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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园珠顶大型铜钼矿床位于大瑶山隆起北缘、粤桂交界的广东省封开县境内。铜钼矿化普遍发育于

斑岩体及其外接触带中，岩体内部见星点状黄铁矿、黄铜矿、辉钼矿分布，但铜钼工业矿体主要产于岩体外接触带

中，并围绕着岩体具椭圆形环状矿化分带特征，由内向外依次为钼矿化带→铜钼矿化带→铜矿化带，成矿作用与二

长花岗斑岩有关。运用高分辨率和高灵敏度离子探针和ＲｅＯｓ分析技术，作者分别对矿区二长花岗斑岩和矿体进

行了年代学研究，获得二长花岗斑岩的锆石 ＵＰｂＳＨＲＩＭＰ年龄为１５４±２Ｍａ（９５％可信度，犕犛犠犇＝０．７５，犖＝

１１），铜钼矿体辉钼矿ＲｅＯｓ等时线年龄为１５５±５Ｍａ（９５％可信度，犕犛犠犇＝０．３１，犖＝８），表明圆珠顶斑岩型铜钼

区的成岩成矿作用都发生于中侏罗世晚期，成矿作用发生于华南拉张大地构造背景下。

关键词：圆珠顶；斑岩型铜钼矿床；二长花岗斑岩；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定年；辉钼矿ＲｅＯｓ定年

