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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辉钼矿中 Re 含量示踪来源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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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是极度分散元素，在自然界很少有独立矿物形成。Re 在宇宙地球化学分类中属难容的高度亲铁元

素。Re也具有中等的亲铜地球化学性质，对于硫化物的相容性类似铜，因此 Re在硫化物中一般具有较高

的丰度，但是变异性也非常大（涂光炽等，2004）。Re 的地球化学性质与钼十分类似，因此 Re 常常在钼

的硫化物－辉钼矿中呈类质同象出现并与钼形成固溶体（Terada et al.，1971）。Badalov等（1962） 研究

了中亚钼矿中的 Re含量认为钼矿的温度降低，Re含量会升高，与黄铜矿伴生的辉钼矿富 Re。Terada et al.

（1971）测定了 200 个辉钼矿中 Re 的含量，含量变化范围在 10
-8到 7×10

-3；在火山升华物，斑岩铜矿，

接触变质矿床，浸染状矿床和石英脉中辉钼矿的 Re含量逐渐降低，就侵入岩型中辉钼矿而言，Re含量随

着钼矿的温度降低而升高，但是其中的 Daito地区的辉钼矿 Re含量与这两个规律相反。Ivanov等（1972）

通过对前苏联各种类型矿床中辉钼矿的系统研究，发现在单个矿床和在同一类的不同矿床中，Re的含量总

是多变的；在中温成矿阶段形成的辉钼矿或在中温矿床中的辉钼矿，其 Re 的含量一般比高温阶段或高温

矿床中的辉钼矿高；辉钼矿中 Re含量与硒的含量呈正相关。Ishihara（1988）统计了 74个花岗质岩石中辉

钼矿 Re 的含量，认为与磁铁矿系列有关的矿床高于与钛铁矿系列有关的矿床，夕卡岩中辉钼矿通常含有

较高的 Re。毛景文等（1999）和Mao等（1999）汇总了 8个与磁铁矿系列（I型）花岗岩有关的钼矿床和

铜矿床，1个与钛铁矿系列花岗岩（S型）有关的钨锡矿床，1个碳酸岩脉型钼（铅）矿床（黄典豪等（1985）

认为是幔源型矿床）中辉钼矿的 Re含量，提出从幔源、壳幔混源到壳源，辉钼矿 Re含量可能递降一个数

量级的结论。Stein等（2001）同样认为地幔底侵或交代作用，或者基性和超基性岩石的熔融，形成的辉钼

矿中 Re含量要高于壳源矿床中的。Re在辉钼矿中含量的高低与辉钼矿多型之间的转变没有明显的成因联

系（Selby et al.，2001；Peng et al.，2006）。Berzina等（2005）研究了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蒙古的五个铜钼

矿床中的 24个辉钼矿样品，认为斑岩型铜钼矿床中辉钼矿中 Re的含量与原始岩浆的成分和/或分异，源岩

物质和结晶作用的物理化学条件变化有关。由以上可知，辉钼矿中的 Re 含量变化的控制因素依然是复杂

多样的，但目前很多学者利用辉钼矿中的 Re 含量示踪成矿物质的来源，主要依据是毛景文等（1999）总

结提出的规律，这篇文章的国内引用次数截至目前为 30次（2010年 6月中国引文数据库检索结果），关于

此结论可能存在以下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文中默认了成岩和成矿物质具有同源性，且碳酸岩脉、I 型

花岗岩和 S型花岗岩分别代表了幔源，壳幔混源和壳源成因；其次，获得此统计规律的样本数不足。本文

汇总了 1994～2010年间国内发表的 744个辉钼矿 Re-Os同位素年龄资料，对辉钼矿中的 Re含量进行了统

计分析，探讨了 Re含量变化的几个可能影响因素。 

统计结果显示辉钼矿中 Re 含量与辉钼矿的寄主岩性和共生金属矿物组合存在较为明显的关系，从岩

性角度来说长英质脉和花岗岩中纯辉钼矿 Re含量最低，多在 n×10
-6～n×10

-5
, 几何平均值分别为 7.41×10

-6

和 7.99×10
-6；夕卡岩中纯辉钼矿 Re含量中等，多在 n×10

-5～n×10
-4

, 几何平均值为 58.1×10
-6；碳酸岩中最

高，多在 n×10
-4左右，几何平均值为 249×10

-6。不同岩性中辉钼矿伴生不同矿物时 Re 含量均出现明显的

变化，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仅伴生钨和（或）铅锌金银时辉钼矿 Re含量最低，多在 n×10
-8～n×10

-6，几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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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为 n×10
-7；仅伴生铜和（或）铁时辉钼矿 Re含量最高，多在 n×10

-5～n×10
-3，几何平均值为 n×10

-4；

同时伴生铜（铁）和钨（铅锌金银）时辉钼矿 Re含量处在前两者之间且峰值不是十分明显，多在 n×10
-7～

n×10
-5，几何平均值为 n×10

-6。辉钼矿共生矿物中存在铁时会引起 Re含量在原有基础上升高，例如：辉钼

矿中伴生铜和钨（铅锌金银）时几何平均值为 2.99×10
-6，而辉钼矿伴生铜铁和钨（铅锌金银）时几何平均

值为 34.97×10
-6；辉钼矿共生矿物含铜不含铁和钨（铅锌金银）时几何平均值为 145.9×10

-6，辉钼矿共生矿

物含铁和铜不含钨（铅锌金银）时几何平均值为 358×10
-6。从共生矿物的角度来看辉钼矿中 Re 含量的变

化，钨（铅锌金银）可能具有降低辉钼矿中 Re含量的作用，铁和铜可能具有升高辉钼矿中 Re含量的作用，

后者可能是 Re的亲铜亲铁特征的体现。因此辉钼矿 Re含量的级数变化可能与其产出状态密切相关，可能

不能有效的反应其成矿物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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