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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村钼矿位于海南省保亭县境内，是在海南省发现的又一个达中型规模的钼矿床。矿体 

主要赋存在次火山岩带中，矿石类型主要有细脉浸染 和石英脉型两种。辉钼矿 Re一0s测年 

研究获得 95．6±O．89～97．8±0．5 Ma和 1 12．3±4．2 Ma的模式年龄，表明矿区可能经历两期 

矿化，它们可能分别与保城岩体侵位和火山活动有关。硫同位素研究显示，主要的硫源为岩 

浆源。通过地质资料综合分析，表明新村钼矿为次火山岩容矿，为岩浆后期热液作用形成的 

热液脉型钼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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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地处华南板块南部，矿产资源十分丰 

富，是我国传统上重要的金矿和高品位铁矿产地。 

随着勘查工作的深人开展和 1：5万地球化学填图 

的顺利进行，在海南省琼海县 、琼中县、保亭县和乐 

东县相继发现了梅岭(小型)、高通岭(小型)、石门 

山(中型)、新村(中型)和罗葵洞(大型)等一批具有 

工业价值的钼矿床(图 1)。到目前为止，仅有少量 

研究资料涉及这些矿床 [1-41，有关这些钼矿的研究 

尚处于起步阶段。 

新村钼矿位于三亚市以北 33 km的保亭县境 

内。本矿床于 2001年海南省地质综合勘察院对新 

村一六罗地区进行的 1：5万水系沉积物调查中发 

现。2006年至今，海南省地质综合勘察院对矿区进 

行详细的地质普查工作。通过槽、坑 、钻等探矿手段 

对该矿区进行了控制，新村钼矿床业已达中型规 

模。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野外调查及样 

品测试，对新村钼矿区的地质背景、矿床特征及成 

因等方面进行研究。 

1区域地质背景 

海南岛位于欧亚大陆东南缘，隶属华夏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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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以王五一文教和九所一陵水深大断裂为界可 

将海南岛划分为三个大地构造单元：雷琼新生代断 

陷带、五指山加里东褶皱带和 亚地块。新村钼矿 

区位于九所一陵水断裂带南缘。 

海南岛地层单元大致由4个构造地层单元组 

成，分别为中一新元古界变质结晶基底、寒武系一二 

叠系浅海相一陆相沉积盖层、白垩系陆相碎屑沉积 

和火山岩以及新生代基性熔岩。地质历史上曾经历 

两次大的构造抬升，因而无泥盆系和中三叠系一侏 

罗系的沉积记录。岩浆活动在本区较为剧烈，侵入 

岩出露面积约占海南岛陆地总面积的46．6％。根据 

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大量的同位素测年数据，显示海 

南岛主要的构造岩浆活动时间为 299～233 Ma和 

1 12～82 Ma，为海西一印支期和燕山晚期。海西一印 

支期和燕山晚期的侵人岩分别占海南岛陆地总面 

积的 35％和 10．3％。海西一印支期侵入岩由石英闪 

长岩、英云闪长岩、花岗闪长岩和钾长花岗岩组成， 

燕山晚期花岗岩由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钾长 

花岗岩和花岗斑岩组成，它们分别与 I型、s型和 I 

型花岗岩具有亲和性。区域上除了发育近 E—w 向 

的王五一文教断裂和九所一陵水断裂外，E—w 向的 

昌江～琼海和尖峰一万宁断裂也较为明显。NE向、 

N—S向、NW 向小断裂十分发育，韧性剪切活动也 

较为显著，其中NNE走向的戈枕韧性剪切带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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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海南岛地质图(a)及其大地构造位置图(b)(据文献【3，5-6】修改) 

Fig．1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Hainan island(a1 and tectonic units in South China Block 

