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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phyry c0pper dep0sit， northwestern Yu衄aIl， China： TlIe ore-f0rIlling ame limjtation and ge0lo cal sigllifi伽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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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 precision zircon SHRIMP U—Pb dating method has been印plied to measure the ages of the copper minem z̈ed 

monzonite porphyry in the Pulang porphyry coPper deposit，northwestem Yunnan，China，with the dated ages of 228±3Ma，226．3± 

2．8Ma and 226±3Ma．The sh印es 0f the zircon s舢 ples and山e parameters 0f their contajned uranium and山orium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0f the typjcal magmatic zireon． The dated ages 0f zircon samples are almost identical within the range of 

deviation． This indjcates that the magma，which f0rrned the copper mineralized monz0nite p0rphyry，was emplaced rapid1y flmm its 

magma chamber． In the combination 0f the zirc0n SHRIMP U—Pb dating ages of the p0rphyry samples，and the prleviously published 

data of the Ar—Ar plateau ages of K0tite samples and the Re一0s isochr0nism age of molybdenite sample，it is believed that the main ore- 

f0I1ning stage 0f the Pulang porphyIy copper deposit occun d a【216～214Ma，and then it is infeITed that the magma—hydIDtherrnal nuid 

system 0f the Pulang porphyry copper deposit could have been lasted oVer 10Ma flr0m its magma emplacement stage t0 the magmatic 

hvdrotherma1 mineralization stage．The magma上ic hydrotherrnal nuid， which was derived flr0m the ma ；ma chamber and rich in 0re- 

f0m ing materials aJ1d volatiles，had str0n y altered the f’ulang p0rphyry complex and extracted some ore—f0mling material f0nn it at the 

relative later stage． 

Key words Zirc0n；SHRIMP U—Pb dating；P0rphyry copper deposit；Pulang；Zhongdian 

摘 要 应用高精度离子探针锆石 u—Pb测年方法，获得普朗斑岩铜矿床中3件矿化石英二长斑岩的锆石年龄分别为228 

±3Ma、226．3±2．8Ma、226±3Ma。锆石形态和铀钍参数均属典型的岩浆锆石特征 ，年龄值在误差范围内近似一致，表 明形成 

矿化斑岩的中酸性岩浆从岩浆房快速上升侵位。结合前人已发表的矿化斑岩的黑云母 Ar—Ar坪年龄及辉钼矿 Re-0s同位素 

年龄等数据，推测普朗斑岩铜矿的岩浆一热液系统从岩浆侵入至矿化阶段的持续时间可能长达 10Ma以上，主成矿期约为 

216～214Ma。从岩浆房分异出的富含成矿物质和挥发份的岩浆流体在相对较晚阶段对普朗复式岩体发生了强烈的蚀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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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能进一步萃取了岩体中的成矿物质。 

