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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东一粤西地区中生代成矿规律
及动力学机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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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宜昌443003)

摘要对区内地质构造特征、花岗岩岩石学的综合研究表明，本区中生代岩石圈经历了碰撞挤

压(224～265 Ma)、由挤压到伸展的构造转换(154～163 Ma)及强烈拉张伸展(80～120 Ma)三个阶

段的构造演化过程。成矿作用集中发生在中侏罗世及白垩纪，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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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圈的构造转换与其自身热流值的增高有关，岩石圈伸展减薄的

构造背景是区内中生代大规模成矿的一级控制因素，矿床定位分布则受控于局部动力系统转换，

它们是不同动力系统之间相互转换过程中的产物。

关键词 构造转换成矿作用动力系统转换桂东一粤西地区

桂东一粤西地区是华南的一个重要成矿区，并以特大型的云浮硫铁矿闻明于世。近年来，

银岩锡矿、河台金矿、庞西垌银金矿、长坑金矿、富湾银矿、迭平银矿等大、中型矿床的相继发现

进一步展示了区内巨大的找矿潜力。区内中生代构造一岩浆一流体一成矿作用显著，80％以

上的矿床形成于中生代，因而深化研究区内中生代成矿地质背景，探讨其成矿动力学机制，对

客观地认识区内成矿规律进而指导资源潜力评价、找矿预测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1成矿地质背景

1．1概述

桂东一粤西地区指位于两广交界的云开大山及其邻近地区，包括富贺钟上古生代凹陷、大

瑶山隆起、钦防海西凹陷、云开隆起和粤中三水中新生代盆地等5个构造单元，就大地构造位

置而言，其处于湘桂地块与华夏地块的交接地带，EW向褶皱构造是区内的基底构造，而在地

球物理场、遥感影象图以及花岗岩体展布特征上均有明显反映的北部湾一杭州湾NE向巨型

构造带(本区为博白一岑溪断裂带)则是区域尺度上的控岩、控矿构造。区内经历了前晋宁期

的陆核和古陆壳生长、晋宁期的张裂拉伸、加里东期水平韧性剪切及褶皱隆起、海西一印支期

的碰撞造山和逆冲推覆以及燕山一喜马拉雅期的陆内伸展五个主要的构造演化阶段⋯，形成

了丰富多彩的构造、沉积、岩浆和成矿类型。本区岩石建造包括元古宙一早古生代变质基底、

2001年4月25日收稿。

*原地质矿产部“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95—02—007)和新一轮国土资源地质调查项目(19991020085003)部分成

  万方数据



华南地质与矿产 2001年

晚古生代一中三叠世以浅海相为主的沉积盖层和中新生代陆盆沉积建造等三个构造层次，其

中云开群丰垌口组和牛辰坳组变质含炭泥质碎屑岩及寒武系、奥陶系中含炭岩系、下石炭梓门

桥组硅质岩等是重要的赋金银层位；中泥盆东岗岭组、上泥盆天子岭组是铜铅锌锡多金属的赋

矿层位，铜、铅锌、锡主要赋存在碳酸盐岩中；此外，石炭系也是区内重要的赋铅锌层位，铅锌矿

也主要赋存在碳酸盐岩中。

1．2中生代构造一岩浆事件

中生代中国东部发生了岩石圈一软流圈系统(乙吣)的大灾变，出现了惊天动地的火山一

岩浆一成矿大爆发【2~4J。桂东一粤西地区岩石圈构造也相应地经历了由海西一印支期的碰

撞挤压一燕山早期由挤压到伸展减薄的构造转换一燕山晚期强烈拉张减薄的演化过程，并伴

随有强烈的岩浆活动。

1．2．1 海西一印支期地块碰撞及岩浆活动海西一印支期云开地块(华夏地块的组成部分)

沿NE—NEE向博白一岑溪一罗定一广宁断裂带与湘桂地块发生陆一陆碰撞，NE向钦防一罗

定海槽最终关闭。在粤西的罗定、分界及西山岭等地发育的逆冲推覆构造其形成年龄为229

～255 Ma(彭少梅，1995)，表明这一时期区内的岩石圈发生了强烈收缩。伴随块体间的强烈

碰撞，沿博白一岑溪一罗定一广宁断裂带广泛发育含堇青石花岗岩，代表性侵入体有广西大容

山、十万大山、台马及粤西的那蓬等含堇青石花岗岩岩基，该类岩体的K一心、40～一39m及

Rb—Sr同位素年龄值集中在201～277 Ma，峰值224～265 Ma【5l。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及同位