1一新生代；2-白垩系；3-石炭一二叠系；4-寒武一志留系；5-中一新元古界结晶基底；6-燕山晚期花岗岩类；7-燕山早期花岗岩类；8-燕 

山晚期火山岩；9一海西一印支期花岗岩类；1O一中元古代花岗岩；11-断裂；12一新村矿区；13一矿点及其形成时代；A一雷琼断陷；B一五指LLl褶 

皱带 ；C—i亚地块； 

南岛金矿床的分布具有重要的控制意义。 

同安岭火山岩盆地除了赋存有新村钼矿和罗 

葵洞钼矿外 ，尚有六罗金矿 、南改金矿、摩天岭铜 

矿、岭壳铜矿产出，为一典型的“聚宝盆”，这些矿床 

在时空分布上均与白垩系陆相火山岩沉积地层和 

白垩纪侵入岩浆活动有关。 

2矿区地质 

矿区位于同安岭白垩系火山岩盆地东缘 ，与东 

部的保城岩体相接(图 2)，地质历史上曾经历了早 

白垩世陆相火山喷发和燕山晚期酸性侵入体侵位 

两期岩浆热事件。 

2．1地层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由下白垩统岭壳村组 

(K lk)陆相火山岩及以石英二长斑岩一花岗斑岩一 

斑状二长花岗岩为主的次火山岩序列构成。 

岭壳村组火山岩地层位于同安岭火山岩盆顶 

部，属第二旋回火山喷发的产物。该组为一套中酸 

性、酸性火山岩系，以流纹质火山熔岩及火山碎屑 

岩为主，夹数层英安质火山岩，底部以流纹质含砾 

凝灰岩为主。该组火山岩与下伏汤他大岭组火山岩 

呈喷发不整合接触。 

什堆矿段的钻探以及中南部地区的钻孑L资料 

(亚洪 ZK0001)均显示，岭壳村组火山岩层东部发 

育一套自下而上的由石英二长斑岩一花岗斑岩一斑 

状二长花岗岩为主的中酸性斑状岩性组合。本次以 

约 140 m的ZK201号钻孔为例进行研究，其特征 

如下 ： 

斑状二长花岗岩 ：位于钻孑L顶部 ，厚约 27 m， 

部分岩性段夹杂肉红色细晶岩和花岗斑岩。深灰 

色，不等粒结构，块状构造。造岩矿物主要由石英 

(15％)、斜长石 (55％)、条纹长石(20％)、角闪石 

(3％)、黑云母(4％)组成，粒径 0．5～3 n'lm；石英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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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现象较为明显。发育不同程度的构造裂隙，沿裂 

