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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五道岭组是黑龙江重要的与成矿关系密切的陆相火山岩地层 ，

长期以来对它的地质时代存在不同认识． 本文依据近几年新取

得的同位素测年数据 ，结合与五道岭组紧密伴生 的花岗岩类的时代研究 ，
以及对五道岭组火山岩类与伴生花岗岩类的地球化学特征

对比研究
，
提出五道岭组地层时代属于晚三叠世

一

早侏罗世的新认识 ． 论述了五道岭组火山岩类 、晚三叠世一早侏罗世花岗岩类和与

前二者关系密切的钼矿是在大体相同的地质时代依次相继形成 ． 较早的陆相火山喷发形成五道岭组火 山岩地层 ， 随后发生多阶段的

花 岗岩类侵人 ，
而钼矿在同源岩架演化到更晚阶段形成 ． 五道岭组火山 岩类和晚三叠世

一

早侏罗世花岗岩类具有相同的岩浆起源 ， 它

们分别是同源岩浆在不同演化阶段和不 同深度 的产物 ，
因而在时空关系 、岩石化学 、微量元素 、稀土配分和同位素组成等方面表现了

明显的
一

致性 ． 五道岭组地层与钼矿及花岗岩类的密切时空关系和成因联系可用于评价钼矿成矿远景区 ．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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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７ 年

以 酸性火 山岩为主的五道岭组地层主要分布于沉积地层 此后主要依照地质类比的原则 ， 省内多个

黑龙江省中部 （小兴安岭－张广才岭一带 ） （ 图 １ ） ，是黑地区特征相似的 中一酸性火 山岩地层被确定为上二叠

龙江省重要的含矿地层之
一

， 与钼矿的关系尤为密切 ．统五道岭组 ． １ ９７８ 年内部出 版的黑龙江省 １ ：１ ００ 万地

该地层从建立至今的 ５０ 年 中
， 地层时代几经变更 ，

从质 图说明书和 １９ ８ １ 年内部 出版的黑龙江省 １
：

５０ 万地

最初 的晚二叠世改定为晚二叠世
一

早三叠世和晚三质图说明 书均将五道岭组的地层时代确定 为晚二叠

叠世 ，
后来又改回晚二叠世并沿用至今 ． 然而五道岭世 ？ 按照当时的概念 ，

五道岭组的下部以 中性火山岩 占

组的地层时代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 近几年来在省内 主优势 （ 中性岩段 ）
，
五道岭组上部主要为酸性火山岩 （酸

要成矿区 （带 ）大范围开展的 １
： ５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性岩段 ） ？

中 ， 取得 了许多与五道岭组地层时代有关的新资料 ，１ ９８９ 年完成 、 １ ９９ ３ 年正式出版的 《黑龙江省区域

并且在五道岭组地层分布 区新发现了 大型和特大型地质志》
［ １ ］

对五道岭组地层的划分和时代归属做了 较

钼矿 ，
使该地层与成矿的关系及其时代归属引起关注 ．

大改变 ，
把原五道岭组地层解体 ，将原五道岭组下部的

本文在总结研究近几年 丨
： ５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资料中性岩段仍称之为五道岭组 ， 但时代改为晚二叠世

一

和其他矿产勘查及科研资料的基础 上 ，提 出关于五道 早三叠世 ； 将原五道岭组上部的酸性岩段划为凤山屯

岭组地层时代的新认识 ，并探讨该地层与成矿的特殊
组

， 时代为晚三叠世？ 由于原先的五道岭组酸性火山岩

絲分布范围很大 ， 中性火山岩分布范 围很小 ， 因此按照区
’ 、 ’




