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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汤不拉钼铜矿床斑岩体进行了 LA-ICPMS锆石 U-Pb同位素定年, 获得其成岩年龄为 ( 19. 88 ? 0. 38) M a,

表明斑岩体与矿化的形成时间一致,为中新世中期;含矿斑岩元素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其与冈底斯成矿带其它斑岩

型矿床的含矿斑岩类似,具有埃达克质岩的地球化学属性,并同时具有高钾、高铝特征, 与起源于俯冲洋壳熔融形

成的埃达克岩构造背景不同。本文认为汤不拉含矿斑岩为新生增厚下地壳在上涌软流圈热流影响下部分熔融的

产物,同时上升的埃达克质岩浆萃取源区金属元素,在后碰撞伸展构造环境下由于温度、压力的释放形成斑岩型矿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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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冈底斯斑岩铜矿带位于西藏腹地冈底斯地块南

缘的冈底斯造山带中,冈底斯地块南北缘分别以雅

鲁藏布江缝合带和班公湖 - 怒江缝合带为界, 自中

生代以来冈底斯带大致经历了晚侏罗世 -早白垩世

火山 -岩浆弧阶段、中 -晚白垩世火山 -岩浆弧阶

段、古新世 -始新世碰撞造山阶段和随后的后碰撞

伸展阶段等多个构造演化阶段 (西藏自治区地质矿

产局, 1993)。在南北两大板块之间俯冲、碰撞及后

碰撞伸展等构造演化过程中,伴随着不同级别、不同

期次大型走滑断裂构造的形成, 深部物质出现部分

熔融,壳幔之间发生大规模的物质、能量交换, 造成

广泛而强烈的火山 - 岩浆活动, 形成了钙碱性 -高

钾钙碱性 - 钾玄岩系列岩浆杂岩体 (侯增谦等,

2004、2005、2006; 曲晓明等, 2004; 曲晓明和辛洪

波, 2006; Hou et a.l , 2004; 夏抱本等, 2007)。这

些岩浆岩具有分布广、期次多、规模大和时代新的特

点, 形成了现今展布于冈底斯南缘, 东西长逾

2000km的大规模火山岩 -花岗质侵人岩。近年来

冈底斯带内的矿产勘察评价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冈底斯中东段目前发现的具有代表性的矿床有:

墨竹工卡县驱龙铜矿、工布江达县汤不拉钼铜矿、吹

败子铜矿、得明顶铜矿、尼木县冲江铜矿、厅宫铜矿、

达孜县拉抗俄铜矿和曲水县达布铜钼矿 (郑有业

等, 2004a、2004b、2006、2007; 侯增谦等, 2005; 夏

抱本等, 2007; 张兴国等, 2008; 莫济海等, 2006) ,

这些不断发现的与碰撞造山作用有关的矿床或矿集

区,表明冈底斯岩浆岩带是研究大陆碰撞过程与成

矿作用的理想地区 (侯增谦等, 2005)。尤其汤不拉

斑岩型钼铜矿床的发现, 使冈底斯斑岩铜矿带向东

延伸了上百公里,也使得其进一步向世界级斑岩铜

矿带靠拢。本文选择汤不拉斑岩型钼铜矿中的含矿

斑岩 ( 07TBL-15) , 分析其成岩年代, 以便对成岩、成

矿作用作进一步的制约。同时为了更好的约束其地

球化学性质,作者对定年样品进行了地球化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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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区地质及岩石岩相学特征

汤不拉斑岩铜矿位于冈底斯东段火山 -岩浆弧

之中酸性杂岩带中 (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1993), 区内为大面积岩浆岩分布区 (图 1), 南距雅

