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矿  床  地  质
 ∞ ⁄∞° ≥ ×≥ 第 卷  第 期

文章编号

阿尔金山早古生代岩浆活动与金成矿作用
Ξ

杨  屹  陈宣华   王小凤  秦  红  
陈正乐  杨  风  陈柏林  李学智

新疆地质调查院第一地质调查所 新疆 乌鲁木齐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北京  

⁄ √ ≥ 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实验中心 北京  

摘  要  文章通过同位素稀释热电离质谱 ⁄ × ≥ 锆石 ° 法 ! ≥ 等时线法和钾长石 测年与

⁄⁄模拟得到的数据 分析了阿尔金山北缘地区花岗岩浆活动的主要时期 !与阿尔金北缘大平沟金矿有关的花岗岩

形成年龄 !大平沟金矿可能的成矿时代以及剥露作用时代等问题 探讨了早古生代岩浆活动与金成矿作用之间的关

系以及金矿床的剥露历史 ∀ ≥ 等时线法给出大平沟金矿石英流体包裹体等时线年龄为 ? 与阿尔金

山早古生代岩浆活动的时代一致 代表了大平沟金矿床的成矿年龄 ∀大平沟金矿的剥露作用发生在早侏罗世拉配

泉断裂伸展作用时期 ∀

关键词  地球化学  ≥ 年代学  大平沟金矿床  阿尔金山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近几年来 在青藏高原北部的阿尔金山地区陆

续发现了大平沟 !大平沟西 !红柳沟 !祥云 !盘龙沟等

金矿床和金矿点 其中大平沟金矿达到中型规模 为

本区最具代表性的金矿床 杨风等 杨屹等

李学智等 陈柏林等 陈宣华等

∀陈柏林等 曾通过糜棱岩磁组构与金

矿化关系的研究 对这些金矿床 点 作出了韧性剪

切带成矿和控矿的解析 ∀陈宣华等 根据金

矿床地质特征以及与剥离断层的空间联系 认为大

平沟金矿床的形成受剥离断层的控制 ∀ 杨风等

推测大平沟金矿床的成矿年龄应该在

左右 属印支期 ∀

由于没有确凿的年龄数据 人们一直不能确定

阿尔金北缘主要岩浆活动的时期 ∀因此 虽然钾长

花岗岩与金矿化可能具有密切的关系 陈宣华等

但是还难以肯定金矿床的形成时代 ∀

本文利用石英流体包裹体 ≥ 地质年代学

结合已有的同位素稀释热电离质谱 ⁄ × ≥ 单颗

粒锆石 ° 法和钾长石 测年及 ⁄⁄模

拟数据 分析了阿尔金山北缘地区花岗岩浆活动的

主要时期 !与阿尔金北缘大平沟金矿有关的花岗岩

形成年龄 !大平沟金矿可能的成矿时代以及剥露作

用时代等问题 探讨了该地区早古生代岩浆活动与

金矿成矿作用之间的关系以及金矿床剥露的可能历

史 ∀

 地质背景

阿尔金山北缘地处中国西北巨型左行走滑断裂

) ) ) 阿尔金断裂的西北部 其北部由太古界麻粒岩

和元古界片麻岩组成 图 中 ° 部分 ∀南部出

现元古界含叠层石沉积序列 图 中 ° 部分 主要

为厚层石英岩和硅质灰岩等 ∀阿尔金北缘地区的中

部则是早古生代拗拉槽建造 活动大陆边缘沉积

主要为奥陶系火山 沉积岩系 图 中 ° 部分 ∀槽

内发育有近东西向分布的基性 超基性岩带 构成阿

尔金北部蛇绿混杂岩带 并有近东西向分布的中 酸

性深成岩带侵入其中 ∀本区晚古生代地层比较少 ∀

出露的泥盆系地层为典型的硅质碎屑沉积 石炭系

为浅海沉积 ∀侏罗系含煤陆相沉积在本区零星分布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

Ξ 本文得到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 编号 ≤ 和 ≤ 和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 编号 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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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阿尔金北缘区域地质简图

