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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大埠复式花岗岩体两期成岩年龄及其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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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埠复式花岗岩体位于赣南腹地，是于都;赣县钨多金属矿集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岩期次及成岩成

矿关系尚不十分清楚。文章采用10;,>2;+4锆石?;2)法测定了该岩体的成岩时代，结果表明：其东南体似斑状黑

云母花岗岩年龄为（86"@"A#@#）+B，西北体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年龄为（#9!@$A#@#）+B。东南体虽对内外接

触带铀矿的矿质来源有所贡献，但与西北体形成时代相差甚远，并非同一地质构造背景下的产物；西北体与内外接

触带的钨矿床形成时代相近，成因联系密切。矿集区内岩浆活动具多旋回特征，以燕山早期尤其是#9:!#96+B的

花岗岩浆活动对钨多金属成矿作用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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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埠复式花岗岩体位于赣南腹地，是于都:赣县

钨多金属矿集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岩体的成矿地

质条件优越，内部及外围发育?I余处钨多金属矿床

（点），随着勘查程度的深入，在岩体东南部新发现了

牛岭等多处铀矿，因此受到地质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刘静等（JI>?）获得大埠花岗岩体的年龄为KJAB$，

然而于都:赣县矿集区内洋西坑、长坑、盘古山、铁山

垅、庵前滩一带的成岩成矿年代学研究（刘善宝等，

JI>I；L9$-."#$%M，JI>>；曾载淋等，JI>>；张文兰

等，JI>J；方贵聪等，JI>K；陈振宇等，JI>K）显示，

钨多金属矿床及多数花岗岩体均形成于>NI!>?I
B$，即燕山早期，那么大埠岩体是否还存在与这些

钨多金属矿床相对应的成岩时代？对该问题的认识

将对岩体内部及外围的找矿勘查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本文采用OP:QRD:BG锆石C:D6同位素定年法

