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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据地质和地球化学研究，在金堆城区别出与成矿关系密切的金堆城—两岔沟花岗斑岩和与成矿

关系不大的碌毒沟—鲁家沟花岗斑岩两类花岗斑岩。比较研究表明，前者地质上有侵位高度高、宽/长比大、分支和

脉体多、破碎程度高、蚀变强等特征，地球化学上SiO2、K2O、Rb、Nb、Ta、U、F、HREE等含量偏高而Mo、W、

Pb等成矿元素富集，是钾长石化的花岗斑岩，其形成受近南北向展布的断裂-破碎带、早期具张扭性特征的北东向燕

门凹断裂、近东西向黄龙铺背斜三者交汇控制，而这种较开放的地质环境，有利于岩浆后期含矿熔体-溶液的集中、

循环和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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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堆城钼矿的研究程度已很高，但尽管前人研究已有很多独特见解（郑延力，1983；华仁民，1985；任海波，1985；沈福

农，1985；黄典豪等，1987；任启江等，1987；刘孝善等，1989；Nie，1994；赫英，1996；Stein，1997；孙晓明等，1998；徐

兆文等，1998），但多是集中在对金堆城花岗斑岩及其与成矿关系的研究上。我们在金堆城矿区识别出有两类花岗斑岩。一类与

成矿关系密切，如金堆城和两岔沟花岗斑岩；一类与成矿关系不大，如碌毒沟和鲁家沟花岗斑岩。我们对二者初步做了一些比

较研究，得出了几点新的认识。 

1  两类花岗斑岩的主要特征对比 

1.1  地质 

（1）产状上。金堆城花岗斑岩出露标高为 1236 m，地表出露长度达 400 m 左右，宽 150 m 左右，呈北西 330°左右延展，

向北东 60～70°倾斜，是一个自北西向南东上侵的不规则岩株。碌毒沟-鲁家沟花岗斑岩出露标高低于金堆城斑岩体，约为 1200 

m。其中碌毒沟花岗斑岩，长 1600 m 以上，宽 20～100 m，呈北西向延展时宽时窄的岩脉状，亦呈北西 330°左右延展，向北

东倾斜。 

（2）岩性上。金堆城花岗斑岩主体呈肉红色、浅肉红色，中粒，斑状结构，为钾长石化花岗斑岩。斑岩中石英脉多见。在

其边缘部位，可见条纹岩及岩脉；碌毒沟-鲁家沟花岗斑岩呈浅灰绿色，中-细粒，斑状结构，为二长花岗斑岩，斑岩中石英脉

罕见，但裂隙较多。在其边缘部位未见条纹岩及岩脉。 

（3）构造上。金堆城花岗斑岩破碎程度高，表现在斑岩中脉体多，分枝岩脉多。而碌毒沟—鲁家沟花岗斑岩则表现十分单

一。 

（4）蚀变情况。金堆城花岗斑岩的蚀变很强烈，表现为钾长石化、绢英岩化-云英岩化等，后者集中于岩体之边部。而碌

毒沟—鲁家沟花岗斑岩中除天水所致之绢云母化外钾长石化仅呈星点状分布。同时，金堆城花岗斑岩的围岩安山玢岩遭受了较

广泛的接触变质-交代作用，如黑云母化。而碌毒沟—鲁家沟的花岗斑岩围岩中没见到此种情况。 

（5）矿化情况。金堆城花岗斑岩与矿化关系密切，矿化围绕岩体分布，部分岩体特别是边部岩体亦为矿体，富矿体呈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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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北西 330°方向展布。而碌毒沟-鲁家沟花岗斑岩基本不含矿，周围亦极少见矿脉。 