域地质志的重新划分 ， 原先的上二叠统五道岭组大部
ｌ

ｌ ２０
°

ｒ＾ｒ
＾

＇

｛

２ ６
°＾ ＾ ｜分改成 了上三叠统凤山屯组 ． 区域地质志划分的上二

，

叠统
一

下三叠统五道岭组岩性为 中性熔岩及其凝灰岩

夹少量沉积岩 ■ 上三叠统凤山屯组以酸性熔岩及其凝

／／／，以 二 ：

…灰岩为主夹少量沉积岩 ．

满洲

＾＾１ １ ９９７ 年出版的 《黑龙江省岩石地层 对五道岭组

＾＾地层的划分和时代归属做了再次变更 ，将《黑龙江省区

＾ｙｉ域地质志 》 划分的上二叠统
一下三叠统五道岭组与上

ｉｔ：／
］ｙ三叠统凤山屯组又合并在

一起 ，统归为五道岭组 ，时代
＆

哈 尔 ｙ 兴

１

凯 定为上二叠统 ． 这样 ，
经历 了反 复的变更过程 ，

五道岭
＾

Ｓ
＊＊ＭＸ刚３至撮撼＿描鉢議＿寸細立 ．

￣￣
￣ 近几年来广泛开展的 １

：５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取

得了许多新鲜资料 ，

？

发现被重新确定为晚二叠世的五

＾＾
Ｆ８

／／
４ ０Ｖ道岭组地层 ， 实际上与晚三叠世

一

早侏罗世花 岗岩类

华北 克拉通
°

￣￣＾
〇 ｋｍ

有密切的空间伴生关系 ， 并且在五道岭组中取得的同

图 １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图位素年龄与在晚三叠世
一

早侏罗世花岗岩体中取得的

Ｆ ｉ

ｇ
． １Ｔｅｃ ｔｏｎｉ ｃｍａ

ｐ
ｏｆｓｔｕｄ

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ｓｕ ｒｒｏｕｎ ｄｉ

ｎ
ｇ

ｒｅ
ｇ

ｉｏｎ ｓ同位素年龄具有相当 的
一

致性 ． 大量的新鲜资料要求
Ｆ １

—

塔源－营 口断 裂带 ； Ｆ２
—黑河－嫩 江断裂带 ；

Ｆ ３
－ 丹江断裂 带 ；

日

Ｆ４
—敦密断裂 ；

Ｆ５
—同江－ 当斯断裂带 ；

Ｆ６
—依兰－沂蒙断 裂带 ；

Ｆ７
—西

Ｋ 木伦
Ｖ
可－Ｋ＃－ 延吉断Ｓ带 ； ＦＳ

—

华北北缘断發带

２ 五道岭组及伴生的花 岗岩类的 同位素年龄和时代

１ 五道賴地ｍ鮮性雜賴獅帛
２ － １

＆ｕａ 、 ＆ ，
、五道岭组地层主要 由火山 岩组成 ， 其中未发现对

５：道岭Ｍ１ ９ ６３确定地质时代有鼓的生物化石 ？ 因此
，确定五道岭组

江省阿城市小岭镇附近 ，指不整合在有化石依据的下 的时代主要依据该地层与其他地层及侵入岩的相互关

二叠统地层 （玉泉组等 ）之上 ， 以酸性和中酸性火 山岩系 、岩性岩相对比和同位素测年等资料 ．

为主 ，夹 中性火 山岩及凝灰质粉砂岩的
一

套陆相火 山黑龙江省区域地质志 ［ １ ］编写过程中在五道岭组地

Ｏ郑广渊 ， 等 ．黑龙江省阿城县玉 泉－小岭地区地质矿产初步普查报告 ． １ ９６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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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五道岭组地层的同位素年龄

ＴａＵｅ ｌ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ａｇｅ ｏｆ ＷｎｄａｏＵ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岩石名称取样位置测定方法年龄／Ｍａ资料来源

流纹岩库尔滨水库北Ｋ－Ａ ｒ １ ６０ ． ２±２ ． ６克林
、
东克林幅 １

： ５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报告

流纹岩２ １ 号剖面Ｋ－Ａ ｒ １ ６５ ． ７± １霍吉 河林场 、

二龙 山林场
、
汤洪岭林场幅 １

： ５ 万 Ｋ域地质矿产调査报告

流纹岩守虎山 主峰钾校石 Ｋ－Ａ ｒ２ １ ８ ．４±２结烈河
、
青 山

、
北 沟幅 １

： ５ 万Ｋ域 地质矿产调査报告

流纹质凝灰熔岩守虎山 主峰钾长石 Ｋ－Ａ ｒ 丨 ９２ ． １ ± 丨
． ７结烈河 、

青 山 、北沟幅 １ ： ５ 万区域 地质矿产调査报告

流纹岩５ 号剖面 ＴＣ １ １ ５Ｋ－Ａｒ １ ７２ ． ４±２ ． ７五三零
、
寒月 林场幅 １

：５ 万Ｋ 域地质矿产调査报告

中酸性熔岩６ 号剖面 ＴＣ４０Ｋ－Ａ ｒ １ ８０ ． ２±３ ．４八林场
、
大 丰 幅 １

： ５ 万Ｋ域地质矿产调査检告

变安 山岩６ 号剖面 ＴＣ５０Ｋ－Ａ ｒ １ ７５ ． ２±３ ． ３八林场
、
大丰 幅 １

： ５ 万区 域地质矿产调査报告

英安岩铁力 市柳河林场Ｋ－Ａ ｒ２
１
８ ． ５文献 ［ １ ］

火山 岩伊春市小西林Ｋ－Ａ ｒ２ １ ２ ． ５文献 ［
１

］

火山 岩阿城市石发Ｒｂ－Ｓｒ２３ １文献 ［
１

］

层 中取 了 几个 同位素测年样 品 ， 其 Ｋ －Ａｒ 年龄为为华力西晚期 ，后来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被改为印支晚