　　圆珠顶铜钼矿床位于粤西封开县境内，是广东省

地质矿产勘查局７１９地质大队于２００５年发现并勘查

的大型铜钼矿床，其详查报告已通过国土资源部资源

储量评审中心的评审验收。根据目前勘查程度，矿体

延伸深度超过３００ｍ，矿床矿石总量５．７亿吨；金属量

铜９８万吨、钼２６万吨、伴生银４７８吨，潜在经济价值

超过５０００亿元。目前，该矿床的开采已列入广东省

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重点项目，将建成我国

仅次于德兴铜矿的第二大露天铜钼矿。

该矿床勘查程度较高，但研究工作明显滞后。

虽然钟立峰等（２０１０）利用辉钼矿ＲｅＯｓ测年技术

获得了该矿床高精度的成矿年龄，但对矿床地质特

征及成矿地质背景的研究有待深入，特别是对成矿

斑岩体的年代学研究尚属空白。最近，本文作者对

矿区矿化二长花岗斑岩和铜钼矿体分别进行了锆石

ＵＰｂＳＨＲＩＭＰ和辉钼矿ＲｅＯｓ年代学研究，旨在

探讨该矿床成岩成矿作用时限，为进一步总结钦杭

（州）成矿带成矿规律，指导找矿勘查提供科学依据。

１　矿区地质特征

矿区位于钦杭成矿带西南段，六堡复式背斜南

翼的次级褶皱园珠顶背斜中。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寒武系水口群上亚群中组

第一岩性段（∈狊犺
２－１
３ ）和第二岩性段（∈狊犺

２－２
３ ），两者

为整合接触，均在轻微区域变质的基础上于斑岩体

周边发生接触变质和热液充填交代等叠加变质作

用。其中，第一岩性段分布于矿区中部的园珠顶背

斜轴部，主要由中厚—厚层状变质细粒石英砂岩、变

质石英粉砂岩和薄—中厚层状绢云黏土板岩组成；

第二岩性段分布于矿区的北部和南部，为园珠顶背

斜的两翼地层，岩性与第一段相似，仅变质石英粉砂

岩、绢云黏土板岩相对较多，厚度增大。

矿区的基本构造格架为东西向园珠顶背斜，为

六堡复式背斜次级的褶皱，轴向近东西，轴部为园珠

顶斑岩体，北翼倾向北，南翼倾向南，倾角４０°～７０°。

园珠顶背斜两翼地层网脉（裂隙）构造非常发育，控

制着铜、钼矿化的范围和矿体赋存部位。矿区内仅

见４条小断裂破碎带，对矿体影响极小。

成矿斑岩体沿园珠顶背斜轴部侵入，呈小岩株

产出（图１），分布面积共０．１９３ｋｍ２。岩石呈灰白

色—肉红色，斑状结构，岩性均为二长花岗斑岩，斑

晶有斜长石（２５％±）、钾长石（５％±）、石英（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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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粤西园珠顶斑岩铜钼矿床地质略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Ｙｕａｎｚｈｕｄ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ｅｓｔ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１—寒武系水口群上亚群中组第一岩性段；２—寒武系水口群上亚群中组第二岩性段；３—二长花岗斑岩；４—铜矿体水平投影分布范围；５—

铜钼矿体水平投影分布范围；６—铜钼矿体水平投影分布范围；７—勘探线及编号；Ｉ—桂中凹陷；Ⅱ—大瑶山隆起；Ⅲ—钦防海槽；Ⅳ—云开

隆起；Ｖ—粤中凹陷

１—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ＳｈｕｉｋｏｕＧｒｏｕｐ；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ＳｈｕｉｋｏｕＧｒｏｕｐ；３—

ａｄａｍｅｌｌ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４—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ｔｈｅｃｏｐｐｅｒ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５—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ｔｈｅｃｏｐｐｅｒ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６—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ｄｏｍ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７—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Ｉ—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ｕａｎｇｘ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Ⅱ—Ｄａｙａｏｓｈａｎｕｐｌｉｆｔ；Ⅲ—Ｑｉｎｚｈｏｕ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ｔｒｏｕｇｈ；Ⅳ—Ｙｕｎｋａｉｕｐｌｉｆｔ；Ｖ—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黑云母（３％±）；基质主要有长石（以酸性斜长

石为主，钾长石次之，２５％±）、石英（２５％±）、黑云

母（≤５％）；副矿物含量甚微，主要有黄铁矿、黄铜

矿、辉钼矿、磷灰石、锆石等；岩石蚀变较普遍，斜长

石常绢云母化和绿帘石化，钾长石常高岭石化，黑云

母绿泥石化、绿帘石化（钟立峰等，２０１０）。

９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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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粤西园珠顶斑岩铜钼矿床１０８勘探线剖面图

Ｆｉｇ．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Ｎｏ．１０８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Ｙｕａｎｚｈｕｄ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ｅｓｔ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１—钻孔及编号；２—二长花岗斑岩；３—钼工业矿体；４—低品位钼矿体；５—铜工业矿体；６—低品位铜矿体

１—Ｂｏｒｅｈｏｌ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２—ａｄａｍｅｌｌ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ｂｏｄｉｅｓ；４—ｌｏｗｇｒａｄｅ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ｂｏｄｉｅｓ；

５—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ｐｐｅｒｂｏｄｉｅｓ；６—ｌｏｗｇｒａｄｅｃｏｐｐｅｒｂｏｄｉｅｓ

