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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粤北瑶岭钨矿区存在石英脉型黑钨矿和矽卡岩型白钨矿两种成矿类型，与石英脉型黑钨矿成矿同期

形成的白云母的B"0’／7C0’年龄为（#BCDBBE"D?7）+)，与华南中生代燕山期大规模的 F、5G成矿作用的年龄一致，

代表石英脉型黑钨矿的成矿年龄。与石英脉型黑钨矿成矿相关的隐伏灰白色黑云母花岗岩的5A/,+3锆石年龄为

（#<=E!）+)，与矽卡岩型白钨矿成矿相关的浅肉红色白基寨黑云母花岗岩的5A/,+3锆石年龄为（#<=E#）+)，这

两个花岗岩体的年龄完全相同，代表了与瑶岭钨矿成矿相关的花岗岩结晶年龄。白基寨花岗岩中存在年龄为#=!D7
!#=CD=+)的继承性岩浆锆石核，矿区隐伏黑云母花岗岩中存在年龄为B""DC!B!=D<+)的继承性锆石核，表明与

成矿相关花岗岩的原岩含有加里东期和燕山早期火成岩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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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X9G)M%9VUO%&(’I%P&I9UIU%]:)MI9X:)W%M’)GIU%&9P*’%:)U%PU9 ÎG%’):IZ)UI9G9Vb9:V’)̂IU%>d()’UZ\%IGW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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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南处于近东西向的印支构造带和燕山期

