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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山地区中生代岩浆系统的时空结构及其地质意义

张德全李大新丰成友董英君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北京，100037)

摘要紫金山地区中生代岩浆系统可以划分成晚侏罗世和早白垩世2个土要的子系统。晚侏罗世岩浆子系统形成于陆内

挤压造山的构造背景下，侵位于157～≤141 Ma之间，先后由深至浅地侵位于区域中部，形成南3个单元复合而成的紫金山超

单兀花岗岩。其中的会龙桥单元正长花岗岩是晚期分异相，应作为紫金山地区锡矿重要的预测标志。早白垩世岩浆岩定位

丁128--94 Ma之间，是区域伸展作用体制下的产物，形成了由上部火山岩和下部侵入岩构成的具双层结构的岩浆子系统。

在火III问歇期(+105Ma)，花岗闪艮斑岩侵人，并大规模地隐伏于该区的深部，从而导致本区大规模的铜金矿化作用。早白

孚世岩浆子系统中的穹状火山构造、隐伏的花岗闪长斑岩岩体的顶而产状和形态，应该作为本区铜金矿床成矿预测的重要找

矿信息和预测标志。详细的岩石学研究及时空关系显示，才溪二长花岗岩是这两个岩浆子系统之间的过渡产物．其年龄(133

Ma)应该是本区中生代区域挤压向区域拉伸转换的时间记录。

关键词 岩浆作用时空结构紫金山地区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ework of the Mesozoic Magmatic System

in Zijinshan Area and Its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ZHANG Dequan LI Daxing FENG Chengyou DONG Yingujun

(Institute ofMineral Rt$ource$，CAGS，l’qjing，100037)

A[№tr-amt The Mesozoic magrrmtic system in Zijinshan area can be divided in to two sLlbsystexil_s，namely the Late Jurassic and the

Early Cretaceous magrnatic subsystems The Late Jurassic rrmgnmtic subsystem was emplaced in upward succ酬on at the‘_xenter du—

ring 157～≤141 Ma under intracontinental compression orogeny，forming∞mp嘣te granite of the Zijinshan Supemnit唧p。sed of

mediummam+grained syenogranite of Jingmei Unit，medimn fine—grained monzograrfite of Wulongshi Unit and fine-gmained

syenogranite of Jinlongqiao Unit The finegrained syenogranite of Jinlongq[ao Unit is the differentiated lithofacies of this maglllatic

system，and canserve as the criteria for tln ore，prospecting in this area．The Early Cretaceous nmgnmtic subsystem wan fomled duriItg

128～94 Ma under regional extension，and exhibits a two-layer structure composed of the upper volcanic rocks and the lower intrusive

rocks．During the period when volcanism was inactive(105 Ma)，granodiorite porphyry invaded and was extensively buried in the

depth of this&rea，resulting in large—sc_ale Cu Au nfinerallzation Volcanic domes and attitude of the superface of the buried grancdio-

rite porphyry in the LaLe Cretaceouks maglrmtic subsystem tall：serve／：k,g the criteria for Cu—Au ode pn，stx2cting in the region．As detailed

petrok硒cal study and temgx)ral—spatial relatkmship slYow that the Chaixi mamzogranite wan the transitiortal magmatic product from the

Late jurassic magmatic subsystem to the Early Cretaceous magmatic subsystem．the age of 133 Ma of the Chaixi monzogranite should

be the time record of transforrrmtion from compression to extension in this area

Key wof。ds magmatism 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ework Zijinshan ar∞

福建紫金山地区是我国东部著名的大型铜金矿

集区，区内已发现了多个与早白垩世岩浆活动有成

因联系的铜金矿产地。已有众多的论著剖析了紫金

山地区的铜会成矿作用和勘查模型(张德全等，

1991；余学东，1995；余学东等，1995；陈好寿，1996；

黄铁心等，1996；周肃等，1996；陶奎元，1998；高天钧

等，1998；华仁民等，1998)，但迄今尚少见有关该区

中生代岩浆作用的报道。笔者根据紫金山地区中生

代岩浆岩的单元和岩相、野外关系以及同位素年代

学数据，初步厘定了它们的时空序列，希望这一研究

能对剖析中国东部中生代大规模成矿系统有关的岩

浆系统以及区域成矿预测标志的厘定，略有裨益。

本文由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大规模成矿作用与大型矿集区预测”(项目编号：G1999043209)资助。