２ １ ２． ５ 、 ２ １８ ．５ Ｍａ
， Ｒｂ－Ｓｒ年龄为 ２ ３ １Ｍａ（表 １ ） ． 两种方期 ． 近年开展的 １

：５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中 ，多数图幅

法测得的年龄值比较接近 ，
Ｋ －Ａｒ 法测得的年龄值偏将其定为晚三叠世一早侏罗世 ， 少数图幅将其定为晚

新 ． 上述年龄值属于中
一晚三叠世 ．三叠世 ． 在各个图幅的 １

：５ 万 区域地质矿产调查以及

近几年黑龙江省广泛开展的 １ ：

５ 万区域地质矿产
一些科研项 目 中取了较多的同位素测年样品 ， 年龄分

调查 ， 在多个 １ ：５ 万图 幅的五道岭组地层中取了 同位布范围为 １ ６５ ．
１ ￣２４４Ｍａ （表 ２ ） ． 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分

素测年样品 ． 在各个图幅中获取的五道岭组火山 岩的布在 １ ７５ ￣２ １０ Ｍａ
，
此范围之外只有少数几个样品 ． 上

Ｋ－Ａｒ 法同位素年龄为 １６ ０．２ ￣２ １ ８ ．
４ Ｍａ

，
反映的地质时述同位素年龄特征显示黑龙江省中部的花岗岩带主要

代为晚三叠世
一

中侏罗世 ． 年龄数据的分布情况未显形成于晚三叠世
一

早侏罗世

示较大的时代间断 ．对比表 １ 和表 ２ 所列的同位素辛龄数据 ， 五道岭

从现有的五道岭组年龄数据分析 ， 确定五道岭组组的 同位素年龄分布在 １ ６０．２￣２３ １Ｍａ 之间 ，花岗岩类

地层形成于晚三叠世
一

中侏罗世比较合理 ．的同位素年龄分布在 １６５ ． １
￣２４４ Ｍａ之间 ，

显示五道岭

２． ２ 与五道岭组地层伴生的侵入岩年龄组地层与花岗岩类的同位素年龄具有明显的可比性．

黑龙江省中部主要为规模宏大的呈南北 向展布的需要指出的是 ，五道岭组的同位素年龄基本是 Ｋ－

花岗岩带所占据 ． 岩楽侵入活动大致分为 ３ 次
：
第一次Ａｒ法年龄 ，

而花岗岩类的同位素年龄主要是 Ｕ－Ｐｂ法

侵人形成二长花岗岩类 ，多呈岩株状 ，常具有似斑状结年龄 ？

一

般来说 ，
Ｋ－Ａｒ法年龄有可能偏新

一

些 ． 如果只

构
，与围岩侵人关系明显 ；

第二次侵人形成正长花岗岩对比二者的 Ｋ－Ａｒ 法年龄数据 ，
则五道岭组的 Ｋ－Ａｒ法

类
，多呈岩基状 ，

常具有中粗粒结构 ；
第三次侵入形成同位素年龄分布在 １ ６０． ２￣２ １ ８ ．４ Ｍａ 之间

，花岗岩类的

碱长花岗岩及减性花岗岩类 ，岩体规模较小 ，受断裂控Ｋ－Ａｒ法 同位素年龄分布在 １６５ ． １
￣２〇７Ｍａ 之间 ，

二者

制 明显 ．的 同位素年龄也基本
一

致 ． 可见 ，不同的对比方法均显

五道岭组被上述以二长花岗岩和碱长花岗岩为主示五道岭组地层与伴生的花岗岩类的同位素年龄大体

的花岗岩类所侵人 ． 由于花岗岩类分布范围很大 ，
五道相同 ？

岭组分布范围相对很小 ，所以从空间上看 ，
五道岭组地２ ． ３ 五道岭组地层时代讨论

层呈孤岛状散布在花岗岩类的
“

汪洋大海
”

