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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木落寨稀土矿床与成矿有关的花岗岩

问题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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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四川木落寨稀土矿床及与成矿有关的花岗岩的岩石特征、岩石化学以及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研究表

明，与成矿有关的岩石是英碱正长岩，而不是前人认为的黑云母花岗岩。岩石)<=>7=1?同位素研究说明矿区英碱正

长岩及矿石具深源、甚至幔源特征，不同于通常具壳源特征的黑云母花岗岩。木落寨矿床与邻近的冕宁牦牛坪大型

稀土矿床的成矿岩石相同，都为英碱正长岩，它们的矿床特征也相似。木落寨英碱正长岩的厘定对研究区域岩浆活

动、寻找同类型的稀土金属矿产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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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矿床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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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落寨稀土矿床位于四川省冕宁县雅砻江西侧

（东经@A@BCAD，北纬EFBEED）（图@），属于中型稀土金

属矿床，矿石中稀土矿物与萤石共生，萤石矿也达中

型矿床规模。与牦牛坪和大陆槽等稀土矿床构成了

我国三大稀土生产基地之一，即“西南稀土矿床生产

基地”。前人在矿床地质、矿物学、岩石学、地球化学

和成矿作用等方面对牦牛坪和大陆槽等稀土矿床做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袁忠信等，@GGH，@GGC，EAA@；蒲

广平，@GGC，EAA@；牛贺才等，@GGC，@GGI，EAAE；阳正

熙等，EAAA，EAA@；J2#$!"#$K，EAAA；L#$’!"#$K，

EAA@；许成等，EAAE，EAAH，EAAM；王登红等，EAAE#，

EAAE9；田世洪等，EAAH；杨光明等!；万德 芳 等 ，

图@ 攀西裂谷稀土矿带地质构造位置略图［据L#$’N)$’.*$’等（EAA@）修改］

O&’K@ P)*+*’&-#+#$%")-"*$&-!3)"-.,#5*/".)011*()9)+"&$8#$Q&(&/"（,*%&/&)%#/")(L#$’N)$’.*$’!"#$K，EAA@）

@—喜马拉雅期富稀土碱性杂岩；E—印支期正长岩；H—印支期碱性花岗岩；M—燕山期碱性花岗岩；C—基底断裂；I—陆缘海相中生界

分布区；R—前震旦系古陆分布区；F—古生界及陆相中生界分布区；G—河流；@A—构造单元分界线；@@—研究区

@—S&,#+#6#$011:(&-.#+3#+&$)-*,5+)Q；E—T$%*!&$&#$!6)$&")；H—T$%*!&$&#$#+3#+&$)’(#$&")；M—J#$!.#$&#$#+3#+&$)’(#$&")；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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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光明，常 诚，左大华，刘学良K@GGFK四川省德昌县NV稀土矿床成矿条件研究K@"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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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对于木落寨稀土

