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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墨竹工卡县甲玛铜多金属矿中，辉钼矿普遍发育，产于各类矿石中，尤其在矽卡岩型和角岩型

矿石中最常见，其次是斑岩型矿石，极少量产于大理岩和结晶灰岩型矿石中。本文采集了甲玛铜多金属矿矽卡岩、

角岩和斑岩中不同产状、不同形态的辉钼矿，进行Re-Os同位素定年，获得了27件样品的模式年龄为14.2～17.5

Ma，等时线年龄为15.22±0.59Ma。其中，斑岩型辉钼矿等时线年龄为14.78±0.33Ma，角岩型辉钼矿等时线年

龄为14.67±0.19Ma，结果一致。辉钼矿中~187Re含量变化于 38.75～387．4μg/g，其中，角岩中辉钼矿~1877Re含量

为121.5～387.4μg/g，矽卡岩中为123.7～304.7μg/g，含量较高，而斑岩中辉钼矿的~187Re含量相对较低，38.75～

130.5μg/g，平均69.0μg/g；辉钼矿~187Os含量变化情况基本与~187Re相同。甲玛辉钼矿~187Re值与冈底斯其他矿体

的值对比，显示冈底斯成矿带斑岩-矽卡岩型矿床成矿原岩具有相对较高~187Re值的特点。本文研究成果表明，甲玛

大型铜多金属矿床形成于中新世Langhian期，辉钼矿为主成矿期的产物之一。鉴于辉钼矿的产出状态，以及其与

黄铜矿等的共生组合关系，辉钼矿的成矿时代可代表矿区内主要矿石矿物的成矿时代，且与冈底斯成矿带上一大

批大中型斑岩型铜矿的成矿时代一致，成矿集中在20～10Ma之间，形成于印度大陆与亚洲大陆碰撞之后，从而否

定了前人海底喷流沉积的成因观点，为矿区内及其外围进一步的找矿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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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西藏冈底斯成矿带斑岩型一矽卡岩型铜

