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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满铜矿床是滇西兰坪一思茅盆地中一新生代砂页岩 中相当典型的脉状矿床。关于 

该矿床的成矿时代，多年来一直沿用铅 同位素模式年龄，缺乏更为可靠 的同位素年龄数 

据 ，因而对该矿床乃至盆地内同类矿床成矿作用的认识带来 了很大困难。为探讨该矿床 

的形成时代 ，作者选取含铜石英脉状矿石中的石英进行4OAr_0 Ar快 中子活化年龄分析。 

富含大量黄铜矿和黝铜矿矿物的石英脉样品采 自金满铜矿床第三中段。将挑纯的 

石英样 品(含 K 0．052％，中子活化分析 )用铝箔包装后 置于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 的49—2 

反应堆 B8孔道 中心位置进行 快 中子照射 ，照射时间是 52 h 47 min，中子 瞬时通 量为 6．63 

×10 n／cm2．s，中子积分通量为 1．26×10埔n／cm2。测试仪器为英国 RGA一10气体源质谱 

计(VSS公司)。样品重 0．40 g，照射参数 J=0．009 956， =5．543×10 。／年。全系统静 

态本底 为 ：4OAr=1．6×10 mol， Ar=1．2×10 mol。Ar同位 素的测量误差 在 0．5％ ～ 

1％以内。石英分析样品和标准样的制备、快中子照射、阶段加热 Ar的提取与纯化以及质 

谱分 析 ，均采用桑 海清等 (1994)所报道 的流程 。 

通过逐级阶段加热所 获得 的4~Ar_0 Ar年龄测 定数据见表 1，处理 结果如 图 1。从实 验 

结果看 ，金满脉状铜矿床石英样品给出的40Ar／0 Ar年龄谱呈两侧高、中间低的形状 ，属 

“马鞍 型”年龄谱 ，表 明测 试 样 品含 过剩 氩 (Lanphere and Dlrymple，1976；Harrison and Mc— 

Dougall，1981；Kaiser and Loos，1984；Zeitler and Gerald，1986；Cheillertz et a1．，1999；桑海 

清等 ，2001)。 马鞍形 年龄谱 说 明测试样 品 中过 剩 的4OAr主 要有 两个相 ：一是低 温 相 ，主 

要源于流体包裹体，但 占比例一般较小；二是高温相，源于石英 晶格 中，所 占比例较大。 

这两个矿物相给出的4~Ar_0 Ar视年龄均无地质年代学意义(桑海清等，2001)。因此 ，以马 

鞍型年龄谱中最小视年龄值作为样品的结晶年龄(或近于结晶年龄)的观点为一些国内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973项 目(编号；G1999043208)、中国科学院 1997年度“百人计划”和中国科学院知识 

创新工程(KZCX2—101)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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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者所接受 (李正华等 ，1995；李俊建等 ，2001)。故金满铜矿床中含铜石英脉的年龄谱 

的最小视年龄值 56．76±0．81 Ma，可作为金满铜矿床成矿年龄的上限。 

图 1的马鞍 型年龄谱坪年龄 (t。=58．05±0．54 Ma)中包括 了 700～1 020℃ 5个加热 

阶段的数据点 ，它们构成一条相关性极好的等时线(图2)， Ar析出量占总量的66．81％。 

由此计算得到的等时线年龄为 t．=54．30±0．15 Ma。初始值(40Ar／ Ar)i=302．13±2．38， 

与尼尔值(295．5±5)基本一致 ，亦表明所测试样品中无显著的过剩氩。即测试结果受过 

剩4OAr的影响很小 ，所得年龄 可信 。 

表 1 滇 西 金满 脉状 铜矿 床 石英40A卜 Ar快 中子 活化 法测 定数 据 

Table 1 Ar-”Ar fast—neutron activation analysis data of quartz from the Jinman copper mine 

加热 加 热温 (柏Ar (36Ar (”Ar ( Ar (”Ar)k Ark／％ Ar／ A 视年 龄／Ma 

阶段 度／℃ ／39Ar) ／3 Ar) ／39Ar) ／39Ar) ／10‘ lnD】 (±1o) (±la) 

1 460 26．884 O．0703 1．3O93 O．14o7 0．461 4．O5 6．273±0．04 109．3O± 4．17 

2 600 20．144 O．O521 1．1577 O．1403 0．644 5．66 4．B72±O．o2 85．45±2．12 

3 7oo 12．1oo O．0297 1．O847 0．1461 1．O15 8．91 3．435±O．O1 60．67± 1．03 

4 780 8．6923 O．OI85 O．8488 O．106l I．5o7 l3．2 3．305±O．Ol 58．42±0．83 

5 86o 6．7929 O．O122 0．7339 O．1O58 2．082 18．3 3．224±O．O1 57．oo±0．79 

6 940 7．5817 O．O15O 0．9216 O．1150 1．774 15．6 3．21O±O．O1 56．76±O．81 

7 102O 10．189 O．O236 1．1278 O．1641 1．229 10．8 3．321±0．O1 58．69± 1．oo 

8 lloo 14．04 9 O．0358 1．6044 0．2121 O．841 7．38 3．627±O．o2 63．99±1．35 

9 1200 17．732 0．0447 1．7138 O．2364 O．725 6．36 4．697±O．o2 82．46 ±2．08 

10 135O 21．189 O．0520 1．5953 O．2565 O．623 5．47 5．996±0．03 1o4．61±3．18 

ll 15o0 26．6O4 O．0637 1．9519 O．2972 O．491 4．31 8．O23± 0．04  138．6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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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桑海清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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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满铜矿床中石英 的40A卜 Ar 

快 中子活化测年年龄谱 

Fig． 1 Ar-”Ar age 8p~2tI-tlnl of Cu．bearing qu artz 

from the Jinman coppermine 

图 2 金满脉状铜矿床中石英 的40 ∞Ar 

快中子活化测年等时线 

Fig．2 Anisoehronage of Cu·bearing qIlart 

from the Jinnum coppermi ne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期 刘家军等 ：滇西金满脉状铜矿床的 Ar快中子活化年龄 531 

可见 ，分 析样 品 的最小视年 龄(56．76±0．81 Ma)、坪年 龄(58．05±0．54 Ma)和等 时线 

年龄(54．30±0．15 Ma)十分接近，它们代表了金满铜矿床的成矿时代 ：喜马拉雅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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