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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拉巴钼矿床位于格咱岛弧铜钼铅锌金银多金属矿集区，区域内岩浆构造活动 非 常 强 烈，成 矿 条

件十分有利。矿体赋存于燕山晚期中酸性岩体－黑云母花岗闪长斑岩及其外接触带大理岩、矽卡岩和玄

武岩中，矿床在时间上、空间上、成因上均与中酸性斑岩体有关。该矿床为受地层、构造和岩浆岩控制的

斑岩型钼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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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巴钼矿床位于三江格咱岛弧铜钼铅锌金银多

金属矿集区，是近年来发现的大型钼矿床。目前对该

矿床的研究 工 作 很 少，本 文 通 过 对 矿 区 含 矿 地 层 岩

性、控矿构造、岩浆岩、围岩蚀变及矿山组构等地质特

征及岩石地球化学特征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出了矿体

的空间赋存规律、控矿因素和成因作用。

１　区域地质背景及矿区地质

１．１　区域地质背景

拉巴钼矿床位于扬子陆块西缘坳陷带与义敦岛

弧和甘孜－理塘结合带的交汇部位，西侧为楚波－熏

洞断裂，东侧为安家村断裂，北部是甘孜－理塘结合

带向南急剧收缩部位，南部是扬子陆块西缘之盐源－
丽江坳陷带［１］。

区内褶皱、断裂发育，组成以ＮＷ 向为主，ＮＥ向

次之的短轴褶皱和断裂系统［１－３］。主要断裂有安家村

断裂、楚波―熏洞断裂、铜厂断裂、中牛棚断裂、大陡

崖断裂、拉巴南断裂、中村断裂、水磨房断裂等。

区内岩浆作用强烈，形成时代为古生代、中生代

和新生代。华力西旋回及印支旋回的中基性、基性、

超基性火山岩与矿化无关。印支期的中酸性石英闪

长玢岩，燕山期的酸性花岗斑岩、花岗闪长斑岩、二长

花岗岩，喜山 期 的 酸 性、碱 性 石 英 闪 长 玢 岩、英 安 斑

岩、石英斑岩、正长斑岩等浅成―超浅成侵入岩与成

矿关系密切。

１．２　矿区地质

矿区出露地层由老至新依次为二叠系冈达概组，二
叠系上统黑泥哨组，三叠系中统北衙组及少量第四系更

新统、全新统（图１）。冈达概组（Ｐｇ）上部为灰―灰绿色

玄武岩夹火山角砾岩，下部为凝灰岩夹板岩、大理岩。

黑泥哨组（Ｐ２ｈ）为灰绿色、深灰色玄武岩夹火山角砾岩、

灰岩透镜体、粉砂岩及煤线。北衙组（Ｔ２ｂ）为滨―浅海

相的一套碳酸盐岩沉积建造，分布于矿区大部地区［２］。

其中北衙组一段（Ｔ２ｂ１）为矿区主要赋矿层位，赋矿围岩

主要为大理岩，局部夹薄层状矽卡岩。

受区域构造运动的影响，矿区内褶皱、断层发育。

矿区为一轴向ＳＮ的 背 斜 构 造，纵 贯 矿 区 中 部，轴 部

附近为石英闪长玢岩体侵位。安家村断裂Ｆ１从矿区

东北部穿过，铜厂断裂Ｆ２沿背斜轴部穿过，两侧有大

陡崖断裂方Ｆ３、中牛棚断裂Ｆ４、拉巴南断裂Ｆ５、中村

断裂Ｆ６等近ＥＷ 向、ＮＥ向、ＮＷ 向三组次级断裂，致
使背斜出露残缺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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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拉巴钼矿床地质简图（据云南地质调查局修编）

Ｆｉｇ．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Ｌａｂａ　Ｍｏ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格咱岛 弧 区 域 位 置 图　ｂ—矿 区 地 质 简 图　Ⅰ—扬 子 陆 块　

