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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同位素年龄测定，表明东川铜矿形成时间与矿区基性岩脉和小溜口岩组基本一致或稍晚，成矿

与华南地区的区域岩浆活动密切相关。 
关键词  40Ar–39Ar法  流体包裹体  东川铜矿  成矿年龄   

 
近几年来, 我们采用新建立的40Ar–39Ar流体包裹体定年技术, 并结合常规40Ar–39Ar阶段加热分析, 测

定了东川铜矿中脉状矿和层状矿矿石中石英流体包裹体和其中钾矿物的年龄。主要年龄数据如下: 
（1）脉状铜矿：（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MM-1200 质谱计上完成）： 
① 汤丹 1 号矿体 2038 m中段脉状铜矿石英DC-51-1Q流体包裹体40Ar–39Ar等时线年龄（712±33）Ma 

(年龄误差 1σ, 下同。邱华宁等, 1997)。 
② 汤丹 1 号矿体 2060 m采场脉状铜矿石英DC-50-3Q流体包裹体40Ar–39Ar等时线年龄（778±31）Ma 

(Qiu et al., 2002)。 
③ 稀矿山矿段落雪组角砾状铜矿硅质角砾富钾矿物微晶40Ar–39Ar等时线年龄（708±22） Ma (邱华宁

等, 2000)。 
④ 汤丹落雪组铜矿 Pb–Pb 等时线（794±73）Ma (邱华宁等, 1997)。 
(2) 层状铜矿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同位素地球化学系 MAP-215-50 质谱计上完成): 
⑤ 落雪矿老山矿段层状铜矿石英样品 98-4fQ 40Ar–39Ar等时线年龄: 流体包裹体（807 ± 13）Ma; 粉末

样品（782 ± 3）Ma (邱华宁等, 2002)。 
⑥ 落雪矿老山矿段层状铜矿石英样品 98-4aQ粉末样40Ar–39Ar等时线年龄（776 ± 9 ）Ma (邱华宁等, 

2002)。 
上述成矿年龄大致可以分为两组: (1) 810 ~ 770 Ma 和 (2) 710 ~ 700 Ma。这些可信的 Ar– Ar年龄的获得，

表明我们十多年来从事的流体包裹体 Ar– Ar定年技术已经成熟。这一技术的建立为矿床直接定年开辟了

一条适用面广、可信度高的新途径, 必将在各种热液矿床、岩浆矿床和变质矿床的定年研究中发挥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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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川矿区发育大量的基性岩脉, 有些基性岩脉含铜矿, 如白锡腊 2690 m 中段 5 穿采场的辉长岩等。

这些基性岩脉和小溜口岩组的 Rb–Sr、K–Ar 年龄范围为 820 ~ 710 Ma (华仁民, 1990; 西南地质研究所资

料)。这些岩浆岩年龄数据与铜矿成矿年龄范围基本一致或稍早些, 显示了成岩与成矿作用在时间和空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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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切相关性。 
Li Xianhua et al. (1999)认为 825 Ma 前有一地幔柱位于华南，该地幔柱活动引发了 820 Ma 前的大陆裂

谷活动和广泛的地壳重熔，并很可能最终导致了 Rodinia 泛大陆的裂解。李献华等测定了包括康滇地块在

内的广大华南地区花岗岩类岩石、辉长岩、岩墙和火山岩, 获得了许多 830 ~ 740 Ma 的年龄数据(李献华, 
1999; Li et al., 2002)。Li et al. (2001) 根据华南地区最新年龄测定结果和已发表的劳伦古陆、澳大利亚、印

度、南非、塞舌尔群岛和马达加斯加的年龄数据, 认为在 Rodinia 中西部存在 840 ~ 800 Ma 和 780 ~ 740 Ma
的双峰式岩浆活动, 新元古代超级地幔柱(Superplume)是板块运动的主要驱动力, 最终导致 Rodinia 于约

750 Ma 前裂解。 
Zhou et al. (2002) 获得扬子块体西南缘片麻岩和花岗岩的 SHRIMP U–Pb 锆石年龄范围 864 ~ 764 Ma, 

解释为扬子块体新元古代岛弧岩浆活动。 
综上所述, 从已获得的同位素年龄数据来看, 东川铜矿之脉状铜矿和层状铜矿, 在形成时间上 与矿区

基性岩脉和小溜口岩组基本一致或稍晚些, 并且与华南地区(特别是扬子块体西南缘)的区域岩浆活动密切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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