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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湘南西部地区在构造位置上处于扬子地块与华夏

地块的对接带附近，亦正好位于华南EW向的南岭

成矿带与NE向的钦杭成矿带的叠合部位，因而成矿

作用较为复杂，不但形成了一系列南岭成矿带主导

的W-Sn多金属矿床，而且发育与钦杭成矿带深源物

质有关的一套Cu多金属矿化，显示了该区两类具有

不同成矿专属性的金属元素复合成矿作用的特点。

因而精确厘定两套成岩成矿作用时限是理解该区

多金属复合成矿作用的关键。 
铜山岭地区位于湘南有色金属矿集区的西部，

区内不仅发育一套与花岗闪长质小岩体有关的矽

卡岩型 Cu-Mo-Pb-Zn-Ag 多金属矿床，而且在该区

祥林铺花岗岩体外接触带新近发现了具有超大型

规模的魏家矽卡岩型白钨矿床（333+334 钨资源量

达 26 万吨），充分体现了湘南西部多金属复合成矿

作用的特点。为进一步明确该区以 W 为主和以

Cu-Pb-Zn 为主的两套矿床的成岩成矿关系，我们在

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与该区新近发现的魏家超大

型钨多金属矿床具有密切时、空及成因联系的祥林

铺 花 岗 岩 及 花 岗 斑 岩 脉 开 展 了 高 精 度 的

LA-(MC)-ICP-MS 锆石 U-Pb 测年。 

1 分析测试方法与结果 

此次分析的两件锆石分别选自魏家钨矿区祥

林铺岩体黑云母花岗岩（XLP-1）和花岗斑岩

（XLP-2），用于 U-Pb 测年的锆石颗粒主要呈柱状，

发育明显的震荡环带，具有岩浆锆石的典型特征。

分析测试工作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LA-MC-ICP-MS实验室采用德国Finnigan公司生产

的 Neptune型 MC-ICP-MS及与之配套的 New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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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213nm 激光剥蚀系统，详细分析流程见侯可军等

（2009）。对矿区黑云母花岗岩（XLP-1）进行的

15 个有效测点中，有 10 个测点 206Pb/238U 年龄集中

于 156.4 ~ 160.3 Ma 之间，加权平均值为 157.8±0.9 
Ma（图略），而另外 5 个有效测点 206Pb/238U 年龄集

中于 438.0 ~ 430.7 Ma 之间，加权平均值为

435.0±3.1 Ma（图略），指示矿区内黑云母花岗岩的

侵位时代约为 158 Ma，并捕获有加里东期的岩浆锆

石（435 Ma）。而对矿区花岗斑岩（XLP-2）进行的

10 个有效测点的 206Pb/238U 年龄集中于 156.6 ~ 
161.5 Ma，加权平均值为 158.3±1.4 Ma（图略）。本

次锆石测年结果表明，矿区内黑云母花岗岩与花岗

斑岩属于同一岩浆演化的产物，整个矿区内花岗岩

浆活动与钨多金属成矿作用时限约为 158 Ma；另

外，加里东期的岩浆锆石记录了该区发生过加里东

期的岩浆事件，这与华南地区广泛存在加里东期构

造运动的地质事实相吻合。 

2 讨论 

通过与区域上的对比研究显示，该区花岗岩浆

活动及相关的钨多金属成矿时限与整个南岭地区

大规模花岗岩浆活动及爆发式钨锡成矿时限

（160-150 Ma，Peng et al.， 2006; Yuan et al.， 2007， 
2008， 2011; 袁顺达等，2012a， b; 刘晓菲等，

2012）一致。而我们最近获得铜山岭岩体有关的玉

龙矽卡岩型钼矿床的Re-Os年龄为 162.2±1.6Ma（袁

顺达，2013），与铜山岭矽卡岩型 Cu-Pb-Zn-Ag 矿

床有关的花岗闪长岩的锆石 LA-ICP-MS U-Pb 年龄

为 159.7±0.8Ma，与庵堂岭矽卡岩型 Pb-Zn 矿床有

关的两件花岗闪长岩的锆石 U-Pb 年龄分别为

160.5±0.9Ma 和 160.7±0.5Ma（袁顺达，未发表数

据），指示铜山岭地区铜多金属成矿作用与钨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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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成矿作用在时间上近于同时或铜多金属成矿作

