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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滇西普洱大平掌铜多金属矿床为典型的与中酸性火山岩有关的3=1>型矿床。侵入于含矿火山岩系中的

花岗闪长斑岩岩体规模较大，在野外调研的基础上，对该岩体的产出特征、岩石学、岩石化学和年代学开展了较系统

的分析研究。研究表明，花岗闪长斑岩体与火山岩呈典型的侵入接触关系；岩石化学特征显示属钙碱性岩系过钙性

岩，微量元素及稀土元素配分模式显示火山弧花岗岩特征；岩体中锆石的.’?0(*?1>@?*A年龄为#%"B%C"B&1D，

相当于志留纪末—泥盆纪初，说明矿区花岗闪长斑岩体并非印支期产物。本文的研究结果同时证实，矿区含矿火山

岩及其中的火山喷流沉积矿床的形成时代应属中晚志留世，而非晚泥盆世—早石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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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普洱（思茅）大平掌铜多金属矿床是“三江”

成矿带南段重要的富铜多金属矿床之一。关于矿床

地质及矿床成因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多数学者认

为属 与 中 酸 性 火 山 岩 有 关 的 海 底 喷 流 沉 积 型

（!"#$）矿床（钟宏，%&&’；李峰等，()))，())%；

杨 岳 清 等，())’；侯 增 谦 等，())’；李 文 昌 等，

()%)）。关于大平掌矿床的成矿年代，前人也曾开展

过一些研究，但认识分歧很大：钟宏（%&&’）用$*+,-
等时线法和./+$0等时线法，获得含矿火山岩系中

的细碧岩 角斑岩年龄为1%234)#5和1%%3’
#5，提 出 含 矿 火 山 岩 形 成 于 寒 武 纪；戴 宝 章 等

（())4）通过对下部脉状 浸染状矿体中的含铜石英

脉开展流体包裹体年代学研究，获得./+$0等时线

年龄为%%’3%(#5，认为矿床形成于燕山期；杨岳

清等（())’）采集!(矿体中的2件石英角斑岩样品

和(件矿体上覆的英安岩样品进行./+$0等时线定

年，获得2)6#5的年龄值，认为火山岩及其中的矿

体形成于石炭纪。大平掌矿区含矿火山岩系西侧出

露一规模较大的花岗斑岩体（图%），过去一直被称为

斜长花岗斑岩体，但对于这一重要地质体的岩石学

特征、成岩时代及其与成矿关系未进行深入研究，一

直沿用%7()万和%71万区域地质调查中的岩浆活

动对比资料，将其归入印支期岩体。本研究在对该

斑岩体地质调查及岩石学、岩石化学研究的基础上，

应用89+:;<+#$锆石=+</定年方法，对斑岩体的

成岩年代进行研究，不仅为确定斑岩的成岩时代和

含矿火山岩系形成时代的上限提供了科学依据，也

为研究矿区乃至滇西加里东期构造 岩浆演化规律

提供了新线索。

% 区域地质背景及岩体产出特征

大平掌矿区位于滇西南澜沧江火山岩带中南段

的南部，是兰坪 思茅盆中、新生代红层盆地西部的

一个断块隆起区。矿区东、西两侧分别为,,>向

区域性李子箐断裂（?4）和酒房断裂（?%），两断裂夹

持的中部断块逆冲上升，主要出露早古生代基底火

山岩系，隆升断块两侧为中生代红层即紫红色砂岩、

粉砂岩、泥岩，总体为一不完整的复背斜构造。

矿区出露地层为中上志留统大凹子组（$(@2!），

中三叠统下坡头组（A("）、大水井山组（A(!）、臭水

组（A(#），上三叠统威远组（A2$），中侏罗统花开左

组（B(%）。其中，中上志留统大凹子组（$(@2!）是

图% 大平掌矿区地质简图

?CDE% FGHIHDCJ5IKLGMJN*5OKNHPCQDMNG-CKM0C/RMCHQHS
MNGD05QH-CH0CMGOH0ONT0TCQMNGU5OCQDVN5QDH0G-CKM0CJM
%—中侏罗统花开左组泥岩、粉砂岩及砂岩；(—上三叠统威远组