矿床，由于海拔在#"""$以上，地区山高谷深，交通

十分不便，矿床地质研究工作薄弱，目前还没有矿床

专 题研究论文公开发表。四川省地矿局西昌地质队

提交的普查报告认为，木落寨稀土矿床的形成与燕

山期黑云母花岗岩有密切关系!。另据四川省地矿

局%：!"万金矿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木落寨萤石稀

土矿床在成因上与木落寨黑云母花岗岩有关"。黑

云母花岗岩体边缘产出含霓石的碱性花岗岩，两者

之间为渐变接触，后者为前者与碳酸盐岩石接触的

同化混染产物。木落寨黑云母花岗岩的成岩时代归

属于白垩纪"。

本区出露的地层仅有二叠纪地层，包括上二叠

统峨眉山玄武岩组和阳新统。因受区域动力变质影

响，上二叠统峨眉山玄武岩已变成绿片岩，下二叠统

阳新灰岩多变质成大理岩。本区主要构造方向与大

地构造方向一致，近于&’向，位于锦屏山前缘基底

隆起带东翼。由于受雅砻江深断裂的应力影响，在

其上盘形成了很多次一级的同向排列的正断层，以

&&()’’*走向的正断层为主，倾角+"#,"-，为成

矿的主要构造。稀土萤石矿体主要分布在花岗岩内

外接触带的变质玄武岩及大理岩中，常沿破碎带展

布。矿石矿物主要为氟碳铈矿，脉石矿物以萤石、重

晶石、方解石、长石、石英、云母和霓辉石为主。矿脉

结构以他形不等粒 板柱状镶嵌结构为主，少部分为

半自形粒状。矿脉以致密块状、条带状等构造为主。

围岩蚀变主要为接触蚀变和热液蚀变，后者主要有

绢云母化、黄铁矿化、重晶石化、碳酸盐化等。

笔者对上述与成矿有关的花岗岩进行进一步研

究，并提出有关认识供讨论。借助%.!"万金矿幅区

域地质调查报告提供的木落寨黑云母花岗岩与稀土

萤石成矿关系剖面图"（图!），供读者对矿床地质有

一个大致的了解。

% 岩石特征

笔者于木落寨碉楼山矿区萤石稀土矿体外侧原

定名为黑云母花岗岩的岩石中取样，经室内研究大

体有如下/组岩石：

图! 木落寨英碱正长岩与稀土萤石成矿关系剖面图

0123! 45677789:16;7<6=1;2:<858>?:16;7<1@A8:=88;
;65B$?5C1:8?;BD((?;BE>F651:8$1;85?>1G?:16;1;:<8

HF>F6G<?1D((B8@671:
%—变质基性岩；!—英碱正长岩；/—伟晶花岗岩；#—块状萤石；

I—碳酸盐化变质基性岩；+—稀土萤石矿脉；

,—破碎带；J—碱性花岗斑岩

%—$8:?$65@<19A?719569C；!—;65B$?5C1:8；/—

@82$?:1:1925?;1:8；#—$?771K8E>F651:8；I—9?5A6;?:1G8B
$8:?$65@<19A?719569C；+—D((?;BE>F651:8658K81;；

,—E5?9:F58G6;8；J—?>C?>125?;1:8@65@<L5L

第%组：白色、黄白色，细 中粒结构，块状构造。

镜下鉴定组成矿物有微斜长石及条纹长石,"M#
,IM，钠 长 石!M#/M，石 英JM#%"M，霓 辉 石

%"M#%!M，钠铁闪石!M#/M，褐铁矿或赤铁矿

!M#/M。微量矿物有榍石、磷灰石、黄铁矿、重晶

石、萤石等。霓辉石集合体呈细脉状或细网脉状围

绕或穿插长英矿物（图/?、/A）。霓辉石的形成晚于

长石或石英，这是碱性岩的一种特征矿物形成顺序。

第!组：颜色、结构构造与第%组岩石大体类

似。组成矿物有微斜长石及条纹长石+"M#+IM，

钠长石或钠奥长石!M##M，石英!"M#!!M，霓

辉石!M#%"M，褐铁矿或赤铁矿!M#JM。霓辉

石和赤铁矿的含量变化较大，部分氧化铁可能是由

霓辉石氧化而成。微量矿物有榍石、锆石、磷灰石、

黑云母（或金云母）、重晶石和氟碳铈矿（图/9）。镜

下岩石具不等粒似斑状结构，石英呈细小颗粒的单

晶或集合体围绕或穿插粗晶长石（图/B）。

按照国际地科联火成岩分类学分委会提出的N
OP分类，木落寨的上述两组岩石应归属于英碱

! 四川省地质局西昌地质队3%Q+%3冕宁木落稀土矿区地质普查报告3%#J%3

" 四川省地质局3%Q,#3%.!"万金矿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3Q"#%"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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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赋矿岩石的显微照片

"#$%! &#’()*+),)-).)(/01/2(#3$()’4-
2—英碱正长岩中的霓辉石（5/056）集合体呈网脉状穿插长石（7），单偏光；1—英碱正长岩中的霓辉石集合体呈网脉状穿插他形石英（8），

