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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大湖塘钨矿田的大雾塘钨矿区辉钼矿.);3>同位素年代学的研究，测得辉钼矿的!（.)）为

"?66%:@#"A%!:?!9%@#"A%，获得的9个模式年龄比较一致，介于（#6%?%B!?!）*C!（#6:?7B!?7）*C，加权平均

年龄为（#6$?$B!?$）*C（*4D1E"?"$）。将9个 模 式 年 龄 进 行 等 时 线 年 龄 计 算，获 得 一 条 相 关 性 较 好 的

#:$.);#:$3>等时线，计算得到辉钼矿.);3>等时线年龄为（#6$?8B!?"）*C（*4D1E"?!"），与加权平均年龄一致，可

代表辉钼矿的形成年龄。结合石门寺和狮尾洞矿区典型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和成岩作用时空关系，认为大雾塘

矿床的形成是大湖塘钨矿田的第二期次（#7"*C）大规模成矿作用的产物，!期成矿作用可能是大湖塘钨矿田巨量成

矿元素堆积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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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大湖塘钨矿田，是近几年在江西西北部武

宁县地区发现的以钨（矿石矿物为白钨矿和黑钨矿）

为主，伴生铜钼的大;中型到超大型钨多金属矿田

（图A）。它是经几代地质工作者及大量资金的投入

下，新发现的一个世界级超大型的钨多金属矿田（包

括石门寺、大雾塘、狮尾洞和昆山N大主矿区，图G）。

项新葵等（GHAB:）认为，燕山中期酸性深成;浅成斑

状花岗岩可能为成矿母岩之一。蒋少涌等（GHA<）对

大湖塘钨矿田的石门寺和狮尾洞矿区进行了成岩成

矿年代学的研究工作，理清了石门寺和狮尾洞矿区

成矿与成岩的时空关系。

利用矿石矿物直接测定成矿年龄，是深入理解

图A 大湖塘钨矿田区域构造位置图

（刘训等，GHA<）

A—板块边界；G—江南古陆及其边界

T,’UA V*(%*.%(&,.5(-,%,(&(8%1*!"1$%"&’%$&’-%*&
()*8,*6+（"8%*)S,$*%"6U，GHA<）

A—W6"%*:($&+")7；G—Q,"&’&"&9*%"66(’*&,.:*6%

成岩成矿时空架构的关键。如锡石原位X;W:同位

素定年，非常精确地测定了钨锡多金属矿床成矿时

代（Y$"&*%"6U，GHHZ；GHAA）。白钨矿的K9;[+同

位素等时线测年在解决低温热液成矿年代的应用非

常成熟，可以精确厘定出白钨矿矿床的成矿作用时

代（彭建堂等，GHHO；W*&’*%"6U，GHHG），辉钼矿2*;
4-年代学的研究在热液矿床精确定年和矿床成因

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J"(*%"6U，AEEE；袁顺达等，

GHAG:）。本文对大雾塘钨矿区辉钼矿进行了2*;4-
年代学的研究，以矿田地质构造格架和矿区蚀变分

带特征为基础，分析成矿的演化，进一步探讨了大湖

塘钨矿田大规模的钨多金属矿成矿机制，以便更好

的指导找矿工作。

A 矿区地质特征

大湖塘钨矿田地处中国华南地区，大地构造位

置为 扬 子 板 块 东 南 缘 江 南 地 块 中 段（杨 明 桂 等，

AEEC；GHHO）（图A）。该带发育一系列铜多金属和钨

锡多金属矿产，是一个罕见的多金属成矿带。矿田

出露岩体主要为晋宁期黑云母花岗闪长岩，另有燕

山期的浅色花岗岩零星出露。

大雾塘钨矿区位于石门寺矿区南部，狮尾洞矿

区北部，为石门寺矿化体向东南延伸和狮尾洞矿化

体的正北延伸交汇区域（图G，图B），矿区内大、中型

矿体有“一矿带”、“东陡崖”、“西陡崖”和“苗尾”等。

其中，“一矿带”为一大型钨矿体，产在燕山期花岗岩

侵入晋宁期花岗岩的内外接触带中，以外接触带的

细脉浸染型为主（!CH\），内接触带的蚀变花岗岩

型次之，兼有石英大脉型和隐爆角砾岩型矿体。围

H<C 矿 床 地 质 GHAC年

 
 

 

 
 