关键词 锆石；离子探针u—Ph测年；斑岩铜矿；中句普朗 

中图法分类号 P597．3；P588．132 P618．41 

普朗斑岩铜矿床位于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中甸)格咱乡， 

是在 1999年由云南地矿局三大队和比利顿矿业公司合作找 

矿中发现的。其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我国西南部三江地区义 

敦岛弧南端的中甸弧的东侧 ，是在晚三叠世甘孜一理塘洋盆 

西向俯冲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大型甚至超大型矿床。普朗矿 

区目前已圈定7个工业矿体，其中，主矿体(KT1)探明资源 

量达436万吨(李文昌，2o07)。中甸地区广泛分布有印支期 

斑岩体，同时发育有众多的与其有关的斑岩型和矽卡岩型矿 

床或矿点。区内经矿产勘查发现矿(化)点计 30余处，总体 

构成了包括斑岩型、矽卡岩型及热液型等多种矿化类型的铜 

多金属成矿带，是我国具有巨大找矿前景的区域①(赵准， 

l995；曾普胜等，1999，2003，2O04a，b，2o06；杨岳清等，2o02； 

侯增谦等，20o4；曹殿华等，2006；范玉华和李文昌，2O06；李 

文昌，2oo7)。 

对矿床的含矿岩石、某些热液蚀变矿物和某些矿石矿物 

进行精确的测年工作，是深入探讨和研究矿床的成矿物质来 

源、成矿机制及成矿动力学背景等问题的基础。本文应用离 

子探针 u．Pb测年方法对普朗矿区的矿化石英二长斑岩中的 

锆石进行了精确测定，限定了普朗含矿斑岩的形成时代，也 

为深入研究中甸地区印支期洋盆俯冲过程提供了重要依据。 

1 区域地质背景和矿床地质特征 

中旬地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三叠系，其下、中统为一套碎 

屑岩夹碳酸盐岩、硅质岩，上统为一套巨厚的复理石砂板岩 

夹火山岩、碳酸盐岩。区内断裂构造发育，Nw 向断裂规模 

较大，发育较早，与区域主构造线方向一致，多属逆断层；NE 

向断裂规模较小，发育较晚，常错开 Nw 向断裂。火山岩主 

要是晚三叠世卡尼期至诺利期的以安山岩为主的钙碱性系 

列玄武岩一安山岩组合(侯增谦等，2003)。侵人体主要是与 

安山岩同源的印支期中酸性斑岩 (杨岳清等，20O2)，岩带或 

岩体的延伸方向与区域主构造线方向一致 ，明显受 Nw 向断 

裂控制；北部地区出露燕山晚期花岗岩(表1中的休瓦促和 

热林矿点)，中部地区出露少量的喜马拉雅期富碱斑岩(表l 

中的亚杂矿点)。三期岩浆活动均伴有不同程度的铜多金属 

矿化，其中印支期斑岩体与成矿关系尤为密切(表1)。 

中甸地区在早三叠世处于甘孜一理塘洋盆西侧的被动 

陆缘；晚三叠世中晚期，甘孜一理塘洋壳向西俯冲，中甸褶 

皱带东缘由被动陆缘转为活动陆缘，沿俯冲方向依次发育岛 

弧和弧后盆地，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沟一弧一盆体系；晚三叠世 

末 ，甘孜一理塘洋盆闭合，经短暂的残留海发育阶段，最后碰 

撞造山 (张世涛和冯庆林，2Ooo；杨岳清等，2O02；尹光侯 

等，20O5；黄建国和张留清，20o5)。这一构造体制的完成，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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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中甸地区三叠纪末至今的基本构造格局。 