泥岩及砂岩；2—中三叠统臭水组粉砂岩夹泥质灰岩；4—中三叠

统大水井组灰岩夹泥岩；1—中三叠统下坡头组砂岩、粉砂岩和灰

岩；6—中上志留统大凹子组第4段中性火山岩夹硅质岩；W—中

上志留统大凹子组第2段流纹岩、角砾凝灰岩夹细碧岩、角斑岩；

’—中上志留统大凹子组第(段英安岩；&—中上志留统大凹子组

第%段石英角斑岩夹细碧岩；%)—断层及其编号；%%—角度不整

合接触；%(—花岗闪长斑岩体；%2—采样位置及同位素年龄；%4—

大平掌矿区

%—#C--IGBR05KKCJ"R5L5CVRH?H0*5MCHQ*R-KMHQG，KCIMKMHQG5Q-
*5I*KMHQG；(—=OOG0A0C5KKCJ>GCTR5Q?H0*5MCHQ*R-KMHQG5Q-
*5I*KMHQG；2—#C--IGA0C5KKCJ;NHRKNRC?H0*5MCHQKCIMKMHQGCQMG0J5X
I5MG-PCMN50DCII5JGHRKIC*GKMHQG；4—#C--IGA0C5KKCJU5KNRCYCQD?H0X
*5MCHQIC*GKMHQGCQMG0J5I5MG-PCMNKCIMKMHQG；1—#C--IGA0C5KKCJZCX

5OHMHR?H0*5MCHQK5Q-KMHQG，KCIMKMHQG5Q-IC*GKMHQG；6—4MN#G*/G0
HS#C--IG5Q-=OOG0$CIR0C5QU5P5VNC?H0*5MCHQCQMG0*G-C5MG[HIX

J5QCJ0HJLKCQMG0J5I5MG-PCMNKCICJHICMGK；W—20-#G*/G0HS#C--IG5Q-
=OOG0$CIR0C5QU5P5VNC?H0*5MCHQ0NTHICMG5Q-/0GJJC5MRSSCQMG0J5I5MX

G-PCMNKOCICMG，LG05MHONT0G；’—(Q-#G*/G0HS#C--IG5Q-=OOG0
$CIR0C5QU5P5VNC?H0*5MCHQ-5JCMG；&—%KM#G*/G0HS#C--IG5Q-
=OOG0$CIR0C5QU5P5VNC?H0*5MCHQ\R50MVLG05MHONT0GCQMG0J5I5MG-
PCMNKOCICMG；%)—S5RIM5Q-CMKKG0C5IQR*/G0；%%—5QDRI50RQJHQSH0X
*CMT；%(—D05QH-CH0CMGOH0ONT0T；%2—K5*OICQDIHJ5MCHQ5Q-CKHMHOG

5DG；%4—U5OCQDVN5QDH0G-CKM0C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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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含矿地层，为一套海相火山 沉积岩系，属含细