中 （ 图 ２ ） ．广泛出露黑龙江省中部的下二叠统玉泉组和土门

由于花岗岩类侵入五道岭组 ， 因此花 岗岩类的地岭组地层时代的确定都有可靠的生物化石依据 ？ 区调

质时代对于确定五道岭组的地质时代有重要意义 ． 然资料显示 ， 五道岭组不整合覆盖在玉泉组和土门岭组

而这套花岗 岩类的地质时代在过去几十年中 几经变地层之上 ． 这种关系表明 ，五道岭组地层形成于早二叠

化 ． 较早时期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这套花 岗岩类被确定世之后 ．



２８


地质 与 资源


２０ １ ７ 年

２ ７

＾

＊ １

．

０ ０


—


＾
１ 

—

晚三叠世－早诛罗世花岗岩类 （ Ｌａ ｔｅＴｒ ｉａｓ ｓ ｉ
ｃ－Ｅａ ｒｌ

ｙ 
Ｊｕ

ｒａｓｓｉ
ｃ
ｇ

ｒ ａｎ
ｉ ｔ
ｏ

ｉ
ｄ ）

；

ｖ


＜^ ＾ｇ＞２

—五道岭组 （Ｗｕｄａｏｌ
ｉｎｇ

ｆｍ ．

）
；
３
—其他地层和侵人岩 （ ｏ ｔ

ｈｅ ｒ 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ｎ ｓ

ｇ
＾＾ａ ｎｄ 

ｉｎｔｒｕ ｓ ｉｖｅ ｒｏｃ ｋｓ ）
；

４
—钥矿床 （

Ｍｏ ｄｅ
ｐ
ｏｓ ｉｔ ）

；

５
—钥矿点 （

Ｍｏ ｏｃ ｃｕ ｒｒｅｎｃ ｅ ）

％＾％，五道岭组地层零散分布在主要 由二长花岗岩 、碱

＾Ｊ长花岗岩等组成的南北 向花岗岩帯 中 ，
并被花岗岩类

侵入 ． 大量同位素测年资料显示 ， 花岗岩类形成于晚三

ａ＾叠世一早侏罗世 ， 据此认为五道岭组地层的形成不会

泛 晚于早侏罗龍
＾＾

０

＾＾
］

．
＇

：
？

在五道岭组地层 中获取的同位素年龄数据与伴生

ｎ
＾＾醜胃岩类 白勺離鮮纖据鉢 舰￡麟

ａ

０
＊麵层雖生 白勺棚岩类形舒Ｘ体相隨也刷寸 ｆｔ

？ ｓ
＾

．

：

＞


ｅ
－

以上分析表明 ， 五道岭组地层与伴生的二长花 岗

． ＾＾＼

°０ ■

岩 、 碱长花 岗岩等花岗岩类均形成于晚三叠世
一早侏

，

４
，罗世． 由于花岗岩类侵人五道岭组 ，

因此可 以认为五道

岭组地层形成稍早 ，随后发生花岗岩类侵人． 火 山岩沉

。觀 处Ｓ
；

：

） ｙ^ｆ
＇

．

ｊ积与随后的花岗岩类侵人相隔时间较短 ，
表现为五道

７

〈人 ｉｊ岭组願城胃岩类麵立鮮餘没概細魏
４７

°

ａ
， Ｃ＾
Ｕ （＾

３ 五道岭组地层与钼矿成矿的关 系

ｅＪ
＿

汤 原县 ３ ． １ 时间关 系

〇ｍｉ
°

目前黑龙江省中部地区钼矿床中辉钼矿等矿石矿

＾＾ｒ＾Ｖ
＇

Ｊ物的同位素测年数据很少 ， 在多数情况下还是依据成
＇

ｊ 。
丨
衣 芒 县矿岩

■

体的 同位素泖Ｉ年数据间接推断成Ｃ年 据 ８

个钼矿区的 同位素测年资料 ， 钼矿区内含矿的花岗岩

。 巴彦 县
＾

〇类与周围区域不含矿的花岗岩类具有
一致性 ，

也存在差

＾
ｏ

ｉｆｆｉＭ ｆｔ

乃异 ． 周围区域不含矿的花岗岩类存在较多大于 ２０７Ｍａ

￣． 。 宾 Ｊｉ
．的年龄数据 ， 总的同位素年龄显示为晚三叠世

一早侏

＾
。
０罗世 ；

而 ８ 个钥矿区花 岗岩类成矿岩体的同位素年龄
°

Ｗ？ ｒＴ
／＾＾为 １ ７５ ．８ ￣２０ １ ． １Ｍａ （表 ２ ）

，
显示为早侏罗世 ． 上述特征

＾＾
＾Ｖ ：Ｖ

６

显示 ， 在黑龙江省中部晚三叠世
一早侏罗世花岗岩带

＃ａ？：

（中 ，
与钼矿关系密切 的花岗岩体基本形成于早侏罗世 ，

４ ５

＊／＾
ｃ／

０ ０

／相应地钼矿成矿时代也为早侏罗世．

＃ａｗ／上述推论得到鹿鸣钼矿区成矿年龄资料的支持 ．

ｓ＾谭红艳等
［

１４
］ 采用锆石 Ｕ－Ｐｂ 对鹿鸣钼矿区含矿的二长

