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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土营子斑岩型石英脉型钼铜矿田是华北板块北缘西拉沐沦钼矿带南部新近发现的与岩浆热液活动密切相关的
钼铜成矿系统。本文在矿床地质特征研究的基础上，对矿田内三个重要钼铜矿床开展了辉钼矿ＲｅＯｓ同位素定年，初步获得：
１）白土营子斑岩型钼铜矿床的成矿年龄为２４８０±１０Ｍａ（ＭＳＷＤ＝０５２，ｎ＝６）；２）白马石沟石英脉型铜钼矿的成矿年龄为
２４８６±６７Ｍａ（ＭＳＷＤ＝１０６，ｎ＝４）；３）库里吐石英脉型钼铜矿的成矿年龄为２４５０±４３Ｍａ（ＭＳＷＤ＝０７１，ｎ＝５）；这一结果
揭示该矿集区的钼铜矿化发生在早三叠世。该成矿系统的形成适值早三叠世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板块碰撞造山过程的晚

期，二长花岗斑岩的ＵＳＴ结构证明含矿流体来自岩浆作用。早三叠世钼铜成矿作用在华北板块北缘及邻区有一定的普遍性，
找矿前景可观。

关键词　　辉钼矿ＲｅＯｓ年代学；斑岩型石英脉型钼铜矿床；成矿规律；白土营子钼铜矿田；西拉沐沦钼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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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华北克拉通北缘西拉沐沦钼矿带大地构造位置图（ａ，据曾庆栋等，２０１２修改）和地质图（ｂ，据 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ａ修
改）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ｂ，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ａ）ｏｆ
Ｘｉｌａｍｕｌｕｎ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

１　引言

近年来，在华北板块北缘西拉沐沦河断裂带两侧发现了

十几个与晚古生代中生代酸性岩浆作用有密切时空关系的
斑岩型、石英脉型和次火山岩型钼多金属矿床（图１）；且大
量的年代学研究揭示区内钼矿成矿主要发生在早印支期

（２４８～２３５Ｍａ，如车户沟斑岩钼铜矿，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中燕
山期（１６０～１５０Ｍａ，如碾子沟石英脉型钼矿，张作伦等，
２００９）和晚燕山期（１４０～１２０Ｍａ，如小东沟斑岩钼矿，覃锋
等，２００９）；并且认为后两期钼矿可能分别形成于古亚洲洋向
古太平洋构造体系转折和陆内岩石圈减薄等伸展过程，成矿

物质主要来源于新生的地壳（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Ｚｅ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ａ），而对早印支期（即早三叠世）的钼矿成矿规律总结稍
微显得有些不足，目前仅对车户沟钼铜矿床开展了较深入的

年代学（Ｗ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Ｚｅ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地球化学（Ｗ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以及流
体包裹体（褚少雄等，２０１０；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ｂ）研究。

白土营子钼铜矿田位于西拉沐沦钼矿带南侧，矿田内发

育三个钼铜矿床，即：库里吐（也称鸭鸡山）石英脉型钼铜矿、

白土营子斑岩型钼铜矿和白马石沟石英脉型铜钼矿，三个矿

床同产于一个花岗质杂岩基内，应属于统一的岩浆热液成矿

系统（图２）。但迄今为止，对该矿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库里
吐石英脉型钼铜矿（刘建民，２００７①；于泽新和龙军，２００７；
吴华英等，２００８；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李碧乐等，２０１０），获得
成矿时代为２３６±３３Ｍａ（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矿田内其它两
个矿床没有相关研究工作。

本文在详细的矿床地质特征研究基础上，对白土营子钼

铜矿田内三个矿床开展了辉钼矿ＲｅＯｓ同位素定年，并结合
前人资料探讨了矿田内钼铜成矿时限、成矿地球动力学背景

以及华北北缘及邻区早三叠世钼铜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

２　成矿地质背景

白土营子钼铜矿田位于西拉沐沦钼矿带南侧敖汉旗新

惠镇境内，距华北板块北缘的赤峰朝阳断裂不到２０ｋｍ，地处
中亚造山带东端温都尔庙翁牛特加里东增生带与大兴安岭

２４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１）

① 刘建民等．２００７．内蒙古赤峰地区钼矿成矿年龄的确定及地质
意义．２００７年全国岩石学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报告



图２　白土营子钼铜矿田地质图（据朝阳金达集团实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６①；赤峰市天恩矿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６②；核工业２４３大
队③，２０１０资料修编）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ＢａｉｔｕｙｉｎｇｚｉＭｏＣｕ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中生代岩浆带叠加的部位（图１）（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赵越等，
２０１０）。

区域地壳演化经历了古生代华北板块与西伯利亚克拉

通之间的古亚洲洋／鄂霍茨克洋的消减（构造线为 ＮＥＥ向）
和中新生代的太平洋俯冲（构造线为 ＮＮＥ向），构造岩浆活
动十分强烈（刘建明等，２００４；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全区出露的
地层主要是古生代（主体是二叠纪）浅变质岩和中生代火山

沉积岩；ＮＥＥ向较大的断裂有赤峰朝阳断裂和西拉沐沦河

断裂、ＮＮＥ向断裂主要为大兴安岭断裂和嫩江断裂；广泛发
育着海西印支期和燕山期花岗杂岩；矿化以钼矿最为发育，
主要类型为斑岩型（如车户沟铜钼矿和小东沟钼矿）、石英脉

型（如碾子沟钼矿和库里吐钼矿）和次火山岩型（如红山子

钼铀矿），在时空上均与岩浆活动密切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

受各主干断裂的次级断裂控制（吴华英等，２００８；覃锋等，
２００９；张作伦等，２００９；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Ｚｅ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ａ，ｂ，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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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白土营子钼铜矿田内三个矿床代表性地质剖面图
（ａ）白土营子斑岩型钼铜矿０号勘探线地质剖面（据核工业２４３大队２０１１年钻孔资料编）；（ｂ）白马石沟石英脉型铜钼矿床９号勘探线地质
剖面图（据赤峰市天恩矿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６修改）；（ｃ）库里吐石英脉型钼铜矿床地质剖面图（据王猷和陈绍起，１９８３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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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矿区地质

３１　地质概况
白土营子矿田范围为：北纬１１９°４６′３０″至１１９°５０′５５″，东

经４２°２２′２０″至４２°２５′３５″（图２）。矿田内出露的地层为下二
叠统青风山组中上段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和上侏罗统金

刚山组酸性火山碎屑岩。

区内断裂以 ＥＷ向、ＮＷ向和 ＮＥ向最为发育，次为近
ＳＮ向。库里吐断裂为区内规模最大的 ＥＷ向断裂（长约
２ｋｍ，宽约１０～２０ｍ，向南倾，倾角约５０°），与其上盘的ＮＥ向
次级断裂一起控制了库里吐矿床的产出（于泽新和龙军，

２００７）；ＮＷ向的饮马河断裂及其下盘 ＮＷ向次级断裂则一
定程度上控制了白马石沟矿床的矿化。

侵入岩发育，以花岗杂岩岩基产出为主，少量呈岩株或

岩脉产出，依据野外接触关系和锆石ＵＰｂ定年结果（作者未
发表数据），其侵入次序从早到晚依次为：１）晚海西期中细粒
花岗闪长岩岩基，基本无矿化和蚀变；２）晚海西期中粗粒二
长花岗岩岩基（白马石沟岩体），与二长花岗斑岩接触或遇断

裂破碎带时发育较强的矿化和蚀变；３）晚海西期中细粒二长
花岗岩岩基，与断裂接触处发育弱蚀变；４）隐伏的早印支期
二长花岗斑岩岩株（锆石ＵＰｂ年龄为２４９１±１３Ｍａ），钻孔
已揭露面积约１ｋｍ２，呈走向ＮＷ的椭圆状，岩体外侧与围岩
接触处蚀变矿化强裂；５）各种走向的英安斑岩岩脉，明显切
矿化。

需要补充说明，虽然刘建民等（２００７）测得白马石沟岩体
的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为２２９４±４３Ｍａ，但作者对两个
样品的锆石ＬＡＩＣＰＭＳＵＰｂ定年结果分别为２５５６±１４Ｍａ
和２５３６±１５Ｍａ，反映该岩体为晚海西期产物；而且，笔者
在野外工作中发现中细粒二长花岗斑岩中含有白马石沟岩

