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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东丰山矿田花岗闪长斑岩体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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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年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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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湖北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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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鄂东丰山矿田是长江中下游多金属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鸡笼山'丰山和李家湾等大(中型铜

金多金属矿床组成$矿体产于燕山期花岗闪长斑岩体与三叠系碳酸盐岩接触带中&成矿作用与燕山期花岗闪长斑

岩密切相关$作者采用锆石
.OG-MR_8RD

定年方法对鸡笼山和丰山矿区成矿斑岩体进行了年代学研究&获得鸡

笼山和丰山花岗闪长斑岩的锆石微区原位
.OG-MR_8RD

年龄分别为
#<!e$M5

"

="f

可信度&

M.X9]"3#

#和

#<7e$M5

"

="f

可信度&

M.X9]#3:

#&与前人已报道的鄂东南矿集区内典型铜
8

金
8

钼
8

"钨#矿床中辉钼矿
GH8+L

等时线年龄"

#:%M5e

#吻合&表明丰山矿田成岩成矿事件均发生于早白垩世$本次研究还在鸡笼山花岗闪长斑岩

体中发现了新太古代锆石年龄信息&证实了扬子陆块北缘可能存在新太古
8

古元古代结晶基底$

关键词!锆石
.OG-MR_8RD

定年%新太古代%花岗闪长斑岩%丰山矿田%鄂东

!!

鄂东丰山矿田是长江中下游多金属成矿带的重

要组成部分&主要由西部的鸡笼山斑岩
8

矽卡岩型金

铜多金属矿床"大型#'东部的丰山"又称)封山*')封

三*')丰山洞*')封山洞*')封三洞*等&下同#斑岩
8

矽卡岩型铜金多金属矿床"大型#和北部的李家湾矽

卡岩型铜金矿床"中型#组成$矿田大规模的找矿勘

查工作始于
$%

世纪
;%

"

7%

年代&随后众多的地质

工作者"张洪涛&

#=!:

%毛建仁等&

#=!"

%刘先武&

#=!=

%徐耀通&

#==$

%伍超群&

#==$5

&

#==$D

%黄亚南&

#==<

%苏欣栋等&

#==:

%吴承健等&

#==:

%刘延年等&

$%%#

%舒广龙等&

$%%<

&

$%%7

%刘继顺等&

$%%:

%钱应

敏&

$%%"

#对该矿田内典型矿床的成矿作用'矿床地

球化学特征'金属元素赋存状态'成矿物质来源'岩

浆演化与成矿的时空关系以及成矿规律和找矿标志

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矿田

内成岩成矿作用同位素年代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尚

少$近年来&谢桂青等"

$%%;

#对鄂东南地区
"

个

'A8&A8M1

"

X

#典型矿床进行了辉钼矿
GH8+L

年龄

测定&获得的年龄值在
#::e$M5

"

#<7e$M5

之

间$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前人对鸡笼山和丰山花岗

闪长斑岩做了大量的定年工作&但年龄误差范围较

大$作者采用锆石
.OG-MR_8RD

定年技术&对鸡

笼山和丰山矿区成矿花岗闪长斑岩体的形成时龄进

行了精确测定&同时对鸡笼山花岗闪长斑岩体中捕

获锆石的地质意义进行了讨论&这对深入研究长江

中下游成矿带花岗质斑岩体与成矿关系'探讨成岩

成矿地球动力学背景都具有重要意义$

#

!