隙通常可见较为明显的金属矿化。 

花岗斑岩：位于钻孔中段 ，以钾长花岗斑岩为 

主，厚约20．4 1TI。灰红色一肉红色，斑状结构。造岩 

矿物主要由石英 (10％ ～29％)、斜长石 (3％ ～ 

15％)、正长石(15％ ～20％)、条纹长石 (45％ ～ 

64％)、黑云母(3％ ～4％)组成 ；斑晶由零散分布 

的具聚片双晶的更长石、已绿泥石化的黑云母 、它 

形金属矿物和均匀分布的它形条纹长石组成 ，粒 

径 0．5～5 mm；基质由零散分布于斑晶间隙的的 

石英、正长石以及微细粒的斜长石组成 ，粒径 0．05 

0．4 mm。可见明显的石英溶蚀结构 ，石英脉和破 

碎带较为发育，常见辉钼矿 、黄铁矿、绿泥石化、绿 

帘石化及碳酸盐岩。 

石英二长斑岩：位于钻孔深部，厚约 56．6 ITI。淡 

红色 ，斑状结构。造岩矿物主要 由石英 (10％ ～ 

15％)、斜长石(10％ ～20％)、正长石(7％ ～25％)、 

条纹长石(44％ ～60％)、黑云母(3％ ～4％)组成； 

斑晶由它形金属矿物、绿泥石化的黑云母、具聚片 

双晶和表面绢云母化的更长石以及零散分布的条 

纹长石组成 ，粒径 1～4 mm；基质由分布在斑晶间 

隙的它形石英 、正长石及斜长石组成，粒径 0．1～ 

0．8 mm。发育不同程度的构造破碎和绿帘石化、绿 

泥石化 ，黄铁矿、辉钼矿常见。 

脉岩：来 自亚洪 ZK0001孔，厚约 9 ITI，顶底接 

触岩性均为石英二长斑岩。深灰色，基质具交织结 

构。造岩矿物主要由斜长石(70％)、铁矿(10％)、方 

解石(5％)、玻璃质转化的绿泥石斑晶(15％)；斑晶 

由少量斜长石组成，粒径 0．5～0．8 mm；基质由含 

铁矿物、斜长石 、方解石组成，粒径 0．2～0．3 mm。 

基质和斑晶中斜长石聚片双晶均不明显。综合定名 

为斜长安山岩。 

上述三类花岗岩之间为渐变关系，呈现出明显 

的似层状展布特征，其岩性、结构构造可与岭壳村 

组火山岩相对比。结合其产出部位 、区域岩石对比、 

浅成一超浅成形成特点以及脉岩的穿插等特征判定 

该系列岩石组合为次火山岩组合。钻孑L资料显示， 

次火山岩带整体上呈现西厚东薄的特点，与底部及 

东部的灰白色二长花岗岩呈侵人接触。通常次火山 

岩与火山岩源自同一岩浆房，其活动时代相近。结 

合同位素资料①，推测该次火山岩侵位时间大致为 

】22～ 107 Ma 

图2海南岛新村钼矿矿区地质图 

Fig．2 Geological map of Xineun Mo deposit in Hainan island 

1一岭壳村组火山岩；2一次火山岩带；3一燕山晚期花岗岩；4一勘探线；5一地质界线；6一断裂；7一矿体；8-~ ：L；9一样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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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岩蚀变在矿区较为发育 ，主要的蚀变类型 

有：钾长石化、碳酸盐化、高岭土化、硅化、青磐岩化 

及黄铁矿化等。 

4地球化学特征 

4．1同位素年龄 

辉钼矿 Re—Os体系具有封闭温度高，富集 Re 

的同时基本不含普通 0s，在金属矿床中广泛分布 

的特点。相对于传统的Rb—Sr法和 K—Ar法，Re一0s 

同位素定年更能准确反映金属硫化物矿床的矿化 

年龄，因而辉钼矿 Re一0s同位素定年是目前金属 

硫化物矿床年代学研究的最有效工具。 

鉴于矿石分石英脉型和细脉浸染型，因而在 

矿区分别对两种矿石类型分别采样分析。采集石 

英脉型矿石 4件 ，细脉浸染型矿石 2件(样品位 

置见表 1、图 2)，其 中矿石样品 XC一12来 自后期 

灰白色二长花岗岩。样品测试在中国科学研广州 

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素地质年代学重点实验室完 

成。仪器型号为 X7型质谱仪，分析流程参见 Sun 

等(2010)f 。 

分析结果见表 2。石英脉型矿石与细脉浸染型 

矿石同位素年龄相近。5件辉钼矿样品f除 XC一5)获 

得 Re—Os模式年龄介于95．6±0．89～97．8±0．5 Ma， 

等时线年龄为 97．7±1_3 Ma(MSWD=I．03)，加权平 

均年龄为 97．2±0．5 Ma(MSWD=0．99)(见图4)；1件 

辉钼矿样品(XC一5)获得 1 12．3±4．2 Ma的模式年龄 

f见表 2)。由于 Re一0s体系较为稳定，后期的叠加矿 

化、流体活动及热变质作用均不能改变体系的稳定 

性 ，因而该单点年龄仍有地质意义。明显的，矿 

化年龄分为 97．15 Ma和 112．3 Ma两群，两者之间 

相差 15 Ma，暗示矿区经历两期矿化事件。研究显 

示，大规模成矿时间与构造热事件的时间相近或略 

晚，而本次测试所获得的 1 12．3 Ma的成矿时间远 

大于后期保城岩体的侵位时间(96 Ma)，说明该矿 

化年龄可能与 122～107 Ma的火山岩浆作用有 

关。95．6±0．9～97．8±0．5 Ma的矿化事件可能与保城 

岩体侵位关系密切。 

表1 样品描述 

Table 1 Description of the samples 

表2 新村钼矿床辉钼矿Re—os同位素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Re--Os isotopic analyses of molybdenite from Xincun Mo deposit． 

注：同位素数据在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素地质年代学重点实验室完成，仪器型号为x一7型质谱仪；年 

龄计算公式：t=l／ In(1+ Os／ Re)，式中 ( )=1．666 X 10 y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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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新村钼矿Re一0s等时线图(左图)和加权平均图(右图) 

