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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南栾川南泥湖钼矿因规模大、品位高、易采选而闻名世界 ,是我国乃至世界主要钼的产地之一。近几

年 ,通过国土资源大调查 ,在其外围首次发现了矽卡岩型铅锌矿 ,该类铅锌矿床产于矽卡岩中 ,呈层状 ,明显受

中、晚元古界大理岩地层控制 ,其成因与燕山期的中酸性小岩体有关 ,具有分布面积广 ,厚度大等特点 ,找矿前景

良好 ,是进一步找矿的重要方向和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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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栾川南泥湖钼 (钨) 矿发现于上世纪

60 ～ 70 年代 ,探明钼储量上百万吨 ,居世界第

六 ,亚洲第一 ,是我国乃至世界钼 (钨) 主要产地

之一。矿床类型主要为斑岩型和矽卡岩型两

种 ,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矿、辉钼矿、白钨矿、黄

铜矿、磁铁矿 ,围岩蚀变主要为矽卡岩化、钾化、

硅化和绢云母化[ 1 ] 。近年来 ,通过新一轮国土

资源大调查 ,在钼 (钨) 矿外围 ,发现了 MV T

型[ 2 ]和多处层状矽卡岩型铅锌矿床 (点) ,厚度

大 ,分布广 ,找矿前景十分广阔。

1 　地质背景

栾川县南泥湖钼 (钨) 矿位于河南省西部 ,

华北陆块南缘卢氏—栾川台缘褶皱带内 ,南以

黑沟—栾川断裂与秦岭褶皱系相邻 ,北以潘

河—马超营断裂与华熊台隆为界 ,东临合峪花

岗岩基 ,南接老君山花岗岩基 ,北侧的华熊台缘

为熊耳群火山岩。

区内地层为中元古界官道口群、新元古界

栾川群和震旦系陶湾群碳酸盐岩夹碎屑岩 (图

1) 。各组段地层呈近东西向条带状展布 ,大体

上自北而南由老而新依次为 :1) 中元古界官道

口群是一套由潮坪、滨海和浅海相沉积物组成

的地层 ,下部龙家园和巡检司两个组形成一个

碎屑岩—碳酸盐岩沉积旋回 ,上部杜关组、冯家

湾组到白术沟组为另一旋回 ,主体属镁质碳酸

盐岩建造。杜关组和冯家湾组所产叠层石和蓟

县铁岭组所产叠层石组合一致。侵入于冯家湾

组中的花岗岩脉 U Pb 年龄为 999 Ma ,高山河

组底部 Rb Sr 等时年龄 (1 394 ±43) Ma ,所以

该群的生成时限约为 14 ～ 10 亿年 ,属中元古

代①。2)新元古界栾川群 ,与下部官道口群整合

或局部平行不整合接触 ,和上覆震旦系为断层

或角度不整合接触 ,自下而上分为三川组、南泥

湖组、煤窑沟组、大红口组和鱼库组。组成五个

从陆源碎屑岩—碳酸盐岩沉积旋回 ,代表五次

大规模海侵过程。在大红口组岩浆活动期 ,出

现了大规模的火山喷发 ,形成以粗面质火山熔

岩及火山沉积为主 ,夹有海相钙镁碳酸盐岩建

造 ,煤窑沟组发育有石煤层 ,说明当时为还原沉

积环境 ,可能为一半封闭的海湾。三川组、南泥

湖组碳酸盐岩夹碎屑岩是层状矽卡岩型铅锌矿

床的主要围岩。青白口系陶湾群 ,分布于华北

陆块南缘与秦岭褶皱系衔接部位 ,南界受黑

沟—栾川断裂控制 ,北界超覆不整合在栾川群

或官道口群之上。该群下部为粗碎屑岩 ,中部

主要为粘土质岩 ,上部为碳酸盐岩沉积 ,自下而

上构成一个完整的海进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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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最显著的构造景观是近东西向构造形