矿田地质概况

丰山矿田位于淮阳隆起与江南隆起之间的下扬

子凹陷带内"舒广龙等&

$%%7

#$矿田出露地层主要

为下三叠统大冶组&南北两侧依次分布有二叠系'石

炭系'泥盆系和志留系&为一套巨厚的以海相为主的

碳酸盐岩
8

碎屑岩建造$大冶组为矿田赋矿地层&分

7

个岩性段"

(

#

J

S

#87

#%矿田构造较复杂&构造线总体

呈
/X

(

/XX

向%区内岩浆活动较强烈&侵入岩体

分布于东西长
!T>

&南北宽
<3"T>

&面积约
$!T>

$

的空间范围内!南起桂家山&北抵李家湾&东至黄家

塘(邓家山&西达伍家坝(余家湾$岩性以花岗闪

长斑岩为主&局部见闪长玢岩及煌斑岩类&它们均侵

位于下三叠统大冶组中&呈岩株或岩脉状产出"图

#

#$矿田内矽卡岩型铜金矿床'斑岩型铜钼矿床'热

液脉型"金#多金属矿床及卡林型金矿等均产于斑岩

体与三叠系碳酸盐岩的接触带中及其附近&不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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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富文等!鄂东丰山矿田花岗闪长斑岩体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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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年及其意义

图
#

!

丰山矿田地质图"据舒广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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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组碳酸盐岩夹黑色页岩%

R

$

'

R

#

(二叠系灰岩夹碳质页岩及硅质岩%

9g'

(泥盆系和石炭系砂岩'页岩%

.

(志

留系砂岩'页岩%

#

(花岗闪长斑岩%

$

(隐爆角砾岩%

<

(叠瓦状断层%

:

(断层或推断断层%

"

(矽卡岩型铜金矿体%

;

(卡林型金矿体%

7

(采

样位置%

!

(成矿区带%

=

(深断裂%

#%

(丰山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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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矿床与花岗闪长斑岩相伴$据研究&长江中下游

成矿斑岩体源自上地幔或下地壳&成矿斑岩体及其

岩脉为同源岩浆产物"毛建仁等&

#==%

%雷如亮&

#==#

#$

据前人研究&丰山矿田成岩成矿作用有从南东

向北西方向演化的趋势&构成一个与燕山期花岗闪

长斑岩有关的由斑岩型
'A

"

M1

#矿化'钙矽卡岩型

'A

矿床'钙矽卡岩型
&A

"

'A

#矿床和钙矽卡岩型

&A8'A

矿床组成的
'A8&A

"

M1

#成矿系列"赵一鸣

等&

#===

#%矿田中主要矿床的矿化垂直分带和水平

分带都较清楚!在鸡笼山矿区&深部接触带主要有矽

卡岩
'A8&A

矿体产出&而在浅部接触带则出现矽卡

岩
&A8'A

矿体和热液交代型
&A

或
&A8

多金属矿

体%在水平方向上&靠近花岗闪长斑岩接触带有矽卡

岩
&A8'A

矿体产出&但在外接触带的隐爆角砾岩化

大理岩中则出现热液交代型
&A

或
&A8

多金属矿体

"赵一鸣等&

#===

#%在丰山矿区&铜金矿体产于花岗

闪长斑岩小岩体接触带及附近部位&岩体内接触带

为斑岩角砾岩筒型
M1

"

'A

'

&A

#矿&接触带为矽卡

岩型
'A

"

M1

'

&A

'

&

@

#矿&周边外围已发现金银及金

银多金属矿床"刘延年等&

$%%#

#$由此看来&矿化作

用经历了早阶段的高温"

:<%

"

<$%j

#热液成矿和晚

阶段的低温"

$<%

"

#"%j

#热液成矿"钱应敏&

$%%"

#$

主要围岩蚀变有!硅化'绢云母化'矽卡岩化'碳酸盐

化'绿泥石化等%矿石矿物以磁铁矿'黄铜矿'黄铁

矿'辉钼矿'斑铜矿'褐铁矿为主&次为辉铜矿'黝铜

矿'方铅矿'闪锌矿'磁黄铁矿'自然铜'自然金'银金

矿等$

=!



地
!

质
!

学
!

报
$%##

年

$

!