矿床的资源评价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雄村、驱龙、

甲玛等完成矿床勘探，达到大型规模；沙让、冲江、厅

宫、白容、朱诺、程巴、冲木达等斑岩铜（钼）矿床具

中、大型以上规模的找矿前景；象背山、拉抗俄、达

布、吹败子、吉如等多个矿化显示 良好的含矿斑岩

体，揭示了冈底斯成矿带是一条资源潜力巨大的铜

多金属成矿带（芮宗瑶等，2003a;李光明等，2002；曲

晓明等，2001J王全海等，2002;郑有业等，2007；黄志

英等，2004；张洪涛等，2004；唐菊兴等，2008)．青藏

高原印度大陆与亚洲大陆碰撞后的成矿作用，尤其

是成岩成矿时代研究已日趋深入。例如，甲玛铜多

金属矿西南的大型斑岩型驱龙铜矿成矿时代为 15．

99±0. 32-- 16. 23±0.6 Ma(盂祥金等，2003a；芮宗

瑶等，2003b)，含矿斑岩的成矿时代为 15. 77士0.45

~17. 58士Q．7毒Ma(芮宗瑶等，2003b；李光明等，

2004,2005)．

    甲玛铜矿床自1952年发现以来，人们对该矿床

的成因持有不同观点，至今尚存争议．杜光树等

(1998)、姚鹏等(1999、2002)、潘凤雏等(2002)●认

为甲玛铜矿的成因属于热水喷流沉积型．唐菊兴

等●●、李光明等(2004,2005)、冯孝良等(2001)认为

甲玛铜矿是矽卡岩型，成矿时代应晚于地层的形成

时代．甲玛铜多金属矿的成矿成岩时代研究，前人

取得的成果主要有花岗闪长斑岩的全岩 K-Ar法测

得 14.9 Ma，花岗斑岩 13.4 Ma(杜光树等，1998),

Cu-Mo矿石中的辉钼矿 Re-Os等时线年龄 15.  18±

0.98 Ma(李光明等，2005)．甲玛辉钼矿在各种矿



石中均有分布，且矿石类型包括矽卡岩型、角岩、斑

岩型等 ，矿石类型和辉钼矿的产出均较为多样且复

杂，因此前人所测年龄的 7件辉钼矿样品虽采 自矿

区 109号平硐中，但其具体矿石类型和采样位置尚

不够明确，且属于浅部的辉钼矿，若用以代表后期发

现的深部厚大矿体较为片面。因此，本文试图通过

系统全面的辉钼矿 Re-Os同位素定年 ，力求准确地

厘定不同矿石类型中不同形态、不同产状辉钼矿的

成矿时代，进一步为确定 甲玛铜多金属矿的成矿时

代 ，为铜钼矿的成矿物质来源、成矿条件、成矿机理

研究等提供第一手资料，为矿区内及外 围找矿指明

方向。

1  地质概况及矿化特征

    甲玛铜多金属矿床位于西藏特提斯构造域冈底

斯一念青唐古拉（地体）板片中南部。冈底斯一念青唐

古拉地体 ，亦称拉萨微型陆块 ，南北分别为班公湖一

怒江、雅鲁藏布江两条缝合带 ，更北为羌塘一三江地

体 ，更南为印度板块●●●(侯 增谦等 ，2006a;奠宣学

等 ，2003，2006)。

    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地体南缘矿产非常丰富，矿

产具有种类多、储量大、优势矿种 明显、勘查程度低、

找矿前景大等特点(何文渊等，2002；芮宗瑶等，2004*

张洪涛等，2004)。冈底斯斑岩铜矿带产于冈底斯火

山一岩浆弧内，已发现的矿床（点）从东到西，依次可以

划分出汤不拉一吹败子一得明顶、拉抗俄一驱龙一甲

玛一松多雄、冲江一厅官一宗嘎、吉如一雄村、朱诺等

5个斑岩铜矿集中区。该区岩浆岩演化也经历 了洋

盆拉张、火山弧形成（弧内扩张）、碰撞造山、隆升后伸

展走滑等进程中的火山喷发和岩浆侵入阶段。相应

地形成了与造 山期后伸展走滑作用有关的斑岩型

(Cu、Mo)、浅成低温热液型(Au、Cu)、隐爆角砾岩型

(Cu、Au、Pb、Zn)、剪切带型(Au)及矽卡岩型(Cu、Fe)

矿床系列 （王登红等，2001;李 光明等，2002}王全海

等，2002；黄志英等，2004；侯增谦等，2006a;唐菊兴等，

2007，2008)。甲玛、驱龙矿床等为代表的斑岩一矽卡

岩型矿 床，形成 时间集 中于 20— 10 Ma，为始新世

末一中新世造山后伸展走滑体制下的产物(唐菊兴

等，2008；李光明等，2005)。

    甲玛铜多金属矿矿区出露地层由上侏罗统多底

沟组灰岩、大理岩和下 白垩统林布宗组黑色板岩、粉

砂岩 、角岩等组成（图 1）．主矿体位于上侏罗统多

底沟组大理岩与下白垩统林布宗组角岩的层间接触

带和滑脱构造及其次生褶皱中，角岩 中也可圈定 出

铜钼矿体。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体的主矿体，长
3400 m，沿倾向方向延伸大于2000 m，平面上呈层

状，剖面形态为一不规则层状、厚板体。围岩蚀变强

烈、破裂裂隙发育。蚀变以矽卡岩化、硅化、角岩化

为主，其次见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碳酸盐化、泥化、
黑云母化、石膏化、萤石化等。矿体主要由细脉浸染