迹(图 1) ,南以黑沟—栾川大断裂为界 ,发育一系

列产状相近、向南逆冲的推覆断层 ,逆冲断层之

间为一系列轴面近东西、向北陡倾的倒转褶皱。

图 1 　区域地质简图

Fig. 1 　Regional geological sketch map

1 .古近系 ;2 . 陶湾群 ;3 . 栾川群 ;4 . 官道口群 ;5 熊耳群 ;6 . 前震旦混合岩 ;7 . 燕山晚期花岗岩 ;8 . 燕山中期花

岗岩 ;9 . 加里东期碱性花岗岩 ;10 . 前加里东期正长岩 ;11 . 前加里东期变辉长岩 ;12 . 实测地质界线 ;13 . 角度

不整合界线 ;14 .性质不明断裂 ;15 .压扭性断裂 ;16 . 推覆断裂带 ;17 . 平行不整合断裂 ;18 . 韧性剪切带迭加

脆性断裂 ;19 . 向斜轴 ;20 .背斜轴 ;21 . 倒转背斜 ;22 . 地层产状

①河南省地矿局第一地质调查队.河南省栾川县南泥湖钼 (钨) 矿成矿地质条件及富集规律 —关于小岩体、围岩

蚀变及其与成矿关系的研究 ,1982 .

②河南省地质局地质三队. 河南省栾川县骆驼山硫多金属矿区地质勘探报告 ,1975 年.

　　本区岩浆活动强烈而频繁 ,各类岩浆岩广

布。最老为新元古代辉长岩 (年龄 743 Ma) ① ,

同时与栾川群大红口组火山岩有关的正长斑岩

多沿断裂带侵入。燕山期多呈中酸性小岩体沿

近东西向和北北东向断裂交会处侵入 ,或呈北

东向岩脉形态产出。

与成矿关系密切的岩体为南泥湖和上房燕

山期小斑岩体(图 2) 。据前人研究成果② ,这些小

岩体均呈上小下大的锥状 ,如南泥湖岩体地表呈

椭圆形 ,长轴南北向 ,面积 0 . 12 km2 ,岩体向下逐

渐变大 ,垂深 600 m 处钻探控制面积 1 . 2 km2 ,长

轴为北西向。岩体呈小岩株状 ,产状东陡 (倾角

50°～ 80°) 西缓 (倾角 20°～ 40°) ,侧伏方向为

290°。据 1 ∶20 万区域重力测量资料 ,这些小岩

体群在深部可能互相连贯 ,构成大岩体。

2 　矿床地质特征

层状矽卡岩型铅锌矿是近年来在该区认识

和发现的新类型铅锌矿床。矿床呈环带状分布

于远离岩体接触带的三川组和南泥湖组碳酸盐

岩地层中 , 如骆驼山、银和沟和鱼库等矿床
(点) 。下面以骆驼山矿区为例 ,论述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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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泥湖钼矿田燕山期小岩体与热变质带分布图
Fig. 2 　Sketch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mall