Ⅱ—甘孜－理塘结合带　Ⅲ—义敦岛弧带　Ⅳ—中咱地块　Ⅴ—金

沙江结合带　Ⅵ—江 达—维 西 火 山 弧　１—二 叠 系 上 统 黑 泥 哨 组

玄武岩夹火山角砾岩、灰岩、粉砂岩　２—三叠系中统北衙组 灰 岩、

大理岩　３—第四系砾岩、砂砾岩、冲洪积物　４—黑云母花 岗 闪 长

岩　５—辉绿玢岩　６—石英闪长玢岩　７—断层及编号　８—地质

界线　９—勘探线及编号

　　矿区岩浆岩发育，侵入岩为印支―燕山期中酸性

浅成岩体，沿铜厂断裂附近分布，岩性为石英闪长玢岩

（δομ）、辉 绿 玢 岩 （βμ）、黑 云 母 花 岗 闪 长 斑 岩

（γδβπ）
［４］。黑云母花岗闪长斑岩分布在联办村北，呈

岩脉状侵位于北衙组的灰岩中，出露面积约０．１ｋｍ２。

２　矿床地质特征

２．１　矿体特征

钼矿体赋存于黑云母花岗闪长斑岩体及其接触

带中，有用组 分 垂 直 分 带 明 显，自 上 而 下 表 现 为 铜－
铜钼－钼的特征，富 矿 体 主 要 分 布 在 黑 云 母 花 岗 闪 长

斑岩体的顶部，低品位矿主要产在远离接触带的围岩

中［５］。矿体的 水 平 投 影 为 不 规 则 的 条 带 状，长 轴 为

ＮＮＷ 向。矿区按矿体形态、赋矿层位、矿化类型、分

布位置等特 征 划 出２个 矿 群（ＫＴ１２、ＫＴ１３），４个 矿

体（ＫＴ１２－１、ＫＴ１２－２、ＫＴ１３－１、ＫＴ１３－２）（图２）。

ＫＴ１２－１矿体：主要赋存于黑云母花岗闪长斑岩外

接触带大理岩、矽卡岩中，矿体以似层状、透镜状产出，

以铜矿化为主，局部伴有钼矿化。主要金属矿物为孔

雀石、黄铜矿、辉钼矿。孔雀石呈细脉浸染状、薄膜状

图２　拉巴矿区１２号线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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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三叠系中统北衙组 灰 岩、大 理 岩　２－第 四 系 砾 岩、砂 砾 岩、冲

