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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outh China continent including the Yangtze Block and the Cathaysia Block is an uncommon 

world—class polymetallic metallogenic province with great ore-forming potentia1．The form 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So uth China continent had undergone specific intra-continental dynamic processes，in which the Late Per— 

mian plume-related metallogenic system ，the Mesozoic huge low-temperature metallogenic system and the met— 

allogenic system of the Mesozoic great granite province are quite distinctive in the world．Thus，the So uth Chi— 

na continent becomes an idealinternational base for studying the intra-continental mineralization．The studies， 

in various levels，of how the continental dynamic processes over different geological time control the minerali— 

zation in the So uth China continent have been carried out and have had impo rtant achievements．On the basis of 

these studies，this paper presents the major scientific qu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three metallogenic 

system s． 

Key words：So uth China continent；intra-continental metallogeny；plume-related metallogenic system；huge 

low-temperature metallogenic system；great granite province metallogenic system 

摘 要：华南陆块由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组成，是全球罕见的世界级多金属成矿省，成矿潜力巨大。华南陆块 

的形成和演化，受到了很有特色的陆内大陆动力学过程的影响，其 中的晚古生代地幔柱成矿 系统、中生代 大面 

积低温成矿系统、中生代大花岗岩省成矿 系统等陆内成矿系统，在全球背景中很有特色，是全球研究陆内成矿 

作用的理想基地。对华南陆块地质历史时期的大陆动力学过程如何制约上述成矿作用的发生，以往已开展不 

同程度的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笔者在论述这些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大成矿 系统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一 些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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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O世纪 9O年代以来，以发展板块构造理论、深 

入理解大陆内部成矿作用机制、提高发现大陆内部 

矿床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大陆动力学及其与成矿关系 

的研究，引起了国际上的极大关注。综观十余年来 

国内外对大陆动力学与成矿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 

以下主要趋势：在成矿机制上，将成矿作用研究与壳 

幔相互作用研究密切结合；在成矿时代上，成矿作用 

与重大地质事件的内在关联受到了高度重视；在成 

矿区域上，除继续重视板块边缘成矿作用的研究外， 

大陆板块内部的成矿作用成了新的研究热点口]。 

大陆板块内部的成矿作用简称陆内成矿作用， 

指发生在大陆板块内部、主要由大陆板块内部动力 

学过程(地幔柱活动、岩石圈拆沉、幔源岩浆底侵、陆 

内岩石圈伸展等)诱导的成矿作用。相对于大陆板 

块边缘的成矿作用，对陆内成矿作用动力学机制等 

方面的研究还较薄弱。对这一薄弱领域的积极探 

索，必将极大地丰富大陆动力学与成矿关系的理论 

体系。 

华南陆块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濒临西太平洋， 

由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在新元古代时期碰撞拼贴而 

形成，其北面和西面分别与秦岭一大别造山带和三 

江褶皱带接壤(图 1)。华南陆块是全球罕见的世界 

级多金属成矿省，成矿潜力巨大。截至目前，在华南 

陆块探明的钨、锡、锑、铋储量居世界第一，铜、铀、 

钒、钛、汞、稀有金属储量居全国第一，铅、锌、金、银、 

铂族元素等矿种的储量也名列全国前茅。与我国其 

他成矿区域主要在大陆板块边缘碰撞造山带发生的 

成矿作用不同，华南陆块的形成和演化，受到了很有 

特色的陆内大陆动力学过程的影响，大陆板块内部 

发生了强烈的壳幔相互作用，陆内大规模成矿作用 

十分明显。西部发育有峨眉山大火成岩省，其成矿 

作用的多样性在全球的大火成岩省中独一无二；西 

南部发育有大面积低温成矿域，其面积之大、包含的 

矿种之多，在全球十分罕见；东部发育有面积高达约 

100万 km2的大花岗岩省，如此大面积的花岗岩省 

和相应的中生代多金属爆发式成矿，全球少见。在 

这些区域发生的成矿作用分别构成了在全球背景中 

图1 华南陆块及其三大成矿系统空间分布示意图 
Fig．1 A sketch map showing locations of the three intra-plate 

