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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西南“三江”特提斯构造域是中国大陆地质复杂演化的典型缩影，是全球特提斯构造在中

国的重要发育区。它经历了晚古生代—中生代特提斯构造演化和新生代大陆碰撞造山的叠加

转换，发生了多幕式的大规模成矿作用和巨量规模的金属聚积，形成了若干大型 超大型矿床，

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有色金属矿产富集区之一。

“三江”北段西起青海沱沱河，东至玉树—囊谦一带，系“三江”中南段的北延部分。迄今，

围绕“三江”的构造演化与成矿作用，已开展了多轮科技攻关，获得了大量重要成果。然而，众

多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南段，北段几乎还是空白。“三江”北段的基本构造格架比较模糊，重要构

造 成矿带的南北延展尚不明确，成矿环境与矿床类型尚不清楚，成矿远景与资源潜力有待科

学评估。在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资助下，本项目组对“三江”北段的构造背景、成矿规律

与勘查技术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与中南段进行了综合对比，历经%年，获得了一批新资

料、新数据、新观察和新认识，集中反映在本专辑收录的$6篇论文中。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下

列!个方面：

$ 成矿地质背景与构造演化研究

发育于青藏高原东缘的“三江”新生代盆地，其盆地性质和发育特点是探索青藏高原构造

演化与隆升过程的重要途径，对理解喜马拉雅期沉积岩容矿贱金属矿床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

义。本专辑的6篇文章专门就这些问题开展讨论。刘燕学等通过沱沱河地区若干地层剖面实

测，划分出冲积扇、三角洲、湖泊三套沉积体系，提出沱沱河盆地%9:%!6%07为前陆盆地，6%

!!"07为走滑拉分盆地，#!:%!$907区域整体抬升形成山间残留盆地，$9!#:9？07经历

前陆盆地 局限盆地 山间残留盆地演化，由此认为印 亚大陆碰撞是脉动的，初始碰撞应发生

在%9:%07之前。姜勇彪等开展了高原东北缘囊谦古近纪盆地沉积特征及盆地演化研究，将

古近纪贡觉组划分%个岩性段，识别出两套由粗变细的沉积序列，厘定出冲积扇、河流、湖泊、

三角洲等沉积环境，提出盆地早期经历挤压推覆形成前陆盆地、中期形成走滑拉分盆地、晚期

经历走滑挤压推覆前陆盆地的三阶段演化模型。杜后发等则侧重开展了囊谦盆地贡觉组砂岩

岩石学特征与物源分析，指出贡觉组五段中砂岩自下而上成分成熟度具有由差变好再变差的

趋势，物源以长英质岩石为主，部分段有少量铁镁质岩石，具有由稳定克拉通内部物源向岩屑

再旋回造山带区、再向混合性再旋回造山带区演变的过程。朱志军等对兰坪盆地古近纪沉积

相类型及沉积环境演化开展了初步研究，认为兰坪盆地古近纪主要发育冲积扇、河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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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湖泊相沉积，沉积建造由下至上可划分为低位体系域（云龙组）、湖扩体系域（果朗组）、湖缩

体系域（宝相寺组和!"），反映了盆地早期受区域走滑拉分控制，晚期受区域逆冲挤压控制。

总之，“三江”新生代盆地充填为陆相红色含膏盐建造，物源来自大陆碰撞带内部，盆地形成受

印 亚大陆碰撞导致的逆冲挤压和走滑拉分控制，但不同地区盆地演化特点有差别，表明碰撞

造山应力在大陆内部不同位置具有差异。

“三江”地区经历了晚古生代—中生代特提斯复杂的构造演化，其中，关于金沙江洋的演化

和羌塘地块的归属历来有不同看法。雍拥等对北段玉树蛇绿混杂岩内的让娘贡巴辉长岩进行

了锆石定年和元素地球化学研究，测定辉长岩形成年龄为#$%&’(#&)*+，具有与洋岛玄武岩

相似的地球化学特征，指示该区至少在晚二叠世时已经存在洋壳，并暗示玉树混杂岩带很可能

和中段的金沙江洋、南段的哀牢山洋相连，洋盆打开从南到北具有渐新的趋势。丁妍等则对玉

树混杂岩带内辉绿岩中的俘获锆石开展了研究，发现其年龄范围在’,,!#),,*+之间，表明

玉树混杂岩带发育于古老陆壳基底上；年龄谱出现$,,*+和-,,,*+两个主要峰值，与扬子

地块年龄谱相似，指示东羌塘地块与扬子板块具有亲缘性。

过去对“三江”新生代钾质岩系列火山岩研究较多，而对少量出露的次火山岩———苦橄玢

岩关注较少。寇彩化等通过对滇西剑川苦橄玢岩中单斜辉石的矿物学研究，发现多数单斜辉

石属于普通辉石，具有贫硅、贫碱、高钙和低氧逸度的特征，计算获得岩石形成温度为-"#’!