 
 

 



 
 

 

 
 

 
 

 



 
 

 

 
 

 
 

 



液充填交代形成。

!"!"! 成矿前断裂

#!和#$%规模最大，#!&次之，特征基本相同，走

向北东’北北东，倾向南东’南南东，倾角(&)!*&)，其

中#!&由南而北，断层方向依次为北东东至北东，总

体走向西。断裂带内由角砾岩、碎裂岩及糜棱岩（断

层泥）充填，显示断裂构造具有多期次活动的特点。

其中，#!断裂是本矿区的控制西陡崖矿体的主要断

裂，主要矿体分布于其两侧，并控制了隐爆角砾岩和

斑状花岗岩的展布。主要断裂的性质相近，为压扭

性正断层。

成矿前的断裂构造具有多期次活动的特点，对

矿体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其中，#+、#,、#!*断层间的

矿体相对厚大，而#+断层的南部，即上盘，矿化明显

变弱。根据断层对矿体的错动及破碎带本身具有的

矿化情况，认为该断裂构造既是导矿构造，同时也是

破矿构造。

!"!"$ 成矿后断裂

在晋宁期黑云母花岗岩中，成矿后的断裂十分

发育，但规模均较小，断层延长一般在几米!几十

米，断层之间的断距平均!&-，最小者!-，水平断

距大小不一，由几厘米到!*-不等。根据产状可分

为.组：第一组倾向!$&)!!/&)，倾角(*)!/&)；第二

组倾向/&)!!&*)，倾角*&)!/()；第三组倾向!/*)!
$/&)，倾角*&)!/&)。其中，第一、二组最为发育，第

三组次之。断层面较光滑平直，一般均有断层泥充

填，多属正断层性质，只有第二组属斜向滑动正断

层，上盘由南东向下滑，擦痕倾角*&)!/&)，由于矿

脉有陡、缓$组，故同一断层在水平断距上有大小之

别。在平面上，由于矿脉倾向与断层交切方向不同，

出现了向左或向右$种错动方式，一般第一、二组断

层向右错。

!"!". 节理裂隙

矿区的节理裂隙极为发育，尤其是石英大脉两

侧。按与成矿的关系可分为成矿前与成矿后$类。

成矿前节理裂隙主要为原生节理裂隙，按产状

可分为(组："!%&)!$$&)!/&)!,&)；#!*&)!
!+&)!.&)!,&)；$.&)!*&)!$&)!*&)；%.$&)!
.(&)!(&)!*&)。它们多属张性节理，局部为后期