单偏光；’—碱性花岗岩中的氟碳铈矿（"），正交偏光；9—碱性花岗岩中的石英呈细小颗粒集合体穿插粗晶长石，单偏光；/—碱性花岗斑岩

中的细小石英颗粒沿长石斑晶颗粒边缘分布，构成珠边结构，正交偏光；.—细粒方解石（:’）矿石中的氟碳铈矿，正交偏光

2—./;9-*2(*/3/,(2,/91<2/$#(#3/026$#,/2$$(/$2,/-9#-,(#16,/92-3/,=)(4-#33)(9>2(4#,/，-#3$;/*);2(#?/9；1—2;;),<*/@62(,?*/3/,(2,/91<2/A
$#(#3/026$#,/2$$(/$2,/-9#-,(#16,/92-3/,=)(4-#33)(9>2(4#,/，-#3$;/*);2(#?/9；’—12-,32/-#,/#32;42;#$(23#,/，’()--*);2(#?/9；9—’)2(-/0$(2#3/9
./;9-*2(*/3/,(2,/91<@62(,?9#-,(#16,/92-.#3/0$(2#3/92$$(/$2,/-#32;42;#$(23#,/，-#3$;/*);2(#?/9；/—.#3/0$(2#3/9@62(,?9#-,(#16,/92()639,+/
$(2#3-)../;9-*2(*+/3)’(<-,#32;42;#$(23#,/*)(*+<(<，.)(>#3$*/2(;#,#’,/B,6(/，’()--*);2(#?/9；.—12-,32/-#,/#3.#3/0$(2#3/9’2;’#,/)(/-，’()--

*);2(#?/9

正长岩以及与英碱正长岩接近的碱性花岗岩。英碱

正长岩因含霓辉石又可称为石英霓辉正长岩。C：DE
万金矿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指出!，木落寨碱性花岗

岩的石英含量为CDF"DEF，斜长石含量为!CEF。

按照上述8 5 G分类，也属于英碱正长岩。

第!组：碱性花岗斑岩，岩石呈脉状产出，以其

粒度细小，结构不清，野外定名为硅质岩。镜下鉴定

矿物组成为微斜长石及条纹长石含量HIF，石英

DIF，霓辉石及钠铁闪石JF，褐铁矿或赤铁矿!F，

重晶石DF。微量矿物有萤石、榍石、黑云母（或金云

母）。岩石具微细珠边结构，细小石英颗粒沿长石斑

晶周围分布（图!/）。图!.为英碱正长岩外接触带

断裂破碎带中的方解石萤石氟碳铈矿矿体。

! 四川省地质局%CKLJ%CMDE万金矿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KE"C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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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石化学