改四日期：200145—30；责仟编辑：宫月萱。

第一作者：张德全，男，1946年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矿床学和岩石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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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中生代岩浆岩的单元和相

中生代岩浆岩的出露面积约占紫金山地区基岩

出露面积的2／3，它们分属于侵入相、潜火山和火山

岩相(图1)

幽l 紫会山地区地质略蚓

Fig 1 Simplified geologic map of the ZijinshmL district

I～6白垩纪：1．_of层；2．火山岩；3-潜火山岩(英安斑岩或粗安斑岩)；

4一花岗闶长斑岩；5四坊花岗闲长岩；6才溪二长岩；7～9埘；罗纪紫

盒III超单元花岗岩：7金龙桥单元；8一五龙寺单元；9-迳美单元；10一震

旦纪及晚古生代变机积岩；11．断裂；12浅成热液型Au Ag cu矿；

13一斑岩铜矿；14过渡类型cu Au矿；15一矿产地：①．碧田；②．龙江

亭；③二庙淘；④一大芨岗；⑤一紫金山；⑥五于骑龙；⑦中寮

1-red beds：2一volcanic rDcks：3-Skih voltaic and hydrothermal breccia；

4 gmaMzdiorite porphyv／；5-granodiorlte：6 monzc《ranite；7～9-jumRsie

ffrarnte：7 the Jinlongqlao Unit；8-the Wulongshi Unit；9 the Jingtnei

Unit：10一Meta-!ediments of LJprwr PtDT⋯c and Upper Palacozoic；

i1_faul：12 epithemaal Au-Cu；13一porphyry(沁；14一transitional type

Cu-Au：15．minerd deix26its：①．the Ejitian Ag—Au—Cu-U；②一the Long

】lan毋ll氓Cu Au；③．the Ermiaogou Cu Au；④the D剐jga“g Cu

Au；⑤．the Zijingshan C小Au；⑥the Wuziqilong

Cu；⑦the Zhongliao Cu

1．1火山岩相

火山岩主要出露于紫金山地区西南部的上杭一

碧田盆地，区域中部(紫金矿区一大芨岗矿区之间)之

局部见有少量残留体。上杭一碧田盆地是在区域伸

展构造体制下，受NW向上杭云霄深断裂控制的白

垩纪断陷一火山盆地。根据区调成果，紫金山地区的

火山岩主要属白垩系下统石帽山群岩石地层单

元●。

紫金山地区的石帽山群火山地层分上、下两个

岩性段。上段见于该岩群的西南侧，其上被上白垩

统红层不整合覆盖，主要由流纹质晶屑凝灰岩、火山

角砾岩、流纹岩组成，厚度大于350 in。下段的E部

是厚度不大的流纹质火山岩夹凝灰岩、粉砂岩或泥

岩，中部和下部是安山岩、英安岩及晶屑凝灰熔岩，

2001年

在碧田一带相变为粗面岩和粗安岩，下纰的厚度可

达700 1TI，局部可见其不整合复盖于紫金山花岗岩

和晚古生代震旦纪变沉积岩之上。

1．2潜火山岩相

紫金山地区的潜火山岩通常被火山岩包围，与

石帽山群火⋯岩、爆破角砾岩或浅成侵入的斑岩构

成火山机构(大多为火山岩穹)，是该区主要的矿床

构造样式(张德全等，1991；高天钧等，1998)。该区

已知的潜火山岩出露于碧田、大芨岗、龙江亭、二庙

沟、紫金山等矿区。这些潜火山侵入体通常受区域

NW和NE向构造的复合控制，从而显示出极其复

杂的形状。除碧田矿区中的潜火山岩为粗安斑岩和

粗面斑岩外，其它矿区的潜火山岩均由英安斑岩组

成。

1．3侵入相

紫金山地区主要的花岗岩类侵入体有紫金山花

岗岩、才溪二长花岗岩、中寮花岗闪长岩和罗n岭花

岗闪长岩。前三者分别是更大区域上的紫金tlI超单

元(大部出露于紫金山地区的中部)、才溪超单元(大

多出露于紫金山地区东北部的区外)和曲坊超单元

(大部出露于紫金山地区的东部区外)的一部分，而

罗h岭花岗闪长斑岩仅于罗h岭一带零星出露。

1．3．1紫金山花岗岩紫金山超单元通常称为紫

金山花岗岩体，它见于紫金tlI地区的中部，南迳美、

五龙寺和金龙桥3个单元组成。迳美单元大致以

NE向延长的长圆状岩株，分布于紫金山超单元的

南部，出露面积10 km2，主要由碎裂似斑状巾一粗粒

正长花岗岩构成。五龙寺单元主要由中细粒花岗

岩组成，呈NE向延长的岩株，分布于紫金山超单元

的中部，面积约12．5 km2，是紫金山花岗岩的主体，

也是本区大多数矿床的赋矿围岩。金龙桥单元rr|细

粒正长花岗岩构成，仅见于紫金山超单元的西北部，

呈NE向的月牙形，该单元岩体地表面积仅2 6

km2，钻孔资料显示，其向深部逐渐扩大，有逐步吞

食五龙寺单元的趋势。在五龙寺单元中局部的云英

岩化残留体内，已发现多处锡石一石英脉，尽管因其

脉幅小、锡品位低而不具工业价值，但对比研究的结

果证实，紫金山超单元与华南含锡花岗岩十分类似。

近年来，生产部门已在本区外围发现_厂与此类似的

锡工业矿体。因此可以断定，紫金山超单元是与锡

成矿有关的花岗岩。

1．3．2才溪二长花岗岩才溪超单元是一个面积

大于100 km2的复式岩基，其大部分出露于区外。

在紫金山地区只有才溪二长花岗岩体一个岩石单

●福建省区域地质调在大队1988 1：5万水溪幅、藏溪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撤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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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呈NE向延伸的岩枝，出露于该区东北部(图

