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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是中国最重要的金矿集中区之一，此外本区还发育福山邢家山接触交代-斑岩型钼钨矿床、牟平孔

辛头矽卡岩型铜钼矿床、栖霞尚家庄斑岩型钼矿、荣成冷家热液蚀变型钼矿等一系列大中型钼（钨）矿床

以及一些小矿（化）点（《中国矿床发现史•山东卷》编委会，1996；孔庆友等，2006；王虹等，2006）。本

区金矿和钼钨铜等矿床赋矿岩石基本为中生代花岗岩类。胶北隆起区构造岩浆活动频繁，以早元古代和中

生代最为强烈。中生代大规模岩浆活动以侵入作用为主，并具有多期多阶段的特点，火山喷发作用相对较

弱，主要以中酸性为主，发育在陆相盆地之中。岩浆侵入活动早期以花岗质岩浆为主，到了晚期常伴随中

基性脉岩群贯入。 

关于胶东金矿的成因目前普遍认为与中生代构造-岩浆热液活动或碰撞造山作用有密切的联系（Chen 

et al., 2005；蒋少涌等，2009）。值得关注的是本区几处钼钨铜矿床均与中生代燕山晚期花岗岩类侵入有关，

在一定的控矿侵入岩发育区是进一步寻找钼（钨）矿的有利远景区，但目前对本区钼（钨）矿的理论研究

和找矿勘查工作关注程度较低。本文作者在莱州市南宿花岗岩开展地质调研时新发现有辉钼矿矿化，于是

对此展开了相关的矿物学和岩石学研究，并对辉钼矿进行铼－锇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分析，获得辉钼矿的矿

化年龄。借此获得有意义的认识，对本区钼（钨）矿的成因认识和找矿勘探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  样品采集与实验方法 

本次新发现的辉钼矿矿化发育于南宿花岗岩岩体内，该岩体属中生代燕山晚期艾山阶段伟德山超单

元。样品采集于莱州市南宿饰面石材花岗石矿区的民采废弃花岗岩采坑中，GPS 点位为：37°09’02’’ N，

120°06’35’’ E，海拔高程 138 m。共采集含辉钼矿矿化的花岗岩新鲜样品 8 件，岩性为中粗粒似斑状二长花

岗岩。辉钼矿多呈浸染状或细脉状产于花岗岩中发育的石英脉边缘和内部，偶见呈集合体状分布于花岗岩

中，少量沿构造擦痕线理分布于花岗岩体后期构造节理面上。 

采集的样品经辉钼矿单矿物挑纯后，送 5 件辉钼矿样品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素年代

学和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完成 Re-Os 同位素测试工作。分析流程可参考相关文献（Markey et al.，1998；杜

安道等，2009），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改进（具体见李晶等，2010）。 

5 件辉钼矿样品的 Re-Os 同位素模式年龄分别为：（111.8±0.3）Ma、（117.5±0.3）Ma、（118.5±0.4）Ma、

（121.3±0.4）Ma和（128.9±0.5）Ma｡采用 187
Re衰变常数 λ=1.666×10

-11
/a（Smoliar et al., 1996），利用 ISOPLOT

软件（Model3, Ludwig, 1999）将 5 件数据回归成一条直线，求得等时线年龄为（137±14）Ma（MSWD=159，

1σ误差）。同时求得 5 件数据的加权平均年龄为（117.8±7.0）Ma（MSWD=243，1σ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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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结果讨论 

本次测定的辉钼矿样品采集于同一个小矿化点，计算所得等时线年龄的误差较大，同样加权平均年龄

误差也非常大，且等时线年龄与加权平均年龄也不吻合，所获得的等时线年龄难以反映辉钼矿的矿化年龄，

因此综合认为，模式年龄更能够代表辉钼矿的形成年龄。 

伟德山超单元广泛侵入于古老变质基底岩系，印支期、燕山早期的侵入岩及白垩纪莱阳群、青山群地

层，常构成规模较大的复式岩体，如伟德山岩体、院格庄岩体、牙山岩体、艾山岩体及南宿岩体等，属壳

源与幔源岩浆混合而成的同熔深成花岗岩类（孔庆友等，2006），其同位素年龄值集中于 105~127 Ma 之间

（宋明春等，2009）。其中南宿岩体侵入于郭家岭闪长花岗岩中，前人通过 SHRIMP U-Pb 获得的郭家岭闪

长花岗岩年龄值为 130~126 Ma（Qiu et al., 2002），南宿岩体密斑状中细粒含黑云二长花岗岩（金牌单元）

U-Pb 年龄为 117 Ma（1∶20 万莱阳幅，王沛成等，1996），对比本次测试表明辉钼矿矿化与南宿岩体的形

成同期。大量研究工作表明胶东地区金矿床形成时间主要集中于 120 Ma 左右（Chen et al.，2005；蒋少涌

等，2009），说明辉钼矿矿化与金矿形成时代大体一致。 

胶东已知的大中型钼（钨）矿床尚未开展定年工作，其赋矿岩体大都属于伟德山超单元，成矿母岩都

以似斑状花岗闪长岩和二长花岗岩为主，与钼（钨）矿化关系密切。福山邢家山大型钼钨矿床的控矿岩体

幸福山斑状花岗闪长岩，其同位素年龄值为 124.27 ~ 163.24 Ma（K-Ar法，孔庆友等，2006），栖霞尚家庄

钼矿床的钼矿化发育在牙山含斑中细粒二长花岗岩岩体中，该岩体的 SHRIMP U-Pb 年龄为（117.7±2.9）

Ma（邱连贵，2008），都与本次测试获得的辉钼矿年龄相当，因此推断围绕伟德山超单元是胶东地区寻找

接触交代型、热液充填脉型钼钨矿的有利地段。 

3  结  论 

本次测试获得胶东南宿花岗岩中矿化辉钼矿铼-锇模式年龄为（111.8±0.3）~（128.9±0.3）Ma。研究区

岩体及矿化辉钼矿形成时代与胶东已知钼钨矿赋矿岩体特征及成矿时代一致，可为本区热液充填脉状和接

触交代钼钨矿的勘查工作提供一定的指示意义。本区钼（钨）矿床的成矿机制是什么？辉钼矿矿化与胶东

金大规模成矿时代吻合，金矿与钼（钨）矿空间分布的相关性，金矿与钼（钨）矿存在怎样的成因关系？

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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