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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大宝山矿区位于南岭成矿带中段，是中国

南岭地区典型的多金属硫化物矿区，包括大宝山多

金属矿床、大宝山斑岩型钼矿床、船肚夕卡岩型钨

钼矿床等。前人对矿床的地球化学、蚀变—矿化特

征[1-3]、成矿物质和成矿流体来源[4-5]、成矿模式和找

矿预测 [6-8]、矿床成因 [9-11]等作了大量的研究。而关

于矿区岩浆岩成岩时代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大宝

山岩体[2-3,9,12-14]、船肚岩体[2,15]和丘坝岩体[15]。结合矿

区成矿年代学研究认为，成矿作用与燕山期花岗岩

体有着密切的关系 [3,16-17]。徐屋岩体位于矿区的南

部，被认为是燕山期花岗岩，具有一定的成矿潜力，

然而，截止到目前尚无对其成岩时代数据的报道。

笔者采用SHRIMP锆石U-Pb定年方法对矿区徐屋

岩体的形成时代进行了精确厘定，对于完善大宝山

矿区成岩年代学格架和确定矿区及其外围找矿靶

区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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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徐屋岩体位于粤北大宝山矿区南部，是区内花岗岩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采用SHRIMP锆石 U-Pb定年方法对徐屋

岩体进行了年代学研究，获得其成岩年龄为441.2±4.2Ma（MSWD=1.02），表明其为加里东期岩浆活动的产物。结合前人年龄

数据表明，大宝山矿区存在有加里东期和燕山期2次成岩作用和1次成矿作用，且成矿作用与燕山期花岗岩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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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H B, Kang Z Q, Fu W C. SHRIMP zircon U-Pb ages of Xuwu subdacitic porphyry in the Dabaoshan ore district of
norther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its geological implications.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4, 33(6):894-899

Abstract: The Xuwu subdacitic porphyry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the Dabaoshan ore district. This paper report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HRIMP zircon U-Pb age of Xuwu dacitic porphyry (441.2±4.2Ma), suggesting Caledonian. Combined with the previous dat⁃
ing results, the authors conclude that there are two rock-forming stages (Caledonian and Yanshanian) and one ore-forming stage
(Yanshanian) in the Dabaoshan ore district, with the mineralization mainly related to the Yanshanian intrusions.
Key words: SHRIMP zircon U-Pb ages; Xuwu; subdacitic porphyry; Dabaoshan ore district; northern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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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背景

大宝山矿区在构造位置上处于南岭纬向构造

带南侧、大东山—贵东东西向构造岩浆带与吴川—

四会深大断裂构造带的复合部位。区内广泛出露

古生代地层，其中北东部和东部泥盆系—石炭系碳

酸盐岩分布最广，北西部和西部寒武系浅变质砂页

岩次之，有少量下侏罗统、上白垩统碎屑岩分布，缺

失奥陶系和志留系。矿区构造复杂，以断裂为主，

主要有近东西向船肚—大宝山断裂，北东—南北向

九曲岭断裂和徐屋断裂，以及北北西向的大宝山断

裂和丘坝断裂等。区内岩浆活动频繁而强烈，主要

发生在中生代，矿区北侧近东西向大东山—贵东花

岗岩带为燕山早期侵位形成，出露面积达数百平方

千米，是本区岩浆岩的主体。在岩体中分布有许多

中—酸性浅成、超浅成小岩体，如大宝山地区的大

宝山、丘坝、岩前、徐屋、凉桥等次英安斑岩，以及大

宝山和船肚花岗闪长斑岩等（图 1），这些小岩体多

呈岩株、岩墙和岩脉产出[9,18-19]①。

大宝山矿区是一个多矿种、多类型的大型多

金属矿区，可划分为 5种矿床类型：风化淋滤型褐

铁矿床、铜铅锌硫化矿床、层状菱铁矿矿床、斑岩

型钼矿床和夕卡岩型钼钨矿床。其中褐铁矿床赋

存于中泥盆统东岗岭上亚组凝灰岩中，矿体呈层

状，直接裸露于地表；铜铅锌多金属矿床赋存在中

泥盆统东岗岭下亚组中，矿体总体倾向东，呈多层

图1 大宝山矿区区域地质图（据参考文献[3]）
Fig. 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the Dabaoshan ore district

1—下侏罗统金鸡组；2—石炭系壶天组；3—石炭系测水组；4—泥盆系天子岭组；5—泥盆系棋子桥组；

6—泥盆系老虎头组；7—寒武系高滩组；8—黑云母钾长花岗岩；9—花岗闪长斑岩；10—黑云母

二长花岗岩；11—次英安斑岩；12—铁帽；13—地质界线；14—断层；15—采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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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分布；菱铁矿矿床产于上述 2类矿床之间的凝灰

