量元素

及稀土元素特征。它们的微量元素及稀土元素分析结果列

于

书书书

表２和

书书书

表３中。作为对比，钦杭结合带其他主要斑岩铜矿
含矿斑岩的微量元素及稀土元素参数一并列表于

书书书

表４中。
经球粒陨石标准化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图（

书书书

图６左）显
示，钦杭成矿带斑岩铜矿的含矿斑岩均表现为轻稀土
（ＬＲＥＥ）富集、轻稀土（ＬＲＥＥ）和重稀土（ＨＲＥＥ）分异较明显
的特征，轻稀土（ＬＲＥＥ）右倾斜较陡，重稀土（ＨＲＥＥ）部分曲
线形态较水平。德兴、永平以及南和的含矿斑岩的 ＲＥＥ含
量以及ＨＲＥＥ含量明显低于其余矿床含量。（Ｌａ／Ｙｂ）Ｎ比值
显示，德兴和永平相对较高，平均值为２３３～２３６；园珠顶、
南和相对中等，平均值为１５８～１８０；而铜山岭、宝山、水口
山则相对较低，平均值为８７７～１６０。此外，德兴和永平含
矿斑岩则显示Ｅｕ异常较弱；宝山、水口山、铜山岭、园珠顶和
南和的含矿斑岩则显示比较明显的Ｅｕ负异常。

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图（

书书书

图６右）显示，整个成
矿带各斑岩铜矿床的含矿斑岩微量元素总体趋势类似，呈右

倾特征；Ｒｂ、Ｂａ、Ｔｈ、Ｕ等大离子亲石元素（ＬＩＬＥ）富集。各地
含矿斑岩均显示Ｎｂ负异常。此外，铜山岭、宝山、水口山、园
珠顶含矿斑岩还呈现一定程度的 Ｂａ、Ｓｒ负异常，而德兴含矿
斑岩则显示较强的 Ｂａ、Ｓｒ正异常，南和斑岩则 Ｓｒ异常不明

显。结合带内含矿斑岩的 Ｚｒ／Ｈｆ比值比较接近，但铜山岭、
宝山、水口山等相对较低，平均值为２９１～３２５。水口山、园
珠顶、南和含矿斑岩Ｎｂ／Ｔａ比值平均值较大，为１４０～１５３，
德兴、永平、铜山岭、宝山则相对较低，为９６９～１２７。差异
较大的为Ｓｒ／Ｙ比值，显示为德兴和南和较大，平均值分别为
８３８和４２２，其余则相对较小，平均值介于４２０～１３２。南
和含矿斑岩具有高Ｓｒ（＞４００×１０－６）、低Ｙ（＜１８×１０－６）、低
Ｙｂ（＜１９×１０－６）特征。

４　讨论
４１　成矿特征

　　钦杭结合带是由华夏板块与扬子板块拼贴的产物，在
长期的地质历史过程中，华南地区处于“两陆夹一盆”的构造

格局（水涛，１９８７；杨明桂和梅勇文，１９９７）。从已知的斑岩
铜矿在钦杭结合带的空间分布来看，它们具有岩浆弧环境
特征，与钦杭构造结合带有直接关系。

从成岩成矿时代来看，钦杭结合带斑岩铜矿分布存在
“南中北”三段性的分带规律，具体为：中段有铜山岭、水口
山、宝山铜钨钼及多金属矿（１９０～１７０Ｍａ），北段则有德兴和
永平铜钼矿（１７０～１５０Ｍａ），南段主要有园珠顶和南和铜钼
矿（１５０Ｍａ左右）。而且各段内部也存在一定成矿时代差异，
例如南段园珠顶成岩成矿时代早于南和地区（燕山晚期）。

而前人研究显示，两个古板块的碰撞时代为９００Ｍａ左右（水
涛，１９９５；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周新民，２００３），两个板块前缘
长期相互作用，多次开裂并于晋宁期、加里东期及印支期发

生碰撞拼贴造山作用，中生代构造转折事件使华南地区进入

太平洋构造域，构造动力学背景从印支期以挤压为主迅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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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２　园珠顶花岗斑岩微量元素分析结果（×１０－６）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Ｙｕａｎｚｈｕｄ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ｅｓ（×１０－６）