洪积物　３－黑云母花岗 闪 长 岩　４－矿 体 及 编 号　５－地 质 界 线

　６－钻孔及编号

产出，黄铜矿以细脉浸染状为主，少量呈星点状产出，

辉钼矿呈细脉浸染状产出。铜平均品位为０．４１％。

ＫＴ１２－２、ＫＴ１３－１、ＫＴ１３－２矿 体：均 赋 存 于 黑 云

母花岗闪长斑岩中，少量存于接触带附近矽卡岩、玄

武岩、大理岩中，矿体以钼矿化为主，局部伴有弱铜矿

化。主要金属矿物为辉钼矿，偶见黄铜矿，辉钼矿主

要呈细脉浸染状产出，少量呈星点状分布。钼平均品

位为０．１２％。

２．２　矿石特征

矿区矿石主要为硫化物矿石，次为氧化物矿石。

已查明的金属矿物有１１种：黄铜矿、辉钼矿、黄铁矿、

磁黄铁矿等硫化物类，蓝铜矿、孔雀石等碳酸盐类，黑

钨矿等钨酸盐类，磁铁矿、褐铁矿、钼华、白钨矿等氧

化物类。脉石矿物有１３种：石榴子石、透辉石、钾长

石、斜长石、黑云母、角闪石、绿帘石、阳起石、锆石等

硅酸盐类，方解石、白云石等碳酸盐类，磷灰石等磷酸

盐类，石英等氧化物类。

氧化矿石中铜元素主要赋存于孔雀石、蓝铜矿中，

钼元素主要赋存于钼华中。硫化矿石中铜元素主要赋

存于黄铜矿中，钼元素主要赋存于辉钼矿中［６］。

矿石结构类型以中―细粒结构为主，根据结晶形

态和相互关系可分为他形粒状结构、自形―半自形晶

４９ 矿 产 与 地 质　　　　　　　　　　　　　　　　　　　　２０１６年　



粒结构及包含结构等。矿石构造主要有细脉浸染状

构造和星点状构造，次为皮壳状构造、土状构造、薄膜

状构造等。

２．３　蚀变类型及共生组合

近矿围岩蚀变发育，蚀变程度较低，有矽卡岩化、

硅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碳酸盐岩化、大理岩化、高
岭土化等［２－４］。不同蚀变的叠加与矿 化 强 度 正 相 关，

叠加形式越发育矿体越富集。

矿区矿物共生组 合 有 孔 雀 石－蓝 铜 矿－钼 华－褐 铁

矿－粘土－石英 组 合 和 黄 铜 矿－辉 钼 矿－黄 铁 矿－硅 酸 盐

矿物组合［２－４］。

２．４　地球化学特征

２．４．１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拉巴矿区１∶５００００水系沉积物异常显示沿拉巴