岩体地质特征及与成矿关系

矿田内燕山中晚期岩浆活动频繁&具有高侵位'

超浅成'多岩类"复式岩体#'脉动式侵入之特点"刘

延年等&

$%%#

#!从早至晚&由花岗闪长斑岩
'

石英闪

长斑岩
'

酸性花花岗细晶岩脉
'

中基性闪长玢岩

脉'煌斑岩脉相继侵位%与成矿有关的花岗闪长斑岩

体呈现小岩株'岩墙'岩脉产出&走向
/XX

(近

*X

向&倾向
..X

或
.

&倾角较陡$

"3!

!

丰山花岗闪长斑岩

丰山花岗闪长斑岩体出露面积约
#3;T>

$

&是矿

田内出露面积最大的斑岩体$岩体蚀变交代作用非

常普遍而强烈&并且分带明显&由岩体向外依次为!钾

长石化带
'

石英
8

绢云母化带
'

泥化带
'

矽卡岩化带

'

绿泥石蛇纹石碳酸盐化带%与蚀变带对应的矿化也

具分带性&即由岩体向外至碳酸盐地层依次为!

M1

'

M1

'

'A

'

'A

'

FH

'

M1

'

'A

'

&A

'

'A

'

RD

'

6̀

'

&A

'

&

@'

&A

矿化"蔡华新&

$%%7

#$此外&矿体主要赋存于岩体

颈部的接触部位&矿化强度严格受岩体形态控制!矽

卡岩矿体主要分布于岩体边缘接触带&构成矿化主

体%细脉浸染状矿体也普遍发育于岩体中&但仅构成

局部小矿体$这些特征充分显示出成矿作用与斑岩

体关系密切&矿床类型应为伴有斑岩铜矿化的矽卡岩

型铜矿床"张洪涛&

#=!:

#$据镜下鉴定&丰山花岗闪

长斑岩体的主要矿物组成约为!斜长石"

:%f

#'钾长

石"

<%f

#'石英"

$%f

#'黑云母"

"f

#'角闪石"

<f

#&

副矿物有磷灰石'磷铁矿'榍石等"

#f

"

$f

#$与区

域上同期金铜矿化中性岩体相比&丰山矿田花岗闪长

斑岩体在岩石化学成分上相对偏基性"

.?+

$

]

;<3%$f

#&碱质含量中等"

/5

$

+gZ

$

+]7377

#&

Z

$

+

+

/5

$

+

"

#3$%

#较大"毛建仁等&

#=!"

#$其它岩石化学及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详见毛建仁等"

#=!"

#'伍超群

"

#==$D

#和刘继顺等"

$%%:

#发表的论文$

"3"

!

鸡笼山花岗闪长斑岩

鸡笼山花岗闪长斑岩体出露面积约
#3$"T>

$

&

是矿田内出露面积仅次于丰山岩体的斑岩体$岩体

侵入三叠系大冶组碳酸盐岩中&地表形态似椭圆形&

呈
.*

(

/X

展布&倾向
.X

&向
.*

侧伏$金铜矿体

主要赋存于岩体与大冶组碳酸盐岩的接触部位&少

数赋存于岩体及地层层间破碎带中&矿化强度严格

受岩体形态控制$据镜下鉴定&岩体矿物成分主要

为正长石"

"%f

#&斜长石"

<%f

#&石英"

#%f

#'黑云

母"

"f

#及角闪石"

$f

#&副矿物有磷灰石'榍石等$

岩石具斑状结构&块状构造$与区内同期金铜矿化

中性岩体相比&岩体相对偏基性"

.?+

$

];%3$!f

"

;$37;f

#&碱质含量较低"

/5

$

+gZ

$

+]73$$f

"

73:%f

#&

Z

$

+

+

/5

$

+

"

%37

"

#3:!

#较大"伍超群&

#==$D

%刘先武&

#=!=

#$岩体
G**

地球化学特征为轻

稀土富集型&

!7

.N

+

!;

.N

初始值为
%37%<7

"

%37%!;

&氧

同位素为
g73!h

"

g#$3%h

&硫同位素组成"

<:

.

