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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安吉多金属矿区坞山关杂岩体锆石 LA-ICP- 

MS U．Pb年龄、地球化学特征及地质意义 

唐燕文 ， ，谢玉玲̈ ，李应栩 ， ，邱立明̈ ，张欣欣̈ ，韩宇达̈ ，姜妍岑 
1)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北京，100083； 

2)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贵阳，550002； 

3)中国 后调杏局成都调杳中 C ，成都 ，610082 

内容提要：安吉港口多金属矿床在成因上与坞 山关杂岩体密切相关 ，该杂岩体包括黑云母二长花岗岩、钾长花 

岗岩、花岗闪长岩和细粒花岗岩。本文采用岩相学、cL和LA—ICP—MS等方法对前三套岩石单元中的锆石进行了成 

因矿物学、微区微量元素和 U—Pb年代学特征等相关研究。年代学结果显示，杂岩体大致形成于晚侏罗世一早白垩 

世，按前述排列顺序，三岩石单元成岩年龄分别为 141．0-4-1．4Ma(n=13，MSWD=1．3)，138．1-4-1．0Ma(n=14， 

MSWD=0．92)和 137．0 4-1．8Ma(n=13，MSWD=1．9)。研究过程中发现的年龄为518 4-9Ma和 624-4-9Ma的继承 

锆石 ，暗示杂岩体成岩过程中有晋宁晚期和加里东早期古老地壳物质的熔融或同化混染。锆石Ti温度记显示，杂岩 

体中黑云母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锆石结晶温度基本一致 ，均值分别为 657~C和653~C，钾长花岗岩锆石结晶温度 