样品号 ＹＺＤ００１ ＹＺＤ００２ ＹＺＤ００３ ＹＺＤ００４ ＹＺＤ００５ ＹＺＤ００６ ＹＺＤ００７ ＹＺＤ００８ ＹＺＤ００９

Ｓｃ ５８ ５７ ７８ １１６ １０７ １６１ ８０ ７９ ５６

Ｖ ４４５ ３８８ ６２７ ６２９ ６５６ ９３１ ７８４ ６１２ ３３３

Ｃｒ ８１７ １０４２ １１５３ ５１１ １６０８ ８９２ ２２９ １２４４ １０４７

Ｃｏ ９０ ５３ ７８ ２７６ １５２ ３３０ １９５ ２４９ ４４

Ｇａ １６０ １６２ １４４ １６３ １５５ ２０７ ４６ １７９ １３２

Ｒｂ １６１６ ２１４５ １９９３ ２０３１ １８８４ ２４４７ ２９６ １４５０ １５３９

Ｓｒ ２５３１ ２６７６ ３３６ ２９９ ５４６ ７０１ １０１９ １０５０ ４９３２

Ｙ １０１ ９１ ２３２ ２４３ ２６４ ２９８ １５６ ３２１ １００

Ｚｒ １７３５ １５２４ ２３００ ２６９４ ２０８３ １３０７ ７３５ １１０４ １２５６

Ｎｂ ８６ ８８ １０４ １２４ １３１ １５２ ４４ ８１ ７４

Ｃｓ ７１ ５６ ３６ ５７ １３２ １５６ ２５ ３４０ ８７

Ｂａ ５９９３ ７６０４ ４９７５ ６２０７ ５３７５ ７１９１ １５７ ２０１５ ４２０６

Ｈｆ ４０ ３７ ５９ ６９ ５４ ３４ １８ ２８ ２９

Ｔａ ０５ ０５ ０６ １１ １０ １６ ０６ ０７ ０５

Ｐｂ １８０ １３７ ３０ ５０ ６０ ９０ ５７９ ２６ ２１２

Ｔｈ １５３ １３３ １３８ １８３ １５１ １６９ ４９ ９４ １２２

Ｕ ３２ １８ ２１ ２３ ４０ ４３ １８０ ４６ ２７

Ｓｒ／Ｙ ２５０ ２９６ １４５ １２３ ２０７ ２３５ ６５３ ３２７ ４９４

Ｚｒ／Ｈｆ ４２９ ４１１ ３８９ ３９２ ３８６ ３８３ ４０４ ３８８ ４２８

Ｎｂ／Ｔａ １６９ １７８ １７５ １１２ １３５ ９６０ ６７８ １２０ １４１

Ｌａ ３９０ ４１０ ５１７ ５０３ ４４７ ４２３ １３３ ２６６ ３３５

Ｃｅ ７５１ ８５７ １４３３ １４０５ ９４８ ９１４ ２５８ ５７４ ５８３

Ｐｒ ６３ ６７ １０３ １０２ ９２ ９１ ２９ ６９ ６０

Ｎｄ ２２３ ２４０ ４００ ４０１ ３４１ ３４１ １１２ ２７２ ２０６

Ｓｍ ３３ ３６ ７０ ７２ ６３ ６５ ２３ ５５ ３２

Ｅｕ ０９ ０８ １２ １４ １１ １１ ０５ １２ ０８

Ｇｄ ３２ ３４ ６２ ６６ ５７ ６０ ２４ ５３ ２８

Ｔｂ ０３ ０３ ０７ ０８ ０８ ０９ ０４ ０８ ０３

Ｄｙ １９ １９ ４１ ４７ ４４ ４９ ２４ ４７ １７

Ｈｏ ０３ ０３ ０７ ０８ ０９ １０ ０５ ０９ ０３

Ｅｒ １１ ０９ ２４ ２７ ２５ ２８ １４ ２７ ０９

Ｔｍ ０１ ０１ ０３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２ ０４ ０１

Ｙｂ １０ ０９ ２１ ２６ ２４ ２６ １２ ２４ ０８

Ｌｕ ０２ ０１ ０３ ０４ ０３ ０４ ０２ ０３ ０１

ΣＲＥＥ １５４９ １６９８ ２７０４ ２６８８ ２０７５ ２０３５ ６４５ １４２２ １２９５

ＬＲＥＥ １４６８ １６１９ ２５３６ ２４９７ １９０２ １８４６ ５５９ １２４６ １２２４

ＨＲＥＥ ８１ ７９ １６８ １９１ １７３ １８９ ８６ １７５ ７１

ＬＲＥＥ／ＨＲＥＥ １８２２ ２０５０ １５０９ １３０７ １０９８ ９７７ ６５０ ７１１ １７３３

（Ｌａ／Ｙｂ）Ｎ ２７６ ３４６ １７６ １３７ １３６ １１６ ７８８ ８０３ ２９９

δＥｕ ０８５ ０７１ ０５４ ０６０ ０５３ ０５５ ０６１ ０６５ ０８４

δＣｅ １０７ １１５ １４３ １４４ １０９ １０９ ０９７ １０２ ０９３