Fig 4 Re-Os isochron(1eft)and weighted average(right)age of molybdenites from Xineun deposit 

4．2硫同位素特征 

矿石主要的金属硫化物为辉钼矿和黄铁矿，黄 

铜矿及其它金属硫化物少见，本次硫同位素测试主 

要针对辉钼矿和黄铁矿进行 ，共采集硫同位素样品 

5组 ，共 8件同位素金属硫化物样品(其中 XC—S一 

2、XC—S一3号，XC—S一4、XC—S一5号 ，XC—S-6、XC— 

S一7号样品分别来自2、3、4号母样，XC—S一11来 自 

6号母样，XC—S一13来自12号母样)，样品位置见 

(表 1、图2)。S同位素样品测试在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用 

MAT25 1同位素质谱仪测定完成，分析结果见表 3。 

测定结果显示 ，整体上辉钼矿的 634s大于黄铁 

表3新村钼矿硫同位素组成 

Table 3 Sulfur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sulfides from 

Xincun molybdenum deposit，southern Hainan island 

矿的 634S值 ，同一矿脉样品(如 XC—S一2、3，XC—S一 

4、5，XC—S一6、7)也显示出同样的变化规律。4件辉 

钼矿样品的g34S值为 5．94％。～9．34％0，平均值为 

7．28％。。4件黄铁矿样品的 6 值为一0．24％。一 

5．43％。，平均值为2．48％o。一般情况下，在S同位素 

分馏达到平衡条件下，共生硫化物的 8 值显示硫 

酸盐>>辉钼矿>黄铁矿>闪锌矿>磁黄铁矿>黄铜 

矿>方铅矿>辉铜矿>辉铋矿>辰砂顺序递减的规律㈣。 

新村矿区不论是同 样品还是整体上，硫化物的 

834S值显示辉钼矿>黄铁矿的特征，表明在成矿过 

程中共生的硫同位素分馏达到了平衡。 

研究区矿石样品中的 634s值变化于一0．24％。～ 

9．34％0，变化范围较宽，显示沉淀的硫化物硫源较 

为复杂。在判断硫来源时，必须依据硫化物沉淀期 

间热液的总硫同位素组成(634S∑)。在新村矿区，矿 

石矿物主要以辉钼矿和黄铁矿为主，无硫酸盐矿物 

出现，显示成矿热液为以H2S为主的还原性热液， 

那么在平衡条件下可以根据黄铁矿的 S同位素组 

成来近似代表整个热液体系的总硫l15】。因而，新村 

钼矿的矿化热液的834S∑近似为2．48％。。天然成矿 

热液的总硫同位素组成(634S∑)一般可分为 4组，即 

0‰、5％0～15％0、约 20％。及较大的负值。接近 0值 

的矿床其 s同位素为火成来源，包括岩浆释放的硫 

和从火成岩硫化物中淋滤的硫；总硫近于 20％o的 

矿床，硫来 自于大洋水和海水蒸发岩 ；总硫具中间 

值的矿床，硫来源较为复杂，可能来 自围岩中侵染 

状硫化物(无机还原成因)或其它更老的矿床 ；总 

硫同位素组成为较大负值的则表明硫来源于开放 

沉积条件下的细菌还原成因硫ll6]。本研究区的总 

硫值接近于 0，说明成矿流体中的硫主要来源于 

岩浆热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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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氢氧同位素特征 