略高，均值为 698~C。区域构造环境 、岩体被动侵位、构造张性和张剪性特征表明，矿区在约 141～137Ma前后已处于 

拉张一伸展构造背景之下，杂岩体及其相关成矿作用受该环境控制。本次研究及野外凋研结果表明，杂岩体与矿区 

多金属矿床具有密切的时空关系。浙江淳安铜山锡矿、安吉多金属矿床成岩成矿数据表明，钦一杭成矿带东段在晚 

侏罗世一 白垩世约 148～134Ma还存在一期成岩成矿作用。 

关键词：浙西北；坞山关杂岩体；锆石 U—Pb定年；钦一杭成矿带(QHMB)；构造环境；成岩成矿时代 

安吉港 口铅锌多金属矿床位于钦 (州)一杭 

(州)成矿带东段。钦一杭结合带为扬子与华夏古 

板块的结合带，南西起钦州湾、北东至杭州湾，长约 

2000kin，宽 100～150km，总体呈反 s状弧形展布 

(杨明桂等，1997)。钦一杭成矿带(QHMB)即沿该 

结合带发育，为中国东部典型成矿带之一。杨明桂 

等(1997，2009)以萍乡为界划分钦 杭成矿带东、 

西两段，东段以浏阳一景德镇一湖州断裂为北界，以 

绍兴一萍乡断裂为南界，贯穿江西北部、安徽南部、 

浙江西北部(图 1 a)。在钦～杭成矿带的西段发现 

有张公岭，龙头山等铅锌、铜金矿床以及水口山、康 

家湾、香花岭、黄沙坪、宝山、新田岭等大型或超大型 

钨铜铅锌锡矿床；成矿带东段有德兴铜厂、银山等著 

名矿集区(图 1a)，德兴矿集区一直是研究的重点。 

近年来东段找矿工作取得极大突破，相继发现数十 

个大型矿点，如江西有修水香炉山钨矿、武宁大沽塘 

钨矿、永平铜铅锌矿、东乡枫林钨铜矿和德安张十八 

铅锌矿等，皖南有宁国竹溪岭大型钨钼矿、东源大型 

钨钼矿 、绩溪逍遥、际下、巧川中型钨矿等，然而浙西 

找矿工作却迟迟未取得突破。2010年度安吉矿区 

找矿工作的新进展，填补了钦 杭成矿带浙西段找 

矿工作 的空 白。 

安吉矿区位于浙江省安吉县港口乡，矿区发育 

矽卡岩型铁铜锌、碳酸盐岩交代型铅锌铜、热液充填 

型铅锌和斑岩型铜钼等多种矿化，2010年间南京地 

质矿产研究所进行的普查工作提交资源量(333+ 

3341)为铅 +锌 19．23万吨、银 265吨、铜 1．4万吨， 

其中，矿区铅 +锌平均品位为 3．35％，共一伴生银 

平均品位 52．7g／to。矿区植被、第四系覆盖严重， 

风化、蚀变较强，野外露头可见性较差。前人针对杂 

岩体仅有少量研究，如潘志龙(1992)对该杂岩体的 

相带以及花岗闪长岩和黑云母花岗岩的主量元素作 

注：本文为十二 ·五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编号 2011BAB04B02)、科技部公益性行业基金项目(编号201011011_01)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 

展规划项 目(973)课题“同熔型花岗岩铜铅锌成矿作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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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硅酸盐玻璃 NIST SRM610为标准参考物质，每 1O 

个测点分析前后各测一次。ICP-MS数据处理计算 

采用 GLITYER(Version4．0，Maequarie University)软 

件进行，普通 Pb校正采用 Anderson(2002)提出的 

方法进行，年龄计算及作图采用 Isoplot(Ver 3．70) 

(Ludwing，2008)完成。 

测点尽量选择在没有包裹体的部位，获得的锆 

石微区原位 TWU值以及对应的普通铅校正之后 

的 。6Pb／ 鲳U、狮Pb／ U、 ∞Pb／ ∞Pb比值和年龄如表 

1所示，测点位置和对应的微区撕Pb／ 。U年龄如图 

表 2浙江安吉多金属矿区坞山关杂岩体锆石微区微量元素分析结果 

Table 2 Trace elements of zircons from Wushanguan complex body in Anji mining area of Zhejiang province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GK06) 
07 2．5 0．23 31．14 0．16 1．O8 1．74 0．48 8．23 3．44 40．3O 18．04 84．94 24．41 269．76 59．34 

O8 2．88 O．02 25．24 0．04 O．45 0．83 0．37 5．7l 2．50 32．o2 15．32 76．84 22．45 257．82 61．81 

15 2．36 O．03 35．37 O．03 O．56 0．94 0．40 7．5O 3．23 42．32 20．52 llO．67 33．95 409．83 103．82 

16 3．36 0．20 45．68 O．15 1．50 2．04 0．64 1O．85 4．70 57．23 26．24 127．15 35．85 391．94 87．67 

2 2．82 4．97 54．29 3．6l 19．23 8．79 0．76 16．54 4．94 52．O2 21．74 l07．92 27．78 3o9．46 71．3l 

O1 4．8 O．81 77．93 O．29 2．47 4．65 1．5l 24．22 9．48 l06．99 43．9l l89．42 49．03 478．88 92．54 

13 4．83 1．44 40．64 0．40 2．14 2．63 0．90 12．67 4．9O 56．67 24．85 ll3．33 30．62 325．2l 70．18 

05 1O．67 O．19 26．04 0．07 O．57 l_0o 0．42 6．13 2．57 32．48 15．84 78．26 23．42 264．96 61．55 

14 2．57 O．1O 31．26 O．O5 0．77 1．43 O．56 8．20 3．39 41．74 18．48 91．1l 25．18 277．16 62．74 

1l 2．75 O．02 28．73 O．03 O．59 1．o5 O．52 7．23 2．90 36．22 16．84 82．5O 23．38 260．06 59．37 

O3 2．72 O．O2 32．34 0．04 0．64 1．29 0．55 8．24 3．42 43．16 19．74 96．25 27．62 307．16 69．34 

20 3．O2 1．05 42．48 O．2l 1．24 2．03 O．68 l1．65 4．97 60．65 27．06 128．7l 34．85 372．8O 81．31 