英碱正长岩、碱性花岗斑岩和碱性花岗岩的主

要元素含量及计算的"#$%标准矿物百分含量列于

表&。英碱正长岩’()!含量为**+,!-!*.+/.-，

平均为**+01-，2!)345!)为&/+/1-!&&+//-，

平均为&/+16-，45!)／2!)为/+,/!&+/,，平均为

/+07，82#［即过碱指数，为（2!)345!)）／89!)6的

分子比］为/+0.!&+/!，平均为&+//，碱度率（8+
:+）为7+&6，分异指数（;#）为,,+76!,,+77，平均为

,,+77。所有这些特征均类似于牦牛坪英碱正长岩

（袁忠信等，&001）。在火成岩分类的< 8 $图上

（图7），英碱正长岩成分点落在石英含量低于!/-、

高于1-的< 8线上或附近。该岩石以前被称为

黑云母花岗岩"。按照国际地科联火成岩分类学分

委会的规定，在成分点投图时应以实测矿物含量为

准。结合上述显微镜下岩石学特征，同时以实测矿

物含量的< 8 $投图，表明该类岩石应称为英碱

正长岩，而不是黑云母花岗岩。在不同!=!)条件下

的< 8> )?体系等温图上（图1），英碱正长岩的

成分点落在.1/!,//@温度区间内，表明岩石是由

较高温的岩浆结晶形成的。

碱性 花 岗 斑 岩’()! 含 量 为.1+07-，2!)3
45!)为0+!7-，45!)／2!)为&+7.，82#为&+/&，

碱度率（8+:+）为1+1!，分异指数（;#）为0.+.7，其

表! 四川木落寨稀土矿床火成岩主要元素成分 "A／-
"#$%&! ’#()*&%&+&,-.)+/)01-1),0)2-3&14,&)50*).601,-3&’5%5)73#1899:&/)01-，;1.35#,<*)=1,.&

岩石名称

样号

英碱正长岩 碱性花岗斑岩 碱性花岗岩

BCD//& BCD/&& B)! BCD/&! BCED, BCED0
’()! *.+/. **+,! *.+1!!*0+&1 .1+07 .&+6. .&+,!
F()! /+!. /+16 /+&1!/+!7 /+/0 /+!! /+!/
89!)6 &7+6/ &7+!0 &7+!/!&7+,/ &6+/! &7+1! &1+!&
GH!)6 !+!! !+!.
GH) &+/* &+&6

&+!1!&+*,
/+&* &+/, /+10
/+1! /+01 /+*7

BI) /+/, /+&! /+/6!/+/1 /+/& /+/* /+/7
BJ) &+6! /+,1 /+6/!/+71 /+&/ /+!. /+/1
"5) &+*0 !+&, &+&.!&+,. /+6& /+,0 /+&1
45!) 7+,, 1+!& 1+/.!*+&, 1+1/ 1+6* 1+/.
2!) *+&! 7+,7 7+76!1+07 6+.7 7+.7 1+.!
$!)1 /+61 /+!& /+/.!/+&! /+/! /+&6 /+/1
=6)3 /+1! /+** /+6/ /+!7 /+1/
")! /+&/ /+!6 /+&0 /+&0 /+&*

烧失量 /+7! /+1! &+!7!!+** /+7. /+6/ /+6,
G /+&, /+&! — /+&! /+/. /+/.

总计 &//+1, 00+0, 0,+,6!&//+// &//+70 &//+60 &//+*1
82# &+/! /+0. /+0.!&+*0 &+/& /+0* /+0*

2!)345!) &&+// &/+/1 &/+/1!&&+/! 0+!7 &/+&/ &/+.0
45!)／2!) /+,/ &+/, &+/!!&+7/ &+7. &+&6 /+,0
8+:+ 7+&6 7+&6 7+/7!7+0& 1+1! 7+,/ 7+,0
< &!+6/ &7+*/ &!+70!&.+/. !0+/, !/+67 !/+/.
" /+// /+// /+// /+// /+// /+1!
)? 6*+7/ !0+/1 !*+&,!61+&/ !!+!6 !,+&! 66+0*
8> 60+.6 77+., 7!+0/!7,+1, 7*+7! 71+17 76+&/
8I /+// &+66 /+//!&+!, /+// &+1. /+71
=K /+// /+1* /+60!&+1& /+// /+// /+//
8L &+*& /+// /+//!6+!. /+61 /+// /+//
;( 1+// 1+** &+1/!!+!/ &+!6 &+.6 /+//
BM !+77 !+17 !+67!!+7, /+/* &+1. /+,*
;# ,,+77 ,,+76 ,6+06!0,+6* 0.+.7 07+// 0.+&!