#为

$3#h

&与矿体相近"矿石的<:

.]<3$h

#&均接近于陨

石硫&说明岩体和矿体中的硫是同源的&同时表明岩

体是此矿床形成的主要物质提供者&且其成矿物质来

源于上地幔或下地壳深部"伍超群&

#==$5

#$

<

!

样品采集及分析方法

丰山矿田成矿斑岩体锆石定年样品分别采自鸡

笼山金铜矿床
%>

中段
$;

号矿体附近的鸡笼山岩

体"

4,.8#

&取样地理坐标分别为!北纬
##"[$"k$7l

&

东经
$=[:!k$7l

#和丰山铜金矿床
#"%

中段的丰山岩

体"

F.98#

%取样地理坐标分别为!北纬
##"[$7k%!l

&

东经
$=[:!k:7l

#&其具体采样位置标注于图
#

中&其

岩性均为花岗闪长斑岩$岩石具斑状结构'块状构

造&见有较明显的绢云母化和硅化蚀变$

锆石
.OG-MR_8RD

测年在北京离子探针中

心完成&采用的仪器是高分辨率和高灵敏度的离子

探针
.OG-MR8

*

$详细测试流程见宋彪等"

$%%$

#

和简平等"

$%%<

#的报道$按常规方法分选出晶形完

好'无裂纹和包体少的锆石颗粒与标准锆石样品

"

(*M

#一起粘结在环氧树脂靶上&并对样品靶上的

待测锆石进行透射光'反射光和阴极发光图像分析&

据此选定锆石微区原位分析的靶位$对测定结果用

.OG-MR

定年标准物质对
_8(C

和
RD

含量及年龄

作了校正&普通铅根据实测的$%:

RD

进行校正$

:

!

测定结果

$3!

!

鸡笼山花岗闪长斑岩

鸡笼 山 花 岗 闪 长 斑 岩 体 "

4,.8#

#的 锆 石

.OG-MR_8RD

测定结果见表
#

$从锆石阴极发光

图像"图
$5

#可看出&鸡笼山花岗闪长斑岩体中测定

的
#"

颗锆石有两种!岩浆结晶锆石和捕获锆石"继

承锆石#$结晶锆石内部均显示较清晰的震荡环带

结构&其$%;

RD

+

$<!

_

比值年龄变化于
#<"M5

"

#:%M5

之间&在$%;

RD

+

$<!

_8

$%7

RD

+

$<"

_

谐和图上均投

影在谐和线上或附近"图
<

#&暗示被测锆石未遭受

明显的后期热事件的影响%

7

个分析点"

4,.8#8#3#

'

:3#

'

73#

'

#%3#

'

##3#

'

#$3#

和
#<3#

#的$%;

RD

+

$<!

_

比

值年龄加权平均值为
#<!3#e#3=M5

"

="f

可信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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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富文等!鄂东丰山矿田花岗闪长斑岩体锆石
.OG-MR_8RD

定年及其意义

图
$

!

鸡笼山"

5

#和丰山花岗岩闪长斑岩中被测锆石阴极发光"

',

#图像
.OG-MR

分析点位及$%;

RD

+

$<!

_

视年龄

F?

@

3$

!

',?>5

@

HL56J

$%;

RD

+

$<!

_5

KK

5NH6I5

@

HL1Qc?NB16LQN1>

@

N561J?1N?IH

K

1N

K

C

S

N

S

?6ICH4?216

@

LC561NHQ?H2J

"

5

#

56JFH6

@

LC561NHQ?H2J

"

D

#

表
!

!

鸡笼山花岗闪长斑岩体中锆石
AOBPI*Q?*'

数据(

%&'()!

!