1 3．29 1．4_4 35．94 O．27 1．62 1．73 0．60 9．98 3．8O 46．40 21．04 105．56 27．11 298．88 65．60 

3 81．88 O．36 17．63 0．18 1．63 2．30 0．63 11．74 4．45 54．44 24．O1 119．O2 28．94 305．29 63．26 

04 4．19 O．o6 17．89 0．07 1．7O 5。00 0．94 33，57 14．15 169．2O 70．82 289。60 67．31 590。60 101．63 

钾长花岗岩(GK26) 

2 4．83 8．17 44．54 3．14 14．84 5．88 0．56 16．87 6．21 75．3l 31．76 156．11 39．1l 405．1O 8O．24 

3 7．24 l1．5l 48．83 3．59 16．Ol 5．67 O．65 t4．94 5．29 62．86 26．2O 123．8O 29．69 295．7O 59．12 

6 5．69 l2．73 5O．39 4．10 19．89 7．77 1．16 24．0o 8．62 99．67 39．70 183．73 42．56 416．10 79．92 

08 l3．O2 4．89 46．34 2．34 14．13 11．17 1．6o 47．47 19．45 227．40 93．48 404 ．65 101．94 957．5O 182．90 

09 6．37 21．43 80．87 5．9O 26．35 8．63 0．78 23．75 8．97 lo3．6o 45．13 2()2．38 51．79 51O．40 97．40 

2O 4．09 O．12 24．95 0．16 2．34 5．56 2．44  33．93 12．65 l33．40 47．29 173．43 37．96 339．90 61．6O 

8 5．6o 15．08 55．36 4．47 2O．96 7．6l 1．15 23．82 8．42 95．87 37．86 174．1O 40．26 397．1O 73．94 

16 12．86 1．64 410．3O 1．71 2O．38 40．89 8．34 195．5 69．46 690．70 243．11 89o．19 196．45 1607．0o 265．8O 

lO 6．88 8．07 32．65 2．15 9．o6 2．83 0．51 8．47 3．11 38．46 16．22 79．62 19．74 210．70 41．21 

18 4．80 1．44 22．43 0．45 2．23 1．76 0．36 10．72 4．7l 57．91 25．51 ll8．06 31．00 308．6o 60．20 

19 2．O5 0．04 10．49 0．04 O．75 2．87 0．42 22．O5 l1．54 146．20 60．24 256．54 62．06 571．70 99．37 

02 6．53 65．79 2l6．6o 32．12 153．5 77。47 2．30 99．61 24．45 l72．2O 5O．88 l88．89 45．26 421．1O 76．19 

14 4．10 2．72 21．13 1．6o 8．91 6．59 0．31 33．1l 17．79 237．2O 103．6O 464．35 124．36 1217．o0 229．oo 

15 7．44 185l 3504．O 397．5 1494 290．8 7．16 217．9 36．89 247．0o 70．94 248．70 54．05 461．40 77．17 

花岗闪长岩(GK18) 

20 7．43 0．09 24．78 O．O8 0．69 1．05 0．40 5．91 2．31 30．48 14．75 72．33 20．82 237．34 56．68 

15 3．0o 2．07 35．46 0．44 1．75 1．23 O．5O 6．94 3．18 39．04 l9．1O 96．52 26．75 303．56 77．35 

l8 2．67 0．06 28．92 O．O6 0．43 1．19 0．44 6．63 2．95 39．20 18．84 97．23 27．95 320．90 77．83 

l9 3．00 0．69 37．04 O．42 2．67 1．95 O．55 10．O3 4．56 58．68 29．O5 151．45 42．37 478．19 l21．59 

l7 3．39 3．2O 49．16 O．61 2．63 1．94 0．64 l1．11 4．75 62．22 3O．24 154．22 44．38 495．2l l14．9l 