状原生硫化物型矿石组成，其次为块状、团块状、脉

状等硫化物矿石。矿石矿物以黄铜矿、斑铜矿、辉钼

矿、方铅矿、闪锌矿为主，其次为黝铜矿、辉铜矿，有

用元素以铜、钼、铅、锌为主，伴生金、银等。

2  Re-Os同位素定年

2.1 样品情况

    甲玛矿区辉钼矿普遍，可见产于不同类型矿石

中，如矽卡岩型、角岩型和斑岩型矿石中均发育丰富

的辉钼矿。本次研究采集了不同类型矿石中不同产

状的辉钼矿 27件，其中角岩型 5件，矽卡岩型 3件，

黑云母石英正长斑岩中 14件，黑云母石英正长斑岩

和花岗斑岩接触带中5件（表 1）。本次研究的样品均

为钻孔中的岩芯样品，角岩型样品采自ZK1618孔，

矽卡岩型样品1件采自ZK6405，其余均采自ZK2010

孔（图 2）。ZK2010钻孔中，深部黑云母石英正长斑

岩中Mo矿化较好，厚22.9 m，平均品位可达0.31%。

ZK1618中，角岩型Cu-Mo矿体可见 9层，矿体厚度

不均，变化于 4 - 32 m之间，Mo平均品位变化于

0. 021%～0. 063%，Cu 0.1%～0. 3%．辉钼矿的产

出状态主要有石英脉中粗大的鳞片状、细鳞片状，裂

隙面上呈稀疏浸染状、稠密浸染状；其次有辉钼矿脉、

晶洞中的粒状辉钼矿及斑点状辉钼矿等（表 1）。本

次采样包括了不同矿石中不同产状的辉钼矿，样品具

有代表性．样品采自不同钻孔的不同深度，基本可代

表甲玛矿区的主要产出状态的辉钼矿。

2.2 实验情况

    在室内无污染环境下，挑选达到测试标准的辉

钼矿单矿物粉末，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国家地质实验

测试中心 Re-Os同位素实验室应用 ICP-MS（等离

子体质谱仪）进行同位素测定。样品的化学处理流

程和质谱测定技术参考杜安道等(1994，2001)。

2.3 分析结果

    甲玛铜矿 27件辉钼矿样品的Re-Os同位素测定

结果见表 2，辉钼矿”7 Re的含量 38. 75～387*4

vg/g，”70S的含量为 9.55～94. 25 ng/g。角岩中辉

钼矿的埔7 Re含量为 121. 5～387.4 Vg/g，矽卡岩中为

123.1r~304. 7llg/g，而斑岩中辉钼矿的n7 Re含量相



    图1  甲玛矿区地质简图及辉钼矿采样位置示意图（据唐菊兴等●●修编）

    Fig.l    Simple geological map of Jiama copper deposit and sample locations (after Tang Juxing et al.,  2009a*~)

1-第四系残坡积物、冲洪积物}2一下白垩统林布宗组砂板岩、角岩,3-上侏罗统多底沟组灰岩；4-上侏罗统多底沟组大理岩；5一花岗闪

长斑岩脉I6一石英钠长斑岩脉,7-花岗斑岩脉,8-细晶岩脉；9一矽卡岩；10-I号矿体,11-滑覆构造；12-采样位置

l-Residual-diluvial and alluvial-pluvial matter of Quaternaryr 2-sandslate and hornfel in Linbuzong Formation of Lower Cretaceous; 3-

limestone in Duodigou Formation of Upper Jurassic; 4-marble in Duodigou Formation of Upper Jurassic, 5-granite diorite porphyry vein;

6-quartz albitophyre vein; 7-granite porphyry vein} 8-aplite vein; 9-skarn; lO-No.I orebody; ll-decollement-nappe structurer

12一sample location

    图2  甲玛矿区20线剖面简图及采样位置（据唐菊兴等●●修编）

    Fig.2  Simple profile of No. 20 exploration line in the Jiama mining district and sample location

    (after Tang Juxing et al., 2009a~~)