鲁藏布江结合带约 80km。在矿区仅见沿沟谷分布

的第四纪冲洪积、冰碛物,以及少量以残留体形式产

出的前奥陶纪松多岩群 ( AnOs)出露;在矿区内部出

露的侵入岩主要为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粗粒 -

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花岗斑岩、石英斑岩、二长花

岗斑岩、花岗闪长斑岩以及浅灰色中细粒黑云母花

岗岩,而直接参与成矿的是花岗闪长斑岩、花岗斑岩

和石英斑岩等斑岩, 接触带围岩多数为斑状黑云母

二长花岗岩和黑云母花岗岩;其中斑状黑云母二长

花岗岩是重要的容矿岩石,矿石品位较富 (图 1)。

花岗斑岩: 斑状结构, 块状构造, 斑晶大小为 1

~ 3mm。斑晶主要成分为石英 5% ~ 10%、中长石

10% ~ 15%、黑云母 3% ~ 4%。基质为显微细晶结

构,主要成分为石英 20% ~ 30%、中长石 20% ~

25%、正长石 7% ~ 10%、黑云母 1% ~ 2%、金属硫

化物 1% ~ 2%。副矿物主要为磷灰石、锆石等。该

类岩石常发育有细脉浸染状、稀疏浸染状辉钼矿、黄

铜矿、黄铁矿等矿物。

石英斑岩:斑状结构, 块状构造, 斑晶大小约 2

Q.第四系 (未分 ) ; AnO s.前奥陶纪松多岩群; 1.黑云母花岗岩; 2.黑云二长花岗岩; 3.似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 4.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5.花岗斑岩;

6.石英斑岩; 7.花岗闪长斑岩; 8.闪长岩; 9.闪长质包体; 10.岩性界线、岩相界线; 11.断层及产状; 12.构造破碎带; 13.黄铁矿化; 14.黄铜矿化、孔

雀石化; 15.辉钼矿化; 16.辉钼矿 (化 )体; 17.蚀变分带界线; 18.青磐岩化带; 19.石英绢云母化带; 20.钾硅酸盐化带。

图 1 冈底斯东段汤不拉斑岩钼铜矿区地质简图 (据张兴国等, 2008)

F ig. 1 S imp lified geologica lm ap of the Tangbula PorphyryM o-Cu ore d istr ic t in the east segmen t of Gangd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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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mm, 个别可达 5mm,基质为隐晶质 -细晶结构。

