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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揭西县淘锡湖锡多金属矿床成矿花岗岩研究

钱龙兵，余庆亮，郭丽荣，颜伦明，温 辉

(广东省有色金属地质局九三一队，汕头515041)

摘要：广东省揭西县淘锡湖锡多金属矿床位于粤东地区莲花山断裂带南西段，为中型锡多金属矿床。文章以

与矿化关系密切的花岗斑岩为研究对象，从花岗斑岩与成矿的物质来源、时空关系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主量、微

量元素、S同位素及锆石HI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花岗斑岩为该区成矿提供物质来源；花岗斑岩LA-ICP-MS锆石

U-Pb年龄为141．8土1．0 Ma，表明其形成于早白垩世初期，与锡石毒砂共生的辉钼矿Re-Os同位素等时线年龄为

139．0士1．1 Ma，与花岗斑岩的形成时间基本相同。结合矿区地质特征，认为花岗斑岩是淘锡湖锡多金属矿床最

主要的成矿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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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莲花山深大断裂位于武夷山成矿带南西

段，为环太平洋成矿带的组成部分，属莲花山锡铜

多金属成矿带的核心区域。前人曾对莲花山深大

断裂地质特征和形成机制[1]进行研究，分析了断裂

带中锡矿床的成矿地质特征[z]，并研究了粤东地区

中生代火山岩与侵入岩的关系[3]。然而，该区缺乏

对岩浆侵位序次、时间、接触关系和有关侵入体侵

位机制的研究，且侵入时代依据不足，对不同类型

的岩浆岩，尤其是相关脉岩的含矿性及其与成矿作

用的关系研究尚不够深入。近些年来，随着广东莲

花山断裂带整装勘查区的设立，各科研、地勘单位

和企业在该区做了大量研究和找矿工作，并取得了

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4]，在地质找矿方面也取得了

重大突破¨J。

本文对揭西县淘锡湖矿区锡多金属矿床的地

质特征、主量及微量元素特征、稳定同位素和成岩

成矿年代学等进行研究，并对该矿区成矿花岗岩的

物质来源及时空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为今后在该区
寻找同类型矿床提供借鉴。

1 地质概况

莲花山断裂带南西段是广东省内重要的锡钨

铅锌多金属成矿带、构造岩浆带、动热一动力变质带、

地热异常带和地震构造带[6]。区域出露的地层主要

为中一上侏罗统中酸性火山岩建造，岩性主要有流

纹岩、流纹质岩屑、晶屑凝灰岩和流纹质熔结凝灰

岩等；区域构造以断裂为主，总体呈NE向45。展布。

受莲花山断裂带影响，该区断裂具强烈韧性剪切、

左行平移兼逆断层活动[7]，形成明显的NE向地貌

形态，强片理化、糜棱岩化、混合岩化及碎裂岩等动

力变质作用十分发育[8]。区域岩浆岩为晚侏罗世一

早白垩世粗粒、中粒、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花岗

闪长岩等，主要有嵩头一各安岩体与龙狮寨岩体

等。区域内矿点较密集，主要为锡、铜矿，其次为

钨、铅、锌矿，多分布于岩体内外接触带附近(图1)。

淘锡湖锡多金属矿区地层主要为中一晚侏罗

世热水洞组火山碎屑岩，分布在矿区东南部，岩性

主要为流纹质岩屑晶屑凝灰岩，受莲花山断裂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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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系冲积层；2．上白垩统叶塘组；3．下白垩统合水组；4．下白垩统官草湖组；5．上侏罗统一下白垩统南山村组；6．上侏

罗统水底山组；7．中一上侏罗统热水洞组；8．上三叠统银瓶山一吉水门组；9．上三叠统银瓶山组；10．上三叠统小水组一头

木冲组；11．上三叠统红卫坑组；12．晚白垩世石英斑岩；13．晚白垩世橄榄玄武岩；14．晚白垩世细粒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

岩；15．早白垩世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16．早白垩世中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17．早白垩世粗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18．早白垩世花岗闪长岩；19．花岗闪长岩；20．晚侏罗世中粒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21．晚侏罗世花岗闪长岩；22．石英

脉／花岗岩脉；23．花岗斑岩脉／闪长岩脉；24．辉绿玢岩脉／辉长岩脉；25．地质／岩性界线；26．平行不整合／角度不整合界线；

27．火山岩相界线；28．韧性剪切带；29．实测／推测断层；30．层面／劈(片)理产状；31．片麻理／流面产状；32．矿区范围；33．

锡矿点；34．钨矿点；35．铁矿点；36．铜矿点；37．铅锌矿点；38．锡铜矿点。

图1研究区区域地质图(据文献[9]修编)

Fig．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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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岩石普遍强片理化，局部呈糜棱岩、千糜岩[1⋯。