1)，面积仅2 kTn2，侵入于晚古生代变沉积岩中。岩

体内接触带常见数十厘米宽的冷凝边，外接触带有

数十米宽的黑云母石英角岩，显示为深成侵入相。

才溪二长花岗岩体中发育不对称的岩相带，似斑状

中租粒二长花岗岩是其中心相，边缘相为中细粒二

长花岗岩。岩石具弱青磐岩化蚀变，未见任何矿化。

1．3．3中寮花岗闪长岩 巾寮花岗闪长岩体是区

域上四坊超单元(绝大部分出露于区外)中的一个岩

石单元，出露于紫金山地区的东北侧、才溪二长花岗

岩体的北侧(网1)，呈NE向岩株，面积约15 km2。

岩体侵入于晚古生代变沉积岩中，内接触带见宽度

不等的冷凝边，外接触带见宽数米至数十米不等的

角岩，属深成侵入体。中寮花岗闪长岩发育青磐岩

化和绢云母化蚀变，是巾寮斑岩铜矿床的矿体围岩。

1．3．4罗h岭花岗闪长斑岩罗h岭花岗闪长斑

岩是紫金山地区唯一出露地表的铜(钼)斑岩体(图

1)，其不但形成了中寮斑岩铜(钼)矿床，而且也为紫

金山地区的浅成热液铜金矿床和过渡类型的铜金矿

床提供了热源(张德全等，1996；高天钧等，1998)，因

此，查明该岩体的产状及其空间结构，对本区铜金矿

床的勘查是至关重要的。

罗b岭花岗闪长斑岩体，地表呈艮600 m、宽

100 m左右的Nw向小岩株，侵入于中寮花岗闪长

斑岩体中。根据lO个钻孔资料，可以作出该岩体自

地表(500标高)向下至100 111标高的岩体顶面等高

线图(图2)。图2表明，虽然该斑岩体地表仅出露

0．06 km2，但向深部迅速增大，在100 1TI标高上，岩

体面积达4．8 km2，且向Nw方向，岩体被NE向区

域断裂错失。这些钻孔资料证实，NE向区域性断

裂成岩成矿后有过强烈活动，其北西盘向下逆冲的

垂直断距大于400 rn。根据各钻孔所揭露的岩体顶

面标高和钻孔位置，该斑岩体顶面产状较平缓，倾角

在25～30之间，并且岩体NE侧的顶面倾角略陡于

岩体SW侧的顶面倾角。成矿的斑岩体顶面产状平

缓，是紫金山地区未能发现大型斑岩铜矿床的重要

原因之一，罗h岭地表出露很小的斑岩体(岩凸)，是

该隐伏岩体顶面的小凸起。

1：5万航磁于△丁等值线图(图3)显示，罗b岭

花岗闪长斑岩体对应于一个形态复杂的航磁异常。

该异常呈NW和NE两个方向，异常值在100--250

n丁之间，异常中心对应于罗h岭花岗闪长斑岩的

地表露头，峰值为302 n7、。罗b岭花岗闪长斑岩

100 m标高处的岩体顶面与200”T的AT等值线

大致吻合(图3)。详细的野外和室内工作发现，罗

n岭花岗闳长斑岩的钾硅酸盐化蚀变带通常含

剧2罗b岭北岗闪长斑岩岩体顶面等l哥线幽

Fig 2 C舯ntours of the superface of the Ltmboling granodiorite

porphyry aeoordlng to drill core data

1．岩体地表露头；2断裂；3．打到岩体的钻孔，数字为岩体

顶面标高，单位为m；4-未打到花岗闪长斑岩的钻孔；

5．岩体顶面等高线，数字为高程，单位为m
l SO小t,e outcropings of the I，)rphyry；2 fault；3-drill

hole touched the porhpyry．the numerals a雎e|evation。f super[ace

of the porphyry(m)；4-drill hole did not touched the porphyry；
5-oonto／li-of superb∞of the porphyry(m)

1％～5％(体积)的磁铁矿，这可能是导致该岩体产

生磁异常的原因。自中寮斑岩铜矿区(即罗h岭花

岗闪长斑岩的地表露头)向外，航磁△丁正等值线逐

