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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首次运用ＲｅＯｓ同位素定年法对武山铜矿南矿带的辉钼矿进行年龄测试，测得５件样品的模式年

龄变化于１４４．０～１４５．７Ｍａ，等时线年龄为１４６．４±２．６Ｍａ，与花岗闪长斑岩１４５±３．９Ｍａ的ＳＩＳＭ 法年龄值相吻

合，表明武山铜矿南矿带成矿与晚侏罗世中酸性岩浆活动关系密切。该矿床北矿带层状、似层状硫化物型矿体曾

经历海西期海底喷流沉积成矿，而燕山期岩浆期后热液叠加改造对其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即武山铜矿最终形成于

晚侏罗世。以矽卡岩型（似）层状硫化物型矿化为主的武山铜矿稍早于同属九瑞矿集区、以斑岩型（似）层状硫化

物型矿化为主的城门山铜矿形成，由于其成矿伴随着下扬子地区岩石圈的大规模减薄事件，成矿时间差很可能是

导致两者矿化特征差异的重要原因。武山铜矿及九瑞矿集区与铜陵、安庆和鄂东南矿集区的成岩成矿时代高度

一致，它们是在统一的构造岩浆作用过程中、与燕山期花岗质岩浆活动有关的产物。

关键词：ＲｅＯｓ同位素；辉钼矿；成矿年龄；成矿对比；武山铜矿；江西

　　武山铜矿是赣西北九瑞矿集区乃至长江中下

游铜、铁、金（硫）成矿带著名的大型矿床。前人曾对

该矿床地质特征、成矿作用和机制等多方面进行过

大量研究（顾连兴，１９８４；顾连兴等，１９８６；顾连兴，

１９８７；王文斌等，１９９４；董平等，１９９５；孟良义，１９９７；

崔彬等，２００２；包家宝等，２００２），普遍认为成矿与中

酸性浅成侵入岩体关系密切，并根据岩体年龄推测

成矿发生于燕山期。然而，通过间接方法得出的年

龄显然不能满足对成矿作用发生时限的准确刻画；

而且缺少可靠的同位素年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会

制约成矿作用研究的深入，并对找矿勘查工作部署

产生一定影响。因此，获得矿床的实际年龄数据是

十分重要的。本文首次运用辉钼矿 ＲｅＯｓ同位素

法对武山铜矿南矿带进行了精确测年，以更准确地

厘定其成矿时代，并依此对九瑞矿集区以及长江中

下游成矿带进行了成矿对比。

１　成矿地质构造背景

武山铜矿位于扬子板块北缘、下扬子坳陷带西

段，属横立山－黄桥向斜东段北翼。该区曾经历活

动、稳定、再活动的构造演化历史。前南华纪处于构

造活动环境，沉积了一套火山沉积岩，晋宁运动后

褶皱隆起，构成了本区基底；南华纪至中三叠世为相

对稳定时期，沉积形成了一套巨厚碎屑岩与碳酸盐

岩建造；中三叠世末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发生碰撞

结束了该区海浸历史，燕山期本区再次活动进入板

内变形阶段，构造岩浆活动强烈，并伴随着大规模

金属成矿作用，造就了包括武山、城门山等大型矿床

在内的九瑞矿集区。

２　矿床地质特征

武山铜矿位于九瑞矿集区中部，矿区出露志留

系—中三叠统大部分地层，其中主要赋矿地层为上

石炭统－中三叠统浅海相碳酸盐岩。矿区呈单斜构

造，断裂构造发育，主要有 ＮＥＥ和 ＮＮＷ—ＮＷ 向

两组，其中尤以上泥盆统五通组与上石炭统黄龙组

之间的ＮＥＥ向层间破碎带发育，也是层状含铜黄

铁矿矿体的赋存空间。岩浆岩主要为花岗闪长斑岩

和一些脉岩。与成矿关系密切的花岗闪长斑岩为矿

区岩浆岩的主体，受前述两组断裂控制，呈岩株状侵



入二叠系－三叠系碳酸盐岩中，平面近椭圆形，剖面

上呈喇叭状向南东倾斜，出露面积０．６ｋｍ２（图１）。

岩体具有一定的相变，边缘相存在同化混染现象。

实地地质调查表明，花岗闪长斑岩普遍发生了不同

程度的蚀变，其黑云母和全岩 ＫＡｒ同位素年龄为

１４２～１４８Ｍａ，ＲｂＳｒ法全岩和矿物等时线年龄为

１４０．１Ｍａ（包家宝等，２００２）；顾连兴（１９８７）曾获得该