侵入岩多出露在矿区西北部，主要为早白垩世细粒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花岗斑岩，此外还发育少量中

基性岩脉。区内断裂发育，主要为NE向、NW向和

近EW向3组，断层多期次活动且具压扭一张性特

征，NE向和近EW向断裂及其次级断裂(裂隙)是

矿液活动的有利空间[11|，为矿区主要导矿、容矿

构造。

2矿床地质特征

2．1 矿体特征

淘锡湖区段目前发现1条主脉和数条平行小

脉。矿脉浅部产于花岗斑岩内部及其外接触带的

构造破碎带F。中，下部出现斑岩型铜矿化，矿体主

要产于花岗斑岩体内，呈脉状、透镜状产出，走向

65。～70。，倾向北西，倾角35。～75。，倾角上部较下

部陡，与围岩界线清楚。已知矿体延长约350 m，沿

倾向推测延深>150 m，矿脉厚0．5～2．0 m，局部厚

度达5．0 m，矿体形态及产状沿水平和倾斜方向均

变化较大(图2)。矿体以锡矿化、锌矿化为主，局部

有弱的方铅矿化及黄铜矿化。该区段矿石锡平均

品位0．27％，最高品位为0．78％，最低品位

为0．10％。

2．2矿石特征

矿石矿物主要为锡石、闪锌矿、黄铁矿，少量方

铅矿、黄铜矿、毒砂等；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萤石、

石榴石、黑云母和绿泥石等。矿物以溶液结晶为

主，其次为固溶体分离析出，矿物间交代熔蚀作用

普遍，兼有应力作用现象；矿石结构主要为他形一半

自形晶粒结构、交代结构等，具细脉状构造、浸染状

构造、角砾状构造及团块状构造。

I．第四系；2．早白垩世片麻状花岗岩；3．花岗斑岩；4．早白垩世中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5．煌斑岩；6．绿泥石化、黄铁矿

化、石榴子石化蚀变带；7．云英岩；8．实(推)测地质界线；9．矿脉及编号；10．探槽位置及编号；11．斜井及编号；12．钻孔位

置标高及编号；13．样品位置。

图2淘锡湖矿区1号勘探线剖面图

Fig．2 Profile of the No．1 exploration line in the Taoxihu mining area

通过野外及镜下观察，结合矿体产状、矿石结

构构造等，认为该区大致分为3个成矿阶段：成矿早

阶段，石英一锡石一电气石一毒砂阶段；成矿主阶段，锡

石一硫化物阶段；成矿晚阶段，硫化物一碳酸盐一绿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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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阶段。

2．3 围岩蚀变

矿区围岩蚀变主要有云英岩化、石榴石化、硅

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及黄铁矿化，其中云英岩

化、石榴石化和硅化与矿化关系密切，云英岩化较

强的地段有较强的锡矿化，硅化、绿泥石化较强的

地段伴有较强的锌矿化。

3成矿花岗岩研究

3．1主要花岗岩接触关系

区内岩浆岩主要分布于矿区西部，岩性为龙狮

寨岩体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及花岗斑岩。花岗

斑岩以岩脉侵入至黑云母花岗岩中，两者侵人至先

期喷发的中晚侏罗世热水洞组火山岩中(图3)。花

岗斑岩为陶锡湖矿区的主要赋矿岩体。

区内花岗斑岩与矿化关系密切，矿脉浅部产于

花岗斑岩构造破碎带中，下部出现斑岩型铜矿化，

矿体主要产于花岗斑岩内；近矿围岩蚀变主要为硅

化、萤石化、石榴石化、黑云母化和绿泥石化，矿化

与蚀变强度呈正相关。矿区相关的花岗岩成矿元

素含量平均值见表1。

3．2主量及微量元素特征

淘锡湖矿区花岗斑岩主量元素、微量元素分析

(a)．花岗斑岩侵入黑云母花岗岩；(b)．民采矿区；(c)．细脉浸染状矿化蚀变花岗斑岩；(d)．石榴石一黑云母化花岗斑岩；(e)

花岗斑岩手标本；(f)．花岗斑岩镜下特征；枷．花岗斑岩；Bi一7．黑云母花岗岩；Qtz．石英；Bi．黑云母；Kf．钾长石。

图3 淘锡湖区段花岗斑岩野外、手标本及镜下特征

Fig．3 Field and hand specimen photographs and photomicrograph of granite porphyry in the Taoxihu mining area