普朗矿区出露诸多中酸性小岩体 ，物探推测深部有隐伏 

岩体 。普朗斑岩铜矿即位于Nw向的黑水塘断裂(图l中 

n 断层)和隐伏的 NEE向的全干力达断裂的交汇部位。矿 

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上三叠统图姆沟组二、三段(L 。)，岩性 

为砂板岩夹安山岩。普朗复式岩体由5个单岩体构成，推测 

各个单岩体在深部连成一体。岩体总面积为 8．9kIll2，其中 

矿化岩体约为 1．27km 。岩体具明显的多次脉动侵入特征， 

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大面积分布的石英闪长玢岩(部分为 

二长闪长玢岩)，约占4／5；第二期为复式岩体中心的石英二 

长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约占 1／5；第三期为岩脉状闪长玢 

岩。前两期岩性演化趋势显示为中基性一 中酸性 ，最晚期闪 

长玢岩呈岩脉状穿插于早期岩株状侵入体中，无矿化现象 

(李文昌，2o07)。普朗复式岩体蚀变强烈，具典型的斑岩铜 

矿蚀变分带特征，自内向外依次为钾化硅化带 (石英二长斑 

岩、花岗闪长斑岩)一绢英岩化带(石英二长斑岩及石英闪长 

玢岩内侧)一青盘岩化带(石英闪长玢岩外侧)，岩体外围为 

角岩化砂板岩和未蚀变砂板岩 (图 1)。各蚀变带出现的金 

属矿物组合依次为黄铜矿、黄铁矿、辉钼矿一黄铜矿、黄铁 

矿、磁黄铁矿一黄铁矿 (谭康华等，2005，2007；范玉华和李 

文昌，2o06)。 

含矿岩体及围岩主要为石英二长斑岩和石英闪长玢岩 

及少量花岗闪长斑岩和二长闪长玢岩，矿体与围岩呈渐变关 

系，无明显界线。矿石构造主要为细脉浸染状构造和网脉状 

构造。矿石结构主要为半 自形一他形粒状结构和交代溶蚀 

结构。金属矿物主要为黄铜矿、黄铁矿及少量辉钼矿、磁黄 

铁矿，脉石矿物有斜长石、钾长石、石英、角闪石、黑云母、绿 

泥石、绢云母、绿帘石、方解石等，次生矿物有孔雀石、褐铁 

矿、石膏等，副矿物有锆石、磷灰石、榍石等。 

2 样品采集和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的3件样品均采 自普朗斑岩铜矿中的矿化石 

英二长斑岩，其中，PIJD4_9样品采 自钻孔 PLDo01南约 25m 

的坑道口的矿石堆，来自主矿体(KT1)，发育有成矿晚期形 

成的钾长石脉，矿化呈细脉浸染状；KT5样品采 自主矿体东 

北矿化体中的长条状矿体(KT5)，发育有较粗的硫化物脉； 

PLD001样品采自钻孔PLD001附近的主矿体(KT1)露头，钾 

化硅化强烈 ，矿化呈细脉浸染状。 

样品经常规的粉碎、重选、磁选等程序，分选出纯度较高 

① 云南省地质调查院．2Oo4．云南中旬地区矿产资源评价．20o4年 

地质工作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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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旬地区一些斑岩的同位素年龄 

Tab1e 1 Some isotopic dating ages of v．dri0us porphyIy bodies in the Zhongdian area 

