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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龙头山斑岩型金矿成岩成矿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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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贵县龙头山金矿位于大瑶山隆起西南部，成矿作用与燕山晚期流纹斑岩和花岗斑岩有关。金（银）

矿体主要赋存于斑岩和断裂破碎带中。运用高分辨率和高灵敏度离子探针（ＳＨＲＩＭＰ）分析技术，作者对矿区流纹

斑岩和花岗斑岩进行了锆石 ＵＰｂ定年，获得流纹斑岩和花岗斑岩的年龄分别为１０３．３±２．４Ｍａ（９５％可信度，

ＭＳＷＤ＝２．１）和１００．３±１．４Ｍａ（９５％可信度，ＭＳＷＤ＝０．４０），表明龙头山金矿区的成岩成矿作用都发生于中晚

白垩世。并认为花岗斑岩和流纹斑岩系同期岩浆作用的产物，矿床是在同一成矿作用下形成的，似乎不存在多期

矿化的可能。

关键词：龙头山金矿；成矿斑岩体；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定年

　　位于粤桂交界的大瑶山隆起中的广西贵县龙头

山斑岩型金矿，经广西地矿局第六地质队发现和勘

探验证，为一中型斑岩型金（银）矿床。前人对矿床

地质特征、斑岩体形成机制及分布规律、找矿标志和

成矿预测等方面作过许多研究工作（康先济等?；李

蔚铮，１９９８；黄民智等，１９９９；朱桂田等，２００２；伍磊

等，２００４；朱文风等，２００５），认为大瑶山地区与金成

矿作用关系密切的斑岩体的形成时代主要有加里东

晚期（３７１～３９５Ｍａ）和燕山晚期（６６～１６４Ｍａ）。其

中，加里东晚期的斑岩体和成矿作用受大瑶山东西

向主断裂带以及北西向和北东向断裂复合部位控

制；燕山晚期的斑岩体及成矿作用受北西向构造带

及其派生断裂所控制。陈业清（１９９２）、康先济等?

和朱桂田等（２００６）还用锆石ＵＰｂ、全岩ＫＡｒ和绢

云母ＫＡｒ等测年方法，获得龙头山斑岩型金矿区

流纹斑岩和花岗斑岩的年龄分布在６６～１６４Ｍａ之

间，据此将龙头山金矿的成矿作用划分为早、晚两

期：早期发生在１０７～１６４之间，晚期发生在１０３～

６６Ｍａ之间，并认为两期成矿作用分别与流纹斑岩

和花岗斑岩有关。

１　矿区地质特征

龙头山金矿位于大瑶山隆起西南部龙头山鼻状

背斜倾伏端复式斑岩筒中。矿区出露地层为寒武系

黄洞口组浅变质的砂岩和页岩及不整合其上的下泥

盆统黄花山组砂岩、粉砂岩。矿区地质构造复杂，北

东向、南北向、北西向和东西向断裂发育，并具有多

期次活动的特征，共同控制了龙头山复式斑岩筒的

形态、产状和金矿体的分布（图１）。

矿区燕山晚期复式斑岩筒自岩筒边缘向中心依

次为隐爆角砾岩、流纹斑岩和二长花岗斑岩，大致呈

环状展布，斑岩体侵入于早泥盆统莲花山组砂岩中，

两者接触界线清楚（图２）。在岩筒的内外接触带各

类岩脉（石英斑岩、长石霏细斑岩、石英闪长玢岩）发

育，它们是同期岩浆多次脉动的产物。

矿化斑岩体蚀变类型主要有钠长石化、钾长石

化、电气石化、硅化、金属硫化物矿化等。其中电气

石化、硅化、硫化物矿化与金矿化关系密切。这些蚀

变具有多期次的特点，空间上互相重叠，并具有分带

现象。岩筒中心主要表现为钾长石化、钠长石化；岩

筒边缘为电气石化、硅化、硫化物矿化；岩筒周边主

要是闪石化、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等。

矿床主要由斑岩型金（银）矿体和断裂破碎带型

金矿体构成。前者构成矿床的主体，主要赋存在岩

筒内隐爆角砾岩带中，在岩脉内亦见个别透镜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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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龙头山斑岩金矿床地质略图（据康先济等?修改）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ｏｕｓｈａｎ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ＫａｎｇＸｉａｎｊ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３）

