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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南澜沧老厂 Pb–Zn–（Ag）–Mo–（Cu）多金属矿床是东南亚古特提斯昌宁–孟连缝合带内唯一的大

型火山岩块状硫化物–岩浆热液复合型矿床（杨帆等，2019；邓军等，2020），位于缝合带南部的澜沧裂谷

北段。该矿床具有完整的垂向岩浆–热液成矿体系，主要包括深部斑岩型 Mo–（Cu）矿化和浅部的层状和脉

状 Pb–Zn–（Ag）矿化。矿区深部的隐伏斑岩型钼矿化带厚达 850 m，工业矿体厚约 450 m，预测钼资源储

量 150 万吨（李宏坤等，2014）。老厂斑岩型钼矿的成矿过程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如已确定了花岗

斑岩的成岩年龄（44.4–44.6 Ma；李峰等，2009；Deng et al., 2015；黄钰涵 2018；Sun et al., 2021）和辉钼

矿的矿化年龄（43.4–47.3 Ma；李峰等，2009；Deng et al., 2016；Meng et al., 2018），但是从斑岩岩浆向初始

成矿流体演化的精细过程和时间线依然比较模糊。 
基于岩相学工作，我们在老厂矿区深部的蚀变凝灰岩中识别出两期 A 脉（与早期钾硅酸盐化蚀变有关

的岩浆热液脉），其中的 A1 型钾长石脉中产出较多的粗晶半自形–自形热液榍石和金云母。本次研究聚焦于

花岗斑岩中的新鲜黑云母、A 脉中的金云母和榍石的原位 U–Pb 同位素定年和地球化学研究，精细厘定了岩

浆到初始成矿流体出溶的时限，解译了斑岩岩浆–热液演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条件变化。 
获得的主要认识如下：（1）澜沧老厂花岗斑岩属于造山带钙碱性 I 型花岗岩，花岗斑岩中的黑云母被划

分为镁黑云母。黑云母地质温压计计算结果表明，斑岩就位于中深成相（2.57–4.27 km）环境，压力平均值

为 93 MPa，温度平均值为 697 ℃ ，氧逸度 logfO2平均值为-16.78。（2）基于矿物学观察，澜沧老厂斑岩型

钼矿化的热液过程可以划分为早期岩浆未完全固结阶段的 A 脉、主成矿期的 B 脉和晚期含粘土矿物的 D 脉

三阶段。A 脉主要保留于斑岩顶部的蚀变凝灰岩中，可进一步划分为两种类型：A1 脉为弯曲不规则状毫米

级钾长石细脉，矿物共生序列组合主要为金云母+钾长石–榍石+硬石膏+辉钼矿–石英+方解石；A2 脉为较为

平直的黄铁矿化含钾长石毫米级石英脉。A1 脉中金云母的压力平均值为 98 MPa，温度平均值为 681 ℃ ，

logfO2平均值为-17.29，表征了岩浆未完全固结到出初始成矿流体出溶过程中，由于流体的加入，A1 脉的压

力略大于围岩静压力，温度和氧逸度则因为凝灰岩围岩的缓冲而略为降低。晚于金云母的榍石的 Zr 温度计

平均值为 680 ℃ ，但榍石具有明显的两阶段生长特征，第一阶段平均温度为 701 ℃ ，第二阶段平均温度为

653 ℃。（3）对 A1 脉中榍石开展原位 LA–ICP–MS U–Pb 测年获得的年龄为 44.4±1.5 Ma（MSWD=1.8，n=48），
与花岗斑岩就位年龄（44.4–44.6 Ma）相当，略大于主成矿期辉钼矿的等时线年龄（43.78 Ma），进一步厘定

了澜沧老厂花岗斑岩成矿体系岩浆–成矿流体的演化时序。我们的研究表明，榍石的原位分析是精细剖析岩

浆后期熔（流）体演化过程的重要手段，记录了相应的时间和温度信息，特别是 I 型花岗质岩浆侵入于富钛

围岩的情况下，榍石可成为较为丰富的副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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