3 5．1O O．32 21．34 0．12 1．28 1．27 0．45 7．93 3．49 43．56 20．1O 103．43 27．O8 306．72 69．44 

l6 2．51 0．02 32．18 0．04 0．64 1．10 O．51 7．71 3．15 39．08 18．28 9O．22 25．59 289．76 68．46 

6 2．63 0．31 24．67 O．1O O．59 1．()2 O．37 6．44 2．49 32．41 14．52 75．2l 19．55 229．9l 54．12 

O3 2．90 0．58 37．12 O．15 1．02 1．76 O．61 1O．28 4．31 52．73 23．19 l11．84 31．O2 337．3O 76．22 

8 2．27 3．26 3O．18 0．49 2．57 1．23 0．41 6．08 2，35 33．25 l5．oo 83．5l 22．00 267．03 65．33 

04  2．74 0．57 26．32 O．12 O．92 1．19 0．45 6．35 2．64 33．40 15．71 76．58 22．13 248．5O 55．78 

9 2．96 0．09 20．89 O．o6 0．53 O．92 O．38 5．20 1．91 26．15 11．18 58．87 15．74 183．41 41．81 

05 5．63 0．33 27．83 O．09 O．93 1．75 O．68 9．34 3．87 48．04 21．49 101．52 28．27 303．2l 67．41 

注：u—Th—Pb同位素测定与微量元素测定的斑点位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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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锆石 TICU比值一般大于0．1，而变质锆石 