碧角斑岩的石英角斑岩建造，总厚大于!"##$，由

西向东、由下往上分为%个岩性段（图"）：第"段

（&!’(!"）以喷溢 爆发相为主，主要岩性为浅灰 灰

白色石英角斑岩、角斑岩及其火山碎屑岩夹灰绿色

细碧岩，中上部含火山角砾岩及凝灰岩处为细脉浸

染状铜矿体（)!型矿体）产出部位，顶部硅质 钙质

沉凝灰岩或透镜状灰岩处为块状铜多金属硫化物矿

体（)"型矿体）产出层位；第!段（&!’(!!）主要由浅

灰 灰绿色英安岩为主，仅局部偶见细脉浸染状铜矿

化；第(段（&!’(!(）以酸性熔岩及其火山碎屑岩为

主，夹中基性熔岩、凝灰岩和薄层沉积岩；第%段

（&!’(!%）为紫灰色角斑岩、凝灰岩、凝灰质泥岩夹硅

质岩。关于大凹子组地层时代，过去将其归为上石

炭统 或 晚 泥 盆—下 石 炭 统（云 南 省 地 质 调 查 院，

!##"）!，新的研究成果证实，其层位为中上志留统

（另文发表）。

大平掌矿床由上部块状铜锌多金属硫化物矿体

（)"型矿体）和下部细脉浸染状铜矿体（)!型矿体）

组成，)*+&矿床的矿化 蚀变结构及元素分带特征

典型。

矿区的花岗闪长斑岩岩体沿酒房断裂带中的白

沙井断层（,!）分布，呈岩株或岩枝侵入于中上志留

统大凹子组（&!’(!）火山岩中，平面上为北西向的长

条形，南宽北窄，出露面积约!-./0$!。岩体西界为

断层接触，边界平直，接触带出现碎裂岩化或初糜棱

岩化。东界大凹子组为侵入接触（图!），接触界线呈

港湾状，接触带围岩普遍蚀变退色，岩体边缘冷凝边

不发育，但内部常包含大小及形态不一的蚀变玄武

岩、流纹英安岩等捕虏体，部分捕虏体略有定向性。

在矿区南部肖家坟一带，中三叠统下坡头组（1!"）与

斑岩体呈明显的沉积接触。

! 斑岩体岩石学及岩石化学特征

!2" 岩石学特征

花岗闪长斑岩具斑状结构，块状构造，斑晶主要

为斜长石（3#4".#4）、石英（!#4"%#4）、正长石

（"#4""34）。斑晶斜长石呈半自形板状，发育钠

长石聚片及卡钠复合双晶，有绢云母化现象；石英呈

他 形粒状，熔蚀现象明显，熔蚀边呈云雾状，部分呈

图! 大平掌矿区地磅处公路边&53#$坡斜长花岗斑

岩与英安岩接触关系素描图

,672! 89:;:76<=;>09?<@>@:A6B7?@96B?CD>6E9<:B?=<?C9;=F
?6:B>@6GH9?A99B7C=B:I6:C6?9G:CG@JCJ=BII=<6?9:B?@9>6I9

:K&53#$@67@A=J6B?@9L=G6B7M@=B7:C9I6>?C6<?
"—&!’(!!英安岩；!—花岗闪长斑岩；(—浮土；

%—取样位置

"—!BI +9$H9C:K+6II;9=BINGG9C&6;DC6=BL=A=M@6,:C$=?6:B
I=<6?9；!—7C=B:I6:C6?9G:CG@JCJC:<0；(—<:E9C6B7OD6<0>:6;；%—

>=$G;6B7;:<=?6:B

集合聚斑或连斑。正长石呈半自形板状，具卡式双

晶，有硅质交代或泥化现象。基质主要由微晶斜长

石（3#4".#4）、石英（(#4"3#4）等组成，具细粒

微粒结构，普遍硅化、绢云母化。斑晶周围基质以

斑晶为生长边呈现梳状结构，说明在岩浆岩形成过

程中斑晶先形成，后期则依附着斑晶边缘生长。

!2! 岩石化学特征

花岗闪长斑岩体岩石化学成分含量见表"。由

主要元素含量及计算出的相关比值或参数可以看

出，&6P! 含 量 为 .#-/Q4 ".R-(R4，平 均 为

.!-.Q4，与中国花岗岩的平均值.!-%#4相当；标准

矿物组合为S’TH’TB’*J’U:C’TG’V;$’
+=7，&6P!过饱和。全碱TWX为%-%."%-R%，X!P／

Y=!P为#-#Q"#-"3，属钠质类型，U=P含量#-!34
"!-.R4，平均为"-RR4，与同类岩石基本相当。在

Y=!P’X!P &6P!图解（图(）中，落在亚碱性岩系

列区中。16P!含量较低，在#-(!4"#-%%4之间，

平均#-(/.4；+7P在#-(R4""-Q(4之间，平均