1.2  地球化学 

（1）常量元素：碌毒沟岩体的w(SiO2)变化范围为 71.49%～71.63%，金堆城岩体的w(SiO2)变化范围为 74.22%～74.41%，

金堆城岩体SiO2变化范围比碌毒沟岩体宽。两岩体的w(K2O+Na2O)均大于 6%，而且K2O＞Na2O。金堆城岩体K2O/Na2O介于 6.16～

11.24,碌毒沟的K2O/Na2O值为 3.00 左右。碌毒沟和金堆城岩体M/F亦有明显区别，前者为 0.31～0.47，而后者为 0.18～ 0.19,反

映前者的基性程度高。总的看来，金堆城岩体相对富SiO2、K2O，而贫Al2O3、TiO2、MgO、Fe2O3、FeO等，暗示钾长石化的效

应。 

（2）微量元素：金堆城花岗斑岩Rb、Sr、Nb、Zr、Hf、Ta、Th、U和F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382.621x10-6、116.687 x10-6、60.000 

x10-6、70.23 x10-6、3.237 x10-6、5.103 x10-6、20.224 x10-6、22.032 x10-6和 2345 x10-6；碌毒沟花岗斑岩的Rb、Sr、Nb、Zr、Hf、

Ta、Th、U、F平均含量分别为 316.283 x10-6、205.841 x10-6、36.704 x10-6、210.906 x10-6、6.679 x10-6、2.415 x10-6、23.766 x10-6、

4.869 x10-6和 1100 x10-6。总的看来，金堆城花岗斑岩相对富Rb、Nb、Ta、U、F而贫Sr、Zr、Hf、Th。 

（3）稀土元素：金堆城花岗斑岩的∑REE变化范围为 60.25 x10-6～125.385 x10-6，LREE/HREE的变化范围 3.229～11.614，

δEu为 0.370～0.555；碌毒沟花岗斑岩的稀土总量的变化范围为 146.47～484.20ppm，LREE/HREE为 12.05～18.97，δEu为

0.604～0.656。总的看来，金堆城花岗斑岩的∑REE相对偏低而HREE相对偏高。 

（4）成矿元素：金堆城花岗斑岩Mo、W、Cu、Pb、Zn平均含量分别为 669.329x10-6、420.114 x10-6、25.714 x10-6、64.079 x10-6、

137.396 x10-6；碌毒沟花岗斑岩的Mo、W、Cu、Pb、Zn平均含量分别为 1.567 x10-6、320.558 x10-6、110.184 x10-6、27.589 x10-6、

140.244 x10-6。总的看来，金堆城花岗斑岩特别富而贫Cu 。 

2  讨论 

两类斑岩体均沿北西 330°展布，明显受统一的断裂-裂隙系统控制，应为燕山期同一时代的产物。金堆城花岗斑岩受近南

北向展布的断裂-破碎带、早期具张扭性特征的北东向燕门凹断裂、近东西向黄龙铺背斜三者交汇控制，创造了一种较开放的张

性环境，因此产状上有侵位高度高、宽/长比大、分支和脉体多、破碎程度高、蚀变强等特征，这种环境显然是有利于岩浆后期

富挥发分、成矿元素组分集中和热液循环的。氧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就全岩的δ18O值而言，金堆城与碌毒沟花岗斑岩的δ18O

值非常接近，都在 10.0‰左右。含矿钾化花岗斑岩与绢云英岩化花岗斑岩的δ18O值略有降低，分别为 9.0‰和 9.4‰，反映成矿

早期热液以岩浆水为主；而代表成矿晚期热液产物的青盘岩化岩石，其δ18O为 6.1‰，显示有较多大气水参与。这与国内外公

认的斑岩成矿过程是基本一致的（Spry R.G.,1996; Selby D.,2000）。 

镜下观察和地球化学研究都表明，金堆城花岗斑岩是钾长石化的花岗斑岩，曾遭受岩浆后期流体的普遍作用，因而SiO2、

K2O、Rb、Nb、Ta、U、F、HREE等含量偏高，Mo、W、Pb等成矿元素富集。这与上述金堆城花岗斑岩所处构造环境利于富挥

发分、成矿元素的岩浆后期熔体-溶液集中的认识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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