    1铜（钼）矿体；2-钼矿体；3-采样位置；4钻孔号及孔口海拔

l-Cu(Mo) orebody, 2-Mo orebody; 3-sample location, 4-number of drill hole and its starting elevation



    表 l  甲玛铜多金属矿辉钼矿样品的产出特征

  thble l Occurrence featureofmolybdenite tnom the Jiama Cu polymetallic deposIt
    —______-—_-1____ -—..______-.r_-_-__—__-一 r_—_-_—--—_’_.--r-___-.-_——一

当低，38. 75～130.5 FLg/g，平均 69.01g/g。1870s的含
量变化情况类似于187 Re,在角岩和矽卡岩中相当高，

斑岩中平均值仅16. 92 ng/g。辉钼矿的模式年龄分

布在 14. 2～17.5 Ma范围内，在误差范围内，模式年

龄较为一致。应用软件 Isoplot 3.23计算角岩和斑岩

中辉钼矿的等时线年龄（矽卡岩样品仅 3件，计算等

时线年龄误差太大，可信度低，故未进行阐述）．分别

为 14. 67土0.19 Ma和 14. 78士0.33 Ma(图3a和图

3b)，非常一致。27件样品获得的等时线年龄为

15. 22士0.59 Ma(MSWD-33)(图3c)，加权平均年龄

为 14. 99士0.14 Ma(图3d)，成矿年龄属中新世中期。

甲玛铜矿不同矿石中不同产状的辉钼矿基本属于同

一时代成矿作用的产物。

3讨论
3.1 辉钼矿的Re含量特征

    Re在地球各圈层中的平均丰度相差不很大，但

有在地幔、地核中富集的趋势，尤其在地核中丰度较

高，因此，辉钼矿的含 Re量，具有判别矿床成因类型

    的标型意义，能灵敏地反映成矿地球化学特点(李逸

    群等，1991)。通常与所谓深源火成物质有成生联系
·  的矿床中的辉钼矿含Re量比较高，而与所谓浅源沉

．    积物质有成因联系的矿床中辉钼矿的含Re量比较低

’  (刘英俊等，1984*李逸群等，1991J Foster et a1．，
·  1996)。近年来，我国积累了大量与中酸性侵入岩浆

    作用有关的铜钼矿床辉钼矿Re-Os同位素地质测试

    数据，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可得出如下物源示踪启示：

’  ①成矿物质来源于地幔或以地幔物质为主的矿床，

。  其辉钼矿 Re含量多集中在 10～1000  pg/g(黄典
    豪，1994；侯增谦等，2003;孟祥金等，2003a)f②成矿

    物质具有壳幔混合源的矿床，每克辉钼矿中的Re
    含量多在十几微克至几十微克之间（黄典豪等，

    1996*丰成友等，2009）；③成矿物质完全来自壳源

    （上地壳）的矿床，其辉钼矿Re含量明显偏低(l～n

    vg/g或更低)(李逸群等，1991；李红艳等，1996#毛
．  景文等，1999)。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辉钼矿共47

1  个点的分析数据（包括前人数据）显示，”7 Re的含量

I  变化于 38. 75～1402. 72fIg/g，平均值为 312. 49



    图3 甲玛铜矿中辉钼矿Re-Os等时线图

    Fig.3 Re-Os isotopic isochron diagramd molybdenite in the Jiama copper deposit

    (-)一甲玛角岩样品中辉钼矿Re-Os等时线年龄I(b)-甲玛斑岩样品中辉钼矿Re-Os等时线年龄I

  (c) -甲玛角岩、斑岩、矽卡岩样品中辉钼矿Re-Os等时线年龄I(d)一甲玛甲玛角岩、斑岩、矽卡岩样品中辉钼矿Re-Os平均年龄I

(O-Re-Os isotopic iaochrand molybdenite from homfels in Jiama} (b)-Re-OIiaotopic iDochrond molybdenite from porphYV h J洫阻I

