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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 骑田岭花岗岩体地质简图(花蒯岩单元代号及岩性说明见表1)

Fig．1(‰l画浏sketch r11ap of the Qitl趼ling grani懈

1．h’蛙系．2．早三_臣统；3．二叠系；4石炭系；5．中侏罗世花岗岩；6．花岗斑岩脉；7断层；8．地质界线；9不整合地质抖

线；【0花岗岩脉动界线；1l花岗岩越动界线；12矽卡岩化；13．大理岩化；14角岩化

侵入于岩体内并向NE延伸至千里山岩体、宝峰仙岩体间的花岗斑岩及石英斑岩脉，已见被锡矿化破

碎带穿切，氩一氨法年龄为144 Ma¨J，其形成时代属晚侏罗世早中期。

各单元岩石的结构有差异，但主要造岩矿物种类及含量相近。菜岭序列以二长花岗岩为主，仅早次单

元属花岗闪长岩；芙蓉序列的早次单元为二长花岗岩，中、晚次4个单元及荒塘岭序列均属正长花岗岩。

暗色矿物主要是黑云母，菜岭序列各单元及芙蓉序列早次单元含少量角闪石；荒塘岭序列花岗岩多有少量

至1％的白云母；除最早次的枫树下单元外，其他单元花岗岩内含钾长石均在40％以上，斜长石主要是更

长石。三个序列花岗岩的平均矿物成分相近(表2)．相对于南岭地区同时代的其他花岗岩体，骑田岭岩体

的花岗岩中钾长石含量高，石英稍低，黑云母含量较少。

普遍存在于花岗岩中且含量较高的副矿物有：磁铁矿、钛铁矿、锆石、萤石、电气石、磷灰石、石榴石、黄

铁矿、锡石、白钨矿、毒砂、方铅矿和黄铜矿等；磁铁矿和钛铁矿含量相近，在含角闪石的单元中，磁铁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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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大义山一郴州花岗岩段(南东段)

南东段加里东期花岗岩规模小，但印支、燕山期十分发育。呈岩基、岩株、岩脉等出现。该段花岗岩广

泛就位于晚古生代碳酸盐岩中，部分就位于早古生代碎屑岩中，改造型和同熔型花岗岩都有出露。改造型

花岗岩分布最广，岩体规模大小不定，主要形成于印支、燕山期，岩石较偏酸性，主要岩性为二云母二长花

岗岩、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同熔型花岗岩主要形成于燕山期，侵位于晚古生代地层复式向斜内，岩性主要

为花岗闪长岩、石英闪 长岩等。

2 3演化规律

该带花岗岩岩类具有较明显的分异演化规律。总体上，花岗岩从早到晚，分异演化增强。由中酸性向

酸性、碱性方向演化，大部分成矿元素含量逐渐增高(表1)；花岗岩形成时代及演化强度从北西段向南东
段推移。

3花岗岩侵位机制

花岗岩的不同侵位机制，取决于岩浆上升与围岩扩张的速度差以及岩浆与围岩的韧性差，若岩浆的上

升速度大于围岩的扩张速度或岩浆与围岩的韧性差接近时，花岗岩常表现为主动侵位机制，否则反之。该

带花岗岩岩体由于所处的构造位置及侵位深度不同，其侵位机制也不一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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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骑田岭岩体及其近侧的锡矿化破碎蚀变带已

穿切各花崩岩单元及花岗斑岩一石英斑岩脉，而锡矿

化在破碎蚀变带内又属晚次形成物。破碎蚀变带内锡

矿化云英岩K—Ar年龄值为128 Ma。因此，这种类型

的矿化时间明显晚于主体花岗岩形成时间。但是，锡

矿化破碎蚀变带内也见有含锡石的云英岩化细粒花岗

岩脉穿插，表明晚期岩浆作用也有锡矿化。

据卜所述，骑田岭岩体锡的成矿作用与花岗岩密

切相关．其成矿机理为：

(1)产高热花岗岩成矿作用

是骑田岭岩体锡成矿作用的主要类型。其成矿理

论是：花岗岩侵位后所积聚的放射性热量，促使深成岩

体及其周侧围岩中的溶液温度升高，溶解金属元素和

挥发份的能力增加，流动速度加快；当这些溶液物化性

质改变时，金属元素在有利空间晶出沉淀成矿；成矿作

用时间明显地晚于成矿母岩，并多为裂隙通道等场所

成矿㈣。

骑田岭花岗岩体Sn丰度甚高，成矿有充足的物质

来源；花岗岩形成后经多期次构造作用产生的裂隙，既

为热液的流动和积聚提供了场所，又有利于地表水溶

液的加入；花岗岩中u，Th和K等放射性元素含量很

高，衰变产生的热量大大地提高了溶液的温度、溶解度

和流动速度，既增强了F和B等挥发份及sn等金属元

素的溶解程度，又能从附近的母岩中淬取部分元素，使

热液中的挥发份及成矿元素明显富集；随着期后绿泥

石化、钾长石化、绢云母化、硅仡和云英岩化等蚀变作

用的产生，溶液物化性质发生改变，Sn等在有利的裂隙

空间中晶出沉淀成矿。岩体内及其近侧探明的矿床均

属此类。

(2)岩浆成矿作用

骑田岭岩体的花岗岩，从早至晚有由较基性到偏

酸性的演化趋势，晚期序列最晚次单元形成后有细粒

花岗岩脉产出，锡矿化破碎蚀变带中也见有含锡石的

细粒花岗岩肆方毫。崔#棼内大山口、荒塘岭等地的细

粒花岗岩中的独话苻u—PH《龄为7l Ma及96Ma

(湖南区调队，1965)，表明128 Ma之后可能还有岩

浆活动。这些岩脉并具云英岩化或弱钠长石化，在面

衫{性采样分析中，细粒花岗岩(脉)有6％的样品Sn

含量高于维氏酸性岩值100倍以上，最高的达852．1

×10 ，已接近锡的边界品位。因此，骑田岭岩体内

最晚形成的云英岩化细粒花岗岩脉是成矿的另一种类

型。

图6骑田岭岩体不同地质体岩石Sn含量对比

Hg，6 T1n·吲1telll oorr】pmtive dlagr帅R)r the

Qiti“ing gmltes
T一莱岭序列花岗岩；j：一美蓉序列花岗岩；L

卉}塘峙序列花岗岩；批一花岗斑岩脉；冲 花岗

伟晶岩脉；My一细粒花岗岩脉；F一破碎蚀变带

图7骑田岭岩体Fe一(Na+K)一Mg图

(据Juhj卵r，197q)

F曙．7 Fe'(Na+K)一Mg di群阻m for the

Qitianling gr蚰ltes

l～4，三叠纪4个单元诧岗岩平均值；5～9中侏罗

世5十单元花岗岩平均值；10～11晚侏罗世2个单

兀花岗岩平均值；虚线范围为锡矿化花岗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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