小于0．1(Belousova et a1．，2002)，且多在0．01左右 

f Rubatto et a1．，2002。Hoskin and Schahegger，2003)。 

未蚀变的岩浆锆石 REE+Y含量一般小于 1％，稀 

土分布曲线呈左倾式重稀土富集型，Ce常呈正异 

常、Eu负异常(Hoskin and Schahegger，2003)。 

第一、二类锆石边部韵律环带i贝 中，黑云母二 

长花岗岩、钾长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锆石Th／U比 

值主体范围分别为0．55—1．02、0．11—2．10和0．38 
— 0．81。对应的∑REE+Y分别为 980×10 Ï一 

3117×10一 、956×10一 ～11216×10一 和 753×10一 

一 1923×10～，除GK26—16、GK26—15接近 1％之外， 

其余均小于 1％；除 GK26．15外，所有测点稀土元素 

球粒陨石标准化分布模式表现为强烈的左倾式、 

HREE相对 LREE明显富集(图5)，同时具有强烈 

的 ce正异常和较强的 Eu负异常。其中，黑云母二 

长花岗岩、钾长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 Ce ／C％ 分别 

为2．95—272．95(均值 84．74)、0．94～55．52(均值 

12．12)和 10．3—229．3，(均值 63．55)，EuN／EuN 值 

分别为0．17～0．42、0．05—0．42和0．31～0．42。 

第三类锆石 GK26—16锆石测点 ∑REE+Y为 

1 1216×10～，稀土分布模式均表现为强烈的左倾 

式、HREE相对 LREE明显富集，对应的Ce ／C％ 为 

52．56，EuN／Eu：值为0．24，rI u比值为2．1。锆石 

GK26．15的∑REE+Y为 10908×10～，稀土分布模 

式右倾，LREE具有相对较高的含量(图5b)，与热 

液锆石 REE模式相似，Ce ／CeN 分别为 0。94，而对 

应的Eu ／EuN 值分别为0．08，Th／u比值为1．09。 

本次研究的锆石测点在 Grimes等(2007)总结 

出的 U／Yb．Y图解上投影在陆壳区(图 6)，显示其 

均结晶于陆壳环境 ，且没有因测点位置和微区U—Pb 

年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这与 CL等研究结果一 

致，表明本次研究的锆石，尤其继承锆石无洋壳等其 

他来源。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中，第一、二类岩浆锆石边 

部环带 区域的测点均反映岩浆锆石成岩年龄， 

GK26．16、GK26．15测点可能反映的是受同期岩浆一 

热液事件不同程度影响后的岩浆锆石年龄。 

Watson等(2005，2006)和通过实验给出了锆石 

中Ti含量与其结晶温度的拟合方程：lg[ (Ti)／ 

10 ]=6．01-4-0．03一(5080±30)／T； 

式中，W(Ti)为锆石中Ti的含量， 为绝对温 

度，单位为K。 

本文研究的杂岩体岩浆锆石属于适用范围。据 

该方程计算的锆石结晶温度如表 3所示，黑云母二 

长花 岗岩锆石结晶温度范围 628—747qC，平均 

表 3浙江安吉矿区坞山关杂岩体锆石微区稀土元素相关参数及锆石结晶温度计算结果 

Table 3 Crystallization temperature of zircons and some parameters of trace elements of zircons from W ushanguan 

complex body in Anji mimng area of Zh~iang province 

∑REE 锆石结晶 测点 ∑REE 锆石结晶 测点 8E
u 8C 

∑REE 锆石结晶 测点 8E
u 8Ce 8EU 8Ce 

编号 +Y 温度(℃) 编号 +Y 温度(oC) 编号 +Y 温度(℃) 

GKO6 GK26 GK18 

O7 0．32 36．78 1O9l 632 2 O．16 2．12 1832 681 2O 0．38 63．40 927 7l5 

08 O．38 150．93 980 642 3 O．20 1．82 1467 7l3 15 0．4l 15．43 1234 645 

l5 O．32 272．95 1464 628 6 O．24 1．67 2l34 694 18 O．38 126．17 1224 637 

16 O．33 59．53 1593 653 8 0．18 3．28 4717 765 19 0．31 22．03 1876 64 5 

2 O．19 2．95 1391 64 1 9 O．16 1．70 244O 7o3 17 O．33 14．82 l923 654 

Ol O．35 38．8O 2296 680 2O O．42 36．47 2193 668 3 0．33 39．5O l249 685 

l3 0．39 12．74 1413 681 8 0．24 1．61 2052 692 16 0．39 229．3l 1142 632 

05 0．40 55．51 1006 747 16 0．24 52．56 11216 763 6 O．33 54．O5 942 636 

14 0．39 ll1．O7 l13O 634 10 0．3O 1．85 956 709 03 0．34 51．80 1393 643 

11 0．42 226．58 1038 639 18 O．19 6．65 1372 680 8 0．37 10．30 1055 625 

03 O．39 195．65 1216 638 19 O．1l 55．52 2872 618 04 0．40 42．87 967 639 

2O 0．33 20．73 1573 64 5 2 0．08 1．13 3002 705 9 O．42 92．80 753 644 

1 0．35 l3．02 1279 652 14 0．O5 2．39 5357 668 05 0．41 63．64 1257 693 

3 0．30 l6．32 1352 967 15 O．O8 0．94 10908 7l5 

04 0．17 57．47 3l17 670 

注：表中所列温度为锆石中Ti含量与其结晶温度的拟合方程 lg[”(Ti)／10 ]：6．0l 4-0．03一(5080±30)／T计算。式中， (Ti)为 

锆石中Ti的含量， 为绝对温度，单位为K。 





地 质 论 评 

SHRIMP锆石 U—Pb年龄为 171±3Ma(王强等， 

2004)；江西永平铜矿成矿年龄约 160Ma，成矿黑云 

母花岗岩年龄为 160Ma(丁昕等，2005)；安徽逍遥 

钨、铜多金属成矿岩体 。Ar!鲫fir年龄为 141Ma(侯 

明金，2005；唐永成等，2010)，浙江淳安铜山锡矿成 

矿年龄约为 143Ma，与成矿岩体年龄为 147Ma(朱安 

庆，2009)，结合安吉矿区成岩成矿时代数据，表明 

除德兴为代表的一次成矿作用外，钦一杭成矿带东 

段在晚侏罗世一白垩世约 148～135Ma之间还存在 
一 期成岩成矿作用，鉴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大规模 

