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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大宝山钼钨多金属矿床年代学研究及其意义 

杜国民，梅玉萍 水，蔡 红，罗俊华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武汉430205) 

摘要：本文对大宝山钼钨多金属矿床中不同类型矿石中黄铁矿及石英矿物用Rb．Sr等时线 

法进行了精细测定，分别获得层纹状矿石中黄铁矿的年龄为 168~5Ma(95％可信度)，辉钼 

矿石英脉中石英矿物年龄为 164~3Ma(95％可信度)和黄铁矿石英脉中石英矿物年龄为 

162~4Ma(95％可信度)，测定结果表明，大宝山铝钨多金属矿床铜铅锌和钼钨成矿阶段形成 

的时间在 168～162 Ma之问。本研究所获得的结果也与前人所获得的层状铜铅锌矿石和脉 

状矿石中辉钼矿的 Re一0s模式年龄为 165~1Ma一致。鉴于铜铅锌和钼钨矿床在形成时间 

和空间上与次英安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据此表明，其成矿作用主要与 

区内燕山早期岩浆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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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山钼钨多金属矿床位于南岭成矿带中段， 

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矿床之一。前人① 3】对矿床的成 

矿地质背景、矿床特征、成岩成矿时代和矿床成因 

等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关于大宝山的成岩成 

矿时代及矿床成因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概括 

起来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根据矿区花岗闪长 

斑岩年龄大致分布在 155～97 Ma之问和次英安 

斑岩的年龄为 1967—168 Ma，认为该矿床是与燕 

山期岩浆活动有关的中一高温热液交代矿床或斑岩 

矿床；另一种观点根据该矿床产出的地质环境、矿 

体产状、原生矿石结构构造、矿床金属分带的特征 

以及蚀变英安岩的锆石 U—Pb年龄为 441 Ma证 

据，认为大宝山矿床为泥盆纪海相火山岩热液沉积 

成因。由于前人早期在年龄测定方法和使用仪器以 

及样品的代表性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致使对 

同一测定对象采用相同或不同的方法所获得的年 

龄差异性很大，这些因素直接制约了对该矿床的成 

因的深入的研究。近期王磊等【 -5l对采 自大宝山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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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船肚钻孔中花岗闪长斑岩体中锆石 、以及钨钼 

矿体矿石中的辉钼矿，分别用 LA—ICP—MS和 Re一 

0s等时线法进行了精确测定，获得大宝山花岗闪 

长斑岩体 176±2 Ma，船肚钻孑L中花岗闪长斑岩体 

年龄为 175+2 Ma，矿体的 Re一0s年龄为 165 Ma。 

据此表明，大宝山钨钼多金属矿床的成岩成矿发生 

在燕山早期。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重 

点对大宝山矿床中的金属硫化物和与硫化物共生 

的脉石矿物石英，用 Rb—Sr等时线定年方法进行了 

较系统研究，所获得成果为进一步精确厘定大宝山 

钨钼多金属矿床的成矿时代及成矿期次的划分以 

及进一步深入研究矿床成因提供可靠的年代学证 

据。 

1矿区地质概况 

大宝山多金属矿床位于南岭成矿带中段，大地 

构造位置处于南岭东西构造带南侧，NNE向断裂 

与近 E—w 向大东山一贵东构造岩浆带的复合部位 

(图 1)。据王磊等【 4]资料，区内构造以断裂为主，主 

要有近 E—W向船肚一大东山断裂(F )，NE—SN向九 

曲岭断裂(F a、F2b)和徐屋断裂( )及 NNW 向的大 

宝山断裂(F4)和丘坝断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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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大宝山多金属矿区地质略图I 41 