metallogenetic systems in South China continent 

很有特色的晚古生代地幔柱成矿系统、中生代大面 

积低温成矿系统、中生代大花岗岩省成矿系统 

(图 1)。因此，华南陆块是全球研究陆内成矿作用的 

理想基地。 

1 晚古生代峨眉山地幔柱活动与成矿 

作用的多样性 

峨眉山玄武岩及共生的镁铁一超镁铁质侵人岩， 

以及少量花岗岩和碱性岩广泛分布于华南陆块西部 

三省(云南、四川和贵州)，构成了主要为陆相的峨眉 

山大火成岩省，面积约 50万 km。(图 2)。近年来， 

岩石学、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同位素年代学等方面 

的综合研究证实，这一大火成岩省的形成是晚古生 

代峨眉山地幔柱活动的产物_2 ]，与地幔柱活动有关 

的岩浆活动主要发生于距今约 260 MaL7‘ 。峨眉 

山玄武岩主要可分为低钛和高钛两类。一般认为， 

低钛玄武岩起源于岩石圈地幔，其地幔部分熔融程 

度较高且经历了较强的地壳混染；而高钛玄武岩则 

可能起源于软流圈，其地幔部分熔融和地壳混染程 

度均较低[2 。大型镁铁一超镁铁质层状岩体分布 

于攀西地区的区域性深大断裂附近，其韵律层理的 

形成受多次岩浆的注入及岩浆混合、结晶分异作用 

或液态不混溶作用的控制【8 。引。花岗岩体及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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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峨眉山大火成岩省主要矿床分布示意图 
(据文献[27]修改) 

Fig．2 A sketch map showing locations of main mineral deposits in the Emeishan Large Igneous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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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岩的形成，则由玄武质岩浆的高度分异或底侵玄 

武质岩浆对下地壳的部分熔融作用所致[12]。 

地幔柱上升是地球各圈层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 

的一种重要方式，巨量玄武质岩浆活动可导致大规 

模成矿作用的发生。已有研究表明，世界上很多超 

大型矿床都形成于地幔柱背景下，典型范例如俄罗 

斯西伯利亚的Noril’sk-Talnakh超大型 Ni—Cu-PGE 

硫化物矿床[1引、南非与 Bushveld杂岩体有关 的 

PGE-Cu-Ni硫化物矿床[1 、美国 Duluth杂岩体中 

的超大型 Cu-Ni—PGE硫化物矿床[1引、加拿大 Cop— 

permine River大火成岩省中的大型 Ni—Cu-PGE硫 

化物矿床口引、北大西洋火成岩省 Skaergaard岩体中 

的 Pd_Au矿床L20]以及我国峨眉山大火成岩省中的 

相关矿床 (Cu-Ni-PGE、V-Ti磁铁矿、Nt)一Zr_REE) 

等。其中，Noril’sk-Talnakh超大型 Ni—Cu-PGE矿 

床的Ni储量位居世界第一，PGE储量位居世界第 

二 (Ni 2 000万 t，Cu 3 000万 t，PGE 5 000 t)[21]。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塔里木板块晚 