岩体的矿物岩石ＲｂＳｒ同位素等时线年龄为１４０±

２Ｍａ；近期，丁昕等 （２００５）运用锆石离子探针

（ＳＩＳＭ）法测得该岩体的锆石Ｐｂ２０６／Ｕ２３８年龄为１４５

±３．９Ｍａ。

该矿床由南北两个矿带组成（图１）。南矿带围

绕花岗闪长斑岩体分布，矿体主要赋存于岩体与二

叠系－下三叠统碳酸盐岩接触带，矿石类型主要为

矽卡岩型铜矿石，少量碳酸盐型矿石和花岗闪长斑

岩型矿石；矿石矿物组合主要为黄铁矿黄铜矿和黄

铁矿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平均含 Ｃｕ１．０４％。

矿化表现出一定的分带特征，从岩体向外，矿石矿物

组合依次为辉钼矿黄铜矿→黄铁矿黄铜矿→黄铜

矿方铅矿闪锌矿；围岩蚀变类型主要为矽卡岩化，

其次为硅化、绢云母化、钾化、碳酸岩化等。北矿带

呈层状、似层状产于黄龙组中，产状与地层基本一

致，局部矿体有穿层、切割围岩现象，但总体受叠加

于不同岩性界面的层间破碎带控制；矿体倾向

１６５°，倾角６０°±；主要由层状、似层状硫化物型矿体

组成，其矿石矿物组合主要为黄铁矿黄铜矿方铅

矿闪锌 矿胶 黄 铁 矿白 铁 矿，Ｃｕ 平 均 含 量 为

１．６９％；矿化具有明显的分带特征，从中部向两侧，

主要矿石矿物组成依次为黄铁矿黄铜矿→黄铁矿

方铅矿闪锌矿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围

岩蚀变主要为硅化、蛇纹石化、滑石化、高岭土化和

碳酸岩化，以硅化为主，局部有矽卡岩化。

３　样品采集与ＲｅＯｓ同位素年龄测

试结果

３．１　采样位置与样品特征

武山铜矿矿石中辉钼矿含量一般很低，而且主

要产于南矿带含铜蚀变花岗闪长斑岩和含铜硅灰石

石榴石矽卡岩中，北矿带极为少见?。

此次用于成矿年龄测试的样品采自南矿带－

２１０ｍ中段的坑道水平钻孔新鲜岩芯，样品分属

２１Ｃｕ和８Ｃｕ矿体。５件样品均位于接触带。其中

ＪＷＣＫ１１～ＪＷＣＫ１３等４件样品采自２１Ｃｕ矿体，

采样钻孔ＣＫ５２４１，样品为含铜蚀变花岗闪长斑岩，

图１　武山铜矿地质图（据崔彬等，２００２）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Ｗｕｓｈａｎ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ｆｔｅｒＣｕｉＢ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Ｔ１—下三叠统灰岩、页岩；Ｐ２—上二叠统燧石灰岩、硅质页岩；

Ｐ１—下二叠统燧石灰岩、炭质灰岩；Ｃ２犺—中石炭统灰岩、白云

岩；Ｄ３狑—上泥盆统石英砂岩；Ｓ３—上志留统石英砂岩、粉砂岩；

ｘ—煌斑岩；ＳＫ—矽卡岩；１—石英闪长斑岩；２—花岗闪长斑岩；

３—铁帽；４—层状、似层状含铜黄铁矿矿体；５—矽卡岩型铜矿

体；６—压扭性断层；７—张扭性断层

Ｔ１—ｌｏｗ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Ｐ２—ｕｐｐｅｒＰｅｒｍｉａｎ；Ｐ１—ｌｏｗｅｒＰｅｒｍｉａｎ；

Ｃ２犺—ｍｉｄｄｌ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Ｄ３狑—ｕｐｐ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Ｓ３—ｕｐｐｅｒ

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ｘ—ｌａｍｐｒｏｐｈｙｒｅ；ＳＫ—ｓｋａｒｎ；１—ｑｕａｒｔｚ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２—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３—ｇｏｓｓａｎ；４—ｓｔｒａｔｉｆｏｒｍｏｒｅｂｏｄｙ；