矿床类型为斑岩型铜钼矿床。矿体主要分布在

斑岩体外接触带的变质砂岩中，平面上呈环形围绕

着岩体分布；工业矿体分布在岩体外接触带约０～

４００ｍ范围内，矿体与近矿围岩、工业矿体与低品位

矿体之间无明显界线，铜、钼矿体为渐变过渡关系；

根据分析结果圈定矿体，矿体内低品位矿段呈夹层

状，与工业矿段相互平行大致呈水平分布。根据有

用组分的主次，勘查部门分别圈出了铜、钼矿体：从

岩体接触带向外，２００ｍ 范围内主要为钼矿体，约

１００～１５０ｍ 地段矿体厚度最大，品位最高；２００～

４００ｍ范围内主要为铜矿体，约３００～４００ｍ地段矿

体厚度最大，品位最高（图２，图３）。

矿化蚀变主要有硅化、云英岩化、黄铁矿化及碳

酸盐化等。蚀变分带不十分明显，为渐变过渡关系，

常相互叠加。由岩体中心向外，可大致分为以下几

个蚀变组合带。①岩体中心：硅化（石英脉）＋绢云

母、绿泥石化＋碳酸盐化（按蚀变强弱顺序排列，下

同）。②岩体边部：硅化（石英脉）＋绢云母、绿泥石

化＋碳酸盐化＋钾化。③主接触带：硅化（石英脉）

＋角岩化＋绢云母、绿泥石化＋碳酸盐化＋钾化。

④外接触带（岩体外１００ｍ）：角岩化＋绢云母、绿泥

石化＋硅化（石英脉）＋碳酸盐化＋黄铁矿化＋钾

化。⑤外接触带（岩体外１００～２５０ｍ）：硅化（石英

脉）＋钾化＋角岩化＋碳酸盐化＋绢云母、绿泥石化

＋黄铁矿化。⑥外接触带（岩体外２５０～３５０ｍ）：硅

化（石英脉、交代）＋黄铁矿化＋碳酸盐化＋钾化。

⑦外接触带（岩体外２５０～４５０ｍ）：硅化（交代）＋黄

铁矿化＋碳酸盐化（图４）。

２　同位素年龄测定

２．１　样品采集

花岗斑岩体的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定年样品采自

矿区ＺＫ２３１２０钻孔，孔深为２３６～２４１ｍ之间的岩

芯（ＹＺ１）；辉钼矿ＲｅＯｓ等时线定年样品采自矿区

ＺＫ１２１１２钻孔，孔深为２８４～３１３ｍ之间的辉钼矿

化矿石（ＹＺ３）；分别从上述的两组样品中分选出锆

石和辉钼矿，作为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和ＲｅＯｓ法的测

定对象。

２．２　测试方法

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测年是目前公认的高精

度定年方法，在确定岩体定位时代方面起到不可替

代的作用，在国内外已得到广泛应用（Ｃｏｍｐｓｔｏｎ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１９９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７，１９９８）；而辉

钼矿ＲｅＯｓ法定年是直接测定成矿时代的有效方

法，也是目前精度最高的方法之一，国内外已有众多

成功范例（Ｓｔｅ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２００１；Ｂａｒｒａ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毛景文等，２００４；聂凤军等，２００７）。

本次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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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ＲＩＭＰ（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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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５００）一起粘结在环氧树脂靶上，并对样品靶上的

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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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粤西园珠顶斑岩铜钼矿床０勘探线剖面图

Ｆｉｇ．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Ｎｏ．０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Ｙｕａｎｚｈｕｄ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ｅｓｔ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１—钻孔及编号；２—二长花岗斑岩；３—钼工业矿体；４—低品位钼矿体；５—铜工业矿体；６—低品位铜矿体

１—Ｂｏｒｅｈｏｌ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２—ａｄａｍｅｌｌ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ｂｏｄｉｅｓ；４—ｌｏｗｇｒａｄｅ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ｂｏｄｉｅｓ；

５—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ｐｐｅｒｂｏｄｉｅｓ；６—ｌｏｗｇｒａｄｅｃｏｐｐｅｒｂｏｄｉｅｓ

图４　粤西园珠顶斑岩铜钼矿床蚀变与矿化关系图

Ｆｉｇ．４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ｕａｎｚｈｕｄｉｎｇ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ｅｓｔ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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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ＨＲＩＭＰ定年标准物质对ＵＴｈ和Ｐｂ含量及年龄

做了校正，普通铅根据实测的２０４Ｐｂ进行校正。详细

测试流程见宋彪等（２００２）和简平等（２００３）的报道。

辉钼矿ＲｅＯｓ年龄测试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国家地

质实验测试中心ＲｅＯｓ同位素实验室完成。样品

采自矿区ＺＫ１２１１２钻孔孔深为２８４～３１３ｍ之间的

辉钼矿化矿石，较富矿石样品中辉钼矿可直接将其

刮下来，贫矿石样品首先粉碎过筛，再从１００目以上

的样品中用重力等方法分选出辉钼矿，在双目镜下

经过仔细挑选后，再用玛瑙钵研磨至２００目待测，详

细测试流程详见前人（杜安道等，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姚军明

等，２００７）有关报道。

图５　粤西圆珠顶矿区花岗斑岩体锆石阴极发光图像

（ＣＬ）及测定点位和相应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视年龄

Ｆｉｇ．５　ＣＬ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ａｇｅｓｏｆ

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ａｄａｍｅｌｌ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ｉｎｔｈｅＹｕａｎｚｈｕｄｉｎｇ