注：主要元素含量用N光荧光光谱法（N:G）测定，其中烧失量通常用&J样品加热&///@保持1O的方法测定，GH)用化学滴定法测定，分析

工作在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完成；!数据为牦牛坪样品（袁忠信等，&001）。

" 四川省地质局西昌地质队+&0*&+冕宁木落稀土矿区地质普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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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英碱正长岩、碱性花岗斑岩和碱性花岗岩的

" # $图（%&’()*+&，,--,）

.)/0! " # $1)(/+(23453+12(+6)*&，

(76(7)/+(5)*&83+89:+:(51(76(7)/+(5)*&
（(4*&+%&’()*+&，,--,）

碱质高，硅质也高，应归于花岗岩之列。碱性花岗斑

岩在" # $图上的投点仍落在";#线上（图

!）。在不同!<,=条件下的" #> =+体系等温图

上（图?），碱性花岗斑岩的成分点落在@--!@?-A
温度区间内。

碱性花岗岩B)=,含量为@C0D@E!@C0F,E，平

均为@C0G-E，H,=IJ(,=为C-0C-E!C-0@KE，平

均为C-0!?E，J(,=／H,=为-0FK!C0CD，平均为

C0-C，#HL为-0KG，碱度率（#0M0）为!0F-!!0FK，

平均为!0F?，分异指数（NL）为K!0--!K@0C,，平均

为K?0?G。碱性花岗岩在" # $图上的投点落在

" #线附近（图!）。将换算得出的标准矿物成分

投影在不同!<,=条件下的" #> =+体系等温图

上（图?），落在@?-!F--A温度区间内。

D 稀土元素地球化学

英碱正长岩、碱性花岗斑岩和碱性花岗岩的稀

土元素含量列于表,。相应的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

准化曲线示于图G。由表,和图G可以看出，英碱正

长岩的稀土元素总量很高，最高为C,GG0GOC-;G，

最低为FK?0DOC-;G，平均为C-F-0K?OC-;G。岩石

的轻稀土元素含量高于重稀土元素，%MPP／<MPP
为,-0@K!,K0@G，平均为,?0,F。在图上呈较陡的右

倾曲 线 ，PQ和R&异 常 不 明 显 ，PQ／PQ!为-0F,!

图? 英碱正长岩、碱性花岗斑岩和碱性花岗岩的

" #> =+图（SQ**7&(51T3U&5，CK?F）

.)/0? " #> =+1)(/+(23453+12(+6)*&，(76(7)
/+(5)*&83+89:+:(51(76(7)/+(5)*&
（(4*&+SQ**7&(51T3U&5，CK?F）

图G 碱性花岗岩、英碱正长岩和碱性花岗斑岩的

稀土球粒陨石标准化曲线

.)/0G R9351+)*&V53+2(7)W&1MPP8(**&+5X34(76(7)
/+(5)*&，53+12(+6)*&(51(76(7)/+(5)*&83+89:+:

-0FG，平均为-0F!，R&／R&!为-0K?!-0K@，平均为

-0KG。岩石的稀土元素含量分布显示形成英碱正长

岩的岩浆未经多少分异作用，其特征类似于深源岩

石。所有这些特征均类似于牦牛坪英碱正长岩（袁

忠信等，CKK?）。

碱性花岗斑岩的稀土元素总量为FFF0!OC-;G。

岩石的轻稀土元素含量远高于重稀土元素，%MPP／

<MPP为KK0K?。图上呈陡的右倾曲线，PQ和R&异

常不明显，PQ／PQ!为-0@D，R&／R&!为-0FF。

碱性花岗岩的稀土元素含量最高为K??0,O
C-;G，最低为?FG0DOC-;G，平均为@@-0@?OC-;G。

?CC第,期 田世洪等：四川木落寨稀土矿床与成矿有关的花岗岩问题及其意义



表! 四川木落寨稀土矿床火成岩稀土元素浓度和特征值 !!／"#$%

"#$%&! ’(()*+,&+,-#+.)/#0#),&01-,1)2#%3&-*415+&*3-0*)6-1+,/&73%3*8/#1’((.&9*-1,，:1)/3#+;0*21+)&
岩石名称