剪切裂隙复合，多为含矿石英脉充填。以第一组和

第四组最为发育，为后期含矿热液的充填提供了良

好的储矿构造，从而构成北东东向或近东西向的含

钨石英大脉及含钨石英细脉带。

成矿后节理裂隙可能是断裂派生的节理裂隙，

按产状亦可分为(组："$&&)!$(&)!*&)!/&)；

#+&)!,&)!(&!/&)；$!!&)!!.&)!/&)!,&)；

%.&&)!.$&)!(&)!/&)。其中，以第一组和第二组

最为发育，无石英脉充填，或由无矿石英脉充填。

!"" 岩浆岩

通过对大雾塘矿区野外剖面地质的测量以及系

统的坑道和钻孔岩芯地质编录观察，并选取了相应

代表性的岩石矿物样品，综合室内岩相学和研究区

已有的勘探资料，整理矿区的岩浆岩特征如下。

!"$"! 晋宁期

晋宁期黑云母花岗闪长岩，是整个钨多金属矿

田分布和出露的面积最大的侵入岩，也是九岭复式

岩基的一部分，且是矿区最主要的赋矿围岩之一，燕

山期花岗岩与其呈侵入接触关系，燕山期花岗岩大

部分隐伏在晋宁期花岗闪长岩内部。区域内新鲜无

蚀变的晋宁期黑云母花岗闪长岩具有中粗粒花岗结

构，块状、斑杂状构造，主要矿物有长石，自形’半自

形，占*+0（钾长石!+0），斜长石多为自形板状，!
!*--，钾长石以半自形为主，表面泥化，部分绢云

母化；石英，他形’半自形，约占$&0!.&0，半自形

石英斑晶粗大!!.--，大者可达,--，他形充填

的石英半径为!--左右，主要填隙在斜长石或黑

云母斑晶的间隙，部分黑云母和斜长石与石英呈嵌

晶形式；黑云母，呈自形片状，&1*!$1*--，含量约

!&0（图(2!3），部分云母沿边缘发生绿泥石化、绢

云母化和白云母化等。晋宁期黑云母花岗闪长岩比

矿区燕山期花岗岩黑云母含量高，石英含量低，微斜

长石含量极少。副矿物有锆石、磷灰石、钛铁矿和石

榴子石等。

研究区黑云母花岗闪长岩的黑云母有$个世代

（图(4!5），早世代形成的黑云母呈假六方柱片状，

自形程度好；晚世代为他形鳞片状，交代早世代黑云

母，同时也交代了斜长石和石英，形成鳞片状集合

体，呈团块状分布，致使蚀变的岩石较未蚀变岩石黑

云母含量明显增高，石英含量明显减少。斜长石为

自形至半自形的板状、厚板状晶体，具卡’钠复合双

晶，主要是中性长石，一般具环带构造，中心为中长

石，边缘为更长石。蚀变矿物发育，主要蚀变有黑鳞

云母化、云英岩化、绿泥石化、硅化等。

.*+第./卷 第.期 张 勇等：赣西北大雾塘钨矿区地质特征及67’89同位素年代学研究

 
 

 

 
 

 
 

 



 
 

 

 
 

 
 

 



