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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秦岭碰撞造山经历了长期板块构造的俯冲碰撞和板块边缘构造演化，于印支期最终完成，形成了统

一的中国大陆，并由此转入陆内变形。Au、Mo 多金属矿床同位素年龄资料表明印支期是秦岭的重要成矿期，其

成矿作用明显受到构造演化控制，反映特定的地球动力学背景和作用过程。秦岭印支期成矿作用不仅奠定了中国

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的基础，而且为研究碰撞期和碰撞期后构造体制快速转换的研究提供了新线索。重视秦岭

以及中国印支期成矿作用的研究，对正确认识秦岭成矿带的区域成矿规律、造山带演化的深部动力学过程，建立

符合中国和东亚实际的成矿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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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造山带是夹于中国华南与华北两大板块之间板块结合带。有着长达 30 亿年以上的构造演化历史，由于板块的俯冲

碰撞作用，构造运动复杂，岩浆活动强烈，不同类型、不同成因的花岗岩十分发育。特别是中生代的花岗岩出露非常广泛（卢

欣祥，1989；2000，李先梓等，1993）。这里物质对流和壳幔相互作用非常强烈，使秦岭造山带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多

期次、多体制的复合性大陆造山带。秦岭不仅是中国大陆南北的地质、地理、气候、生态以及人文的天然分介。而且是中国

重要的矿产资源及能源基地。金、钼、铁、铅锌银多金属矿产十分丰富，从而使秦岭造山带成为中国及世界瞩目的有色金属、

贵金属成矿带，尤其燕山期的成矿作用非常广泛和强烈早已是地学界的共识，并且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和阐述，现在还正不断

的深化中（毛景文等，2005；李永峰等，2005）。近几年来发现秦岭印支期成矿作用也很普遍，印支期的成矿年龄不断出现。

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秦岭印支期的成矿作用及成矿机制进行初步的阐述。 

1  秦岭造山带构造演化 
秦岭造山带有着长期复杂的构造演化历史。秦岭造山带的碰撞造山作用，经历了前造山（Ar1-Pt2），主造山（Pt2-T）和

后造山（T3-K）的 3 大演化阶段，由古洋盆的初始闭合/局部点式接触碰撞和长期的板块边缘的构造演化，于印支期最终完

成，秦岭与扬子、华北板块一起形成了统一的中国大陆，并由此转入陆内变形（张国伟等，1996；2001）。 

受印支运动的影响，秦岭发生过岩石圈的拆沉和基性岩浆的底侵作用，并形成秦岭不少重要的金、钼矿床（卢欣祥等，

1998；2000），拉开了秦岭造山带中新生代成矿的序幕。 

2  秦岭印支期成矿作用 
秦岭造山带印支期成矿作用非常明显，近年来获得了众多的 Au、Mo 多金属矿床（其中不少是大型矿床）精确的同位

素年龄资料（39Ar-40Ar、U-Pb、Re-Os 等），据初步统计小秦岭和熊耳山以及伏牛山、武当山、西秦岭等地区的大中型金、

钼矿床已获得 20 多个矿床 250~198 Ma 的成矿年龄（黄典豪等，1994；冯建中等，2002；卢欣祥，1998；2004，姚书振等，

2006）。如东铜峪金矿为 208 Ma，张家坪金矿为 208 Ma，上宫金矿为（242±11）Ma，庙岭金矿为 245.83 Ma，北岭金矿为

216.04 Ma，八卦庙金矿为（235.58±1.5）Ma（坪年龄）和 222.14 Ma（等时年龄，冯建中等 2004），黄龙铺钼矿为 220~331Ma
（黄典豪 1994）。 

秦岭的不少矿床原来都定为燕山期的，经过精确测试之后获得了印支期的成矿年龄，如八卦庙金矿、小秦岭-熊耳山的

金矿等。经过研究后又发现不少矿床是印支期开始成矿，成矿后又经过燕山期成矿作用迭加（冯建中等，2003），从而使矿

化强度和成矿规模不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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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支期的成矿作用在秦岭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武当、三江、天山、昆仑等造山带和成矿带中也都十分明显（陈毓川，

1999）。 
以上清楚地表明印支期是秦岭造山带的重要成矿期。其成矿作用明显受到构造演化控制，反映特定的地球动力学背景

和作用过程。秦岭印支期成矿作用不仅奠定了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的基础，而且为研究碰撞期和碰撞期后的构造体制

快速转换提供了新证据。 

3  秦岭印支期成矿机制 
印支运动在秦岭是明显和强烈的，在沉积建造，岩浆活动，构造形迹得到全方位的展现。造山期后应力状态的快速转换，

地幔上涌和深部物质上升（卢欣祥，1996；2000），导致地壳热量进行再分配。地幔流体向地壳浅部的运移扩散是秦岭有色

金属、贵金属矿床成矿的重要机制，这得到了同位素资料的支持。上地幔物质和能量向地壳运移扩散以及壳幔物质的交换、

循环，极有利于矿床的形成。秦岭印支期成矿同世界上许多与造山带有关的金及多金属矿化主要出现在造山晚期的伸展、抬

升阶段的规律相一致。 
缓慢碰撞结合、快速折返、区域构造应力场由挤压向拉张快速转换的构造演化模式，很可能是导致出现印支期成矿的主

要原因。因此，在聚焦于燕山成矿作用的同时，对秦岭乃至整个中国东部印支期成矿作用也应予以充分关注。 

4  重视印支期的成矿作用 

任何地质作用和地质体的生成无不与一定的构造运动的演化和体制有关，尤其矿床作为一种特殊的地质体，是有用元素

在岩石圈演化过程中的高度富集，更是一定构造条件下，各种地质作用综合作用的结果。大规模的成矿作用仅仅发生在出现

特殊事件的某构造环境中。区域构造演化和成矿作用是在同一地球动力学背景作用下的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大规模的成矿

作用是地壳演化到某一特定阶段的动力学过程，特别是深部过程中的物质记录。印支运动结束了长期存在南海北陆的古地理

格局，形成统一中国大陆。秦岭作为中国南北构造的分介或衔接带，更具有重要构造意义。从秦岭造山带长期演化历史看，

印支期是秦岭造山带构造演化至关重要的阶段。正是由于印支运动，才使扬子与华北板块实现拼接，结束了秦岭主造山阶段

的历史，强大的俯冲碰撞的挤压造山作用已经完成，从而使中国南北两大板块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大陆，开始了新的板内构

造演化阶段。 
对于印支期成矿作用问题，应该从造山带总体构造演化以及与燕山期成矿的联系的角度进行新的思考。印支期成矿作用

是中国大陆构造转折期的一种地质效应，是中国东部中生代大规模成矿作用的开始和先导。燕山期的成矿作用大爆发（毛景

文等，1999；华仁民等，1999）实质上是印支期成矿作用在板内条件下的继承和叠加（卢欣祥，1998），印支成矿作用和燕

山期成矿作用一起构成了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作用大爆发的完整旋回（卢欣祥，1998）。 
重视秦岭以及中国印支期成矿作用的研究，对正确认识秦岭成矿带的区域成矿规律、造山带演化的深部动力学过程，建

立符合中国和东亚实际的成矿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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