斑晶成分为石英, 无色, 它形粒状, 含量约 10% ~

20% ,玻璃光泽强烈,与基质界线明显。基质成分主

要为石英 ( 30% ~ 35% )、中长石 ( 50% ~ 55% )、黑

云母 ( 3% ~ 5% ) (部分已变为绿泥石 )。副矿物为

磷灰石、锆石等。主要蚀变有绢云母化、黝帘石化

等, 该类岩石是矿区主要含铜矿岩石,主要金属矿物

有黄铜矿、磁铁矿、黄铁矿及零星的辉钼矿。

花岗闪长斑岩: 斑状结构,块状构造, 斑晶大小

约 1~ 3mm, 基质为微晶结构。斑晶成分为石英, 无

色, 它形粒状, 含量 5% ~ 10%; 斜长石, 板条状, 含

量 5% ~ 10%, 晶面浑浊。基质成分主要为石英

( 35% )、中长石 ( 57% )、黑云母 ( 5% )。副矿物为磷

灰石、锆石等。该类岩石主要蚀变有绢云母化、黝帘

石化等,该类岩石是矿区主要含钼、铜矿岩石, 主要

金属矿物有辉钼矿、黄铜矿、辉铜矿和黄铁矿等。辉

钼矿主要以细脉浸染状、微细脉浸染状、薄膜状和零

星浸染状产于此岩石之中。

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似斑状结构, 块状构

造, 斑晶大小一般为 1~ 3cm, 最大可达 3~ 5cm, 基

质大小为 1~ 8mm不等;斑晶成分主要为斜长石, 含

量约 5% ~ 15%,常发育有聚片双晶, 受后期蚀变影

响, 双晶多模糊; 基质主要成分为斜长石和钾长石

(微斜长石 +条纹长石 ), 二者含量近于相等, 均在

25% ~ 38%之间变化。斜长石为厚板状, 具少量不

清晰环带,牌号 An18~ 30,为中 -更长石; 钾长石以

微斜长石为主, ( 010) CNg= 2b~ 18b,三斜度为 0. 2

~ 0. 1。基质次要成分为黑云母,常呈棕褐色, 含量

约 5% ~ 15% ;石英,无色,呈他形粒状,含量 25% ~

32% ;副矿物主要有磷灰石、斜黝帘石、独居石、锆石

和金属矿物等。该类岩石主要蚀变有绢云母化、绿

泥石化、硅化、钾化和钠化等,为矿区主要容矿岩石,

岩体内发育细脉浸染状、稀疏浸染状辉钼矿、黄铜矿

和黄铁矿等矿物。

汤不拉矿区内主要金属矿化有辉钼矿、黄铜矿、

辉铜矿、黄铁矿和磁铁矿等。其中辉钼矿为区内的

主要矿化,主要以薄膜状、细脉浸染状及微细脉浸染

状及零星浸染状产于花岗闪长斑岩、花岗斑岩、石英

斑岩以及接触带围岩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中, 辉

钼矿大多为自形细小鳞片状结构, 鳞片大小不一,多

数小于 1mm, 金属光泽, 硬度低, 污手; 集合体常呈

束状、放射状。

矿区断裂构造较为发育,主要表现为北东向、北

西向、近东西向、近南北向断裂构造以及环形构造,

矿区北东向、近南北向以及环形构造严格控制着矿

床的产出,这些断裂构造体系对岩体的就位与含矿

热液的沉淀成矿具有重要的作用,提供了成矿空间,

汤不拉 Mo-1钼矿体产于这三组断裂的交汇部位。

2 采样与锆石分选

样品 ( 07TBL-15)采自汤不拉斑岩钼铜矿区,采

样位置如图 1。为挑选到足量、大小合适、晶形良好

的锆石,将 1~ 2kg样品人工破碎至 1cm
3
、放入直径

20cm不锈钢钵中, 置于 XZW100型振动磨样机

( 1. 1 /0. 75kW )研磨 3 ~ 5秒后过 0. 4mm一次性孔

径筛,如此反复至样品均通过 0. 4mm孔径筛,经铝

制淘沙盘淘洗富集重矿物, 然后先经磁选将磁性矿

物分离,再分别在依次 0. 2、0. 4、0. 6、0. 8、1. 0电流

下让样品通过电磁选仪器,获得的非电磁性矿物,再

进行淘洗富集锆石,最后在双目镜下手工挑选锆石,

整个分选流程使用装置可彻底清洗, 避免了混染。

3 测试方法和精度

将所有的锆石颗粒在双目镜下按晶形用双面胶

粘在玻璃基板上,然后去掉玻璃基板,在细砂纸上小

心地粗磨使锆石晶体揭露出来,之后抛光制成样品

靶,然后,在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素年代学及地

球化学重点实验室进行锆石晶体的阴极发光 ( CL)

观察和分析,以确定锆石颗粒的内部结构,寻找保存

完好的晶体部位, 进行 LA-ICP-M S测定。这样, 既

可以避免在测定过程中发生 Pb丢失的部位,又可以

避免锆石晶体的边、幔、核之间过渡或混合部位,以

确保年龄的可靠性及其明确的地质意义。

锆石中 Pb、U和 Th的同位素成分分析在中国

地质大学 (武汉 )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

验室完成。其激光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由美国

PE公司生产的 ELAN610ODRC型 ICP-M S和德国

Lambda Physik公司的 ComPex102激光器以及 M -i

croLas公司的 GeoLas 200M光学系统组成。激光器

为 A rF 193nm准分子激光器,单脉冲能量为 200mJ;

激光斑束直径为 30Lm;最高重复频率 20Hz;平均功

率 4W。经光学系统匀光和聚焦, 能量密度可达

20J /cm 。采用激光剥蚀进样。本次测试设置的剥

蚀坑直径为 30~ 50m, ICP-M S为 Ag ilent 7500。测

试过程中, 用 N IST 610来计算 Th、U含量,用标准锆

石 91500做年代校正。分析流程为: 2个标准样品

+ 5个样品 + 2个标准样品 + 5个样品。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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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Pow er: 1200W; Nebu lizergas: 0. 55L /m in; Aux i-l