注：样品由广东省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探查重点实验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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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等：钦杭结合带斑岩型铜矿的基本地质特征及成因分析

书书书表３　南和花岗斑岩微量元素分析结果（×１０－６）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１０－６）ｏｆＮａｎｈ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ｅｓ

样品号 ９０１９１ ９０１９２ ９０１９３ ９０１９４ ９０１９７ ９０１９８ ９０１９９ ９０１９１０ ９０１９１１ ９０１９１２

Ｓｃ ４２ ３８ ３８ ４３ ４２ ４２ ４４ ４１ ６６ １３５

Ｖ １４０ １３８ １４４ １５１ １６２ １４８ １４５ １４１ １６９ ９５５

Ｃｒ ２５ ５７３ ２４ ４８１ ６３５ ４７８ ５５０ ２１ ２１ １５０４

Ｃｏ ２８１ ０５ ３３０ ０９ １６ ２４ １１ ３３７ ３４９ １７５

Ｇａ １７５ １４２ １７２ １７４ １７２ １７２ １７１ １８４ １９４ ２４７

Ｒｂ ２３７８ ５７５８ ２８０４ ２８８４ ２９３７ ３４６７ ２２８０ ２５２７ ２６４９ ４７１２

Ｓｒ ５７３１ ３９２７ ６３０５ ６３９０ ４７７９ ５２４４ ５８４２ ５２３３ ５５４１ ４４０１

Ｙ １３５ １２１ １１９ １４４ １０７ １３４ １１７ １１２ １２３ １８８

Ｚｒ １５３４ １１９１ １３８６ １３１０ １２８５ １１９３ １３０５ １４０６ １３８５ １８４４

Ｎｂ ８７ ７９ ７７ ７５ ７６ ８９ ７８ ７９ ８２ １１１

Ｃｓ ２６ ６０ ３８ ３７ ３３ ４１ ２７ ３２ ３４ １０３

Ｂａ ７４６７ １６６６ １０６０ １０８５ ８８３５ １３２１ ８４６３ ９０４３ ９３９３ ５０２０

Ｈｆ ４５ ３４ ３９ ３７ ３５ ３３ ３６ ３８ ３７ ４５

Ｔａ １１ ０５ １１ ０４ ０４ ０５ ０４ １１ １２ ０４

Ｐｂ ２１５ ２９９ ２２５ ２２５ ２２０ ２３７ ２０７ ２２１ ２３４ ８６

Ｔｈ １４４ １３９ １１０ ９８ １１６ １２８ １０８ １１２ １１０ ７２

Ｕ １４ １１ １５ １２ １７ ２３ １１ １５ ０９ １３

Ｓｒ／Ｙ ４２６ ３２５ ５３１ ４４４ ４４８ ３９３ ４９９ ４６６ ４５１ ２３４

Ｚｒ／Ｈｆ ３４３ ３４７ ３５６ ３５４ ３６９ ３６３ ３６３ ３６７ ３７１ ４０６

Ｎｂ／Ｔａ ７６４ １６１ ６７８ １７５ １７４ １７５ １８２ ７１０ ７０１ ２５５

Ｌａ ３２０ ２９５ ３０２ ２７９ ２５７ ２９７ ３０１ ３１１ ２９８ ３２０

Ｃｅ ６１９ ５７２ ５７８ ５３０ ４９４ ５６７ ５７３ ５８７ ５７０ ６７４

Ｐｒ ６１ ５６ ５６ ５１ ４８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６ ７１

Ｎｄ ２３２ ２１１ ２１３ １９５ １８２ ２１１ ２１５ ２１６ ２１２ ３０１

Ｓｍ ４１ ３７ ３７ ３４ ３２ ３８ ３８ ３８ ３７ ５６

Ｅｕ ０９ ０８ ０９ ０９ ０７ １０ ０９ ０９ ０９ １５

Ｇｄ ３８ ３４ ３４ ３３ ３０ ３５ ３４ ３４ ３４ ５２

Ｔｂ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３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６