体的捕虏体，表明白马石沟岩体侵位应早于中细粒二长花岗

斑岩。另外，矿田范围内还见各种走向的石英脉，受断裂控

制明显，脉宽０５～２ｍ，长２～１００ｍ，部分石英脉与库里吐和
白马石沟矿床矿化密切相关（图３）。

３２　矿床地质

矿田内库里吐石英脉型钼铜矿、白土营子斑岩型钼铜矿

和白马石沟石英脉型铜钼矿呈 ＮＥＳＷ排列，它们各自的地
质特征如下。

３２１　白土营子斑岩型钼铜矿床

该矿床为典型的隐伏斑岩型钼铜矿床，含矿二长花岗斑

岩和矿化蚀变范围全由钻孔所揭示，以钼矿化为主，伴生铜

未达工业指标，矿床Ｍｏ品位为００８％～０１８％（核工业２４３
大队，２０１０）。矿体受花岗斑岩与白马石岩体的接触带形态
控制，呈不规则的层状，单矿体厚１～５０ｍ，倾角多不超过２０°
（图３ａ）；已控制的矿化范围主要集中在斑岩体南部，地表投
影呈面积超过１ｋｍ２的椭圆状（图２）。

矿化以细脉状（图４ａ）和网脉状（图４ｂ）为主，其次是浸
染状和角砾状。金属矿物主要为辉钼矿和黄铁矿，局部含少

量的黄铜矿，其中辉钼矿多呈细小鳞片状，直径 ００５～
０５ｃｍ；非金属矿物以石英、钾长石、绢云母和白云母为主，少
量的伊利石、绿泥石、赤铁矿、萤石、玉髓。

围岩蚀变具有斑岩型矿床典型的面状蚀变特征，钻孔揭

示的蚀变范围在地表投影呈面积大于４ｋｍ２的椭圆状（且北
边边界还未完全控制）（图２），空间上由二长花岗斑岩向外
依次发育钾化带、绢云母化带和青磐岩化带：１）钾化带蚀变
表现为钾长石化、硅化和赤铁矿化；２）绢云母化带蚀变包括
绢云母化、硅化、白云母化和伊利石化；３）青磐岩化带蚀变类
型有绿泥石化、绿帘石化和赤铁矿化。晚期少量萤石化、方

解石化和玉髓化叠加在上述蚀变带上。钼矿化与钾化、硅

化、绢云母或白云母化、赤铁矿化密切相关。

根据脉系穿切关系和蚀变晕发育情况，该矿床流体演化

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岩浆热液过渡阶段、钾化阶段、钾化向
绢云母化过渡阶段（钼和铜主矿化阶段）、绢云母化阶段和热

液活动晚期阶段（表１）。

３２２　白马石沟石英脉型铜钼矿床

为部分矿体出露地表的矿床，以铜矿化为主，局部伴生

钼矿化，矿床 Ｃｕ平均品位 ０４９％，伴生 Ｍｏ平均品位
００３５％（赤峰市天恩矿业有限公司，２００６）。矿体受 ＮＷ向
断裂控制，呈倾向ＮＥ的平行脉状产出，９０％的矿体产于白马
石岩体内；单矿体厚１～７ｍ，长５０～３００ｍ，倾角６０°～８５°（图
３ｂ）。

矿化以石英大脉状（宽０１～１ｍ）为主（图４ｃ），大脉两
侧发育少量的石英细脉状（宽０５～２ｃｍ）（图４ｄ）和浸染状
矿化。金属矿物主要为为黄铜矿、斑铜矿、黄铁矿和辉钼矿，

其中黄铜矿和斑铜矿呈他形粒状（常和黄铁矿形成固溶体结

构），辉钼矿多为大片状（直径０３～１ｃｍ），局部受构造挤压
呈粉末状；非金属矿物以石英、钾长石、黑云母为主（部分绿

泥石化），少量的萤石、赤铁矿、角闪石、方解石。

围岩蚀变呈ＮＷ向线状发育，钻孔已控制蚀变带在地表
投影长约１３００ｍ，宽５００～７００ｍ（图２）。与铜钼矿化密切相
关的蚀变类型有钾长石化、黑云母化、赤铁矿和硅化，大部分

呈线状分布于石英 ±硫化物脉两侧，少量呈弥散状分布；热
液活动晚期主要发育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绢云母化、高岭土

化、碳酸盐化，均沿断裂发育，并一定程度破坏了早期矿化和

蚀变。

根据脉系穿切关系和蚀变晕发育情况，该矿床流体活动

主要发育以下四个阶段：钾化阶段、钾化和绢云母化过渡阶

段（钼和铜主矿化阶段）、绢云母化阶段、热液活动晚期阶段，

与白土营子对比，铜和钼主矿化阶段完全相同（表１）。

３２３　库里吐石英脉型钼铜矿床

该矿床大部分被第四系覆盖，以钼矿化为主，局部铜达

工业价值，Ｍｏ平均品位００９％，Ｃｕ平均品位０４％（曾庆栋
等，２０１２）。矿体受ＥＷ向库里吐断裂及其上盘ＮＥ向次级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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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白土营子钼铜矿田内三个矿床主要的矿化类型（ａｆ）以及岩浆热液过渡的证据（ｇ、ｈ）相关的典型照片
（ａ、ｂ）白土营子矿化类型：细脉状矿化（ａ）和网脉状矿化（ｂ）；（ｃ、ｄ）白马石沟矿化类型：石英大脉状矿化（ｃ）和石英细脉状矿化（ｄ）；（ｅ、

ｆ）库里吐矿化类型：石英大脉状矿化（ｅ）和石英细脉状矿化（ｆ）；（ｇ）白土营子二长花岗斑岩出溶的ＵＳＴ（单相固结结构）石英，是岩浆出溶

流体最直接的证据；（ｈ）白土营子二长花岗斑岩边上发育大量钾长石石英伟晶岩，表明斑岩晚期富含挥发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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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白土营子钼铜矿田内三个矿床流体演化过程及对应的脉体和钼铜矿化情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Ｆｌｕｉ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ｖｅｉｎ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ＭｏＣｕｍｉｎ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ＢａｉｔｕｙｉｎｇｚｉＭｏＣｕ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流体演化阶段及对应的