岩中；斑岩型钼矿床产于船肚和大宝山花岗闪长斑

岩体的内外接触带上，大宝山斑岩钼矿体围绕大宝

山花岗闪长斑岩体呈环状分布，船肚斑岩钼矿体赋

存在船肚花岗闪长斑岩体及北接触带内侧，整个岩

体都有矿化；夕卡岩型钼钨矿体主要产于船肚花岗

闪长斑岩体南缘与天子岭组灰岩接触交代的石榴

子石夕卡岩带中，矿体多呈透镜状，上部花岗闪长

斑岩主要呈绢云母化，下部夕卡岩带或大理岩呈硬

石膏化、透闪石化、绿泥石化等。

2 样品采集及测试方法

定年样品（DBS12-23）采自大宝山矿区南部的

徐屋岩体（图1），岩性为次英安斑岩，岩石蚀变严重，

矿物呈一定的定向性（图2）。在选取锆石前,先将岩石

样品破碎，用常规的人工淘洗、电磁选及重液选方法

处理样品，分离出锆石，然后在双目镜下挑纯。制样

时先将锆石样品与标准锆石BR266(238U=903×10-6，
206Pb/238U=0.09059，t=559Ma)在玻璃板上用环氧树脂

固定，然后将锆石颗粒磨薄抛光，直至锆石内部暴露，

并对样品靶上锆石进行透射光、反射光照相和阴极发

光图像分析，据此选定锆石微区原位分析的靶位，再

进行镀金以备分析。锆石阴极发光分析与成像（CL）
在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成像与应用物理系完成。

SHRIMP锆石U-Pb同位素分析在澳大利亚科

廷大学 John de Laeter 中心 SHRIMP-Ⅱ仪器上完

成。样品详细分析流程和测试原理见参考文献

[20]。一次离子流(O-
2)稳定在2.0nA，离子束直径约

20μm。应用锆石标样进行同位素U/Pb比值的校

正，年龄计算采用 Steiger等 [22]推荐的U、Th衰变常

数，普通铅根据实测 204Pb/206Pb 进行校正[22]，数据的

计算和作图采用 Ludwig[23-24] SQUID 2和 Isoplot3.0
程序。单个数据点误差均为 1σ，年龄加权平均值

具有95％的置信度，具体分析数据见表1。

3 测试分析结果

大宝山徐屋岩体样品(DBS12-23)中代表性锆

石颗粒的阴极发光（CL）图像见图 3，锆石大部分呈

长柱状，具有明显的振荡环带，锆石的Th/U值介于

0.301~0.678之间，均大于 0.10，属于岩浆成因的锆

石[25-26]。11个锆石颗粒具有十分相近的 206Pb/238U年

龄值，所获年龄数据的加权平均值为 441.2±4.2Ma
(MSWD=1.02)。在 207Pb/235U-206Pb/238U 图（图 4-a）
上，样品投影点均位于谐和线上，且比较集中，表明

这些锆石颗粒在形成后U-Pb同位素体系是基本封

闭的，未受后期地质热事件的干扰而引起Pb的明显

丢失等。因此，上述 206Pb/238U年龄值可以代表徐屋

岩体的形成时代。

4 讨 论

4.1 成岩时代

研究区与成矿有关的花岗闪长斑岩和次英安

斑岩体的成岩年代学研究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80年
代（表2）。刘姤群等[9]采用K-Ar法获得的大宝山花

岗闪长斑岩和次英安斑岩年龄分别为 97~101Ma和
163~166Ma；蔡锦辉等 [13]采用全岩Rb-Sr等时线法

图2 徐屋次英安斑岩体手标本（a）及显微照片（b）
Fig. 2 The hand specimen photo(a) and micrograph(b) of Xuwu subdacitic porphy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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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大宝山花岗闪长斑岩年龄为 155±23Ma，次英

安斑岩强蚀变岩体年龄为195.5±11Ma，弱蚀变岩体

年龄为135.5±5.7Ma；裴太昌等[14]报道的大宝山花岗

闪长斑岩和次英安斑岩全岩Rb-Sr等时线年龄分

别为 156Ma和 168Ma。由于K-Ar和Rb-Sr同位素

体系封闭温度较低，易受后期构造—热事件影响而

导致其年龄值偏低，且本区出露岩体均受到不同程

度的蚀变，因此上述K-Ar和Rb-Sr等时线年龄并

不精确。最近，王磊等[2]采用高精度LA-ICP-MS锆
石U-Pb法对大宝山和船肚花岗闪长斑岩进行分析，

定年结果分别为175.8±1.5Ma和175.0±1.7Ma，并认

为两者原本是连为一体的，后期被构造错断，表明大

宝山和船肚地区岩浆活动的时限集中在163~175Ma
之间，形成于燕山早期。蔡锦辉等[15]对矿区丘坝次英

安斑岩和船肚花岗闪长斑岩进行了单颗粒锆石LA-
ICP-MS 测试，得出其年龄分别为 419~496Ma 和
410~489Ma，大宝山强蚀变次英安斑岩的测试年龄有