素地球化学特征[6’7]o均表明区内的含堇青石富铝花岗岩在岩石分类上可对应于Barbarin

(1999)提出的CPG型(含堇青石富黑云母过铝花岗岩类)，是在陆一陆碰撞过程中由于地壳的

加厚导致地壳部分熔融而形成的壳源花岗岩。

1．2．2燕山早期构造转换及岩浆活动 燕山早期区内岩石圈动力学机制发生了改变，表现

在：

(1)区内上三叠统、下中侏罗统地层发生了平缓的褶皱变形，褶皱几何形态表明其形成机

制主要为纵弯褶皱作用。

(2)区内NE向断裂由逆冲转为正平移断层，形成了一系列受正平移断层控制的NE向断

陷盆地，并控制了区内侏罗纪地层沉积。

(3)在桂东南和粤西识别出一批钾玄质侵入岩(李献华等，2000；郭新生等，2001)。其中，

广西东南部罗容岩体由辉长岩、闪长岩、二长岩和正长岩组成，马山岩体(155 Ma)旧J由碱性辉

长岩、花岗闪长岩、正长岩和花岗岩组成，清湖岩体(154 Ma)【9J主要由石英二长岩组成。粤西

阳春地区马山岩体主要由二长岩岩体组成，40心一39舡坪年龄为(163．3±2．0)MaLlo．11]。

上述事实表明，云开地块燕山早期存在挤压和伸展两种构造体制，在154～163 Ma即中

侏罗世时，区内总体处于软流圈地幔上涌和岩石圈伸展减薄的构造背景，中侏罗世可能是区内

岩石圈构造由海西～印支期碰撞挤压到燕山期伸展减薄的转换时期。

1．2．3燕山晚期强烈拉张减薄及岩浆活动 白垩纪区内断陷盆地发育，另据广西区调所

(1995)1：5万大桥幅、良田幅、旺茂幅区调报告，燕山晚期区内发育有大量的中基性岩脉，岩脉

大部分属铝过饱和碱性系列岩石。该期岩浆活动集中在80～120 Ma，文献[12]也报道约100

Ma是南岭地区一次重要的岩石圈拉张和幔源基性岩脉活动时期。燕山晚期花岗质岩石具有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云开地区综合找矿评价研究报告”。200l。

  万方数据



第2期 桂东一粤西地区中生代成矿规律及动力学机制探讨 37

富大离子亲石元素和放射性生热元素特征，岩石类型属KCG型o。上述特征表明，研究区内

岩石圈在燕山晚期整体处于一种强烈拉张伸展的构造体制中。

2成矿规律

2．1矿床的空间分布特征

研究区属滨太平洋成矿域华南成矿省的组成部分(郭文魁等，1987)。区内金、银、铜、铅、

锌、锡矿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以前泥盆纪变质岩系为基底的中生代构造岩浆活动区，并受区域

深大断裂构造控制。根据成矿地质背景的差异，可以NE—NEE向博白一岑溪～罗定一广宁

块体拼贴带为界划分为南北两个成矿单元，即西北部湘桂成矿单元和东南部华夏成矿单元，前

者以Au、W、Sn、Sb成矿为主；后者主要以盛产Au、Ag、Cu、Pb、Zn、Sn矿为特色。

按矿产空间分布特征，可将研究区细分为两个成矿集中区和4个成矿带：即富贺钟钨、锡、

锑、铅锌成矿区(工)；三水金、银、铜、铅锌成矿区(Ⅱ)；大瑶山一怀集金铜、铅锌成矿带(Ⅲ)；博

白一岑溪一罗定一广宁金、银、铜、铅锌成矿带(Ⅳ)；信宜一廉江金、铜、铅锌、锡成矿带(V)；新

兴一阳春铜、铅锌、锡成矿带(Ⅵ)(图1)。成矿区、带主要对应四种构造部位。

图l桂东一粤西矿床分布图

Fig．1 The map sho州ng dist曲ution of dep。6its in Guidong—Yuexi area

1．地块边界2．断裂构造3．矿床4．成矿带及编号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云开地区综合找矿评价研究报告”，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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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隆起区与凹陷区转换部位