R./460AOBPI*Q?*'1&5&67

:

4&061.64.5)

3

64

3

+

,

4

,

.05+)K.(60

:

-+&064)7.)(1

点号
$%;

RD

B

"

f

#

_

"

#%

W;

#

(C

"

#%

W;

#

$<$

(C

+

$<!

_

$%;

RD

(

"

#%

W;

#

$%;

RD

+

$<!

_

"

M5

#

$%7

RD

$%;

RD

"

M5

#

$%7

RD

(

+

$%;

RD

(

"

f

#

$%7

RD

(

+

$<"

_

"

f

#

$%;

RD

(

+

$<!

_

"

f

#

4,.8#8#3# %3;" :<$ #=$ %3:; 73=$ #<"e# <$$e$$% %3%"$! =3" %3#":% =3; %3%$#$ %377

4,.8#8$3# %37$ 7#$ $<7 %3<: #:3= #""e# 7!e!! %3%:7; <37 %3#"=# <37 %3%$:< %3:;

4,.8#8<3# %3;% :": #$$ %3$! =3%$ #:;e# #"7e=< %3%:=$ :3% %3#""! :3% %3%$<% %3"!

4,.8#8:3# %37" ;:< #:= %3$: #$3# #<=e# ##<e#:% %3%:!< "3! %3#:"< "3! %3%$#! %3;=

4,.8#8:3$ %3## $"# $< %3#% !73: $#=$e$< $:7<e<$ %3#;#; #3= =3%<% $3$ %3:%"% #3$

4,.8#8"3# #3$# :<" #%= %3$; !3;< #:"e# #";e$<% %3%:=$ =3= %3#"" =3= %3%$$! %3!;

4,.8#8;3# %3#= ;: ;$ %3== <$3: $=;!e<: $!";e<# %3$%<7 #3= #;3:$ $3: %3"!:7 #3:

4,.8#873# %3<7 :#< 7= %3$% 737! #<=e$ <%$e##% %3%"$: :3! %3#"7! "3% %3%$#= #3"

4,.8#8!3# %3$; ;= "= %3!! $!3# $:!!e<" $"#;e#< %3#;"! %37" #%377 #3= %3:7#% #37

4,.8#8=3# %3"" <#: ;< %3$# #%3: $:$e$ "<$e!7 %3%"!# :3% %3<%; :3% %3%<!< %3;;

4,.8#8#%3# %3:< !$$ $$! %3$= #"3; #:%e# #:7e7: %3%:=% <3$ %3#:!! <3$ %3%$$% %3:7

4,.8#8##3# #3%$ :$: #$7 %3<# 73=: #<!e# 7$=e$%% %3%;<; =3" %3#!=% =3" %3%$#; %37#

4,.8#8#$3# %3=; "<7 #"! %3<% #%3# #<!e# ":e$#% %3%:7# !37 %3#:%% !37 %3%$#; %3;=

4,.8#8#$3$ %3<= $:; $;= #3#< $;3% 7:"e: !%<e<$ %3%;"= #3" #3##< #37 %3#$$" %3;$

4,.8#8#<3# %3;; :$< #;% %3<= 737! #<;e# $:"e##% %3%"## :3; %3#:== :37 %3%$#< %3;#

!

注!

(

表中误差为
#

&

%

RD

B

和
RD

(

分别代表普通铅和放射成因铅&并应用实测的$%:

RD

对普通铅进行了校正$

M.X9]"3#

&图
:

#&应代表岩浆锆石结晶时间或斑

岩体的形成年龄%另
:

个分析点"

4,.8#8$3#

'

<3#

'

"3#

和
=3#

#的$%;

RD

+

$<!

