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 专题 2、岩浆矿床成矿作用与找矿勘查  

金川超大型镍铜硫化物矿床 

橄榄石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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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超大型 Ni-Cu-(PGE) 硫化物矿床是世界上第三大在采岩浆硫化物矿床，Ni 开采量仅次于俄罗斯

Noril’sk-Talnakh 和加拿大 Sudbury 矿床，其成因备受关注。金川超镁铁质岩体位于华北克拉通西南缘的龙

首山隆起带中。一系列北东-南西向断裂将金川超镁铁质岩体分为四个部分，从西往东依次为：III 号、I 号、

II 号、以及 IV 号岩体。其中，Ⅰ号和Ⅱ号岩体岩相完整，并赋存主要的铜镍硫化物矿体。 
近年来，随着微区原位技术的成熟发展，橄榄石微量元素地球化学已经成功地应用到地幔岩石学和玄

武岩的成因研究方面（Foley et al., 2013; Heinonen and Fusswinkel, 2017; Neave et al., 2018; Sobolev et al., 
2005）。然而，目前对含矿堆晶岩中橄榄石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的研究还很薄弱，如何利用橄榄石的微量元素

示踪岩浆硫化物矿床形成的关键过程（如岩浆混合、熔体分异、同化混染、硫化物饱和）有待深入研究。

此外，由于金川岩体地表没有相应的玄武岩，导致岩石圈地幔富集的机理仍然不清楚。本研究借助原位微

区分析技术，系统探讨了控制金川矿床中橄榄石微量元素成分变化的因素，并试图制约矿床的岩浆起源、

演化和成矿过程。 
在原始地幔橄榄石多元素标准化图中，金川Ⅰ、Ⅱ号岩体橄榄石具相同的配分模式，均显示 Cr、V、

Ni、Co、Ti 的亏损，富集不相容元素 Zr、Y、Ti、Sc 和 Ca 的特征。元素变化特征暗示Ⅰ、Ⅱ号岩体起源

于相同的母岩浆成分。与铬尖晶石的共结导致橄榄石亏损 Cr、V、Ti 元素，熔离的硫化物与橄榄石的相互

反应共同控制橄榄石中 Ni 和 Co 的变化。另一方面，Ⅱ号岩体中橄榄石的 Cr 和 V 含量明显低于 I 号岩体，

表明前者比后者的母岩浆经历了更高程度的演化。橄榄石高的 Mn/Zn 值（>13）和低的 Zn/Fe 值（<11）指

示岩体母岩浆可能起源于橄榄岩地幔的部分熔融，而非前人提出的辉石岩地幔源区。此外，总结对比发现

岩浆硫化物含矿岩体中橄榄石 Ca 含量明显低于玄武岩橄榄石斑晶的值。尽管在统计意义上，与地幔柱相关

的堆晶岩比形成于汇聚板块边缘的堆晶岩中橄榄石具较高的 Ca 含量，但二者重叠范围较大，难以单独对比

判断。因此，硫化物含矿岩体中橄榄石偏低的 Ca 含量可能是普遍现象，主要受岩浆演化过程控制，暗示利

用硫化物含矿岩体中橄榄石的 Ca 含量进行构造判别时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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