iary gas: 1. 0L /m in; P lasma gas: 13L /m in; 激光能

量为 30kV, 180 ? 2mJ, H e气流速为 1880sccm。样

品的同位素比值及元素含量采用 G lirlTER( ver 4. 0,

M acquarieUn iversity)软件进行计算,普通 Pb的校正

用 ComPbCorr# 3 _15 by Tom Andosen. x ls( Andersen,

2002)来进行,年龄计算及协和图的分析采用 Isoplot

( ver 2. 06)完成 ( Ludw ig, 2003),详细分析步骤和数

据处理方法参见文献 ( Gao et a.l , 2002; Yuan et

a.l , 2004; W ang et a.l , 2006)。

4 分析结果

分析锆石粒度约为 100Lm @ 250Lm, 阴极发光

照相显示锆石具有良好的晶形, 结构比较简单 (图

2) , 显示细密而规则的振荡结晶环带, 属典型的岩

浆锆石。根据阴极发光照片选择测点位置, 测点尽

量避开裂隙处。由测年结果 (表 1)可见 U、Th含量

分别介于 123. 89~ 440. 8Lg /g, 69. 08~ 503Lg /g之

间, 放射成因 Pb含量非常低 ( < 2. 05Lg /g) , Th /U

介于 0. 37~ 1. 22,绝大多数大于 0. 5, Th /U比值的

平均值为 0. 745,表明锆石为典型的岩浆结晶锆石,

与阴极发光图像的特征一致。所有 24个测点
206

Pb /
238
U年龄介于 19. 0~ 21. 4M a之间,加权平均年龄值

为 ( 19. 88 ? 0. 37)M a( 2R, M SWD= 0. 74, 见图 3) ,

即含矿斑岩的形成年龄。

5 定年样品的地球化学特征

为了更好地约束成矿作用, 本文对定年样品进

行了地球化学分析。主微量元素分析在中国科学院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素年代学与地球化学重点

实验室完成, 具体步骤和分析精度参照李献华等

( 2002)和刘颖等 ( 1996), 分析结果见表 2。

主量元素分析结果在 TAS图上 (图略 )投点于

花岗闪长岩区, 显示含矿斑岩属于花岗闪长斑岩。

A /CNK= 1. 07, 属于偏铝质岩石, 暗示岩浆来源主

体应为壳源,可能有幔源物质的贡献。在 S iO 2-K2O

图中 (图略 ), 样品投点于中钾钙碱性系列岩石区

域。由此看来,汤不拉斑岩钼铜矿含矿斑岩具有高

铝和高钾的特征。

定年样品稀土元素含量 2REE较小 ( 75. 98

表 1 汤不拉斑岩钼铜矿区花岗闪长斑岩锆石 U-Pb定年分析结果

Table 1 Zircon U-Pb dating resu lts for granod ioritic porphyry in Tangbula porphyry Cu-M o deposit