与太平洋板块俯冲有关的北北东向构造带的叠加转

换部位，经历了加里东期、印支期以及燕山期的多期

次构造、岩浆作用（陈培荣等，+**+；华仁民等，+**N；

+**,&），形成了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钨、锡成矿区

———南岭钨、锡矿成矿区（华仁民等，+**,;；毛景文

等，+**"；+**#）。瑶岭钨矿位于华南钨、锡成矿区

的南部，广东省韶关市正东约NOB@处，是华南典型

的石英脉型黑钨矿床。该矿床于上世纪初被发现，

,*年代到"*年代广东省地质局及广东省有色地质

勘查局陆续对该矿床进行了勘查和科研工作，并结

合粤北梅子窝等钨矿床的综合研究，总结出了典型

的石英脉型黑钨矿床“五层楼”成矿模式（冶金部南

岭钨矿专题，!#",）。王燕等（+**O；+**P）、刘东宏

（+**#）结合近年来开展的全国新一轮地质找矿和危

机矿山找矿工作对瑶岭钨矿的矿化类型进行了总

结，但与瑶岭钨矿成矿相关花岗岩以及成矿的具体

年龄仍然不清楚。本文对瑶岭钨矿区石英脉型黑钨

矿脉带下部隐伏的灰白色黑云母花岗岩以及与矽卡

岩型白钨矿相关的浅肉红色白基寨黑云母花岗岩进

行了GHIJ%K锆石年龄测定，同时用)*L-／N#L-法对

黑钨矿石英脉的成矿年龄进行了测定，并对其地质

意义进行了讨论。

! 成矿区域地质背景

瑶岭钨矿床位于粤北瑶岭Q梅子窝钨矿带的西

部（图!）。瑶岭Q梅子窝钨矿带处于北西向瑶岭复背

斜的核部，西起瑶岭钨矿，东到梅子窝钨矿，南北宽

约!+B@，东西长约N*B@。在瑶岭复背斜核部钨矿

资源丰富，为钨矿床（点）集中区。自西向东分布有

瑶岭、石人嶂、梅子窝N个中Q大型石英脉（脉带）型

钨矿床，以及师姑山、河口山等小型矿床、矿点。在

瑶岭Q梅子窝钨矿带的北部、东南部、南部分别有江

西西华山、大吉山、岿美山、广东锯板坑等著名的大

型钨矿床。

区域地层的分布受瑶岭复背斜的控制，在背斜

核部出露的地层为寒武系—奥陶系的浅变质石英

岩、板岩、硅质岩、页岩等；泥盆系、石炭系分布于复

背斜的南北翼，与下伏的寒武系、奥陶系呈角度不整

合接触。泥盆系下部岩性为石英砂岩、砂砾岩，中、

上部为灰岩、泥灰岩夹生物碎屑灰岩以及粉砂岩；石

炭系的主要岩性为石灰岩、泥质粉砂岩等。白垩系

陆相碎屑岩及火山岩地层主要分布于北部的南雄盆

地。

区域上侵入岩发育，瑶岭Q梅子窝北部的南雄盆

地出露有燕山期的九峰花岗岩体（"+,），南部出露大

面积分布的燕山期贵东花岗岩体（"+,），瑶岭钨矿区

的南部出露燕山期的白基寨黑云母花岗岩体（"+,）。

瑶岭Q梅子窝复背斜的核部零星出露印支期的花岗

闪长岩（"#!,）、英安斑岩（$%!,）以及燕山期的二云母花

岗岩（"N,）等。

区域上断裂构造发育，以RSS向、RT向以及

RRT向N组为主，钨的成矿主要与RSS向和RT
向+组断裂构造产生的张裂隙有关。

+ 矿床地质特征

瑶岭钨矿区出露的地层为寒武系、奥陶系的浅

变质的陆源碎屑岩以及泥盆系石英砂岩、砂砾岩、灰

岩、泥灰岩、粉砂岩（图+），矿区南部出露燕山期的白

基寨黑云母花岗岩（"+,），矿区西部及东部有燕山期

的花岗岩（"N,）及石英斑岩脉（&’）出露。

瑶岭钨矿区钨的成矿类型主要有+类（王燕等，

+**O；+**P；刘东宏，+**#）：第一类是石英脉型黑钨

矿，呈脉状沿RSS向和RT向两组断裂裂隙产于

寒武系、奥陶系和隐伏的灰白色黑云母花岗岩体中。

矿带沿RSS向延长约+***@，宽!+**@；单脉最

长可达,**@，矿化标高在N,*!!!**@。矿脉产

状近于直立，倾向北东或南西，倾角O,!",U，具有典

型的“五 层 楼”成 矿 模 式（冶 金 部 南 岭 钨 矿 专 题，

!#",）。矿体（或矿化体）由地表（标高约!!**@）至

目前开采的),*中段，依次出现微脉蚀变带（脉宽小

于*$N1@）、稀疏平行细脉带（脉宽一般几个1@）、密集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瑶岭"梅子窝钨矿带区域地质图（据中国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修改）

!—第四系；#—白垩系；&—石炭系；’—泥盆系；(—奥陶系；)—寒武系；%—断层；*—黑钨矿脉；+—地质界线；!$—不整合界线；

!!—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花岗岩；!’—石英斑岩；!(—二云母花岗岩；!)—英安斑岩

,-./! 01.-2345.1252.-64574829:;1<425-3."=1->-?2:@3.A:132B1C15:（72D-9-1D49:1BE;-34F2391BB2@A=1:45A
01A2@B61G1252.-645H@BI1J，#$$%）

!—K@4:1B34BJ；#—EB1:4612@A；&—E4BC23-91B2@A；’—L1I23-43；(—MBD2I-6-43；)—E47CB-43；%—,4@5:；*—N259B47-:1I1-3；

+—G1252.-645C2@3D4BJ；!$—O362392B7-:J；!!—GB432D-2B-:1；!#—=23>2.B43-:1；!&—GB43-:1；!’—K@4B:>82B8;JBJ；

!(—=@A62I-:1C-2:-:1.B43-:1；!)—L46-:-682B8;JBJ

细脉"薄脉带（主脉宽!!$67，次脉宽&!%67）、薄

脉带（主要由几条!$67的脉组成）和大脉带（脉宽

多大于’$67）。矿石的主要组成矿物为黑钨矿、白

钨矿、锡石、黄铜矿、黄铁矿、毒砂、方铅矿、闪锌矿以

及非金属矿物石英、电气石、萤石、白云母等，围岩蚀

变主要为云英岩化、硅化、绢云母化、萤石化等。石

英脉型黑钨矿是瑶岭钨矿的主要成矿类型，自发现

开始到目前，开采的矿石主要为此类型矿石。第二

类成矿类型为矽卡岩型白钨矿，矿体产于矿区西南

部浅肉红色白基寨黑云母花岗岩与泥盆系灰岩、泥

灰岩、粉砂岩接触带的矽卡岩中，目前控制矿体长度

*’$7，厚约($7，延深约#$$7。主要组成矿物有

石英、石榴子石、绿帘石、绿泥石以及矿石矿物磁铁

矿、白钨矿、黄铁矿等。对此类型矿床的成矿前景，

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的勘查。

石英脉型黑钨矿矿体下部在’($7中段附近出

现隐伏的侵入岩体，岩性为灰色中粒黑云母花岗岩，

石英含量（质量分数，下同）约&$P，斜长石约’$P，

钾长石约#(P，黑云母约(P，岩石蚀变强烈，黑云

母部分已蚀变为白云母，钾长石出现钠长石化。此

中段可见黑钨矿石英脉切入隐伏的花岗岩体中，矿

体 进入隐伏花岗岩之后品位逐渐降低，因而认为此

&#第&$卷 第!期 翟 伟等：粤北瑶岭钨矿成矿相关花岗岩的锆石HQ0R=S年龄与’$TB／&+TB成矿年龄及其地质意义

 
 