的锆石 ，然后在双 目镜下精 选。将样 品锆石 和标 准锆 石 

(4l7Ma)在玻璃板上用环氧树脂固定、抛光，然后进行透射 

光、反射光和阴极发光照相以确定单颗粒锆石的晶体形态和 

内部结构。锆石的离子探针 u—Pb分析是在中国地质科学院 

北京离子探针中心sHRIMP2Ⅱ仪器上完成的。详细的分析 

原理和流程参考宋彪等(2002)。单个数据点的误差均为 

1盯，年龄 采用猫Pb／ u年龄 ，其加权平均值 为 95％的置 

信度。 

3 测试结果 

用于同位素测年的锆石多呈 自形一半 自形柱状 ，少数近 

于浑圆状，双锥发育，晶棱晶面清晰，透明或微透明，金刚光 

泽，粒径一般在2o0 m～450 m之问。阴极发光图像显示锆 

石具有清晰的岩浆震荡环带，内部结构单一，无残留核、新生 

环带及蜕晶现象(图2)，属于典型的岩浆锆石。 

3件样品的锆石同位素测试结果列于表2，其谐和图解 

见图3。数据表明，PIJ04_9锆石的u含量为 252．16×10～一 

418．95×10 ，Th含量为 181．56×10 ～389．74×10一。， 

Th／ U值为 0．63—1．O1；KT5锆石的 u含量为 263．57× 

10～一564．96×10～，Th含量 为 191．12×l0～ ～633．02× 

10～， Th／ U值为 0．75～1．21；PLDoo1锆石的 u含量为 

226．76×1O一 438．91×10～，Th含量为 149．28×1O～ ～ 

383．12×10～， rIIh／ 勰u值为0．68 1．O1。3件样品的锆石 

铀、钍含量及 rh／ u值均显示为典型的岩浆锆石特征(吴 

元保和郑永飞，2004)。 Th／ u值变化幅度较小，说明锆石 

形成于铀、钍含量较为均一的岩浆环境。 

测年结果显示 ，样品PLJO4_9的 12个测试点的表面年龄 

介于 247．7±5．9—218．7±4．9Ma，其加权平均年龄为 228± 

3Ma，MSwD=1．5。样品 KT5的 13个测试点的表面年龄介 

于236．1±5．1～219．9±5．OMa，其加权平均年龄为 226．3± 

2．8Ma，MSWD=0．94。样品 PLD001的 l4个测试点的表面 

年龄介于 234．8±6．5—219．4±5．2Ma，其加权平均年龄为 

226±3Ma。MSWD=0．91。 

4 讨论 

4．1 普朗斑岩铜矿成岩成矿时代 

矿床的精确测年工作 ，是深入研究矿床的物质来源、形 

成机制及动力学过程等问题的基础。锆石具有物理化学性 

质稳定，富含铀钍元素，普通铅含量低，离子扩散速率，封闭 

温度高(>8O0℃)等特点(Lee e Ⅱf．，1997；chemiak e￡Ⅱf．， 

1997；Chemiak and wafs0n，2o01；谢桂青等，2001；吴元保和 

郑永飞，2004；钟玉芳和马昌前，2o06)，是确定侵入岩体结 

晶年龄的理想对象。本次测年结果显示，所测 3件样品的数 

据点均位于 u—Ph谐和线上及附近 ，表明锆石结晶以后 u—Pb 

同位素体系封闭性良好，同位素年龄的地质意义确切，可代 

表普朗矿区石英二长斑岩的侵入年龄，说明石英二长斑岩是 

在晚三叠世卡尼早期以快速脉动的形式上升侵位，同时也说 

明甘孜一理塘洋盆在中甸地区的俯冲始于三叠世拉丁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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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普 朗斑 岩铜 矿 锆 石 阴极 发 光 图像

F i g ． 2 T h e c a t h o d o l u m i n e s c e n c e p i c t u r e s o f z i r c o n g r a i n s f r o m p o r p h y r i e s o f t h e P u l a n g p o rp h y r y c o p p e r d e p o s i t