"-!(4；,9!P( 为"-R!4"(-3"4，平 均!-R%.4；

,9P在#-."4"!-.34之间，平均"-/.4。Z!P3含

量多在#-#.4"#-#/4，平均#-#.4。在T,+图

解（图%）中，投点均落入过铝质花岗岩。#为#-R3"
#-.(，属富钠的极强钙碱性岩系。固结指数&V[%-!/

! 云南省地质调查院2!##"2云南思茅大平掌铜多金属矿评价地质报告2R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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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大平掌矿区花岗闪长斑岩岩石化学特征

"#$%&! ’()*)+&,-)#%)+#.#)/&.-0/-)0(1/+&2.#3(4-(.-/&5(.5+6.6-37#5-328+#3

!
!!!

2

样号 !"#$%&&%’ !"#$%$(&%
)%#

!"#$%$(&%
((%#

中国花岗岩 样号 !"#$%&&%’ !"#$%$(&%
)%#

!"#$%$(&%
((%#!!

中国花岗岩

!*+( ,-.)- ,/.&0 ,#.## ,(.’ !1 #’.,/ #’.)/ #$.’/ ’./!! /
2*+( !!/.’/ /.’’ /.)( /.() 2* ()&( (#0$ (($) #)&/
34(+) !!##.,0 #).$’ #).#& #).&) 5 /.0$ #.(/ /.,/ (.0
67(+) !!).$# #.-( (.&# #./( 28 )-.,/ -.#/ &.&/ #,

!!67+ /.,# (.,$ (.#$ #.(, 9: #(.$/ #/.&- 0.0) ’#
";+ /./,/ /.##/ /.#$/ /./’# <7 (#.(/ (/.$( ().(!! ( ,,
"= !!+ /.)- #.’# #.0) /.-’ >? ’./, (.$0 (.$- &.’

!!<:+ /.($ (.,- #.0- #.)’ @A #,.(/ ##.&& ##.-, )/
@:(+ !!’./$ ’.// ’.#) ).$$ !B ’.)/ (.&/ (.,& $.)
C(+ !!/.$0 /.’, /.)0 ’.)’ DE #./( /.,( /.-( /.&(
F(+G !!#.)( #.)- #.(& /.0# HA ’.&0 (.0$ ).)( $./
>(+$ !!/./,/ /./&/ /./,/ /./,0 2I /.&# /.$/ /.-/ /.,’
烧失 #.), #.0( #.$& J KL!! $.(0 ).() ).,0 ’.’
合计 !!00.$) 00.00 00.,& 00.-$ FM #./) /.-& /.,&
!’) !!/.$, /.-/ /.’0 D? )./0 (./& (.$# (.,/
!($ !!/.)$ /.), /.)( 2B /.$ /.)- /.’’ /.’#

!!!N #’.’’ #,.,/ ’.(& OI ).$- (.#) (.,/ (.-/

!!KN ,).&- ,’.0, &,.# 9E /.$$ /.)0 /.’0 /.’/

!!<E ’.), /.$/ /.$/ $.$/ O (0.#/ #0.$# (’.0- ().//
P; (&.-/ )/.&/ (#.$/ ’/.// "!! QDD &/./# -#.-0 -$.’#
3E /.///$ /.//#) /.//#- /.//’& "!! DE /.-& /.,- /.-(
<? 0#.(/ ###.// #(,.// -.-/ （<7／OI）@!! #.$’ (.’0 (.((
@* ,.(/ #.// #.// $.(/ （9:／!B）@!! #.&) (.’’ (.($
<M ’.#/ 0.,, 0.)( ).// （HA／OI）@!! #.## #.#( /.00