样号

英碱正长岩 碱性花岗斑岩 碱性花岗岩

&’(##" &’(#"" &)! &’(#"* &’+(, &’+(-
’. "-" /#0 "1,!""*2 *02 "2/ *,#
34 /-0 1,% *,1!"0*1 2/" *02 21#
56 207, %17" /*!",, 2#7/ *-7- 227*
89 "," **1 -2!1*, "*# "#" "/-
:; /#7" /270 "2!22 "*7" "17* ",72
<= 07/2 07%2 #701!071 *7"% /71" /7,%
>9 *#7# "-72 -7/!/" 27,* ,7-* -72*
?@ *7/1 *7/% "7"!*72 #721 "7"* "7#1
AB "#7/ "#7/ /7%!17, "70# 27-0 27%,
CD "7%# "71, #71!#7, #7*% #7," #70/
<6 /700 27#* "7/!*72 #7,/ *7#* *7#-
?; #72/ #722 #7*!#7/ #7#- #7*2 #7*2
E@ *7/* *70* "7/!*72 #71% "72/ "7/"
’= #7/* #7/% #7*!#7/ #7#- #7*" #7",
"F<< ,-17/ "*%%7% %#170#!/*#172 ,,,72 1,%7/ -117*

’F<<／CF<< *#70- *-70% "27//!1%7// --7-1 *,70/ 2072-
<=／<=! #7,% #7,* #71*!#7-% #70/ #7,1 #7,#
34／34! #7-0 #7-1 #7,/!#7-* #7,, #7-% #7,,

注 ：稀土元素含量用等离子质谱法（G35(&:）测定，分析工作在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完成；!数据为牦牛坪样品，据袁忠信等（"--1）。

岩石 的 轻 稀 土 含 量 大 于 重 稀 土，’F<<／CF<<为

*,70/!2072-，平均为/,7""。图上呈较陡的右倾曲

线，<=和34异常不明显，<=／<=!为#7,#!#7,1，平

均为#7,/，34／34!为#7,,!#7-%，平均为#7-*。

2 5@(:6(89同位素

岩石中长石及矿石中方解石的:6、89、5@同位

素组成列于表/，相应的,0:6／,%:6 "2/89／"2289关系

示于图0。由表/可以看出，木落寨稀土矿床岩石和

矿石的同位素地球化学组成变化很小，,0:6／,%:6H
#70#%1-,!#70#0*0*，"2/89／"2289H#71"**-0!

#71"*/-/，*#%5@／*#25@H",7*,-2!",72/*-，

*#05@／*#25@H"17%"%-!"17%%,*，*#,5@／*#25@H
/,7%#00!/,7,-%/，与<&G型地幔源区的同位素

组成基本一致，且在,0:6／,%:6 "2/89／"2289图（图0）

上样品点落于<&G附近，表明矿床成岩成矿物质来

自富集地幔，具深源甚至幔源特征，与深部动力学过

程有关。这与具壳源特征的黑云母花岗岩或钾长花

岗岩迥然不同。

1 结语

扬子板块西缘雅砻江断裂带与安宁河断裂带间

表< 四川木落寨稀土矿床长石和方解石的锶、钕、铅同位素组成

"#$%&< :0，=.#+.;$1-*,*9&)*>9*-1,1*+-*44&%.-9#0#+.)#%)1,&1+,/&73%3*8/#1’((.&9*-1,，:1)/3#+;0*21+)&
样号 矿物名称 ,0:6／,%:6 "2/89／"2289 *#%5@／*#25@ *#05@／*#25@ *#,5@／*#25@
&’(##" 微斜长石 #70#%,"" #71"*/%- ",7/"1% "17%*/" /,7%*/-
&’(#"" 微斜长石 #70#0*0* #71"*/%, ",72/*- "17%*/1 /,7,-%/
&’(##, 方解石 #70#%1," #71"*2"/ ",7*,-2 "17%"0* /,7%#00
&’(##- 方解石 #70#%%#" #71"**-0 ",7*-2, "17%*#, /,7%*#1
&’+(% 方解石 #70#%1-, #71"*/1% ",7/210 "17%%,* /,70,%1
&’+(, 斜长石 #70#%-2% #71"*/-/ ",7*0,0 "17%"%- /,7%*#-