脉系特点

矿床名称

白土营子斑岩型钼铜矿 白马石沟石英脉型铜钼矿 库里吐石英脉型钼铜矿

脉体种类
钼矿

化

铜矿

化
脉体种类

钼矿

化

铜矿

化
脉体种类

钼矿

化

铜矿

化

岩浆热液
过渡

流体 （近）饱和的

岩浆

ＵＳＴ石英脉和钾长
石伟晶岩（图４ｇ，ｈ） — — — — — —

钾化

Ａ脉系列（脉壁不规
则、含有钾长石或黑

云母晕、石英为等粒

状）

石英 ±辉钼矿 ±黄
铁矿 ±黄铜矿细脉，
脉宽１～１０ｍｍ，钾长
石晕

较
强

弱

石英 ±辉钼矿 ±黄铁矿
±黄铜矿脉、石英黄铜
矿（或斑铜矿）黄铁矿 ±
辉钼矿脉、黄铜矿（或斑

铜矿）脉，脉宽 ０５～
５０ｍｍ，黑云母晕

较
强

较
强

石英 ±辉钼矿 ±黄
铁矿±黄铜矿（或斑
铜矿）脉，脉宽 １～
５０ｍｍ，钾长石晕

弱
较
强

钾化绢云
母化过渡

Ｂ脉系列（脉壁平
直、蚀变晕不明显，

石英为梳状）

石英辉钼矿 ±黄铜
矿 ±黄铁矿脉，宽１
～２０ｍｍ

主
阶
段

主
阶
段

石英辉钼矿 ±黄铜矿
（或斑铜矿）±黄铁矿
脉、石英黄铜矿（或斑铜
矿）黄铁矿 ±辉钼矿脉，
宽１～１５０ｃｍ

主
阶
段

主
阶
段

石英辉钼矿 ±黄铁
矿±黄铜矿（或斑铜
矿）脉、石英黄铜矿
（或斑铜矿）黄铁矿
±辉钼矿脉，宽 ０５
～１２０ｃｍ

主
阶
段

主
阶
段

绢云母化
Ｄ脉系列（宽大、绢
云母晕、黄铁矿多）

石英黄铁矿 ±辉钼
矿脉 ±黄铜矿，宽４
～５０ｍｍ

弱 弱

石英黄铁矿 ±黄铜矿
（或斑铜矿） ±辉钼矿
脉，宽２～１５０ｃｍ

弱 弱

石英黄铁矿 ±辉钼
矿±黄铜矿（或斑铜
矿）脉，宽１～１２０ｃｍ

较
强

弱

热液晚期
低温脉系（无硫化物

沉淀）

萤石、方 解 石、玉

髓脉
— — 宽大石英脉、方解石脉 — —

宽大石英脉、方解

石脉
— —

裂控制，呈向南倾斜的平行脉状、扁豆状、透镜状产出，９０％

的矿体产于白马石岩体内；单矿体厚１～５ｍ，平均厚３６ｍ，

最厚达２７ｍ，倾角４０°～６０°（图３ｃ）。

与白马石沟类似，矿化以石英大脉状（图４ｅ）为主，大脉

两侧发育石英细脉状（图４ｆ）和浸染状矿化，靠近断裂边部局

部发育蚀变岩型矿化。金属矿物主体为辉钼矿、黄铜矿、斑

铜矿和黄铁矿，其中辉钼矿多呈片状（直径０１～０８ｃｍ），黄

铜矿和斑铜矿呈他形粒状；非金属矿物包括石英、钾长石、白

云母、绢云母，少量的绿泥石、方解石、伊利石、赤铁矿。

该矿床围岩蚀变呈ＥＷ向线状发育，钻孔已控制蚀变范

围在地表投影宽１０～１００ｍ，长约１５ｋｍ（图２）。蚀变类型与

白土营子类似，以钾长石化、硅化、绢云母或白云母化、伊利

石化、绿泥石化、赤铁矿化和碳酸盐化为主，其中钾长石化、

硅化、绢云母或白云母化、赤铁矿化与钼铜矿化关系密切，而

伊利石、绿泥石化以及碳酸盐化多为晚期沿断裂叠加产生。

根据脉系穿切关系和蚀变晕发育情况，该矿床流体活动

主要发育以下四个阶段：钾化阶段、钾化和绢云母化过渡阶

段（钼和铜主矿化阶段）、绢云母化阶段、热液活动晚期阶段，

与白土营子、白马石沟矿床的铜和钼主矿化阶段完全相同

（表１）。

４　样品及测试

为查明矿田内三个矿床的钼铜成矿年龄，本次系统采集

了１５件辉钼矿样品进行 ＲｅＯｓ同位素年龄测定，其中白土
营子矿床６件、白马石沟矿床４件、库里吐矿床５件。样品
平面分布位置见图２，具体特征描述见表２，样品涵盖了各矿
床的主要矿化类型及铜钼矿化期次。

辉钼矿单矿物样品分离是在河北省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研究所完成，矿石样品经粉碎、分离、粗选和精选，获得了纯

度＞９９％的辉钼矿单矿物。样品辉钼矿的 ＲｅＯｓ同位素组
成在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ＲｅＯｓ同位素年代学验室测试
完成，Ｒｅ、Ｏｓ化学分离步骤和质谱测定主要包括分解样品、
蒸馏分离Ｏｓ、萃取分离 Ｒｅ、质谱测定四步，分析流程和方法
详见相关文献（Ｓｈｉｒｅｙ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９５；Ｄ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实
验过程中采用国家标准物质ＧＢＷ０４４３６（ＪＤＣ）测定结果来监
控化学流程和分析数据的可靠性，质谱测定是在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仪 ＴＪＡＸｓｅｒｉｅｓＩＣＰＭＳ上进行的，然后利用
Ｓｍｏｌｉａ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６）的公式计算 ＲｅＯｓ模式年龄（ｔ）：ｔ＝［ｌｎ
（１＋１８７Ｏｓ／１８７Ｒｅ）］／λ，其中 λ（１８７Ｒｅ衰变常数）＝１６６６×
１０－１１ｙ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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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白土营子钼铜矿田辉相矿ＲｅＯｓ同位素测年样品及数据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Ｏｓ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ｄａｔ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ａｎｄｄａｔａｆｏｒ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ａｉｔｕｙｉｎｇｚｉＭｏＣｕ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样品号 采样位置 样品描述 样重（ｇ）
Ｒｅ（±２σ）
（×１０－６）

１８７Ｒｅ（±２σ）
（×１０－６）

１８７Ｏｓ（±２σ）
（×１０－９）

模式年龄

（±２σ）（Ｍａ）

白土营子

Ｔ１６２ Ｚｋ０４２９０ｍ 宽３ｍｍ的石英辉钼矿黄铁矿脉（钾化晕） ００５０３６ ４５９９±０４３ ２８９１±０２７ １１８７±１１ ２４６０±３８

Ｔ１８２ Ｚｋ０２５５０ｍ 宽３ｍｍ的石英辉钼矿脉（无蚀变晕） ００５０８８ ５６６７±０８０ ３５６２±０５１ １４６６±１２ ２４６６±４５

Ｔ１９５ Ｚｋ１６２３１０４ｍ 宽４ｍｍ的石英黄铜矿辉钼矿黄铁矿脉
（无蚀变晕）

００５０９２ ５４７９±０５２ ３４４４±０３３ １４２１±１３ ２４７２±３８

Ｔ２０２ Ｚｋ１６２４２０５ｍ 宽３ｍｍ的石英辉钼矿黄铁矿脉（钾化晕） ００５０２５ ４７２２±０５３ ２９６８±０３３ １２３１±１０ ２４８４±３９

Ｔ２０８ Ｚｋ７０２１１ｍ 含稠密浸染状辉钼矿的钾化斑岩 ００５０２２ ４０３３±０４５ ２５３３±０２８ １０４９±０９ ２４８２±４１

Ｔ２１４ Ｚｋ１６２３２８４ｍ 宽２～３ｍｍ的石英辉钼矿脉（无蚀变晕） ００５０９３ ３９６０±０３７ ２４９０±０２３ １０２１±０９ ２４５７±３８

白马石沟

ＢＭＳ２ 竖井１ 宽３ｃｍ的石英黄铜矿辉钼矿黄铁矿脉（钾
长石晕）

００１０５９ ２５６９±０２３ １６１５±０１５ ６７２±０６ ２４９２±３６

ＢＭＳ４ 竖井１ 宽１ｍ的石英辉钼矿黄铜矿黄铁矿脉（无
蚀变晕）

００１０４３ ３７５５±０２８ ２３６０±０１８ ９７５±１１ ２４７４±３９

ＢＭＳ５ 竖井２ 宽３ｃｍ的石英辉钼矿脉（无蚀变晕） ０１００１６ ３８２４±０３４ ２４０３±０２２ ９９３±０８ ２４７５±３６

ＢＭＳ６ 竖井２ 宽１０ｃｍ的石英黄铜矿辉钼矿黄铁矿脉
（黑云母晕）

００１０８４ ２２６９±０２０ １４２６±０１２ ５８６±０５ ２４６０±３５

库里吐

ＫＬＴ１ 竖井１ 宽０５ｃｍ的石英辉钼矿（弱绢云母蚀变晕） ００１０３７ ８２８６±０６７ ５２０８±０４２ ２１３２±１８ ２４５３±３５

ＫＬＴ２ 竖井１ 宽 １ｃｍ的石英辉钼矿黄铁矿脉（无蚀变
晕）

０１００７２ ３６４６±０５１ ２２９１±０３２ ９４５±０８ ２４７１±４５

ＫＬＴ３ 竖井２ 宽４ｃｍ的石英黄铜矿辉钼矿黄铁矿脉（绢
云母晕）

００１０４５ ７６４８±０６９ ４８０７±０４４ １９７９±１７ ２４６５±３６

ＫＬＴ４ 竖井２ 宽１０ｃｍ的石英辉钼矿脉（无蚀变晕） ００１０６６ ３８１０±０３１ ２３９４±０１９ ９８１±０９ ２４５５±３６

ＫＬＴ５ 竖井２ 宽 １ｃｍ的石英辉钼矿黄铁矿脉（绢云母
晕）

００１００４ ５６０３±０５４ ３５２２±０３４ １４３４±１３ ２４３９±３７

注：１）辉相矿ＲｅＯｓ定年实验误差是２σ；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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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模式年龄的不确定度包括衰变常数的不确定度（１０２％）