在云开隆起与西侧的博白盆地、东侧的阳春盆地、南侧的茂名盆地以及大瑶山隆起与北侧

的富贺钟古生代凹陷区的转换部位集中了区内70％的矿床，矿床(点)主要集中沿转换部位的

构造带如博白一岑溪断裂带、吴川～四会断裂带、廉江一信宜断裂带和花山一姑婆山岩体南侧

内外接触带分布。

(2)盆地边缘

研究区东部三水中新生代盆地西侧是长坑、富湾式金银矿的主要产出部位，该区不仅有已

翘的长坑大型金矿、富湾特大型银矿、河村中型铅锌矿，而且近年来在迭平及南蓬山等地也有

找矿新突破，盆地南缘新发现有白云地铅锌矿、江华塘银铅锌矿、宅梧铜矿等。罗定盆地南缘

有新榕银锰矿、连州金矿，北缘有大降坪特大型黄铁矿，近两年在盆地南缘的连州一白蝶银锰

矿、北缘的尖山银铅锌矿均有找矿的新发现。研究区北部的富贺钟古生代盆地南侧则是区内

大中型钨锡矿的主要产地，除珊瑚、水岩坝和新路大型钨锡矿床外，近年工作还新发现了观音

山构造蚀变岩型锡矿。

(3)板块拼贴带

沿博白一岑溪一罗定一广宁拼贴带广布着十分特征的碰撞型含堇青石富铝花岗岩(cPG

型)，是区内矿产集中分布带，沿该带分布有河台大型金矿、大降坪特大型黄铁矿、新榕大型锰

铅锌银矿、佛子冲大型铅锌矿及大量的中小型金铅锌矿床。

(4)隆起区核部区域性深断裂带

沿大瑶山隆起区核部凭祥一大黎深断裂带分布有六岑一桃花一古袍金成矿带，在云开隆

起核部的信宜一廉江断裂带上亦有大量中小型金、银、铜、铅锌矿床和矿点分布。

2．2主要成矿时代

表l汇集了桂东一粤西地区23个成矿年龄数据，根据表中提供的资料结合区域构造演化

历史，将区内成矿事件分为5期：

(1)加里东晚期(400 Ma±) 与区内加里东晚期强烈的构造一热事件(广西运动)相对

应，成矿作用主要以金矿化为主。大瑶山隆起区与早期斑岩侵位有关的金矿化作用及云开隆

起区新洲金矿区的早期动力变质成岩成矿作用阶段即发生在加里东晚期，该期成矿作用强度

不大，一般仅形成矿化地质体或中小型金矿床，往往是代表一个金矿床的早期矿化阶段。新洲

金矿、河台金矿以及大瑶山地区金矿放射性铅模式年龄(390～450 Ma)指示了该期成矿作用

事件的存在11^J。

(2)海西早期(350～270 Ma) 该期成矿作用与海西早期区域岩石圈裂陷及层内伸展剪

切的构造一热事件相对应。主要成矿类型有沉积一改造型铅锌矿，如博白东桃铅锌矿等，其热

液改造成矿阶段即发生在海西期，与强烈的层内伸展剪切构造作用有关。此外，茂名盆地东侧

的石龙金矿的形成也与该期构造一热事件有关。

(3)印支期(230 Ma±) 区内整体处于强烈的挤压环境，物质处于分散状态，成矿作用不

明显，矿床数量极少。该期内生金属矿的成矿作用主要表现为微弱的矿化和蚀变，一般难以构

成有工业价值的矿床。

(4)燕山早期(180～135 Ma)该期成矿作用与区域岩石圈构造转换的动力学背景有关，

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研究区北部富贺钟古生代盆地中和大瑶山加里东隆起区内，矿种以w、

Sn、Sb、Au为主，次为Cu、Pb、Zn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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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桂东一粤西矿床同位素年龄

TabIe 1 Isot叩ic age for deposits in Guido喈Yu喇area

(5)燕山晚期(133～76 Ma)该期成矿作用与区内岩石圈伸展剪切的构造背景相对应，

成矿作用规模大、强度高，形成的矿种多，矿床类型复杂，是区内成矿作用最为强烈的时期，区

内80％以上的矿床为该期成矿作用的产物。

5个成矿期中，燕山早期和燕山晚期成矿作用显著，是区内2个最主要的成矿期。

3成矿动力学机制探讨

3．1成矿作用的一级控制因素

区内大规模成矿作用主要集中发生在中侏罗世(140～160 Ma)及白垩纪(80～120 Ma)，

o战明国，“华南(含海南岛)中生代区域成矿规律研究”，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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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与区内岩石圈构造转换期及强烈拉张伸展期相对应，燕山早期的构造转换导致岩石圈物

质从封闭性转向可渗透性，由挤压环境下的分散状态变为拉张环境下的分异聚集，从而有利于

成矿物质被同构造期流体萃取参与成矿作用。燕山晚期强烈伸展以致于岩石圈发生拆沉使得

区内岩石圈内正常热结构被强烈扰动，地壳和岩石圈地幔被大幅度加热，壳内形成多级岩浆

房，热流传输以对流方式占主导，这个被扰动的热状态对引发成矿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中生代岩石圈动力学背景是区内大规模成矿的一级控制因素。