 

 
 

 
 

 



图! 瑶岭钨矿地质图（据王燕等，!""#；!""$）

%—寒武系；!—奥陶系；&—泥盆系；’—燕山二期的黑云母花岗岩；(—燕山三期的花岗岩；#—燕山期的石英斑岩；$—黑钨矿石英脉；

)—含白钨矿矽卡岩；*—断层；%"—推测断层；%%—地质界线；%!—角度不整合接触界线

+,-.! /0121-,34254617890:412,;-8<;-=80;>061=,8（4780?@4;-0842.，!""#；!""$）

%—A45B?,4;；!—C?>1D,3,4;；&—E0D1;,4;；’—F,18,80-?4;,8017=031;>:4;=94;,4;60?,1>；(—/?4;,801789,?>:4;=94;,4;60?,1>；#—G<4?8H

61?69I?I17:4;=94;,4;60?,1>；$—@127?45,80JK<4?8HD0,;；)—L39002,80=M4?;；*—+4<28；%"—N;70??0>74<28；%%—/0121-,342B1<;>4?I；

%!—O;-<24?<;31;71?5,8I

花岗岩体就是与石英脉型黑钨矿成矿相关的花岗

岩。

& 样品特征及分析测试方法

用于LPQNRS锆石测年的!件样品，一件采自

瑶岭矿区西南的白基寨花岗岩体（图!），岩性为浅肉

红色黑云母花岗岩，样品编号为"):TJ!；另一件采

自瑶岭钨矿石英脉型黑钨矿体下部’("5中段%!!
号勘探线隐伏的灰白色黑云母花岗岩体，样品编号

为"):TJ&。样品清洗干净后在温度!%""U下烘

干，单矿物锆石的分离由河北省廊坊区域地质调查

研究所完成，锆石样品制靶（编号：/!$(!）、阴极发光

照像分别由北京离子探针中心的制样室和电子探针

室完成。锆石VJSB同位素分析在北京离子探针中

心的LPQNRS!上完成，详细的分析原理和流程参

见相关文献（@,22,45=0842.，%*)$；A156=81;0842.，

%**!；W4=>424，!"")），仪器工作条件和分析方法详

见宋 彪 等（!""!）的 相 关 文 献。样 品 与 标 准 锆 石

XYR（’%$R4）交替测定，每测定&个样品点，测定%
次标准锆石。样品测试过程中尽量选择阴极发光生

长环带明显、无包裹体、无裂纹的锆石晶体或避开锆

石中的裂纹和包裹体。数据处理由北京离子探针中

心的张维研究员用T<>Z,-的N=16218&["软件完成，

普通铅根据实测!"’SB校正，年龄值选用!"#SB／!&)V
年龄，单个数据点误差均为%"，加权平均值误差为

!"。

用于’"O?／&*O?成矿年龄测定的白云母样品采

’! 矿 床 地 质 !"%%年

 
 

 

 
 

 
 

 



自瑶岭钨矿!"#$中段%&’号勘探线上，在此勘探

线上&’号含黑钨矿石英脉最宽可达"#!’#($，石

英脉中有宽约"($的与黑钨矿石英脉同期形成的

由石英脉体捕获的围岩碎块蚀变形成的云英岩化蚀

变体（图)），因而云英岩化蚀变体中的白云母基本与

成矿同时。白云母样品就采自此云英岩化蚀变体

中。样品中云母的粒度较粗，一般&!"$$，样品破

碎后在双目镜下人工选出纯净的白云母单矿物样品

约&##$*，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核反应

堆完成照射，!+,&核反应堆的快中子通量为（’-#!
’-"）.%#%&／($&·/。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