―铜厂沟断裂带的Ｃｕ、Ｍｏ、Ｐｂ、Ｚｎ、Ａｇ、Ａｕ、Ｓｎ元素异

常群规模大、含量高。１∶５００００土壤地球化学异常以

Ｃｕ为主，伴生Ｐｂ、Ｚｎ、Ａｇ、Ｍｏ、Ｗ，浓集区位于铜厂梁

子―花椒评和铜厂，铜最高含量为１５５５×１０－６，Ｗ、Ｍｏ
异常主要沿拉巴―铜厂断裂呈ＳＮ向条带状分布［７］。

２．４．２　成矿地球化学特征

本次对拉巴矿区１２０４钻孔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

集，共３０件，其中１０个大理岩化灰岩，４个矽卡岩，３
个玄武岩，１３个 花 岗 闪 长 岩。样 品 送 广 东 澳 实 分 析

检测公司采用 ＭＥ－ＸＲＦ２６ｄ方法分析测试了２４个主

量元素（表１），采 用 ＭＥ－ＭＳ６１ｒ方 法 分 析 测 试 了６０
个稀土及微量元素含量（表２）。

在图３Ａ总 碱－ＳｉＯ２（Ｍｉｄｄｌｅｍｏｓｔ，１９９４）中，样 品

是亚碱性，落入花岗闪长岩和石英二长岩范围内。在

图３ＢＳｉＯ２－Ｋ２Ｏ（Ｐｅｃｃｅｒｉｌｌｏ，１９７６）中主要落入高钾钙

碱 系 列 和 钾 玄 岩 系 列。在 图３Ｃ Ａ／ＣＮＫ－Ａ／ＮＫ图

解（Ｍａｎｉａｒ　ａｎｄ　Ｐｉｃｃｏｌｉ，１９８９）中 显 示 为 过 铝 质 特 征。

图３ＤＡ型 与Ｉ型 花 岗 岩Ｚｒ－ＳｉＯ２判 别 图 解（Ｍａｎｉａｒ
ａｎｄ　Ｐｉｃｃｏｌｉ，１９８９）中显示岩体为Ｉ型花岗岩。拉巴岩

体中的ＳｉＯ２含量变化范围为５９．４％～７０．８％，平均

６６．１％。岩 体 具 有 高 钾（Ｋ２Ｏ／Ｎａ２Ｏ＞１）、低 ＭｇＯ
（０．５７％～１．４８％）、低Ｐ２Ｏ５（０．２４％～０．３０％）、低

ＣａＯ（２．６３％～５．９５％）的特征，铝饱和指数 Ａ／ＣＮＫ
值在１．０８～１．４２。

表１　拉巴矿床主量元素含量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ｂａ　ｄｅｐｏｓｉｔ（％）

样号 岩性 ＳｉＯ２ Ｔ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Ｆｅ２Ｏ３ ＭｎＯ　 ＭｇＯ　 Ｎａ２Ｏ　 Ｋ２Ｏ　 Ｐ２Ｏ５ ＣａＯ　 Ｃｒ２Ｏ３ ＳＯ３ ＳｒＯ　 ＬＯＩ

１２０４－１ 灰岩 ０．３１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１４ ＜０．０１　１１．６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４２．４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４５．９５

１２０４－４ 灰岩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１　 １８．５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４．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４７．１５

１２０４－９ 大理岩 １．５７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６３　 ０．０５　 １８．５５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３３．９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１　 ４５．１６

１２０４－１１ 大理岩 ６．４１　 ０．０１　 ０．０８　 ３．１２　 ０．０８　 １４．４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４．７ ＜０．０１　１．７９　 ０．０１　 ３９．６１

１２０４－１３ 矽卡岩 １８．４０　 ０．０１　 ０．１４　 ７．４６　 ０．１４　 ２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５．６ ＜０．０１　５．７８　 ０．０１　 ２２．６８

１２０４－１４ 矽卡岩 １４．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８　 ５．１１　 ０．１３　 １７．５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０．３　 ０．０１　 ３．９８　 ０．０１　 ２９．５８

１２０４－１５ 矽卡岩 １０．９０　 ０．０１　 ０．１１　 ３．６４　 ０．１１　 １８．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２．７ ＜０．０１　３．１１　 ０．０１　 ３１．１０

１２０４－１７ 玄武岩 ３９．３　 ０．０１　 ０．０６　 １４．５１　 ０．２０　 １９．１５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５．７５　 ０．０１　 １４．６５　 ０．０１　 ７．２７

１２０４－１９ 玄武岩 ４８．３　 ０．５７　 １４．８５　 ６．５６　 ０．３９　 ２．４８　 １．０６　 ０．１６　 ０．２４　 １９．６５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３　 ４．６５

４４０１－１２ 玄武岩 ５０．７　 ２．９４　 １８．２０　１１．４１　 ０．１９　 ３．６６　 ５．１０　 ３．００　 ０．６０　 ３．０９ ＜０．０１　０．５６　 ０．０３　 ０．５４

４４０１－１４ 玄武岩 ４３．０　 ３．４１　 １６．９５　１４．１１　 ０．１５　 ８．６７　 ２．３５　 ３．７２　 ０．６１　 ５．０５　 ０．０６　 １．３２　 ０．０４　 １．４６

３８０２－１ 玄武岩 ４７．１　 １．６０　 ８．０２　 １２．９６　 ０．２６　 １５．００　 ０．４８　 ０．２１　 ０．１４　 １１．５５　 ０．３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２．５４

１２０４－２１ 花岗岩 ６７．２　 ０．６１　 １５．５５　 １．９６　 ０．０３　 １．４８　 ３．１２　 ５．２０　 ０．２９　 ３．３７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９　 １．３０

１２０４－２２ 花岗岩 ６６．７　 ０．６２　 １５．５５　 １．９４　 ０．０３　 １．３８　 ２．６９　 ６．７４　 ０．２９　 ２．６６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７０

１２０４－２６ 花岗岩 ６８．４　 ０．６１　 １５．３０　 ２．１１　 ０．０３　 １．４７　 ２．８３　 ６．０２　 ０．３０　 ２．５２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８０

１２０４－２９ 花岗岩 ６７．１　 ０．５８　 １５．２０　 １．７０　 ０．０３　 １．４３　 ２．８８　 ５．９３　 ０．２８　 ３．０９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１０　 ０．９６