rock bodies and the thermal metamorphic belt in the

Nannihu Mo ore f ield

1 . 燕山中期黑云二长花岗斑岩 ;2 . 地表岩体界线 ;3 . 垂
深 600 m 处岩体界线 ;4 .热变质带界线 ;5 . 矽卡岩

2 . 1 　矿区及矿体特征

骆驼山矿区位于南泥湖钼 (钨) 矿外围北侧。

区内地层主要为南泥湖组中段绢云钙质片岩、大

理岩、云母石英片岩夹石英岩 ,以及经交代变质

作用形成的透辉石长英角岩和矽卡岩等蚀变岩 ,

均呈北西西向条带状展布。构造以断裂为主 ,分

北西西、北北东和北东东三组 ,均具多期活动特

点 ,其中北西西向层间断裂带控制了区内含矿矽

卡岩的形成和分布 ,长 300 ～ 1 800 m ,宽 5 ～ 50

m ,产状 200°～ 220°∠30°～ 60°。

岩浆岩主要有前加里东期变辉长岩和花岗

斑岩脉 (墙) 。前加里东期变辉长岩呈北西西—

北西向条带状侵入于南泥湖组中段地层中 ,宽

50 ～ 100 m ,长度大于 5 000 m ;岩体与围岩接

触面产状多向北倾 ,倾角 55°～ 70°;岩石呈灰黑

色 ,粒状变余辉长结构 ,显微鳞片粒状变晶结

构 ;主要矿物成份为次闪石和斜长石 ,次为黑云

母 ,有少量钾长石和石英。

燕山期二长花岗岩呈北东向岩脉状产出 ,

脉宽 30 ～ 50 m ,矿区内长 3 km ;产状 130°∠65°

～ 85°,围岩为南泥湖组中段绢云钙质片岩夹薄

层大理岩 ;岩性为黑云二长花岗岩 ,岩石具斑

状、似斑状结构 ,基质具微细粒—中粒花岗结

构 ,块状构造 ;主要矿物成分为钾长石、斜长石

和石英 ,少量黑云母。

矿区钻孔内见到有斑状黑云母花岗闪长

岩 ,浅肉红色、灰白色 ,似斑状结构 ,基质具半自

形粒状结构 ;斑晶 5 % ～ 10 % ,主要为钾长石 ,

次为石英、斜长石 ;基质主要成分同斑晶 ,但斜

长石明显增多 ,并出现较多的黑云母和磁铁矿、

屑石、磷灰石及少量的角闪石等。

矿体赋存于新元古界栾川群南泥湖组中段

绢云钙质片岩夹薄层大理岩中的层间断裂带内。

矿体严格受矽卡岩控制 ,其厚度与矽卡岩厚度成

正比。在矿区东部骆驼山段 ,矿体产于透辉石石

榴石矽卡岩体中 ,呈似层状、透镜状产出 (图 3) 。

在矿区西部冷水沟段 ,矿体产于绢云钙质片岩

中 ,空间上和矽卡岩无直接关系 ,但和围岩中的

裂隙以及层间破碎等有关 ,并和骆驼山矽卡岩体

内的脉状矿体相呈互连接、逐渐过渡关系。这可

能是由于矿化和矽卡岩的形成时间间隔较长 ,以

及二者的构造通道不一致造成的[3 ] 。矿化以脉

状、透镜状或似层状为主。矿体、矽卡岩产状与围

岩产状基本一致 ,一般 210 ～ 240°∠30 ～ 45°。

矿体长 600 ～ 1 200 m ,延伸大于 500 m ,厚度 2

～ 54 m。主要有益组分 ,矿区东部骆驼山段 : S

17 . 61 ×10 - 2 ,Cu 0 . 36 ×10 - 2 ,W 0 . 22 ×10 - 2 ,

Zn 2 . 50 ×10 - 2 ① ;矿区西部冷水北沟段 :Zn 8 . 50

×10 - 2 ,Pb 2 . 20 ×10 - 2 。

2 . 2 　矿石成分

矿石矿物成分主要有磁黄铁矿、黄铁矿、铁

闪锌矿 ,次为方铅矿、黄铜矿等 ;脉石矿物主要

为透辉石、钙铁榴石、石英、钾长石等 ,次为阳起

石、透闪石、方柱石、硅灰石、绿帘石、萤石等。

一般矿区东部骆驼山段以磁黄铁矿、黄铁矿、铁

闪锌矿及透辉石、钙铁榴石、石英、钾长石等为

主 ,而矿区西部冷水沟段以黄铁矿、铁闪锌矿、

方铅矿以及石英、碳酸盐、黑云母等为主 ,二者

呈逐渐过渡关系。

2 . 3 　矿石类型及其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有他形、半自形、自形粒状结构 ,