５　测试结果

１５件辉钼矿样品 ＲｅＯｓ同位素测试结果见表２。白土
营子矿床 ６件辉钼矿样品的 Ｒｅ含量介于 ３９６０×１０－６～
５６６７×１０－６之间，Ｒｅ与１８７Ｏｓ含量变化协调。采用 Ｉｓｏｐｌｏｔ软
件（Ｌｕｄｗｉｇ，２００３）计算得到等时线年龄和加权平均年龄分别
为２４８０±１０Ｍａ（ＭＳＷＤ＝０５２，２σ）（图５ａ）、２４７０±１６Ｍａ
（ＭＳＷＤ＝０３１，２σ）（图５ａ’），比较吻合。该矿床６件辉钼
矿的ＲｅＯｓ同位素数据的等时线年龄（图 ５ａ）ＭＳＷＤ值较
小，说明等时线年龄可靠；由等时线获得的１８７Ｏｓ初始值为 －
０５±５０×１０－９，接近于 ０，表明辉钼矿形成时几乎不含
１８７Ｏｓ，辉钼矿中的１８７Ｏｓ系由１８７Ｒｅ衰变形成，符合ＲｅＯｓ同位
素体系模式年龄计算条件。总之，白土营子斑岩型钼铜矿床

辉钼矿的结晶年龄为２４８０±１０Ｍａ。
白马石沟矿床４件辉钼矿样品的 Ｒｅ含量介于２２６９×

１０－６～３８２４×１０－６之间，Ｒｅ与１８７Ｏｓ含量变化协调。采用
Ｉｓｏｐｌｏｔ软件（Ｌｕｄｗｉｇ，２００３）计算得到等时线年龄和加权平均
年龄分别为 ２４８６±６７Ｍａ（ＭＳＷＤ＝１０６，２σ）（图 ５ｂ）、
２４７５±１８Ｍａ（ＭＳＷＤ＝０５４，２σ）（图５ｂ’），比较接近。该
矿床４件辉钼矿的ＲｅＯｓ同位素数据的等时线年龄（图５ｂ）
ＭＳＷＤ值较小，说明等时线年龄可靠；由等时线获得的１８７Ｏｓ
初始值为－０４±２０×１０－９，接近于０，表明辉钼矿形成时几
乎不含１８７Ｏｓ，辉钼矿中的１８７Ｏｓ系由１８７Ｒｅ衰变形成，符合 Ｒｅ
Ｏｓ同位素体系模式年龄计算条件。因此，白马石沟石英脉
型铜钼矿床辉钼矿的结晶年龄为２４８６±６７Ｍａ。

库里吐矿床 ５件辉钼矿样品的 Ｒｅ含量介于 ３６４６×
１０－６～８２８６×１０－６之间，Ｒｅ与１８７Ｏｓ含量变化协调。采用

８４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１）



图５　白土营子斑岩型钼铜矿（ａ、ａ’）、白马石沟石英脉型铜钼矿（ｂ、ｂ’）和库里吐石英脉型钼铜矿（ｃ、ｃ’）的辉钼矿 ＲｅＯｓ
等时线年龄以及加权平均年龄

Ｆｉｇ．５　ＲｅＯｓｉｓｏｃｈｒ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ａｇ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ａｉｔｕｙｉｎｇｚｉ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ＭｏＣｕ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ａ’），ＢａｉｍａｓｈｉｇｏｕｑｕａｒｔｚｖｅｉｎｔｙｐｅＣｕ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ｂ，ｂ’）ａｎｄＫｕｌｉｔｕｑｕａｒｔｚｖｅｉｎｔｙｐｅＭｏＣｕｄｅｐｏｓｉｔ（ｃ，
ｃ’），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ｓｏｐｌｏｔ软件（Ｌｕｄｗｉｇ，２００３）计算得到等时线年龄和加权平均
年龄分别为 ２４５０±４３Ｍａ（ＭＳＷＤ＝０７１，２σ）（图 ５ｃ）、
２４５６±１６Ｍａ（ＭＳＷＤ＝０３９，２σ）（图５ｃ’），基本相同。该
矿床５件辉钼矿的ＲｅＯｓ同位素数据的等时线年龄（图５ｃ）
ＭＳＷＤ值较小，说明等时线年龄可靠；由等时线获得的１８７Ｏｓ
初始值为－０３±２３×１０－９，接近于０，表明辉钼矿形成时几
乎不含１８７Ｏｓ，辉钼矿中的１８７Ｏｓ系由１８７Ｒｅ衰变形成，符合 Ｒｅ
Ｏｓ同位素体系模式年龄计算条件。以上分析表明库里吐石
英脉型钼铜矿床辉钼矿的结晶年龄为２４５０±４３Ｍａ。

６　讨论

６１　白土营子矿田钼铜成矿时限和期次

白土营子矿田内有多期岩浆活动，三个矿床都产在不同

期次岩体的接触带附近，且蚀变矿化特点显示矿床形成与岩

浆热液活动密切相关。那么，矿田内究竟存在几次钼铜成矿

事件？分别与哪期岩浆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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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对矿田的成矿年代学研究仅集中在库里吐石英脉

型钼铜矿床，获得其辉钼矿 ＲｅＯｓ等时线年龄为 ２３６±
３３Ｍａ（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反映该矿床形成于早中三叠世。
本文通过辉钼矿 ＲｅＯｓ同位素测年分别获得白土营子斑岩
型钼铜矿床辉钼矿结晶年龄为２４８０±１０Ｍａ、白马石沟石英
脉型铜钼矿床辉钼矿的结晶年龄为２４８６±６７Ｍａ、库里吐
石英脉型钼铜矿床辉钼矿的结晶年龄为２４５０±４３Ｍａ，在
误差范围内相互吻合，三个年龄不仅 ＭＳＷＤ值均很小（０５２
～１０６），还与各自的加权平均年龄吻合很好。结合矿床地
质特征部分可知，三个矿床中铜和钼矿化紧密共生且主矿化

期一致（表１）。因此认为：１）三个矿床均属早三叠世成矿
（２４８～２４５Ｍａ）；２）矿田内岩浆作用频繁，期次较多，但钼铜
成矿事件只与一期岩浆热液活动有关，斑岩型和石英脉型钼

铜成矿隶属统一的岩浆热液钼铜成矿系统；３）库里吐矿床
的ＲｅＯｓ年龄较其他两个矿床稍年轻，可能缘于辉钼矿样品
是钾化阶段之后的产物，而其他两个矿床包含较多钾化阶段

辉钼矿样品（表２）。
基于库里吐石英脉型钼铜矿床主体产于白马石沟岩体

内，前人多认为该岩体是库里吐矿床的成矿母岩（如吴华英

等，２００８），但刘建民等（２００７）测得一个样品的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
ＵＰｂ年龄为２２９４±４３Ｍａ，晚于本文获得的辉钼矿 ＲｅＯｓ
年龄，与野外地质现象不相符。前文已经介绍，笔者研究证

实该岩体应是晚海西期产物，其侵入时间早于二长花岗斑岩

和中细粒二长花岗岩，而后两者都是含矿围岩，因此白马石

沟岩体很有可能不是库里吐矿床的成矿母岩。

结合野外地质现象和作者未发表的锆石 ＵＰｂ定年结
果，本文认为矿田中部隐伏的二长花岗斑岩侵位伴随的流体

活动最为可能导致了三个矿床钼铜成矿事件，具体证据如

下：１）二长花岗斑岩锆石 ＵＰｂ年龄为２４９１±１３Ｍａ（作者
未发表数据），与三个矿床辉钼矿 ＲｅＯｓ年龄在误差范围内
非常接近，且该年龄稍微大于辉钼矿结晶年龄也符合岩浆岩

结晶温度高于辉钼矿结晶温度的地质事实；２）二长花岗斑岩
西北边缘与围岩接触处发育大量 ＵＳＴ结构石英、伟晶岩等
（图４ｇ，ｈ）（一般认为ＵＳＴ是岩浆热液过渡阶段的产物，其
中石英层代表了流体，而斑岩代表了岩浆，Ｈａｒｒｉ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Ｓｅｅｄｏｒｆｆｅｔａｌ．，２００５），是其出溶或从深部岩浆房带来
流体的直接证据；３）白土营子斑岩型钼铜矿床矿化和蚀变围
绕二长花岗斑岩发育直接表明二长花岗斑岩是该矿床的成

矿母岩；４）从目前钻孔揭示情况来看，二长花岗斑岩东北边
界未完全控制，表明其距库里吐矿床应小于图２所示的约
１ｋｍ，该斑岩还向ＳＷ侧伏（如图３ａ，深部 ＳＷ边界未完全控
制），反映其深部距白马石矿床应小于２３ｋｍ，且库里吐和白
马石矿床均受向斑岩倾斜的断裂控制，因此，二长花岗斑岩