表1 矿区相关岩石成矿元素含量

Table 1 Ore-forming element contents of related rocks in the mining area

地层(岩体)
Fe

10
2

Sn Ag Cu Mo Pb W

10—6

中一上侏罗统热水洞组火山岩 一 19．00 — 15．25 2．75

花岗岩 1．45 18．80 1．74 90．80 1．67

花岗斑岩 2．46 70．20 2．65 125．40 34．40

全球地壳[1 Z3 5．63 1．70 0．07 55．00 1-50

全球花岗岩[1⋯ 2．70 3．00 50．00 lO～30 1-OO

38．75 12．50

71．OO 9．67

378．00 65．40

12．50 1．10

22．70 1．50

121．25

103．OO

1 016．00

60．OO

48．OO

测试单位：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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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2，所有样品在TAS图上落人花岗岩区

(图4)，具有高硅富碱特点，属于弱过铝质高钾钙碱

性系列岩石(图5)。

淘锡湖矿区花岗斑岩稀土元素总量∑REE为

(139～195)×10～，平均值为173×10-6；(La／Yb)N、

(LaISm)N和(Gd／Yb)N分别为5．41---7．15，2．62--,

3．09和1．40～1．49；BEu为0．09～0．II，均值为

0．10，显示强烈的负铕异常。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元

素配分曲线图(图6(a))显示，花岗斑岩相对富集轻稀

土，具有明显的Eu负异常。原始地幔标准化微量元

素蛛网图(图6(b))显示，花岗斑岩强烈富集Rb、Th、

U、K、Pb等大离子亲石元素，亏损Ba、sr、Ti、P、Nb、

h，且具有较高的Rb／Sr值(4．86---5．51，平均

值为5．17)、Nb／Ta值(8．60"--'9．35，平均值为8．89)

及较低的K／Rb值(123"～147，平均值为138)，说明花

岗斑岩经历了高程度的分异演化。

裹2淘镊湖矿区花岗斑岩主■元素和微■元素含■

Table 2 Major element and trace elements伽tenb of granite porphyry in Taoxibu dep惦it

“B／％样品编号—i石-—_再五-—ii夏_—五天i——元i——面i，—1瓦五——1i厂—1五天广—1i手——云石-——i页——百
TXH．1 75．43 0．41 10．95 0．97 1．26 0．09 0．75 0．57 3．90 4．62 0．09 0．92 99·96

TXH-2 75．89 0．12

TXH-3 76．05 0．23

13．03

9+67

1．17

1．11

0．56

1．17

0．04

0．08

0．09

O．60

0．62

1．56

3．34

2．88

4．71

5．21

0．02

0．23

0．51 100．10

1．22 100．01

TXH一4 76．43 0．30 9．11 0．98 0．63 0．19 0．54 1．05 2．86 5．34 0．08 2．53 100·04

样品编号A／CNK A／NK—1石———百_———F———而-——1i—二!篥}二—彳F———百———乏-——1石了
TXH．1 1．06 1．22 411．00 6．45 10．08 22．10 9．80 40．24 380．50 379．49 18．30 16．57 500．50

TXH-2

TXH-3

1．06

1．09

1．24 407．00 5．38 10．12 21．80 10．43 40．94 402．60 401．30 17．60 15．60 504．10

1．23 462．40 5+89 9．87 22．70 10．58 40．00 498+90 487．23 19．00 15．50 808．70

TXH．4 1．13 1．26 456．96 6+23 9．93 21．86 10．52 40．40 499．10 475．00 18．80 17．00 892．00

样品编号—1=———石_——1云———1-——1石———i-—兰《≥二—1酝———云-——弋i——_；-——1：丁
TXH．1 103．20 30．45 21．14 0．26 20．19 2．34 9．88 8．97 8．76 8．83 10．56 0．18 11．20

TXH-2 152．32 43．25 20．89 0．28 27．78

TXH一3 163．40 42．18 21+22 0+28 26．89

2．28 9．96 8．78 8．56 8．64 11．45 0．15 12．07

2．47 13．25 11．09 11．45 10+87 20．89 0．19 9．63

TXH．4 159．79 45．78 20．18 0．27 26．98 2．39 14．08 10．87 11．38 10．67 21．34 0．16 9·87

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Si02，％

图4淘锡湖花岗斑岩TAS分类图解(底图据文献[14])

Fig．4 TAS classification of granite porphyry in the

Taoxihu mining area

3．3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

3．3．1硫同位素

对淘锡湖矿区主要硫化物进行S同位素测试，

结果显示其8“Sv．cDT值在频率分布直方图上呈现较

好的分布，主要集中在0．4％o～+3％o，平均值为

0．9％o(图7(a))，显示S的来源较单一，主要集中在

岩浆硫的范围。

与粤东地区主要岩浆热液矿床S同位素组

成n，3(图7(b))对比，发现淘锡湖矿区S同位素特

征与之相似，说明成矿元素主要来自花岗质岩浆。

3．3．2锆石Hf同位素

花岗斑岩锆石。Hf(t)为一6．67～一2．32，二阶段

模式年龄为1 343 1 615 Ma(图8(a))。在Hf同

位素演化图解(图8(b))上，多数样品分布于球粒陨

石及下地壳Hf同位素分异演化线之间，表明淘锡

％，00+o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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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花岗斑岩KzO-SiOz图解(a)和A／CNK-A／NK图解(b)(底图据文献[15])

