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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中亚增生型斑岩铜矿成矿理论  

  

二、主要完成人：1、申萍；2、李献华；3、王京彬；4、潘鸿迪；5、杨岳衡；

6、孟磊 

 

三、主要完成单位：1、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2、北京矿产地质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3、长安大学 

  

四、提名等级 一等奖或二等奖  

  

五、项目简介：  

斑岩铜矿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铜矿类型，提供了全球近75%的Cu。前人基于对环

太平洋和特提斯成矿域研究，提出俯冲型和碰撞型斑岩铜矿成矿理论，认为矿床

多形成于新生代，成矿岩浆多为埃达克质岩浆，与加厚的下地壳有关。而中亚成

矿域斑岩铜矿的形成时代跨度大，集中于古生代，并具有多期性。经典的成矿理

论是否适用于中亚成矿域古生代斑岩铜矿，这是矿床学研究的重要问题。10多年

来，本项目通过对中亚各国斑岩铜矿，发现中亚成矿域斑岩铜矿具有成矿期次多，

矿化类型复杂，叠加成矿发育等特点，揭示了中亚俯冲增生斑岩铜矿成矿的新机

理，创建了中亚成矿域增生型斑岩铜矿成矿理论。 

1.发现大型斑岩铜矿的成矿时代跨度大，集中于古生代，成矿具有多期性。 

进行了锆石U-Pb和辉钼矿Re-Os年代学研究，结合前人资料，发现大型斑岩铜

矿成矿时代跨度大（490-180 Ma），集中于古生代（490-295 Ma），发育6期成矿

作用。 

2.发现成矿岩浆主要源于新生下地壳，且加厚的和较薄的下地壳均有利于大

型斑岩铜矿的形成。 

通过成矿斑岩全岩Rb-Sr-Sm-Nd和锆石Hf-O同位素示踪，结合微量元素和区域

地质特征，发现成矿岩浆起源于新生的下地壳而非楔形地幔。矿床形成与加厚的

下地壳有关，也与较薄的下地壳有关。 

3.发现成矿岩浆性质多样，埃达克和非埃达克岩浆均有利于斑岩铜矿的形成，

建立了三种成矿模式。 



研究发现成矿岩浆具有多样性，一些具有埃达克岩亲和性，以高氧逸度和高

Sr/Y为特征，一些为钙碱性岩浆，以高氧逸度和低Sr/Y为特征，还有介于二者之

间的过渡性岩浆。建立了加厚、较薄和正常厚度的下地壳等不同熔融条件下的成

矿模式。 

4.发现斑岩铜矿蚀变矿化分带和金属沉淀序列的复杂性，揭示了古生代多期

俯冲诱发多种岩浆活动叠加成矿的新机理。 

研究发现矿床的热液蚀变分带包括经典的环状蚀变分带和叠加的带状蚀变分

带，金属沉淀顺序包括经典的“早钼晚铜”和特色的“早铜晚钼”的沉淀序列。

提出叠加蚀变和“早铜晚钼”沉淀序列缘于古生代不同时期俯冲诱发不同性质岩

浆活动叠加所致。 

上述科学发现拓展了中亚找铜的新区域，提升了我国矿床学研究的国际地位。

发表论文40篇，5篇代表性论文被SCI他引494次。项目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和国家基金委等重点项目的支持，获得中国地质学会优秀女地质科技工作

者奖，入选新疆“天池英才”引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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