∈犺—寒武系黄洞口组；Ｄ１犾—下泥盆统莲花山组；ηγπ
３
５—燕山晚

期二长花岗斑岩；λγπ３５—燕山晚期流纹斑岩；υγπ３５—燕山晚期隐

爆角砾岩；νπ—霏细斑岩脉；λπ—石英斑岩脉；１—断层；２—金矿

体及编号；３—采样位置

∈犺—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Ｈ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ｋｏｕ Ｆｍ．；Ｄ１犾—Ｌｏｗｅｒ 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ＬｉａｎｈｕａｓｈａｎＦｍ；ηγπ
３
５—Ｌａｔｅ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ａｄａｍｅｌｌ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λγπ３５—Ｌａｔｅ 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 ｒｈｙｏｌｉｔｅ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υγπ３５—Ｌａｔｅ

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ｃｒｙｐｔｏ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ｂｒｅｃｃｉａ；νπ—ｆｅｌｓｏｐｈｙｒｅｖｅｉｎｓ；λπ—

ｑｕａｒｔｚ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ｖｅｉｎｓ；１—ｆａｕｌｔｓ；２—ｇｏｌｄｂｏｄｉｅｓ；３—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体，与围岩无明显界线。矿体形态、产状受岩体形态

和产状控制外，还受北西向和近南北向断裂破碎带

控制。

矿区已发现大小矿体２０余个，其中规模最大的

矿体长约２００～３００ｍ、厚度０．２０～２５ｍ、延深８０～

３００ｍ。矿体沿走向、倾向局部有膨大、窄缩、分支、

复合及尖灭等现象。细脉浸染状矿石矿化较弱，一

般金品位１．１５～８．７０ｇ／ｔ；脉状矿石矿化较强，一般

金品位在１．５０～３７．３０ｇ／ｔ。

据康先济等? 研究，金属矿物有自然金、银金

矿、黄铁矿、白铁矿、毒砂、黄铜矿等。脉石矿物有石

英、电气石、绢云母、白云母、高岭土等。按矿物共生

组合特点，主要有四种矿石类型：①金石英电气石

型，以金为主，含银低；②金银石英电气石型，仅

见于矿体局部地段，含银较高；③银石英电气石

型，以银为主，属贫金矿石；④金褐铁矿型，见于近

图２　龙头山斑岩金矿剖面示意图（据康先济等?修改）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ｏｕｓｈａｎ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ＫａｎｇＸｉａｎｊ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３）

∈犺—寒武系黄洞口组砂岩；Ｄ１犾—下泥盆统莲花山组砂岩粉砂

岩；ηγπ
３
５—燕山晚期二长花岗斑岩；λγπ３５—燕山晚期流纹斑岩；

νγπ３５—燕山晚期隐爆角砾岩；ｖπ—长石霏细斑岩脉；１—金矿体

及编号；２—采样位置

∈犺—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Ｈ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ｋｏｕ Ｆｍ．；Ｄ１犾—Ｌｏｗｅｒ 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Ｌｉａｎｈｕａｓｈａｎ Ｆｍ．；ηγπ
３（１）
５ —Ｌａｔｅ 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 ａｄａｍｅｌｌｉｔｅ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λγπ
（１）
５ —Ｌａｔｅ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ｒｈｙｏｌ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υγπ３

（１）
５ —

Ｌａｔｅ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ｃｒｙｐｔｏ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ｂｒｅｃｃｉａ；ｖπ—ｆｅｌｓｏｐｈｙｒｅｖｅｉｎｓ；