测点
U Th Pb*

Lg /g

Th /U 1R 207 Pb /235U 1R 206 Pb / 238U 1R

206 Pb /238U

Age

M a R

207 Pb /235U

Age

Ma R

07TBL-15-01 166. 89 113. 17 0. 75 0. 68 0. 01101 0. 02225 0. 0047 0. 00314 0. 00011 20. 2 0. 7 22. 0 5. 0

07TBL-15-02 144. 73 83. 03 1. 09 0. 57 0. 00459 0. 01912 0. 00147 0. 00301 0. 00019 19. 0 1 19. 0 1. 0

07TBL-15-03 289. 33 191. 48 1. 56 0. 66 0. 0021 0. 01968 0. 00067 0. 0031 0. 00009 20. 0 0. 6 19. 8 0. 7

07TBL-15-04 249. 11 171. 49 1. 89 0. 69 0. 00501 0. 01956 0. 00208 0. 00308 0. 00007 19. 8 0. 5 20. 0 2. 0

07TBL-15-05 412. 15 503. 92 2. 05 1. 22 0. 00569 0. 01902 0. 00231 0. 00299 0. 00006 19. 3 0. 4 19. 0 2. 0

07TBL-15-06 305. 91 313. 31 1. 80 1. 02 0. 00562 0. 01875 0. 00225 0. 00295 0. 00006 19. 0 0. 4 19. 0 2. 0

07TBL-15-07 194. 35 135. 37 0. 87 0. 70 0. 0113 0. 03726 0. 00483 0. 0032 0. 00011 20. 6 0. 7 37. 0 5. 0

07TBL-15-08 440. 80 162. 32 1. 97 0. 37 0. 00121 0. 01902 0. 00038 0. 00299 0. 00005 19. 3 0. 3 19. 1 0. 4

07TBL-15-09 393. 42 390. 22 2. 01 0. 99 0. 00524 0. 02051 0. 00229 0. 00323 0. 00007 20. 8 0. 5 21. 0 2. 0

07TBL-15-10 186. 71 126. 09 0. 79 0. 68 0. 00927 0. 02246 0. 00388 0. 00307 0. 00009 19. 8 0. 6 23. 0 4. 0

07TBL-15-11 200. 68 157. 53 1. 00 0. 78 0. 00218 0. 02011 0. 00068 0. 00317 0. 0001 20. 4 0. 7 20. 2 0. 7

07TBL-15-12 254. 26 265. 84 1. 58 1. 05 0. 01804 0. 05413 0. 00712 0. 00295 0. 0001 19. 0 0. 6 54. 0 7. 0

07TBL-15-13 191. 1 183. 68 0. 87 0. 96 0. 01325 0. 02007 0. 00554 0. 00306 0. 00013 19. 7 0. 8 20. 0 6. 0

07TBL-15-14 137. 06 76. 78 0. 68 0. 56 0. 00187 0. 0197 0. 00059 0. 0031 0. 00008 20. 0 0. 5 19. 8 0. 6

07TBL-15-15 123. 89 69. 08 0. 78 0. 56 0. 0022 0. 02036 0. 00076 0. 00321 0. 0001 20. 6 0. 6 20. 5 0. 8

07TBL-15-16 227. 87 145. 12 1. 02 0. 64 0. 00137 0. 01907 0. 00041 0. 003 0. 00006 19. 3 0. 4 19. 2 0. 4

07TBL-15-17 369. 79 181. 69 1. 99 0. 49 0. 00224 0. 0211 0. 00088 0. 00332 0. 00008 21. 4 0. 5 21. 0 1. 0

07TBL-15-18 167. 12 120. 28 1. 38 0. 72 0. 00334 0. 02108 0. 00127 0. 00332 0. 00013 21. 4 0. 9 24. 0 4. 0

07TBL-15-19 211. 45 176. 96 0. 96 0. 84 0. 00717 0. 01736 0. 00323 0. 0033 0. 00009 21. 2 0. 6 17. 0 3. 0

07TBL-15-20 208. 39 148. 69 1. 04 0. 71 0. 00958 0. 02375 0. 00431 0. 00333 0. 00012 21. 4 0. 8 21. 2 0. 9

注:分析测试单位为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Pb* 为放射性成因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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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汤不拉花岗闪长斑岩代表性锆石阴极发光照片

Fig. 2 Cathodelum inescence images of representative

zircons from Tangbu la granod iorit ic porphyry

图 3 汤不拉花岗闪长斑岩锆石 U-Pb年龄谐和图

F ig. 3 Z ircon SHR IM P U-Pb concord ia d iagram for

Tanbu la granod ior itic Porphyry

表 2 汤不拉斑岩钼铜矿区花岗闪长斑岩定年样品 ( 07TBL-15)元素地球化学分析结果 (主量% , 微量 Lg /g)

Tab le 2 Geochem ica l analysis resu lts for granod ior itic porphyry ( 07TBL-15) from Tangbu la porphyry Cu-M o deposit

S iO 2 T iO 2 A l2O3 Fe2O3
T MnO MgO C aO Na2O K 2O P2O5 LO I Total M g#

63. 82 0. 8 18. 05 4. 67 0. 07 1. 55 4 4. 46 2. 08 0. 129 0. 86 100. 49 43. 6

Sc V C r C o N i Cu Zn Ga Ge Rb S r Zr Nb

4. 599 76. 4 11. 46 5. 402 11. 61 138. 2 45. 87 20. 38 1. 28 83. 86 969. 8 101. 6 4. 294

C s Ba H f T a Pb Th U La C e Pr Nd Sm Eu

3. 042 502. 4 3. 054 0. 264 9. 534 2. 599 0. 948 14. 91 30. 88 4 15. 53 2. 506 0. 956