!"#"# 燕山期

大雾塘钨矿区是区内燕山期岩浆岩活动最为频

繁的地区，就已有的钻孔岩芯和坑道所观察到的穿

插关系特征显示：早期的斑状花岗岩在晋宁期花岗

闪长岩中主要呈岩株、岩墙、岩瘤及岩脉产出，且从

区域和深部情况来看，斑状花岗岩是燕山期侵入岩

的主体，其次是中细粒白云母花岗岩和黑云母花岗

岩。其中，在斑状花岗岩中的矿体规模最大，且为内

接触带中总储量的主体，其次是中细粒黑云母花岗

岩（以铜矿化为主）。最晚期花岗斑岩以脉状产出。

燕山期岩浆岩可分为：! 燕山中期早阶段侵入

的斑状二云母花岗岩和斑状白云母花岗岩（图$%、

&）；" 燕山中期晚阶段侵入的中粗粒白云母花岗岩

（中心相）、中细粒白云母花岗岩（边缘相）和中细粒

黑云母花岗岩（图$’）；# 稍晚的花岗斑岩（图$(、

)），花岗斑岩规模小，呈岩脉产出，尤其是最晚一期斑

岩脉，切割破坏所有岩体及矿体。

（!）燕山中期早阶段

斑状花岗岩（斑状二云母花岗岩和斑状白云母

花岗岩）呈隐伏岩株状产出，与晋宁期黑云母花岗闪

长岩的接触面凹凸不平，波状起伏，主要呈灰白色，

似斑状结构，基质中粒结构，块状构造（图$%）。斑晶

以斜长石、石英为主，含量约$*+（斜长石,$+、石

英!-+），粒度一般./-$!01，斜长石斑晶大者大

于#01。中粒结构的基质由石英、斜长石和白云母

组成，含量约-!+（石英!2+、斜长石#-+、白云母

-+、黑云母少量）。

（#）燕山中期晚阶段

中粗粒白云母花岗岩，地表未见出露，一般在钻

孔的最深部可见，与斑状花岗岩呈穿插关系，灰白

色，中粗粒等粒结构。

细粒白云母花岗岩，以脉状形式穿插到斑状二

云母花岗中，灰白色，细粒等粒结构。

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在一矿带地表出露，浸染

状铜矿化，且达工业品位，深部见其呈脉状穿插在晋

宁期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中，并包含晋宁期黑云母花

岗闪长岩的捕虏体。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似斑状

结构，斑晶为中粒等粒结构，基质为细粒结构（图

$’）。似斑状结构的斑晶以斜长石、石英为主，其次是

钾长石及少量黑云母、白云母。斑晶与斑晶形成连

斑结构，斑晶./-$$01，钾长石斑晶大者大于$
01。基质由石英、钾长石及少量更长石组成。钾长

石具显微正条纹构造，并有卡氏双晶。钾长石交代

斜长石并包裹斜长石。基质溶蚀斑晶，形成锯齿状

边缘和交代穿孔结构。

（,）燕山晚期花岗斑岩

花岗斑岩主要分布在矿区南部、中部，呈岩脉、

岩瘤、脉状产出，倾向不定，倾角一般较陡，切穿早期

各类花岗岩体和矿脉。岩脉中石英脉不发育。岩石

颜色较浅，为浅肉红色，风化后为黄白色，斑状结构

（图$)）。斑晶主要是斜长石和石英，其次是钾长石，

含少量黑云母和角闪石。基质主要是长英质和少量

水云母集合体，长英质光性模糊，隐晶结构。

!"" 围岩蚀变

大雾塘钨多金属矿区赋矿围岩有晋宁期的黑云

母花岗闪长岩，燕山期的斑状二云母花岗岩、细粒黑

云母花岗岩和细粒白云母花岗岩。

蚀变极其发育，主要蚀变类型有：

成矿早期的碱性面型蚀变，如钾化、绢云母化

等。其中，钾化在晋宁期黑云母花岗闪长岩中主要

为黑云母化（黑鳞云母化），具体表现为斜长石、钾长

石和石英被黑云母交代（图$3$4），导致围岩出现明

显的去硅、去钠、富钾；而在燕山期斑状花岗岩中主

要为绢云母化和白云母化，具体表现为斜长石被绢

云母交代，石英被白云母交代（图$&、5）。早期的碱

性流体对围岩（晋宁期花岗闪长岩）强烈的钾交代，

即从围岩中交代出大量的67、89、:;、<5等元素，同

时也消耗流体中的=等碱性元素，流体慢慢趋向酸

性。

成矿期的酸性蚀变，如云英岩化、绿泥石化、硅

化、泥化等，其形成与流体的混合有关，即碱交代蚀

变作用到晚期弱碱性流体与细粒黑云母花岗岩的期

后酸性流体混合。混合流体中的67、89、:;、<5与成

矿元素大量析出，表现为云英岩化和硅化（图-7、>），

具体的矿物为斜长石、钾长石、黑云母被白云母、石

英交代（图-0、3）。矿体蚀变以云英岩化、硅化最为

发育，叠加在早期的碱性蚀变上，并且与矿化关系最

为密切。伴随着蚀变程度的变化，岩石的岩性特征

也随之改变，蚀变最为强烈的形成云英岩（图-7）。

酸性蚀变强度与矿化强度呈正相关，矿化完全发生

在酸性蚀变范围内，从矿化中心向周围围岩蚀变程

度逐渐减弱。

矿区的酸性蚀变叠加在碱性蚀变之上，往往强

烈的酸性蚀变将早期的碱性蚀变破坏的非常彻底。

强烈的酸性蚀变也是矿化富集中心，因而没有碱性

蚀变的现象，但并不代表其早期不存在碱性蚀变，

--?第,@卷 第,期 张 勇等：赣西北大雾塘钨矿区地质特征及A9BCD同位素年代学研究

 
 

 

 
 

 
 

 



 
 

 

 
 

 
 

 



 
 

 

 
 

 
 

 



 
 

 

 
 

 
 

 



 
 

 

 
 

 
 

 



图! 大雾塘钨矿区"#$$%&钻孔柱状图及其样品

取样位置图

$—晋宁期黑云母花岗闪长岩；&—燕山期（似）斑状花岗岩；

’—石英脉矿体；(—地质界线；)—样品及编号

*+,-! .+/01+2+34,3515,+67115,52"#$$%&48+119513+:;93
<7=>;7:,;>:,?;3:4305?+;

$—@35085;385A5+6B+5;+;3,87:54+58+;3；&—C83;7635>?05809D8+;+6

,87:+;3；’—E>78;AF3+:；(—G3515,+671B5>:478D；)—.7/0137:4+;?

?38+71:>/B38

物为石英，辉钼矿呈团块状或鳞片浸染状分布于石

英脉内，辉钼矿均为钢灰色鳞片状或细粒状集合体

（图H6、4）。

辉钼矿样品经粉碎至IJ!HJ目，在双目镜下分

选至纯度达!!K以上，并用玛瑙钵研磨至&JJ目，用

于L3%M?同位素分析。L3%M?同位素分析测试工作

在国家地质测试中心L3%M?同位素实验室完成，采

用C78+>?管封闭溶样分解样品，L3%M?同位素分析

原理及详细分析流程参照相关文献（.9+83D3;71-，

$!!)：./51+783;71-，$!!I；N>4=+,，$!!!；杜安道等，

$!!(；&JJ!；<>3;71-，&JJ(；OP91Q33;71-，&JJ)；

R+3?38，&JJI）。

采用美国STU公司生产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仪STUV%?38+3?WCX%Y.测定同位素比值。对于