Fig．1 Sketch geological map of Dabao mountain polymetallic ore deposit 

J，zn一下侏罗统兰塘群 ；C，dc一下石炭统大塘阶测水组；D3t一上泥盆统天子岭组；D ～中泥盆统东岗岭组上亚组；D 一中泥盆统东岗岭 

组下亚组；Dt驾c-中下泥盆统桂头群；￡一寒武系；1-矽卡岩型Mo—W矿；2一斑岩型钼钨矿带；3-褐铁矿铁帽；4-大宝山向斜；5一压性冲断裂； 

6一压扭性断裂；7-扭性断裂；8-地质界线；9-花岗闪长斑岩；10一次英安斑岩 

矿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有寒武系浅变质砂页 

岩及板岩，中下泥盆统桂头群砂砾岩及砂页岩，中 

泥盆统东岗组灰岩，上泥盆统天子岭组灰岩和下侏 

罗统兰塘群砂页岩。矿区出露的岩浆岩主要为次英 

安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前者岩体沿 NNW向的弧 

形构造带的断裂面及 NE向断裂构造带侵入呈墙 

状，全 4 km。由北向南由九曲岭、大宝山和徐屋三 

个岩体组成。中部大宝山岩体呈 NNW 向展布，南 

北两端的徐屋和九曲岭岩体呈 NE向展布。花岗闪 

长斑岩体沿 E—w 向断裂侵入，其中大宝山花岗闪 

长斑岩侵入于次英安斑岩及侏罗系地层中，与成矿 

有关的岩体为大宝山次英安斑岩、大宝山花岗闪长 

斑岩和船肚花岗闪长斑岩。据前人研究表明~312,蚓， 

矿区两期岩浆的侵入伴随发生了两次成矿作用，与 

次英安斑岩有成因联系的黄铜矿、黄铁矿体、铅锌 

矿体及菱铁矿体分别分布在大宝山次英安斑岩墙 

东侧中泥盆统东岗岭组中，矿体呈层状、似层状和 

脉状分布。与花岗闪长斑岩有关的斑岩型、矽卡岩 

型钼钨矿体分布在大宝山和船肚花岗闪长斑岩体 

的内外接触带(如图 1 o矿床围岩蚀变强烈，其主 

要蚀变类型为角岩化和矽卡岩化、长石化和黑云母 

化绢云母化等。 

2成矿作用年代学研究 

2．1样品地质特征及采集 

铜铅锌矿床位于大宝山钼钨多金属矿床的南 

段 ，矿体产于次英安斑岩墙下盘与侏罗系接触带的 

断裂破碎带中，矿床由东西矿带组成。西矿带产于 

次英安斑岩底部，呈脉状产出，规模较小。东矿带产 

于中泥盆统东岗岭下亚组变质凝灰岩中，由大小不 

等的33个矿体组成，其中I号矿体规模最大。矿床 

的主要金属矿物有黄铜矿 、黄铁矿 、磁黄铁矿、方铅 

矿和闪锌矿等 ，非金属矿物有石英 、绢云母 、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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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大宝山矿区不同类型矿石中黄铁矿及石英矿物Rb—Sr同位素测定结果 

Table 1 Rb—Sr isotope measuring results of pyrite and quartz minerals in different types of Ore at Dabao mountain deposit 