步向SW和Nw方向延伸，其值域逐渐变小，反映

该花岗闪长斑岩体自罗h岭地表露头，向SW和

NW方向已下插到紫金山地区绝大部分已知矿床的

深部。根据简单的推断和计算，在200 ITI标高的

水平面上，该岩体大面积地侵入并隐伏于紫金山花

岗岩和中寮花岗闪长岩的深部，其面积约为35

knl2。

紫金山地区已发现的7个矿床，除中寮斑岩铜

矿床直接产于该岩体的地表露头上，碧田浅成热液

型银金铜矿床分布于石帽山群火山盆地中之外，其

余的5个矿床全部分布在△T等值线的陡变带和拐

弯处(图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铜金矿床的分布

是受该斑岩体顶面产状和形态控制的。

2中生代岩浆岩的年龄

2．1野外关系

在紫金山地区，下列岩体的野外接触关系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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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I固2囝3囝4囵5囤6圈7
图3紫金山地I蔓l 5万航磁△1等值线圈

Fig 3 The map showing AT OOII[OtU_s of 1：50000

aevcs”egnelic survey in the Zijirtsllma region

j丁零等值线；2△T正等值线(nT)；3△1、负等值线(nT)

4一罗}岭花岗闪长斑岩100 II】标高岩体顶面形态；

5～7矿产地及其编号(同I冬|1)

1．j丁=O；2-△T>O(nT)；3△T<O(nT)；4-superface at

1(】0m-elevation；5．6 and 7-mineral OCf,H／'DLTIl2e㈣the berS

of milleral OCClI／TPnos3 are SfllTte as tlx36译if fig 1

分清楚的：

(1)在上杭一碧田盆地的NE侧，多处可见石帽

山群下部的英安质火山岩不整合覆盖于紫金山花岗

岩之上。

(2)在双峰水库和大芨岗一带的多处露头上，都

可以看到紫金山花岗岩中的迳美单元被五龙寺单元

的中一细粒二长花岗岩侵入，在紫金山铜金矿床的钻

孔中，可以看到紫金山花岗岩中的金龙桥单元(细粒

正长花岗岩)侵入五龙寺单元。

(3)在紫金山地区东北部仙师岩一带钻孔机台

壁上，可以看到中寮花岗闪长岩侵入于才溪二长花

岗岩，在中寮斑岩铜矿区的探槽中，罗h岭花岗闪长

斑岩侵人于中寮花岗闪长岩的现象非常清楚，而在

五子骑龙矿区东北侧的钻孔机台壁上二，则可看到中

寮花岗闪长岩侵人于紫金山花岗岩的五龙寺单元。

上述野外关系表明，石帽山群火山岩晚于紫金

山花岗岩，罗h岭花岗闪长斑岩晚于中寮花岗闪长

岩，而中寮花岗闪长岩既晚于才溪二长花岗岩，也晚

于紫金山花岗岩。在紫金山花岗岩超单元中迳美单

元最早，金龙桥单元最晚，五龙寺单元居中。

在上杭碧田盆地的汀江边的钻孔中英安岩的下部

见到了与中寮花岗闪长岩完全一致的花岗闪长岩，

其与英安岩之间为渐变关系，因而可以断定，花岗闪

长岩与英安岩是近于同时形成的，它们是同源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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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岩浆产物。遗憾的是，至今我们未能找到才溪_．