完全有可能在深部为库里吐和白马石矿床提供成矿流体；５）
二长花岗斑岩岩株是矿田内钼铜矿化影响的最年轻岩浆岩；

６）库里吐北边出露的中细粒二长花岗岩侵位时间稍早于二
长花岗斑岩，但蚀变和矿化非常弱。

６２　白土营子矿田早三叠纪钼铜成矿地球动力学背景及
意义

　　世界上目前识别的斑岩钼（铜）矿产出的构造背景主要
有两类：一是与陆缘弧后伸展、陆内裂谷以及造山后伸展有

关的伸展背景，如 Ｃｌｉｍａｘ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钼矿产在弧后 Ｒｉｏ
Ｇｒａｎｄｅ裂谷（ＷｅｓｔｒａａｎｄＫｅｉｔｈ，１９８１；Ｃａｒｔ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３），中
国大部分的斑岩型钼矿形成于燕山期（１９０～１３０Ｍａ），构造
背景为大陆碰撞后的陆内伸展环境（李永峰等，２００５；毛景
文等，２００５；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ａ），由挤压向
伸展的过渡阶段是形成这类矿床的有利时间（陈衍景和富士

谷，１９９２；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２００７；毛景文等，２００５；李诺
等，２００７；侯增谦和杨志明，２００９；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２０１３）；二
是与板块俯冲有关的挤压背景，如 Ｅｎｄａｋｏ钼铜矿形成于陆
缘弧环境（Ｓｔｅｖ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秦克章等（２００８）发现西藏冈
底斯的沙让斑岩钼矿明显形成于大陆碰撞环境，但该环境下

形成的斑岩钼矿在规模及数量上远较伸展背景小（孙燕等，

２０１２）。
近几年来，研究者们陆续在华北地台北边缘及邻区（如

燕辽钼矿带、西拉沐沦钼矿带、内蒙古中部地区）获得了一批

代表三叠纪钼铜成矿事件的年代学信息，年龄集中在２４８～
２２２Ｍａ（如表３）。对于这类矿床形成的构造背景，多数学者
把其归于碰撞后的伸展环境（如代军治等，２００７；Ｗ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但 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则认为车户
沟斑岩型钼铜矿床形成于同碰撞环境。最近，曾庆栋等

（２０１２）指出：由于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板块碰撞发生在二叠
纪中晚期且有可能持续到三叠纪中期，之后进入后碰撞伸展

过程（如 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那么 ２４８～
２３６Ｍａ（早印支期）的钼矿应该形成于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
板块同碰撞构造环境，２３６～２２２Ｍａ（中印支期）的钼成矿产
生于碰撞后伸展构造环境。本文研究的白土营子矿田钼铜

成矿作用发生在早三叠世（２４５～２４８Ｍａ），显然属于曾庆栋
等（２０１２）划分的２４８～２３６Ｍａ（早印支期）钼成矿期，表明该
矿田钼铜矿化应该形成于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板块同碰撞

造山过程，且该期钼矿化在华北北缘附近具有普遍性。

值得提及的是，华北板块南缘及邻区三叠纪钼矿化主要

发生在２２６～２１０Ｍａ，形成于扬子板块与华北板块同碰撞造
山过程（陈衍景等，２００９；陈衍景，２０１０；曾庆栋等，２０１２）。
由此看来，不仅斑岩型钼矿床可形成于同碰撞的构造环境

（秦克章等，２００８；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同碰撞造山背景下
钼矿化可能还有一定的普遍性，值得引起关注。

６３　华北板块北缘及邻区早三叠世钼铜成矿规律及意义

就目前华北板块北缘及邻区来看，已发现的形成于早三

叠世的钼铜矿床自西向东依次为：查干花斑岩型钼铜矿、查

干德尔斯斑岩型钼铜矿床、车户沟斑岩石英脉型钼铜矿床、
元宝山石英脉型钼矿床、金厂沟梁对面沟斑岩型钼铜床以及

０５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１）



表３　华北板块北缘及邻区早三叠纪钼多金属矿床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ｔ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

矿床名称 矿化类型 成矿元素组合 地理位置 ＲｅＯｓ等时线年龄（Ｍａ） 资料来源

查干花 斑岩型 ＭｏＣｕ 乌拉特后旗 ２４２７±３５ 蔡明海等，２０１１ａ
查干德尔斯 斑岩型 ＭｏＣｕ 乌拉特后旗赛乌素镇 ２４３０±２２ 蔡明海等，２０１１ｂ
车户沟 斑岩石英脉型 ＭｏＣｕ 赤峰市松山区 ２４５±５ Ｚ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元宝山 石英脉型 Ｍｏ 赤峰市元宝山区 ２４８±３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对面沟 斑岩型 ＭｏＣｕ 赤峰市敖汉旗 ２４４７±２５ 江思宏等，２０１１
白土营子 斑岩石英脉型 ＭｏＣｕ 赤峰市敖汉旗 ２４８～２４５ 本文

本文研究的白土营子斑岩石英脉型钼铜矿田（图１、表３）。
那么，该期形成于同碰撞环境的钼铜矿床有何特殊之处？结

合前人研究成果，笔者对区域早三叠世钼铜成矿规律进行了

初步总结：

１）空间分布：从图１来看这些矿床均分布在华北板块北
缘，呈ＥＷ向的带状分布；
２）矿化类型：斑岩型矿化和石英脉型矿化均较发育（表

３）；
３）成矿时代及应力状况：上述矿床成矿时代在误差范围

内基本一致（２４３～２４８Ｍａ），由于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板块
碰撞发生在二叠纪中晚期且有可能持续到三叠纪中期，之后

进入后碰撞伸展过程（如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这些矿床应形成于碰撞造山晚期挤压向碰撞后伸展过渡的

应力环境（陈衍景等，２００９），与伸展背景下钼矿形成所处的
应力形式相似（毛景文等，２００５；侯增谦和杨志明，２００９）；
４）成矿元素组合及意义：除了元宝山钼矿外，这些矿床

都是钼铜共伴生（表３）。而区内已发现的早三叠纪之后形
成的钼矿床多为单钼矿床，如小东沟（覃峰等，２００９）、碾子沟
（张作伦等，２００９）、敖伦花（马星华等，２００９）、鸡冠山（陈伟
军等，２０１０）、半拉山钼矿（张晓静等，２０１０）等。这与陈衍景
等（２０１２）对东北地区钼矿成矿规律总结后得出的结论一致，
即该区单钼矿床或以钼为主的矿床始现于三叠纪

（＜２５０Ｍａ），以铜为主的铜钼矿床整体年龄偏老。
笔者认为造成上述差异的因素与剥蚀的关系不大，而主

要受构造背景和岩浆演化方式控制。从全球主要矿床来看，

在大洋俯冲大陆碰撞碰撞后（造山后）板内（陆内）旋回
中，斑岩铜矿多形成于俯冲和碰撞阶段的应力转换期，环境

偏挤压性质，应力调整比较迅速，有利于岩浆快速熔融和上

升；斑岩钼矿倾向形成于旋回起始和结束阶段偏伸展的环

境，应力比较稳定，有利于岩浆长时间结晶分异（孙燕等，

２０１２）。
本区在二叠早三叠世时属于大陆同碰撞阶段（Ｗ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陈衍景等，２００９），岩浆演化以
部分熔融占优势（如好力宝铜钼矿、车户沟钼铜矿、库里吐钼

铜矿；张连昌等，２０１０），因此形成的钼矿含铜比较高；而在
１６０Ｍａ之后本区完全属于板内伸展环境（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岩浆以分离结晶作用为主（如小东沟钼
矿；张连昌等，２０１０），利于形成单钼矿化。刘翼飞等（２０１２）