１—ｇｏｌｄｂｏｄｉｅｓ；２—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地表氧化带中。根据矿石矿物组合、结构、构造及产

状特征，可将矿区内成矿作用划分为两大矿化期，即

气成热液期和表生期。

２　锆石年代学

２．１　样品采集

龙头山金矿区成矿花岗斑岩体出露于矿区中

心，侵位于流纹斑岩中，呈岩株或岩枝产出。岩石主

要由石英、钾长石、更长石及黑云母组成；流纹斑岩

分布于花岗斑岩的外缘和岩体中部至北部，岩石具

变余斑状—碎斑状结构，主要由石英、长石组成。基

质具隐晶—微粒结构和变余微粒结构，主要由微粒

石英和长石组成。年龄测定在岩石学和矿物学研究

的基础上进行，测年样品为花岗斑岩和流纹斑岩大

样中分选出的符合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定年的锆石，具

体采样位置见图２。

２．２　测试方法

锆石ＵＰｂ测年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完成，采

用的仪器是高分辨率和高灵敏度的离子探针

ＳＨＲＩＭＰⅡ。详细测试流程见宋彪等（２００２）和简

平等（２００３）的报道。按常规方法分选出晶形完好、

２２９



第７期　　　　　　　　　　陈富文等：广西龙头山斑岩型金矿成岩成矿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代学研究

表１　龙头山金矿区含矿流纹斑岩锆石犛犎犚犐犕犘犝犘犫年龄测定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犣犻狉犮狅狀犛犎犚犐犕犘犝犘犫犱犪狋犪狅犳狉犺狔狅犾犻狋犲狆狅狉狆犺狔狉狔犳狉狅犿狋犺犲犔狅狀犵狋狅狌狊犺犪狀犵狅犾犱狅狉犲犳犻犲犾犱

测点
２０６Ｐｂｃ

（％）

Ｕ

（×１０－６）

Ｔｈ

（×１０－６）

２３２Ｔｈ

／２３８Ｕ

２０６Ｐｂ

（×１０－６）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年龄（Ｍａ）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