精确测定了大埠岩体西北体和东南体的成岩年龄，

并探讨了成矿背景。

> 岩体地质特征

大埠岩体由西北体和东南体组成（图>）。西北

体是其主体，出露面积约A@IS!J，呈岩基产出，呈北

北东向展布，亦有东西向拉伸之势，侵入于前寒武

系、寒武系、泥盆系、石炭系和二叠系。岩石结构相

变较显著：边缘相为细粒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有时

皮壳相呈霏细结构；中心相为中粒似斑状黑云母花

岗岩，中心地带为中粗粒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岩

石均呈似斑状结构，斑晶主要由钾长石、斜长石和石

英组成，晶体一般为A!@!!T>I!AI!!，边缘部

分较小，而大埠岩体中心大斑晶可达AI!!T>II
!!。岩石中矿物成分为：钾长石（包括条纹长石、微

斜长石、正长石），斜长石（P-：U!AK，大部分为P-：

JI!JU的更长石，部分为钠长石和中长石），石英、黑

云母（含量?V）和少量白云母（约占I!>V），副矿

物可见磷灰石、萤石、黄铁矿等。矿物成分中有时见

有较多角闪石出现，斜长石也较基性，形成了黑云母

角闪花岗闪长岩或闪长岩。偶见石英二长岩。这些

岩石杂生在一起，无明显界线，反映出该岩体系以酸

性花岗岩为主的杂岩体，而其他岩体则未见有这样

明显的矿物相变现象。自变质作用不甚强烈，自变

质矿物有白云母（绢云母）和萤石。

东南体亦称马岭岩体，出露面积约?IS!J，呈舌

状展布，主要侵入于前寒武系和寒武系中，岩性为中

粒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肤红色，中:粗粒似斑结

构，块状构造，斑晶含量>IV!JIV，斑晶大小>?!
J?!!，主要为钾长石，次为斜长石，基质粒径J!?
!!，个别达@!!。钾长石A>V，他形:半自形板状，

发育格子双晶，条纹构造，属微斜条纹长石；斜长石

AIV，呈半自形板状，发育聚片双晶，P->W!>U，为

更长石；石英AIV，呈他形粒状，具发育的波状消光；

黑云母?V，呈他形:半自形片状。岩石硅化及钠化、

钾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等较强烈。

J 测试方法

用于挑选锆石的花岗岩样品编号为8RX:>A和

EY:I>，分别采于大埠岩体的西北体和东南体，采样

位置见图>。岩石粉碎后经淘洗、磁选等程序使锆石

富集，达到一定纯度后在实体显微镜下逐粒挑选出

待测锆石，然后将待测锆石粘贴在环氧树脂表面打

磨抛光制靶。在透射和反射光显微镜观察靶的基础

上，选择合适的样品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

究所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的

HZP:@@II[型电子探针上进行阴极发光研究。

OP:QRD:BG锆石C:D6测年在中国地质科学院

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

点实 验 室 完 成，所 用 仪 器 为\&--&.$-]")#9-"型

BR:QRD:BG和与之配套的]"0 $̂5"CDJ>A激光

剥蚀系统。激光剥蚀束斑直径J?"!，频率>IL7，

能量密度J_?H／’!J，以L"为载气。数据分析前用

锆石;H:>调试仪器，使之达到最优状态，锆石C:D6
定年以锆石;H:>为外标，C、31含量以锆石 B>JN

（C：UJAT>I‘W；31：KAUT>I‘W；31／C：I_KN?）

（]$+($%$"#$%M，JII@）为外标进行校正，然后采用单

W>K> 矿 床 地 质 JI>N年

 
 

 

 
 

 
 

 



 
 

 

 
 

 
 

 



 
 

 

 
 

 
 

 



 
 

 

 
 

 
 

 



 
 

 

 
 

 
 

 



图! 大埠花岗岩锆石"#$%年龄谐和曲线及加权平均年龄

&’样品()*#+!采于大埠岩体西北体；%’样品,-#.+采于东南体

/01’! 203456"#$%45645370&&678901:;97&<93&19&1970&13&=>5?,&%@13&60;9
()*#+!&67,-#.+&39>&=AB97?35=653;:89>;936&67>5@;:9&>;936@60;>，39>A94;0<9BC