图中给出了阔什布拉克斑状花岗岩 ⁄ !大平沟西花岗岩 ⁄° 和大平沟金矿 ⁄ ∗ 采样点位置 修改自 ≤ ∀

图中符号 ± ) 第四纪冲积沉积 × ) 第三系红层 主要为晚始新世 早渐新世沉积 ) 侏罗系 × ) 三叠系 侏罗系 ° ) 早古生界火山

海相沉积岩系 主要为奥陶系和志留系 ) 中 晚奥陶系灰岩和硬砂岩 ° ) 拉配泉断裂上盘元古界含叠层石灰岩 !大理岩 !片岩和石英

岩 ° ) 拉配泉断裂下盘太古界 元古界片麻岩 可能代表塔里木盆地的基底 Χ ) 晚古生代花岗岩类 Χ ) 早古生代花岗岩类 ΧΔ ) 早

古生代花岗闪长岩类 ) 阿尔金断裂南侧长英质片麻岩 ) 蛇绿岩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Χ ) ° ∏ ∏ ∏ Χ ) ∞ ° ΧΔ ) ∞ °

) ±∏ ∏ ∏ ∏ )

  阔什布拉克岩体 图 中部拉配泉断裂之南样

品 ⁄ 所在的 Χ 岩体 是该带中面积最大的中 酸

性深成岩 分布在阔什布拉克以北卡拉山至冰沟一

带 沿贝克滩复背斜核部出露 呈不规则椭圆状展

布 以较大岩基产出 出露面积近 ∀岩体东

部围岩捕虏体较多 其原岩多为砂岩 具角岩化 !绿

泥石化及混合岩化 捕虏体长轴方向多呈北东东向 ∀

具有中生代伸展历史的拉配泉断裂 ≤

陈宣华等 将早古生代火山 沉积

岩系 !石炭系灰岩和页岩以及下 中侏罗统砾岩叠置

在太古界麻粒岩和元古界片麻岩之上 ∀断裂下盘岩

石普遍发育挤压透镜体和片理化 !糜棱岩化带 ∀大

平沟金矿床西花岗岩 图 中样品 ⁄° 所在的小

岩体 就是拉配泉断裂下盘的一个碎裂化的富含钾

长石的黑云母花岗岩 ∀

大平沟金矿床 图 中样品 ⁄ ∗ 位置 位

于拉配泉断裂下盘岩石 ° 中 赋矿直接围岩为

褐红色钾长变粒岩 ∀金矿床由十余条含金石英脉组

成 单脉长 ∗ 具平行排列和分支复合特征 ∀

矿石具块状 !网脉状和浸染状构造 主要为含金石英

脉及含金蚀变岩 ∀金的主成矿作用可划分为石英

黄铁矿阶段和石英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 ∀氢氧同位

素研究表明 大平沟金矿床成矿流体来源于岩浆水

和变质水 有少量大气水参与 属中低温复成因热液

型金矿床 杨风等 李学智等 陈宣华等

∀

阿尔金北缘新生代最显著的变形构造以阿尔金

走滑断裂以及被它切穿的几条 ∞ • 走向第三纪逆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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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为特征 图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 尹安 陈宣华等

≤ ∀

 研究方法与测试结果

2 .1  ΙΔ−ΤΙΜΣ锆石 Υ−Πβ年代学

⁄ × ≥ ° 年代学锆石样品来自阔什布拉

克岩体的中粒似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样品 ⁄ 位

置 β χ β χ ∞ 见图 和大平沟西

中粒黑云母花岗岩 样品 ⁄° 位置 β χ

β χ ∞ 见图 中 ∀常规的 ⁄ × ≥ 分析由

教授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 实验室

超净化学实验室的组成部分 完成 实验流程详见

的描述 ∀测试结果见表 和图 ∀

阔什布拉克黑云母花岗岩中结晶较好的 颗粒

表 1  Δ52−1 !ΔΠ2−1 号样品 ΙΔ−ΤΙΜΣ锆石 Υ−Πβ 测试数据表

Ταβλε 1  ΙΔ−ΤΙΜΣ Υ−Πβ Ισοτοπιχ δατα ανδ αγεσ (Σαμ πλεσ Δ52−1 ανδ ΔΠ2−1)

颗粒序号 μ Λ °
°

°

°

°

同位素比值 τ

° 3 ° 3 ° 3 ° 3 ° 3

° 3

样品 ⁄

? ? ?