＾花 岗岩测年获得成岩年龄为 （ １ ８７ ．２ ± １ ．２ ）Ｍａ． 通过对

ａＣ ；
＇

Ｊ辉钼矿样品的 Ｒｅ
－Ｏ ｓ 法 同位素分析 ， 获得等值线年龄

３
］

．

ｙ
〇

为 （ １ ７ ７ ．４± ３ ． ５ ） Ｍａ ． 加权平均年龄为 （ １ ７８ ． ０８ ±０ ．７ ９ ） Ｍ ａ ．

＾＾两种方法获得的年龄大致相近 ．

ｆｌｆｙ史鹏会等
［

１ ８
］ 对含矿的石英斑岩样品进行单颗粒

？

！：

， ｋｍ９锆石分选 ，
选取岩浆成因特征明显的锆石进行年龄测

＾
１ ；


１定 ． 根据实验结果 ，将具有不同特征的锆石主要划分为

：

１ＲＳｄ
２Ｉ

Ｉ

３ Ｉ
＊
 Ｉ

４ １？Ｉ

５２ 组 ． 第一组为 主体 ，

１ ４ 个单颗粒错石加权年龄为

图 ２ 黑龙江省 中部五道岭组地层及花岗岩类（ １ ９３ ．６ ± １ ． １ ）Ｍａ
，
认为其代表石英斑岩的结晶年龄 ． 第

与钼矿的空间关系二组有 ５ 个单颗粒锆石 ， 获得其加权年龄为 （ １ ８６． ２ ±

２ ）Ｍ ａ ， 认为鮮龄代表成矿年龄． 该年龄与鹿鸣钼矿



第 １ 期


赵忠海等 ： 黑龙江五道岭组地层时代划分及其与钼矿的关系


２９

表 ２ 黑龙江省中部晚三叠世
一早株罗世花 岗岩类的 同位素年龄

ＴａＵｅ ２Ｉｓｏｔｏ衫ｃａｇｅｓ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 ｉｃ
－Ｅａｒｌｙ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ｅＵｏｎｇＪ

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取样地点测试对象测试方法年龄／Ｍａ资料来 源

Ｋ －Ａｒ２０ ３ ．５士 １ ． ８

老新兴
、
反修 、高 岗 山 幅 １

： ５ 万 区域 地质矿产 调
逊克县老新兴八道桥北碱长花岗 岩Ｋ －Ａｒ１ ７ １ ． １± １ ．６

査报告
Ｋ －Ａｒ１ ６５ ．

１ 土 １
．５

正长花岗 岩锆石 Ｕ－Ｐｂ１ ７４± ３

逊克县东克林西 ２０ ｋｍ，＿＿克林
、
东 克林幅 １

： ５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査报告
二长花岗 岩锆石 Ｕ－Ｐｂ １ ８３± ２

逊克县汤杯林场北 １ ２ ｋｍ二长花岗 岩锆石 Ｕ
－

Ｐ ｂ １ ７８± ２霍吉河 、
二龙 山汤洪岭幅 １

：５ 万区域地 质矿产调

逊克县阳 光林场东北正长花岗 岩锆石 Ｕ－Ｐｂ １ ８４± ３査报告

伊春市峻岭林场北西二长花岗 岩锆石 Ｕ－Ｐｂ２０ １
±２

乌伊岭 、峻岭幅 １
： ５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査报告

伊春市峻岭林场西正长花岗 岩错石 Ｕ
－

Ｐｂ２３ ５ ． ３±０ ．７

伊春市东升林场北正长花岗 岩锆石 Ｕ－Ｐｂ２ １ ６ ． ２±０ ．４

伊春市上 游林场东南二长花 岗 岩锆石 Ｕ－Ｐｂ２０ １ ． ５± ２ ．９

美丰 、 移山 林场幅 １
： ５ 万 区域地质矿产 调査报

伊春市林海林场西山二长花 岗 岩＾ Ｕ
－Ｐｂ２００．９±２ ．２

告
伊春市移 山林场南正长花 岗 岩锆石 Ｕ－Ｐｂ １ ８９ ． ８±２ ．３

°

伊春市晨光村东南碱 长花 岗 岩锆石 Ｕ－Ｐｂ２０７±３ ． １石林林 场 、 汤旺河幅 １
： ５ 万 区域 地质矿产调査

伊 春市 营木新村北碱长花 岗岩 中辉钼矿Ｒｅ
－〇ｓ２２０报告

伊春市长青河上游山石英二长岩Ｋ－Ａｒ １７０． ２± １ ． ６

长青营林 所 、
五营区幅 １

： ５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
伊 春市五营西二长花 岗岩Ｋ－Ａｒ １ ８０．６± １ ． ７