５—ｓｋａｍｏｒｅｂｏｄｙ；６—ｓｑｅｅｚｅｗｒｉｎｇｆａｕｌｔ；７—ｓｈｅｅｔｗｒｉｎｇｆａｕｌｔ

黄铜矿和黄铁矿呈浸染状或沿裂隙产出，含量较低

的辉钼矿均产于裂隙中，硅化和绢云母化等蚀变强

烈；ＪＷＳ２１０１采自８Ｃｕ矿体，采样钻孔ＣＫ６２，样品

为灰褐色含铜矽卡岩，辉钼矿含量较低，呈浸染状产

出。５件样品在镜下观察后，经破碎、水淘洗、电磁

选、酒精淘洗、重液分离，最后在双目镜下挑选出辉

钼矿样品用于ＲｅＯｓ同位素年龄测定，样品纯度大

于９８％。

３．２　犚犲犗狊同位素年龄测试结果

同位素测试在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铼锇同

位素实验室完成，测试仪器为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仪ＴＪＡＰＱＥＸＣＥＬＬＩＣＰＭＳ。ＲｅＯｓ同位素分

析的化学处理过程和有关测试流程详见有关文献

２０８ 地　质　学　报 ２００７年



（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Ｒｅ、Ｏｓ含量的不确定度包括样

品和稀释剂的称量误差、稀释剂的标定误差、质谱测

量的分馏校正误差、待分析样品同位素比值测量误

差，置信水平９５％。模式年龄的不确定度还包括衰

变常数的不确定度（１．０２％），置信水平９５％。１８７Ｏｓ

初试值为－７±１０，ＭＳＷＤ＝０．３９。

模式年龄ｔ按下式计算：

狋＝
１

λ
［ｌｎ（１＋

１８７Ｏｓ
１８７Ｒｅ

）］

其中λ（
１８７Ｒｅ衰变常数）＝１．６６６×１０－１１ａ－１。

本次实验全流程空白水平大大小于所测样品中铼锇

含量，不会影响实验中铼、锇含量的准确测定。

武山铜矿南矿带５件辉钼矿样品的ＲｅＯｓ同

位素测试结果列于表１。从测试结果来看，５件样品

的Ｒｅ含量普遍较高，在２６７１７３±２０９０～６７８９０５±

７０７２ｎｇ／ｇ之间，平均４５１４５２．８ｎｇ／ｇ。５个样品的模

式年龄十分接近，为１４４．０±１．８Ｍａ～１４５．７±２．０

Ｍａ；等时线年龄为１４６．４±２．６Ｍａ（图２），与单个样

品的模式年龄相差０．７～２．４Ｍａ。

表１　江西武山铜矿南矿带辉钼矿犚犲犗狊同位素数据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犗狊犱犪狋犪狅犳犿狅犾狔犫犱犲狀犻狋犲犳狉狅犿狋犺犲狊狅狌狋犺狅狉犲狕狅狀犲狅犳狋犺犲犠狌狊犺犪狀犮狅狆狆犲狉犱犲狆狅狊犻狋，犑犻犪狀犵狓犻

样品编号 样重（ｇ）
Ｒｅ（ｎｇ／ｇ） Ｃ普Ｏｓ（ｎｇ／ｇ） １８７Ｒｅ（ｎｇ／ｇ） １８７Ｏｓ（ｎｇ／ｇ） 模式年龄（Ｍａ）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ＪＷＣＫ１１ ０．００１５１ ５２８９８０ ４４１２ ０．２２ ０．２３ ３３２４９６ ２７７３ ８０７．９ ８．４ １４５．７ ２．０