１．１ １．７６ １４８ １８２ １．２８ １．９９ ９７ ±３ ０．０６３９ １３ ０．１３６０ １４ ０．０１５４ ２．７

２．１ ０．５６ ３２０ ３７２ １．２０ ４．３２ １００ ±２ ０．０６２２ ５．３ ０．１３４１ ５．８ ０．０１５６ ２．３

３．１ ０．４５ ２４７ ３６３ １．５２ ３．５２ １０６ ±３ ０．０６０５ ７．９ ０．１３８０ ８．３ ０．０１６５ ２．３

４．１ ３．９４ ９８ ７５ ０．７９ １．３４ ９７ ±４ ０．０７５０ ２３ ０．１５７０ ２３ ０．０１５２ ３．８

５．１ １．６９ ５６０ ５３６ ０．９９ ８．１８ １０７ ±２ ０．０４８６ １１ ０．１１２０ １１ ０．０１６７ ２．１

６．１ ０．５２ ７８６ ３４９ ０．４６ １１．１ １０５ ±２ ０．０４８２ ３．７ ０．１０８６ ４．２ ０．０１６３ ２．０

７．１ ２．７８ １６９ ２３７ １．４５ ２．３２ ９９ ±３ ０．０４９６ ２０ ０．１０６０ ２０ ０．０１５５ ２．５

８．１ ０．１２ ２０７０ ９４２ ０．４７ ２９．８ １０７ ±２ ０．０４９７ １．６ ０．１１４５ ２．５ ０．０１６７ ２．０

９．１ ０．６１ １９１ １９５ １．０５ ２．６３ １０２ ±２ ０．０６３１ １３ ０．１３８０ １４ ０．０１５９ ２．４

１０．１ ０．２１ １４９４ １７５０ １．２１ ２１．２ １０５ ±２ ０．０４６３ ２．１ ０．１０５１ ２．９ ０．０１６５ ２．０

１１．１ ０．４４ ２１５ １２５ ０．６０ １７．０ ５６６ ±１１ ０．０５６７ ３．３ ０．７１８０ ３．９ ０．０９１７ ２．０

１２．１ ０．２９ ７６ ６９ ０．９５ ３４．７ ２，７５７ ±４７ ０．１８２８ １．３ １３．４５ ２．４ ０．５３４０ ２．１

　注：误差为１σ；Ｐｂｃ和Ｐｂ分别代表普通铅和放射成因铅，应用实测的２０４Ｐｂ对普通铅进行了校正。

图３　被测锆石阴极发光（ＣＬ）图像ＳＨＲＩＭＰ分析点位及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视年龄

Ｆｉｇ．３　Ｃ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ａｎｄＳＨＲＩＭＰｄａｔ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ａｇｅｓ

（ａ）—流纹斑岩中锆石；（ｂ）—花岗斑岩中锆石

（ａ）—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ｒｈｙｏｌ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ｂ）—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ａｄａｍｅｌｌ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无裂纹和包体少的锆石颗粒与标准锆石样品

（９１５００）一起粘结在环氧树脂靶上，并对样品靶上的

待测锆石进行透射光、反射光和阴极发光图像分析，

据此选定锆石微区原位分析的靶位。对测定结果用

ＳＨＲＩＭＰ定年标准物质对ＵＴｈ和Ｐｂ含量及年龄

作了校正，普通铅根据实测的２０４Ｐｂ进行校正。

２．３　测定结果

２．３．１　流纹斑岩定年结果

龙头山金矿区矿化流纹斑岩的锆石 ＵＰｂ年龄

分析结果列于表１。图３（ａ）为被测锆石的阴极发光

（ＣＬ）图像及测定点位和相应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视年龄。

从锆石阴极发光图像可看出，流纹斑岩体锆石有两

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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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龙头山金矿区含矿花岗斑岩锆石犛犎犚犐犕犘犝犘犫年龄测定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犣犻狉犮狅狀犛犎犚犐犕犘犝犘犫犱犪狋犪狅犳犪犱犪犿犲犾犾犻狋犲狆狅狉狆犺狔狉狔犳狉狅犿狋犺犲犔狅狀犵狋狅狌狊犺犪狀犵狅犾犱狅狉犲犳犻犲犾犱

测点
２０６Ｐｂｃ

（％）

Ｕ

（×１０－６）

Ｔｈ

（×１０－６）

２３２Ｔｈ

／２３８Ｕ

２０６Ｐｂ

（×１０－６）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ａｇｅ（Ｍａ）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