究所的01,01同位素实验室完成测试，采用激光加

热01,01法测定，测试仪器为英国2345/617$856/9
"!##01:质谱计和深圳光大9;<=:=>?@"#A 二

氧化碳激光器，数据处理由邱华宁研究员用0101,
90B9（CDEE81/，&##&）软件完成，详细的分析测试方

法参见相关文献（邱华宁，&##’）。

! 分析结果

!F" 白基寨黑云母花岗岩的年龄

白基寨浅肉红色黑云母花岗岩中的锆石呈自形

的长柱状、柱状或短柱状晶体，长约%##!)##"$，

淡黄色或近于无色透明。通过对锆石晶体在透射光

及阴极发光图像观察，可将其分为&类：一类存在继

承性锆石核和新生的锆石边，继承性锆石核无明显

的磨圆现象，可能为继承性岩浆锆石；另一类为新生

图) 黑钨矿石英脉照片及白云母样品采样位置

GH*F) IJD6DDKLDMK1N$H68@O7N16PQ8H5N5RMD(N6HD5
DK$7/(DQH68/N$EM8

岩浆 锆 石，两 类 锆 石 均 具 有 明 显 的 生 长 环 带（图

!0）。

通过对新生锆石以及继承性锆石新生边部的

S<:4TI分析，得出了一致的和谐年龄（表%）。这

些锆 石 中 的 !（?J）为%"&.%#U’!+%’.%#U’，

!（V）为&+#.%#U’!%)&#.%#U’，?J／V比值为

#-&W!%-"X，%&个 测 点 的&#’IY／&)WV 年 龄 值 在

（%""-&Z%-+）!（%’&-"Z&-%）TN之间，在谐和曲

线图中集中成群分布，加权平均值为（%"WZ%）TN
（图"），此年龄值代表瑶岭钨矿区白基寨花岗岩的形

成年龄。)个继承性锆石核的分析结果显示，其年龄

为（%W&-)Z&-%）!（%W+-WZ&%）TN，且其V含量

高，!（V）为)X"W.%#U’!!"++X.%#U’，?J／V比

值低，为#-%#!#-&%，明显不同于前者，显示白基寨

花岗岩的原岩含有燕山早期火成岩的成分。

!F# 隐伏黑云母花岗岩的年龄

隐伏的灰白色黑云母花岗岩中的锆石呈自形的

大小不一的柱状晶体，长约%"#!)"#"$，淡黄色或

近于无色透明。通过对锆石晶体在透射光及阴极发

光图像观察，也存在&类锆石晶体：一类有继承性锆

石核和新生的锆石边组成，继承性锆石核无明显的

磨圆现象，可能为继承性岩浆锆石；另一类为新生岩

浆锆石，两类锆石均具有明显的生长环带（图![）。

通过 对 新 生 锆 石 和 继 承 性 锆 石 新 生 边 部 的

S<:4TI分析，得出了一致的和谐年龄（表%），其锆

石中!（?J）为%&).%#U’!W!&.%#U’，!（V）为

&)&.%#U’!W!)".%#U’，?J／V比值为#-%!#-""，

%#个测点的&#’IY／&)WV年龄值在（%"!-’Z%-+）!
（%’!-#Z%-+）TN之间，在谐和曲线图中集中成群

分布，加权平均值为（%"WZ&）TN（图"），此年龄值

代表瑶岭钨矿区隐伏黑云母花岗岩的年龄。)个继

承性锆石核的分析结果 显 示，其 年 龄 为（!##-+Z
W-X）!（!&W-"Z"-#）TN，!（V）为&X).%#U’!
%&"+.%#U’，!（?J）为+X.%#U’!%+W.%#U’，?J／

V比值低，为#-%’!#-)X，显示隐伏黑云母花岗岩的

原岩含有加里东期火成岩的成分。

!F$ 石英脉型黑钨矿的成矿年龄

与黑钨矿石英脉同时形成的云英岩化体中白云

母样品的激光加热)+01@!#01年龄分析结果见表&，

共有&#个激光加热分析阶段，获得了较平坦的年龄

谱（图’）。第%!&阶段的年龄较小，为%&&-X’!
%!%-!%TN，第&#阶段的年龄较大，为%")-&)TN，

而第)!%+阶段的年龄变化很小，形成了平坦的年

"&第)#卷 第%期 翟 伟等：粤北瑶岭钨矿成矿相关花岗岩的锆石S<:4TI年龄与!#01／)+01成矿年龄及其地质意义

 
 

 

 
 

 
 

 



图! 瑶岭钨矿白基寨黑云花岗岩（"）和隐伏黑云母花岗岩（#）中的锆石阴极发光照片

$%&’! ()*+,-,.,/0%12,3./1,4#5%6%0+5%7%,-%-8&153%-8（"）5397:1%897%,-%-8&153%-8%3-+8;5,<%3&
-:3&.-8398*,.%-