也认为内蒙中部苏尼特左旗地区晚泥盆世时期以铜为主的

斑岩型矿化和早二叠世及其后的以钼为主的斑岩型矿化是

该区成矿环境变化的反映。

由此看来，华北板块北缘及邻区各时代斑岩型铜钼和钼

铜矿床铜／钼比例的变化一定程度示踪了该区的构造演化历
史，表明该区在大规模钼矿化之前有产生造山环境铜矿化的

迹象。但由于斑岩铜矿床一般产于碰撞造山带或岛弧环境

地下２～４ｋｍ，斑岩钼矿多产于地下３～６ｋｍ（Ｓｉｌｌｉｔｏｅ，２０１０），
华北克拉通北缘及邻区已经发现了如此大量的钼矿，反映该

区矿床的剥蚀程度较深，这可能是该区较少发现世界级斑岩

铜矿床的重要原因之一。

越来越多早三叠世及之前的斑岩型钼铜矿床的发现，显

示该区寻找相应时期与钼伴生的铜矿资源还具有较大的潜

力。鉴于这些矿床主要分布在古板块边缘、石英脉和斑岩型

矿化均发育、具有钼铜共伴生的特点、且时控性明显（早三叠

世之前），以后该区找矿勘查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上规律。

７　结论

（１）白土营子钼铜矿田中白土营子斑岩型钼铜矿床、白
马石沟石英脉型铜钼矿以及石英脉型钼铜矿床在成矿元素

组合、铜和钼主矿化阶段、流体演化及脉系发育情况上大体

相似，矿床形成都与岩浆热液作用密切相关。

（２）对白土营子斑岩型钼铜矿床、白马石沟石英脉型铜
钼矿以及石英脉型钼铜矿床中的１５件辉钼矿进行了 ＲｅＯｓ
同位素分析，分别获得了 ２４８０±１０Ｍａ、２４８６±６７Ｍａ、和
２４５０±４３Ｍａ的等时线年龄，表明矿田的钼铜矿化均发生
在早三叠世（２４８～２４５Ｍａ），隶属统一的岩浆热液成矿系统，
其大规模含矿流体的形成可能与出溶 ＵＳＴ石英的二长花岗
斑岩岩浆作用有关。

（３）白土营子钼铜矿化系统形成于早三叠世西伯利亚板
块与华北板块同碰撞造山过程晚期，该期钼铜成矿作用在华

北板块北缘及邻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钼铜共伴生的特点明

显、沿板块边缘分布，找矿前景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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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ＲｅＯｓ同位素测定过程中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ＲｅＯｓ

１５２孙燕等：内蒙东部白土营子钼铜矿田的矿床地质特征、辉钼矿ＲｅＯｓ年龄及其意义



同位素年代学验室杜安道、屈文俊和李超等人员付出了辛勤

劳动；论文审理期间两名匿名审稿人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

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ＣａｉＭＨ，ＺｈａｎｇＺＧ，ＱｕＷＪ，ＰｅｎｇＺＡ，ＺｈａｎｇＳＱ，ＸｕＭ，ＣｈｅｎＹａｎｄ
ＷａｎｇＸＢ．２０１１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ＲｅＯｓ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Ｃｈａｇａｎｈｕａ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ＵｒａｄＲｅａｒＢａｎｎｅ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ｃｔａ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３２（１）：６４－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ａｉＭＨ，ＰｅｎｇＺＡ，ＱｕＷＪ，ＨｅＺＹ，ＦｅｎｇＧ，ＺｈａｎｇＳＱ，ＸｕＭａｎｄ
ＣｈｅｎＹ．２０１１ｂ．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ＲｅＯｓｄａｔｉｎｇｏｆ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ｓｉｎＣｈａｇａｎｄｅｅｒｓｉ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３０（３）：３７７－３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ａｒｔｅｎＲＢ，ＷｈｉｔｅＷＨａｎｄＳｔｅｉｎＨＪ．１９９３．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ｇｒａｎｉｔ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Ｉｎ：ＫｉｒｋｈａｍＲＶ，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ＷＤ，ＴｈｏｒｐｅＲＩａｎｄＤｕｋｅＪＭ（ｅｄ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４０：
５２１－５５４

ＣｈｅｎＷＪ，ＬｉｕＪＭ，ＬｉｕＨＴ，ＳｕｎＸＧ，ＺｈａｎｇＲＢ，ＺｈａｎｇＺＬａｎｄＱｉｎＦ．
２０１０．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Ｊｉｇｕａｎｓｈａｎ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６
（５）：１４２３－１４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ＹＪａｎｄＦｕＳＧ．１９９２．Ｇｏｌ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ｅｓｔＨｅｎａ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ｓ，１－２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ｅｎＹＪ，ＬｉＣ，ＺｈａｎｇＪ，ＬｉＺａｎｄＷａｎｇＨＨ．２０００．ＳｒａｎｄＯ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Ｑｉｎｌｉｎｇ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ｂｅｌｔ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ｙｐ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４３（Ｓｕｐｐｌ．１）：８２－９４

ＣｈｅｎＹＪ，ＣｈｅｎＨＹ，Ｚａｗ Ｋ，ＰｉｒａｊｎｏＦ 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ＺＪ．２００７．
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ｋａｒｎ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ｒ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ｓ，３１（１－４）：１３９－１６９

ＣｈｅｎＹＪ，ＺｈａｉＭＧａｎｄＪｉａｎｇＳＹ．２００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ｏ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５（１１）：２６９５－
２７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 ＹＪ． ２０１０． 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ＱｉｎｌｉｎｇＯｒｏｇｅ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ａ，
３７（４）：８５４－８６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ＹＪ，ＺｈａｎｇＣ，ＬｉＬ，ＹａｎｇＹＦａｎｄＤｅｎｇＫ．２０１２．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
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４２（５）：１２２３－１２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ｕＳＸ，ＺｅｎｇＱＤ，ＬｉｕＪＭ，ＺｈａｎｇＷＱ，ＺｈａｎｇＺＬ，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ｄＷａｎｇ
ＺＣ．２０１０．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ｆｌｕｉ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 Ｃｈｅｈｕｇｏｕ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ＭｏＣｕ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Ｘｉｌａｍｕｌｕｎ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６（８）：
２４６５－２４８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ａｉＪＺ， ＸｉｅＧＱ， Ｄｕａｎ ＨＣ， ＹａｎｇＦＱ ａｎｄ ＺｈａｏＣＳ．２００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ａｄａｉｇｏｕｍｅｎ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Ｈｅｂｅｉ．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３（１０）：２５１９－２５２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ｕＡＤ，ＷｕＳＱ，ＳｕｎＤＺ，ＷａｎｇＳＸ，ＱｕＷＪ，ＭａｒｋｅｙＲ，ＳｔａｉｎＨ，
ＭｏｒｇａｎＪａｎｄＭａｌｉｎｏｖｓｋｉｙＤ．２００４．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ＲｅＯｓｄａｔ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ｓＨＬＰａｎｄＪＤＣ．
Ｇｅｏ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Ｇｅ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８（１）：４１－５２

ＨａｒｒｉｓＡＣ，ＫａｍｅｎｅｔｓｋｙＶＳ，ＷｈｉｔｅＮＣａｎｄＳｔｅｅｌｅＤＡ．２００４．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ｐｈａｓ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ｉｌｉｃｉｃｍａｇｍａｓａｔＢａｊｏｄｅｌａＡｌｕｍｂｒｅｒａ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ＣｕＡｕｄｅｐｏｓｉｔ，ＮＷ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５４（３）：３４１
－３５６

ＨｏｕＺＱａｎｄＹａｎｇＺＭ．２００９．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ｏｆ
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ｍｏｄｅｌ．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８３（１２）：１７７９－

１８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ＪｉａｎｇＳＨ，ＮｉｅＦＪ，ＢａｉＤＭ，ＬｉｕＹＦａｎｄＬｉｕＹ．２０１１．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ａｉｙｉｎｎｕｏｅｒＰｂＺｎｄｅｐｏｓｉｔ
ｏｆ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３０（５）：７８７－７９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ＢＬ，ＺｈａｎｇＪ，ＺｈａｎｇＨ，ＸｕＱＬａｎｄＹｕＺＸ．２０１０．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ｆｌｕｉ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Ｙａｊｉｓｈａｎ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
Ｃｈｉｆｅｎｇａｒｅａ，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４０（１）：６１－７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Ｎ，ＣｈｅｎＹＪ，ＺｈａｎｇＨ，ＺｈａｏＴＰ，ＤｅｎｇＸＨ，ＷａｎｇＹａｎｄＮｉＺＹ．
２００７．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 Ｅａ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１４（５）：１８６－１９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Ｎ，ＣｈｅｎＹＪ，ＰｉｒａｊｎｏＦ，ＧｏｎｇＨＪ，ＭａｏＳＤａｎｄＮｉＺＹ．２０１２．ＬＡ
ＩＣＰＭＳｚｉｒｃｏｎ ＵＰｂ ｄ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ｃ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Ｈｆｉｓｏｔｏｐ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Ｈｅｙｕｇｒａｎｉｔｅｂａｔｈｏｌｉ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Ｑｉｎｌ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ｔｅｃｔｏｎｏｍａｇｍａｔ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ｉｔｈｏｓ，１４２－１４３：３４－４７