_

比值变化于
#:"M5

"

$:$M5

之间&高于上述
7

个测定的加权平均值&可

能与锆石组成具不均匀性或锆石的微区有老锆石包

体有关&或代表新老锆石结晶域重叠的一个混合年

龄&因而没有确定的地质意义%捕获锆石"继承锆石#

的$%7

RD

+

$%;

RD

比值年龄"表
#

'图
"

#分别为
!%<e

<$M5

"

4,.8#8#$3$

#'

$:7<e<$M5

"

4,.8#8:3$

#'

$!";

e<#M5

"

4,.8#8;3#

#和
$"#;e#<M5

"

4,.8#8!3#

#&

分别给出了从新元古代
8

古元古代
8

太古宙年龄信

息&暗示其来源不同&可能为源区继承锆石或岩浆上

侵过程中的捕获锆石$测点
4,.8#8!3#

和
4,.8#8

:3$

的加权平均值年龄为
$"#%e$:M5

"

="f

可信

度&

M.X9]#3;

#$表明扬子陆块北缘可能存在太

古代结晶基底$

$3"

!

丰山花岗闪长斑岩

丰山花岗闪长斑岩体"

F.98#

#的锆石
.OG-MR

_8RD

测定结果见表
$

$从锆石阴极发光图像可以

看出&被测锆石均为透明自形晶体&韵律环带结构发

育&应为岩浆成因$在分析的
#"

颗锆石中&分析点

号为
F.98#8#3#

'

$3#

'

:3#

和
"3:

的年龄"

#:7

"

#=



地
!

质
!

学
!

报
$%##

年

图
<

!

鸡笼山花岗闪长斑岩锆石
.OG-MR_8RD

谐和图

"图中红圈代表未参与年龄计算的样品#

F?

@

3<

!

?̀NB16_8RD'16B1NJ?5J?5

@

N5>1Q

@

N561J?1N?IH

K

1N

K

C

S

N

S

?6ICH4?216

@

LC561NHQ?H2J

#"!M5

#明显偏老&但其内部结构和晶形与其他锆石

并无明显差异&可能是区内较早侵位的花岗岩石中

的捕获锆石&而分析点号为
F.98#8!3$

年龄结果明

显偏年轻"

#$<e<M5

#&产生偏离加权平均值年龄的

图
"

!

鸡笼山花岗闪长斑岩体中老锆石
.OG-MR_8RD

年龄"图中红圈代表未参与年龄计算的样品#

F?

@

3"

!

_8RD'16B1NJ?5J?5

@

N5>1Q?6CHN?IHJ ?̀NB16QN1>

@

N561J?1N?IH

K

1N

K

C

S

N

S

?6ICH4?216

@

LC561NHQ?H2J

原因及其地质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其余
#%

个分

析点的$%;

RD

+

$<!

_

比值的年龄分布在
#<$

"

#<=

之

图
:

!

鸡笼山花岗闪长斑岩锆石
.OG-MR

_8RD

年龄加权平均值图

F?

@

3:

!

9?5

@

N5>1Q̀ ?NB16_8RDVH?

@

CIHJ5PHN5

@

H5

@

HL1Q

@

N561J?1N?IH

K

1N

K

C

S

N

S

?6ICH4?216

@

LC561NHQ?H2J

间&在$%;

RD

+

$<!

_8

$%7

RD

+

$<"

_

谐和图上&分析点均投

影在谐和线上或附近"图
;

#&表明被测锆石未遭受

明显的后期热事件的影响&其$%;

RD

+

$<!

_

比值年龄

加权平均值为
#<;37e$3#M5

"

="f

可信度&

M.X9

]#3:

#&代表丰山花岗闪长斑岩体的形成年龄&即形

成于早白垩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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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富文等!鄂东丰山矿田花岗闪长斑岩体锆石
.OG-MR_8RD

定年及其意义

表
"

!

丰山花岗闪长斑岩体锆石
AOBPI*Q?*'

年龄测定结果

%&'()"

!

R./460AOBPI*Q?*'1&5&67

:

4&061.64.5)

3

64

3

+

,

4

,

.05+)M)0

:

-+&064)7.)(1

点号
$%;

RD

B

"

f

#

_

"

#%

W;

#

(C

"

#%

W;

#

$<$

(C

+

$<!

