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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赣南地区位于南岭钨锡成矿省的东段，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黑钨矿产出区，这里的钨锡矿床与中生代陆壳重熔型花

岗质岩浆侵入活动具有密切的时空和成因关系，历来倍受人们关注。近年来，随着矿床开拓深度加大，辉钼矿则大量出现，

作为钨成矿母岩的花岗岩类岩体中锆石较多，而且晶形好、晶体较大，这些矿物恰恰是运用 SHRIMP锆石 U-Pb法和辉钼矿

Re-Os法等高精度现代测年技术进行年代学研究的最佳测试对象，本文即以此精确厘定赣南地区钨矿床成矿时代，进而探讨

不同类型钨矿床成矿和与之有密切成因关系的花岗岩类岩体成岩时代的关系，以及成矿地球动力学背景。 

1  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赣南地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欧亚大陆板块与滨西太平洋板块消减带的内侧华夏板块中，在成矿带上，恰位于武夷山和南

岭两大成矿带的交汇复合部位。区内广布的震旦纪—寒武纪基底岩系及泥盆纪地层钨含量高于地壳克拉克值的几倍至几十

倍，成矿物质丰富。受南岭 EW向与武夷山 NNE向构造带的复合控制，特别是中生代以来滨西太平洋构造域活动影响，岩

浆侵入活动频繁，造成本区醒目的以 EW 向构造岩浆岩带为主干、叠加复合了 NNE-NE 向构造为主导的“三纵三横”构造格

局。岩体出露众多（多达 400 余个），分布面积近 1.4 万 km2，包括加里东、海西、印支、燕山、喜马拉雅山 5 个旋回。其

中燕山旋回是本区活动的最鼎盛时期（占全区岩体总数的 70%），并具多阶段、多次成岩特点，岩性主要为酸性岩类的似斑

状黑云母花岗岩、二长花岗岩、二长花岗斑岩等，以多硅（w(SiO2)>70%）、富碱（>8%）、多挥发分、高度分异演化（分异

指数 DI>90）的重熔型铝过饱和花岗岩类为特征，并富含钨、锡、钼、铋、铍等成矿元素，是本区钨多金属矿重要成矿母岩。 

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造就了本区丰富的钨矿资源。自 1907年西华山钨矿首先发现至今，共发现钨矿床（点）429处，

其中大型矿床 8处、中型 24处、小型 46处，累计探明钨储量 170万吨；建有以西华山、盘古山、大吉山、岿美山为代表的

“八大”钨矿山，钨精矿产量稳定在 2万吨左右，黑钨矿产量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雄据世界首位。主要矿床类型包括热液石英

脉型、花岗岩型、云英岩型、矽卡岩型、层控浸染型、破碎带型、火山-次火山热液型等，以前两者分布最广、储量最大。

根据成矿地质条件、矿化特征与主要规律，可将赣南地区划分为 3个成矿带（诸广山东坡、于山和武夷山）、7个远景区（集

中区），而目前已发现的绝大多数大、中型矿床及矿点集中分布在诸广山东坡和于山 2 大成矿带中的 4 个成矿集中区（崇-

余-犹、赣县-于都、龙南-定南-全南、兴国-宁都）内。 

2  样品和分析测试方法 

用于锆石 SHRIMP 法和辉钼矿 Re-Os 法测年样品均采自正在开发矿山的坑道或露天采场。辉钼矿样品先后经过重力分

离、电磁分离和在实体显微镜下挑选获得，纯度在 99%以上，在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Re-Os 同位素实验室用 PQ Excell 

ICP-MS仪器分析。锆石分选采用常规重力分选和镜下手工挑选的方法进行，锆石 U-Th-Pb分析及定年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

的 SHRIMPⅡ型离子探针上完成或在本中心的网络虚拟实验室通过 SHRIMP远程共享控制系统（SHRIMP Remote Operation 

System, SROS）远程控制位于澳大利亚 Curtin理工大学（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 SHRIMP II仪器获得。 

3  结果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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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不同类型钨矿床辉钼矿 Re-Os 成矿年龄 