古生代大量玄武岩的形成也可能与地幔柱活动有 

关[-22-23]。天山一阿尔泰东部地区众多赋存铜镍硫化 

物矿床(喀拉通克、黄山、黄山东、香山、白石泉等)和 

钒钛磁铁矿矿床(尾亚、香山西)的早二叠世(298~ 

270 Ma)镁铁一超镁铁质岩体被认为是该地幔柱活动 

的产物[23-25]。 

从矿床类型上看，全球其他大火成岩省中产出 

的矿床类型相对较为单一，大多为 Cu—Ni一(PGE)硫 

化物矿床。而且，巴西 Paran~、美国Columbia Riv- 

er、印度 Deccan等大火成岩省中目前尚未见有经济 

意义的矿床报道。极具意义的是，与世界其他大火 

成岩省相比，虽然我国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的面积(约 

50万 km )较小，但其 V_Ti一磁铁矿的大规模成矿居 

全球第一，且其成矿作用类型的多样性在世界其他 

大火成岩省中极为罕见[-26-27]。与峨眉山地幔柱活动 

相关的典型矿床主要有：与镁铁一超镁铁质层状岩体 

有关的超大型V-Ti磁铁矿矿床(攀枝花、红格、白 

马、太和)、与镁铁一超镁铁质岩体有关的 Cu-Ni—PGE 

硫化物矿床(力马河、金宝山、杨柳坪、白马寨)、与溢 

流玄武岩有关的 Cu、Fe矿床(鲁甸、黑山坡)以及与 

碱性花岗岩有关的 Nb-Zr-REE矿床(茨达、红格)。 

显而易见，由于在全球背景中峨眉山大火成岩省成 

矿作用类型的多样性，这就为我国学者开展地幔柱 

与成矿关系这一前沿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基 

地。近年来，与上述矿床有关的研究工作已在一些 

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目前认为，地壳混染和结晶 

分离对硫化物熔离及 Cu—Ni—PGE矿床的形成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8-323，而岩浆的多期次注入、岩浆 

混合作用[1 5]或铁钛氧化物与硅酸盐熔浆的不混溶 

作用L8]对于超大型 V_Ti磁铁矿矿床的形成有重要 

影响。 

不过，虽然对某些矿床的研究取得了上述重要 

进展，但总体看来对峨眉山地幔柱及其与成矿关系 

的整体性认识目前还较为薄弱。主要表现为：(1)未 

能将地幔柱活动导致的构造一岩浆活动有机地统一 

起来，从而未能清楚地认识峨眉山大火成岩省中低 

钛和高钛玄武岩与各类含矿镁铁一超镁铁质岩体和 

碱性花岗岩体的分异演化关系；(2)对成矿元素在不 

同岩体或岩相中差异性富集的主要控制因素是什 

么、不同矿床类型在统一的地幔柱成矿系统中有何 

本质联系、全球背景中峨眉山大火成岩省成矿作用 

类型多样性的原因这样一些重要问题还缺乏系统研 

究；(3)更重要的是根据地幔柱活动及其岩浆分异演 

化规律来客观判断各类可能的隐伏矿床空间分布的 

研究则几乎还是空白；(4)世界上很多大火成岩省中 

都有超大型 Ctl_Ni—PGE矿床产出，蛾眉山大火成岩 

省中这类矿床星罗棋布，但主要为中小型矿床，该区 

超大型Cu-Ni—PGE矿床是否存在?这些问题的存 

在，制约着对地幔柱成矿理论的深入认识和相应的 

找矿预测工作。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只有将 

峨眉山大火成岩省各类岩石的岩浆源区、演化过程、 

相互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与地幔柱动力学研究密切结 

合，并通过系统研究各类矿床的成矿过程及其共性、 

特殊性、相关性和时空分布规律，才有可能建立科学 

的地幔柱成矿理论和相应的找矿模型，从而对其成 

矿潜力做出正确评估。 

2 中生代大面积低温成矿的时空分布 

和动力学 

低温成矿域是与低温热液矿床相对应的一个概 

念，指低温热液矿床密集成群产出的区域。虽然低 

温热液矿床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但低温成矿域尤 

其是大面积低温成矿域在世界上的分布则很局限。 

华南陆块西南部地区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在面 

积约 50万 km 的广大范围内，金、汞、锑、砷、铀、 

银、铅、锌以及萤石、冰洲石和水晶等低温热液矿床 

广泛发育，且其中的不少矿床是大型一超大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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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我国西南地区大面积低温成矿域主要矿床分布示意图 
(据文献E37]) 

Fig．3 A sket& map showing locations of low temperature mineral deposits in southwestern China 