１２０４－３２ 花岗岩 ６７．８　 ０．５６　 １５．０５　 ２．２１　 ０．０３　 １．２８　 ３．２０　 ５．０７　 ０．２６　 ２．７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６３

１２０４－４６ 花岗岩 ６８．３　 ０．５５　 １４．３０　 ２．９３　 ０．０４　 １．２８　 ３．５４　 ３．２１　 ０．２６　 ３．３１ ＜０．０１　０．８２　 ０．０９　 ０．８６

１２０４－５６ 花岗岩 ７０．８　 ０．５５　 １３．４０　 ２．２１　 ０．０４　 １．２２　 ２．９２　 ３．９８　 ０．２４　 ２．６３　 ０．０１　 ０．４５　 ０．１０　 １．３４

１２０４－５９ 花岗岩 ６８．３　 ０．５０　 １４．４５　 ２．２１　 ０．０３　 １．０６　 ２．８７　 ３．９６　 ０．２４　 ３．４６ ＜０．０１　０．８５　 ０．０９　 ２．５３

１２０４－６４ 花岗岩 ５９．４　 ０．６５　 １６．４５　 １．４７　 ０．０３　 １．４６　 ３．６８　 ４．６６　 ０．３０　 ５．１９　 ０．０１　 ４．４４　 ０．１１　 ４．９２

１２０４－６６ 花岗岩 ６４．４　 ０．６１　 １４．８０　 １．５４　 ０．０４　 ０．５７　 ０．４１　 ４．０１　 ０．２８　 ５．９５ ＜０．０１　１．９２　 ０．２４　 ６．６０

１２０４－６７ 花岗岩 ６１．５　 ０．５３　 １３．５０　 ２．０９　 ０．０３　 １．３３　 ２．３３　 ４．２４　 ０．２８　 ５．９５　 ０．０１　 ５．５６　 ０．１１　 ４．９８

１２０４－６８ 花岗岩 ６３．６　 ０．５２　 １３．６５　 ５．５３　 ０．０５　 １．３０　 ２．４２　 ３．４０　 ０．２６　 ３．７６　 ０．０１　 ７．８３　 ０．０７　 ５．１３

５９　第３０卷　第１期　　　　　　　　　王　晓等：云南香格里拉拉巴钼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意义



表２　拉巴岩体稀土、微量元素含量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ａｂａ　ｒｏｃｋ　ｍａｓｓ ωＢ／１０－６

样品编号 Ｌａ　 Ｃｅ　 Ｐｒ　 Ｎｄ　 Ｓｍ　 Ｅｕ　 Ｇｄ　 Ｔｂ　 Ｄｙ　 Ｈｏ　 Ｅｒ　 Ｔｍ　 Ｙｂ　 Ｌｕ　 Ｙ

１２０４－２１　 ５５．５　 １００　 １０　 ３２．２　 ５．１２　 １．４６　 ３．８　 ０．５２　 ２．８５　 ０．５２　 １．３５　 ０．１９　 １．１７　 ０．１８　 １４．８

１２０４－２２　 ５３．８　 ９８．６　 １０．５　 ３４．９　 ５．７２　 １．５９　 ４．２５　 ０．５７　 ３．１５　 ０．５７　 １．４８　 ０．２　 １．２５　 ０．２　 １５．９

１２０４－２６　 ６０．９　 １０４　 １１．０５　 ３４．９　 ５．３３　 １．５　 ３．８２　 ０．５１　 ２．７６　 ０．５１　 １．３２　 ０．１９　 １．１３　 ０．１８　 １４．１

１２０４－２９　 ６０．９　 １０４　 １０．７５　 ３４　 ５．２５　 １．５３　 ３．８１　 ０．５２　 ２．８６　 ０．５２　 １．３２　 ０．１８　 １．１２　 ０．１８　 １４．４