见于磁黄铁矿、黄铁矿、铁闪锌矿、方铅矿、黄铜

矿等 ;交代充填结构 ,见于铁闪锌矿、方铅矿、黄

铜矿等交代充填于早期黄铁矿、磁黄铁矿边缘

和裂隙中。

构造类型复杂 ,有致密块状构造、密集浸染

状构造、条带状构造、条纹状构造、团块状构造

及不规则脉状、细脉状、网脉状等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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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骆驼山矿区地质简图

Fig. 3 　Geological sketch map of the Luotuoshan ore f ield

1 .第四系 ;2 . 南泥湖组中段第五岩性层阳起石大理岩、绢云钙质片岩 ;3 . 南泥湖组中段第四岩性层石英岩、云母石英

片岩 ;4 . 南泥湖组中段第三岩性层大理岩 ;5 . 南泥湖组中段第二岩性层含碳石英岩、云母石英片岩 ;6 . 南泥湖组中段

第一岩性层黑云母透辉石长英角岩 ;7 . 燕山中期花岗岩 ;8 . 前加里东期变辉长岩 ;9 . 矽卡岩 ;10 . 硫锌多金属矿体 ;11 .

铅锌多金属矿体 ;12 .压扭性断层 ;13 . 地质界线 ;14 . 地层产状。

　　矿石类型有致密块状硫化物型和矿化层状

矽卡岩型两类 ,二者在空间上同时产出时 ,后者

常分布于前者的边缘 ,界线较明显。

2 . 4 　围岩蚀变

按发生次序分为矽卡岩期、钾长石期和热

液期。矽卡岩化作用是本区发育最强烈最广泛

的一种蚀变作用 ,主要分布于矿区东部骆驼山

段。发生在大理岩中的矽卡岩化 ,由辉石钙铁

榴石矽卡岩组成。辉长岩和钙质片岩中的矽卡

岩化 ,岩性以阳起石、绿帘石、透辉石、斜长石为

特征 ,常见绿帘阳起石岩及透闪阳起石岩 ,这类

矽卡岩中常见辉长岩的残留体及二者过渡现

象。钾长石化发生于矽卡岩化之后 ,大致相当

于气化高温热液阶段 ,发育广泛 ,作用强烈 ,影

响到矿区各种围岩 ,其中以矽卡岩最为强烈 ,表

现为矽卡岩中发育大量钾长石细脉及黄铁矿钾

长石团块 ;同时 ,出现大量诸如电气石、绿柱石、

萤石等含挥发剂矿物 ,白钨矿、闪锌矿、早期黄

铁矿、部分磁黄铁矿大量集中成矿。热液期蚀

变作用叠加于前两期之上 ,发育广泛 ,表现为硅

化、绿帘—阳起石化、绿泥石—碳酸盐化。伴随

本期蚀变 ,造成大量金属硫化物富集 ,形成黄铁

矿、磁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黄铜矿等多金属

矿床 ,并伴有石英硫化物碳酸盐细脉出现。

矿区东部骆驼山段矿体围岩为透辉石石榴

石矽卡岩 ,上述三期蚀变均可见及 ,而且较发

育。矿区西部冷水北沟段矿体围岩为绢云钙质

片岩夹薄层大理岩 ,其蚀变主要发育最后一期 ,

以硅化和黄铁矿化为主。蚀变宽度一般 5 ～ 20

m ,可见黄铁矿石英细脉沿裂隙充填 ,并对围岩

扩散交代。

2 . 5 　成矿阶段划分

根据矿物共生组合、标型矿物特征 ,成矿作

用一般可分两个阶段 :1)早期硫化物阶段 ,主要形

成矿物为黄铁矿、磁黄铁矿及少量闪锌矿 ;2)晚期

硫化物阶段 ,是主要成矿阶段 ,形成了大量黄铁

矿、闪锌矿、方铅矿。这些矿化阶段的产物在矿床

中有各自的发育空间 ,但常具相互叠加的现象。

2 . 6 　矿化富集规律

钼 (钨) 矿床外围 ,构造发育的碳酸盐岩地

层 ,常常是层状矽卡岩型铅锌矿的产出部位。

脉状铅锌矿明显晚于该类矿床 ,常可见不同方

向的脉状铅锌矿切穿层状矽卡岩型铅锌矿的现

象 ,形成时间大致与该类矿床晚期硫化物阶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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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南省地质局第一地质调查队.河南省栾川县三道庄矿区钼钨矿详细勘探地质报告 ,1980 .

