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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池（南丹-河池）成矿带的岩浆活动时期主要

为燕山中、晚期，以花岗岩岩浆活动为主。广西大

厂矿区岩浆活动强烈，主要表现为燕山晚期中酸性

岩浆的侵入。岩浆岩在地表出露不多，主要以隐伏

岩体的形式产出。地表仅见断续的岩脉，隐伏岩体

顶侧少量岩枝、岩床等，属于浅成－超浅成岩浆岩。 
大厂地区矿床以龙箱盖隐伏花岗岩体为中心，

成环带状分布。近龙箱盖隐伏花岗岩及稍远离岩体

为锌铜矿以及少量锑钨矿，远离岩体为锡多金属矿

床和铅锌银矿床，矿田外围为汞锑矿床。根据矿化

作用的空间特点，产出于岩体及其周围的属于高温

矿床，远离岩体者成矿温度逐渐降低，总体表现为

正向分带。另外，矿区也存在逆向分带矿化作用的

叠加，如锑钨矿床。 

1  硫同位素地球化学 

硫是绝大多数金属矿床中最重要的成矿元素，

许多金属矿石矿物均以硫化物的形式出现，硫同位

素地球化学在研究成矿物质来源、成矿模式等方面

起着其他同位素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硫的地球化

学组成可为探讨矿床的成因问题提供重要的依据。

Ohmoto 等（1979）认为在矿物组合简单的情况下，

矿物 δ34S 的平均值可以代表热液的总硫值，用

δ34SCDT可以代表矿床热液的总硫同位素组成。 
前人对大厂矿田内的各类矿床进行了较多的

硫同位素分析和研究，用于开展硫同位素分析的主

要为金属矿物，如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磁黄

铁矿等。为此，重点对侵入岩体进行全岩硫同位素

研究，以进一步对比矿石矿物与岩体之间硫同位素

特征的联系与差异。 

共采集了 11 件花岗岩样品，硫同位素分析与

测试时将岩石中微量硫经碳酸钠－氧化锌半熔法

转化为硫酸钡，再与五氧化二钒及二氧化硅混合均

匀，在真空条件下高温加热，纯化后收集二氧化硫。

采用气体质谱计MAT251对收集的二氧化硫气体进

行硫同位素组成分析。上述分析过程采用工作标准

LTB-2 和标样 NBS127 及重复样（数量为样品总数

的 30%）进行质量监控，其中 LTB-2 和 NBS127 的

δ34S 值分别为 1.84±0.13‰、22.19‰，与其证书值

在误差范围内完全一致，且重复样测定结果在误差

范围内亦完全一致，表明样品的测定结果可信可

靠。分析检测时的温度为 22℃，湿度为 30%。 
大厂矿区花岗岩全岩硫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

δ34S 值均表现为较大的正值，变化范围介于+4.46～
+16.36‰之间，极差为 11.9‰，平均值为+11.24‰，

侵入岩体中具有重硫富集的典型特点。 

2  铅同位素地球化学 

本次花岗岩全岩铅同位素分析所使用的仪器

设备为 MAT-262 型多接受器的热电离质谱仪，以硅

胶作为发射剂，测定采用静态模式，用标准样 SRM 
981 控制质谱计中的质量分馏，国际标样 NBS-981
的测定值为 206Pb/204Pb 等于 16.937，207Pb/204Pb 等

于 15.491，208Pb/204Pb 等于 36.722。 
结果显示，206Pb/204Pb 介于 18.865～20.350 之

间，平均为 19.262，极差为 1.485；207Pb/204Pb 比值

变化范围为 15.634～15.776，均值为 15.698，极差

值为 0.142；208Pb/204Pb 比值较高，介于 38.638～
39.366 之间，均值为 39.080，极差值为 0.728；Φ
值变化范围为 0.496～0.563 之间，均值为 0.543；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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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范围为 9.46～9.67 之间，平均值为 9.585；
Th/U=3.15～3.83，平均值为 3.60。容易发现，
207Pb/204Pb 和 208Pb/204Pb 的极差均较小，小于 1.0；
而仅有 206Pb/204Pb 的极差相对偏大些，也仅为

1.485，表明本次用于全岩铅同位素分析的花岗岩样

品之间差异较小，具有非常相似的铅同位素组成与

特点。Zartman 构造环境判别图解是目前最常见的

从铅同位素视角探讨成岩成矿构造环境的方法和

手段。根据 Zartman 的铅构造模式，将铅同位素分

别按 207Pb/204Pb－ 206Pb/204Pb 以及 208Pb/204Pb－
206Pb/204Pb 进行投影。依据 206Pb/204Pb vs. 207Pb/204Pb
图解，花岗岩全岩铅同位素数据集中分布于造山带

与上地壳演化线之间以及上地壳演化线以上。 
依 据 花 岗 岩 全 岩 铅 同 位 素 206Pb/204Pb －

208Pb/204Pb 增长曲线模式，投影点主要位于造山带

和上地壳演化线之间，同时与地幔具有一定的联

系。可见，花岗岩全岩铅与造山带和上地壳紧密联

系，主要来源于造山带铅和上地壳铅，另外也有地

幔铅的混入，总体表现为多来源的特点，也从一定

层面反映了成岩过程中壳幔共同作用的特点。 
根据 Zartman and Doe（1981）的铅同位素判别

图，投影点主要位于上地壳区域（即 UC 范围），少

数表现为洋岛火山岩铅和造山带铅的特点。据此表

明，花岗岩铅来源主要为上地壳，另有造山带铅的

混入。依据朱炳泉等（1993，1998）所提出的铅同

位素 Δγ-Δβ成因分类图解，花岗岩全岩铅同位素主

要投影于“上地壳与地幔混合的俯冲带铅”和

“上地壳铅”两个区域，其中“上地壳与地幔混合

的俯冲带铅”则表现为岩浆作用的结果，这与

Zartman铅同位素构造模式以及Zartman and Doe的
铅同位素模式的判别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反映

了大厂花岗岩铅的上地壳来源特征，同时具有上地

幔铅的混入以及造山作用的特点。 
总体来看，广西大厂地区的花岗岩铅来源表现

为多样化的特点，成岩作用过程中地幔物质明显参

与，具有壳－幔作用的典型特征，换言之，花岗岩

侵入体属于壳－幔联合作用的结果，是地幔物质显

著参与的产物。 
铅同位素所蕴含的信息非常丰富，朱炳泉

（1993）指出，铅同位素的块体效应明显，同一块

体内部具有相似的铅同位素组成特征，不同构造块

体具有各自独特的铅同位素比值变化范围，而与岩

石成因及类型无关，据此可对大陆岩石圈的构造块

体进行划分。根据朱炳泉等（1993）的铅同位素

V1-V2 图解，首先计算出铅同位素三维空间拓扑投

影矢量 V1 和 V2，再进行投影。结果显示，投影点

明显具有集中分布的特点，表明大厂地区花岗岩铅

具有华南铅同位素省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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