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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岭位于华南地区中部,是我国乃至全球最主要的钨锡金属成矿省.本文基于最近几年的高精度成岩成矿测年资料和地球动力学研究进展

出南岭地区大规模成矿作用出现于中晚侏罗世(165～150Ma),相应的构造背景是古太平洋板块向大陆俯冲,在大陆边缘弧后地区出现一系列

E向壳幔相互作用强烈的伸展带,这些伸展带与东西向古断裂的交汇部位是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中心区,NE向十杭带与南岭中脊部EW向古深大

断裂的交汇处形成湘南最大的钨锡矿集区.在中晚白垩世.古太平洋板块向NNE方向走滑,导致大陆岩石圈大面积伸展,相应大规模的火山活动

要出现在武夷山以东地区,但在包括南岭地区在内的华南地区广泛出现盆岭构造,NNE向的白垩纪红层-火山盆地与以花岗岩为代表的隆起相间

分布,在一些盆地可见130～90Ma侵位的、面积不大却广泛分布的花岗岩及其锡多金属矿化,构成华南地区大规模锡多金属矿化作用,但这次成

矿作用在南岭地区并不十分强烈.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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