ＬｉＮ，ＣｈｅｎＹＪ，ＰｉｒａｊｎｏＦａｎｄＮｉＺＹ．２０１３．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Ｙｕｃｈｉｌｉｎｇ
ｇｉａｎｔ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Ｍｏ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ｏｒｅｇｅｎｅｓｉ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１２６０１２０４４１４

ＬｉＹＦ，ＭａｏＪＷ，ＨｕＨＢ，ＧｕｏＢＪａｎｄＢａｉＦＪ．２００５．Ｇｅｏｌｏｇ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ｏｆ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ＥａｓｔＱｉｎｌｉｎｇａｒｅａ．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２２（３）：２９２－３０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ＪＭ，ＺｈａｎｇＲ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ＱＺ．２００４．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ｙｏｆＤａ
ＨｉｎｇｇａｎＬ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１１（１）：２６９－２７７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ＪＭ，ＺｈａｏＹ，ＳｕｎＹＬ，ＬｉＤＰ，ＬｉｕＪ，ＣｈｅｎＢＬ，ＺｈａｎｇＳＨａｎｄＳｕｎ
ＷＤ．２０１０．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ＰｅｒｍｉａｎｔｏＥａｒｌｙ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Ｃｕ
Ｍｏ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ｂｌｏｃｋ
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Ｇｏｎｄｗａ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７（１）：１２５－
１３４

ＬｉｕＹＦ，ＮｉｅＦＪ，ＪｉａｎｇＳＨ，ＨｏｕＷＲ，ＬｉａｎｇＱＬ，ＺｈａｎｇＫａｎｄＬｉｕＹ．
２０１２．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Ｚｈｕｎｓｕｊｉｈｕａ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Ｓｏｎｉｄ
ＬｅｆｔＢａｎｎｅｒ，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３１（１）：１１９－１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ｕｄｗｉｇＫ．２００３．Ｉｓｏｐｌｏｔ／Ｅｘ３．０：Ａ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ｇｉｃａｌｔｏｏｌｋｉｔ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Ｃｅｎｔｅｒ，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ＣＡ，ＵＳＡ

ＭａＸＨ，ＣｈｅｎＢ，ＬａｉＹ ａｎｄＬｕＹＨ．２００９．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Ａｏｌｕｎｈｕａ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Ｍｏ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５（１１）：２９３９－２９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ｏＪＷ，ＸｉｅＧＱ，ＺｈａｎｇＺＨ，ＬｉＸＦ，ＷａｎｇＹＴ，ＺｈａｎｇＣＱａｎｄＬｉＹＦ．
２００５．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ｐｕｌｓｅ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１（１）：
１６９－１８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ＱｉｎＦ，ＬｉｕＪＭ，ＺｅｎｇＱＤ ａｎｄＬｕｏＺＨ．２００９．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ｇｏｕ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ＨｅｘｉｇｔｅｎＢａｎｎｅｒ，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５（１２）：３３５７－３３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ＱｉｎＫＺ，ＬｉＧＭ，ＺｈａｏＪＸ，ＬｉＪＸ，ＸｕｅＧＱ，ＹａｎＧ，ＳｕＤＫ，ＸｉａｏＢ，
ＣｈｅｎＬａｎｄＦａｎＸ．２００８．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Ｓｈａｒａｎｇ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ｉｎｇｌｅ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ｄ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３５（６）：１１０１－１１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ｅｅｄｏｒｆｆＥ，ＤｉｌｌｅｓＪＨ，ＰｒｏｆｆｅｔｔＪＭ，ＥｉｎａｕｄｉＭＴ，ＺｕｒｃｈｅｒＬ，Ｓｔａｖａｓｔ
ＷＪＡ，ＪｏｈｎｓｏｎＤＡ ａｎｄＢａｒｔｏｎＭＤ．２００５．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ｈｙｐｏｇｅｎ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００ｔｈ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Ｖｏｌｕｍｅ：２５１－２９８

ＳｈｉｒｅｙＳＢ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ＲＪ．１９９５．Ｃａｒｉｕｓｔｕｂｅ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ｏｗｂｌａｎｋ
ｒｈｅｎｉｕｍｏｓｍｉ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６７（１３）：２１３６
－２１４１

ＳｉｌｌｉｔｏｅＲＨ．２０１０．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ｏｐｐ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０５
（１）：３－４１

ＳｍｏｌｉａｒＭＩ，ＷａｌｋｅｒＲＪａｎｄＭｏｒｇａｎＪＷ．１９９６．ＲｅＯｓａｇｅ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ＩＩＡ，

２５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１）



ＩＩＩＡ，ＩＶＡ，ａｎｄＩＶＢｉｒｏｎｍｅｔｅｏｒｉｔ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７１（５２５２）：１０９９－
１１０２

ＳｔｅｖｅＬａｎｄＰｌｕｍｌｅｅＧＳ．２００９．Ｃｌｉｍａｘｔｙｐ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Ｕ．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ｐｅｎＦｉｌｅ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０９－
１２１５：１６

ＳｕｎＹ，ＬｉｕＪＭａｎｄＺｅｎｇＱＤ．２０１２．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ｏｐｐｅｒ（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ｎｄ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
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ｓａｎ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１９
（６）：１７９－１９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Ｂ，ＥｒｎｓｔＨ，ＺｈａｎｇＬＣ，ＲｏｃｈｏｌｌＡ，ＣｈｅｎＺＧ，ＷｕＨＹａｎｄＣｈｅｎ
ＦＫ．２００９．ＲｂＳｒ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ｅｈｕｇｏｕ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ＭｏＣｕ ｄｅｐｏｓｉｔ（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ｈｏｓｔｉ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０４
（３）：３５１－３６３

ＷｅｓｔｒａＧａｎｄＫｅｉｔｈＳＢ．１９８１．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ｓｔｏｃｋｗｏｒｋ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ｙ，７６（４）：８４４－８７３

ＷｕＦＹ，ＺｈａｏＧＣ，ＳｕｎＤＹ，ＷｉｌｄｅＳＡａｎｄＹａｎｇＪＨ．２００７．ＴｈｅＨｕｌａｎ
Ｇｒｏｕｐ：Ｉｔｓ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ｏｆ
ＮＥ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０（３－４）：５４２－５５６

ＷｕＨＹ，ＺｈａｎｇＬＣ，ＣｈｅｎＺＧａｎｄＷａｎＢ．２００８．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ｉｅｓ，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ｍｏｎｚｏｇｒａｎｉｔｅｉｎｔｈｅＫｕｌｉｔｕ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ｏｆＸａｒ
ｍｏｒｏｎ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ｔｉｃｂｅｌｔ，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４
（４）：８６７－８７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ｉａｏＷＪ，ＷｉｎｄｌｅｙＢＦ，ＨｕａｎｇＢＣ，ＨａｎＣＭ，ＹｕａｎＣ，ＣｈｅｎＨＬ，Ｓｕｎ
Ｍ，ＳｕｎＳａｎｄＬｉＪＬ．２００９．ＥｎｄＰｅｒｍｉａｎｔｏＭｉｄ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ｌｔａｉｄ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ｔｈｅ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ｈａｎｅｒｏｚｏｉｃ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ｙ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９８（６）：１１８９－１２１７

ＹｕＺＸａｎｄＬｏｎｇＪ．２００７．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Ｙａｊｉｓｈａｎｃｏｐｐｅｒａｎｄ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２３（３）：１－４，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ｅｎｇＱＤ，ＬｉｕＪＭ，ＺｈａｎｇＺＬ，ＣｈｅｎＷＪ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ＷＱ．２０１１ａ．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Ｘｉｌａｍｕｌｕｎ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００（８）：１７９１－１８０９

ＺｅｎｇＱＤ，ＬｉｕＪＭ，ＺｈａｎｇＺＬ，ＺｈａｎｇＷＱ，ＣｈｕＳＸ，ＺｈａｎｇＳ，ＷａｎｇＺＣ
ａｎｄＤｕａｎＸＸ．２０１１ｂ．Ｇｅｏｌｏｇｙ，ｆｌｕｉ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ｌｆｕｒｉｓｏｔｏｐ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ｅｈｕｇｏｕ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ｃｏｐｐ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
Ｘｉｌａｍｕｌｕｎ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ＮＥＣｈｉｎ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６１（３）：
２４１－２５８

ＺｅｎｇＱＤ，ＹａｎｇＪＨ，ＬｉｕＪＭ，ＣｈｕＳＸ，ＤｕａｎＸＸ，ＺｈａｎｇＺＬ，ＺｈａｎｇＷＱ
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Ｓ．２０１２．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ｅｈｕｇｏｕＭｏｂｅａｒｉ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ａｇｅａｎｄＳｒＮｄ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１４９（５）：７５３－７６７