ＣｕＭｏｏｒｅｆｉｅｌｄ，ｗｅｓｔ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２．３　测定结果

２．３．１二长花岗斑岩定年结果

圆珠顶铜钼矿区花岗斑岩体的锆石 ＵＰｂ年龄

测定结果列于表１。由表１可以看出，所有测定点

１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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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Ｔｈ／Ｕ值均大于０．３，在阴极发光图像中，被测

锆石内部均显示较清晰的岩浆结晶环带结构（图

５），表明为典型的岩浆结晶锆石，在１４个测点中，除

测点ｙｚ１．１，ｙｚ１２１和ｙｚ１１１１偏离谐和线外，其

余的１１个点在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谐和图上的投

表１　粤西圆珠顶斑岩型铜钼区含矿二长花岗斑岩锆石犛犎犚犐犕犘犝犘犫年龄测定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犣犻狉犮狅狀犛犎犚犐犕犘犝犘犫犱犪狋犪狅犳犪犱犪犿犲犾犾犻狋犲狆狅狉狆犺狔狉狔犳狉狅犿狋犺犲犢狌犪狀狕犺狌犱犻狀犵犆狌犕狅狅狉犲犱犻狊狋狉犻犮狋，狑犲狊狋犌狌犪狀犵犱狅狀犵

点号
２０６Ｐｂｃ

（％）

Ｕ

（×１０－９）

Ｔｈ

（×１０－９）

２３２Ｔｈ

／２３８Ｕ

２０６Ｐｂ

（×１０－９）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Ａｇｅ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