? ? ?

? ? ?

? ? ?

? ? ?

? ? ?

样品 ⁄°

? ? ?

? ? ?

? ? ?

? ? ?

? ? ?

由亚利桑那大学 ° 实验室测定 ∀ ° ° 为实测值 未作背底 !稀释剂和分馏校正 ° ° 已对背底 !稀释剂和分馏作了校正 ∀

所有的精度处在 置信度水平 ∀同位素比值的精度以百分比 计 ∀ 3 表示校正后数据 ∀

图  阔什布拉克斑状花岗岩 ⁄ 和大平沟西黑云母花岗岩 ⁄° 锆石 ° 年龄谐和图

ƒ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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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在 Λ 左右的锆石 以及大平沟西黑云母花岗

岩中 颗粒径在 Λ 左右的锆石 其单颗粒 ⁄

× ≥ ° 地质年代学分析结果表示在图 中 它

们在谐和图中均没有继承铅的显示 ∀

结晶较好的锆石颗粒具有非常低的 × !°

扩散系数 在冷却速率为 ∗ ε 的情况下 其

矿物封闭温度在 ε 以上 是迄今为止所知道的

具有最高封闭温度的矿物 因此被普遍用来确定岩

浆岩的形成时间 ∀阔什布拉克花岗岩的锆石年龄在

谐和图 图 左 中给出 其中一粒锆石处在不一致

线与一致线的上交点位置 年龄为 ? ∀同

时 有两粒锆石给出 左右 早泥盆世 2

√ 期 的不一致年龄 有 粒锆石给出 左

右 晚泥盆世 ƒ 期 的不一致年龄 ∀ ° 谐

和图中上交点年龄 ? 代表了锆石的结晶

年龄 说明该岩体侵入的最老年龄在奥陶纪 ≤

世和 世之间 为加里东旋回中晚期的产物 ∀

下交点年龄为 ? 与 ° 的丢失有关 年龄

本身没有地质意义 ∀

大平沟西黑云母花岗岩 图 右 有 粒锆石处

在不一致线与一致线的上交点位置 构成 ° 谐和

年龄为 ? 它处在奥陶纪 世 为

锆石结晶和花岗岩成岩年龄 代表了阿尔金北缘地

区花岗岩岩体形成和侵入的最老年龄 ∀同时 有两

粒锆石给出 左右 早侏罗世 × 期 的

不一致年龄 代表了后期 ° 的丢失事件 ∀下交点年

龄为 ? 与 ° 的丢失有关 年龄本身没

有地质意义 ∀

各种地质作用中 锆石可能会发生蜕晶化作用

而引起 ° 的扩散丢失 或在变质和岩浆作用中形成

增生锆石 ∀蜕晶化作用 !重结晶作用和混合增生作

用使得对锆石 ° 年龄的解释要非常慎重 ∀谐和

图中偏离一致线的锆石年龄 可能反映了在主期岩

浆活动之后的 ° 丢失事件 ∀

2 2  含金石英脉流体包裹体的 ≥ 地质年代学

≥ 地质年代学测年样品 见图 中 ⁄

∗ 位置 来自大平沟金矿 号矿体 中段含金

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 ∀石英脉为与成矿同期的交代

成因单脉 在其不同部位采集有代表性的石英样品

件 ∀每件样品质量均在 ∗ 之间 主要由石英

组成 含少量黄铁矿和绢云母等 ∀石英中流体包裹

体较发育 包裹体长轴长一般在 ∗ Λ 部分 ∗

Λ 个别为 ∗ Λ 以圆形 !椭圆形为主 室温下

图  阿尔金大平沟金矿 号矿体 ≥ 测年样品

采样位置示意图

) 钾长变粒岩 ) 片理化绢云 绿泥石蚀变带 ) 早期石英脉

) 含金 多金属石英脉 ) 黄铁矿化 ) 号矿化带 号矿体

) 围岩全岩样 未分析 ) 石英包裹体 ≥ 测年样品及编号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气液两相 气相百分数为 ∗ 盐度