成岩成矿作用时代为 146～133Ma(Sun Weidong et 

al，2003；梅燕雄等，2005；蒙义峰等，2004；曾普胜 

等，2004；毛景文等，2004b；李进文等，2007)，说明这 

两个成矿带在时间上是叠合的。近来，毛景文等 

(2011)通过统计大量成岩成矿时代数据，认为除中 

侏罗世成岩成矿作用之外，钦一杭成矿带还存在晚 

侏罗世与花岗岩有关的成矿作用，并且从该矿带中 

部往西部逐渐变新，即从 175Ma到 155Ma。事实 

上，从成矿带中部德兴地区往东部浙西一皖南一带 

成岩 成 矿 时代 也逐 渐 变 新，大致 从 170Ma到 

134Ma，并且晚侏罗世一早白垩世阶段的成岩成矿 

作用不局限于钦一杭成矿带及长江中下游成矿带， 

明显扩展至交汇部位及其附近，代表性矿点有江西 

城门山斑岩型铜矿和安徽东源斑岩型钨钼矿，前者 

辉钼矿 Re-0s同位素年龄约 140Ma，也代表成矿岩 

体年龄(吴良士等，1997)，后者成矿花岗闪长斑岩 

SHRIMP U．Pb和辉钼矿 Re一0s同位素年龄一致，约 

146Ma(周翔等，2011)。这些认识及浙西找矿工作 

的突破为中国东部找矿工作提供了新的找矿思路。 

3．3 岩石形成构造环境 

安吉矿区杂岩体主要呈不规则状分布(图 lb)， 

岩体未发现挤压变形特征，岩浆面理和变形面理不 

发育，岩体与围岩呈不规则的多边形或枝权状接触， 

五庙桥、俞家坞一带岩体以弯曲岩枝贯入围岩现象 

特别明显，矿区多处钻孔发现黑云母二长花岗岩、花 

岗闪长岩大致顺层或沿断裂侵入围岩，而接触带处 

围岩未发生变形，并保留原有构造。这些特征显示 

矿区岩浆被动侵入特征。结合研究区在白垩纪早期 

活跃的北西向断裂显示的张性和张剪特性，说明研 

究区大致在 141～137Ma期间已处于拉张一伸展构 

造背景之下。 

4 结论 

(1)坞山关杂岩体形成于晚侏罗世一早白垩 

世，其组成单元黑云母二长花岗岩、钾长花岗岩和花 

岗闪长岩成岩年龄分别为 141．0±1．4Ma(n=13， 

MSWD=1．3)、138．1±1．0Ma(n=14，MSWD = 

0． 92)和 137．0±1．8Ma(n=13，MSWD=1．9)。 

(2)杂岩体中发现的继承锆石 u—Pb年龄为518 

±9Ma和 624±9Ma，暗示杂岩体成岩过程中有晋宁 

晚期和加里东早期古老地壳物质部分熔融或同化混 

染。 

(3)锆石结晶 温度记显示，黑云母二长花岗 

岩锆石结晶温度范围628～747％，平均 657~2，钾长 

花岗岩锆石结晶温度范围618～764℃，平均698~C， 

花岗闪长岩锆石结晶温度范围625～715~C，平均 

653~C。锆石结晶 i 温度与u．Ph年龄联合图解显 

示，黑云母二长花岗岩、钾长花岗岩结晶过程中 i 

温度升高可能与花岗闪长岩成岩事件所代表深部高 

温物质再度上涌有关，而花岗闪长岩锆石结晶在第 
一 次降温之后一直变化不大，表明岩浆结晶环境及 

过程相对稳定。 

(4)结合区域大地构造背景研究成果以及杂岩 

体被动侵位、断裂构造张性和张剪性特征，说明矿区 

在 141～137Ma前后已处于拉张一伸展构造背景之 

下，杂岩体及其相关的成矿作用受该背景控制。 

(5)江西德兴斑岩铜矿床、江西永平铜矿 、浙江 

淳安铜山锡矿以及浙江安吉多金属矿床成岩成矿数 

据表明，除燕山早期约 170～160Ma成岩成矿作用 

之外，钦一杭成矿带东段在晚侏罗世一早白垩世约 

148～134Ma期问还存在一期成岩成矿作用，并且这 

期成岩成矿作用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大规模成岩成 

矿作用时代(146～133Ma)大致吻合。钦一杭成矿 

带从中部德兴地区往东部浙西一皖南一带成岩成矿 

时代也逐渐变新，大致从 170Ma到 134Ma，晚侏罗 

世一早白垩世阶段的成岩成矿作用不局限于两矿带 

内部，明显扩展至两矿带交汇部位及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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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金属矿地质报告．南京：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1～100(内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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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CP-MS U·Pb Ages，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Zircons from 

Wushanguan Complex Body in Anji Mining Area，Northwestern Zhejiang 

and Their Geological Significances 

TANG Yanwen ， ，XIE Yuling̈
， LI Yingxu ， ，QIU Liming̈ ，ZHANG Xinxin̈ ， 

HAN Yudä
． JIANG Yancen 

1)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Institute，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100083； 