ＹＺ１１．１ １．１９ ５２０ ２１１ ０．４２ １０．５ １４８ ±４ ０．０４９３ ７．３ ０．１５８ ７．７ ０．０２３２８ ２．４

ＹＺ１２．１ １．６１ ３２９ １２５ ０．３９ ６．５３ １４５ ±４ ０．０５０６ ９．０ ０．１５８ ９．３ ０．０２２７２ ２．４

ＹＺ１３．１ １．１３ ６５３ ２８０ ０．４４ １３．８ １５５ ±４ ０．０４５８ ５．５ ０．１５４０ ６．０ ０．０２４３６ ２．４

ＹＺ１４．１ ０．７１ ５９５ ２２４ ０．３９ １２．７ １５８ ±４ ０．０４８８ ４．７ ０．１６６４ ５．２ ０．０２４７５ ２．３

ＹＺ１５．１ １．１０ ５２９ ２５６ ０．５０ １１．４ １５８ ±４ ０．０４６８ ６．７ ０．１６０ ７．１ ０．０２４７７ ２．４

ＹＺ１６．１ １．０１ ７４１ １０３２ １．４４ １６．０ １５８ ±４ ０．０４６３ ６．０ ０．１５９ ６．４ ０．０２４８６ ２．３

ＹＺ１７．１ ０．１７ １５１７ １１６４ ０．７９ ３０．７ １５０ ±３ ０．０４９５０ ２．０ ０．１６０５ ３．０ ０．０２３５１ ２．３

ＹＺ１８．１ ０．５９ １２００ ８２２ ０．７１ ２５．３ １５５ ±４ ０．０４８０ ３．１ ０．１６１１ ３．８ ０．０２４３５ ２．３

ＹＺ１９．１ ０．３６ ６６５ ２５４ ０．３９ １３．７ １５２ ±３ ０．０４９９ ３．０ ０．１６４２ ３．８ ０．０２３８５ ２．３

ＹＺ１９ａ ０．４５ ５６２ １１７ ０．２１ １１．８ １５６ ±４ ０．０４９４ ３．８ ０．１６６３ ４．４ ０．０２４４３ ２．３

ＹＺ１１０．１ ０．２８ ７９４ ５０７ ０．６６ １６．２ １５１ ±３ ０．０４９６ ２．３ ０．１６２３ ３．２ ０．０２３７２ ２．３

ＹＺ１１１．１ ０．０７ ８４４ ３３７ ０．４１ ８３．８ ７０５ ±１５ ０．０６８８５ ０．８３ １．０９６ ２．４ ０．１１５５ ２．２

ＹＺ１１２．１ ０．７９ ８２８ ４１８ ０．５２ １７．５ １５５ ±４ ０．０５０９ ４．５ ０．１７０７ ５．０ ０．０２４３５ ２．３

ＹＺ１１３．１ ０．６４ １１８２ ６４８ ０．５７ ２４．２ １５１ ±３ ０．０４８５ ３．６ ０．１５８１ ４．３ ０．０２３６５ ２．３

　注：误差为１σ；Ｐｂｃ和Ｐｂ分别代表普通铅和放射成因铅，应用实测的２０４Ｐｂ对普通铅进行了校正。

表２　广东园珠顶矿区中辉钼矿犚犲犗狊同位素数据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犗狊犪狀犪犾狔狋犻犮犪犾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犿狅犾狔犫犱犲狀犻狋犲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犢狌犪狀狕犺狌犱犻狀犵犆狌犕狅犱犲狆狅狊犻狋犻狀犌狌犪狀犵犱狅狀犵

原样名 样重（ｇ）
Ｒｅ（×１０－６）

测定值 不确定度

Ｃ普Ｏｓ（×１０－６）

测定值 不确定度

１８７Ｒｅ（×１０－６）

测定值 不确定度

１８７Ｏｓ（×１０－６）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模式年龄 Ｍａ

测定值 不确定度

ＹＺ３１ａ ０．０６３０ １７４５５３ １７８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４ １０９７１０ １１１９ ２８５．４ ２．３ １５５．９ ２．４

ＹＺ３１ａ ０．０５０２９ １７６８５２ １９２７ ０．０５３ ０．１１８ １１１１５５ １２１１ ２８５．９ ２．４ １５４．２ ２．５

ＹＺ３１ｂ ０．０５０８９ １４８７４７ １５１７ ０．０５３ ０．１１８ ９３４９０ ９５４ ２４２．６ ２．１ １５５．５ ２．４

ＹＺ３１ｃ ０．０５１５１ １３３０２９ １２３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９ ８３６１１ ７７４ ２１６．３ １．８ １５５．１ ２．３

ＹＺ３２ ０．０５０９６ １２３８７９ ９４７ ０．０５３ ０．１１９ ７７８６０ ５９５ ２０１．３ １．８ １５５．０ ２．２

ＹＺ３３ ０．０２６２１ １２０５０３ ８８５ ０．０５２ ０．１１６ ７５７３９ ５５６ １９６．２ １．７ １５５．３ ２．２

ＹＺ３４ ０．０５０４５ １５８６３４ １４４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０ ９９７０５ ９０６ ２５７．５ ２．２ １５４．８ ２．３

