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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东南老君山地区印支期成矿事件初探

———以新寨锡矿床和南秧田钨矿床为例!

冯佳睿#，毛景文#，裴荣富#，李 超!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北京 #"""7?；!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北京 #"""7?）

摘 要 老君山地区是滇东南多金属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该区典型矿床精确的成矿时代和构造背景

的研究较少。文章选择与锡石密切共生的金云母及与钨矿共生的辉钼矿为研究对象，分别运用A"0’B7C0’阶段加热

和/%B4D同位素定年方法，对新寨锡矿床中的金云母及南秧田钨矿床中的辉钼矿进行了成矿时代的研究，获得了金

云母的A"0’B7C0’同位素坪年龄，为（!"CE<F#E#）+)，对应的等时线年龄为（!"CE"F!E!）+)，辉钼矿的/%>4D同位

素模式年龄为（!"CE#F7E7）!（!#AE#FAE7）+)。上述测年结果提供了滇东南地区印支期成矿的信息。综合研究

表明，新寨锡矿床和南秧田钨矿床形成于印支期后造山晚期或后碰撞阶段，受控于拉张>裂解的动力学背景。

关键词 地球化学；A"0’B7C0’同位素年龄；/%B4D同位素定年；新寨锡矿床；南秧田钨矿床；印支期；滇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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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东南老君山是中国一个重要的锡钨多金属成