ＪＷＣＫ１１１ ０．００２１ ４５４４０１ ４２１５ ０．５１ ０．０９ ２８５６１９ ２６４９ ６９３．２ ６ １４５．５ １．９

ＪＷＣＫ１２ ０．００２１６ ６７８９０５ ７０７２ ０．０３ ０．０９ ４２６７３２ ４４４５ １０３１．８ ７．９ １４５．０ ２．０

ＪＷＣＫ１３ ０．００２１４ ２６７１７３ ２０９０ ＜０．０１ １６７９３４ １３１３ ４０４ ４ １４４．１８ １．８０

ＪＷＳ２１０１ ０．００２４３ ３２７８０５ ２９８８ ０．２１ ０．１５ ２０６０４５ １８７８ ４９４．８ ３．９ １４４．０ １．８

注：普Ｏｓ是根据Ｎｉｅｒ值的Ｏｓ同位素丰度，通过１９２Ｏｓ／１９０Ｏｓ测量比计算得出，１８７Ｏｓ是１８７Ｏｓ同位素总量；由国家地质测试中心测定；测试者：屈

文俊、曾法刚。

图２　武山铜矿南矿带辉钼矿ＲｅＯｓ同位素等时线

Ｆｉｇ．２　ＲｅＯｓｉｓｏｃｈｒｏｎｅ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ｏｒｅｚ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Ｗｕｓｈａｎ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

４　成矿年龄及其地质意义

４．１　成矿年龄

九瑞矿集区以发育集矽卡岩型斑岩型（似）层

状硫化物型Ｃｕ、Ａｕ、Ｍｏ、Ｐｂ、Ｓ、Ａｇ矿化为一体的大

型矿床为特征，前人根据矿化与燕山期中酸性侵入

岩的密切关系，普遍认为这类矿床形成于燕山期。

本次通过对武山铜矿南矿带进行辉钼矿ＲｅＯｓ同

位素年龄测试，测得４件含铜蚀变花岗闪长斑岩样

品和１件含铜矽卡岩样品的模式年龄变化于１４４．０

±１．８Ｍａ～１４５．７±２．０Ｍａ间，表明武山铜矿矽卡岩

型矿化与斑岩体中的矿化是由统一成矿作用所形

成，其矿化类型的不同仅仅是由于含矿热液发生卸

载的部位不同所致。其等时线年龄为１４６．４±２．６

Ｍａ，为晚侏罗世。这一年龄值与近期丁昕等（２００５）

测得的花岗闪长斑岩１４５±３．９Ｍａ（ＳＩＳＭ 法）的侵

位年龄极吻合，表明两者不仅在空间上紧密共生，而

且成岩成矿时间上也高度统一，暗示武山铜矿南矿

带确为晚侏罗世中酸性岩浆活动的产物。

对于武山铜矿北矿带层状、似层状硫化物型矿

体，一些学者（顾连兴，１９８４；顾连兴等，１９８６；王文斌

等，１９９４）认为其曾经历海西期海底喷流沉积成矿，

同时也肯定了燕山期岩浆期后热液叠加改造的重要

作用。亦即，武山铜矿最终形成于晚侏罗世。

吴良士和邹晓秋（１９９７）曾测得城门山铜矿辉钼

矿ＲｅＯｓ同位素等时线法年龄为１４０±２Ｍａ；毛景

文等（２００４）对该矿床进行辉钼矿ＲｅＯｓ同位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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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年龄测定，获得１４２．３±２．３Ｍａ的成矿年龄。两