ＺｅｎｇＱＤ，ＬｉｕＪＭ，ＸｉａｏＷＪ，ＣｈｕＳＸ，ＷａｎｇＹＢ，ＤｕａｎＸＸ，ＳｕｎＹａｎｄ
ＺｈｏｕＬＬ．２０１２．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ｙｐｅ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ｆ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８（２）：３５７－３７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ＬＣ，ＷｕＨＹ，ＷａｎＢａｎｄＣｈｅｎＺＧ．２００９．Ａｇｅｓａｎｄ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ｏｆＸｉｌａｍｕｌｕｎＭｏＣｕ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Ｇｏｎｄｗａ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６（２）：２４３－２５４

ＺｈａｎｇＬＣ，ＷｕＨＹ，ＸｉａｎｇＰ，ＺｈａｎｇＸＪ，ＣｈｅｎＺＧａｎｄＷａｎＢ．２０１０．
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ＡｃａｓｅｆｒｏｍＸｉｌａｍｕｌｕｎＣｕＭｏ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６（５）：１３５１－１３６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ＸＪ，ＺｈａｎｇＬＣ，ＪｉｎＸＤ，ＷｕＨＹ，ＸｉａｎｇＰａｎｄＣｈｅｎＺＧ．２０１０．
ＵＰｂａｇｅｓ，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Ｂａｎｌａｓｈａｎ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６（５）：
１４１１－１４２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ＺＬ，ＺｅｎｇＱＤ，ＱｕＷＪ，ＬｉｕＪＭ，ＳｕｎＸＧ，ＺｈａｎｇＲＢ，ＣｈｅｎＷＪ

ａｎｄＱｉｎＦ．２００９．Ｔｈｅ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ＲｅＯｓｄａ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ｉａｎｚｉｇｏｕ
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５（１）：２１２－２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ｏＹ，ＣｈｅｎＢ，ＺｈａｎｇＳＨ，ＬｉｕＪＭ，ＨｕＪＭ，ＬｉｕＪａｎｄＰｅｎＪＬ．２０１０．
Ｐｒｅ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ａｒｅａ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３７（４）：９００
－９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附中文参考文献

蔡明海，张志刚，屈文俊，彭振安，张诗启，徐明，陈艳，王显彬．

２０１１ａ．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查干花钼矿床地质特征及 ＲｅＯｓ测

年．地球学报，３２（１）：６４－６８

蔡明海，彭振安，屈文俊，贺钟银，冯罡，张诗启，徐明，陈艳．

２０１１ｂ．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查干德尔斯钼矿床地质特征及ＲｅＯｓ

测年．矿床地质，３０（３）：３７７－３８４

陈伟军，刘建明，刘红涛，孙兴国，张瑞斌，张作伦，覃锋．２０１０．内

蒙古鸡冠山斑岩钼矿床成矿时代和成矿流体研究．岩石学报，

２６（５）：１４２３－１４３６

陈衍景，富士谷．１９９２．豫西金矿成矿规律．北京：地震出版社，１－

２３４

陈衍景，翟明国，蒋少涌．２００９．华北大陆边缘造山过程与成矿研究

的重要进展和问题．岩石学报，２５（１１）：２６９５－２７２６

陈衍景．２０１０．秦岭印支期构造背景、岩浆活动及成矿作用．中国地

质，３７（４）：８５４－８６５

陈衍景，张成，李诺，杨永飞，邓轲．２０１２．中国东北钼矿床地质．

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４２（５）：１２２３－１２６８

褚少雄，曾庆栋，刘建明，张伟庆，张作伦，张松，汪在聪．２０１０．西

拉沐伦钼矿带车户沟斑岩型钼铜矿床成矿流体特征及其地质

意义．岩石学报，２６（８）：２４６５－２４８１

代军治，谢桂青，段焕春，杨富全，赵财胜．２００７．河北撒岱沟门斑

岩型钼矿床成矿流体特征及其演化．岩石学报，２３（１０）：２５１９

－２５２９

侯增谦，杨志明．２００９．中国大陆环境斑岩型矿床：基本地质特征、

岩浆热液系统和成矿概念模型．地质学报，８３（１２）：１７７９

－１８１７

江思宏，聂凤军，白大明，刘翼飞，刘妍．２０１１．内蒙古白音诺尔铅

锌矿床印支期成矿的年代学证据．矿床地质，３０（５）：７８７－７９８

李碧乐，张娟，张晗，许庆林，于泽新．２０１０．内蒙古赤峰市鸭鸡山

钼铜矿成矿流体特征及矿床成因．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

版），４０（１）：６１－７２

李诺，陈衍景，张辉，赵太平，邓小华，王运，倪智勇．２００７．东秦岭

斑岩钼矿带的地质特征和成矿构造背景．地学前缘，１４（５）：

１８６－１９８

李永峰，毛景文，胡华斌，郭保健，白凤军．２００５．东秦岭钼矿类型、

特征、成矿时代及其地球动力学背景．矿床地质，２２（３）：２９２

－３０４

刘建明，张锐，张庆洲．２００４．大兴安岭地区的区域成矿特征．地学

前缘，１１（１）：２６９－２７７

刘翼飞，聂凤军，江思宏，侯万荣，梁清玲，张可，刘勇．２０１２．内蒙

古苏尼特左旗准苏吉花钼矿床成岩成矿年代学及其地质意义．

矿床地质，３１（１）：１１９－１２８

马星华，陈斌，赖勇，鲁颖淮．２００９．内蒙古敖仑花斑岩钼矿床成岩

３５２孙燕等：内蒙东部白土营子钼铜矿田的矿床地质特征、辉钼矿ＲｅＯｓ年龄及其意义



成矿年代学及地质意义．岩石学报，２５（１１）：２９３９－２９５０

毛景文，谢桂青，张作衡，李晓峰，王义天，张长青，李永峰．２００５．

中国北方中生代大规模成矿作用的期次及其地球动力学背景．

岩石学报，２１（１）：１６９－１８８

覃峰，刘建明，曾庆栋，罗照华．２００９．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小东沟斑

岩型钼矿床成岩成矿机制探讨．岩石学报，２５（１２）：３３５７

－３３６８

秦克章，李光明，赵俊兴，李金祥，薛国强，严刚，粟登奎，肖波，陈

雷，范新．２００８．西藏首例独立钼矿———冈底斯沙让大型斑岩

钼矿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地质，３５（６）：１１０１－１１１２

孙燕，刘建明，曾庆栋．２０１２．斑岩型铜（钼）矿床和斑岩型钼（铜）

矿床的形成机制探讨：流体演化及构造背景的影响．地学前缘，

１９（６）：１７９－１９３

吴华英，张连昌，陈志广，万博．２００８．内蒙古西拉木伦成矿带库里

吐钼（铜）矿区二长花岗岩地球化学、构造环境及含矿性分析．

岩石学报，２４（４）：８６７－８７８

于泽新，龙军．２００７．鸭鸡山铜钼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前景．有色矿

冶，２３（３）：１－４，８

曾庆栋，刘建明，肖文交，褚少雄，王永彬，段晓侠，孙燕，周伶俐．

２０１２．华北克拉通南北缘三叠纪钼矿化类型、特征及地球动力

学背景．岩石学报，２８（２）：３５７－３７１

张连昌，吴华英，相鹏，张晓静，陈志广，万博．２０１０．中生代复杂

构造体系的成矿过程与成矿作用———以华北大陆北缘西拉木伦

钼铜多金属成矿带为例．岩石学报，２６（５）：１３５１－１３６２

张晓静，张连昌，靳新娣，吴华英，相鹏，陈志广．２０１０．内蒙古半

砬山钼矿含矿斑岩 ＵＰｂ年龄和地球化学及其地质意义．岩石

学报，２６（５）：１４１１－１４２２

张作伦，曾庆栋，屈文俊，刘建明，孙兴国，张瑞斌，陈伟军，覃锋．

２００９．内蒙碾子沟钼矿床辉钼矿 ＲｅＯｓ同位素年龄及其地质意

义．岩石学报，２５（１）：２１２－２１８

赵越，陈斌，张拴宏，刘建民，胡健民，刘健，裴军令．２０１０．华北克

拉通北缘及邻区前燕山期主要地质事件．中国地质，３７（４）：

９００－９１５

４５２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３，２９（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