矿区，根据矿床类型和主要成矿元素组合，可将其分

为南秧田0茶叶山（1）、大竹山0新寨（2$01）、曼家寨0
铜街（2$03$）4个矿集区。

新寨锡矿床和南秧田钨矿床是老君山成矿区内

重要的多金属矿床。新寨锡矿床位于该成矿区的北

部，已探明其锡金属储量属大型规模，锌和铜作为伴

生元素可回收利用!。前人对该矿床的矿床地质、成

矿作用和成矿过程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积累

了丰富的基础资料，提出了许多重要认识（李文尧，

5665；李华等，5667；5668；杨国尼，5668），并对矿石

中的黑云母及矿化围岩中的白云母应用90:,法等

方法取得了55;<7=>+和565<76>+的年龄数据

（王学焜，?@@=）。西南地质勘探局46A队（?@88）运

用90:,法获得了新寨锡矿床矿化围岩中黑云母和

白云母的年龄，为?@7<?6"5?7<66>+!，黑云母和

白云母与锡石共生，可代表锡矿床的矿化时代。

南秧田钨矿床位于老君山成矿区的东部，云南

4?7地质分队的地质勘探报告#表明，南秧田矿区的

钨资源储量为中型规模，是滇东南地区最大的以钨

为主的金属矿床。有关该矿床的研究相对较少，特

别是对其成矿时代的厘定尚缺乏精确的同位素年龄

数据，仅有曾志刚等（?@@@）应用矿石全岩BC02,法

获得其年龄为（5?=<5;D?;<A6）>+。

本文在详细研究上述5个矿床地质特征的基础

上，选择与锡石密切共生的金云母及与钨矿共生的

辉钼矿为研究对象，利用=6:,04@:,和B#0E!同位素

测年法，对这5个矿床进行了成矿时代的制约，精确

厘定其成矿年龄，并初步探讨了这5个矿床形成的

构造背景。

?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云南省的东南部，隶属于滇东南0桂

西锡钨多金属成矿带，其大地构造位置位于滨太平

洋构造域，华南褶皱系越北隆起的北缘。该区经历

了复杂的地质演化过程：震旦纪期间，主要形成滨海

至浅海相的类复理石建造；寒武纪至中奥陶世，为碎

屑岩、泥质岩和碳酸盐岩建造；晚奥陶世和志留纪时

期为隆起剥蚀区；泥盆纪至早二叠世，广泛发育浅海

相碳酸盐岩建造；晚二叠世至晚三叠世，部分地区沉

积了巨厚的复理石建造、基性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

建造；晚三叠世末的印支运动使该区域发生强烈的

褶皱和断裂而成为剥蚀区。燕山期花岗岩浆的强烈

侵入活动，形成了老君山花岗岩体（庄永秋等，?@@A；

张洪培等，566A）。

研究区内出露的地层主要为寒武纪变质岩系，

其中，上寒武统歇场组、中寒武统龙哈组和田蓬组、

下寒武统冲庄组最为发育。歇场组的岩性主要为白

云质灰岩；龙哈组和田蓬组的主要岩性分别为白云

质大理岩和石英片岩及片麻岩等；冲庄组主要由斜

长片麻岩和石英云母片岩等组成（图?）。

区内出露的岩浆岩为老君山花岗岩体。该岩体

略似长方形，南北长约?;FG，东西宽约?6FG，面积

约?;6FG5。岩性组分比较单一，按照岩石的演化顺

序大致可分为4期，分别为中粗粒二云二长花岗岩、

中细粒二云母花岗岩和花岗斑岩。

在该区的东南部，出露一套面积约?666FG5的

环状变质杂岩，一些研究者将其称为“老君山变质核

杂岩”（李东旭等，5666；刘玉平等，5666）。该变质核

杂岩的内核为强烈变形的中H深变质岩系，主要分布

在老君山花岗岩体的东侧，由猛硐岩群和花岗片麻

岩构成。猛硐岩群位于花岗片麻岩之上，包括南秧

田和洒西5个岩性段。南秧田岩段以云母片岩为

主，含有云母石英片岩、绿泥石片岩、角闪片岩、石英

电气石片岩等，原岩可能主要为泥质岩类；洒西岩段

的岩性较为复杂，主要为变粒岩类、片麻岩类、角闪

岩类和钙硅酸盐类，原岩主要为长英质砂岩类、泥质

岩类、不纯碳酸盐岩类等。猛硐岩群的变质程度大

多已达角闪岩相，原生沉积构造大多被后生面理构

造所 置 换，顺 层 韧 性 剪 切 作 用 强 烈（刘 玉 平 等，

5666）。花岗片麻岩类为该中0深变质岩系的主体部

分，据其岩石组构特征，由下至上依次为花岗片麻

岩、条痕状花岗片麻岩和眼球状花岗片麻岩，显现出

变形程度逐渐增强的趋势。这些岩石普遍具鳞片花

岗变晶结构，显微交代结构广泛发育，钾长石化较为

! 西南地质勘探局46A队I?@88I云南省麻栗坡县新寨锡矿床详查地质报告I内部资料I

# 云南4?7地质分队I?@8=I云南省麻栗坡县南秧田钨矿深部评价报告I内部资料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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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滇东南老君山地区地质图（据西南地质勘探局"#$队，!%&&!）

!—花岗片麻岩；’—老君山花岗岩；"—猛硐岩群；(—下寒武统冲庄组斜长片麻岩和石英云母片岩；)—中寒武统白云质大理岩、石英

片岩和片麻岩；$—上寒武统歇场组白云质灰岩；*—泥盆系；&—二叠系硅质岩和泥岩；%—三叠系砂岩、页岩夹凝灰岩和玄武质熔岩；

!#—假整合界线；!!—断层；!’—韧性剥离断层；!"—基底剥离断层；!(—走滑断层；!)—国界

+,-—华北地块；.,-—扬子地块；/0-—华南地块

1234! 56787329:8;:<7=>?6@:7ABCD?:C:E6:2C/7B>?6:D>.BCC:C
（:=>6E+7"#$F:E>G7=/7B>?H6D>56787329:8IJ<87E:>27C-BE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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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27C；)—K2LL860:;PE2:CL787;2>29;:EP86，MB:E>NOD9?2D>:CL3C62DD；$—Q787;2>2982;6D>7C67=R<<6E0:;PE2:CS269?:C317E;:>27C；

*—Q6T7C2:C；&—F6E;2:CD282967BDE79U:CL;BLD>7C6；%—VE2:DD29D:CLD>7C6，D?:86OP6:E2C3>B==:CLP:D:8>298:T:；!#—RC97C=7E;2>G；!!—1:B8>；

