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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LA—ICP—MS技术，对湘中锡矿山煌斑岩中的锆石进行 u—Pb同位素定年。研究表明，该煌斑岩中的锆石呈 

半 自形或半浑圆状，为捕获锆石。锆石阴极发光图像显示有典型的振荡环带和韵律结构，部分还可见扇形分带，其形貌和 

地球化学特征均显示为岩浆成因。锆石 u Pb同位素年龄主要集中在 830 Ma和 800 Ma附近，少量为一730 Ma，与江南古 

陆前寒武纪浅变质岩的年龄十分吻合，揭示湘中盆地深部确实存在新元古界基底，这为示踪湘中锑矿的成矿物质来源和 

判别湘中地区大地构造环境提供了新的依据。锡矿山煌斑岩形成于一种拉张伸展的构造环境中，其侵位深度为 5 k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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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湘中盆地中央的锡矿山锑矿，是世界上最 

大的锑矿床，其储量达到 2．5 Mt以上(史明魁等， 

1993)，超过国外锑矿储量的总和，被誉为“世界锑 

都”。自美国地质学家 Tegengren于 1915年首次对 

其进行地质调查以来(Tegengren，1921)，人们从不 

同侧面对该矿进行了大量的地质、地球化学研究， 

并取得一系列重要的成果。但为什么不足 16 km 锡 

矿山矿 区内会有如此巨量的锑矿石堆积，这些 巨量 

金属究竟来自何处，一直是困扰我国地学工作者的 

难题。锡矿山锑成矿有何特殊的构造背景?目前仍 

不清楚。对该区煌斑岩的研究，有可能促进上述问 

题的解决。 

锡矿山地区岩浆活动微弱，矿区东部出露的煌 

斑岩，是该区唯一的岩浆活动记录。人们先后对其 

进行了一些地质、地球化学研究(刘焕品等，1983 ； 

凌水成，1999；吴良士和胡雄伟，2000；彭建堂，2000； 

谢桂青等，2001；易建斌等，2001)，但该煌斑岩形成 

时间、形成构造背景及其与锑成矿的关系，目前并 

不太清楚。对锡矿山矿区煌斑岩的侵位深度，也存 

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该煌斑岩为 

花岗质岩浆晚期分异的浅成脉岩；另一种观点则认 

为该煌斑岩来自深部地幔(黎盛斯，1996；易建斌等， 

2001)。 

在前人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本文对锡矿山矿区 

煌斑岩中的锆石进行了 LA．ICP．MS U—Pb定年，精 

确测定了锆石的形成年龄，并揭示煌斑岩中锆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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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带 者为西北大学分析数据，其余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分析数据。 

基底地层，并且这些基底为煌斑岩提供了锆石。我 4．2 煌斑岩的形成深度及构造环境 

们早前的 Sr同位素研究也表明，湘中盆地深部有前 前人已有的研究显示，湘西雪峰山地区，新元 

寒武纪碎屑岩基底存在，这种碎屑岩基底很可能是 古界冷家溪群厚度可达 8664 m(唐晓珊，1989)，板溪 

锡矿山成矿流体中高放射成因 sr和成矿金属锑的 群厚度为 2500～3000 ，湘中盆地碳酸盐岩沉积厚 

提供者(彭建堂等，2OO1)。 度在 5000 m 以上，其中泥盆系厚度超过 2300 m 

② 湖南省地质矿产厅区域地质研究所．1995．湖南新元古代板溪群(内部科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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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rcon U．．Pb Dating of the Lamprophyre in the Xikuangshan M ining 

District，Central Hunan and its Geological Implications 

PENG Jiantang ，HU A'xiang ， 

YANG Jiehua 

ZHANG Longsheng ，LEI W enyan ， 

and LIN Fangmei 

Abstract：The giant Xikuangshan deposit，located in the Xiangzhong Basin，Central Hunan，is the largest antlmony 

deposit in the world．In spite of numerous detailed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nd geochemical researches naVe been 

carried out．the sOurces and tectonic background of the giant ore deposit is unclear．The lamprophyre dyke occarrmg m 

the eastem Dart Of the mining district probably can shed light on these issues．LA-ICP-MS U-Pb isotopic dating has been 

cOnducted on zireon grains collected from the lamprophyre dyke in the Xikuangshan mining district·The z rcOn gralns 

are usua11v subhedral or sub．rounded，and exhibit typical oscillatory or sector zoning under cathodolummescence·Both 

its the morphology and geochemical signatures(Th／U ratio and REE chondrite—normalized distribution patt。rn)of th。 。 

zircon grains reveals that they are predominately of magmatic origin，and were probably captured from the wa儿rocks 

during magma ascending．The zircon U．Pb ages mainly vary in the range of 830 Ma to 800 Ma，which coinc de w。儿 

with the ages ofthe Neoproterozoic Lengjiaxi Group and Banxi Group occurred in the adjacent Xufeng Range， mplying 

the oOssib1e existence of underlying Precambrian elastic basement in the Xiangzhong Basin．The inferred Precambnan 

basement lays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understanding for tracing the ore‘forming metal of the giant X1kuangsnan 

deposit and determining the tectonic nature of the Xiangzhong Basin．The Neoproterozoic basement underlying 1n tne 

Xiangzh0ng Basin might have provided Sb for the giant ore accumulation in the Xikuangshan m nmg dismct· 

Tectonica11 the Xiangzhong Basin should belong to the Yangtze Block rather than the Cathaysian Block as wa 

previously considered．The lamprophyre in the Xikuangshan mining district formed under the geodynam c settmg of 

crustal extension，and emplaced at a depth of at least 5 kilometers． 

Keywords：zircon U．Pb dating；lamprophyre；Xikuangshan mining district；central H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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