(图 3)；在美国中西部，MVT型铅锌矿床、卡林型金 

矿和砂岩型铀矿等低温热液矿床也非常发育，不仅 

分布广，而且大都为超大型矿床，是美国的主要矿产 

资源基地之一。这种大面积产出不同矿种的低温热 

液矿床的现象，在国内外目前仅见于上述两个区域。 

因此，即使就全球而言，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形成大面 

积低温成矿域，也是一个很具特色的重要科学问题。 

2O世纪 8O年代以来，随着滇黔桂地区卡林型 

金矿的逐渐发现，华南陆块西南部一个以金、铅、锌、 

砷、锑、汞为主的大面积低温成矿域的形成背景和过 

程，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科学问题而引起学界的高 

度重视。基于以往的研究基础，近年来，该方面的研 

究取得了明显进展[。。 引。研究表明：(1)大面积低温 

成矿作用的主成矿期大约发生在 1 50~80 Ma，与区 

内燕山中晚期岩石圈伸展背景下形成的幔源基性脉 

岩的时代相当；(2)大面积低温成矿作用的成矿流体 

为大规模运移的盆地流体；(3)低温矿床中的成矿物 

质主要来 自于基底和周围地层；(4)区内各低温矿种 

之间在形成机制上具有相似性；(5)该区富成矿元素 

的新元古代地层和早古生代黑色岩系的广泛发育， 

以及长时间大面积缺少明显的花岗质岩浆活动，是 

该区大面积低温成矿的重要前提条件。近年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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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低温成矿域的研究，初步证明其形成过程类似 

于MVT矿床，从而提出了大规模盆地流体对流循 

环从围岩中萃取成矿组分，然后在合适的构造部位 

卸载成矿的成矿模式[36,39-40]。 

值得指出的是，对华南陆块西南部地区大面积 

低温成矿作用的研究虽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仍存在 

下列重要科学问题亟待解决：(1)大多数矿床缺少精 

确的成矿年龄资料，妨碍了对成矿作用时空分布规 

律的全面认识。(2)以往的研究基本上是按矿种进 

行的，低温成矿域中的各低温矿种为何分区产出以 

及它们的成矿之间究竟有何联系，目前知道的不多。 

(3)已有少量研究表明，该区晚中生代大面积低温成 

矿发生在大陆板块内的伸展背景，主要表现为研究 

区一些同时期地堑式断陷盆地和幔源基性脉岩的发 

育等[3 。近年来有研究认为，美国西部以内华达为 

中心的新生代(41～32 Ma)大面积低温成矿，也发 

生在伸展背景下L4 。但是，华南陆块西南部中生代 

大面积低温成矿时启动岩石圈伸展的深部动力学过 

程是什么?岩石圈伸展又是如何控制盆地流体大规 

模运移而大面积低温成矿的?这些重要问题在以往 

的研究中基本还未深入涉足。(4)再者，对多矿种的 

低温热液矿床为什么只大面积地出现在美国中西部 



18 患，毛景 ，范蔚茗．等／地学前缘 (Earth Science Frontiers)2010．17(2) 

和我国华南陆块的西南部地区，它们的成矿条件有 

何异同等方面的研究则更欠佳。对这些方面系统研 

究的缺乏，制约了全面客观地认识大面积低温成矿 

的过程和规律，制约了对大面积低温成矿动力学模 

型的合理总结以及对大面积低温成矿域中有利找矿 

地段的选择，从而也严重地制约了人们对大面积低 

温成矿作用这一具有全球特色科学问题的深入认 

识。因此，以我国华南陆块西南部大面积低温成矿 

域为对象开展上述研究，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反映了国内外低温成矿作用研究的发展趋 

势。 

3 华南中生代大面积花岗岩浆活动及 

成矿大爆发 

印支期是中国东部大地构造演化的重要转折阶 

段，此时，华南陆块与其西南缘的印支陆块和北缘的 

华北陆块碰撞拼合[4s 46~，形成了华南陆块复杂而独 

具特色的地质构造，以挤压构造为其主要背景，表现 

为以湘赣古裂陷带为中心的巨型花状构造_4 引，其 

变形时限被初步限定在 245 190 Ma_4 ；与此相对 

应的是，地壳叠置加厚和深熔作用形成了一套面型 

展布于湘桂粤赣闽诸省的强过铝质一准铝质花岗岩 

(约 243~220 Ma)E48-49]。但是这一时期该陆块的成 

矿作用则相对不明显。 

侏罗纪以来，华南陆块经历了构造格局的重大 

调整、复杂的壳幔相互作用与巨量花岗质岩石的生 

成，并伴随大爆发成矿，是中国乃至全球极富特色的 

构造一岩浆与成矿作用分布区。 

3．1 构造格局重大调整 ’ 