L3%M?含量很低的样品采用美国热电公司（S938/5
*+?938.6+3:;+2+6）生产的高分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仪ZL%WCX%Y.[13/3:;&进行测量。对于L3：选

择质量数$H)、$H\，用$!J监测M?。对于M?：选择质

量数为$HI、$H\、$HH、$H!、$!J、$!&。而L3用$H)监

测。

’ 分析结果

大雾塘钨矿区矿石中辉钼矿的!（L3）范围为

J]’’IĤ $J_I!H]&)Î $J_I，获得的)个模式年龄

比较一致，介于（$’I]I‘&]&）Y7!（$’H](‘&](）

Y7，加权平均年龄为（$’\]\‘&]\）Y7（Y.R<a
J]J\&）（图$J7、B）。将)个模式年龄进行等时线年

龄计算，获得一条相关性较好的$H\L3%$H\M?等时线，

计算得到辉钼矿L3%M?等时线年龄为（$’\]!‘&]J）

Y7（Y.R<aJ]&J），初 始!（$H\M?）／!（$HHM?）a
_J]JJ)‘J]J&&，等时线年龄与加权平均年龄非常

接近，可 代 表 辉 钼 矿 的 形 成 年 龄，这 与 丰 成 友 等

（&J$&）、Y75等（&J$’）获得的石门寺和狮尾洞矿区

辉钼矿L3%M?同位素成矿年龄（（$’!]H‘&]$）Y7）

相近（表$）。

( 讨 论

!-" 大雾塘矿区的成矿年龄

通过对赣西北大雾塘钨矿区辉钼矿L3%M?同位

素年代学的研究，测得辉钼矿的的)个模式年龄比

JI\ 矿 床 地 质 &J$\年

 
 

 

 
 

 
 

 



表! 大雾塘钨矿区辉钼矿"#$%&同位素测年结果

’()*#! "#$%&+&,-,.+/0(-(1,23,*4)0#5+-#&12,3-6#7(89-(5:-95:&-#5,2#1+#*0

样品编号 !／!
"（"#）／$%&’ "（普()）／$%&* "（$+,"#）／$%&* "（$+,()）／$%&* 模式年龄／-.

测定值 /! 测定值 /! 测定值 /! 测定值 /! 测定值 /!

012$+ %3%4*5* 43/5/ %3%5’ %3%45/ %3%$*+ /’’% // ’3$/, %3%6$ $5+3$ /3%
012, %3$%%$/ +3/6’ %3$$% %3%$$, %3%%6/ 6$+* ’* $$3*4 %3%$$ $5+3% /36
012$% %3$%%+’ /34,, %3%/$ %3%%*% %3%%6, $66, $5 5364+ %3%56 $5’3’ /3$
012$, %3$%%4’ 4344% %3%5* %3%%6+ %3%%6* /,*% /4 ’3444 %3%66 $5+34 /3%
0124% %3$%%*’ %355’+ %3%%45 %3%%*+ %3%%/6 /$$3, /3, %34+/* %3%%,* $5’3+ 53%