    (c)-Re-Oa isotopic isochron of molybdenite from homfek, porphyry and skam in Jiamai

    (tO-ReA avenS:e a群dmolybdenite from bmfell, porphyry andrkam in Ji蚰lI,

11g/g．认为甲玛的成矿物质可能来源于地幔或 以

地幔物质为主，

    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辉钼矿的含 Re量还与矿

床矿石建造有关(李逸群等，1991)．最富 Re的辉钼

矿产于石英一辉钼矿一黄铜矿建造和石英一辉钼矿一绢云

母建造的矿床中，Re含量分别为 540 tcg/g和 163 Vg/

g(李逸群等，1991)．甲玛铜多金属矿中辉钼矿的含

Re量平均为 312.49 vg/g(李光 明等，2005;应立娟

等，2009)，远远高于辉钼矿一钙钨矿矽卡岩建造 中辉

钼矿的 Re含量(12 g/g)(李逸群等，1991)，也高于

石英一辉钼矿一绢云母建造中的，而与石英一辉钼矿一黄

铜矿型矿石建造最为接近，就整个矿床而言，矿石建

造的类型可指示辉钼矿中的含 Re量。甲玛矿区不同

矿石中不同产状的辉钼矿，虽然为同一期产物，但形

成还是相对有先后 。其含 Re量显示 ，辉钼矿呈浸染

状分布于硅化较强的矽卡岩中时，其含Re量最高；而

呈片状分布于斑岩石英脉或斑岩中时，其含 Re量较

低1分布于角岩和矽卡岩裂隙面时则介于两者之间。

早期沉淀的辉钼矿可能含地幔组分较多，而稍晚形成

的辉钼矿，则含地壳成分较多．因此其含 Re量也是

随着辉钼矿形成的早晚而有所降低，这也与块状矽卡

岩中呈浸染状辉钼矿形成早于裂隙面上和石英脉中

辉钼矿的现象一致。

3.2 成矿时代

    本文利用 Re-Os同位素定年得到了不同矿石

中不同产状的辉钼矿 Re-Os模式年龄 14. 2～17.5

Ma，同时获得了所有样品的等时线年龄 15. 22±

0. 59 Ma．本次测年的样品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代

表了整个甲玛矿区主要类型矿石中的辉钼矿．矽卡

岩型辉钼矿的模式年龄为 14. 86～17.5 Ma，变化较



    表 2 甲玛铜多金属矿辉钼矿Re-Os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Its of Re-Os isotoplc dating of molybdenite from the Jiama copper polymetalltc depos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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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岩型辉钼矿的模式年龄相对集中，为14. 45 -