Gd Tb Dy H o Er Tm Yb Lu Y REE

1. 593 0. 18 0. 817 0. 136 0. 342 0. 048 0. 32 0. 05 3. 711 75. 98

Lg /g) , LREE /HREE 为 9. 56, 属轻稀土富集型。

DEu为 1. 38。含矿斑岩定年样品具有较低的 HREE

( Yb为 0. 32Lg /g)和 Y含量 ( Y为 3. 711Lg /g) , 较

高的 S r/Y ( 261. 33)和 ( La /Yb) N ( 33. 42)比值,具有

与埃达克岩相似的地球化学特征。在其微量元素原

始地幔蛛网图 (图略 )中曲线向右倾斜, 富集大离子

亲石元素 (如 Rb、Ba、Th) , 亏损高场强元素 Nb、Ta,

呈现低谷负异常。

6 讨  论

汤不拉斑岩型钼铜矿床位于冈底斯岩浆弧的东

段, 该矿床的发现使冈底斯斑岩铜矿带向东延伸了

上百公里 (张兴国等, 2008)。本文对汤不拉钼铜矿

床斑岩体进行了 LA-ICPM S锆石 U-Pb同位素定年,

获得了其成岩年龄为 ( 19. 88 ? 0. 38)M a。

近年来,对于冈底斯成矿带的成岩、成矿时代的

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侯增谦等 ( 2003)和孟祥金

等 ( 2003)据该带含矿斑岩体矿化 Re-Os年龄提出

成矿时代在 14M a左右。林武等 ( 2004)现有汇总的

资料表明,冈底斯矿带含矿斑岩成岩成矿时代在 12

~ 18M a之间, 岩浆活动时限约为 6M a。

结合前人研究资料, 以及本文所获得的汤不拉

含矿斑岩年龄,本文对冈底斯斑岩成矿带的成岩成

矿时限归纳如下:冈底斯斑岩成矿带成岩时代主要

集中在 20~ 11M a,成矿时代集中在 16. 5~ 13. 5M a。

并且具有以下特征: ¹ 冈底斯斑岩成矿带的含矿斑
岩的形成时代与成矿作用时间几乎相同, 成岩成矿

作用具有同时性; º各个矿床近乎同时形成,其成矿

作用是在短暂的时间内快速发生, 可能具爆发成矿

的特征; »冈底斯斑岩成矿带含矿斑岩岩浆活动具

有由东向西逐渐变新的迁移趋势。

同时汤不拉含矿斑岩与冈底斯成矿带其它斑岩

型铜矿床的含矿斑岩类似, 具有埃达克岩的地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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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属性,并同时具有高钾、高铝的特征,与起源于俯

冲洋壳的埃达克岩有所不同, 也与中国东部埃达克

质岩浆不同 (李印等, 2009)。前人认为该类埃达克

质岩浆为地壳厚度加大到或超过 50km时, 下地壳

的镁铁质物质处于榴辉岩相, 并被局部上涌的软流

圈地幔热流影响, 触发部分熔融形成 (侯增谦等,

2006; 王强等, 2007)。据此本文推测: 汤不拉斑岩

铜矿为新生增厚下地壳在上涌软流圈热流影响下发

生部分熔融的产物,形成的埃达克质岩浆在上升过

程中萃取源区金属元素并在 ~ 20M a侵位于地壳浅

部后碰撞伸展构造环境,同时由于温度、压力的释放

则形成含矿斑岩以及斑岩型矿床。

致谢:本文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了周详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曾庆高高级工程师、李关清高级工程师的帮

助, 郑有业教授及另一位审稿老师提出了许多宝贵

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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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Tim e of the Tangbula PorphyryMo-Cu Deposit: Evidence

from SHRIMP Z ircon U-Pb Dating of Tangbula Ore-Bearing Porphyries

XIA Bao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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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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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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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 eo logical Survey T eam of T ibetan Bureau of G eological Survey, Lhasa 851400, T ibet, Ch ina; 2. Guangzhou In-

stitute of G eochem 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640, Guangdong, China; 3. G raduate Univer-

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 eijing 100049, Ch ina; 4. W estern South Ch ina S ea Institute of E nergy Develop-

men tC o. , L td. , CNOOC, Zhanjiang 524057, Guangdong, Ch ina)

Abstract: The d iscovery o f the Tangbula porphyryM o-Cu depositmakes theGangdese porphyry copper belt extent

to the east more than one hundred k ilometers, so that it is c lose to a world class porphyry copper bel.t The ore-

bearing porphyries of the Tangbula deposit are granitic porphy ry, quartz po rphyry and granod io ritic porphyry. The

w all rocks in contact zone, porphyraceous biotite adam ellites, are the major ore-hosted rocks. In this paper, zircon

U-Pb dat ing on theT angbu la o re-porphyry is performed by LA-ICPM S dating technique. Themean
206

Pb /
238
U age is

19. 88 ? 0. 38M a, w hich means that the ore-bearing porphyry intruded in m iddleM iocene, it also implies that the

form ation o f the ore-bearing porphyry w as simu ltaneous w ith theM o-Cum inera lizat ion. G eochem ical ana lyses of the

dating samples show that they have the characterist ics sim ilar to adakite, the same as ore-bearing porphyries in oth-

er deposits o f the Gangdese bel.t H ow ever, A l andK are h igher in these rocks, w 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adakites

generated from subduct ing ocean ic slab. A 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w e deduced that them agma fo rm ing the adak i-t

ic ore porphyry w as generated by the partialme lting o f the th ickened new lower crust under the heating of the as-

cend ing asthenosphere, this adakiticmagma ex tracted ore e lem ents from its orig in and formed the po rphyryM o-Cu

deposit in a sha llow ex tension structura l env ironment due to the decreasing of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Keywords: Tangbu la porphyryM o-Cu deposi;t SHR IM P zircon U-Pb dating; adak ite; ore-bearing porphy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