!!QI $$.// 0.&/ #-.$/ #-/.// R $#.0 )0.#& )0.(/

!!<S #.-/ ’.&/ (.)/ ).-/ 3I )$.( )’.-& )$.,,
!? #/-.// (,).// #0$.// ((/.// 3; /.&/ #).$ 0.’!! &
T: ##(.// (#/.// ##$.// -&/.// FL!! ’./& ,.(/ 0.(#
U )/.$/ ’’.#/ ’(.&/ ().// 3V!! /.#, /.#0 /.#,

!!@I ##.#/ ’.0/ #(.$/ #-.// 9*B /.,& /.&- /.-(
2: #.’/ /.(/ /.(/ #.’/ ":=!! (.#/ (.(# (.’&
P? &#.’/ #/$.// #(’.// #$$.// <M? ’.0, (.#0 )./!! -
FW ).$/ (.)/ ).#/ $.//

注：!"#$%&&%’、!"#$%$(&%)%#、!"#$%$(&%((%#据云南地勘局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大队（(//#）#；中国平均花岗岩据迟清华等（(//,）；主元量含量单

位!T／X，微量及稀土元素含量单位!T／#/J-。

图) !*+( @:(+GC(+图解（据N?Y*;7:;A
T:?:=:?，#0,#）

6*=.) !*+(Y7?SES@:(+GC(+A*:=?:B（:WZ7?N?Y*;7
:;AT:?:=:?，#0,#）

$#,[,，分异指数KN为,)[&-$&,[#，平均,&[-’，表

明岩浆的分异程度和酸性程度均较高。

在微量元素及稀土元素组成上（表#），相对中国

花岗岩平均值，矿区花岗闪长斑岩中的大离子亲石元

素（QI、<S、!?、T:）、高场强元素（@I、2:、P?、FW）和5、

<E、P;等元素的含量相对较低，而28、!1和过渡元素

（<?、<M、U）相对富集；在特征元素蛛网图（图$:）上，各

样品的分布曲线相似，明显富28，贫!?、@I、2:等。

稀土元素总量为-#[-0\#/J-$&/[/#\#/J-，

"DE范 围 为/[-($/[,-，负 异 常 较 明 显。9QDD#
FQDD，（9:／!B）@ 在#[&)$([’’之间，（<7／OI）@]
#[$’$([’0，轻稀土元素含量普遍较低，轻、重稀土元

# 云南地勘局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大队.(//#.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万那许幅、黄竹林幅、弯手寨幅、黄草坝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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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元图解（据%&’()*+),-+&+.+&，/01/）

#(.2! "#$3&(+).45+&,(+.&+67（+83*&%&’()*+),-+&+.+&，/01/）

素分馏不明显，分布模式曲线向右倾斜（图9:）。

!2" 成岩构造环境

区域地质演化研究表明，在志留纪末由于原特

提斯洋壳开始向东俯冲，矿区所在的思茅地块西缘

总体处于火山岛弧环境。这种成岩动力学条件对花

岗闪长斑岩体的岩石地球化学组成产生制约，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岩石中;(<=含量高，"5／（>?@+?=
A+）B/C/D!/C9/，>／（@+?>）BDCDE!DCDF，#*G?／