图$% 大雾塘钨矿区矿石辉钼矿"#2()等时线年龄（.）

和加权平均年龄（7）（使用8)9:;9<43$6软件制图）

=>!3$% -9;?7@#A><#"#2()>)9BCD9A.!#（.）.A@E#>!C<#@
.F#D.!#.!#（7）9G<C#0.EH<.A!<HA!)<#A9D#G>#;@

（7?8)9:;9<43$6）

较一致，介于（$5’I’J/I/）-."（$5+I4J/I4）-.，

加权平均年龄为（$5,I,J/I,）-.（-KL0M%I%,）。

计算得到辉钼矿"#2()等时线年龄为（$5,I*J/I%）

-.（-KL0M%I/%），与加权平均年龄一致，可代表

辉钼矿的形成年龄。与邻矿区石门寺的细粒黑云母

花岗 岩（（$44I,J%I4,）-.）接 近（-.9#<.;I，

/%$6），结合大雾塘矿区成矿阶段的特征，辉钼矿所

获得成矿年龄可近似代表钨成矿成矿作用的下限。

;3< 大湖塘钨矿田两期成矿作用

通过对大湖塘钨矿田的石门寺和狮尾洞矿区

"#2()年龄测试数据的重新整理，并进行投图，分别

进行等时线和加权平均，矿田由北向南，石门寺矿区

辉钼矿等时线年龄为（$5*I+J/I$）-.、（$45I,J
/I6）-.和（$4*I’J/I4）-.（表/，图$$."B）；大雾

塘钨矿区辉钼矿等时线年龄为（$5,I*J/I%）-.（图

$%.）；狮 尾 洞 矿 区 辉 钼 矿 等 时 线 年 龄 为（$4%I/J

5I/）-.（图$$@）。由此可以看出，大湖塘钨矿田存

在相对集中的/个成矿时代，其中早期为$4*-.左

右，成矿作用规模和范围较小，晚期则持续时间相对

较长（$5+"$45）-.，规模和强度都较大。

成矿作用强度和规模显示$4%-.左右是大湖

塘钨矿田的主成矿期。稍晚于燕山期细粒黑云母花

岗岩的成岩时代（$44-.，-.9#<.;3，/%$6），说明

成矿与成岩作用关系密切（黄兰椿等，/%$/；/%$5；

张雷雷，/%$5）。加之对已有钻探揭露接触关系的

整理和厚度的统计，燕山期斑状花岗岩成岩的规模

最大，且大湖塘钨矿田的钨多金属矿体主要赋存在

强蚀变的斑状花岗岩和花岗闪长岩（晋宁期）中，占

总储量的*%N以上，其矿体的赋存形态受斑状花岗

岩侵入到花岗闪长岩形成的内外接触带界面控制，

侵入作用早期形成强碱性蚀变（黑云母化O绢云母

化）带，并形成相对较小规模的矿化或矿体，后叠加

稍晚期次的酸性蚀变（云英岩化O硅化），同时伴随

着大规模的矿物沉淀作用的发生，形成大型乃至超

大型的钨多金属矿体。

同时，浸染型矿体主要赋存在细粒黑花岗岩中，

显示相对斑状花岗岩后稍晚的成矿作用，但就其成

岩时差来看，只是略晚于斑状花岗岩的成岩作用时

间，其岩浆期后热液是导致矿田钨多金属成矿作用

关键。大湖塘钨矿田以成矿时间跨度大、持续时间

长为特征，最早从$6%-.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晚

期的$5*-.左右（图$/，表/），两期成矿时间为$4+
"$6/-.和$5+"$4/-.。

;3= 大湖塘钨矿田成矿机制

大湖塘钨矿田成矿作用时间上晚于南岭地区中

—晚侏罗世（$6%"$’%-.）大规模钨锡成矿作用期

（胡 瑞 忠 等，/%$%；华 仁 民 等，/%$%；袁 顺 达 等，

/%$/.；/%$/7；PH.A#<.;3，/%%,；QC.9#<.;3，/%$’；

刘晓菲等，/%$/；原垭斌等，/%$4）。华南钨锡钼铜

多金属热液矿床众多，从赣2杭拼接带两侧矿床时空

$’,第5’卷 第5期 张 勇等：赣西北大雾塘钨矿区地质特征及"#2()同位素年代学研究

 
 

 

 
 

 
 

 



表! 大湖塘矿集区辉钼矿"#$%&同位素数据

’()*#! "#$%&+(,(-./0.*1)+#23,#-/.0,4#5430#26&43，7(89,(26(2+5438#3+.26:$;9$<../#&=.,&.-,4#7(49,(26
,926&,#2./#-3#*+