Ｄｙ ２６ ２４ ２３ ２６ ２０ ２５ ２２ ２２ ２３ ３７

Ｈｏ ０５ ０４ ０４ ０５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６

Ｅｒ １５ １３ １３ １６ １２ １４ １２ １２ １３ ２０

Ｔｍ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３

Ｙｂ １５ １３ １３ １６ １２ １４ １２ １２ １３ １８

Ｌｕ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３

ΣＲＥＥ １３８９ １２７６ １２９１ １２０３ １１０４ １２７９ １２８３ １３０９ １２７７ １５８３

ＬＲＥＥ １２８１ １１７９ １１９６ １０９８ １０２０ １１７８ １１９１ １２１８ １１８２ １４３７

ＨＲＥＥ １０８ ９７ ９６ １０４ ８４ １０１ ９１ ９２ ９６ １４６

ＬＲＥＥ／ＨＲＥＥ １１９１ １２２０ １２５０ １０５４ １２１３ １１７２ １３０６ １３３０ １２３５ ９８７

（Ｌａ／Ｙｂ）Ｎ １５２ １６３ １６６ １２８ １５５ １５６ １８６ １８４ １６４ １２５

δＥｕ ０６６ ０６６ ０７８ ０８２ ０７２ ０８１ ０７２ ０７３ ０７７ ０８５

δＣｅ １０２ １０２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５

注：样品由广东省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探查重点实验室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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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２，２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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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钦杭结合带主要含矿斑岩部分地球化学数据统计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ｏｒ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ｃ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ＱＨＳＺ

元素 数据范围
德兴

ｎ＝３０
永平

ｎ＝１１
铜山岭

ｎ＝９
宝山

ｎ＝６
水口山

ｎ＝５

ΣＲＥＥ
分布范围 ５６７５～１８７８ ５０４１～１５４９ １０２６～１６１０ １３０５～１７３４ １１９６～１８６６

平均值 １１０５ １０９７ １３４５ １５１５ １５５９

ＬＲＥＥ
分布范围 ５３００～１８０７ ４９５３～１４６０ ９０４６～１４７２ １１６７～１５５５ １０７８～１７２０

平均值 １０３７ １０４２ １２０４ １３５５ １４３８

ＨＲＥＥ
分布范围 ３７５～１０１５ ０８８～１０２４ １０７９～１７２４ １３８２～１７８８ ９８～１４６４

平均值 ６７６ ５４９ １４１５ １６０９ １２１６

ＬＲＥＥ／ＨＲＥＥ
分布范围 ７５５～２５２７ １２０５～１８９６ ６７２５～１１３７ ８１３～８７０ ９１２０～１４３４

平均值 １５４８ ３３７８ ８５８ ８４１ １１８８

（Ｌａ／Ｙｂ）Ｎ
分布范围 ８９２～４７０ １６５～３８９ ７０７～１４２ ７７９～９７３ ９５１～２０９

平均值 ２３６ ２３３ ９６８ ８７７ １６０

δＥｕ
分布范围 ０７２～１３２ ０８４～１０７ ０６１～０８６ ０７１～０８０ ０７８～０８９

平均值 ０９９ ０８９ ０７６ ０７５ ０８２

δＣｅ
分布范围 ０８５～１０４ ０９４～０９８ ０９１～０９９ ０９４～１０７ ０９２～１２２

平均值 ０８９ ０９６ ０９５ ０９９ １０１

Ｓｒ／Ｙ
分布范围 １１５～４００ １１２～３６３ ９２３～２２０ ２２２～６６２ ５５２～１６２

平均值 ８３８ １３２ １４０ ４２０ １０５

Ｚｒ／Ｈｆ
分布范围 ２６０～４４１ ３３５～４９７ ２５５～３２５ ２６９～３１３ ３０８～３３５

平均值 ３７６ ４０７ ２９１ ２９６ ３２５

Ｎｂ／Ｔａ
分布范围 ５１７～１３８ １１１～１３６ ７５８～１２２ １１８～１３５ １４５～１６４

平均值 １１６ １２６ ９６９ １２７ １５３

ｎ＝３０表示统计的样品数量．数据来源：王岳军等，２００１；钱鹏和陆建军，２００５；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路远发等，２００６；马丽艳等，２００６；Ｌｉａｎｄ
Ｓａｓａｋｉ，２００７；李晓峰等，２００７；魏道芳等，２００７