2)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re Deposit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iyang，550002；3)Chengdu Center ofChina Geological Survey，Chengdu，610082 

Abstract：As the major granite intrusion in Anji mining area，Wushanguan complex body is composed by four 

rock units of biotite-monzonitic granite，granodiorite，moyite and fine·grained granite．Zircons from the first three 

units are analyzed by petrography，cathodoluminescence(CL)and LA-ICP—MS，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lex body formed in Late Jurassic and Early Cretaceous，and biotite—monzonitic granite，granodiorite and moyite 

formed in 141．0±1．4Ma(n=13，MSWD=1．3)，138．1±1．0Ma(n=14，MSWD=0。92)and 137．0±1．8Ma 

(n=13，MSWD：1．9)respectively．That two inherence zircons have been found，whose U—Pb ages are 518± 

9Ma and 624±9Ma respectively，suggests some old crustal materials of Early Caledonian and Late Jinningian were 

carried in magma by partial melting and(or)assimilation—contamination in the forming process of Wushan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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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 body．The crystallization temperature of zircons in biotite-monzonitic granite
， granodiorite and moyite are 

ranging from 628～747~C(with an average of657~C)，625—715~C(with an average of653℃)and 618～765~C 

(with an average of 698~C)respectively．The passive emplacement of the complex body。tensional and tenso．shear 

character of NW faults and regional tectonic setting indicate that Anji mining area had been under the extensional 

environment from 14 1 to 1 37 Ma。and the diagenesis and mineralization events associated with the complex body are 

controlled by this setting．Analysis results and some evidences from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dicate in Anji mining 

area the polymetallic mineralization and the complex body have a close association in time and space．Anji 

polymetallic deposit(about 141～134Ma)and Tongshan Sn deposit(about 147—143Ma)in Zhejiang province 

indicate that anther magmatic-mineralizing event had occurred during Late Jurassic—Early Cretaceous(about 148～ 

134Ma)in East Qinzhou—Hangzhou metallogenic belts． 

Key words：northwestern Zhejiang；Wushanguan complex body；Zircon U—Pb dating；Qinzhou-Hangzhou 

metallogenic belt；tectonic setting；diagenetic and metallogenic epoch 

第七届世界华人地质科学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为促进海峡两岸三地及世界华人地质学家之间的学术 