长花岗岩与紫金IU花岗岩在时间上二先后的野外证

据。

2．2放射性同位素测年

尽管紫金山地区已经获得了一批同位素年代学

数据(陈好寿，1996；周肃等，1996)，但由于广泛发育

热液蚀变，因而前人未能获得准确的该地区岩浆侵

位的Rb-Sr等时线年龄。我们通过大量的观测取

样，并尽量选择钻孔深部未蚀变或蚀变弱的岩石样

品，对石19目山群火山岩、紫金山花岗岩等进行了Rb

Sr等时线法测年，获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紫金山

地区不同岩浆岩的6条全岩RI．卜Sr等时线测年结果

(图4)分别为：石帽山群上部流纹岩为94i7．7 Ma、

石帽山群下部英安岩为125±9．8 Ma、罗h岭花岗

闪长斑岩为105±7．2Ma、中寮花岗闪长岩为128=
9 Ma、紫金山花岗岩中的五龙寺单元为141 1 6 7

Ma、迳美单元为157±7 3 Ma。另外，前人用锆石

U_Pb法(谐和曲线)测得才溪二长花岗岩的年龄为

133Ma0。

上述同位素测年结果与野外侵入接触关系所反

映的岩石时间顺序完全一致，显示出行帽山群火山

岩、罗h岭花岗闪长岩、巾寮花岗闪长岩属早白垩世

岩浆产物，紫金山花岗岩是晚侏罗世岩浆产物，该超

单元的3个岩石单元的岩浆侵位持续时间大于16

Ma，而才溪二长花岗岩是介于晚侏罗世和早白垩世

之间的岩浆产物。

3紫金山地区中生代岩浆系统的时空

序列

紫金山地区巾生代岩浆岩可分为晚侏罗世和早

白垩世2个幕。晚侏罗世的岩浆产物全部属侵入相

的花岗岩。淡岩浆幕迳美单元的似斑状中一棍粒正

长花岗岩(±157 Ma)、五龙寺单元的中 细粒花岗

岩(±141 Ma)和金龙桥单元的细粒正长花岗岩先

后侵位于紫金地区的中部，构成了紫金山超单元的

复式花岗岩体。这三个单元花岗岩的岩石结构变

化，显示随时间的先后，它们侵位的深度相逐渐变

小。早白垩世的岩浆产物可分成喷出相和侵入相两

大类岩石。其中，喷出相的岩石由下部的英安粗安

质火山岩(±125 Ma)和上部的流纹质火山岩(±94

Ma)构成，它们大多堆积于紫金山地区SW部的白

垩纪断陷．火山盆地中；而侵入相的岩石则主要由深

成相的中寮花岗闪长岩体(±128 Ma)和超浅成一浅

成相的罗h岭花岗闪长斑岩体构成，并主要出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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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紫金山地区中生代岩浆岩的Rb_Sr等时线年龄
卜、ig 4 rrhe Rb-Sr isoehrons of the Mesozoic ro耀matic rocks in the zijinsheaa region
1一石帽山群上部流纹岩；2-石帽山下部英安岩；3-罗h岭花岗闪长岩；4-中寮花岗闪妊岩；

5五龙寺单元二长花岗岩；6．迳美单元正长花岗岩
l Upper_sequencc rhyolitc of thc ShirnAosh丑n Group；2-Lower-sequenoe daeite of the Shirnacdum Group；3-Luobolirtg

grancdiorite porphyry；4 Zhon—iao grancJdiorite；5 Monzogranite of the Wulongs[；6-syetvogranite of the Jirkgmei Uni