14.7 Mat黑云母石英正长斑岩型辉钼矿的模式年
龄变化于14.2～15. 01 Ma，变化幅度介于矽卡岩和

角岩之间；产子黑云母石英正长斑岩和花岗斑岩接

触带中的辉钼矿模式年龄变化于14. 62—15．O Ma

之间，基本与黑云母石英正长斑岩一致．角岩和斑

岩中辉钼矿的等时线年龄分别为14. 67士0.19 Ma
和14, 78士0.33 Ma(图3a.b)，非常一致。因此，本

次测年可代表甲玛矿区辉钼矿的成矿年龄，说明辉

钼矿属于同一成矿期的产物。
3.3 Mo与其他成矿元素的关系

    甲玛铜多金属矿的主要矿体赋存于矽卡岩中，

少量分布于角岩中，斑岩和大理岩一灰岩中较少。辉

钼矿虽然在各种矿石类型中均可见，但仍以矽卡岩

型和角岩型矿石中的为主。统计矽卡岩型矿石的基

本化学分析结果，分析Mo与Cu、Pb、Zn、Au、Ag的

相关性，发现Mo元素相对独立，与其他元素的相关
性不大，如Mo-Cu相关系数为-0.0566，Mo-Pb相

关系数为0. 1511，Mo-Zn相关系数为-0.0452，

Mo-Au为0.0094，MvAg为一0.0151●●。详细的

矿石学研究表明，辉钼矿与其他矿石矿物形成予不

同的成矿世代，属于高温阶段形成的矿物，详细的矿
物分带也表明辉钼矿主要位于矿体深部，浅部则形

成以铅锌为主的低温矿物。甲玛铜多金属矿根据其

地质和成矿特征，可划分为4个成矿期：岩浆期、矽

卡岩期、热液成矿期和表生期。主要的成矿期为热

液成矿期，又可划分出4个成矿阶段：辉钼矿一黄铜
矿阶段、黄铜矿一辉钼矿一斑铜矿阶段、黄铜矿一方铅

矿一闪锌矿阶段和金一银阶段●●。辉钼矿主要集中在

热液成矿期，且以其中的前两个阶段为主，含量依次



    表 3 西藏冈底斯成矿带斑岩铜矿的成矿时代

    Table 3  Metallogenfc period of porphyry type copper deposits in Gangdese of Tibet

减少，以辉钼矿一黄铜矿阶段最为重要．黄铜矿以前

3个成矿阶段为主，在3个阶段中都占一定的比例，

成矿时间持续比辉钼矿更长．辉钼矿成矿早于晚期
阶段形成的方铅矿、闪锌矿和金、银矿物等。因此，

本次实验提供的辉钼矿的成矿时代为研究其他矿石
矿物的成矿时代提供了依据，可作为成矿时限。

3.4 矿床成因

    全球巨型铜矿的成矿强度最大的时代集中在古
近纪和新近纪，喜马拉雅期是全球铜矿最重要的成

矿阶段之一(宋叔和，1989)。国外主要的斑岩型铜
矿，以智利的斑岩型铜矿为代表，大多集中在第三纪

(王登红等，2001)．甲玛矿区位于西藏特提斯一喜马

拉雅构造域一级构造单元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板片

中段．按中生代以来形成的构造格局，本区属于该

板片次级构造单元冈底斯火山一岩浆弧。在该火山一
岩浆弧中分布着一条斑岩铜矿带，东段以Cu、Mo、

Zn、Pb金属矿化为主，中段以Cu、Mo矿化为主，西

段以Cu、Au矿化为主(侯增谦等，2006b；潘桂棠等，
2001，2006)．其中，中段斑岩铜矿最为典型，代表性

矿床包括甲玛、驱龙、拉抗俄、南木、冲江、厅官、白容

等铜矿。南木铜矿辉钼矿 Re-Os等时线年龄为
14. 67土0.2 Ma，冲江铜矿辉钼矿 Re-Os等时线年

龄为14. 04士0.6 Ma，拉抗俄铜矿辉钼矿Re-Os模
式年龄变化于13. 5～13.6 Ma之间、含矿斑岩中黑

云母和斜长石 Ar-Ar坪年龄分别为13. 42士1 Ma

和12.5士1.3 Ma(侯增谦等，2003；曲晓明等，2003;