=> 矿 床 地 质 >?@@年

 
 

 

 
 

 
 

 



表! 瑶岭钨矿与成矿相关的花岗岩锆石"#$%&’年龄分析结果表

()*+,! "#$%&’-.’*/)0)1234561782519:5)740,.5,+)0,/0;7:80,7947,5)+43)0417470<,=)1+47:0;7:80,7/,>1840

测点

编号

!"#$%&
／’

!（(）／

)"*#
!（+,）／

)"*#
!-!+,／
!-.(

!"#$%!／
)"*#

!"#$%／!-.(
年龄／/0

!"1$%!／!"#$%! 2’ !"1$%!／!-3( 2’ !"#$%!／!-.( 2’
误差相关

系数

白基寨黑云母花岗岩（编号：".456!）

)7) "7.! .-- -!- "78" )17. )317-2)79 "7"8.8 -73 "7)#8. -71 "7"!81" )7! "7--!
!7) !71" -13. #.- "7)9 9378 ).!7.2!7) "7"3.# !79 "7!-!- -7) "7"!.1# )7! "7-1!
-7) )79! 8838 9)- "7!) ))! ).!7-2!7) "7"1!) -7) "7!.3" -7- "7"!.#. )7! "7-3.
87) "78) )-!9 9)# "71) !.73 )3.7)2)79 "7"89! !7) "7)#.- !78 "7"!8.- )7! "789!
37) "73) .#3 88" "73- ).7. )#"7)2!7" "7"3)3 !73 "7)1.3 !7. "7"!3)3 )7- "7831
#7) !71) 9-9 3)) "73# !)7! )#!732!7) "7"88- 178 "7)3# 173 "7"!33- )7- "7)1-
17) )791 !.. !!9 "7.! #7). )3#7"2-7" "7"833 )" "7)38 )" "7"!889 !7" "7)9-
.7) "79- 381 !!3 "78! ))71 )31712!7" "7"8.. #79 "7)#1 17) "7"!811 )7- "7).3
97) )78# 3"# )-3 "7!. )"7. )3#732!7) "7"89! 17) "7)#1 17! "7"!831 )78 "7).1
)"7) )7-9 )!!# 318 "78. !#73 )31792)79 "7"3.9 87) "7!")8 87- "7"!8." )7! "7!9)
))7) "7#8 )-!" 31. "783 !179 )337.2)79 "7"31- !7. "7)9-! -7) "7"!88# )7! "7-99
)!7) "7-8 183 8!" "73. )371 )337!2)79 "7"893 !73 "7)##8 !7. "7"!8-1 )7! "788!
)-7) "7"! 83991 8383 "7)" )，)." ).97.2!7) "7"8.-) "7#" "7)99) )7- "7"!9.9 )7) "7..8
)87) )788 !9" )3! "738 #73" )#-732!7! "7"3"" #7- "7)11 #73 "7"!3#9 )7- "7!".
)37) )7-) 888 #1# )731 973- )317!2!7) "7"8.- 37# "7)#8- 37. "7"!8#9 )78 "7!8"
隐伏黑云母花岗岩（编号：".456-）

)7) "7)- .8-3 .8! "7)" ).8 )#)782!7" "7"8.9. "7#! "7)1)- )78 "7"!3-# )7! "7.9-
!7) )7)# !1. )8) "73- 37.1 )38712!7) "7"3!! #73 "7)13 #7# "7"!8!9 )78 "7!".
-7) "7". 1)9 -". "788 )37- )31712)79 "7"3)3 !7! "7)131 !73 "7"!811 )7! "78."
87) "783 --8 )89 "78# 17)) )317)2!78 "7"3)1 37) "7)131 37- "7"!8## )7# "7!9!
37) "781 )!-# 8-" "7-# !173 )#87"2)79 "7"811 !7! "7)#93 !73 "7"!31# )7! "781.
#7) "7)8 )".! -1- "7-# !-7- )39782!7" "7"3)8" )7# "7)118 !7" "7"!3"8 )7! "7#!8
17) "7!! !1- 91 "7-1 )37) 8""792.71 "7"33. !7" "789- -7" "7"#8! !7! "7189
.7) — #8! )!" "7)9 -179 8!.73237" "7"3.9) "7.9 "733.- )73 "7"#.18 )7! "7."1
97) "7)! #39) 3"# "7". )83 )#!7.2)79 "7"8918 "73. "7)138 )7- "7"!331 )7! "79"!
)"7) "7"8 3"9! .-. "7)1 )". )31782)7. "7"3"88 "7#- "7)1)9 )7- "7"!81) )7! "7.1.
))7) "7"1 )!93 )9. "7)# 1379 8!37!287. "7"33-. )7) "73!"1 )7# "7"#.). )7! "71!.
)!7) "7-! 9## -)- "7-- !"7! )387#2)79 "7"3). -7! "7)1-! -73 "7"!8!1 )7! "7-3.
)-7) )7." !-! )!- "733 37". )397#2!78 "7"3"" )) "7)1- )) "7"!3"# )73 "7)83