用略早于钨多金属成矿作用。同样地，同处于湘南

西部的坪宝地区出现的黄沙坪矿床与宝山矿床在

空间上极为接近，黄沙坪的成矿成矿作用时限主要

集中在 161~152Ma（姚军明等，2005，2007；原垭

斌等，2013），而宝山矿床的成岩成矿时限为

161~160Ma（路远发等，2006）。在成矿类型上，黄

沙坪矿床以 Pb-Zn 为主，最近在矿区深部发现有大

型规模的矽卡岩型白钨矿化，而宝山矿床则以

Cu-Mo-Pb-Zn 为主。另外，同处于钦杭带内的水口

山 Pb-Zn 矿有关的花岗闪长岩锆石 SHRIMP U-Pb
年龄为 163±2Ma（马丽艳等，2006），表明钦杭成

矿带中段中生代 Cu 多金属成岩成矿作用主要集中

于 163~160Ma。 
按照成矿区带的划分，湘南西部的铜山岭-黄沙

坪-宝山地区同属于南岭EW向成矿带西段及NE向

钦杭成矿带的中段，高精度的成岩成矿年龄数据显

示，该区铜多金属矿床的成岩成矿时限主要集中于

163~160Ma，而钨多金属矿床的成岩成矿作用主要

集中于 161~152Ma。从岩石类型上，该区与铜多金

属成矿有关的花岗质岩石主要为一套深源的中酸

性花岗闪长岩小岩体有关，如铜山岭矽卡岩型

Cu-Mo-Pb-Zn 矿、庵堂岭矽卡岩型 Pb-Zn 矿、玉龙

矽卡岩型 Mo 矿、宝山矽卡岩型 Cu-Mo-Pb-Zn-Ag
矿等，而与钨多金属成矿有关的花岗质岩石主要为

一套浅源花岗岩及其浅成相有关，如魏家矽卡岩型

白钨矿床、黄沙坪矽卡岩白钨矿床及脉状 Pb-Zn 矿

等。因此，我们认为该区中晚侏罗世复杂的多金属

成矿是两次成岩成矿作用相继叠加的结果，早期深

源的花岗闪长质岩浆沿着钦杭古板块边界深断裂

带上侵，在岩体与古生界海相碳酸盐岩接触部位发

育一套矽卡岩及脉状 Cu-Mo-Pb-Zn 矿床及矿化点，

如铜山岭、玉龙、庵堂岭及宝山等矿床，与此同时，

由于这套深源岩浆在上升过程中可能受该区高成

熟度地壳物质的影响，导致一些 Cu-Mo-Pb-Zn 多金

属矿床内出现了少量 W 矿化，如铜山岭岩体发育

大湖潮 Cu-W 矿化，宝山矿床内部亦有少量 W 矿化

出现；而紧接着发生的浅源花岗质岩浆活动则形成

了一套矽卡岩型钨多金属矿床，如祥林铺-魏家矽卡

岩型钨多金属矿床，黄沙坪矽卡岩-脉型 W-Pb-Zn
矿床等，但由于岩浆在上升过程中可能受到先期侵

位的深源岩浆的影响，在这套 W-Pb-Zn 矿床中时常

伴有少量的 Cu 矿化，如黄沙坪矿床、野鸡尾矿床

等。尽管该区复杂的多金属成矿可以归因于两套成

岩成矿体系叠加的结果，但就两套成岩成矿体系各

自的源区特征、深部动力学背景、岩浆演化与成矿

以及相互影响程度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3 结论 

湘南祥林铺岩体黑云母花岗岩和花岗斑岩的

锆石 LA-ICP-MS U-Pb 年龄分别为 157.8±0.9Ma 和

158.3±1.4 Ma，表明二者为同一岩浆演化的产物，

指示该区花岗岩浆活动及钨多金属矿化主要发生

于晚侏罗世，这与整个南岭地区大规模 W-Sn 多金

属成岩成矿时限（160~150Ma）一致； 
祥林铺黑云母花岗岩捕获有加里东期岩浆锆

石（435Ma），指示该区发生过加里东期的岩浆事件，

这与华南地区广泛存在加里东期构造运动及相关

的岩浆活动的地质事实相吻合； 
湘南西部地区同时处于 NE 向的钦杭成矿带与

EW 向南岭成矿带的叠合部位，相对应的两套成岩

成矿体系造就了该区中晚侏罗世复杂的 W、Cu 多

金属成矿作用，早期发育深源花岗闪长质小岩体及

相对应的一套矽卡岩型 Cu-Mo-Pb-Zn 多金属成矿

作用，紧接着发生的浅源花岗质岩浆活动则形成了

一套矽卡岩型钨多金属矿床，但受基底及深源物质

的影响，这两套成矿体系间的矿化元素存在不同程

度的叠置。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

41173052)、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973 项目 (编号 
2012CB416704)、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业务

费专项资金(K1204)及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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