查报告
伊 春市卫 国林场北花 岗闪长岩Ｋ－Ａｒ １ ６５ ．２± １

． ６

曰

碱长花 岗岩浩石 Ｕ－ Ｐｂ２ １ ３±４红星 区 、 汤南林 场幅 １
： ５ 万 区域 地质矿产调査

伊春市红星镇北清水河
含角闪石二 长花 岗岩Ｋ－Ａｒ２４７ ． ７±２ ． ３报告

伊春市寒月 林场北似斑状二长花岗 岩锆 石 Ｕ－ Ｐｂ１ ９５土２

打猪沟上齡 二絲關触 Ｕ－Ｐｂ， ７５± ３＝
零

、
寒賊糖 Ｗ 万区域地质 矿产调査

报告
伊舂市西沟西山花岗 闪 长岩锆石 Ｕ－Ｐｂ１ ８０±２

伊春市大西林林 场二长花岗 岩锆石 Ｕ－Ｐ ｂ２００± ２

伊春市金山 屯东似斑状二长花岗 岩锆石 Ｕ－Ｐｂ２０７土 ２

伊春市小西林红旗坑 口 北似斑状二长花岗 岩锆石 Ｕ－Ｐｂ １ ９７± １
八林场 、大丰幅 １

： ５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査报告

伊春市小西林红旗坑 口 北花岗 闪 长岩Ｋ－Ａｒ １ ９０ ．９± １
．７

伊春市南岔大磊林场东北花岗 闪 长岩Ｋ－Ａｒ １ ８３ ．６± １ ． ８

粗粒 二长花岗 岩Ｒｂ －Ｓｒ１９９土１ ２ ．９

伊春市前进地 Ｋ文献 ［
７

］

粗粒二长花岗 岩Ｋ－Ａ ｒ２０７±１

伊 春市小西林黑云母二 长花岗岩Ｋ－Ａｒ １ ９５ ． ３
？

１９５沈 阳地质矿产研究所 ．黑 龙江小兴安岭 －张广才

伊春市前进东山黑云母 二长花 岗岩锆石 Ｕ －Ｐｂ２０９±４岭成矿带铅锌多金属成矿规律研究

庆安 县西北河北正长花 岗岩锆石 Ｕ－ Ｐｂ１ ７５ ．２±０ ． ２

铁力市二股营林所东北二 长花岗 岩锆石 Ｕ －Ｐｂ
１ ８Ｚ０±０ ．４二股经 营所 、 丰林林场 幅 １

： ５ 万区域地质矿 产

铁力市清溪沟
（
平安东

）二长花岗 岩锆石 Ｕ －

Ｐｂ １ ９９ ． ４±０．６调査报告

伊春市朝 阳林场西北二长花 岗岩锆石 Ｕ
－Ｐｂ２２５ ． ０±０．４

伊春市十五公里北黑 云母二长花 岗岩锆石 Ｕ －

Ｐｂ２４４士２

伊春市新曙光南黑 云母二长花 岗岩锆石 Ｕ－ Ｐｂ １ ９５±３十五公 里 、
双合幅 １

： ５ 万 区域地质矿产调査 报

伊春市新曙光南细粒正长花 岗岩锆石 Ｕ
－

Ｐｂ２２３ ．４±３ ． ２告

伊春市东风站西北中细粒花 岗闪长岩锆石 Ｕ－Ｐｂ １ ８２± １

黑 云 母 二 长 岩锆 石 Ｕ －Ｐｂ
１ ７３±３

Ｄ山
＾＾ ．土

黑云母二长花岗 岩错石
＇

Ｕ－Ｐｂ１ ７６ 土 １

孙吴县西閃 子－天龙山 －幸福林场＆文献 ［ ８ ］

黑云母正长花岗 岩锆石 Ｕ－Ｐｂ１ ８３±２

黑云母正长花岗 岩锆石 Ｕ－Ｐ ｂ
１
８５ ±２

黑云母二长花岗 岩锆石 Ｕ－Ｐｂ１ ９２ ． ８±２ ． ５

ｉ献 「 ９ １

二长花岗 岩锆石 Ｕ
－

Ｐｂ１ ９４ ． １ ± １ ． ６

逊 克县翠宏山 钨钼铁 多金属矿区
二长 花岗岩锆石 Ｕ

－

Ｐ ｂ１９９ ．０± ３ ．

１文献 １ ０



３０


地 质与 资 源


２０ １ ７ 年

表 ２