方解石和长石样品的5@、:6、89同位素分析由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成矿作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同位素地球化学实验室濮巍、赵葵东利用

IJKKJL.K公司?FG?)8?G型热电离质谱仪完成，实验全流程空白5@#"KL，标样8!:(-,"的分析结果为：*#,5@／*#%5@H*7"%22"M

#7###-0，*#05@／*#%5@H#7-"2/-M#7###"0，*#25@／*#%5@H#7#1-##/M#7####,2；*#25@／*#%5@和*#,5@／*#%5@的分析误差分别优于#7#1N和

#7##1N；:6、89同位素分析流程相似，分析全流程空白F@H1#O"#$""L／L，:6H1#O"#$""L／L，:;H0O"#$""L／L，89H,O"#$""L／L，标样

8!:(-,0的分析结果为：,0:6／,%:6H#70"#*/2M0，"2/89／"2289H#71"",/,M,；F@／:6和:;／89分析误差均优于#7"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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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四川木落寨稀土矿床长石和方解石的"!#$／"%#$
&’()*／&’’)*图（原图据+,$-，&.""）

/012! "!#$／"%#$&’()*／&’’)**0,1$,345567*89,$,:*;,7;0-6
0:-<6=>7>4?<,0@AA*69480-，#0;<>,:B$4C0:;6

的一条狭长带内，岩浆活动异常频繁。带的北段出

露有两个较大的岩体———冕宁岩体和里庄岩体。两

个岩体出露面积均在DEEF3D以上，呈北北东向狭

长带状展布。按&GDE万冕宁幅!及金矿幅"区域地

质调查报告，岩石主要由黑云母花岗岩及钾长花岗

岩组成。冕宁岩体形成于三叠纪，为印支期岩浆活

动产物，里庄岩体形成于白垩纪，为燕山期岩浆活动

产物。两个岩体边缘常产出碱性花岗岩、石英正长

岩、正长岩等偏碱性火成岩，并常伴有稀土金属矿

化。这些偏碱性的小岩体被认为是两个大岩体与地

层岩石，主要是大理岩或玄武岩接触的同化混染产

物，其形成时代与主岩体相同。但是，据笔者室内外

研究结果，认为木落寨矿床的花岗岩不是黑云母花

岗岩，而是英碱正长岩，英碱正长岩的成岩时代很可能

不是印支期或燕山期，而是喜马拉雅期（英碱正长岩中

微斜长石H$IH$法坪年龄为(&2D=,，另文发表）。

与木落寨矿床邻近的冕宁牦牛坪矿床是一个国

内知名的大型轻稀土矿床。该矿床产于钾长花岗岩

体边缘与稀土成矿有关的小岩体中，原定名为碱性

花岗岩，并被认为其形成时代为燕山期。后经研究

确定为英碱正长岩，形成时代为喜马拉雅期（’E2(#
&D2D=,）。#$、)*同位素研究得知成岩成矿物质具

深源特征（袁忠信等，&..J）。区域南侧德昌县大陆

槽大型稀土矿床也产于英碱正长岩、石英正长岩中，

成矿时代为&J2.#&E2’ =,$。木落寨矿床在成矿

岩石组成和结构构造、矿体产状及组成以及矿床地

球化学特征等方面与冕宁牦牛坪和德昌大陆槽矿床

很相似，故推测木落寨矿床英碱正长岩可能是喜马

拉雅期岩浆活动产物。

木落寨矿床英碱正长岩的岩石、岩石化学、稀土

元素及BKI#$I)*同位素的研究对了解和确定区域

偏碱性小岩体的性质、成因、形成时代，尤其是对有

关稀土金属矿产的寻找有很大意义。

致 谢 野外工作得到骆耀南、蒲广平、余波等

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室内工作得到国家地质实

验测试中心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

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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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地质局2&.!’2&：DE万金矿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2.E#&EJ2

$ 杨光明，常诚，左大华，刘学良2&.."2四川省德昌县[O稀土矿床成矿条件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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