已有的资料表明华南陆块协调于中国东部，在 

中生代时期发生了构造体制的重大调整，即主构造 

格局由近EW 向转变为 NE-NNE向。在华北地块， 

任纪舜等 0]发现冀北和内蒙南部 EW 向中晚侏罗 

世髫髻 山组火 山岩和土城子组红色地层被 NE_ 

NNE向分布的白垩纪张家口组火山岩和义县组火 

山岩覆盖，表明侏罗纪与白垩纪之间为构造体制调 

整的时间；牛宝贵等[ ]通过张家口组火山岩和义县 

组火山岩中锆石 SHRIMP年代学研究认为这一转 

折时限为 140~120 Ma；翟明国等[5 ]的综合研究表 

明，这一转折时限应为 150~100 Ma。在华南，周新 

民等[躲]发现三叠纪与侏罗纪之间存在约 10 Ma的 

岩浆活动间歇期，这可能代表了华南构造体制的调 

整时期；余心起等[5 ]认为转换作用发生在早、中侏 

罗世或中侏罗世；Li[5 和毛建仁等[弱]贝U认为转换作 

用发生在 145 Ma左右。因此尽管对于中国东部构 

造格局于中生代时期发生了重大调整已为目前学界 

所认同，但调整的确切时限和阶段性，仍有待深入探 

讨，该问题在华南地区尤其突出。 

3．2 复杂的壳幔相互作用与大花岗岩省的形成 

中国东部中生代的岩石圈大减薄事件在华北地 

区表现最为显著，华北东部古老岩石圈地幔自古生 

代以来发生了重大改造，造成了>120 km厚的岩石 

圈地幔的消失。这一重要事件自20世纪 90年代以 

来即引起了国内外地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开展了大 

量研究[57-61]，其机制或被认为是机械热侵蚀或置换 

作用所致[ 、或与岩石圈拆沉[ ]抑或岩石圈去 

根L6o]有关。其岩石圈减薄可能始于 145 Ma，而快 

速减薄发生在 130～110 Mal6 ，与华北地区大范 

围的岩浆作用和大规模成矿作用集中在 130～ll0 

Ma的事实相吻合。不过，亦有研究者认为其岩石 

圈开始减薄发生在 100 Ma左右~69-70]。 

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不少研究[71-76]表明，中 

国东部华南大花岗岩省所在区域晚中生代以来也同 

样存在分区性的岩石圈减薄事件，但比华北更为复 

杂L7 。与华北不同的是，中生代时期在华南自西向 

东由老变新发育了上千 km宽的侏罗纪～白垩纪中 

酸性岩浆岩带，这些岩石的成因及其与壳幔相互作 

用的关系自20世纪 7O年代以来即有广泛研究，较 

早的研究认为它们的形成可能与太平洋板块的西向 

俯冲关系密切。但相较于其他汇聚板块边缘，由于 

华南中生代岩浆作用有着宽得多的活动范围，目前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除武夷山一线以东靠近华 

南大陆边缘的燕山期岩浆活动(K 一Kz)具有陆缘 

弧岩浆性质，而可能与太平洋板块的西 向俯冲有 

关L53 外，华南内陆地区的燕山期岩浆活动可能受控 

于其他大陆动力学过程[7引。近年对华南内陆燕山 

期花岗质岩石、富碱侵入岩带、玄武岩和基性脉岩、 

双峰式火山岩等的研究表明，中侏罗世以来华南花 

岗质岩石及其他岩石主要形成于大陆板块内部岩石 

圈伸展的构造背景，中侏罗世以来华南已发生大范 

围的岩石圈伸展作用并形成很具特色的盆岭系 

统[53,55,71,78 86 ；Gilder等[71]、Chen等 和 Hong等[80] 

的研究表明，华南存在几条低 tDM和高 GNd花岗岩带， 

这种低 和高E：Nd带被认为是岩石圈伸展和壳幔之 

间强烈相互作用的证据。陆内岩石圈伸展一减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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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减压熔融和玄武质岩浆底侵引起的复杂壳幔相 