卡尼 期交 替之 际 或者更 早 的 时代 。

普 朗矿 区 的矿 化斑 岩 中钾 化蚀 变 普 遍 发 育 ， 其 与矿 化 存

在 密切 关 系 。 矿 化 斑 岩 相 对 新 鲜 斑 岩 ，
K

：
0 含 量 由 3 ． 5 ％ 左

右 上 升至 6 ％ ～ 7 ％
， 且 铜 品 位 与 K 。 0 含 量 一 般 呈 正 比关 系

( 曾普 胜 等 ，
2 0 0 6 ； 范 玉 华 和 李 文 昌 ，

2 0 0 6 ) 。 矿 化 斑 岩 中 的

黑 云 母 多呈 细鳞 片状 密集 发 育 ， 主要 为 钾 化 作 用 形 成 的次 生

黑 云 母 。 曾普胜 等 ( 2 0 0 6 ) 报 道 了 普 朗 矿 区 2 件钾 化 硅 化 矿

化 石 英二 长斑 岩 的黑 云 母 A r ． A r 坪 年 龄 为 2 14 ． 6 ± 0 ． 9 M a 和

2 1 6 ± 1 M a
， 其 相 应 的 等 时 线 年 龄 分 别 是 2 1 3 ． 4 ± 1 ． 5 M a 和

2 1 3 ． 6 ± 3 ． 6 M a 。 黑 云 母 的 坪 年 龄 与 等 时 线 年 龄 在 误 差 范 围

内近 似 一 致 ， 说 明测 年 结 果 是 可 靠 的 ， 因 而 可 将 其 坪 年 龄 视

为普 朗斑 岩铜 矿 的钾化 蚀 变 年 龄 。

曾普胜 等 ( 2 0 0 4 b ) 和 曹殿 华 ( 2 0 0 7 ) 还 利 用 辉 钼 矿 R e ． 0 s

法对 普 朗斑 岩铜矿 进 行 了 成 矿 年龄 分 析 ， 其 同位 素测 试 结 果

汇 总列 于 表 3 。 如 表 3 所 示 ， 9 件 辉 钼 矿 的 模 式 年 龄 变 化 于

2 1 1 ． 4 ～ 2 1 9 ． 7 M a ， 说 明普 朗铜 矿 的成 矿 时代 明显 晚于 石 英 二

长斑 岩 的侵入 时代 。 曾普 胜 等 ( 2 0 0 4 b ) 和 曹殿 华 ( 2 0 0 7 ) 同时

给 出 了 辉 钼 矿 的等 时 线 年 龄 ， 分 别 为 2 1 3 ± 3 ． 8 M a 和 2 0 8 ±

1 5 M a 。 由于上 述两 组 等时 线年 龄存在较 大差 异 ， 为 了 较 为 准

确地 反 映普 朗铜 矿 的成 矿 时 代 ， 作 者 对 9 组 数 据 利 用 I s o p l o t

软件重 新 进 行 了 等 时 线 年 龄 计 算 ( 铼 衰 变 常 数 ： 1 ． 6 6 6 ×

1 0
。 。

a
“

) 。 结果 表 明 ： ① 如果 9 组 数据全 部参 与 计算 ， 则等

2 3 1 7

时线 年龄 为 2 0 6 ± 3 1 M a
，

M S W D ： 1 3
， 其 中 P L 0 3 — 1 5 相 对 偏 移

等 时 线 ； ② 如果 去 掉 P L 0 3 — 1 5 数 据 点 ， 其 余 8 件样 品可 以 拟

合成 一 条较好 的等 时 线 ， 各 数 据 点 均 匀 分 布 在 等 时 线 两 侧 ，

年 龄 为 2 1 4 ± 2 5 M a
，

M S W D = 5 ． 5 ( 图 4 ) 。

野 外 观 察 表 明 ， 辉 钼 矿 主要 呈 细 鳞 片 状 集 合 体 沿 石 英 脉

脉壁 或裂 隙面 分布 ， 常与绿 泥 石 、 绿 帘石 及 黄 铜 矿 、 黄铁 矿 等

矿物共 生 。 参考 普 朗矿 区 的石 英 二 长 斑 岩 侵 入 年 龄 和 钾 化

蚀 变 年龄 ， 作者 以 为辉 钼 矿 R e 一 0 s 等时线 年 龄 2 1 4 M a 可 能代