（#*=??#*G?）BDCG!!DCF/，均含A%HI标准矿物

A，且含量大于/J，具有%型花岗岩特点（图E）；在

K= K/图（图1）上，投点主要位于地幔分异花岗岩

区；在H*+&L*（/0F!）和M+&&(7等（/0FE）的花岗岩构

造环境判别图解中，大平掌花岗闪长斑岩的所有样

品均落入火山弧区（图F）。

图9 花岗闪长斑岩微量元素蛛网图（+，原始地幔标准据$LNO)O4.P+),;4)，/0F9）和花岗闪长斑岩稀土

配分模式图（:，球粒陨石标准据Q+R5O&+),$L5*))+)，/0F9）

#(.29 Q&+L**5*6*)377S(,*&,(+.&+67O83P*.&+)O,(O&(3*SO&SPR&R（+，S&(6(3(’*6+)35*,+3++83*&$LNO)O4.P+),;4)，

/0F9）+),LPO),&(3*T)O&6+5(U*,KVVS+33*&)7O83P*.&+)O,(O&(3*SO&SPR&R（:，LPO),&(3*,+3++83*&Q+R5O&+),$L5*))+)，/0F9）

图E @+=< >=<成因判别图解（据AO55()7等，/0F=）

#(.2E @+=<’*&747>=<,(+.&+67O83P*.&+)O,(O&(3*
SO&SPR&R（+83*&AO55()7!"#$2，/0F=）

图1 K= K/图解（据-+3LP*O&W-OX,,*)，/0F9）

#(.21 K=’*&747K/,(+.&+67O83P*.&+)O,(O&(3*

SO&SPR&R（+83*&-+3LP*O&W-OX,,*)，/0F9）

9G9第!期 汝珊珊等：云南大平掌铜多金属矿区花岗闪长斑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年代学研究

 
 

 
 

 
 

 
 

 
 

 
 

 
 

 
 

 
 

 

 

 

 

 

 

 

  

 
 

 



图! "#（$#%&’）图解（’，据()’*+)，,-!.）和"#／/0 12 /&’图解（#，据1’**34等，,-!5）

6378! "#（$#%&’）93’7*’:（’，’2;)*()’*+)，,-!.）’<9"#／/0 12 /&’93’7*’:（#，’2;)*1’**34!"#$8，,-!5）

总体看，矿区花岗闪长斑岩具典型的岛弧型花

岗岩特点。与常产于年轻俯冲带、在成因上与洋壳

板片 熔 融 密 切 相 关 的 埃 达 克 岩 比 较（=)2’<;’<9
=*>::?<)@，,--0），二者除在A3BC、D’CB!ECB方

面相似外，其他岩石地球化学标志差别较大（表C），

说明本区岩体属正常的岛弧钙碱性岩浆活动的产

物，不同于埃达克岩。结合岩石中大离子亲石元素

（E、"#、F4、A*、G’）和H"II明显亏损等，推测岩浆

来源于应与亏损地幔源区有关，具早期岛弧岩浆岩

的特点。

表! 埃达克岩的地球化学判别标志与大平掌岩体比较

"#$%&! ’&()*&+,)#%)*#-#).&-,/.,))(+0#-,/(1$&.2&&1
.*&#3#4,.&#13.*&5-#1(3,(-,.&0(-0*6-6,17#0,158*#15

主要指标 埃达克岩 大平掌花岗闪长斑岩

%（A3BC）／J "K5 LC8L-
%（M@CB/）／J ",K ,C8!/
%（N7B）／J #/ ,8C/

%（D’CB）／J D’CB!ECB
D’CBO.805，ECBO08.!；

D’CB!ECB
%（$）／,0P5

%（$#）／,0P5
#,-

$,8-

C.8K

C8!0
%（A*）／%（$） !.0 L8!