ω ≤ 密度在 ∗

之间 包裹体均一温度以 ∗ ε 为主 陈宣华

等 ∀

样品破碎至粒径为 ∗ 在双目镜下

仔细挑选出纯净石英 纯度达 以上 ∀将样品

放入 Β ≤ 中煮沸约 以除去铁质及碳酸

盐矿物 然后将 ≤ 移去 加入纯净水冲洗数次至中

性 再加入 Β 在低温电热板上煮沸

以除去黄铁矿等杂质矿物 ∀在 ε 下采用热爆超

声洗涤法去除次生包裹体 方法是先将用酸和纯水

超声洗涤干净的矿物样品放入带盖的石英烧杯中

然后放入烘箱内 逐步升温至次生包裹体爆裂温度

停止升温 在恒温条件下 保持 使样品中所

含次生包裹体爆裂完全 降至室温 在样品中注入适

当的纯水 在超声条件下洗涤 移去洗涤液并

测定其电导率 反复 ∗ 次 直至最后一次洗涤液

 第 卷  第 期           杨  屹等 阿尔金山早古生代岩浆活动与金成矿作用              

 
 

 

 
 

 
 

 



表 2  大平沟金矿含金石英流体包裹体 Ρβ−Σρ同位素分析数据

Ταβλε 2  Ρβ−Σρ ισοτοπε δατα οφ αυριφερουσ θυαρτζ φλυιδ ινχλυσιονσιν Δαπινγγου γολδ δεποσιτ

样品号 样品名称 ω ω≥ ≥ ≥ ≥ Ρ

⁄ 含金 黄铁矿石英脉 ?

⁄ 含金 黄铁矿石英脉 ?

⁄ 含金 黄铁矿石英脉 ?

⁄ 含金 黄铁矿石英脉 ?

⁄ 含金 黄铁矿石英脉 ?

⁄ 含金 黄铁矿石英脉 ?