!’—QB9>286L6>:9?;6C>=:B8>；!"—-:D6L6>:9?;6C>=:B8>；!(—/>E2U6OD82<=:B8>；!)—+:>27C:8P7BCL:E26D+,-—+7E>?0?2C:-879U；

.,-—.:C3>N6-879U；/0-—/7B>?0?2C:-879U

强烈，其副矿物组合为磁铁矿W钛铁矿W锆石。花

岗片麻岩类之内，包裹有大量猛硐岩群的残留体，由

于强烈的变质和变形作用，这些残留体多呈透镜状、

夹层状产出。刘玉平等（’###）选取该花岗片麻岩类

为研究对象，结合其铅同位素特征及FPOFP等时线

年龄，认为该中O深变质岩系的时代应为前寒武纪。

研究区内断裂发育，+X向的马关O都龙、南温河

和文山O麻栗坡大断裂是该区最重要的控矿构造；区

内其他断裂构造主要为+/向和IX向’组，呈十字

型展布。+/向断裂分布于该区的西侧，以向西倾斜

为主，倾角一般为)#"&#Y；IX向断裂分布于该区

的中部及北部，倾角一般为(#"*#Y。

目前，该区已发现大量锡、钨、铜、铅锌、银多金

属矿床（点），其中包括已探明的一批超大型矿床，如

都龙锡锌多金属矿床等。矿床类型众多，有矽卡岩

型、石英脉型、片岩型和硫化物型等。矿床分布的总

体趋 势 是 呈 矿 集 区 形 式 或 成 团 出 现（毛 景 文 等，

’##&）。

’ 矿床地质特征和采样位置

本文选择该地区内的新寨锡矿床和南秧田钨矿

! 西南地质勘探局"#$队4!%&&4云南省麻栗坡县新寨锡矿床详查地质报告4内部资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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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为研究对象，进行成矿时代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重要矿床的地质特征和采样

位置。

新寨锡矿床

新寨锡矿区面积为"#$%&!，区内出露的岩石主

要有大理岩、石英云母片岩、花岗片麻岩、斜长片麻

岩和黑云母石英片岩等。矿体产于中寒武统田蓬

组，赋矿围岩为二云母石英片岩、云母石英片岩及大

理岩等，围岩中成矿元素的丰度偏高，如二云母石英

片岩的!（’(）达!))*+),$（蔡德坤等，+-."）。该

矿床主要由一个主矿体和+/个小矿体组成，矿体呈

层状顺层产出，平行排列，与地层同步褶皱（图!）。

其中最大的!号矿体，占该矿床总储量的.+#!0，

是一个顺层产出的厚大矿体（图"），倾向北西，倾角

图! 新寨锡矿床地质略图（据西南地质勘探局")$队，+-.."）

+—中寒武统田蓬组都龙段云母片岩和大理岩；!—中寒武统田蓬组都龙段大理岩夹云母片岩；"—中寒武统田蓬组都龙段云母片岩夹大理

岩；1—中寒武统田蓬组都龙段大理岩夹石英片岩；/—中寒武统田蓬组都龙段二云石英片岩、石英片岩夹大理岩；$—中寒武统田蓬组都

龙段花岗片麻岩；2—张性断裂及编号；.—性质不明断裂及编号；-—矿体；+)—矿体等厚线；++—地层界线；+!—层状矽卡岩；

+"—岩层产状；+1—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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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IE8<(D4>==8E4<:(I&O8E；.—V&O45I9I=AE<;>IE8<(D4>==8E4<:(I&O8E；-—WE8O9DH；+)—WE8O9DH4=9@<;?；++—’>E<>45E<@?4;O9I(D<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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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新寨锡矿床"号勘探线剖面图（据王学焜，#$$%）