矿石类型 原送样号 样品名称 W (Rb)／10一 W (Sr)／10一 。 Rb／ Sr Sr／。 Sr 2o 

D2010—69 黄铁矿 21．27 0．3505 179．08 1．13555 0．00009 

D2010—69 黄铁矿 1．63 0．5289 8．905 0．73302 0．00017 

D2010—72 黄铁矿 0．553 1．693 0．9423 0．71496 0．00004 

层纹状 黄铁矿矿石 D2010_73 黄铁矿 4．064 0．7168 1 1·9 0．73842 0．00005 

D2Ol0—75 黄铁矿 2．28 2_357 2．792 0．7l809 0．0000l 

D2 0l0—77 黄铁矿 2．485 0．3849 18．7 0．75762 0．00005 

D2010—83 黄铁矿 16．83 0．2188 234．1 1．27641 0．00010 

D2010—5 1 

D2010—52 

D2010—53 

辉钼矿石英脉矿石 D201O一54 

D2OlO一55 

D20l0—56 

D201O一57 

D2010—58 

D2010—59 

D2010—60 

黄铁矿石英脉矿石 D201O-61 

D201O．62 

D2O10—63 

D20l0—64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石英 

1．782 

3．759 

1．534 

0．7544 

O．9352 

1．68 

9．526 

0．593 

0．4485 

0．4289 

0．8867 

0．1875 

0．64l2 

0．3478 

0．5573 

0．5359 

0．3594 

0．8385 

0．8583 

0，9478 

0．6653 

0．4531 

O．1717 

0．2506 

O-3O7 

0．2482 

0．2506 

0．3892 

9．244 

20-33 

12．34 

2．597 

3．145 

5．117 

41．7 

3．778 

7．545 

4．943 

8．345 

2．18 

7．393 

2．579 

0．73413 

0．7605 

0．74056 

0．71847 

O．7l967 

0．72405 

O-81018 

0．7207 

0．7291 

0．72324 

0．73087 

0．71669 

0．72866 

0．71778 

0．00005 

0．00002 

0．00001 

0．00001 

0．00002 

0．00003 

0．00002 

0．00002 

0．00003 

O．00O04 

0．00003 

0．00005 

0．00001 

0．00002 

3讨论 

关于大宝山钼钨多金属矿床的成矿时代及期 

次的划分，不同的研究者的认识存在着分歧。上世 

纪 60年代和90年代一些研究者根据对两类岩体 

矿石矿物的 K—Ar、Rb—Sr年龄问接地推断大宝山 

钼钨多金属矿床存在两期成岩成矿作用。认为次英 

安斑岩的侵入以及伴随的铜铅锌矿化作用发生在 

195～168 Ma，即第一期成岩成矿作用发生在燕山 

早期；以花岗闪长斑岩侵入所伴随的钨钼矿化作用 

发生在 155～136 Ma，即第二期成岩成矿作用发生 

在燕山中晚期。另一些研究者根据蚀变英安质火山 

岩中锆石 U—Pb表面年龄为 440 Ma，认为矿床为加 

里东晚期泥盆纪火山喷流沉积成因，其时代与赋矿 

地层时代一致，即成矿时代应归属为泥盆纪。 

近年来，毛景文等【” 和王磊等 分别对层状铜 

矿体和辉钼矿一石英脉矿体以及矽卡岩型矿体矿石 

中的辉钼矿 Re一0s模式年龄的加权平均值为 164_+ 

l Ma。本研究对采 自大宝山钼钨多金属矿床 760台 

阶 47线层纹状黄铁矿石中，黄铁矿 、黄铁矿一石英 

脉矿石中石英和辉钼矿石英脉矿石中的石英矿物， 

分别用 Rb—Sr等时线法进行了精确测定，获得铜铅 

锌 矿化 阶段矿石中黄铁矿年龄为 168Ma-+5 Ma 

(95％可信度)。穿切黄铁矿体的石英脉年龄为 162_+ 

4 Ma(95％可信度)，而辉钼矿石英脉矿石中石英矿 

物 Rb—Sr等时线年龄为 164±3 Ma(95％可信度)。 

年龄测定结果与野外所观察到矿体之间与多期石 

英脉穿切矿体之间的关系的地质证据一致(图4)。 

从 830台阶 53线采样点的野外照片可以看出，层 

纹状黄铁矿体被辉钼矿石英脉所穿切，而辉钼矿石 

英脉又被黄铁矿石英脉所穿切，即大宝山钼钨多金 

属矿床成矿域在 162～168 Ma之间，该成果与前 

人[13，15]所获得的层状铜锌矿石和脉状辉钼矿一石英 

脉中的辉钼矿 Re—Os模式年龄为(164_+1 Ma)的结 

果完全一致。进一步证明本研究年龄测定结果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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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年代学证据表明大宝山层纹状铜锌矿体与矽 

卡岩型钼钨矿体是同期不同阶段的产物。 

综上所述，根据前人采 自大宝山矿区钻孔和地 

表的次英安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体锆石 u—Pb年 

龄(175 Ma)t ，以及金属硫化物黄铁矿、辉钼矿和 

共生脉石矿物石英的年龄证据，揭示大宝山矿区次 

。 Rb／ Sr 

图4大宝山830台阶53线多期石英脉穿切关系野外照片 

Fig．4 The photo of quartz veins wear and cut relationship 

at the 53 line，830 step，Baoshan mountain 

英安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均形成于燕山早期。二者 

是同期不同阶段岩浆侵入活动的产物；鉴于铜铅锌 

和钼钨矿床在形成时间和空间上与次英安斑岩和 

花岗闪长斑岩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据此表明铜铅 

锌矿床和钨钼矿床均形成于燕山早期 (162～168 

Ma)；其成矿作用主要与燕山早期岩浆活动有关。 

图3大宝山矿区不同类型矿石中矿物Rb—Sr等时线图 

Fig．3 Minerals Rb—Sr isochron plo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ore at 

Dabao mountain deposit 

a一层纹状黄铁矿石中黄铁矿；b一黄铁矿石英脉中石英矿物；c一辉钼矿 

石英脉中石英矿物 

4结论 

(1)本研究所获得大宝山钼钨多金属矿床层纹 

状黄铁矿石中黄铁矿、辉钼矿一石英脉和黄铁矿一石 

英脉矿石中石英的 Rb—Sr年龄为 168 162 Ma，表 

明大宝山层状铜铅锌矿体与矽卡岩型钼钨矿体属 

同期不同阶段的矿化产物。 

(2)大宝山矿区的成岩成矿时代均为燕山早 

期。铜铅锌矿床和钼钨矿床在形成时间和空间上与 

次英安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 

其成矿作用主要与区内燕山早期岩浆活动有关。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调 中心蔡锦辉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为本研究提供测年样品及野外采样地 

质资料，在此特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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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 汤吉方，刘家齐，傅太安，等．粤北大宝山及其外围地区多 

金属矿床成矿条件、构造控岩控矿规律及隐伏矿床预测．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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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0chr0n0l0gy Research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M 0一W  Polymetallic 

Deposit of Dabao Mountain in Northern Guangdong province 

DU Guo—Min，MEI Yu—Ping，CAI Hong，LUO Jun—Hua 

r uhan center of China Geological Survey,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precise dating measuring of the pyrite and quartz minerals in different types of 

Mo—W polymetallic deposits in Dabao mountain northern Guangdong province with Rb—Sr isochron method， 

the age of the pyrite in laminated ores is yielded 168~5Ma (95％reliability)，the age of quartz minerals in 

quartz—molybdenite veins is yielded 164~3 Ma (95％ reliability)，and the age of qua~z minerals in pyrite— 

c『uartz lodes is vielded 162~4 Ma f95％ reliability)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Pb—Zn ores 

and the Mo—W minerals of Dabao polymetallic deposit were formed at 1 68— 1 62 Ma．The results also agreed 

with form er studies that the pyrrhotite minerals formation time was between 1 65±1 Ma by Re—Os dating 

method．In consideration of the obviously coupled relationships of the formation time and space between the 

Cu—Pb—Zn and Mo—W minerals and the secondary dacite and granodiorite porphyry，it showed that the min— 

eralization of the deposit was related to the early magmatic activities of Yanshan movement in these areas． 

Keywords：quartz；pyrite；Rb——Sr dating；mineralization age；Dabao mountain Mo——W polymetallic de—— 

posits；norther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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