图3 瑶岭钨矿区白基寨花岗岩和隐伏花岗岩中锆石(6$%谐和曲线图

:;<73 (6$%&=>&=?@;0@;0<?0A=BC;?&=>DB?=AE0;F;C,0;<?0>;GH0>@%I?;H@<?0>;GH;>G,H40=J;><GI><DGH>@HK=D;G

注：$%&和$%!分别为普通铅和放射性成因铅，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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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白云母"#$%／&’$%同位素分析结果表

()*+,! "#$%-&’$%./0102.3)4)+5/,/0678/309.1,
阶段 激光能量／! "#$%（$）

"&$%（’(）
")$%（’*）

"+$%（,）
-.$%（/） !01!／2( -.$%（/）／3 "+$%（,）／3

4 -563 .5....44 .5...."# .5...... .5...+)" .5..&... 4115&#0"5)# #)5-6 .5"#
1 65.3 .5....4) .5....&# .5...... .5.."1#) .5.1#+-- 4-45-4045)4 )"51+ 454+
" 6563 .5....14 .5....6) .5...... .5.4.4&# .5.)+.4 4-+5##0.5)) +"5-& "5#+
- #5.3 .5....41 .5....#6 .5...... .5.4""4) .544#4.) 4-+54+0.5#- +#5+) -5)"
6 #563 .5....11 .5....#) .5...... .5.4"6## .544)#61 4-+5#-0.5&. +-5&" -5+1
# &5.3 .5....4# .5....&# .5...... .5.44++- .54.6-11 46.5"#0.5)" +65#& -5"6
& &563 .5....4+ .5...."1 .5...... .5.444++ .5.+&.+- 4-)5"+045.- +-5#4 -5.&
) )5.3 .5....4+ .5....6& .5...... .5.41.-& .54.-.1& 4-&5)10.5)# +-5)) -5"&
+ )563 .5....4. .5....+4 .5...... .5.414.6 .54.-##+ 4-)5.40.5)) +&544 -5"+
4. +5.3 .5....4. .5....)) .5...... .5.4-+1" .541))## 4-&5)"0.5&& +&5#1 65-1
44 +563 .5.....+ .5...41) .5...... .5.4611) .54"4-)" 4-&5)40.5&) +)5." 656"
41 4.5.3 .5.....) .5...4-" .5...... .5.466-+ .54"-&." 4-)51)0.5&. +)544 65#-
4" 4.563 .5.....& .5....&# .5...... .5.4-1.4 .541-6&6 46.5.)0.5)6 +)5"& 6546
4- 445.3 .5.....& .5....&. .5...... .5.4-#)6 .541)&.+ 4-+5+60.5&- +)5"6 65""
46 44563 .5.....) .5....#& .5...... .5.44&&& .54."""6 46.5440.5)# +&56+ -51&
4# 415.3 .5.....6 .5....6" .5...... .5.4."+) .5.+4-.1 46.5"&0.5+4 +)5-4 "5&&
4& 4-5.3 .5....4& .5...6-4 .5...... .5.1.&+# .54)4&"1 4-+56"0.5#& +&54& &566
4) 4#5.3 .5....6# .5.....1 .5...... .5.1..11 .54&#)). 4645.+0.5). +45-- &51&
4+ 1.5.3 .5....4" .5...... .5...... .5.46&"- .54"+&"4 4645)60.5&1 +&5". 65&4
1. 165.3 .5.....+ .5...44- .5...... .5.""6"1 .5"..#.& 46"51"0.5#" ++5.1 4154&
注：氩同位素单位为7，电子倍增器的灵敏度为48#-94.:46;<*／;7。