当。因此 ,在二者交汇部位 ,常可见两种类型矿

床同时存在 ,形成厚度大、品位富的筒柱状矿

体。如冷水北沟 F K1 矿体与 S031 交汇处 ,矿体

厚达 20 余米 ,品位 Pb 4 . 50 ×10 - 2 ,Zn 9 . 70 ×

10 - 2 。

2 . 7 　矿床成因探讨

根据笔者研究 ,区内层状矽卡岩型铅锌矿

床呈环带状分布于南泥湖钼 (钨) 矿外围及上

部 ,形成时间上略晚于钼 (钨) 矿 ,物源相同 ,属

于岩浆期后热液充填交代型多金属矿床。据前

人成果资料① ,硫同位素组成特点 (表 1) 表明 ,

本区硫组分可能来自均一的同一硫源 ,即来自

地壳的下部或上地幔。根据主要矿化阶段出现

大量的磁黄铁矿 ,显示当时 f S2 较高 ,fO 2 和 p H 值较

低 ,因此 ,矿物的δ34 S 与成矿热液δ34 SΣs 值接近 ,这种低

的δ34 SΣs 值具有深源硫特点。

表 1 　矿床硫化物硫同位素组成表

Table 1 　Composition of the sulf ide isotope

样 　号 矿 　物 产 　出 δ34 S ‰

Ln 0 7 闪锌矿 石榴石矽卡岩中 1 . 29

S15 方铅矿 2 . 32

S16

S17

闪锌矿

黄铁矿

透辉石钙铁榴石矽卡岩

中团块状矿物

0 . 37

1 . 77

S18 磁黄铁矿 2 . 24

　　关于成矿时代 ,该类矿床未做过测年。但

位于该类矿床内侧的南泥湖斑岩型钼矿和三道

庄矽卡岩型钼钨矿成矿时代为燕山中期[ 4 ] ;位

于该类矿床外侧的冷水北沟、银洞沟等脉状铅

锌矿床成矿时代为燕山晚期 (40 Arˉ
39 Ar 年龄为

tp = 137 ～ 139 Ma ±,据天津地矿所李俊建资

料) 。根据该类矽卡岩型铅锌硫矿床位于南泥

湖斑岩型钼矿床外围 ,而又被冷水北沟北东向

铅锌矿脉切穿等现象 ,推测成矿时代应属燕山

中期末或燕山晚期的早期阶段。

3 　找矿远景

3 . 1 　地质特征

栾川地区是一个多金属硫化物矿产集中

区 ,主要矿产有钼 (钨) 、硫、铅锌等。除闻名国

内外的南泥湖钼 (钨) 矿和中低温热液充填交代

形成的脉状铅锌矿外 ,层状矽卡岩型铅锌矿是

本区重要矿种和矿床类型 ,找矿前景非常广阔。

本区钼钨硫铅锌银矿床(点)的空间分布与燕

山期中酸性小岩体、岩脉有密切关系 ,即每个小岩

体或小岩体群构成一个成矿中心或成矿远景地段。

由于多数小岩体较集中地分布于三川—栾

川复式褶皱带弧形转折部位的南泥湖、上房、黄

背岭、石宝沟一带 ,故而该转折部位便形成了一

个面积大、蚀变发育、钼钨矿化强的多金属成矿

的中心———南泥湖钼 (钨) 矿。围绕该中心构成

一个巨大的铅锌矿成矿区。

3 . 2 　重力异常特征

1 ∶50 万重力垂向二次导数图上 ,南泥湖钼
(钨)矿及其外围处于重力低的弱负异常区 (图

4) ,推测为隐伏花岗岩体的反映。重力异常低

值区和等值线密集梯度带往往是地壳应力易于

积累的地带 ,易于发生断裂和引发深成岩浆上

侵 ,当岩浆上侵时会把深部地壳 (或地幔) 及上

部围岩中的成矿元素“萃集”运移至地面或一定

深处的构造有利部位沉淀成矿。南泥湖钼 (钨)