表 了 网脉状 矿 化 的年龄 。

4 ． 2 岩 浆 一 热 液 系 统 的演 化 时 限

含 矿 石 英 脉 中 的 流 体包 裹 体 特 征 证 实普 朗斑 岩铜 矿 的

成 矿 流 体主要 为岩 浆 流 体 ( 王 守旭 等 ，
2 0 0 7 a ) 。 因此 ， 石 英 二

长 斑 岩 的锆石 U — P b 年 龄 既 可 代 表 斑 岩 侵 入 年 龄 ， 又 可 视 为

岩浆 一 热液 系统 的上 限年龄 。

一 般来 说 ， 斑 岩 铜 矿 中钾硅 酸

盐 化 是 高温 蚀 变类 型 ( 5 0 0 — 6 0 0
~

C ) ， 但 由于 其 主 要 蚀 变产物

黑 云 母 的 K — A r 同位素体 系封 闭温 度 相对 较 低 ( 3 0 0 ± 5 0 ％ ) ，

因 而 黑 云 母 的 同位 素年 龄 实 际 上 是 记 录 了斑 岩 铜 矿 床 中温

蚀 变 以来 的历 史 。 芮宗瑶 等 ( 2 0 0 3 ) 指 出 ， 斑 岩铜 矿 中黄铁 矿

的结 晶 温 度 为 4 5 0 — 1 5 0 ℃
， 黄 铜 矿 的 结 晶 温 度 为 3 5 0 ～

2 5 0 ℃ 。 由此 可 知 ， 黑 云 母 的 同位 素年 龄 又 可 代 表 斑 岩 铜 矿

的 主成矿期 ( 尤其是 铜矿 化 ) 年 龄 。 综合 以 上 斑 岩 的锆 石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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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普朗斑岩铜矿锆石离子探针 u．Pb同位素分析结果 

Ac把 rof0g c0 5 n 。 岩石学报 20o8，24(1O) 

Tab1e 2 Zircons SHRIMP U—Pb is0tope testing I℃sults of the PuLang porphyry copper dep0sit 

注：分析精度为 l ；Pb 指普通 Pb占全部 Ph的百分比；Ph 为放射成因铅含量；年龄和同位素比值均以实测的 Pb校正 

表 3 普朗斑岩铜矿辉钼矿的 Re、0s同位素含量及模式年龄 

Table 3 Re and 0s 0ontents and model age 0f molybdenite flr0m the Pulang porphyry copper dep0sit 

注：同位素分析均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完成，分析精度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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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普 朗斑 岩铜矿 锆石 u — P b 年 龄 谐 和 图解

F i g ． 3 Z i r c o n U — P b c o n c o r d i a a g e d i a g r a m o f t h e P u L a n g p o r p h y r y c o p p e r d e p o s i t

子 探 针 年 龄 ， 黑 云 母 的
”