整为燕山期以伸展为主（赵越等，２００４；董树文等，２００７；胡
瑞忠等，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张岳桥等，２００９）。也就是说，该结合
带在晋宁期以来，既不存在直接的洋陆俯冲作用，也不存在

直接的陆陆碰撞作用。因此，从燕山期成矿看，钦杭成矿带
斑岩铜矿应该属于“非俯冲”斑岩型铜矿。对成矿元素铜的

来源的分析，是进一步理解钦杭成矿带斑岩铜矿成矿机理
的重要方面。

４２　成矿物质的来源

最近对钦杭结合带元古代岛弧火成岩的认识，为解释
“非俯冲”斑岩型铜矿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在中元古代时期，

钦杭结合带是一古洋盆或多岛弧盆地。目前观察到得片麻
条带眼球状岩石即为中元古代岛弧花岗质岩石，是中元古
代扬子板块和华夏板块碰撞作用的产物。“非俯冲”斑岩的

形成与中元古代岛弧在中生代重融有关，因而本质上，仍带

有岛弧俯冲环境的基因。上述推想得到系列地球化学数据

的支持。

前人研究显示，钦杭成矿带含矿斑岩基本上均为高钾
钙碱性系列岩石（朱训等，１９８３；王岳军等，２００１；路远发
等，２００６；马丽艳等，２００６；魏道芳等，２００７），其来源可能

源于软流圈的岩浆与中下地壳物质混合后部分熔融的结果，

与受到过早期俯冲作用影响的岩石圈地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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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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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数据显示，尽管钦杭结合带主要斑岩铜矿含矿斑岩的 Ｚｒ／Ｈｆ
比值及（Ｌａ／Ｙｂ）Ｎ、δＥｕ、δＣｅ等稀土元素参数存在一定差异，
说明斑岩源区存在差异，但均反映了以幔源为主，存在壳幔

混染现象。

在（Ｌａ／Ｙｂ）ＮＹｂ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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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ａ）和 Ｓｒ／Ｙ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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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ｂ）上，德
兴斑岩铜矿的样品基本落在典型埃达克岩范围内，南和含矿

斑岩也具有类埃达克岩地球化学组合特征。同样位于大陆

板块内部，与太平洋东海岸岛弧型斑岩矿床难以类比，位于

南段的南和与北段德兴含矿斑岩具有这一特征，说明整个

钦杭结合带斑岩应该具有类似的岩浆来源，并具有一致的
动力背景。

研究显示（刘玄等，２０１１），德兴花岗闪长斑岩具有与新
元古代岛弧火成岩（双溪坞群角斑岩及侵入其中的花岗质侵

入岩）极为类似微量元素特征，较高的全岩εＮｄ（ｔ）值
（－０２８～０２５），正的锆石εＨｆ（ｔ）值（２～７），对应的两阶段
亏损地幔Ｎｄ模式年龄和Ｈｆ模式年龄分别为９４０～９８０Ｍａ和
８００～１１００Ｍａ（平均为 ～９２０Ｍａ）。在 Ｎｄ及 Ｈｆ同位素演化图
上，德兴花岗闪长斑岩与双溪坞群岩石及侵入其中的花岗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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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锦等：钦杭结合带斑岩型铜矿的基本地质特征及成因分析

图６　钦杭结合带含矿斑岩的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配分图
（左）和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图（右）（标准数化值

据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Ｆｉｇ６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ｌｅｆｔ）ａｎｄｍｕｌｔｉ
ｅｌｅｍ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ｎｔｌｅ（ｒｉｇｈｔ）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侵入岩所代表的新元古代岛弧岩石演化至中侏罗世相吻合。