"II特征
H"II富集、I>无

异常或弱负异常

H"II略富集，I>
中等负异常

/ 年代学研究

98: 样品来源及分析

样品采自矿区斜长花岗岩侵入岩体中，样品编

号=(Q,0/，送往河北地质矿产局廊坊实验室挑选锆

石。从（=(Q,0/）样品中选取C00余粒锆石，对锆石

进行HMQRF(QNASQ(#有效定年，结果见表/。将锆

石样品粘在双面胶上，用无色透明的环氧树脂固定，

待环氧树脂充分固化后抛光至样品露出一个平面。

样品测定之前用/J（体积比）的1DB/清洗样品表

面，然后在T)?@’4Q,-/型紫外激光剥蚀系统的M7U
3@3)<;LK00’型RF(QNA上进行锆石测年。激光剥蚀

斑束直径为/0!:，频率为,01V。采样方式为单点

剥蚀，以1)作为剥蚀物质的载气。RF(QNA数据采

集选 用 跳 峰 方 式，数 据 处 理 采 用 THR&&I"（W)*
.X0）程序，年龄计算以标准锆石-,K00为外标进行

同位素比值分馏校正。元素浓度计算采用DRA&5,0
为外标，A3为内标。样品的谐和图、加权平均年龄

计算及绘制均采用R4?Y@?;（W)*CX.-）。在样品分析

过程中，获得国际标样-,K00及TZQ,的年龄分析结

果与对应的年龄推荐值在误差范围内完全一致。

98! 分析结果

在花岗闪长斑岩锆石FH图像上（图-），锆石多

为自形长柱状晶体，长L0",00!:，宽K0"L0!:，

发育典型的结晶环带，锆石的&[和S的含量分别

为-K\,0P5"/K,\,0P5和/0,\,0P5"L00\
,0P5，&[／S比值为0XC."0XKK之间，表明这些锆石

为岩浆成因（]3@@3’:4!"#$X，,--5；(397)?<!"#$X，

,--!；F@’)44?<’<9G’̂’<?W’，C000；1?4_3<’<9
G@’+_，C000）。锆石的C05(#／C/!S年龄值在/-!".0L
N’之间，C0L(#／C/KS年龄值在.0.".C-N’之间，分

5/K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图! 大平掌花岗闪长斑岩中典型锆石的"#图像

$%&’! "()*+,+-./%01231031%/(&12+45%63+0246+/
)*1&6(0+,%+6%)17+67*868%09(7%0&5*(0&