#—中寒武统田蓬组都龙段二云母石英片岩；&—中寒武统田蓬组都龙段石英二云母片岩；!—中寒武统田蓬组都龙段大理岩夹片岩；

%—矿体及编号；’—钻孔

()*+! ,-.///012).345.3*6.+"7-./7012)3*5)30)32809)3:84)2)3;07./)2（4<20-=43*，#$$%）

#—>?.@A)14@BC4-2:/18)/2.<DC5.3*E0AF0-)3E);;50,4AF-)43>)43703*(.-A42).3；&—GC4-2:@2?.@A)14/18)/2.<DC5.3*E0AF0-)3E);;50

,4AF-)43>)43703*(.-A42).3；!—E4-F50@F04-)3*/18)/2.<DC5.3*E0AF0-)3E);;50,4AF-)43>)43703*(.-A42).3；%—H-0F.;I43;)2//0-)45

3CAF0-；’—D-)558.50

#J!&KL。矿体埋藏标高为J%M!##%JA，南北长

###MA，东 西 宽&J!!’&JA，分 布 面 积 约KN%’
OA&，最大厚度为%"N#JA。

新 寨矿床以锡矿化为主，伴生有铜、锌、锑、银、

铅、钨、铋、钴、铟等，平均含锡K+MKP、铜KN&#P、锌

KN!JP"。矿石类型主要有含锡石片岩型和锡石矽

卡岩型。含锡石片岩型是该矿床的主要矿石类型，

是由具高Q3丰度的矿源层，在区域变质作用影响下

形成的，表现为直径数毫米的锡石颗粒沿二云母石

英片岩等围岩的层理分布。矽卡岩型矿石一般品位

较低，其中的锡石主要产于矽卡岩期退化蚀变阶段，

与金云母共生。金属矿物有锡石、铁闪锌矿、磁黄铁

矿、毒砂、黄铜矿、黄铁矿，少量白铁矿、辉铜矿、方铅

矿和斑铜矿等；非金属矿物有石英、长石、云母、萤

石、石榴子石、透辉石、角闪石、阳起石、透闪石、帘

石、电气石、十字石、碳酸盐矿物等。围岩热液蚀变

有硅化、云英岩化、矽卡岩化、白云母化、电气石化、

萤石化、绿泥石化和碳酸盐化等。区内的区域变质

作用为浅至中等变质程度，主要是由各类片岩、大理

岩组成的绿片岩相。矿区内地表未见岩浆岩，仅在

一号平硐中的矿化矽卡岩边缘发现有蚀变的二长花

岗岩，岩石呈团块状、脉状产出，分布范围很小，初步

推测其可能是深部隐伏岩体派生的岩脉。

本文所采集的#号矿体的含金云母锡石矽卡岩

型矿石（9RJ），是矽卡岩晚期即退化蚀变阶段的产

物，其锡矿物主要为浅色的细粒、微粒锡石。经详细

的显微镜观察，该矿石中的金云母呈片状产出（图

%），无定向排列，单偏光下呈浅黄褐色，一组完全解

理，平行消光，粒度为KN&&!KNM&AA，与锡石密切

共生。

南秧田钨矿床

南秧田钨矿区面积为JOA&，区内出露地层主要

为下寒武统冲庄组变质岩系，分为太阳坪、南秧田和

戈岭!个岩性段。早古生代该区发育的一套厚度较

大的由碎屑岩、泥质岩、碳酸盐岩等频繁交互组成的

沉积岩，经区域混合岩化作用形成了中等变质的绿

片岩相S角闪岩相岩系。太阳坪岩段和南秧田岩段

主要为绿片岩相岩石，岩性为片岩、片麻岩、石英岩、

变粒岩等；戈岭岩段主要为角闪岩相岩石，岩性为斜

长 角闪片麻岩、角闪变粒岩、变粒岩等。南秧田岩段

" 西南地质勘探局!KM队+#$""+云南省麻栗坡县新寨锡矿床详查地质报告+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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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南秧田钨矿床地质图（据云南"#$地质分队，#%&’!）

#—第四系；(—下寒武统冲庄组太阳坪段白云母斜长片麻岩；"—下寒武统冲庄组南秧田段片岩和片麻岩；’—下寒武统

冲庄组戈岭段角闪变粒岩和片麻岩；!—下寒武统冲庄组戈岭段花岗片麻岩；)—下寒武统冲庄组南秧田段石英电气石岩；

$—断层；&—二云二长花岗岩；%—花岗斑岩脉；#*—矽卡岩；##—钠长伟晶岩脉；#(—白钨矿体

+,-.! /0121-,34254617890:4;<4;-8,4;8=;->80;?061>,8（4780@:1"#$/0121-,342A4@8<17B=;;4;，#%&’）

#—C=480@;4@<；(—D=>31E,80624-,1324>0-;0,>>17F4,<4;-6,;-D05G0@,;H1I0@J45G@,4;J91;-K9=4;-+1@548,1;；"—L39,>84;?-;0,>>17

:4;<4;-8,4;D05G0@,;H1I0@J45G@,4;J91;-K9=4;-+1@548,1;；’—M1@;G20;?0N2068<;,804;?-;0,>>17/02,;-D05G0@,;H1I0@J45G@,4;