者于不同时期获得的成矿年龄在误差范围内基本一

致，并且与武山铜矿南矿带的成矿年代也相近。就

此基本可以确认，九瑞矿集区大规模金属成矿事件

发生于晚侏罗世１４０～１４６Ｍａ。

４．２　区域金属成矿对比

近年来，随着辉钼矿ＲｅＯｓ、ＯｓＯｓ同位素高精

度定年方法的应用和完善，长江中下游成矿带获得

了一大批ＣｕＡｕＦｅ（Ｓ、Ｍｏ、Ｐｂ）矿床的高精度同位

素年龄数据（表２）。此次武山铜矿南矿带辉钼矿

ＲｅＯｓ同位素年龄的测得，使该成矿带鄂东南、九

瑞、安庆和铜陵等大型矿集区的几乎全部大型Ｃｕ

ＡｕＦｅ（Ｓ、Ｍｏ、Ｐｂ）矿床均获得了高精度同位素年

龄。由表２可见，铜陵、安庆和鄂东南矿集区的成矿

表２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犆狌犃狌犉犲（犛、犕狅、犘犫）矿床高精度同位素年龄

犜犪犫犾犲２　犘狉犲犮犻狊犲犪犵犲犱犪狋犪狅犳狋犺犲犆狌犃狌犉犲（犛、犕狅、犘犫）犱犲狆狅狊犻狋狊犻狀犕犻犱犱犾犲犔狅狑犲狉犢犪狀犵狋狕犲狅狉犲犫犲犾狋

矿集区名称 矿床名称 样品特征 年龄（Ｍａ） 测试方法 备注 资料来源

鄂东南

铜山口
钾化带和绢云母化蚀变带中辉

钼矿
１４２．９ ＲｅＯｓ

２个模式年龄平均值，其范围为

１４３．５±１．７３～１４２．３±１．７９Ｍａ

铜绿山 矽卡岩矿石中辉钼矿 １３８．０ ＲｅＯｓ
２个模式年龄平均值，其范围为

１３７．８±１．６７～１３８．１±１．７５Ｍａ

千家湾 矽卡岩矿石中辉钼矿 １３８ ＲｅＯｓ 模式年龄

阮家湾 花岗闪长斑岩中辉钼矿 １４４ ＲｅＯｓ 模式年龄

丰山洞 花岗闪长斑岩中辉钼矿 １４４ ＲｅＯｓ 模式年龄

谢桂青等，２００６

九瑞

城门山

武山南矿带

石英脉中辉钼矿 １４１ ＲｅＯｓ
５个样品等时线年龄，模式年龄

范围为１３９．３～１４４．２Ｍａ

石英斑岩中浸染状辉钼矿 １３７ ＲｅＯｓ
６个样品等时线年龄，模式年龄

范围为１３６．４～１４４．０Ｍａ

斑岩钼矿石中的辉钼矿 １４２ ＲｅＯｓ 模式年龄

含铜蚀变花岗闪长斑岩和含铜

矽卡岩中的辉钼矿
１４６．４ ＲｅＯｓ

５个样品等时线年龄，模式年龄

范围为１４４．０～１４５．７Ｍａ

吴良士等，１９９７

毛景文等，２００４

本文

安庆

安庆 网脉状矿体中辉钼矿 １３８．３ ＲｅＯｓ
５个模式年龄平均值，其范围为

１３４．７±２．３～１４２．６±１．７Ｍａ

铜矿里 矿石中辉钼矿 １４１．６ ＲｅＯｓ
５个模式年龄平均值，其范围为

１３９．４±２．２～１４３．７±１．６Ｍａ

月山 地下１１０ｍ１号矿脉辉钼矿 １３８ ＯｓＯｓ 模式年龄

青阳 矽卡岩和石英脉中辉钼矿 １３７．３ ＯｓＯｓ
２个模式年龄平均值，其范围为

１３６．４±２．５～１３８．１±２．５Ｍａ

毛景文等，２００４

Ｓ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铜陵

沙滩角 矿石中辉钼矿 １４０．３ ＲｅＯｓ
６个模式年龄平均值，其范围为

１３６．９±２．２～１４２．８±１．６Ｍａ

南阳山 矿石中辉钼矿 １３９．３ ＲｅＯｓ
７个模式年龄平均值，其范围为

１３６．９±２．１～１４１．１±０．５Ｍａ

大团山 ＭｏⅡ２号钼矿体中辉钼矿 １３９ ＲｅＯｓ

６个样品等时线年龄，模式年龄

范围为１３８．０±３．２～１４０．８±２．

０Ｍａ

龙虎山 闪长岩中辉钼矿 １３８ ＯｓＯｓ

模式年龄，该样品的ＲｅＯｓ同位

素模式年龄为１３９．０２±０．３４

Ｍａ

金口岭 矽卡岩化矿石中辉钼矿 １３７ ＲｅＯｓ
６个样品等时线年龄，模式年龄

范围为１３６．８～１３７．４Ｍａ

冬瓜山 硫化物石英脉中辉钼矿 １３７．４ ＲｅＯｓ 模式年龄

小铜官山 与黄铜矿共生的铬云母团块 １３５．５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坪年龄，等时线年龄为１３７．６８±

２．７５Ｍａ

老庙基山 与黄铜矿等共生的铬云母 １４４．９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坪年龄，等时线年龄为１５０．２５±

