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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造山带是东特提斯复合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条重要的内生金属矿床成矿带。金沙江造山带自泥盆纪至

第四纪经历了弧后盆地扩张、弧后盆地俯冲消减、弧后碰撞造山、挤压隆升与前陆盆地演化等四个主要演化阶段（潘桂棠等，

1997；Wang et al., 1995；王立全等，1999；何龙清，1998；Kenneth et al., 1995），各阶段都有不同的成矿作用，形成不同类

型的内生金属矿床。 

1 弧后盆地扩张阶段（C1－C2
1）与海底火山活动有关的成矿作用 

金沙江弧后洋壳盆地的扩张发生在早石炭世至晚石炭世早期。早石炭世表现为弧后裂陷海槽，沉积为泥质岩-灰岩-硅质

岩组合，晚泥盆世具有碳酸盐台地特征的地层因拉裂沉没而被海槽沉积物所覆盖。早石炭世晚期至晚石炭世早期是弧后盆地

裂解和扩张作用达到高潮的时期，盆地中心已具有洋壳性质，并因海底火山活动而形成洋岛和海山（莫宣学等，1998）；盆

地的两侧仍然保持被动大陆边缘的特点，形成了一系列浊流沉积的碎屑岩。 

弧后盆地内岛弧一侧的深凹槽不仅是弧后扩张的中心地带，也是地壳最薄、热流值最高的地带，与海底火山活动有关的

羊拉里农铜矿即形成于该环境。里农铜矿床是羊拉地区最主要的矿床，由大小数十个矿体组成，其主体表现为喷流沉积型铜

矿床的成矿特征（战明国等，1998；潘家永等，2001）。里农矿床中Ⅱ、Ⅲ、Ⅳ号矿体构成了该矿床的主体，具有喷流沉积

成矿的特点。Ⅱ号矿体是矿床的主矿体，顶板为一层蚀变基性火山岩，北端局部为大理岩，底板为硅化、绢云母化的火山碎

屑岩和变质砂板岩。矿体上覆岩石为夹中基性火山岩的厚层状大理岩，这些火山岩夹层均有一定程度的铜矿化，局部构成铜

矿体。 

2 弧后盆地消减阶段（C2
2－T2）与陆缘弧火山岩有关的成矿作用 

羊拉地区嘎金雪山岩群里农岩组晚石炭世晚期的弧火山岩标志着金沙江洋壳此时已开始向西俯冲，德格—中甸地块西

缘仍为被动大陆边缘，沉积特点已略有不同，碳酸盐岩明显增多。在昌都—兰坪地块东缘，随着俯冲作用的开始，由被动大

陆边缘转化为活动大陆边缘，沉积地层为次深海相的灰岩、浊积灰岩、硅质岩及大量的火山岩。金沙江弧后盆地的俯冲消减

过程延续到中三叠世末期，此间与昌都地块西缘活动大陆边缘沉积伴生的是一套带状分布的弧火山岩，称江达—维西弧火山

岩带，可进一步分为二叠纪陆缘弧阶段、早中三叠世陆缘火山弧阶段和上叠火山裂谷盆地阶段等 3 个演化阶段。 

在弧火山岩的形成过程中，发生了与其有关的成矿作用，德钦鲁春铜矿、叶扎—红坡铜金矿即是该类矿床的代表。鲁

春铜矿为弧火山岩带内裂谷盆地中的火山喷流-沉积型矿床，矿区的火山岩地层属中三叠统，主要为玄武岩、基性凝灰岩、

流纹岩夹灰岩、泥灰岩、凝灰质硅质岩、放射虫硅质岩、硅质板岩、灰质板岩等，属于玄武岩-流纹岩-碳酸盐岩-泥岩夹硅质

岩建造，反映出半深海沉积环境。含矿岩系赋存于流纹岩下伏的强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硅化的凝灰岩层中，矿床具有多层

层状矿体，每个层状矿体都是由“黄矿”和“黑矿”多个韵律交互式组成，矿石具典型沉积作用的结构构造标志，如粒序结

构、韵律构造、层纹状构造、层带状构造等。 

3 碰撞造山阶段（T3
1）与中酸性岩浆有关的成矿作用 

发生在晚三叠世早期的金沙江弧后洋壳盆地的闭合及此后强烈的碰撞造山运动，使此前盆内形成的物质全部卷入构造

变形和区域变质作用，沿玉树、巴塘、得荣、德钦一线，形成规模巨大的构造混杂岩带（潘桂棠等，2008）。与碰撞造山作

用相伴的有该带最强烈的一幕岩浆活动，除了火山岩外，中酸性侵入岩的活动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形成与造山带走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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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基本上沿造山带核部分布的岛弧型花岗岩类岩浆岩带。 