Fig．5 Kz O vs．SiOz diagram and A／CNK VS．A／NK diagram(b)of granite porphyry

La Ce Pr Nd Sm Eu Gd Tb Dy Ho Er TIn Yb Lu

图6淘锡湖矿区花岗斑岩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图(a)和原始地幔标准化微量元素蛛网图(b)(标准化值据

文献[16])

Fig．6 Chondrite normalized REE distribution patterns(a)and primitive mantle-normalized trace element spider diagram

(b)ot granitic porphyry in the Taoxihu deposit

湖矿区花岗斑岩主要来源于中元古代地壳基底。

尽管花岗斑岩样品中大部分锆石的。Hr(t)值呈现负

值，但tHf(t)值和二阶段模式年龄存在一定的变化范

围，暗示物质组分具有不均一性，以地壳物质为主

体。研究表明[1争19。，广东东部热水洞组火山岩。H，(t)

值多数为负值，明显低于年龄较新的南园组和石帽

山群火山岩比0。，认为热水洞组火山岩的源区以地壳

物质为主，有一定比例的地幔物质加入，是古老地

壳部分熔融的产物。前人通过Sr-Nd-Pb同位素组

成示踪，认为粤东中生代火山一侵人杂岩是壳源岩石

部分熔融的产物，源岩为未出露的成分不均一的古

老陆壳基底，可能为先存幔源火山岩和地壳沉积物

的混合物或互层[211。

3．4成岩成矿年代学特征

花岗岩类LA-ICP-MS锆石U-Pb定年结果显

示，花岗斑岩锆石U-Pb年龄为141．8±1．0 Ma

(图9(b))，表明其成岩作用发生在早白垩世初期；

黑云母花岗岩的锆石U-Pb年龄为148±1．2 Ma

(图9(a))，时间早于花岗斑岩。对矿区内辉钼矿进

行Re-Os定年，结果显示辉钼矿成矿年龄为139±
1．1 Ma，与花岗斑岩锆石U-Pb年龄一致且略晚于

花岗斑岩，表明成岩成矿作用发生于早白垩世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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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这一成矿年龄与粤东地区成矿年龄瞰]一致，代

表粤东地区成矿事件主要发生在早白垩世早期。

4结 论

(1)淘锡湖矿区锡多金属矿的含矿母岩为早白

垩世弱过铝质高钾钙碱性系列花岗斑岩，花岗斑岩

经历了高程度分异演化，相对富集轻稀土，具有明

显的Eu负异常。锆石Hf同位素特征显示该期花

岗斑岩主要起源于中元古代地壳。S同位素研究显

示矿石中硫来源比较单一，主要为深源岩浆硫。

(2)淘锡湖矿区黑云母花岗岩锆石U-Pb年龄

为148．8士1．2 Ma、花岗斑岩锆石U-Pb年龄为

141．8-1-1．0 Ma，与锡石毒砂共生的辉钼矿Re-Os

同位素年龄为139．0±1．1 Ma，花岗斑岩成岩年龄

与成矿年龄最接近且稍早于成矿期，与成矿关系最

为密切。

致谢：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广东省有色金

属地质局九三一队卜安教授级高工与中国科学院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王核研究员的悉心指导与支

持，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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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re-forming granite of the Taoxihu tin-polymetallic

deposit in Jiexi County，Guangdong Province

QIAN Long-bing，YU Qing-liang，Guo Li—rong，YAN Lun-ming，WEN Hui

(931 Party of f船Nonferrous Metals Geological Bureau of Guangdong Province，Shantou 515041，China)

Abstract：The Taoxihu tin—polymetallic deposit，located in the southwestern section of Lianhuashan

fault belt in the eastern area of Guangdong Province，is a medium—sized hydrothermal vein—type Sn—Pb—Zn

deposit in Jiexi County．The study focused on granite porphyry closely related tO mineralization SO as to

sysmatically analyze ore-forming source and tempo-spatial relationship of this deposit．Geochemical，S iso—

tope and Hf isotop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anite porphyry provided ore-forming materials for the

deposit．LA—ICP-MS zircon U—Pb age of granite porphyry is 141．8士1．0 Ma．Re-Os isochron age of molyb—

denite associated with cassiterite and arsenopyrite is 139．0土1．1 Ma，which is almost the same age as that

of granite porphyry．Combined with the ge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mining area，granite porphyry is inferr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metallogenic parent rock in the Taoxihu tin—polymetallic deposit．

Key words：zircon U—Pb dating；granite porphyry；Taoxihu tin-polymetallic deposit；Lianhuashan fault

belt；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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