矿和已发现的众多铅锌矿床即位于该重力异常

低值区的等值线密集梯度带上。因此 ,该区是

与岩浆活动有关的铅锌矿成矿的最有利地区。

3 . 3 　区域地球化学特征

1 ∶5 万水系沉积物测量在南泥湖钼 (钨) 矿

外围圈定了一个规模大、元素分带明显、形态完

整的区域地球化学异常区[ 5 ] 。

该类异常以南泥湖钼钨矿为中心 ,呈北西

向拉长的椭圆形 ,长 40 km ,宽约 20 km。异常

区明显具有水平环状分带特征 ,从异常区中心

向外 ,元素组合依次为 Mo W Bi Cu Zn

Pb Ag As Ba、Ge ,是一个由高温到低温元

素的完整序列。

从元素组合看 ,整个异常区可分为中心带、

中间带和边部带。中心带为高温的W Mo (Bi)

Cu (Pb) (Ag)组合 ,中间带为中温的 ( W) Mo

Cu Zn Pb Ag As 组合和中低温的 ( Mo)

(Cu) Zn Pb Ag As (Ba)组合 ,边部带为低

温的(Zn) (Pb) (Ag) As Ba、Ge 组合。

区内 Pb、Zn、Ag 是密切相关的元素组合 ,

在区内主要地质单元的正常岩石中 ,它们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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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南泥湖钼矿田重力垂向二次导数平面图

Fig. 4 　Gravity vertical secondary derivative planimetric map

of the Nannihu Mo ore f ield

特殊的富集情况。Pb、Zn、Ag 异常的出现均直

接与成矿作用有关。

Pb 元素是区内浓集较好的元素之一 ,主要

分布在中温带 ,它的一级异常有规律地成带成

片分布于各种多金属成矿带中 ,指示了各主要

成矿地带的分布范围。

Zn 除了在中温带与 Pb 紧密相关外 ,在花

岗斑岩有关的成矿中 Zn 的位置更接近于高温

带的 Cu、W ,有时构成 Cu Zn 特征组合 ,而且

Zn 较 Pb 更为主要。

Ag 主要作为 Pb 的伴生元素 ,一般含量小

于 1 ×10 - 6 。

综上所述 ,无论地质 ,还是物化探资料 ,均

反映了南泥湖地区是一个由高温到低温的成矿

特点 ,为典型的与岩浆热液有关的成矿 (矿床)

系列。除高温的钨钼 (钨) 矿和中低温热液充填
(交代 ) 脉状铅锌矿外 , 应存在一个过渡类

型———层状矽卡岩型铅锌多金属矿。

4 　结论

区内燕山期中酸性小岩体及其内外接触

带 ,主要产斑岩型/ 矽卡岩型钼钨矿、钼铜矿 ,呈

细脉 - 浸染状产出 ,该类型矿床工作程度较高 ,

已发现并勘查的有南泥湖、上房沟、三道庄及马

圈等钼 (钨)矿。

小岩体外围是层状矽卡岩型多金属矿床 ,

形成铅、锌、铁、铜、硫等矿种 ,呈似呈状、透镜状

产出 ,如冷水北沟铅锌硫多金属矿床等 ,该类矿

床工作程度甚低。目前在南泥湖钼 (钨) 矿的北

侧冷水北沟、马圈等地发现有层状矽卡岩型铅

锌硫矿 (化)点零星分布 ,波及宽度达 1 km ,厚度

5 ～ 20 余米 ,产状与地层一致 ,展示了广阔的找

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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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s of the Skarn Pb Z̄n Deposit

in Luanchuan County , Henan Province

L Β Wen d̄e , ZHAO Chun h̄e ,SU N Weī zhi , YAN Jian s̄he

(1 . Geological S urvey of Henan Province , Zhengz hou , Henan 450007 ;