为了揭示成矿热液的来源问题，本次还对三件 

含矿石英样品进行了H、O同位素测试。XC—HO一1、 

XC—HO一6来 自1号和 6号母样 ，矿物组合为Q+ 

Mo；XC—HO一4来 自4号母样，源自构造裂隙带 ，矿 

物组合为 Q+Mo+Py+Cpy。具体采样位置见(表 1)。 

样品测试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同位 

素实验室完成，测试仪器为 MAT253EM质谱仪 ，测 

试精密度为±0．2‰。分析结果见表4。 

三件样品的 8D 一㈣w值介于一55％。～一85％。之 

问 ，均值为一69％。；818OV—SMOW 值介于 9．2‰ 

13％。，均值为 10．6‰。由于样品及围岩中无代表高 

温的钾化蚀变也无代表低温的碳酸盐矿物出现，主 

要矿物组合为石英+金属硫化物 ，因而根据 300~C 

的平衡温度对 8他O 做出估计，采用石英一水分馏 

方程 1000Ina石英球=3．38~106T-2-3．4【 ，计算出石英 

的 8懦0 H2(】值介于 2．3‰ ～6．1‰之问，均值为 3．7％。。 

在 8D一8 0 图解上显示(图 5)，成矿流体应为岩浆 

流体和大气降水流体的混和流体。 

5矿床成因探讨 

5．1区域成矿时间对比 

海南岛燕山晚期(112～82 Ma)是继海西印支 

期(299～233 Ma)发生大规模岩浆作用的又一关 

更 
＼  

0 
∞  

表4新村钼矿床H、O同位素分析结果 

Table 4 Hydrogen and oxygen isotopic data of 

the Xineun Mo deposit 

样品编号 矿物组合 6Dv_sMow 6培ov．sMow 6 80 。 

键时期。现有的矿床同位素定年资料表明，海南岛 

大量的钼矿床形成均介于 103～80 Ma之间，成矿 

与成岩时间一致。高精度的 Re一0s地质年代学研 

究显示，高通岭钼矿的矿化年龄为98．4±2．5 Ma[31； 

罗葵洞钼矿的 Re—Os模式年 99．6-+0．5 M、99．8-+1．1 

Ma和 100．1-+1．3 Ma；石 门山 Mo—Pb—Zn矿获得 

80．2-+0．6 Ma和 88．6+1．0 Ma的模式年龄；文且钼矿 

获得模式年龄 103．9-+1．0Ma~。本文研究显示，新村 

钼矿主要的矿化发生在 97．2±O．5 Ma(在 112Ma左 

右可能还经历一期矿化作用)。表明燕山晚期是海 

南岛发生大规模钼矿化的关键时期。 

华南地区中生代的金属矿化时间大致划分为 

三期[17-19]，它们分别为晚三叠纪(230～210 Ma)、 

中一晚侏罗纪(170—150 Ma)和早一中自垩纪(110 

～ 80 Ma)。显然，与整个华南大区大规模成矿时限 

相比，海南岛钼矿床的成矿作用与华南地区第三阶 

6 O ／％o 

图5新村钼矿床成矿流体的 8 D一8 0 图解 

Fig 5 6 D V~I'SLIS 6 80．20 diagram of Xincun Mo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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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矿作用可在时间上对比。新村钼矿床的形成恰 