分布情况来看：从赣南到赣北，成岩与成矿的时代上

相近（表!、图"!），湘东南和赣南隶属于南岭成矿

省，其成矿时代上较为集中，且早于大湖塘钨矿田大

规模的成岩成矿作用，成矿时代集中在"#$!"%$
&’（毛景文等，($""；丰成友等，($$)’；($$)*；华

仁民等，($$)；($"$），但在赣中发现成矿时代更早的

矿床，如新安斑岩型钼矿（（"%+,!-",)）&’，曾载

淋等，($""），而赣北成矿作用集中在".$!"#$&’；

同时也存在一期"%$&’左右的成矿作用，如莲花心

铜钼矿（（"#+,%-(,$）&’，张勇等，($"%），具有明

显的多期成矿作用的存在。

大湖塘钨矿田(期成矿作用对成矿元素巨量堆

积体现在：一是该矿田的燕山期岩浆作用每一期成

岩作用，伴随着一期岩浆期后热液成矿作用，不相容

元素在流体中多次的富集效应；二是每一期成矿流

体都存在(阶段演化模式，即早期的碱性热液阶段

（氧化阶段）和成矿期的酸热液阶段（还原阶段），早

期的碱性成矿流体对围岩和早形成的岩浆岩交代，

成矿元素进一步在流体中富集，演化到后期流体由

于交代蚀变过程中碱的耗尽，以及可能中偏酸性流

体的加入，流体逐渐变为酸性，同时流体中的成矿元

素沉淀卸载成矿。

大湖塘钨矿田成矿作用特征，即类似典型斑岩

铜矿热液系统，同时具有典型矽卡岩型矿床内外接

触带的特点，围岩（晋宁期黑云母花岗闪长岩）提供

部分成矿物质（/’、01和&2等）。初步认为大湖塘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大湖塘矿田石门寺矿区（"、#、$）和狮尾洞矿区（%）矿石辉钼矿&’()*等时线年龄图（项新葵等，+,!-"；丰成友，+,!+；

."/’0"12，+,!-，使用3*/41/052!6软件制图）

7892!! &’()*8*/$:;/</=>/1?#%’<80’8<@:8>’<9*8%’4/*80"0（"，#，$）"<%@:8A’8%/<9%’4/*80（%）"00:’B":C0"<90C<9*0’<
/;’=8’1%（"=0’;D8"<9’0"12，+,!-"；7’<9’0"12，+,!+；."/’0"12，+,!-；#?3*/41/052!6）

图!+ 大湖塘钨矿田&’()*模式年龄直方图（狮尾洞和石门寺模式年龄来源于项新葵等，+,!-"；丰成友，+,!+；."/’0"12，+,!-）

7892!+ ./%’1"9’:8*0/9;">/=0:’B":C0"<90C<9*0’</;’=8’1%（>/%’1"9’/=@:8A’8%/<9"<%@:8>’<9*8"=0’;D8"<9’0"12，
+,!-"；7’<9’0"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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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华南典型钨锡钼铜矿床成岩与成矿时代对照表

"#$%&! ’&()*#+&*#,-.(/$0123450,1406*&7&4#%4&84&*&,9#937&9:,+*9&,80%;6&9#%%35-&80*39*3,<0:9=>=3,#

钨矿成矿作用机制为：第一期成矿作用：!阶段，即

强碱性（氧化）流体作用阶段，也是成矿物质（特别是

"#$%、&’%$、()$、()%$*、+’$）萃取迁移聚集阶段，对

应于燕山期斑状黑云母花岗岩（（,-./-01/23）4’
!（,-3/*0,/5）4’，4’6)7’89，%1,2）冷凝结晶阶

段；:阶段，即中性;弱酸性（弱氧化）流体作用阶段，

也是成矿物质二次富集并开始向初步沉淀阶段转变

（少量成矿物质成矿阶段）的过程，对应于燕山期斑

状黑云母花岗岩期后热液阶段；第二期成矿作用；+
阶段，即强酸性（还原）流体作用阶段，也是主成矿阶

段，对应于燕山期细粒黑云母花岗岩期后热液阶段，

伴随着流体混合（特别是富集成矿物质 <等元素的

细粒花岗岩结晶分异出的酸性流体的加入），成矿后

的热液活动对已堆积成矿的蚀变地质体起到了较弱

的改造作用。

2 结 论

（,）大雾塘矿区钨矿床的辉钼矿=);$>等时线

年龄为（,*./50%/1）4’，较石门寺和狮尾洞等矿

区成矿作用稍晚，大雾塘矿区钨矿床的形成与矿区

细粒黑云母花岗岩的活动有关。

（%）大雾塘矿区的钨矿床是大湖塘钨矿田第二

期次（,-14’）大规模成矿作用的产物，而大湖塘矿

田的成矿作用最早发生在石门寺矿区（,-54’）对

应于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主成矿期为,*54’左右，

对应于细粒黑云母花岗岩。两期成矿作用可能是大

湖塘钨矿田巨量成矿元素堆积的重要原因之一。

-?. 矿 床 地 质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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