该区的东北部。已有的资料表明，罗h岭花岗闪长

斑岩大面积地隐伏于本区的深部，紫金山地区大规

模的铜金矿化作用是自罗h岭花岗闪长斑岩的侵位

(105=7 2 Ma)后才开始的。野外接触关系和同位

素测年结果表明，才溪二长花岗岩(133 Ma)是紫金

山地区介于晚侏罗世和早白垩世之问的岩浆作用产

物．

根据该K岩浆岩的时空分布、岩石成分极性(将

另文发表)及其与成矿作用的关系，笔者将紫金地区

中生代岩浆系统划分成晚侏罗世和早白垩世2个主

要的子系统。

晚侏罗世岩浆子系统侵位于157～≤141 Ma

之间，其主要受NE向宣和复背斜的轴部和NE向

区域断裂控制o(张德全等，1991)，先后由深至浅地

侵位于区域中部，形成由迳美、五龙寺、金龙桥3个

单元复合而成的紫金山超单元花岗岩。在紫金山超

单元中，先侵位的深成花岗岩(如迳美和五龙寺单

元)在现今地表大面积出露，而后侵位的较浅成的花

岗岩(如金龙桥单元)则主要出现在早先侵位的深成

岩之下，反映晚侏罗世本区花岗质岩浆侵位伴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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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强烈的隆升作用，这与此时区域上陆内挤压造

山的构造背景是一致的(陶奎元等，1996；梅勇文等，

1998)。紫金山地区晚侏罗世花岗质岩浆子系统与

锡成矿有关，其中已发现r多处非经济的锡矿化。

早白垩世岩浆子系统定位于128～94 Ma之

间，主要受Nw向的上杭一云霄深断裂的控制(张德

全等，1991；高天钧等，1998)，形成了由上部火山岩

和下部侵人岩构成的具双层结构的岩浆子系统。在

这个子系统中，先喷发的英安一粗安质火山岩(±125

Ma)主要堆积于区域sw部的火山盆地中，其根部

是潜火山岩，再向下则是与英安岩同源异相的中寮

花岗闪长岩(±128 Ma)。在火山间歇期(±105

Ma)，罗h岭花岗闪长斑岩高位侵入，并大规模地隐

伏于该区的深部，从而导致本区大规模的铜金矿化

作用。94 Ma左右，流纹质火山岩浆喷发和喷溢，形

成流纹质晶屑凝厌岩和流纹岩，覆盖于上杭一碧田盆

地的英安一粗安质火I【|岩之上。因此，早白垩世岩浆

子系统的上部自上而下分别是流纹质火山岩和

英安粗安质火山岩，其下部自上而下分别是花岗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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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岩和花岗闪长斑岩。多次岩浆活动导致与火山岩

穹丘相连的潜火山岩岩颈、爆破角砾岩、浅成一超浅

成的花岗闪长斑岩岩凸以及大气降水一岩浆流体对

流的成矿热液系统常沿同一构造通道侵位或定位，

形成了本区特征的铜金矿床控矿构造．穹状火山构

造。

岩石学研究(将另文发表)及时空关系显示，才

溪二长花岗岩是这两个岩浆子系统之间的过渡产

物。

4地质意义

4．1对构造环境转换的时间限制

尽管目前对我国东南沿海中生代地质构造背景

的动力学机制及其细节还存在着不少争论，但大多

数研究者均认为，这一地区燕山早期主要经历了挤

压体制下的陆内造山作用，而燕山晚期主要是伸展

作用体制下的断块活动，二者之问有不同的岩浆记

录(谢家莹等，1996；梅勇文，1998；李文达等，1998)。

紫金山地区中生代岩浆的两个子系统中，晚侏罗世

岩浆子系统是区域挤压造山的产物，早白垩世岩浆

子系统是区域拉伸作用的产物，二者之间的过渡产

物——才溪二长花岗岩的年龄(133 Ma)，应该是本

区中生代区域挤压向区域拉伸转换的时间记录。

4．2找矿指示意义

本区晚侏罗世岩浆子系统中发现了锡矿化。根

据含锡花岗岩的岩石学和岩相学特征，可以推断，紫

金山超单元中的金龙桥单元正长花岗岩应该是本区

可能存在的锡矿床的成矿母岩，因为它是晚侏罗世

花岗岩浆作用中的晚期分异相。因此，金龙桥单元

正长花岗岩应作为紫金山地区锡矿成矿预测的重要

找矿信息和预测标志。

本区大规模的铜金成矿作用发生在早白垩世

(张德全，1991；陈好寿，1996；周肃等，1996)，并与

早白垩世岩浆子系统有成因联系。研究表明，大规

模地隐伏于紫金山地区之下的花岗闪长斑岩是该区

铜金矿床的控矿要素之一，该隐伏岩体的顶面产状

和形态，以及早白垩世的穹状火山构造，应该作为本

区铜金矿床成矿预测的重要找矿信息和预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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