_

$%;

RD

(

"

#%

W;

#

$%;

RD

+

$<!

_

"

M5

#

$%7

RD

(

+

$%;

RD

(

ef

$%7

RD

(

+

$<"

_

ef

$%;

RD

(

+

$<!

_

ef

F.98#8#3# #3%7 $;! #;7 %3;: "37! #"!e: %3%"#= 737 %3#77% !3# %3%$:! $3:

F.98#8$3# %3:: <!; <## %3!< 73!= #"#e: %3%"#; :3$ %3#;!" :3= %3%$<7 $3"

F.98#8<3# %3!! <": $!; %3!< ;37# #<=e: %3%"%< :3! %3#"#; "3" %3%$#= $37

F.98#8:3# #3<# $=# #=# %3;! "3!" #:7e< %3%:!$ #% %3#":% ## %3%$<# $3:

F.98#8"3# %3#: ::" :;: #3%! !3!: #:7e: %3%":% "3< %3#7$% "3= %3%$<# $3"

F.98#8;3# %37< <<= $;= %3!$ ;3<= #<=e< %3%"%; :3$ %3#"#= :3! %3%$#! $3<

F.98#873# #3#$ <:= $!; %3!" ;3;% #<=e< %3%"#= 73% %3#";% 73: %3%$#! $3<

F.98#8!3# #3$< <!< :#: #3#$ ;3=% #<$e< %3%"%! #: %3#:"% #: %3%$%7 $3:

F.98#8!3$ #3<" <:# #=" %3"= "37% #$<e< %3%:"< !3; %3#$%% !3= %3%#=$ $3<

F.98#8=3# %3"% <#; $"# %3!$ "3=% #<!e: %3%"#: <3: %3#"<< :3< %3%$#7 $37

F.98#8#%3# #3!; <<! $!$ %3!; ;3#< #<$e< %3%::: #: %3#$7% #" %3%$%7 $3:

F.98##3# $3%= $#: #=< %3=< :3%$ #<;e: %3%:7# #: %3#<=% #: %3%$#: $3;

F.98#8#$3# %3"$ <== #=% %3:= 737; #:<e< %3%::# "3= %3#<;! ;3: %3%$$" $3<

F.98#8#<3# #3$# :$; <!< %3=< 73;" #<$e< %3%:7# ;37 %3#<:# 73# %3%$%7 $3:

F.98#8#:3# %37$ $!= #7< %3;$ "3<= #<!e: %3%":$ ;3" %3#;#% 73% %3%$#; $3!

(

表中误差为
#

&

%

RD

B

和
RD

(

分别代表普通铅和放射成因铅&并应用实测的$%:

RD

对普通铅进行了校正$

图
;

!

丰山花岗闪长斑岩锆石
.OG-MR_8RD

谐和图

"图中红圈代表未参与年龄计算的样品#

F?

@

3;

!

?̀NB16_8RD'16B1NJ?5J?5

@

N5>1Q

@

N561J?1N?IH

K

1N

K

C

S

N

S

?6ICHFH6

@

LC561NHQ?H2J

"

!

结论及讨论

;3!

!

成岩时代

岩体的精确测年是研究和分析其形成地球动力

学背景的基础$以往鄂东南地区成矿岩体的时代多

是利用
Z8&N

法和
GD8.N

等时线法来测定的&年龄

范围相对较宽!如铜山口花岗斑岩的全岩和黑云母

Z8&N

年龄为
#"%

"

#$$M5

&铜绿山矿区花岗闪长岩

和闪长岩的全岩和黑云母
Z8&N

年龄为
#"7

"

##!

M5

&丰山洞花岗闪长斑岩的全岩和黑云母
Z8&N

年

龄为
#:=

"

#<!M5

"

R56HI523

&

#===

#%另一方面&由

图
7

!