互作用，可能是华南内陆燕山期大规模花岗质岩浆 

活动的主要机制 弱]，这一动力学背景也响应于华南 

内部晚中生代一系列断陷盆地及星子、武功山、幕阜 

山等变质核杂岩的形成L85 引。¨ ]总结了华南内 

陆燕山期花岗岩浆活动与岩石圈伸展的密切联系， 

并初步划分出 164～153 Ma、146～136 Ma、129～ 

122 Ma、109～101 Ma和 97~87 Ma等 5次岩石圈 

伸展期的花岗岩侵位事件。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不像华北地区在 130～110 

Ma出现了一个快速岩石圈减薄的重大事件，多阶 

段的岩石圈伸展一减薄、玄武质岩浆底侵和大规模花 

岗质岩浆活动，可能是华南内陆地区侏罗纪以来标 

志性的大陆动力学事件。这些标志性大陆动力学事 

件的启动机制也是地学界学术争鸣最为激烈的内容 

之一。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华南腹地导致燕山期大规 

模花岗岩浆活动的伸展作用和玄武质岩浆底侵作用 

是地壳拆沉作用的结果r4引，亦有研究者归结为陆内 

伸展造山的结果[53]，也有研究者相信是陆内加厚地 

壳造山后垮塌所致l_4 ，还有研究者认为是太平洋平 

俯冲板片断离的产物[7引。可见，要确定这些“标志 

性的”大陆动力学事件及其相互关系还有更多工作 

要做，对华南大花岗岩省的形成过程和机制还亟待 

深入研究。 

3．3 成矿大爆发 

华南以中生代成矿大爆发著称于世。在该区针 

对矿产资源的大规模科学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 

第五个五年计划，尤其是对长江中下游宁芜地区与 

陆相火山岩有关的铁矿的研究，提出了具有重要影 

响的宁芜玢岩铁矿成矿模式；与此同时，从事钨矿地 

质勘查的地质工作者总结出了著名的赣南钨矿矿化 

蚀变五层楼模式；“六五”期间实施的国家科技攻关 

计划，对南岭地区的有色和稀有金属矿床进行了全 

面研究，提出并划分出了 5个矿床成矿系列、6个矿 

床成矿亚系列和 21个矿床成矿模式【93]。常印佛 

等_94]和翟裕生等l9 ]对长江中下游地区铜铁矿床的 

长期深入研究，提出了两大成矿系列的概念。由于 

超大型矿床的巨大经济效益，2O世纪 8O年代末至 

9O年代初以来，超大型矿床的形成过程及其背景一 

直是重要的科学研究 目标，涂光炽、赵振华(1992— 

2ooD和裴荣富(1994--1998)领导的科研集体对华 

南超大型矿床进行了深人解剖，提出了超大型矿床 

与深部过程的耦合性、超大型矿床对矿床类型的选 

择性和超大型矿床的时空偏在性等重要认识l_9 。 

我们完成的“973”项目“大规模成矿作用与大型矿集 

区预测”(1999--2004)，对与华南花岗岩有关的成矿 

作用进行了总结L9 ，并提出和论述了埃达克岩与斑 

岩铜矿的关系[1 0oJ。华南陆块与花岗岩类有关的矿 

床主要包括 W、Sn、Nb、Ta、Li、Be、Cu、Fe、Pb、Zn、 

Au、Ag和 U等。华仁民等_1叽]的研究指出，要想把 

如此丰富多彩的矿床非常恰当地归纳到几个界限分 

明的成矿子系统中几乎不太可能。但是，以下趋势 

或轮廓是基本明确的：(1)该区中生代成矿大爆发主 

要与 当 时 广泛 而 强 烈 的 花 岗质 岩 浆 活 动 有 

关l_1o2 ∞ ；(2)W、Sn、Nb、Ta、Li、Be和 Cu、Fe、Pb、 

Zn、Au、Ag大致分别与传统意义上的S型花岗岩和 

I型花岗岩相联系[1∞ ；(3)成矿作用可能是分 

期进行的，毛景文等[】∞]通过对该区已有成矿年龄 

数据的综合研究，初步提出了 170～150 Ma、140～ 

125 Ma和 110~80 Ma三次爆发式成矿作用；(4)这 

些矿床矿岩时差很小，尽管成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 

有大气降水的参与，但成矿流体与花岗岩浆的分异 

作用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关系_g ％ ∞ 鸲]。 

综上所述，华南陆块东部大花岗岩省所在区域， 

由于中生代构造体制的重大变革、强烈的壳幔相互 

作用、大范围的花岗岩浆活动和大规模的爆发式成 

矿作用，奠定了全球背景中该区作为理解陆内动力 