３．００Ｍａ

塌里牧 蚀变花岗闪长岩中辉钼矿 １３８．６ ＲｅＯｓ 模式年龄

铜官山 矽卡岩矿石中金云母 １４４．９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坪年龄

毛景文等，２００４

梅燕雄等，２００４

Ｓ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蒙义峰等，２００４

曾普胜等，２００４

４０８ 地　质　学　报 ２００７年



时代分别为１３４～１４４．９Ｍａ、１３７．３～１４１．６Ｍａ和

１３８～１４４Ｍａ。九瑞矿集区形成于１３７～１４６．４Ｍａ，

与前三者的成矿作用时间非常接近，表明造就武山

铜矿及九瑞矿集区的成矿事件是长江中下游成矿

带发生于晚侏罗世～早白垩世（１３４～１４６．４Ｍａ）大

规模金属成矿作用的组成部分。武山铜矿及上述矿

集区与成矿有关岩体的年龄集中于１３４～１４８Ｍａ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５；吴才来等，１９９６；王彦斌，２００４；

李进文，２００４），与区域金属成矿时间基本吻合。由

此可见，武山铜矿及九瑞矿集区与鄂东南、安庆、铜

陵等大型矿集区的空间距离虽然达几十～几百公

里，但其成矿地动力学背景相同，是统一的构造岩

浆作用过程中，与燕山期花岗质岩浆活动有关的产

物（Ｐ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毛景文等，２００４；梅燕雄等，

２００５）。

ＹｕａｎｄＭａｏ（２００４）最近测得宁芜矿集区与成

矿关系密切的蚀变矿物钠长石和金云母的４０Ａｒ

３９Ａｒ同位素年龄为１２２．９～１２６．７Ｍａ，表明宁芜玢岩

型铁矿的形成明显晚于九瑞、铜陵、鄂东南和安庆

等矿集区与花岗质岩石有关的ＣｕＡｕＦｅ（Ｓ、Ｍｏ、

Ｐｂ）矿床，应是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发生于早白垩世、

与陆相火山岩有关的又一次成矿爆发。

４．３　对武山铜矿与城门山铜矿成矿的启示

武山铜矿和城门山铜矿是九瑞矿集区唯有的

两个大型矿床，均为晚侏罗世同期构造岩浆成矿

作用的产物。然而，两者的矿化特征还是存在一定

差别的。武山铜矿以矽卡岩型（似）层状硫化物型

矿化为主，而城门山铜矿却以斑岩型（似）层状硫化

物型矿化为主。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形成于同

一成矿地质背景、同期成矿事件且控矿因素基本相

同、相距不过１５ｋｍ的两个矿床的矿化类型会出现

如此的差异？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九瑞矿集区

是伴随着下扬子地区岩石圈的大规模减薄事件（邓

晋福等，２００１）形成的。从上述同位素测年数据来

看，武山铜矿稍早于城门山铜矿形成，即九瑞矿集

区早期金属成矿以中～中浅深度的矽卡岩型矿化为

主，此后（４～６Ｍａ），随着岩石圈拉张减薄以及地表

剥蚀，中酸性岩浆活动侵位深度变浅，相应的金属矿

化也转变为以斑岩型为主。由此可以得出，九瑞矿

集区金属成矿与深部构造过程是密切相关的，而成

矿时间差很可能是导致武山铜矿和城门山铜矿矿化

特征差异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一认识还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证实。

５　结论

武山铜矿南矿带的辉钼矿模式年龄为１４４．０±

１．８Ｍａ～１４５．７±２．０Ｍａ，等时线年龄为１４６．４±２．６

Ｍａ。这一年龄值与武山岩体的侵位年龄极为吻合，

表明武山铜矿南矿带应为晚侏罗世中酸性岩浆活动

的产物。该矿床北矿带层状、似层状硫化物型矿体

虽然曾经历海西期海底喷流沉积成矿，但燕山期岩

浆期后热液叠加改造对其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

此，武山铜矿最终应形成于晚侏罗世。

武山铜矿及九瑞矿集区与铜陵、安庆和鄂东南

矿集区的成岩成矿时代高度一致，它们是在统一的

构造岩浆作用过程中、与燕山期花岗质岩浆活动有

关的产物。由于该期金属成矿作用伴随着下扬子地

区岩石圈的大规模减薄事件，所以，成矿时间差很可

能是导致同属于九瑞矿集区的武山和城门山２个

大型铜矿的矿化特征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

致谢：野外工作得到江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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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矿徐唐光、吴亚民高工的帮助，成文过程中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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