丰山花岗闪长斑岩锆石
.OG-MR

_8RD

年龄加权平均值图

F?

@

37

!

9?5

@

N5>1Q̀ ?NB16_8RDVH?

@

CIHJ5PHN5

@

H5

@

HL1Q

@

N561J?1N?IH

K

1N

K

C

S

N

S

?6ICHFH6

@

LC561NHQ?H2J

于蚀变作用等的影响&岩体的
Z8&N

和
GD8.N

等时

线年龄的结果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如鄂城花岗岩的

Z8&N

年龄为
##:M5

&

GD8.N

年龄为
#$"M5

&铁山石

英二长岩的
Z8&N

年龄为
#<$ M5

&

GD8.N

年龄为

##7M5

"周繤若等&

#==:

#$

$%

世纪
=%

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对长江中下游

地区与铜金多金属矿化密切相关的中生代侵入体重

新进行了年代学研究&获得了一批高精度的同位素

年龄数据!周繤若等"

#==:

#获得铁山石英二长岩和

阳新英云闪长岩的角闪石:%

&N

+

<=

&N

坪年龄分别为

<=



地
!

质
!

学
!

报
$%##

年

#<<3:e%3:M5

和
#<"3=e%3"M5

&等时线年龄分

别为
#<<3;e%3=M5

和
#<"37e%37M5

%吴才来等

"

#==;

#测得铜陵地区花岗闪长岩'辉石二长闪长岩

和石英二长闪长岩的:%

&N

+

<=

&N

年龄分别为
#<=3!

"

#<7M5

'

#<!3$

"

#<;3;M5

和
#<"3!

"

#<7M5

&集

中在
#<7M5

左右%薛怀民等"

$%%;

#获得阳新复式

岩体石英二长岩的锆石
.OG-MR_8RD

年龄为
#<:

e$M5

%陈江峰等"

#==<

#获得阳新复式岩体石英二

长岩的角闪石:%

&N

+

<=

&N

年龄为
#<;M5

&并认为长

江中下游成矿带内与铜矿化有关的闪长类的侵位年

龄集中在
#<:

"

#<!M5

范围内"陈江峰等&

#==:

#$

本文前述鸡笼山和丰山花岗闪长岩斑岩体的锆石

.OG-MR_8RD

年龄"

#<!e$M5

和
#<7e$M5

#&不

仅与前人报道的鄂东南地区成矿中酸性斑岩体的形

成时间域一致&而且进一步丰富了长江中下游成矿

带与斑岩
8

矽卡岩
'A8FH8&A8M1

矿床有关岩体的高

精度同位素年龄数据$

;3"

!

成矿时代

前人对长江中下游
'A8&A8FH8M1

矿成矿带主

要矿床的成矿时代进行了大量的年代学研究!谢桂

青等"

$%%;

#利用
GH8+L

同位素定年方法对鄂东南

地区
"

个典型
'A8&A8M18

"

X

#矿床进行了成矿时

代的研究&获得丰山铜金多金属矿床'阮家湾钨铜钼

矿床'千家湾铜金矿床'铜绿山铜铁金钼多金属矿床

和铜山口铜钼矿床的辉钼矿
GH8+L

同位素年龄分

别为
#::3%e$3#M5

'

#:<3;e#37M5

'

#<737e#37

M5

'

#<73!e#37

"

#<!3#e#3!M5

和
#:<3"e#37

"

#:$3<e#3!M5

%毛景文等"

$%%:

#对九瑞地区
"

个矽

卡岩
8

斑岩
'A8&A8M1

矿进行了
GH8+L

同位素年龄

测定&获得大团山'南阳山'沙滩角'铜坑里和安庆等

'A8&A8M1

矿床的成矿分别为
#<=3#e$37M5

'

#:%3"e#3;

"

#:#3#e%3"M5

'

#:%37e#3;

"

#:#3=

e%3:M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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