花岗闪长斑岩锆石 δ１８Ｏ值非常均一（４７‰ ～５９‰），指示
岩浆源区岩石为幔源火成岩，没有经历过浅表地质过程（风

化、高温热液蚀变等）。

据此可以推测，德兴花岗闪长斑岩可能来自于该岛弧底

部玄武质岩石（下地壳）的部分熔融，由洋陆俯冲形成的岛
弧下地壳岩石自于新元古代早期开始经历了６亿多年的地
质过程，一直保存在壳幔边界上。直到中侏罗世岩石圈减薄

的大地构造背景下，上涌的软流圈地幔带来大量的热量加热

这些岩石使之由发生重熔，形成的含矿岩浆沿着赣东北深断

裂带上升并侵入、演化生成斑岩铜矿（水涛，１９８７；周新民，
２００３）。鉴于钦杭结合带整体具有一致的开合历史，上述推
测同样适用于钦杭结合带南段的斑岩型矿床。

４３　地球动力学背景

由于燕山期是钦杭成矿带斑岩铜矿的主成矿期，因此
对燕山期斑岩体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长期以来，华南燕山

期花岗质岩石形成的构造背景一直是研究的重要热点问题，

学者提出了华南燕山期花岗质岩石形成的不同大地构造背

景的主要观点。近年来，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认为华夏和扬子
在三叠纪沿湘赣浙缝合带碰撞，燕山期成矿是碰撞体质（含

后碰撞体质）的结果。“弧后环境”（孙涛等，２００３）、“受太
平洋板块俯冲作用控制的大陆边缘”（Ｘｕ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Ｚｈｏｕ
ａｎｄＬｉ，２０００；Ｓ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洋脊／洋岭俯冲”（李晓峰
等，２００８；孙卫东等，２０１０）等观点则更直接关注华南燕山
期构造演化的动力来源，指出其主要受板块聚合的影响，燕

山期斑岩铜矿成岩成矿可能是太平洋板块俯冲作用的远程

效应。

本研究认为，钦杭结合带燕山期的斑岩铜矿成岩成矿
的动力学背景与太平洋板块俯冲关系密切，但斑岩和铜矿体

显示出的弧岩浆作用特点，则与华南地区中生代构造转折事

件发生以前的地质演化有关。

钦杭结合带特别是南段，远离现在的太平洋俯冲带且
切割俯冲带方向，应是在古太平洋板块的斜向运动动力学背

景下，使得元古代岛弧底部玄武质岩石（下地壳）在古太平洋

板块俯冲期的催动发生部分熔融形成类埃达克岩。因此本

质上钦杭结合带的斑岩矿床带有岛弧俯冲环境的遗传特
征。

矿床区域分布规律与构造演化、地球动力学背景之间存

在密切的关系，矿床及其组合的产出和分布代表着特定的地

球动力学事件。这对南段斑岩型矿床的理论研究和寻找是

具有指导意义的。

５　结论

从上述讨论，可以形成如下认识：

（１）钦杭成矿带斑岩铜矿在北、中、南三段均有产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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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钦杭结合带含矿斑岩的（Ｌａ／Ｙｂ）ＮＹｂＮ图（ａ）和Ｓｒ／ＹＹ图（ｂ）（底图据Ｄｅｆａｎｔａｎｄ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１９９０）
第１组德兴；第２组南和

Ｆｉｇ７　（Ｌａ／Ｙｂ）ＮＹｂＮ（ａ）ａｎｄＳｒ／ＹＹ（ｂ）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ｏｒ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ａｆｔｅｒＤｅｆａｎｔａｎｄＤｒｕｍｍｏｎｄ，

１９９０）

成岩成矿年龄主要集中燕山期。钦杭结合带与成矿有关的
斑岩主要为钙碱性岩浆系列的中酸性岩，岩石类型主要为花

岗闪长斑岩、花岗斑岩和次英安斑岩等。

（３）含矿斑岩具有与新元古代岛弧火成岩类似微量元素
特征，指示其来源于软流圈的岩浆与中下地壳物质混合后部

分熔融的结果，与受到过早期俯冲作用影响的岩石圈地幔有

关，存在壳幔混染现象。

（３）钦杭结合带燕山期的斑岩铜矿成岩成矿的动力学
背景与太平洋板块俯冲关系密切，但斑岩和铜矿体显示出的

弧岩浆作用特点，则与华南地区中生代构造转折事件发生以

前的地质演化有关。钦杭结合带的中酸性斑岩体来自于元
古代岛弧底部玄武质岩石（下地壳）在中生代时期的部分熔

融，本质上该类矿床带有岛弧俯冲环境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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