 由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同位素实验室测定 ∀

图  大平沟金矿床含金石英流体包裹体 ≥ 等时线图解

ƒ  ≥ ∏ ∏ ∏

∏ ∏ ⁄ ∏ ∏

的电导率接近于纯水的电导率为止 ∀最终使用爆裂

法打开包裹体 超声波提取 离心分离法获得包裹体

样品 ∀

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 可调多接收

固体质谱仪上分析包裹体的 ≥ 同位素组成 ∀

≥ 同位素比值测定的相对偏差为 精度

为 ∀分析误差用 Ρ表示 ∀制样和分析过程

中对全流程本底进行了监控 ∀为了降低流程本底

全部操作均在净化室内进行 ∀用石英亚沸蒸馏器将

电阻为 ≅ 8 的高纯水进一步纯化 其 ≥ 空

白含量为 ≅ ∀ ≤ ! 等试剂均为高纯无

机酸 经石英亚沸蒸馏后 ≥ 空白达 ≅ ∀

整个流程空白经与样品平行测定多次 和 ≥ 的

含量均稳定在 ≅ 水平 ∀

大平沟金矿床含金石英流体包裹体 ≥ 同位

素分析结果见表 ∀根据 件石英流体包裹体样品

的 ≥ 同位素分析数据 采用国际通行的 ≥

° ×程序进行数据处理 计算得到 ≥ 等时线年

图  大平沟西花岗岩 ⁄° 钾长石阶段加热年龄

谱 与冷却历史的 ⁄⁄模拟

数据来自 ≤ 图形已重新表示

ƒ  ∏

⁄° • ⁄ ∏

⁄⁄ ∏

龄为 ? 见图 ≥ ≥ 初始值为

? Ρ ≥ • ⁄ ∀

2 .3  钾长石40 Αρ/ 39 Αρ定年和 ΜΔΔ 模拟

定年和 ⁄⁄ 模拟的钾长石样品

⁄° 来自大平沟西黑云母花岗岩 采样点位置见

图 ∀实验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 地

球与空间科学系 实验室完成 测试结果见

表 ∀

图 给出了该样品的阶段加热 累计释放年

龄谱和 ⁄⁄模拟曲线 √ ∀

该年龄谱在 ∗ 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年龄梯

度 并在大约 以上的高温阶段出现了较平的

年龄谱 图 ∀在应用 ⁄⁄模拟方法时 忽略了

中间年龄峰 它一般只影响年龄谱中大约 累计

释放量在 ∗ 之间的部分 使该部分偏离单

调冷却过程 ∀图 中得到的热历史代表了 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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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平沟西黑云母花岗岩(ΔΠ2−1)钾长石40 Αρ/ 39 Αρ测试数据

Ταβλε 3  40 Αρ/ 39 Αρ δατινγ δατα οφ Κ−φελδσπαρ φρομ βιοτιτε γρανιτε (Σαμ πλε ΔΠ2−1) ατ Ωεστ Δαπινγγου

Η ε τ 3 3 年龄 ? Ρ 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 ≤ 地球与空间科学系 实验室测定 ∀其中 τ为处于阶段温度下加热的时间 ∀ 3 表示校正后用于计算年龄的数据

表示由 转化而来的 ∀误差采用分析计算的总误差 ? Ρ 总 ∀

佳拟合线平均值的 可信区间 ∀根据 ⁄⁄模拟

结果 可以认为该样品在 ∗ 之间经历了

快速冷却过程 从 ε 左右快速冷却至 ε 以

下 ∀而从 到 的其余 时间里

该样品经历了上地壳层次的缓慢冷却过程 ∀

 讨  论

3 1  阿尔金山北缘早古生代岩浆弧的形成时代

阔什布拉克黑云母花岗岩岩体是阿尔金山北缘

地区规模最大的深成岩岩体 它的锆石结晶年龄为

? 与阿尔金地区深成岩侵入活动的峰期

年龄 陈宣华等 一致 说明该地区东西向分

布的花岗岩类主要形成于奥陶纪 属于早古生代岩

浆活动 ∀大平沟西黑云母花岗岩中锆石 ° 年龄

? 代表了这一期岩浆活动早期的产物

由于南倾的拉配泉断裂的断裂活动而被带到地表 ∀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Ο根据

侵入岩特征及与地层的接触关系 将阔什布拉克岩

体划归为晚元古代中期第四次侵入的斑状黑云母花

岗岩和似斑状黑云母斜长花岗岩 并认为阿尔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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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缘地区主要的岩浆活动在晚元古代 ∀崔军文等

在讨论北阿尔金古生代蛇绿岩带的时候 延

用了上述观点 将该岩体划归为 Χ ∀本文根据 ⁄

× ≥锆石 ° 测年结果 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修

正 并认为 该地区花岗岩类主要为早古生代岩浆活

动的产物 ∀

阿尔金山北缘下古生界地层主要由大量的枕状

熔岩 !硅质岩 !灰岩和厚层浊积岩组成 可能存在一

个早古生代的/ 阿尔金洋0 陈宣华等 ∀深成

岩侵入到早古生代岛弧型的火山 沉积岩系中 可能

是早古生代岩浆弧的根 ∀由于阔什布拉克岩体和大

平沟西花岗岩给出了非继承性 ° 年龄数据 因

此 早古生代岩浆弧并不是建立在前寒武纪大陆壳

之上的 ∀地质和同位素年代学证据都支持存在一个

南倾的大陆边缘俯冲带 ∀

前人在阿尔金地区曾取得过一些年龄数据 如

红柳沟 ) 拉配泉和阿帕 ) 茫崖两个蛇绿混杂岩带中

玄武岩 ≥ 等时线年龄1分别为 ?