3．2局部动力系统转换对成矿的控制

(1)隆起与坳陷区交替部位动力系统转换对成矿的控制

隆起与坳陷区地壳整体以垂直运动为主，而二者之间的过渡地带则处于一种伸展走滑的

构造体制中，常形成绿片岩相韧一脆性剪切带，当滑动速度达到10_8 cm／S时，岩石便逐渐发

生变形、重熔，有用元素开始活化(孙忠实等，1999)。此外，无论从流体运移的重力模式还是动

力模式来看，隆起与坳陷区交替部位都是流体运移的有利部位。由此可见，在隆起与坳陷的交

替部位由于局部动力系统转换不仅驱使了成矿元素的活化迁移，而且这一部位流体作用强烈、

构造发育，是成矿作用发生的有利地段，导致矿床沿此地段分布。

(2)韧性一脆性转换对成矿的控制

研究表明，区内韧性剪切带金矿自印支期到燕山晚期经历了韧性、韧一脆性和脆性的时空

演化，自地表至深部的变形对金矿成矿作用的贡献可以划分为深部韧性剪切变形的分异迁出

区和中浅层次韧脆性一脆性剪切变形的成矿元素聚集区，在元素聚集区，依据赋矿剪切变形层

次的差异，又可进一步分为3个亚区，分别对应3种金矿化类型。

A．在韧一脆性转换区域沿C面理或微裂隙发生交代蚀变和矿化，形成糜棱岩型金矿，如

河台金矿早期金矿化。

B．在韧脆性转换带之上，形成构造蚀变岩型金矿，如新洲金矿。

c．在韧性剪切带时空演化的晚期阶段，剪切变形表现为脆性断层或剪切裂隙带，形成以

石英脉型为主伴生有蚀变岩型的金矿化，如河台金矿、新洲金矿燕山晚期的金矿化。

3．3成矿动力来源

表2为研究区中生代花岗岩岩石放射性生热元素的含量，按公式A=|0×102(3．48K+

2．56Th+9．52U)[14】计算花岗质岩石的生成热，其中p=2．67 g／cm3，计算结果见表2。

由表可见，自海西一印支期到燕山期花岗质岩石的生成热值明显增高，这种热流值的

增高可能是导致区内岩石圈局部熔融、地幔上涌及岩石圈构造转换的动力来源和根本原

因。

4结语

桂东一粤西地区中生代岩石圈经历了224～265 Ma的碰撞挤压、154～163 Ma间由挤压

到伸展的构造转换及80～120 Ma的强烈拉张伸展三个阶段的构造演化，大规模的成矿作用

集中发生在中侏罗世及白垩纪，分别受控于燕山早期岩石圈的构造转换及燕山晚期的拉张伸

展的地球动力学背景，岩石圈的构造转换与自身热流值的增高有关，矿床定位分布则受制于局

部动力系统转换，它们是不同动力系统相互转换过程中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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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生代花岗岩生成热计算值

T铀le 2 H嘲t prod邺tio璐of Me蚴ic鳓nie
U／lO一6 Th／lO一6 K／％ A／I州·m一3 平均A值／扛w·m一3

6．7 32 3．74 4．37

燕 ll 39 4．13 6．03

嶷 2．3 13 2．15 1．73 4．47

期 18 44 3．63 8．15

2．3 17 2．74 2．09

．， 6．7 42 4．1l 5．12

燕
山
早
期

4

13

4．6

6．6

18

’9．7

5．3

6．4

8．9

7．9

4．3

27

27．7

3．2

4．09

4．28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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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0lN MESOZoIC METALLOGENIC

REGULARITY AND DYNAMICAL MECHANISM

IN EAST GUANGⅪ．WEST GUANGDONG AREA

Cai Minghai Peng S0ngbai Meng Xian西in Liu Guoqing

(y渤n，珥，，}时if“即∥’G∞f蝉≯口7讲^盘，?￡r口Z R咖“，．c份，懒n，孵443()03)

Absn麓ct

systematical study on structural g商ogy and granitic petrology indicates that the Mesozoic

lith饶’phere of the east Gua力gxi—west Guangdong area endured th联跫tectonic evo】ution stages：

plate 00llision between 224 Ma and 265 Ma，tectonic transfOrmation frOm compreSSion to exten—

sion between 154 Ma and 160 Ma and large scale extension between 80 Ma and 100Ma．Mineral—

ization in this area 00ncentrated at mid．Jura幽c and Q‘etaceous，respectively 00ntrolled by tectonic

tmsformation of lit岫here in the early Yanshanian and further spreading and extending during

the late Yanshanian period． It is∞ncluded that tectonic transfonl】ation might be related to in．

creasing heat no、Ⅳof lithⅨ沪here；the extendirlg and thinning of the lithosphere is a most important

factor f6r the large SI：ale～I联，痢c mineralization in this area；distributiOn and location of ore de．

posits were 00nt∞lled by local dynamic tranSfI)mation system．

Key words tectonic tranSfom：1ation metallQgenesis dymmic tmnSbnnation eaSt

Guarlgxi-west Guangdo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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