J91;-K9=4;-+1@548,1;；!—/@4;,80-;0,>>17/02,;-D05G0@,;H1I0@J45G@,4;J91;-K9=4;-+1@548,1;；)—C=4@8KN81=@542,;0@13O>17

:4;<4;-8,4;D05G0@,;H1I0@J45G@,4;J91;-K9=4;-+1@548,1;；$—+4=28；&—FI15,3451;K1-@4;,80；%—/@4;,8061@69<@<E0,;；#*—LO4@;；

##—P2G,80N60-548,80E0,;；#(—L39002,801@0G1?<

根据矿物组合和共生关系，将成矿过程划分为(期’
个阶段：（#）矽卡岩期，分为"矽卡岩阶段和#退化

蚀变阶段；（(）石英硫化物期，分为$石英硫化物阶

段和%方解石硫化物阶段。第"阶段的矿物主要为

钙铝榴石、透辉石、符山石；第#阶段的矿物主要有

阳起石N透闪石、绿帘石、绿泥石、钙铁榴石、白云母

和黑云母等，这些矿物充填交代早阶段形成的矽卡

岩矿物，同时形成大量的白钨矿，该阶段是钨矿的主

成矿阶段；第$阶段的矿物主要为石英、萤石、方解

石、辉钼矿、黄铁矿和黄铜矿等，它们大多沿裂隙分

布或充填交代先期形成的矽卡岩矿物；第%阶段的

主要矿物为方解石，含少量磁黄铁矿、黄铁矿和黄铜

! 云南"#$地质分队.#%&’.云南省麻栗坡县南秧田钨矿深部评价报告.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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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方法

!"# $%&$%测年

对样品进行粉碎过筛、水漂、磁选和重液分离，

分选出粒度为"#!$#目的金云母，然后，在双目镜

下手工挑选出%##&’纯度达到(()(*以上的金云

母样品，送实验室进行测试。选纯的金云母样品用

超声波清洗，清洗过程中要注意清洗液的选择和严

格控制时间。通常先用经过%次亚沸蒸馏净化的纯

净水清洗!次，每次!分钟，在此过程中，矿物表面

和解理缝中在天然状态下和碎样过程中吸附的粉末

和杂质被清除，然后，在丙酮中清洗%次，每次!分

钟，在此过程中，矿物表面吸附的油污等有机物质被

清除。

清洗后的样品被封进石英瓶中送核反应堆接受

中子照射，照射工作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游

泳池堆”中进行。使用+$孔道，中子流密度约为

（%)",-.#.!）/·0&1%·21.，照射总时间为%$$#&3/，

积分中子通量为（4),$-.#.$）/·0&1%。样品的阶段

升温加热使用石墨炉，每一个阶段加热!#&3/，净化

!#&3/。质谱分析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56756年代学同位素实验室多接收惰性气体质谱仪

+893:;<上进行，每个峰值均采集%#组数据，所有

的数据在回归到时间零点值后再进行质量歧视校

正、大气氩校正、空白校正和干扰元素同位素校正。

中子照射过程中所产生的干扰同位素校正系数通过

分析 照 射 过 的 =%>?4 和 <@A% 来 获 得，其 值 为：

（!"56／!B56C）<@ D#)###%!$(，（4#56／!(56）= D
#)##4B$%，（!(56／!B56C）<@D#)###$#"。!B56经过放

