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  床  地  质 
2010年                                    MINERAL DEPOSITS                             第 29卷  增刊 

 

 

皖南东源含 W、Mo 花岗闪长斑岩及成岩成矿 

年代学研究*
 

周  翔 1，余心起 1，王德恩 2，张德会 1，李春麟 1，傅建真 2，董会明 2
 

（1中国地质大学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2 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 332地质队， 

安徽 黄山 245000） 

 

2008年安徽地质矿产勘查局 332地质队在皖南祁门县东源发现WO3资源量大于 9.62万吨的斑岩型白

钨矿床，且钼矿化有望达到大型规模，实现了皖南地区找矿工作的重大突破。东源矿区所处的皖南地区介

于北部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和南部钦杭成矿带之间，属于全国 19 个成矿区带之外的非重点成矿区带，也是

地质工作程度较低的地区。大地构造位置上，祁门东源矿区位于江南隆起带东段偏北部的边缘，属于扬子

板块内部稳定区，构造岩浆活动偏少，与赣东北复合混杂岩带的成矿条件有较大差别。 

矿区主要发育多个花岗闪长岩和二长花岗岩岩体（岩株），东源岩体（岩株）矿化最好，蚀变强烈且

有明显分带。东源岩体北西边部出露有细粒云煌岩岩脉；岩体东部出现角闪闪长玢岩岩脉，其中石英脉发

育黄铜矿、黄铁矿和磁铁矿，伴随钨矿化。矿区围岩为基底性质的中元古界牛屋组粉砂岩-板岩-千枚岩，

均不同程度角岩化，基本上呈单斜状产出；总体为近东西走向，倾向南，倾角陡立。北东向和北西西向两

组断裂是矿区的重要控矿构造。 

东源花岗闪长斑岩岩石呈浅灰及灰白色，主要为细粒二长花岗岩、细微粒斑状花岗闪长岩，呈似斑状

结构，基质微细粒花岗结构及斑状结构，块状构造。岩体边部矿物颗粒相对较细，一般具中细粒结构，中

部颗粒变粗。斑晶主要为斜长石、石英、暗色矿物，粒度 1~3 mm，深部局部有颗粒直径达到 1 cm。斜长

石含量约 50 %，半自形板状，环带明显，绢云母化强烈，主要为假像。石英含量 5%~10%，他形粒状，边

界不规则。暗色矿物约 3 %，均已变为白云母、铁质等，呈黑云母假像，杂乱分布。基质主要由斜长石、

钾长石、石英、暗色矿物组成，部分粒度 0.2~1 mm，部分<0.2 mm。其中钾长石呈半自形-他形粒状，土化

及碳酸盐化等明显，表面污浊，含量 15%；其他矿物包括斜长石（10 %）、石英（10%~15 %）和黑云母假

像（2%）。副矿物见白钨矿及不透明矿物，有榍石、磷灰石、锆石、辉钼矿、黄铜矿等，次生矿物为粘土、

绢云母、碳酸盐、白云母等。东源岩体中心部位发育钾化蚀变，大多为线性蚀变，钾长石呈脉状分布于石

英细脉中，脉体呈浅红色。岩芯中观察到有后期较纯石英脉切穿前期钾化脉的现象，说明钾化是在蚀变过

程前期发生的。钾化带之上有较宽的黄铁绢英岩化带。该带的岩石中绿泥石多数达到 30%以上，为交代长

石所形成，部分岩芯整体呈浅绿色；绢云母含量占全岩的 6%~40%不等，一般为 25%~30%，往往与硅化

交替出现，局部两者共存。硅化在岩体中主要表现为石英细脉的发育。 

东源岩体岩石化学、地球化学分析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察研究所完成。东源岩体代

表性样品的地球化学分析数据显示其 w(SiO2)含量变化范围较小（66.52% ~ 70.33%）；全碱(ALK)含量较高

w(Na2O+K2O) 变化于 7.06%~8.31%之间），高钙（w(CaO) 大于 2%），钾大于钠（K2O/Na2O=0.84~2.02，

多数大于 1）；具有较高的 w(K2O)（3.71%~5.56%）、w(P2O5 (0.11%~0.17%)；Fe2O3/FeO >0.4（15个样品中

11个）。w(Al2O3) 中等(14.7%~16.53%)，里特曼指数 δ=1.94~2.88；铝饱和指数（A/CNK）在 1.02~1.23之

                                                        
*本文得到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公益性地质（科研）工作项目《祁门东源－绩溪逍遥一带钨多金属矿成矿规律研究》（编号：2009-20）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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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多数大于 1.1，显示出过铝质（Al2O3﹥Na2O+K2O+Ca2O）的特征。 

东源岩体的稀土总量为 96.44×10
-6～215.30×10

-6，它们具有较高的 LREE/HREE比值（7.05～15.40）和

高的 LaN/YbN比值（21.63～28.42），因而在球粒陨石标准化的稀土元素分布模式图上，分布曲线明显呈右

倾型，反映岩浆作用过程中，轻、重稀土元素之间发生了明显的分异作用。东源岩体 Eu 亏损程度相对不

明显，δEu值为 0.77～0.84；(La/Sm)N值稍高（平均为 5.69），(GdN/Yb)N比值稍低（1.34~3.35，平均为 2.03），

表明轻稀土元素之间的分馏相对明显而重稀土元素之间的分馏较弱，全部样品均显示相对富集 Ba、K、Rb

等大离子亲石元素（LILE），相对亏损 Sr、Ta、P、Ti等高场强元素（HFSE）。 

东源岩体钨元素以白钨矿成矿，岩体全岩矿化，据已测 22个岩体样品的钨元素平均品位为 95.01 μg/g；

钼平均品位约 7.396 μg/g，主要以辉钼矿形式富集在岩体的钾化蚀变石英脉、石英-碳酸盐脉中出现，多对

称分布在脉壁附近，晶体细小，多与黄铁矿共生。岩芯资料显示，相对于上层的黄铁绢英岩化带，下层钾

化带内钨元素明显亏损。 

SHRIMP 锆石 U-Pb 测年样品采自东源岩体和褐头岩体。锆石基本上都为典型的岩浆锆石。除个别样

品测出离群值，09dy06中具有震荡环带生长边的岩浆锆石年龄集中在谐和线上 144～149 Ma之间，加权平

均年龄值为（146 ± 0.73）Ma（n＝10，MSWD=0.71）；除去离群值，09ht06的具有震荡环带生长边的岩浆

锆石年龄集中在谐和线上 144～150 Ma之间，加权平均年龄值为（146± 0.58）Ma（n＝12，MSWD=0.69），

属于晚侏罗世。 

东源岩体辉钼矿 Re-Os 测年样品 09dy01、09dy03 采自地表，样品 ZK303-1、ZK303-3 和 ZK404-1-4

采自岩芯，辉钼矿呈片状和浸染状、条带状产出，经挑选达到测试标准的辉钼矿粉，由国家地质实验测试

中心 Re-Os同位素实验室进行矿化年龄的测定。测试获得的数据显示：① 辉钼矿的 Re含量从 22.02～98.09 

μg/g，187
Os含量从 34.19～148.8 ng/g；② 辉钼矿 Re-Os模式年龄集中在 145.5～160.7 Ma范围内，等时线

年龄（146.4 ± 2.3）Ma，表明辉钼矿化为成岩同期的成矿活动。 

依据多个地球化学图解判断东源岩体的岩浆源区为多种沉积相的地壳沉积岩和地幔岩石的混合。15个

岩体样品的全岩锆石饱和温度（751～790℃）均显示幔源物质在东源岩浆岩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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