１２０４－３２　 ５５．８　 ９４．３　 ９．８２　 ３１　 ４．８７　 １．３９　 ３．６　 ０．４８　 ２．６２　 ０．４８　 １．２４　 ０．１８　 １．０６　 ０．１７　 １３．４

１２０４－４６　 ５１．２　 ８９　 ９．０５　 ２９．４　 ４．６９　 １．３６　 ３．４６　 ０．４８　 ２．５４　 ０．４７　 １．２　 ０．１７　 １．０５　 ０．１６　 １３

１２０４－５６　 ５３．６　 ９１．８　 ９．４１　 ２９．９　 ４．６８　 １．３１　 ３．４５　 ０．４６　 ２．４９　 ０．４５　 １．１５　 ０．１６　 ０．９７　 ０．１５　 １２．４

１２０４－５９　 ５３　 ９０　 ９．２７　 ２９．３　 ４．５７　 １．３１　 ３．２７　 ０．４４　 ２．３３　 ０．４２　 １．０９　 ０．１６　 ０．９３　 ０．１５　 １１．７

１２０４－６４　 ７０．８　 １１７．５　 １１．８　 ３７．７　 ５．７８　 １．４８　 ４．１７　 ０．５５　 ２．９９　 ０．５３　 １．３８　 ０．１９　 １．１１　 ０．１７　 １５．１

１２０４－６６　 ３８．１　 ７１．２　 ７．４　 ２４．１　 ３．７８　 １．０５　 ２．６１　 ０．３５　 １．８９　 ０．３４　 ０．８７　 ０．１３　 ０．８　 ０．１３　 ８．５

１２０４－６７　 ５７　 ９５．３　 ９．５６　 ３０．１　 ４．６７　 １．３４　 ３．４　 ０．４７　 ２．５７　 ０．４７　 １．２１　 ０．１７　 １．０３　 ０．１６　 １３．２

１２０４－６８　 ５３．２　 ８９　 ８．９　 ２８．３　 ４．４　 １．１４　 ３．２１　 ０．４２　 ２．２９　 ０．４２　 １．０９　 ０．１５　 ０．９３　 ０．１５　 １１．８

样品编号 ΣＲＥＥ　 ＬＲＥＥ　 ＨＲＥＥ　 ＬＲＥＥ／ＨＲＥＥ　 ＬａＮ／ＹｂＮ δＥｕ δＣｅ

１２０４－２１　 ２１４．８６　 ２０４．２８　 １０．５８　 １９．３１　 ３４．０３　 ０．９７　 ８．３８

１２０４－２２　 ２１６．７８　 ２０５．１１　 １１．６７　 １７．５８　 ３０．８７　 ０．９４　 ８．４４

１２０４－２６　 ２２８．１０　 ２１７．６８　 １０．４２　 ２０．８９　 ３８．６６　 ０．９７　 ７．９４

１２０４－２９　 ２２６．９４　 ２１６．４３　 １０．５１　 ２０．５９　 ３９．００　 １．００　 ７．９６

１２０４－３２　 ２０７．０１　 １９７．１８　 ９．８３　 ２０．０６　 ３７．７６　 ０．９７　 ７．８８

１２０４－４６　 １９４．２３　 １８４．７０　 ９．５３　 １９．３８　 ３４．９８　 ０．９９　 ８．１０

１２０４－５６　 １９９．９８　 １９０．７０　 ９．２８　 ２０．５５　 ３９．６４　 ０．９５　 ７．９９

１２０４－５９　 １９６．２４　 １８７．４５　 ８．７９　 ２１．３３　 ４０．８８　 ０．９９　 ７．９３

１２０４－６４　 ２５６．１５　 ２４５．０６　 １１．０９　 ２２．１０　 ４５．７５　 ０．８８　 ７．７９

１２０４－６６　 １５２．７５　 １４５．６３　 ７．１２　 ２０．４５　 ３４．１６　 ０．９７　 ８．６１

１２０４－６７　 ２０７．４５　 １９７．９７　 ９．４８　 ２０．８８　 ３９．７０　 ０．９８　 ７．８４

１２０４－６８　 １９３．６０　 １８４．９４　 ８．６６　 ２１．３６　 ４１．０３　 ０．８９　 ７．８５

图３　岩石学分类及岩浆成因类型判别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ｇｍａ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ｙｐｅｓ