与该阶段中酸性岩浆岩有关的矿床包括矽卡岩型铜矿床和斑岩型铜矿床两类，目前羊拉矿区内均有发现。矽卡岩型矿

床与印支期中酸性岩浆活动密切相关，一般产于岩体的内外接触带，铜矿化不规则，矿化体多呈不规则或透镜状，区域上路

农、贝吾、树宁、通吉格等均为此类型。斑岩型铜矿是羊拉地区乃至整个金沙江带铜矿找矿工作中值得充分重视的又一铜矿

类型，目前已发现里农二长花岗斑岩株伴随 Cu、Pb、Zn 矿化，路农正长斑岩体为全岩型 Cu 矿化，尼吕钠长斑岩体也是有

弱的 Cu 矿化。 

4 挤压隆升阶段（T3
2－K）与走滑剪切活动有关的成矿作用 

金沙江造山带在晚三叠世早期发生碰撞后，进入挤压隆升阶段，东侧的中甸—德格地块在造山带前缘形成前陆拗陷式盆

地，堆积形成碎屑磨拉石和含煤建造；西侧的昌都—兰坪地块形成一套自晚三叠世中期至老第三纪的前陆盆地沉积。挤压隆

升作用一方面形成断陷、走滑和拉伸、拉分盆地；另一方面对早期的山系进行叠加改造并使地壳强烈增厚，同时发生强烈的

岩浆作用、变质作用和构造作用。与构造作用相伴随，形成拖顶、加仁、汝得共、王大龙等一系列构造破碎带型铜金矿床（点）。 

加仁矿点产于加仁花岗闪长岩体内，矿体产出受北东向断裂严格控制，可划分为东、西 2 个矿带。王大龙矿点位于四

川巴塘的苏洼龙南部，为造山带核部地区，出露的岩石主要为额阿钦变质杂岩，地表矿化规模较大，呈东西向展布，属蚀变

破碎带型 Pb-Zn-Au-Ag多金属矿化，成矿作用与造山期后剪切走滑作用所伴随的热液活动有关。 

5 前陆盆地阶段（T3
3－Q）与逆冲推覆构造有关的成矿作用 

从金沙江缝合带发生挤压隆升、造山带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盆山转换起，中甸—德格地块和昌都—兰坪地块进入前陆盆

地演化阶段。与金沙江（哀牢山）造山带演化有关的前陆逆冲推覆构造发育于兰坪盆地东部，卷入推覆构造的地层包括上三

叠统、侏罗系、白垩系、古近系、新近系，整个推覆构造系统大体上可分为后部的叠瓦状逆冲断层带和前部的滑脱拆离带。 

兰坪盆地北部的内生金属矿床与造山带前陆逆冲推覆构造有关，其中即包括著名的金顶铅锌矿床和河西地区的银铜多

金属矿床等。白秧坪矿床位于金沙江—哀牢山前陆逆冲推覆构造北部的滑脱拆离带中河西推覆构造带内，该带已成为兰坪盆

地内最有价值的成矿远景区。华昌山断层为矿区推覆构造原地系统与外来系统的分界线，原地系统为古近系红层，外来系统

包括上三叠统、侏罗系和白垩系。推覆体内发育同走向的次级推覆界面，多为叠瓦状逆冲断层，但在前锋地段发育一条反冲

断层，与华昌山断层一起构成冲起构造。控制矿体产出的构造主要是冲起构造，推覆断层是本区的主要容矿构造（He et al., 

2009）。 

总之，金沙江造山带经历了弧后盆地扩张、弧后盆地俯冲消减、弧后碰撞造山、挤压隆升与前陆盆地演化等四个主要

演化阶段，每个演化阶段都有相应的成矿作用。弧后盆地扩张阶段主要发生与海底火山活动有关的成矿作用；弧后盆地俯冲

消减阶段主要发生与陆缘弧火山岩有关的成矿作用；碰撞造山阶段伴随有大规模的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其成矿作用主要与

岩浆活动有关，矿床类型主要有接触带矽卡岩型和斑岩型；挤压隆升与前陆盆地演化阶段形成的矿床有与走滑剪切活动有关

的破碎带型矿床、与逆冲推覆构造有关的矿床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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