2组，一组为145~168Ma，另一组为412~420Ma，表明

矿区存在一期加里东期的岩浆活动。本文首次采用

SHRIMP锆石U-Pb定年法测得徐屋次英安斑岩体

的成岩年龄在 425~451Ma之间，该成岩年龄与上述

蔡锦辉等[15]获得的丘坝岩体和船肚岩体在形成时代

上一致，均为加里东期形成的岩浆岩，可能为同一时

期同源岩浆的产物。以上研究结果表明，该区存在加

里东期和燕山期2期岩浆活动事件。

4.2 成岩成矿关系

大宝山多金属矿床成矿年代学研究表明，区内

与次英安斑岩有密切成因联系的黄铜矿—黄铁矿

—铅锌矿床的成矿年龄在158~174Ma之间[17,27-28]；与

花岗闪长斑岩有关的斑岩型—夕卡岩型钼钨矿床

的成矿年龄在161~167Ma之间[3,17]。可以看出，该区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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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徐屋次英安斑岩（DBS12-23）SHRIMP锆石U-Th-Pb同位素测试结果

Table 1 SHRIMP zircon U-Th-Pb analytical results of
Xuwu subdacite porphyry（DBS12-23）

注：以实测 204Pb/206Pb 校正的普通铅；Pbc和Pb∗
分别指普通铅和放射性铅

图3 徐屋次英安斑岩锆石阴极发光图像

Fig. 3 Cathodoluminescence (CL) images of zircons
from Xuwu subdacitic porphy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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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徐屋次英安斑岩（DBS12-23）锆石U-Pb谐和图（a）和 206Pb/238U年龄图（b）
Fig. 4 Zircon U-Pb concordia diagrams (a) and 206Pb/238U ages (b)

of Xuwu subdacitic porphyry (DBS12-23)

岩（矿）体名称

大宝山花岗闪长斑岩

大宝山次英安斑岩

船肚花岗闪长斑岩

丘坝次英安斑岩

徐屋次英安斑岩

钨铋钼矿石

铜铅锌矿石

似层状铜矿体

层纹状黄铁矿矿石

辉钼矿石英脉矿石

黄铁矿石英脉矿石

斑岩型、夕卡岩型钼钨矿体

测试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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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岩

含矿石英脉

全岩

锆石

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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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蚀变岩

强蚀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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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CP-MS U-Pb法

LA-ICP-MS U-Pb法

LA-ICP-MS U-Pb法

SHRIMP U-Pb法

Rb-Sr等时线

Rb-Sr等时线

Re-Os模式年龄

Rb-Sr等时线

Rb-Sr等时线

Rb-Sr等时线

Re-Os模式年龄

年龄/Ma

97~101

155±23

136.3±6.2

156.0

175.8±1.5

163~166

441±19

168.7±5.7

135.3±5.7

19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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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6±1.5

（14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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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3]

[15]

[2]

[15]

本文

[27]

[28]

[17]

[3]

表2 大宝山矿区成岩成矿年龄数据

Table 2 Data of rock-forming and ore-forming ages of the Dabaoshan ore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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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金属矿成矿年代学数据与燕山期花岗岩形成时

代（163~175Ma）基本一致，应为同一次岩浆事件的

产物。蔡锦辉等[15]认为，大宝山矿区在加里东末期

存在海底火山活动，这次火山喷发在矿区形成了广

泛分布的次英安斑岩，并为该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成

矿物质。因此认为，整个大宝山矿区经历了 2次成

岩（加里东期和燕山期）和 1次成矿作用（燕山期）。

这一认识为大宝山矿区及其外围找矿指明了方向，

即燕山期岩浆岩与成矿关系密切，而加里东期岩浆

岩出露的地区成矿作用则不明显。

5 结 论

（1）大宝山矿区徐屋次英安斑岩体SHRIMP 锆

石U-Pb年龄为441.2±4.2Ma，与矿区丘坝岩体和船

肚岩体（早期）的形成时代一致，表明大宝山矿区存

在广泛的加里东期岩浆活动。

（2）大宝山矿区成岩成矿年代学研究表明，该

区经历了 2次成岩和 1次成矿作用，且成矿作用主

要与燕山期花岗岩相关，因此该区的找矿方向是寻

找晚期燕山期的岩浆活动，而早期加里东期岩浆活

动成矿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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