ＹＺ３５ ０．００６４８ １３２５８０ １１９８ ０．０５０ ０．１６８ ８３３２９ ７５３ ２１５．１ １．９ １５４．７ ２．３

　注：表２中Ｒｅ、Ｏｓ含量的不确定度包括样品和稀释剂称量误差、稀释剂标定误差、质谱测量分馏校正误差、被测样品同位素比值测定误差

　（置信水平９５％）。模式年龄计算采用的１８７Ｒｅ衰变常数λ＝１．６６６×１０－１１ａ－１（Ｓｍｏｌｉａｒｅｔａｌ．，１９６６）。

影点均在谐和线上（图６），这一特征也暗示被测锆

石未遭受到明显的后期热事件的影响。在１４个测

点中，除 去 ｙｚ１１ 测 点２０６Ｐｂ／２３８ Ｕ 比 值 年 龄

（１４８Ｍａ）、测 点 ｙｚ１２１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 Ｕ 比 值 年 龄

（１４５Ｍａ）和ｙｚ１１１１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比值年龄（７０５Ｍａ）

明显较其他１１个测点的年龄偏低和偏高，在计算加

权平均值年龄时被删除外，其余 １１ 个测点的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比值年龄的加权平均值为１５４±２Ｍａ

（９５％可信度，犕犛犠犇＝０，７５，犖＝１１），可代表斑岩

体形成的时间。

２．３．２　铜钼矿体定年结果

辉钼矿的ＲｅＯｓ同位素分析结果列于表２中，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辉钼矿中Ｒｅ的含量从１２０５０３

×１０－６～１７６８５２×１０
－６，１８７Ｒｅ含量从７５７３９×１０－６

～１１１１５５×１０
－６，１８７Ｏｓ的含量为１９６．２×１０－６～

２８５．９×１０－６。模式年龄为１５４．７～１５５．９Ｍａ，在测

定误差范围内完全一致，用Ｉｓｏｐｌｏｔ软件计算所测８

个点的等时线年龄和模式年龄的加权平均值（图７）

分别为１５５±５Ｍａ（９５％可信度，犕犛犠犇＝０．３１，犖

＝８）和１５５±２Ｍａ（９５％可信度，犕犛犠犇＝０．０４９，犖

＝８）。两者在测定误差范围内完全一致，据此表明，

等时线年龄和模式年龄是精确可靠的，该年龄可直

接代表圆珠顶斑岩型铜钼矿床形成的时间，即该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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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粤西圆珠顶矿区二长花岗斑岩体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谐和图（ａ）及ＵＰｂ年龄加权平均值图（ｂ）

Ｆｉｇ．６　Ｚｉｒｃｏｎ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ｇｅｏｆａｄａｍｅｌｌ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ｂ）

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ｕａｎｚｈｕｄｉｎｇＣｕＭｏｏｒｅｆｉｅｌｄ，ｗｅｓｔ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图７　广东园珠顶矿区辉钼矿ＲｅＯｓ等时线图（ａ）和模式年龄加权平均值图（ｂ）

Ｆｉｇ．７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ＲｅＯｓｉｓｏｃｈｒ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ａｇｅ（ｂ）ｏｆＹｕａｎｚｈｕｄｉｎｇ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ｕ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ｅｓｔ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床形成于中侏罗世晚期。

３　讨论

（１）大瑶山地区斑岩体的时代存在明显争议。

前人多认为大瑶山地区与成矿作用关系密切的斑岩

体的形成时代主要有加里东晚期（３７１～３９５Ｍａ）和

燕山晚期（６６～１６４Ｍａ），并认为加里东晚期的斑岩

体和成矿作用受大瑶山东西向主断裂带以及北西向

和北东向断裂复合部位控制，而燕山晚期的斑岩体

及成矿作用受北西向构造带及其派生断裂所控制

（陈业清等，１９９２；康先济等，１９９３?；朱桂田等，

２００６；陈富文等，２００８）。同一斑岩体的年龄差异很

大，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研究者选择的定年方法对样

品的适用性、样品的代表性及早期仪器测定精度及

实验条件等诸多因素所致。例如，全岩 ＫＡｒ法测

年很难获得燕山期前花岗岩类的精确定年数据，传

统的锆石ＵＰｂ定年法也无法排除源区继承锆石对

年龄测定结果的影响。本次高精度花岗斑岩及成矿

作用同位素年龄数据的获得至少证明大瑶山地区与

斑岩体有关的燕山晚期成矿作用是客观存在的，矿

化作用不仅有金银矿化，而且还有铜钼矿化。

（２）钟立峰等（２０１０）认为，早侏罗世具高浮力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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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Ｉｚａｎａｇｉ板块俯冲到粤西桂东地区而改变了俯