６９ 矿 产 与 地 质　　　　　　　　　　　　　　　　　　　　２０１６年　



　　拉巴岩体样品∑ＲＥＥ为１５２．７５×１０－６～２５６．１５
×１０－６，ＬＲＥＥ／ＨＲＥＥ为１７．５８～２２．１０，（Ｌａ／Ｙｂ）Ｎ
值较高为３０．８７～４５．７５，δＥｕ为０．８８～１．００，小于１，
在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分布型式图中（图４Ａ），
样品表现为富集轻稀土元素，呈现高分异的稀土分配

模式，具有Ｅｕ负 异 常；在 微 量 元 素 原 始 地 幔 标 准 化

蛛网图中（图４Ｂ），岩 体 样 品 中Ｒｂ为７２．９×１０－６～
１１５．０×１０－６，Ｔｈ为１４．３×１０－６～２０．８×１０－６，Ｓｒ为

５５９×１０－６～１９８０×１０－６，Ｋ为２．６２％～５．２０％，具

有明显正异常，表明岩体相对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
样品中Ｔａ为１．３８×１０－６～２．２０×１０－６，Ｎｂ为２２．２
×１０－６～３４．９×１０－６，Ｚｒ为２５．９×１０－６～４９．２×

１０－６，Ｔｉ为０．２４８％～０．３４６％，具 有 明 显 负 异 常，表

明岩体相对亏损高场强元素。岩体具有较高的Ｓｒ值

５５９×１０－６～１９８０×１０－６，和 较 低 的 Ｙ值８．５×１０－６

～１５．９×１０－６、Ｙｂ值０．８０×１０－６～１．２５×１０－６，呈

现出埃达克质岩石的性质。
岩体呈现出中到较 强 结 晶 分 异 的 过 铝 质Ｉ型 花

岗岩特征，表 明 岩 体 是 由 未 经 风 化 的 火 成 岩 熔 融 而

来，形成于活动大陆边缘。结合前人测定的 Ｈｆ同位

素值－８．３～－３［８］，认为岩体可能主要来自于下地壳

的部 分 熔 融。另 外 岩 体 具 有 较 高 的 Ｓｒ／Ｙ、Ｌａ／Ｙｂ
值，说明他们可能来自于加厚下地壳的部分熔融。

图４　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分布型式图及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化蛛网图（Ｓｕｎ　ａｎｄ　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Ｆｉｇ．４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ＲＥ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ｍａｎｔｌ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ｐｉｄｅｒ　ｗｅｂ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３　控矿因素及找矿信息