芮宗瑶等，2003b)。甲玛铜多金属矿矽卡岩型矿石

辉钼矿 Rr Os等时线年龄 15.  18士0．够 Ma -

15. 34士O.lO Ma(李光 明等，2005*应立 娟等，

2009)，与上述典型的斑岩型铜矿中与斑岩有关的辉

钼矿Re-Os年龄相差不大，小予2 Ma。获得的甲玛

Re-Os年龄与冈底斯成矿带驱龙、拉抗俄和冲江、厅

宫等斑岩铜矿床的成矿年龄一致，明显晚于侏罗纪

拉萨弧间盆地的形成时限。

    统计西藏冈底斯成矿带上主要斑岩型铜钼等金

属矿床（表 3）与西藏地区部分斑岩型、矽卡岩型铜

矿、钼矿和钨矿床中辉钼矿的187 Re含量与所测模式

年龄，得到关系图（图4）。从图4中可知：①甲玛的

成矿年龄与冈底斯成矿带上的斑岩型铜矿床的成矿

时代一致，如驱龙、知不拉、厅官、南木、拉抗俄、帮浦

等，集中于 20～10 Ma之间；②西藏玉龙铜矿带的

成矿时代集中在 55～40 Ma之间，不同于冈底斯成

矿带的成矿时代 (王登红等，2004)；③辉钼矿的

埔7 Re含量与辉钼矿的模式年龄呈反比关系，形成越

老的辉钼矿，其”7 Re含量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甲玛铜多金属矿的形成与

整个冈底斯成矿带碰撞后大规模、爆发式的岩浆一热

液成矿作用密切相关，详细的成矿年代学研究也为

该矿床属于斑岩型一矽卡岩型的岩浆一接触交代成因

言
=
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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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提供了重要依据。杜光树等(1998)、姚鹏等

(1999，2002)、潘风雏等(19 97，2002)●提出的海底

喷流成矿成因说，认为甲玛矿区普遍产出的矽卡岩

是海底喷流沉积的产物。本文的辉钼矿Re-Os同

位素定年结果，与前人的海底喷流沉积成矿之成因
观点不一致，却佐证了作者们认为的矿床成因观

点●●，为今后该矿床的深部和外围找矿指明了方

向，意义重大。

4 结论
    甲玛铜多金属矿床中辉钼矿产于矽卡岩、角岩、

斑岩和大理岩一灰岩等多种类型矿石中，且产出状态

不同．但其 Re-Os测年结果显示上述辉钼矿属于

同一成矿期的产物，等时线年龄为 15. 22士0.59

Ma，加权平均年龄为14. 99士0.14 Ma，和整个冈底

斯斑岩铜（钼、金）矿床一样，辉钼矿以高含量 的

"7 Re为其特征。辉钼矿的形成主要集中在热液成

矿期的辉钼矿一黄铜矿阶段，成矿时间集中，与爆发

式的岩浆一热液成矿作用密切相关。根据各重要矿

石矿物形成的先后关系，辉钼矿的形成早于其他矿

石矿物，是高温阶段成矿的产物，在空间上也显示相

同的特征，可作为其他矿石矿物形成的下限．与冈

底斯斑岩铜矿带内其他主要斑岩型铜矿的成矿时代

    图4 西藏地区斑岩型一矽卡岩型矿床中辉钼矿181Re含量与模式年龄关系图

Fig.4  1'7 Re content and mode age of molybdenite from porphyryskam type ore deposits



基本一致，属于中新世。本文提供的成矿年龄数据

为该矿床的成因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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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Molybdenite is very common in the Jiama copper polymetallic deposit and occurs i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ores, especially in skarn-type and hornfel-type ores, minor in porphyry-type ores, and extremely less in

mable and limestone ores. Molybdenite samples with different occurrences were collected from skarn,

hornfel and porphyry and tested by Re-Os isotopic dating.  Mode age of 27 samples ranges between 14. 2

and 17.5 Ma and the isochron age is 15. 22士0. 59 Ma.  The isochron ages of porphyry and hornfel are

14. 78士0. 33 Ma and 14. 67士0. 19 Ma9  which are consistent to metallogenic period of other porphyry

copper deposits in the Gangdese metallogenic belt. The 187Re content in molybdenite is correspondingly

higher in the range of 38. 75～387.4 t g/g   Molybdenite in the Jiama ore deposit was supposed to form in

one period. It was in the Langhian Stage of Miocene with the feature of postcollision. The metallogenic

period of the Jiama ore deposit is close to that of molybdenite, therefore the previous overview of effusive

sedimentary metallogeny was not scientific.

   Key words: molybdenite* skarn-hornfel-porphyry type ore} Re-Os isotopic dating* metallogenic

period* Jiama copper polymetallic deposit, Tib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