2 . N o. 1 Geological S urvey of Henan Geological B ureau , L uoy ang , Henan 471023)

Abstract :The Na n ni hu Mo ( molybde num) ore i n L ua nchua n Count y , He na n Provi nce is ve ry f a mous

i n t he world because of its big scale , high qualit y , easily mi ni ng a nd dressi ng. It is one of t he most

i mp orta nt p laces p roduci ng molybde num i n Chi na a nd eve n i n t he w orld . Rese nt yea rs , duri ng t he ge2
ological survey , t he Ska r n Pb Z̄n ore was f ound f i rstly a round t he old Mo ore . The Pb Z̄n ore app ea rs

i n t he laye red ska r n roc k . It is laye red wit h big t hickness a nd wide dist ribution , a nd cont rolled by t he

Mid L̄ a te Prote rozoic ma rble st rata . Its f or mation has relationship wit h t he lit tle gra nites i n Ya ns ha n

p eriod. This ki nd of ore is a big goal of p rosp ecti ng.

Key words : Pb Z̄n ore ; laye re d s ka rn t yp e ore ; Na n ni hu Mo ore ; L ua nchua n , He na n Provi nce

环渤海地质调查信息化 :征集210 Pb ,137 Cs 新数据

环渤海海岸带210 Pb/ 137 Cs 数据库210 Pb/ 137 Cs 同位素示踪与测年是测定现代沉积物年龄、研究现代沉

积速率的重要方法。1980 年代在锦州湾 (中科院地质所夏明等 ,1983) 、黄河三角洲进行的210 Pb 示踪与测

年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业渝光领导的研究小组 ,1987、1991、1992 等) ,是该类研究在环渤海岸海岸带的

最早尝试 ,显示出利用该方法确定现代沉积速率的良好前景。自那时以来 ,大连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中

科院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和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在环渤海海岸带和海区开展

了210 Pb 示踪与测年 ;特别是自 2000 年以来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同时开展了210 Pb 与137 Cs 的对比研究

(李建芬等 ,2003 ;王宏等 ,2003) 。近 20 年来 ,环渤海海岸带及海区已积累了 75 组数据 (其中210 Pb 样柱

43 组 ,210 Pb/ 137 Cs 样柱 32 组) (天津所王福等 ,地质论评 ,2005 ,待刊) ,在这一过程中 ,还吸引了中科院地

理与湖泊所、荷兰海洋研究所、美国斯通尼布鲁克大学等单位参与合作。目前 ,环渤海海岸带及海区的地

质调查 ,愈益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正在或即将开始的大项目即有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环渤海海岸带重点地

段地质调查”、国家海洋局的“908”专项、辽宁省的海岸带调查等等。所有这些工作 ,均需210 Pb/ 137 Cs 同位

素示踪与测年作为重要的手段。因此 ,天津所今后将在已搜集 75 组数据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210 Pb/ 137

Cs 同位素示踪与测年数据库建设 ,希望各有关单位或研究者积极提供数据。内容包括 :样柱及实验室编

号 ,采样人及采样时间 ,地点坐标 ,样柱高程/ 水下深度 ,样柱厚度 ,样品数量 ,210 Pbexc放射性比活度 ,若公

开发表 ,请注明出处。

联系人 (1) 李效广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地质信息室 ,022 24023551/ tjlxiaoguang @cgs. gov. cn ,

(2) 王 福 ,硕士研究生 ,天津所 ,022 24023524/ tjwf u @cgs. gov. cn

(王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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