１．１ １．７２ ５４３ ２５７ ０．４９ ７．２６ ９８ ±２ ０．０４２０ １４ ０．０８８０ １４ ０．０１５３ ２．２

２．１ １．４８ ３８２ １６１ ０．４４ ５．１６ ９９ ±２ ０．０４８５ １３ ０．１０４０ １３ ０．０１５５ ２．３

３．１ １．１７ ４６６ １６７ ０．３７ ６．２９ ９９ ±２ ０．０５０６ ６．９ ０．１０８３ ７．２ ０．０１５５ ２．１

４．１ １．４５ ３３４ ６０１ １．８６ ４．６５ １０２ ±２ ０．０５２６ ８．０ ０．１１５９ ８．３ ０．０１６０ ２．２

５．１ ０．７２ ３９５ ３２９ ０．８６ ５．３７ １００ ±２ ０．０５１０ ５．３ ０．１１０５ ５．８ ０．０１５７ ２．１

６．１ ０．１９ ８４４ ３３２ ０．４１ １１．４ １０１ ±２ ０．０４９９ ２．４ ０．１０８２ ３．１ ０．０１５７ ２．０

７．１ ２．４８ １３５ １８０ １．３８ １．８４ ９９ ±３ ０．０５２６ １９ ０．１１２０ １９ ０．０１５５ ２．９

８．１ ０．１１ ７３８ ７８５ １．１０ １０６ ９９８ ±１８ ０．０７２０ ０．７１ １．６６２ ２．１ ０．１６７５ ２．０

９．１ ０．１５ ３８４ ３１８ ０．８６ ４３．７ ８０２ ±１６ ０．０６６５ １．３ １．２１５ ２．５ ０．１３２５ ２．１

１０．１ ０．６０ １０３１ ２１０７ ２．１１ １４．２ １０２ ±２ ０．０５１９ ４．０ ０．１１３７ ４．５ ０．０１５９ ２．０

１１．１ ０．１４ ９５０ ４０５ ０．４４ １１．６ ９１ ±２ ０．０５０８ ３．２ ０．０９９７ ３．８ ０．０１４２ ２．１

１２．１ １．０１ ５１１ ９６６ １．９５ ７．０４ １０２ ±２ ０．０５０４ ７．６ ０．１１０３ ７．９ ０．０１５９ ２．１

１３．１ １．４４ １５９０ ６５３ ０．４２ ２１．９ １０１ ±２ ０．０５３４ ４．４ ０．１１６３ ４．８ ０．０１５８ ２．０

１４．１ ０．７４ ９５６ ３３３ ０．３６ ３１．６ ２４１ ±５ ０．０６４５ ２．３ ０．３３９０ ３．０ ０．０３８１ ２．０

　注：误差为１σ；Ｐｂｃ和Ｐｂ分别代表普通铅和放射成因铅，应用实测的２０４Ｐｂ对普通铅进行了校正。

种晶形：①大多数锆石内部均显示较清晰的震荡环

带结构，表明为典型的岩浆结晶锆石，在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谐和图上样品点均投影在谐和线上

或谐和线附近（图４）。这一特征也指示被测锆石未

遭受明显的后期热事件的影响，其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

值变化于９７～１０６Ｍａ之间，变化幅度较小，１０个分

析点（测点１．１～１０．１）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值年龄的加权平

均值为１０３．３±２．４Ｍａ（９５％可信度，ＭＳＷＤ＝

２．１）；②少数锆石内部环带模糊，且呈椭圆状晶形

（如测点１１．１和１２．１），具有源区继承锆石特点，

其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值年龄分别为５６６Ｍａ（测点１１．１）和

２７５７Ｍａ（测点１２．１），老于岩浆锆石的年龄。

２．３．２　花岗斑岩定年结果

龙头山金矿区矿化花岗斑岩锆石ＵＰｂ年龄分

析结果列于表２。图３（ｂ）为被测锆石的阴极发光

（ＣＬ）图像及测定点位和相应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视年龄。

从锆石阴极发光图像可以看出，被测锆石同样具有

两种不同晶形：①主体为透明的自形晶体，阴极发光

图像特征均显示出典型岩浆结晶韵律环带结构，

其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比值年龄在９１～１０２Ｍａ之间（分析

点），在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谐和图上，样品点均投

影在谐和线上或谐和线附近（图５）。这一特征指示

被测锆石未遭受明显的后期热事件的影响，其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比值年龄的加权平均值为１００．３±１．４

Ｍａ（９５％可信度，ＭＳＷＤ＝０．４０），代表花岗斑岩的

形成年龄。②少数锆石内部环带模糊，且边缘有圆

化、溶蚀和重结晶现象，其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值年龄分别为

图４　龙头山金矿床含矿流纹斑岩锆石ＳＨＲＩＭＰ

ＵＰｂ年龄谐和图

Ｆｉｇ．４　Ｚｉｒｃｏｎ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ｒｈｙｏｌ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ｏｕｓｈａｎｇｏｌｄ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９９８Ｍａ（测点８．１）、８０２Ｍａ（测点９．１）和２４１Ｍａ（测