是这种大规模成矿时间的重要例证。 

5．2成矿地质条件 

矿区发育一套次火山岩组合，其岩性序列(自 

下而上)为石英二长斑岩一花岗斑岩一斑状二长花岗 

岩。该斑状岩性组合的形成时间大致与西部同安岭 

火山岩浆活动时间相近。现有资料显示，钼矿脉主 

要赋存于该套次火山中。根据矿脉在岩石单元中的 

穿插关系确认 97．2---0．5 Ma的矿石时间为矿区的主 

矿化期 ，该结果与保城岩体 96 Ma(Rb—Sr法)的侵 

位时间在同位素误差范围内一致，与次火山岩结晶 

年龄(122—107 Ma)相差较大，说明次火山岩带为 

主要的赋矿单元。另外，本次还获得了一个 112 Ma 

的矿化年龄，暗示在火山岩结晶过程中亦有矿化出 

现，这与前人统计出的火山岩中有高的 Mo元素背 

景含量⑧的结论较为一致。 

侵入岩浆活动是矿区成矿的的重要因素，它为 

新村矿区矿床的形成提供热动力条件，还为矿体的 

形成提供物质和流体来源。1件赋存于灰白色斑状 

二长花岗岩破碎带中的辉钼矿(XC一12)矿化年龄 

显示 97．2+0．6 Ma，与保城岩体的结晶年龄相近，指 

示它们之间有成因联系。S同位素测定结果显示， 

硫源主要起源于该期侵入体。前人的统计材料 显 

示在燕山晚期的侵入体普遍具有较高的 Mo元素 

含量，间接说明Mo也是来 自侵入体的。 

NEE向九所一陵水深大断裂是控制矿区及外 

围 Mo—Cu—Au成矿最重要的构造条件。另外在矿区 

还发育有 NW 向、近 N—S向、NE向及近 E—W 向四 

组断裂，而且断裂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辉钼矿、黄铁 

矿化，其中NW 向断裂对矿体的控制较为显著。如 

F 和 F：断裂，在图2中该两组断裂均垂直勘探线， 

在图 3中ZK401恰处于两断裂之间；F 断裂产状 

和 F 断裂产状分别为(30。～32。) (42。～60。)和 

(35。一50。) (42。～55。)，主要的矿脉产状为 25o 

(20。～60。)，在产状上两者较为一致。在空间上 

断裂与矿体直接相关，产状上高度一致，可见断裂 

构造直接控制着新村矿区矿床的形成。 

5．3矿床成因 

总结上述分析，认为新村钼矿床属受断裂构造 

控制的脉型钼矿床 ，早期火山活动有一定矿化作 

用，成矿物质主要来源于后期岩浆热液的热液脉型 

矿床，其主矿化时代为 97．2±0．9 Ma 97．8±0．5 Ma。 

矿床成因模式如图 6所示。 

图6海南岛新村钼矿床成因模式图 

Fig．6 Metallogenic model of Xincun Mo deposit
，Hainan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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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 

本文在研究新村钼矿床的地质特征、地球化学特 

征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得 以下认识： 

(1)新村钼矿床属脉型钼矿，其成因上与海南 

岛燕山晚期酸性侵入体有关。钼矿体主要赋存于早 

白垩纪次火山岩带，主要的矿石类型有石英脉型和 

细脉一浸染型。 

(2)通过精确的 Re一0s同位素体系精确定年， 

获得 95．6±0．9～97．8±0．5Ma和 1 12．3±4．2Ma两组年 

龄值，表明新村钼矿床可能经历两期矿化事件。根 

据断裂和矿体在岩石单元中的穿插关系，确认前者 

为主成矿期。 

(3)稳定同位素研究显示，硫源为晚期岩浆源， 

成矿流体来源为岩浆流体与大气降水流体的混合 

流体。 

(4)新村钼矿床的矿床成因为次火山岩容矿 

(含矿)，含矿热液沿构造裂隙充填交代的热液脉型 

钼矿床。 

野外工作期间得到海南省地质调查院矿产队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Re—Os同位素分析由中国科学 

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孙胜玲、孙亚莉完成，s同位 

素分析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过程与矿产资 

源国家重点实验室王新君完成，H、o同位素由中国 

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李延河等完成，在此一 

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注释 ： 

①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海南省地质调查院．海南岛乐东、陵 

水幅 1：25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2004． 

②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海南省地质调查院．海南岛构造演 

化特征及钼(铜 )成矿作用专题研究丁作报告．2010． 

③ 海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海南省成矿系列及成矿预 

测研究．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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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sis of Xincun Molybdenum Deposit in 

Baoting County， Hainan Province 

W ANG Long ，LIAO Xiang—Jun ' 

． Faculty ofEarth Sciences，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430074,China； 

2．Geological Bureau of Hainan Province，Hainan 570206,China) 

Abstract：The Xincun molybdenum deposit，located at the Baoting county，is another mid—sized deposit 

discovered in Hainan island． Molybdenum ores can be divided into quartz vein—type and veinlet— 

disseminated-type，which are hosted by subvolcanic rocks．Molybdenite separated from ores yield Re-Os 

model age of 95．6±0．89 ～97．8±0．5 Ma and 112．3±4．2 Ma．suggested that there had ever experienced two 

stages of molybdenum mineralization．The mineralization of former ages is considered to be related to the 

intrusion of Baocheng plutons，and the mineralization of older age is probably related to the Late—Yanshanian 

terrestrial faces volcanism during 122 — 107 Ma．The measured 834S values suggest that the formation of Mo 

ore—body is closely related to contemporary magmatism．Based on synthetic studies of geological and 

geochemical information，we consider that the Xincun Mo deposit is a volcanic—hosted deposit which is 

formed by the post—stage magmatic hydrothermal activity． 

Key words：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molybdenite Re-Os dating；ore genesis；Xincun molybdenum 

deposit；Baoting county，Hai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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