（
续

）
！ＵＵｅ ２ （ＧｏｎｔｉＤｉｉｅｄ）

取样地 点测试对象测试方法年龄 ／Ｍａ资料来 源

二长花 岗岩Ｋ－Ａ ｒ１ ９８黑龙江地质 〒队
（

１９８４
）

黑 云母二长花 岗岩锆石 Ｕ－Ｐｂ１ ８４ ． ９±０．９文献 ［ １ １
］

逊克县霍吉河钼矿区
黑 云母二长花 岗岩锆石 Ｕ －Ｐｂ１ ８６± １ ．７文献 ［

１ ２
］

黑 云母二长花 岗岩锆石 Ｕ－Ｐｂ１ ７６±４沈阳 地质矿产研究所
（
２００６

）

二长花 岗岩锆石 Ｕ－Ｐｂ２０ １ ． １ 土３ ． ９

二长花 岗岩锆石 Ｕ－Ｐｂ１７ ６．２±４ ． ３文献
［
１ ３

］

二长花 岗岩拮石 Ｕ－Ｐｂ１８２ ．３±４ ．０

铁力市鹿鸣钼矿 区
二长花 岗岩锆石 Ｕ －Ｐｂ１７６±２ ．２文献 ［ ９ ］

二长花 岗岩锆石 Ｕ －

Ｐｂ１ ８ ７ ． ２± １
． ２文献 ［ １４ Ｊ

二长花 岗岩锆石 Ｕ －Ｐｂ１９ ５ ．４± １ ．４

文献
［

１ ５
］

二长花 岗岩锆石 Ｕ －Ｐｂ１９７ ．６± １ ． ３

伊春市翠玲钼矿区黑云角闪石英二长岩锆石 Ｕ －Ｐｂ１ ７８±０． ７文献
［

１
２

］

１ ９ ２ ３±４６

铁力市二股西山铁钨钼多金属矿 区二长花岗 岩锆石 Ｕ －ＰｂＺ
＇

〇
＇

Ａ

１７５ ． ８± ３ ．４沈阳 地质矿产研究所
（
２００６

）

铁力市二股东山 铁钼多金属矿区正长花 岗岩锆石 Ｕ －Ｐｂ
１７９ ．３±４ ．６

阿城市秋皮沟钼矿区械长花 岗岩锆石 Ｕ －

Ｐｂ１８４ ． １± ２ ． ２文献 ［ １ ６
］

碱长花 岗岩Ｋ－Ａｒ１ ８０ ．９文献
［

１ ７
］

阿城市五道岭钼矿Ｋ■花 岗岩错石 Ｕ －Ｐｂ
１９３ ．９± １

． ３

文献



石英斑岩


错石 Ｕ －

Ｐｂ



１９３ ．６± １
．

１



区的辉钼矿Ｒｅ
－Ｏｓ 法同位素年龄比较接近 ， 均反映了二叠统土门岭组 （主要由炭质细碎屑岩及碳酸盐岩组

钼矿成矿时代为早侏罗世 ．成 ）及下奥陶统小金沟组 （浅变质砂岩 、碳酸盐岩夹中

五道岭组 、 花岗岩类和钼矿的同位素测年资料及 酸性熔岩 ）
． 上述特征显示 ，铅 、锌 、铜 、金等矿产与铅山

三者的空间关系表明 ， 它们形成于大体相近的地质时组 、土门岭组 、小金沟组等具有矿源层意义的地层关系

代 ． 五道岭组以酸性火山岩为主的地层和与其伴生的密切
，而钼矿只与五道岭组地层关系密切．

花岗岩类形成于晚三叠世
一

早侏罗世 ， 钼矿形成时间表 ３ 黑龙江省中部结矿床与地层的关系统计表

略晚 ，形成于早株罗世．Ｔａｂｌｅ ３Ｒｄａｔｉｏｎｓｈ＾ｉ ｂｒｔｗｅｅｎｍｃｄｙｂｄｅｉｎｉｍ ｄｅｐＱｓｉｔｅ ａｉ ｉｄ

３ ．２空间关系ｓｔｒａｔａ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ｄｋｍｇｊ
ｉａｉｉ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黑龙江省的钼矿除了奥陶纪形成的多宝山和铜 山矿产地名称钼矿纖 矿ｇ醜 主要地层