３．１　控矿因素

（１）构造控矿：区内安家村深大断裂从矿区东北

部穿过，与矿区铜厂断裂的交汇处附近即是矿化岩体

产出部位，说明安家村—铜厂断裂对矿床的形成分布

起着决定性作用。铜厂断裂两侧有岩浆侵入活动，并
伴有较强的接触变质作用，是控制矿区岩浆活动和接

触交代变质作用的主要因素，也是矿区主要的导矿构

造。次级断裂多为逆断层、平移断层，断裂附近的围

岩分布密集的节理、裂隙，这些断裂和裂隙多有辉钼

矿矿化，有的富集形成矿体是矿区主要控矿构造。
（２）岩体控矿：拉巴岩体为燕山期酸性花岗斑岩，

岩体对铜钼铅锌等有色金属矿床成因上有成矿专属

性，酸性岩体为成矿提供了一定物质来源和热源。在

空间分布上，钼矿化与岩浆岩关系密切，矿体主要产

于黑云母花岗闪长斑岩及其外接触带大理岩、矽卡岩

和 玄 武 岩 中。在 时 间 上，斑 岩 锆 石 Ｕ－Ｐｂ 年 龄

（８５Ｍａ）与 辉 钼 矿 Ｒｅ－Ｏｓ同 位 素 年 龄 （８５Ｍａ）一

致［１－６］，说明了岩浆上侵冷却成岩和有用组分 富 集 成

矿是同时的。因此拉巴钼矿床在时间上、空间上、成

因上均与燕山期酸性斑岩体有密切关系。
（３）地层及岩性控矿：花岗斑岩岩体内的赋矿岩

石－黑云母花岗闪 长 斑 岩 的 脆 性 较 强，岩 浆 断 裂 构 造

及热流体活动产生的节理、裂隙大大提高了岩石的渗

透性，对含矿热流体的迁移和聚积起了积极作用，最

终使成矿物质以硫化物形式沉淀在岩体上部。拉巴

钼矿床矿体的赋矿地层主要为三叠系中统北衙组，碳
酸盐类围岩化学性质活泼，含矿热液除在岩体内形成

细脉浸染状铜钼矿化矿体外，沿断裂构造等上升至围

岩接触带附近发生交代作用形成似层状、透镜状矽卡

岩型矿体。

综合分析认为拉巴矿床为受地层、构造和岩浆岩

控制的斑岩型钼矿床。

３．２　找矿信息

（１）安家村、楚波―熏洞等深大断裂起导岩、导矿

作用，次级断裂构造是岩浆、含矿热液的运移通道，又
是容矿和储矿的场所，二者交汇处是铜、钼、金等矿体

赋存的最有利部位。
（２）寻找年龄 在８５～７７Ｍａ之 间 的 小 岩 体，即 燕

７９　第３０卷　第１期　　　　　　　　　王　晓等：云南香格里拉拉巴钼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意义



山晚期侵入的酸性小岩体。钼矿体与小岩体具空间

分布的一致性，充分体现了岩浆岩的成矿专属性以及

斑岩型钼矿床的典型特征。
（３）矿区位于高原地区、剥蚀程度较高，以往地质

工作程度低，发现矿露头的机率比较大，矿化露头是

找矿的直接标志，斑岩出露范围即是矿体分布区。
（４）玄武岩、灰岩与中酸性岩体接触带附近围岩

蚀变发育，矽卡岩化、硅化等与岩体分布及成矿作用

关系密切，往往有矽卡岩型、热液脉型铜（多金属）矿

产出。
（５）化探异常，水系沉积物、土壤、原生晕等地球

化学场中钨、钼、铜、铅、锌、金、银多金属异常分布区，
往往预示有矿化体存在。

（６）矿区物探异常极化体具有明显的“低阻高极

化”特征，极化异常是因为含矿岩脉沿断裂破碎带或

碳酸盐岩裂隙侵入，岩体矿化及蚀变带内金属硫化物

引起激电异常，因此极化体赋存位置是找矿的有利部

位。

４　结论

拉巴钼矿床是近年来发现的大型矿床，矿体赋存

于燕山晚期酸性岩浆岩体－黑云母花岗闪长斑岩及其

外接触带大理岩、矽卡岩和玄武岩中，赋矿地层主要

为三叠系中统北衙组，背斜轴部铜厂断层为成矿浆液

以岩株形式侵入三叠系碳酸盐岩地层提供了通道，两
侧的次级断裂控制了岩体和矿体的分布，中酸性岩浆

侵入过程中与碳酸盐岩围岩发生接触交代作用，在接

触带形成矽卡岩，矿化作用与岩体侵入密切相关。矿

床在时间上、空 间 上、成 因 上 均 与 酸 性 斑 岩 体 有 关。
拉巴矿床成因类型为受地层、构造和岩浆岩控制的斑

岩型钼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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