懋弘等，D.++）；桂北的桂岭花岗岩体年龄为EDEFE
G&，相关的白石顶钼矿形成年龄为EDEFHG&（李晓

峰等，D..I）；桂 北 牛 塘 界 花 岗 岩 体 侵 入 于ED+FJ
G&，矽卡岩型牛塘界钨矿形成年龄为ED+G&（杨振

等，D.+E）；桂西南地区钦甲花岗岩体为E+D!EED
G&，德保矽卡岩型铜锡矿床与其相关（王永磊等，

D.+.；D.++）。然而，地处南岭东段的加里东期大埠

岩体东南体，目前尚无数据表明岩体附近存在加里

东期的成矿作用。

D.世纪H.年代末期及J.年代初期在大埠岩体

东南体开展了钻探工作，分别发现了牛岭、均田D个

小型铀矿床，矿化主要赋存于岩体外接触带上泥盆

统三门滩组（,!!）长石石英砂岩及下寒武统（!+）碳

质板岩层间破碎带中，陡倾角的硅化破碎带中也见

有工业矿化，近年来在牛岭矿床往岩体内部延伸的

JK.K地 段L号 勘 探 线 又 揭 露 了 铀 矿 化（邵 飞 等，

D.+E）。地球化学分析结果显示，大埠岩体东南体为

富铀岩体，"（"）平均达+LFJIM+.NH，勘查揭露的

铀矿石O0PD含量较高，成矿流体为酸性流体（邵飞

等，D.++），表明该岩体对铀矿的矿质来源有所贡献。

然而，牛岭矿床沥青铀矿同位素年龄为L.G&（张金

带等，D..E），与大埠岩体东南体年龄相差甚远，表明

两者并非同一地质背景下的产物。

!’" 燕山早期岩浆活动与成矿

大埠岩体西北体内外接触带发育众多的钨多金

属矿床，它们主要形成于燕山早期，如洋西坑钨矿年

龄为+KKFLJG&（赵磊等，D.+!）、长坑钼钨矿床形成

于+KJ’+G&（梁景时等，D.+D），庵前滩钨矿床年龄

为+KKF+LG&（刘善宝等，D.+.），本次研究获得大埠

岩体西北体年龄为+KDFLG&，表明岩体与这些钨矿

床为同一构造背景下的产物。岩体的 Q、O6、)@等

成矿 元 素 含 量 较 高，"（Q）的 平 均 值 高 达D..M
+.NH，浓集系数+!!F!!（梁景时等，D.+D），进一步表

明大埠岩体西北体与内外接触带的钨矿床具有密切

的成因联系。

!’# 矿集区岩浆活动的多期性

于都#赣县矿集区是赣南地区最为重要的钨多

金属矿集区之一，区内的花岗岩浆活动具有多旋回

特征。加里东晚期形成的岩体除大埠花岗岩体东南

体外，尚有矿集区东北部的万田岩体，年龄为EHEFI
G&（刘善宝等，D.+D）。印支期岩体有珠兰埠岩体，

形成于DDIG&（王登红等，D.+D）。燕山早期的岩体

分布 最 为 广 泛，如 大 埠 岩 体 西 北 体 形 成 于+KDFL
G&；盘古山岩体隐伏于深度+DJJ=以下，已为南岭

科学钻探第二孔所揭露，年龄为+H+FLG&（方贵聪

等，D.+E）；铁山垅岩体出露于黄沙钨矿一带，西南

部则呈隐伏状态，有D个成岩年龄，分别为+HJF+G&
（R@&619;&B’，D.++）和+KIFL!+KEFIG&（张文兰

等，D.+D）；白鹅岩体也具有D个成岩年龄，分别为

+LEF+G&和+KDFEG&（方贵聪等，D.+D）。此外，江

+DE+第!H卷 第H期 方贵聪等：赣南大埠复式花岗岩体两期成岩年龄及其地质意义

 
 

 

 
 

 
 

 



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还曾获得大埠岩体龙头

单元锆石#$%&同位素年龄为（’()*!+"*,）-.，但

由于在报告中缺少采样位置及测试数据，本文不加

以探讨。

总体上，于都—赣县矿集区经历了加里东晚期

（/,0!/1"-.）、印支期（!!)-.）、燕山早期（’2/!
’0!-.）等1个岩浆活动旋回。区内钨多金属成矿

作用主要与燕山早期的花岗岩浆活动有关。上述洋

西坑 钨 矿、长 坑 钨 矿 和 庵 前 滩 钨 矿 年 龄 分 别 为

’00*2(-.、’0(*’-.和’00*’2-.，岩体东侧的著

名的 盘 古 山 钨 矿 形 成 于’00*1 -.（ 方 贵 聪 等，

!"’/），铁山垅钨矿形成于’01-.（34.5678.9:，

!"’’），这些成矿年龄均集中在’0(!’01-.，与赣

南地区的茅坪、淘锡坑、新安子、荡萍、漂塘、岿美山、

画眉坳等众多钨矿年龄（’,"!’0"-.）基本一致（王

登红等，!"’"）。

0 结 论

（’）大埠复式花岗岩体东南体年龄为（/1"*"+
’*’）-.，西北体年龄为（’0!*2+’*’）-.。

（!）大埠岩体东南体虽对铀矿的矿质来源有所

贡献，但两者形成时代相差甚远，并非同地质构造背

景下的产物；其西北体则与内外接触带的钨矿床形

成时代相近，成因联系密切。

（1）矿 集 区 内 经 历 了 加 里 东 晚 期（/,0!/1"
-.）、印支期（!!)-.）、燕山早期（’2/!’0!-.）等1
个岩浆活动旋回，以燕山早期尤其是’0(!’01-.
的花岗岩浆活动对钨多金属成矿作用最为有利。

!"#"$"%&"’

;79<4=<>.?@，ABCDDC5EF，G’B7C99HIJ.5KLC=M7BNO:!""!:O6P

57<4=QCBR<5：SB.R7797T758R<TU<=C8C<5.=.5C5KCR.8<B<D=<4B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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