冲角度，导致俯冲板片撕裂而开天窗或岩石圈加厚

而发生拆沉，在该地区出现一系列ＮＥ向壳幔相互

作用强烈的伸展带，引发了软流圈物质在中晚侏罗

世沿着ＮＥ向深断裂与ＥＷ 向断裂的交汇部位上

涌，形成了园珠项斑岩型矿床；蔡明海等（２００１）对地

质构造特征、花岗岩岩石学的综合研究表明，粤西

桂东地区中生代岩石圈经历了碰撞挤压（２２４～

２６５Ｍａ）、挤压到伸展构造转换（１５４～１６３Ｍａ）及强

烈拉张伸展（８０～１２０Ｍａ）３个阶段的构造演化过

程，成矿作用受控于燕山早期岩石圈的构造转换及

燕山晚期的拉张伸展。圆珠顶花岗斑岩的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和辉钼矿的ＲｅＯｓ等时线年龄揭示

了该矿床的形成动力学背景应为燕山期岩石圈伸展

减薄阶段，这与临近的南岭地区大规模成矿作用出

现于中晚侏罗世（１６５～１５０Ｍａ）的大地构造背景是

一致的：古太平洋板块向华南大陆俯冲，在大陆边缘

弧后地区出现一系列ＮＥ向壳幔相互作用强烈的伸

展带，这些伸展带与东西向古断裂的交汇部位是岩

浆活动和成矿作用中心区（毛景文等，２００７）。因此，

作者认为该矿床并非形成于挤压构造背景，而是形

成于陆内伸展环境，这与东环太平洋斑岩型铜矿形

成于板块会聚体制的成矿背景是明显不同的。

４　结论

（１）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采用高灵敏

度锆石ＳＨＲＩＭＰ定年技术对园珠顶铜钼矿区二长

花岗斑岩进行了年代学研究。１１个锆石点数据计

算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统计权重平均值为１５４±２Ｍａ

（９５％可信度，犕犛犠犇＝０．７５，犖＝１１），由于被测锆

石的阴极发光图像具有清晰的振荡环带结构，应为

岩浆结晶锆石，其年龄值代表该矿区矿化二长花岗

斑岩形成的时间。

（２）本次研究采用辉钼矿ＲｅＯｓ定年方法对铜

钼矿体进行了直接成矿时代测定，模式年龄为１５４．

７～１５５．９Ｍａ，在测定误差范围完全一致，用Ｉｓｏｐｌｏｔ

软件计算所测８个点的等时线年龄和模式年龄的加

权平均值分别为１５５±５Ｍａ（９５％可信度，犕犛犠犇＝

０．３１，犖＝８）和１５５±２Ｍａ（９５％可信度，犕犛犠犇＝

０．０４９，犖＝８）。两者在测定误差范围内一致，也与

钟立峰等（２０１０）的 ＲｅＯｓ定年结果（１５５．６±３．４

Ｍａ，犕犛犠犇＝０．８５，犖＝１１）在测定误差范围内一

致。不同矿化部位、不同实验室测定获得的同位素

年龄互相印证，进一步说明用辉钼矿ＲｅＯｓ定年法

直接测定矿床的形成时间是精确可靠的。

（３）基于二长花岗斑岩自身普遍矿化的特点，且

含矿斑岩体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１５４±２Ｍａ）

与矿石辉钼矿ＲｅＯｓ年龄（１５５±５Ｍａ）在测定误差

范围内一致，由此表明，斑岩体岩浆活动与成矿作用

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笔者认为前人将该矿

床的成因类型归为斑岩型铜钼矿是合理的，其成岩

成矿作用均发生于中侏罗世晚期。

注　释

? 康先济，杨世义．广西大瑶山地区斑岩体的地质特征及斑岩型铜

钼矿找矿前景研究报告．地矿部“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研究成果报

告，编号：８５０１００７０３４１：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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