∗ ? 和 ? ∏

刘良等 2 阿尔金西段榴辉岩年龄1≥

等时线年龄 ? 锆石 ° 年龄

? 2以及且末县

南角闪质糜棱岩年龄1≥ 等时线 ?

∏ 2 ∀与它们相比 阔什布拉克岩

体的年龄数据比较年轻 说明了岩浆弧可能是在板

块俯冲发生高压变质作用之后形成的 ∀

阔什布拉克岩体与阿尔金断裂南东侧柴北缘的

柴达木山花岗岩 ≥ ° 锆石 ° 年龄为

吴才来等 的形成时代相当 且均为以似

斑状花岗岩为主的岩基 ∀因此 阿尔金断裂两侧的

阿尔金山和柴达木山可能具有相似的早古生代构造

环境和深成岩活动历史 ∀

3 2  大平沟金矿成矿时代和成矿物质来源

石英流体包裹体是矿物形成过程中捕获且封闭

在主矿物内的成矿介质 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 !高的

化学纯度 !较好的热稳定性和后生变化微弱等特点

是应用 ≥ 地质年代学直接测定成矿作用时代的

理想对象 ∀同时 锶同位素作为一个有效的 / 示踪

剂0已被广泛地用于研究矿床物质来源和矿床成因

获得的 ≥ ≥ 初始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球化学

参数 对于解决成矿物质来源等诸多地质问题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

阿尔金山北缘大平沟金矿床含金石英脉流体包

裹体 ≥ 等时线年龄为 ? ∀ 组数据

确定的 ≥ 等时线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相关系

数为 ∀这说明 成矿流体中的同位素可能达

到均一化 自石英矿物形成以来流体包裹体中 ≥

体系保持封闭 因此 该等时线年龄的地质意义比较

明确 它代表了主成矿期成矿流体热液活动的时代

其成矿时代在早古生代 ∀

大平沟金矿区发育的钾长石化带 在空间上和

成分上都与富含钾长石的黑云母花岗岩有着紧密联

系 而金矿化又与钾化具有密切的成因联系 陈宣华

等 ∀含金石英脉流体包裹体 ≥ 等时线

年龄1 ? 2与其西部黑云母花岗岩锆石

° 年龄1 ? 2接近 也说明了花岗岩浆

活动与金矿化的密切关系 ∀含金石英脉流体包裹体

的初始 ≥ ≥ 值为 ? Ρ 与阿

尔金山地区同时代的苏吾#什杰岩体花岗岩1 ≥

等时线年龄为 ? 崔军文等 2的

初始 ≥ ≥ 值 ? 相当 表明大平

沟金矿床的形成与本区早古生代构造岩浆热事件有

关 成矿物质可能来源于该期花岗岩浆 ∀

3 3  中生代伸展构造与大平沟金矿床的剥露作用

大平沟金矿床处在拉配泉断裂的下盘 具有受

剥离断层控制的金属矿床特点 陈宣华等 ∀

虽然本文提供的数据说明 大平沟金矿床可能形成

于早古生代花岗岩岩浆活动的同时 但是 金矿床却

是在中生代拉配泉断裂伸展作用过程中随着地块的

不断抬升而剥露的 并最终出露地表 ∀拉配泉断裂

的活动十分有利于成矿物质沿着断裂形成的剪切带

及其与北西西向断裂的交汇部位聚集成矿 陈正乐

等 王小凤等 ∀阿尔金山北缘中生代伸

展构造的发育可能具有弧后盆地的背景 主要受特

提斯洋的俯冲作用控制 陈宣华等 ∀

 结  论

本文根据 ≥ 地质年代学分析 得到阿尔金

山北缘大平沟金矿床的形成时代为 ? ∀

通过与已有的花岗岩中锆石 ° 年龄的对比 可以

认为它与该地区早古生代岩浆活动早期阶段的年龄

相一致 ∀中生代伸展构造 ∗ 导致了该

地区金矿床的快速抬升与剥露作用 使之成为接近

地表的可采地质体 ∀

致  谢  感谢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李华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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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 ≥ 地质年代学研究方面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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