图# 瑶岭钨矿白云母-.$%="+$%坪年龄、等时线及反等时线年龄图

>?@5# A*<B<C-.$%="+$%D*(BE(F(@EGDEHB%F;，?G<HI%<J(JK?JLE%GE?G<HI%<J<C;FGH<L?BEC%<;BIEM(<*?J@BFJ@GBEJKED<G?B

)1 矿 床 地 质 1.44年

 
 

 

 
 

 
 

 



龄坪，坪年龄为（!"#$""%&$’(）)*，(#+,的总释放

量占总量的-.$/#0。在"&+,／(.+,1(#+,／(.+,图上

所有测试点构成的等时线年龄为（!"#$(2%!$/.）

)*；等时线年龄、反等时线年龄及坪年龄均完全一

致（图.）。由等时线与反等时线获得的（"&+,／(.+,）&
值为(&(和(/.，与现代大气氩比值近似，说明所测

的样品基本不含过剩氩，所获得的坪年龄和等时线

年龄是可靠的，代表了瑶岭钨矿黑钨矿石英脉的成

矿年龄。

2 讨 论

华南是中国重要的有色金属成矿富集区，特别

是进入中生代以来华南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岩浆作

用及其伴随的大规模成 矿 作 用（华 仁 民 等，!###；

/&&2*；/&&23；毛景文等，/&&-），第一次发生在燕山

早期（!-&!!’&)*），以45、63789、（+5）成矿为代

表，第二次发生在燕山中期（约!’&!!"&)*），主要

是以华南的:、;9、<37=*成矿为代表，第三次发生

在燕山晚期（!"&!.2)*），以;9、>成矿以及东南

沿海的+57457637897+?成矿为代表。

燕山中期是华南重要的 :、;9成矿期，由于华

南岩石圈的伸展减薄作用，地幔软流圈上涌产生玄

武质岩浆的底侵，导致大规模改造型或陆壳重熔型

花岗岩形成，伴随花岗岩的产生形成一系列大型、超

大型的 :、;9矿床，且成矿年龄主要集中在!.&!
!"&)*。如江西大吉山钨矿的白云母"&+,／(#+,年

龄为!""!!"’)*（张文兰等，/&&"），白云母的@7+,
年龄为!2(!!2-)*（蒋国豪等，/&&"），漂塘钨矿的

白云母"&+,／(#+,年龄为!22!!2#)*（张文兰等，

/&&#），柯树岭钨矿的白云母"&+,／(#+,年龄为!2#
)*（刘善宝等，/&&-），西华山钨矿的黑钨矿;A7<B
等时线年龄和石英中流体包裹体C37;,等时线年龄

分别为!(#)*和!"&)*（李华芹等，!##(）；湖南柿

竹园锡多金属矿床的辉钼矿CD7EF等时线年龄为

!2!)*（李红艳等，!##.），芙蓉锡矿的形成年龄为

!2!!!.&)*（彭建堂等，/&&’）。位于粤北瑶岭7梅

子窝钨矿带中部和北部的石人嶂钨矿和师姑山钨矿

的辉钼矿CD7EF等时线年龄分别为!2")*和!2#
)*（付建明等，/&&-；杨晓君等，/&&-），瑶岭7梅子窝

钨矿带东部的梅子窝钨矿的白云母"&+,／(#+,年龄

为!2.)*（翟伟等，/&!&），显示出燕山中期华南:、

;9大规模成矿集中爆发的特点。本文测得瑶岭钨

矿的白云母"&+,／(#+,年龄（!"#$""%&$’(）)*与华

南大规模的 :、;9成矿作用时间一致，是华南大规

模:、;9成矿的组成部分，代表瑶岭钨矿的成矿年

龄。

而中生代华南与:、;9成矿有关花岗岩的年龄

与成矿年龄基本一致或稍大于成矿年龄，也主要集

中在燕山中期，约!’&!!2&)*（华仁民等，/&&23；

毛景文等，/&&#），如与湖南芙蓉锡矿相关的骑田岭

花岗岩的锆石;GCH)6年龄为!22!!.&)*（付建

明等，/&&"；朱金初等，/&&2；赵葵东等，/&&.），与柿

竹园钨锡多金属矿相关的千里山花岗岩的年龄为

!2-!!./)*（刘义茂等，!##’）；江西大吉山钨矿与

成矿相关的两期花岗岩的年龄分别为!2#)*和!.!
)*（孙恭安等，!#-#），漂塘钨矿成矿花岗岩的单颗

粒锆石>763年龄为!./)*和!2()*（张文兰等，

/&&#），西华山钨矿成矿花岗岩的年龄主要为!2&!
!2’)*（吴永乐等，!#-’；陈志雄等，!#-#；)IJDDDK
*LM，!#-’；)*,5DNOLDK*LM，!##&）。本文测得瑶岭钨