学过程与多金属成矿关系不可多得的天然实验室的 

重要地位。以往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上述重要进展， 

但还有较多重要科学问题有待解决，如：(1)华南陆 

块东部晚中生代以来伸展背景下形成的“盆岭系统” 

这种独具特色的地质构造现象及其动力学机制，还 

是地学界学术争鸣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这直接影 

响了对与其有关的华南大花岗岩省形成过程和机制 

的正确认识；(2)反映该区中生代构造体制重大变 

革、岩石圈伸展减薄及其壳幔相互作用、大花岗岩省 

形成和成矿大爆发的精确年代学数据还较缺乏，从 

而还未能很好地揭示这些事件的精确时限、阶段性 

和相互之间的关联性；(3)大花岗岩省内中生代的大 

规模成矿具有明显的分区特点，南岭地区主要是钨、 

锡、铀、稀土、铌、钽、铍、铅锌、铜和钼的大规模成矿， 

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是铜、铁、金、钼的大规模成矿， 

控制这种分区的地球化学和深部动力学条件究竟有 

些什么重大差异 目前知道的不多；(4)华南陆块亦深 

受印支运动的影响，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强过铝质一准 

铝质花岗岩浆活动，但华南陆块内部的大爆发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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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发生在中晚中生代的燕山期，而早中生代的印支 

期则少有重要矿床的形成，这种巨大差异反映着什 [7] 

么重要信息?(5)不同的壳幔相互作用过程控制着 

不同类型的花岗岩浆活动，不同类型的花岗岩浆活 

动则控制了不同类型的成矿作用。但是，对在壳幔 一
一  

相互作用一花 岗岩浆活动一成矿作用整个演化过程 ⋯  

中，导致成矿元素超常富集大爆发成矿的各种耦合 

机制尚缺乏完整的理解。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必将导 

致对华南大花岗岩省形成演化和成矿作用认识的重 

大突破。 [9] 

此文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项目“华南陆 

块陆内成矿作用：背景与过程”立项报告的基础上补充修改 

而成。涂光炽先生生前对该项目的立项给予了悉心指导和 

大力帮助。在纪念涂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作者特献上此 L 

文，以表达对先生的崇高敬意和无比怀念。 

陈毓川院士、李廷栋院士、翟裕生院士、裴荣富院士、周 

美夫教授、李献华研究员、朱祥坤研究员和王学求研究员对 

本文初稿的进一步完善曾提出许多宝贵建议，作者表示衷心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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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稿 预 告 

欢迎主题专辑投稿 也欢迎非主题投稿 

《地学前缘》为双月主题性期刊，欢迎按专辑主题投稿，也欢迎非主题投稿，因本刊设有“非主题来稿选 

(1)2010年第3，4期“地球结构、构造与动力学”主题： 

具体专辑名为“大陆构造与动力学”。 

(2)2010年第5，6期“地球表层科学”主题： 

具体专辑名为“地震及相关研究”，“水资源与环境”。 

(3)2011年第1。2期“地球物质科学”主题： 

具体专辑名为“花岗岩成因”，“变质作用与造山带演化”。 

(4)2011年第3。4期“地球结构、构造与动力学”主题： 

具体专辑名为“大陆地质与大陆构造”。 

(5)2011年第5期专辑名为“中国土壤碳库与全球变化”。 

第 6期专辑名为“成矿流体动力学”。 

(6)2012年第 1，2期专辑名为“油气沉积地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