斑岩型铜钼矿床外 ，
其他钼矿床形成于早侏罗世 ，

主要孙吴县正阳 山 钼矿点￥１
^

分布在黑龙江省 中部 （小兴安岭－张广才岭成矿带 ） ？２孙吴县清溪钼矿床ｓ道岭ｍ

五道岭组地层与成矿的关系比较特殊 ， 黑龙江省中部
３逊克县茅宝沟钼矿床小型五道岭组

发育铅 、锌 、铜 、铁 、钼 、错 、锡 、金 、银等多种金属矿产 ，

；

但与五道岭组地层有关的矿产主要是钥矿 ． 五道岭组６伊春市密林钥矿点矿点五道岭组

地层与钼矿的密切关系表现在 以下方面 ．７伊春市翠玲钼矿床小型五道岭组

（ １ ）在各个钼矿区或矿区外围 ，
几乎都有五道岭组８铁力市鹿鸣钼矿床特大型五道岭组

地层出露 ，
显示该地层与钼矿有密切空间关系 （表 ３ ） ．

９ 庆安县徐老九沟销钼多金属矿床 小型 铅山 组 、
五道岭组

除表 ３ 所列之外 ， 在黑龙江省 中部近年开展的 １ ： ５ 万１０ 铁力市二股西山 铁酬多金属矿床 小型 铅山 组 、五道岭组

区域地质矿产调查中新发现的许多钼矿 （化 ）也都赋存
１ １ 铁力市二股东山 铁钼多金属矿床 小型 铅山 组 、

五道岭组

７

、、１
３宾县弓 棚子铜锌钨钼矿床小型 土 门岭组 、

五道岭组

（ ２ ）研允发现 ，对于单
一

矿种的钼矿 ， 矿区附近主１４阿城市五道岭钼矿床中型五道岭组

要出露由酸性火山岩组成的五道岭组 ． 对于钼与铅 、 １ ５阿城市二道岭钼矿床小型五道岭组

梓 、铜 、金等共生的矿床 ，矿区附近除五道岭组之外 ，还１
６阿城市苏家围子铁钼锌矿床小型 土 门岭组 、

五道岭组

出露下寒武统铅山组 （主要由镁质碳酸盐岩组成 ） 、下１ ７ｒ ．^



第 １ 期


赵 忠海等 ： 黑龙江五道岭组地层 时代划分及其与钼矿的关系


３ １

（ ３ ） １ ：５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中开展的水系沉积物矿赋存在五道岭组地层附近的花岗岩类岩体中 ，
可以

化探测量圈出的 以钼为主的化探异常与五道岭组地层霍吉河钼矿床为代表． 霍吉河矿区东部出 露上二叠统

有密切空 间关 系 ． 上述特征在结列河 、青 山
、北沟等五道岭组酸性为主的火山岩 ， 早侏罗世碱长花 岗岩出

１ ： ５ 万图幅中十分明显 ．露于矿区西南部 （ 图 ４ ） ． 沿五道岭组与碱长花岗岩接

（
４ ）矿区内钼矿与五道岭组地层的空 间关系大致触带侵位的早侏罗世斑状花岗闪长岩分布在矿区的中

有两种情况． 第
一

种情况是钼矿赋存在五道岭组地层部 ． 在斑状花岗闪长岩中见细粒二长花 岗岩呈爆破角

与花岗岩类侵入体的接触带部位 ，
地层本身赋矿 ？ 此种砾岩筒状出露 ． 钼矿体围绕由二长花岗岩组成的爆破

情况很少 ，
只见于五道岭钼矿床 ？ 五道岭钼矿区南部 出角砾岩筒呈环带状赋存在斑状花岗闪长岩中 ． 在霍吉

露五道岭组酸性火山 （碎屑 ）岩［
１ ９

］

，
北部为岩株状早侏河钼矿区内与成矿有关的花岗闪长岩和二长花岗岩密

罗世碱长花岗岩 （ 图 ３ ） ． 黄铁矿化石英斑岩呈不规则切共生 ，呈渐变过渡 ，
是同源岩浆的不同演化阶段的产

透镜体状沿碱长花岗岩与五道岭组火山岩的接触带侵物 ，其中二长花 岗岩的 Ｕ－Ｐｂ 法 同位素年龄为 （
１ ８４ ．９ ±

位 ？ 在黄铁矿化石英斑岩中 以及黄铁矿化石英斑岩与０ ．９ ）Ｍ ａ
ｌ ｕ ］ 和 （

丨 ８６ ± １ ． ７ ）花 岗闪长岩 Ｕ －Ｐｂ 法 同

五道岭组火山岩和碱长花岗岩的接触带发育夕卡岩 ，位素年龄为 （
１ ９０ ．３ ±２ ．４ ）

Ｍａ
ｗ

，霍吉河钼矿床辉钼矿

钼 、铁 、硫矿体主要赋存在夕 卡岩中 ． 此外黄铁矿化石Ｒｅ
－Ｏ ｓ模式年龄分别为 （ １ ８０ ．７±２ ．５ ）Ｍ ａ 和 （ １ ８ １

．３±２ ．６ ）

英斑岩也含矿 ？ 矿区 内早侏罗世碱长花 岗 岩的 Ｕ
－ＰｂＭ ａ

？
，
反映该矿床成岩及成矿时代均为早侏罗世．

法 同位素年龄为 （
１９ ３ ．９ ± １ ． ３ ）Ｍ ａ

， 黄铁矿化石英斑岩３ ． ３ 五道岭组地层与花岗岩类和钼矿的成 因联 系

的 Ｕ
－Ｐｂ 法 同位素年龄为 （ １ ９ ３ ．６ ± １

．
１

）Ｍ ａ
％

． 成矿时代五道岭组地层 、 花岗岩类和钼矿三者之间密切的

为早侏罗世．空间关系 和同位素年龄的
一

致性 ，
显示它们之间可能

第二种情况 比较普遍 ，
五道岭组不是赋矿地层 ， 钼存在成 因联系 ．

＋＋＋＋＋＋０ １ ０ ０２ ００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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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五道岭夕卡岩型钼矿床地质简图

（ 据文献 ［
１ ８ ］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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