矿与矽卡岩型白钨矿成矿相关的白基寨黑云母花岗

岩的锆石;GCH)6年龄为（!2-%!）)*，与石英脉型

黑钨矿成矿相关的隐伏黑云母花岗岩的年龄为（!2-
%/）)*，这两个岩性不同的花岗岩体的年龄完全一

致，且也与燕山中期华南大规模 :、;9成矿相关花

岗岩的年龄一致，代表了与瑶岭钨矿成矿相关花岗

岩的结晶年龄。

此外，在白基寨花岗岩中还存在年龄为!-/$(!
!-#$-)*继承性岩浆锆石核，!（>）高，为/’(P
!&Q.!!/2#P!&Q.，继承性锆石核没有磨圆现象，

且生长环带发育，说明白基寨花岗岩的原岩中存在

燕山早期花岗质火成岩的成分。瑶岭钨矿区隐伏黑

云母花岗岩中存在年龄为"&&$#!"/-$2)*的继承

性锆石核，这些锆石核也无磨圆现象，生长环带发

育，且与新生边无明显的区别（图"），说明隐伏黑云

母花岗岩的原岩含有加里东期花岗质岩石的成分，

而在瑶岭7梅子窝钨矿带的东部，梅子窝钨矿区的下

部就存在隐伏的加里东期的花岗闪长岩体（翟伟等，

/&!&）。

华仁民（/&&2I）注意到华南中生代与花岗岩类

成矿密切相关的大规模>、:、;9等矿床的成矿年龄

与成岩年龄之间存在十几个百万年的时差，认为这

种时差反映了花岗岩成岩与成矿在形成机制上的差

异。而瑶岭钨矿石英脉型黑钨矿白云母"&+,／(#+,
成矿年龄与成矿相关花岗岩的锆石;GCH)6年龄

#/第(&卷 第!期 翟 伟等：粤北瑶岭钨矿成矿相关花岗岩的锆石;GCH)6年龄与"&+,／(#+,成矿年龄及其地质意义

 
 

 

 
 

 
 

 



之间也存在!"#的时差，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所选

测年矿物特性的差异及华南中生代独特的成矿大地

构造背景。因为云母类矿物对氩的封闭温度较低，

如白云母为$%&’，黑云母为()&’（"*+,-.#//01
#/2，3!))），而花岗岩中的副矿物锆石在岩浆作用的

早期结晶，其封闭温度远高于云母类矿物，一般认为

可达)&&!!&&’。同时华南燕山中期（34&!35&
"#）发生持续的地壳伸展与减薄作用和多期次的岩

浆作用（华仁民等，(&&%#），地壳处于持续的高热流

值状态，因而可能使瑶岭钨矿成矿同期形成的白云

母的封闭时间远晚于与成矿相关花岗岩中的锆石，

使两者之间产生比较大的时差。

6 结 论

（3）粤北瑶岭钨矿石英脉型黑钨矿中与成矿同

期形 成 的 白 云 母 的5&78／$!78年 龄 为（35!955:
&94$）"#，代表石英脉型黑钨矿的成矿年龄，与华南

中生代燕山期大规模;、<=成矿作用的年龄一致。

（(）瑶岭钨矿区中与矽卡岩型白钨矿成矿相关

的白 基 寨 黑 云 母 花 岗 岩 的<>?@"A锆 石 年 龄 为

（3%):3）"#，与石英脉型黑钨矿成矿相关的隐伏黑

云母花岗岩的年龄为（3%):(）"#，这两个花岗岩体

的结晶年龄完全一致，代表与瑶岭钨矿成矿相关花

岗岩的结晶年龄。

（$）白基寨花岗岩中存在年龄为3)(9$!3)!9)
"#的继承性岩浆锆石核，矿区隐伏黑云母花岗岩中

存在年龄为5&&9!!5()9%"#的继承性岩浆锆石

核，与成矿相关花岗岩的原岩含有加里东期和燕山

早期火成岩的成分。

志 谢 项目野外工作中得到瑶岭钨矿地质科

同行以及广东有色地质勘查局地质勘查研究院曹志

明高级工程师的支持与帮助，同位素测年工作得到

北京离子探针中心张维、宋彪研究员以及中国科学

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邱华宁研究员的大力协助，

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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