在赣南崇义-大余-上犹矿集区，获得天门山-红桃岭矿田中的八仙脑破碎带型钨矿的辉钼矿 Re-Os 等时线年龄为

（157.9±1.5）Ma，茅坪钨矿床深部云英岩型矿体和上部石英脉型矿体辉钼矿 Re-Os 等时线年龄分别为（155.3±2.8）Ma 和

（150.2±2.8）Ma，牛岭内带石英脉型钨矿辉钼矿 Re-Os等时线年龄为 154.9±4.1Ma和 154.6±9.7Ma，樟斗外带石英脉型钨矿

辉钼矿 Re-Os 等时线年龄为 149.1±7.1Ma，张天堂岩体型钨矿的辉钼矿 Re-Os 等时线年龄为（155.8±2.8）Ma（丰成友等，

2009）；获得九龙脑矿田中洪水寨云英岩型钨矿、九龙脑内带石英脉型钨矿和樟东坑外带石英脉型钨矿的辉钼矿 Re-Os 等

时线年龄分别为（157.0±3.3）Ma、（151.5±1.1）Ma 和（150.9±5.3）Ma；获得营前矿田中井子坳矽卡岩型钨锡多金属矿床

辉钼矿 Re-Os 等时线年龄（170.6±4.6）Ma；获得西华山-漂塘矿田中木梓园钨矿区辉钼矿 Re-Os 等时线年龄（151.1±8.5）

Ma（张文兰等，2009）；淘锡坑-高坌矿田中宝山矽卡岩型钨矿辉钼矿 Re-Os 等时线年龄（162.9±5.1）Ma，淘锡坑外带石

英脉型钨矿辉钼矿 Re-Os等时线年龄为（154.4±3.8）Ma（陈郑辉等，2006）。在赣县-于都矿集区，获得盘古山钨矿辉钼矿

Re-Os 等时线年龄为（155.5±3.3）Ma。在兴国-宁都矿集区，获得画眉坳和李家庄钨矿辉钼矿 Re-Os 等时线年龄分别为

（158.5±3.3）Ma和（161.9±3.2）Ma。以上高精度测年数据表明，本区钨锡大规模成矿作用发生于中晚侏罗世，矽卡岩型钨

矿形成略早（中侏罗世），其他类型均形成于晚侏罗世，集中在 150～160 Ma。在同一矿区，云英岩型钨成矿早于内外带石

英脉型，内带石英脉型略早于外带石英脉型。 

3.2  成岩和成矿时差讨论 

以钨锡矿床产出密集、类型多样的崇（义）—（大）余—（上）犹矿集区为例，与天门山复式岩体有关的八仙脑钨矿

成岩、成矿时代非常一致，分别为（157.2±2.2）Ma和（157.9±1.5）Ma，茅坪钨矿区成矿花岗岩年龄（151.8±2.9 Ma）与云

英岩型、石英脉型成矿年龄（150.2±2.8）～（155.3±2.8）Ma亦相差不大；牛岭花岗岩体锆石 SHRIMP年龄（151.4±3.1Ma）

在误差范围内与与之有密切成因联系的内、外带石英脉型钨矿辉钼矿 Re-Os等时线年龄（154.9±4.1）～（149.1±7.1）Ma相

近；张天堂地区摇篮寨岩体型钨矿成岩、成矿时代非常一致，分别为（156.9±1.7）Ma和（155.8±2.8）Ma。九龙脑岩体的锆

石 SHRIMP U-Pb年龄为（155.8±1.2）Ma，与之有关的洪水寨云英岩型、九龙脑内带石英脉型、樟东坑外带石英脉型钨矿成

矿年龄分别为（157.0±3.3）Ma、（151.5±1.1）Ma和（150.9±5.3）Ma。在淘锡坑大型外带石英脉型钨矿床，郭春丽等（2008）

获得矿区深部与成矿密切相关的 2件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的锆石 SHRIMP U-Pb年龄为（157.6±3.5）Ma和（158.7±3.9）Ma，

与（154.4±3.8）Ma辉钼矿 Re-Os等时线成矿年龄（陈郑辉等，2006）在误差范围内亦较接近。可见，赣南地区钨锡矿床大

规模成矿作用和与之有密切成因联系的花岗岩类岩体侵入活动未出现明显时差（1～6Ma），表明它们皆形成于同一成岩成矿

系统。 

3. 3  成岩成矿动力学背景 

研究表明，本区在印支构造运动主碰撞期（250～230 Ma）之后经 200～185 Ma调整期产生的燕山早期 Cu-Pb-Zn-(Au)

成矿作用，形成于造山后的岩石圈“局部伸展-拉张裂解”地球动力学环境，之后进入燕山中期岩石圈全面伸展-减薄，地幔物

质上涌产生的玄武质岩浆底侵引发了地壳熔融，导致大规模中酸性岩浆作用和钨锡成矿作用的大爆发。可见，本区大规模的

中生代成岩成矿作用产于中晚侏罗世板内伸展环境，钨锡多金属矿床为华南中生代第二次大规模成矿作用的产物。 

4  结  论 

（1）赣南地区钨矿成矿年龄为中晚侏罗世，主要集中在 150～160 Ma，钨锡成矿和与之有密切成因联系的花岗岩类岩

体成岩年龄基本一致，未出现明显时差（1～6 Ma），为同一岩浆-流体成矿体系的产物。 

（2）本区钨锡大规模成矿属于华南中生代第二次大规模成矿作用的产物，形成于岩石圈伸展-减薄时期的板内拉张的地

球动力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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