交流，提高世界华人地质学家的学术水平和凝聚力，促进国 

内外学术交流水平 ，提高华人地质学家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 

影响力。自1999年中国地质学会联合世界各地华人地学组 

织召开了第一届两岸三地及世界华人地质科学讨论会 以来， 

已分别在美国旧金山、中国香港、台北、南京、赤峰等地召开 

六届 。 

第七届世界华人地质科学研讨会于2013年 6月 l4～15 

13在成都理工大学顺利召开。出席大会有中国地质学会常 

务副理事长、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孟宪来 ，前 国土资源部 

总工程师、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国务院参事张洪涛，中 

国地质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小烈，中国地质学会秘书 

长 、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朱立新，中国地质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董树文，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倪 

师军 ，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黄润秋、刘树根，中国科学院院 

士李廷栋、许志琴 、李曙光等来 自世界各地的近 300位华人 

地质学家。 

开幕式上，孟宪来常务副理事长代表大陆地质工作者向 

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地质学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在致辞中 

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世界华人地质学家能更加紧密地团 

结起来 ，加大学术交流的力度 ，破解地学难题，全面提高华人 

地质科家的学术水平和能力，树立华人地质学家在世界上的 

良好形象；二是希望新一代华人地质学家要像老一辈地质学 

家学习，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人民，积极主动地把世界 

上优秀的地学成果引进祖国，把祖国的先进地质成果介绍给 

世界，为民族振兴贡献力量；三是希望大陆的地质学家和海 

外的地质学家针对矿产资源短缺，自然灾害频发这些现象共 

同设立课题，共同开展研究，努力破解矿产资源短缺这一难 

题，努力减轻 自然灾害对人类生命和财产带来的损失 ，做出 

当代地质学家应有的贡献。 

美国密西根大学张有学教授代表海外华人、中国地球科 

学技术协会、中国地球科学促进会致辞，期望能进一步促进 

海内外地质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推动海内外华人地质学家 

之间的研究合作，期望 中国地学教学与科研能尽早领先世 

界。 

倪师军校长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词，并表示做好服务，为 

大会提供周到的服务。 

开幕式后，许志琴院士作了特邀报告《青藏高原——造 

山的高原》，作为中国构造地质学领域将微观构造与宏观构 

造研究相结合的开拓者，介绍了她对青藏高原的最新研究成 

果。青藏高原东缘一龙门山的隆升与四川盆地6000 m的高 

差，但是GPS测量揭示龙门山在近代的缩短速率只有 <3 

mm／a。为此，某些学者用“中下地壳隧道流”观点来揭示青 

藏高原隆升和汶川地震的发生机制。而许志琴院士团队通 

过新的横穿龙门山精细地震反射剖面及4口科学钻探井的 

岩芯研究，揭示了龙门山的深部结构为基底和盖层之间的滑 

脱和断坪一断坡逆冲的组合构造，上部为向东的逆冲叠覆构 

造。龙门山的隆升与中一下地壳隧道流无关。 

张洪涛前总工程师报告了《青藏高原矿产勘查重大进 

展》，他领导的“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 

目荣获 2011年度“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自 1999年国家实 

施“国土资源大调查”专项 ，率先开展青藏高原区域地质调查 

以来，全国 100余个单位，每年上万人次，突破生命禁区，奋 

战雪域高原，以4 km路线间距，拉网式穿越整个青藏高原， 

填制完成《青藏 1：25万数字化地质图》，地质路线总长50万 

千米，面积220万平方千米，历时 12年，获得了青藏高原碰 

撞、隆起演化等海量新数据，确认了21条蛇绿混杂岩带，解 

决了一大批重大地质难题，构建了特提斯演化新模型。 

美国地质调查局周义明教授和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 

所林间教授也分别报告了《中国深海科学研究的展望与现代 

热液实验室的建立》以及((2008年汶川与2013年芦山地震 

的特征及关系》，向与会专家展示了海外华人地质学家的最 

新研究成果和前沿学术手段。 (下转第7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