图:; 大平掌花岗闪长斑岩锆石#<=>"?=@AB=?C
年龄谐和曲线图

$%&’:; "+03+6,%(,%(&6(/+4#<=>"?=@A5%63+0B=?C
,()%0&612.-)24+6)*1&6(0+,%+6%)17+67*868%09(7%0&5*(0&

析点年龄数据较集中，在B=?C年龄谐和图（图:;）

上，所有点均分布在谐和曲线上或其附近，年龄平均

值为D;:E;F:EG@(，介于晚志留世末—早泥盆世

之间。

D 讨论

大平掌矿区花岗闪长斑岩属富钠的极强钙碱性

岩系，岩浆的分异程度和酸性程度均较高。岩石稀土

元素总量为H:EH!I:;JH!K;E;:I:;JH，负异常较明

显。轻稀土元素含量普遍较低，轻、重稀土元素分馏

不明显。

花岗闪长斑岩体与火山岩呈侵入接触关系，并

与中三叠统下坡头组（LM!）沉积覆盖，从宏观地质接

触关系看，矿区花岗斑岩形成于大凹子组火山岩之

后。通过锆石#<=>"?=@AB=?C定年，花岗闪长斑

岩的成岩年龄为D;:E;F:EG@(，说明矿区花岗斑

岩体形成时期应与加里东末期岛弧岩浆活动密切相

关，而非过去认为的印支期岩体。另一方面，李峰等

（M;:M）应用#<=>"?=@A锆石B=?C法对大凹子组第

:段矿体下部的流纹岩进行测年研究，获得DMKEMK
FH@(的平均年龄值；应用N1=O2同位素测年方法

获得PM型矿体中黄铜矿的模式年龄值D:;E!FHE;
@(。同时，云南省地调局尹光侯等（未刊资料）应用

AQN>@?锆 石 B=?C法，获 得 大 凹 子 组 第:段

（AMRS":）流纹岩和凝灰岩的年龄值分别为D:GESF
:ET@(和DM;EKF:EH@(；李文昌等（M;:;）获得矿

区PM型矿体中辉钼矿N1=O2同位素年龄值DMKEKF
HE:@(和DDMEDFTEH@(。这些数据的代表性较

好，能相互支持，地质意义清楚，说明矿区含矿火山

岩的成岩年龄及其中矿体的成矿年龄均在中晚志留

世范围内。显然，花岗闪长斑岩的年龄值小于火山

岩及其中的矿体，与宏观地质关系吻合，说明花岗闪

长斑岩是成矿后岩体，与矿区的PQ@A矿床没有直

接关系，但斑岩岩浆活动对矿体会产生一定改造作

用，如块状硫化物重结晶等。

原特提斯和古特提斯的转化关系，过去以上泥

盆统南光组为陆相沉积的标志，认为原特提斯在志

留纪末关闭。近年来研究认为，澜沧江洋在早古生

代打开后并未完全关闭（李文昌等，M;:;）。尽管滇

西区域上未见加里东期的角度不整合，挤压 碰撞型

造山作用标志不明显，但是笔者从构造 热事件的时

空分布、奥陶系 志留系中构造样式及变质程度的差

异等方面分析认为，滇西加里东末期的构造 热事件

是存在的。除花岗闪长斑岩体证实为加里东晚期产

物外，迄今，滇西已多处发现加里东末期地质体，如：

平和角闪黑云花岗闪长岩全岩NC=A6年龄为TMTE!
@(，蛮 街 岩 体 NC=A6年 龄 为D!M@(（罗 君 烈 等，

:!!D）；澜沧高压变质带中保存有D:;@(变质年龄，

西盟 老 街 子 剪 切 带 糜 棱 岩 NC=A6等 时 线 年 龄 为

DDHEGF;EM@(，临沧花岗岩基中存在B=?C锆石年

龄为DSS@(的细粒黑云母花岗岩和DM;@(花岗闪

长岩（钟大赉等，:!!S，:!!K）；碧罗雪山闪长花岗岩

的D;<6／S!<6坪 年 龄 为D:K!DMD@(（戴 潼 模 等，

:!KH），这均是早古生代末构造 热事件的表现。因

此，加里东末期的构造 热事件可能主要使古澜沧江

KST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S:卷

 
 

 
 

 
 

 
 

 
 

 
 

 
 

 
 

 
 

 

 

 

 

 

 

 

  

 
 

 



洋两侧出现岩浆活动，应是以热力作用为主的造山

作用，标志是在思茅陆块西缘出现火山岛弧，被动大

陆边缘向主动大陆边缘转化。这种以岩浆活动为主

的造山作用一直延续到晚古生代，逐步形成思茅陆

块东、西缘火山弧带（景谷 景洪火山弧和绿春 金平

火山弧），并造成晚古生代兰坪 思茅区的构造环境

分异。由此推论，加里东末期的构造 热事件并没有

造成原特提斯关闭，原特提斯与古特提斯之间演化

可能是逐渐过渡的。

! 结论

（"）花岗闪长斑岩属富钠的极强钙碱性岩系，

岩浆的分异程度和酸性程度均较高。

（#）花岗闪长斑岩具典型的岛弧型花岗岩特

点，属正常的岛弧钙碱性岩浆活动的产物，不同于埃

达克岩。

（$）年代学表明花岗闪长斑岩属于加里东末期

岩浆作用的产物，并不是以往认为的印支期。矿区

火山岩和花岗闪长斑岩为同源、同期和同构造环境

岩浆作用的产物。

（%）大平掌矿区成岩成矿时代的重新厘定及成

岩成矿构造环境的确认，不仅对重新认识大平掌矿

区的火山岩与成矿关系、建立成矿模式等有重要意

义，还证实思茅盆地西部在加里东期就存在火山岛

弧及与岛弧火山 喷流作用有关的铜多金属成矿作

用，预示原特提斯期火山 喷流成矿作用是红层基底

中的一种重要成矿类型，对分析研究区域构造及成

矿演化等也提供了新的启示。

致谢 感谢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柳晓明老师、第五春荣老师的热心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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