点１４．１），老于岩浆锆石的年龄，可能为源区继承锆

石或岩浆上侵捕掳锆石的年龄，其所代表的地质意

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３　结论和讨论

（１）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采用高灵敏

度锆石ＳＨＲＩＭＰ定年技术对龙头山金矿的矿化流

纹斑岩和花岗斑岩进行了年代学研究，获得流纹斑

岩和花岗斑岩的锆石年龄分别为１０３．３±２．４Ｍａ

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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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龙头山金矿床含矿花岗斑岩锆石ＳＨＲＩＭＰ

ＵＰｂ年龄谐和图

Ｆｉｇ．５　Ｚｉｒｃｏｎ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ａｄａｍｅｌｌ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ｏｕｓｈａｎｇｏｌｄ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９５％可信度，ＭＳＷＤ＝２．１）和１００．３±１．４Ｍａ

（９５％可信度，ＭＳＷＤ＝０．４０）。由于两个岩体被测

锆石的阴极发光图像具有清晰的振荡环带结构（图

２），应为岩浆结晶锆石；在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谐

和图上，结晶锆石分析点均投影在谐和线上或谐和

线附近，这一特征也指示被测锆石未遭受明显的后

期热事件的影响。因此，所测年龄分别代表龙头山

矿区流纹斑岩和花岗斑岩的形成时间。尽管野外见

花岗斑岩侵入流纹斑岩的接触关系，同位素测年结

果也佐证了这种岩浆侵位的先后关系，但二者的形

成时间仅相差约３Ｍａ，应属同期岩浆作用的产物。

（２）基于流纹斑岩和花岗斑岩自身普遍矿化的

特点，笔者认为前人将该矿床的成因类型归为斑岩

型金矿是合理的。尽管成岩与成矿作用之间有一定

的时间差（成矿作用略滞后），矿区的成岩成矿作用

应都发生于中晚白垩世（１００～１０３Ｍａ），似乎不存

在多期矿化的可能。

（３）从报道的同位素年龄数据来看，大瑶山地

区燕山晚期斑岩体的时代显得相当分散，同一种定

年方法所得的年龄差异也很大。其主要原因可能是

研究者选择的定年方法对样品的适用性、样品的代

表性及早期仪器测定精度及实验条件等诸多因素所

致。如全岩ＫＡｒ法测年很难获得燕山期前花岗岩

类的精确定年数据，传统的锆石 ＵＰｂ定年法也无

法排除源区继承锆石对年龄测定结果的影响。

　　（４）龙头山金矿区矿化流纹斑岩和花岗斑岩中

都见有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比值年龄高于结晶锆石年龄的非

岩浆结晶的另类锆石，或者为呈椭圆状晶形（如图

３ａ中测点１１．１和１２．１），其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比值年龄分

别为５６６Ｍａ和２７５７Ｍａ；或者内部环带模糊，且边缘

有圆化、溶蚀和重结晶现象（如图３ｂ中测点８．１、

９．１和１４．１），其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比值年龄分别为９９８Ｍａ、

８０２Ｍａ和２４１Ｍａ，这些锆石可能为源区继承锆石或

岩浆上侵时捕掳的锆石。至于这些锆石年龄信息所

代表的地质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是否暗示大瑶山

隆起深部存在太古宙的结晶基底？流纹斑岩和花岗

斑岩的源岩为新元古代岩石？岩浆上侵捕掳锆石过

程中捕掳了早期的岩浆锆石或变质成因锆石？形成

斑岩的岩浆来自不同时代的源区物质重熔而成？这

对研究大瑶山地区地壳演化和成矿作用都有重要的

意义。

致谢：野外工作期间得到广西地质调查院和黄

宏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大力帮助，锆石ＳＨＲＩＭＰ

定年得到万渝生研究员、苗来成副研究员和颉颃强

博士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　释

? 康先济，杨世义．１９９４，广西大瑶山地区斑岩体的地质特征及斑

岩型金矿找矿前景研究报告，地矿部“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研究

成果报告，编号：８５０１００７０３４１．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１～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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