-’#%.，压力为-&$!#&)/0+，反映可能是软流圈沿断裂带上涌导致上地幔部分熔融，也不排

除是地幔柱活动所导致。

# 关键成矿作用和成矿规律

沉积岩容矿贱金属矿床是目前在“三江”北段两类最重要的矿床类型之一。它们受控于

“三江”中北段新生代逆冲 推覆构造带，集中发育于沱沱河、玉树、昌都、兰坪等中新生代沉积

盆地及矿集区中，构成了一条上千公里的新生代巨型贱金属矿化带。在本专辑中，宋玉财等提

供了整个矿化带不同贱金属矿床在容矿围岩、控矿构造、矿石矿化、成矿流体、矿床硫和铅同位

素等方面的完整资料，通过比较矿床学研究，分析总结了这些矿床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差别，提

出了区域成矿新认识，认为其形成于喜马拉雅期印 亚大陆碰撞环境，发育在大陆碰撞带内部

的褶皱 逆冲 盆地发育区，成矿作用与岩浆活动无关，受逆冲推覆构造控制，是盆地流体或变

质流体活动的产物。其中，脉状12矿床和脉状03456（412478）矿床可归为多金属脉状矿床类

型（09:;<=>+::?@A=?6B），其他03456矿床可归为类*CD（密西西比河谷型）矿床，但后者成矿作

用独特，不能被已建立的*CD矿床成矿模型所涵盖。

“三江”沉积岩容矿贱金属矿床的重要特征是位于大陆碰撞带内部的褶皱 逆冲带内，但与

逆冲推覆构造之间到底有何关系不是很清楚。田世洪等选择青海玉树地区东莫扎抓和莫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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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铅锌矿床，开展了同位素年龄的精细测定，探讨了成矿作用与逆冲推覆构造之间的关系。通

过挤压（逆冲推覆阶段）到拉伸（成矿阶段）过渡阶段形成的热液方解石的!"#$%和$&#’(定

年，首次获得了拉伸（成矿阶段）阶段的下限年龄为)*+,!),+)-.，证明从挤压到伸展为一个

延续时间不长的过渡过程，反映矿床形成于逆冲推覆后的应力松弛阶段。张洪瑞等则从野外

地质填图和构造解析入手，开展了“三江”北段茶曲帕查矿区构造变形及其与铅锌矿化关系研

究，发现矿体出现在逆冲断层上盘的二叠系灰岩中以及灰岩与新生代地层接触部位，但受后期

区域伸展形成的张性正断层控制，开放空间充填式矿化，成矿发生在中新世初。通过系统研

究，重塑了茶曲帕查矿区边破碎 边沉积 边成矿的演化过程。

矿床地质特征是理解矿床成因和预测找矿靶区最为重要的资料。刘英超等通过青海玉树

东莫扎抓铅锌矿床围岩蚀变和黄铁矿 闪锌矿矿物学的研究，发现矿区存在白云石化、黄铁矿

化、硅化、重晶石化等,种与矿化密切相关的蚀变类型，提出了通过蚀变填图在“三江”北段寻

找类似东莫扎抓矿床的“三步曲”：" 寻找白云石化和硅化；# 圈定黄铁矿化缩小范围；$
通过黄铁矿和闪锌矿$／/0比确定热液活动中心，寻找铁矿化最强部位或重晶石化部位，可能

会确定富矿部位。王晓虎等对兰坪盆地北部白秧坪铅锌铜银多金属矿床地质特征进行了系统

研究，指出矿区内不同矿段矿体均受断裂控制，对围岩岩性选择性不强，开放空间充填式矿化，

但不同矿段金属和矿物组合有差别，呈现以闪锌矿 细／灰硫砷铅矿 方铅矿为主的1"#/0#23#

$"组合、以闪锌矿 细／灰硫砷铅矿 方铅矿 黝铜矿系列矿物为主的1"#/0#45#26组合、以黝

铜矿系列矿物 黄铜矿 辉铜矿 含钴矿物为主的45#47组合，综合分析认为，1"#/0#45#26组

合为区域早期存在的45矿化被晚期富1"、/0成矿流体活化并共同富集所致。

“三江”北段的斑岩型钼铜矿床形成于大陆环境，其成因无法用基于弧环境斑岩矿床建立

的经典模型所解释，其中，核心问题之一是岩浆的起源问题。在“三江”北段，过去研究对除纳

日贡玛以外的矿床关注很少，郝金华等报道了陆日格和打古贡卡两个成矿斑岩岩体的主、微量

和$%#’(#1"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发现含矿斑岩均为过铝质高钾钙碱性 钾玄岩系列，其他地

球化学特征也相似，提出被俯冲板片流体所交代的富集地幔可能为这些斑岩岩浆的源区，软流

圈物质注入多少是导致“三江”北段与玉龙斑岩成矿带岩石地球化学出现差异的原因。

) 勘查评价技术方法

构建新的矿床勘查模型，研发新的勘查评价技术，建立最佳的勘查方法组合模式，是当今

矿产勘查领域的重要课题。我们*年攻关也取得了重要进展。限于篇幅，本专辑只收录了陈

建平等的“基于89$的证据权重法青海‘三江’北段斑岩型钼铜矿产资源成矿预测”论文。该

文主要针对“三江”北段发育的第二类重要的矿床类型———斑岩型钼铜矿床，以89$技术为平

台，基于证据权重法，建立了斑岩型钼铜矿的资源预测模型，提取了相关成矿预测因子，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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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段的斑岩型钼铜矿床成矿远景和成矿潜力进行了科学预测。共圈定纳日贡玛 东莫扎

抓、阿多 结多两个成矿远景区，估算区内铜资源量!"#万吨，钼资源量$%&万吨。

总之，“三江”造山带地质演化复杂，成矿作用独特，既有实现地质与成矿理论创新的机遇，

也面临着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资料短缺、工作程度极低的挑战，%年的时间尚不足以全面地刻

画其地质演化特点和区域成矿规律。本专辑收录的#"篇文章仅是对该区部分工作的阶段性

总结，希望能够对“三江”造山带的地质、成矿与找矿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侯增谦 宋玉财 杨天南 杨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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