A r 一

”
A r 坪 年 龄 和 等 时 线 年 龄 ， 辉 钼

矿 的 R e 一 0 s 等时线 年 龄 ， 推测 普 朗矿 区 的岩 浆 一 热液 系 统 持

续 时 间可 达 1 0 M a 以 上 ， 主成 矿 期 可 能 为 2 1 6 ～ 2 14 M a 左 右 。

硫 同位素研 究表 明 ， 普 朗斑 岩铜 矿 硫 化 物 ( 黄 铜 矿 、 黄 铁

矿 、 辉钼矿 ) 的 ∥
。

S
。D T 变 化 范 围为 一 2 ． 2 3 ％0 一 + 3 ． 7 5 ％e

， 基 本

呈 塔式 分 布特征 ， 主要 为深 源 岩浆硫 ( 王 守旭 等 ，
2 0 0 7 b ) 。 这

暗示 了矿 区 的岩 浆 一 热 液 系统在 至 少 1 0 M a 左 右 的 时 间 内保

持 了 一 个 较为封 闭 的空 间 ， 亦 即要 求 在 含 矿 斑 岩 的顶 部发 育

有利 的封 闭盖 层 。 如前所 述 ， 普 朗复式 岩体 具 多 次 脉 动 侵入

特征 ， 其 中 ， 第 一 期石 英 闪 长 玢 岩 ( 局 部 为 二 长 闪 长 玢 岩 ) 构

成 边 缘相 ， 约 占 4 ／5 ； 第 二 期 石 英 二 长 斑 岩 和 花 岗 闪 长 斑 岩

构成 中心 相 ， 约 占 1／5 。 据此 判 断第 一 期 侵 人 的石 英 闪 长 玢

岩可 能构成 了 矿 区 岩 浆 一 热 液 系 统 的有 效 封 闭盖 层 。 这 种

有 效 的封 闭盖层 对 于 普 朗斑 岩 铜 矿 的成 矿 作 用 是 非 常有 利

的 ， 其 一 可 以 阻止 成 矿 流体散 失 ； 其 二 可 以 使 岩 浆 一 热 液 系

统保持较长 时 限 的高温 状 态 ，从 而 使 岩 浆 流 体对 已 定 位 的 中

心 相 斑 岩进 行 强 烈 的蚀 变作用并 萃取 其 中的成矿 元 素 。

普 朗矿 区 的岩 浆 一 热 液 系 统 之 所 以 能 够 维 持 如 此 长 的

时 间 ， 可 能 主要 与其所 处 的构 造 环 境有 关 。 甘 孜 一 理 塘洋 盆

的俯 冲活 动 ， 在 中旬 地 区 产 生 了 北 东 向 的 主 压 应 力 场 ， 诱 发

了 一 系列 的北 西 走 向 的 断裂 活 动 和 具 被 动 侵 入 特 征 的 岩 浆

活 动 ， 形 成 了大 量 的 中酸性 斑 岩 体 。 与岩 浆 活 动相 对 应 的是

发生 了 印支期 大规模 的流体迁 移 活 动 和 铜 多金 属 成矿 作 用 ，

形成 了众 多 的矿 床或矿 点 。 除普 朗岩 体外 ， 作 者 等 同时 还 对

位 于 普 朗 以北 的与其 同属 东 斑 岩 带 的 地 苏 嘎 石 英 闪 长 玢 岩

进 行 了锆 石 离 子 探 针 U — P b 年 龄 分 析 ， 其 年 龄 为 2 3 2 ． 7 - 4-

3 ． 2 M a ( M S W D = 1 ． 4 ； 作者等未 发 表 资 料 ) ， 说 明普 朗一 地 苏

嘎 一 线 可 能处 于 甘 孜 一 理 塘 洋 盆 的俯 冲前 缘 。 这 种 有 利 的

构造位 置 使其在 有 限 的 洋 盆 俯 冲历 史 中较 早 发 生 了 中酸 性

岩浆 侵人 活 动 。 据 林 清茶 等 ( 2 0 0 6 ) 报道 ， 西 斑 岩 带 雪鸡 坪 石

英 闪 长 玢 岩 的 锆 石 离 子 探 针 U ． P b 年 龄 为 2 15 ． 3 ± 2 ． 3 M a

( M S W D = 3 ． 9 5 ) ，说 明雪鸡坪岩 体 比普 朗岩体和 地 苏 嘎 岩体

晚 1 3 — 1 7 M a ， 可 能正 是 甘 孜 一 理 塘 洋 盆 自东 向西 俯 冲过 程

的反 映 。

侯增谦 等 ( 2 0 0 1
，

2 0 0 3
，

2 0 0 4 ) 通 过 对 义 敦古 岛弧 地 区 花

岗岩侵人 年龄 的综合分 析 ， 认 为义 敦 岛 弧 在 2 3 7 ～ 2 0 8 M a 之

间发 生 了大规模 的岛弧 岩浆活 动 ， 高峰期 约 为 2 1 5 M a 。 峰期

岩浆活 动可 能反 映 了 区 域 主 压 应 力 场 在 同 时或 稍 前 时 候 达



2320 

图4 普朗斑岩铜矿辉钼矿 Re一0s等时线图解 (空心圆点 

不参与等时线年龄计算) 

F ．4 Re·Os isochr0n age 0f molybdenite flrnm the Pulang 

porphyIy copper deposit 

到了最强。在中旬岛弧带，其主要影响可能有两方面：其一 

是产生了峰期岩浆侵入活动(例如雪鸡坪岩体)；其二是导 

致了俯冲早期岩浆活动所形成的岩浆一热液系统的破裂 ，致 

使成矿物质快速结晶沉淀，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印支期铜多金 

属矿化。因此，普朗矿区由俯冲早期阶段形成的岩浆一热液 

系统在破裂之前 已维持了 10Ma以上，如此之久的流体活动 

可能正是规模宏大的普 朗斑岩铜矿得 以形成 的主要原 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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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志、范玉华、谭康华、张世权等高级工程师或工程师的指导 

和帮助，锆石 sHRIMP u—Pb分析得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地 

质所宋彪、石玉若、张玉海、陶华等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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