射性衰变校正；4#=衰变常数"D,),4!-.#1.#@1.；

用E>?FG?H程序计算坪年龄及正、反等时线（GIJ7
K3’，%##.）；坪年龄误差以%#给出。中子照射、样品

处理和仪器测试均使用国内标样黑云母〔LM+7%,黑

云母标样，其标准年龄为（.!%)BN.)%）;@，!（=）

为B)"*〕（王松山，.($!）做监控。详细实验流程见

有关文献（陈文等，%##"；张彦等，%##"）。

!"’ ()&*+测年

辉钼矿样品直接从手标本上取得，样品新鲜，蚀

变很微弱，纯度大于((*。辉钼矿样品颗粒较粗，为

了避免大颗粒辉钼矿由O8和?2的失耦而引起的测

年误差（>P83/8P@9Q，%##!；>89RS8P@9Q，%##.），测试

前先将辉钼矿样品研磨至#)#,!#).&&。辉钼矿

样品的O8T?2同位素测试工作在国家地质实验测试

中心O8T?2同位素实验室完成。分析方法及程序详

见>U368S等（.((,），VI等（%##4），现简述如下：

（.）分解样品 准确称取待分析样品，通过细

颈漏斗加入到<@63I2管底部。将液氮缓慢加到有半

杯乙 醇 的 保 温 杯 中，使 成 粘 稠 状（ 摄 氏1,#!
1$#W）。把装好样品的<@63I2管放到该保温杯中，

用适量超纯浓+<9通过细颈漏斗把准确称取的.$,O8
和.(#?2混合稀释剂转入<@63I2管底部，再依次加入

适量硝酸和!#*+%?%。当<@63I2管底溶液冻实后，

用液化石油气和氧气火焰加热封好<@63I2管的细颈

部分。擦净表面残存的乙醇，放入不锈钢套管内，轻

轻放套管入鼓风烘箱内，待回到室温后，逐渐升温到

%##W（辉钼矿和硫化物样品）或%!#W（岩石样

品），保温%4U。取出冷却后，在底部冻实的情况下，

先用细强火焰烧熔<@63I2管细管部分一点，使内部

压力得以释放，再用玻璃刀划痕，并用烧热的玻璃棒

烫裂划痕部分。

（%）蒸馏分离?2 将待打开的<@63I2管放在冰

水浴中回温，使内容物完全融化，用约%#&9水将管

内溶液转入蒸馏瓶中。把内装,&9超纯水的%,&9
比色管放在冰水浴中，以备吸收蒸馏出的?2?4。连

接蒸馏装置，加热微沸!#&3/。所得?2?4水吸收液

可直接用于E<F7;>测定?2同位素比值。将蒸馏

残液转入.,#&9H8X9C/烧杯中待分离O8。

（!）萃取分离O8 将蒸馏残液置于电热板上，

加热近干。根据样品量加入4!.#&9,!"&C9／G
Y@?+（如果碱化后沉淀量过多，可适当增加Y@?+
用量），稍微加热，促进样 品 转 为 碱 性 介 质。转 入

H8X9C/离心管中，加入4!.#&9丙酮，振荡.分钟萃

取O8。对于#).’以下辉钼矿，离心后，用滴管直接

取上层丙酮相到.,#&9已加有%&9水的H8X9C/烧

杯中，在电热板上以,#W加热除去丙酮，然后，电热

板温度升至.%#W加热至干，加数滴浓硝酸和!#*
过氧 化 氢，加 热 蒸 干 以 除 去 残 存 的 ?2。用 数 滴

+Y?!溶解残渣，用水转移到小瓶中，稀释到适当体

积，备E<F7;>测定O8同位素比值。对于#).’以

上辉钼矿以及其他样品，在丙酮萃取离心后，需进一

步纯化含O8丙酮溶液。将离心管内上清液转入

H8X9C/分液漏斗中分相，弃去碱溶液。再加入%&9
,&C9／GY@?+，振荡.&3/，弃去碱溶液。转移丙酮

相到H8X9C/离心管中，离心。

（4）质谱测定 采用美国HZ5公司生产的电感

,"第!#卷 第.期 冯佳睿等：滇东南老君山地区印支期成矿事件初探———以新寨锡矿床和南秧田钨矿床为例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测定同

位素比值。对于/’，选择质量数012、013，用045监

测6&；对于6&，选择质量数为017、013、011、014、

045、048，用012监测/’。使用!"#$%&’()’&*+,%
-.测 得 的/’、6&和0136&全 流 程 本 底 值 分 别 为

（59570:;595582）<05=4、（59555:;595555）<
05=4、（595550;595550）<05=4，远远小于所测样品

和标样中的/’、6&含量，因此，不会影响测定结果。

> 定年结果

!"# $%&$%测年

与新寨锡矿床中锡石密切共生的金云母的阶段

加热>5#(%:4#(年龄数据见表0，共有0:阶段，温度

变化为355!0:55?。阶段升温年龄谱图及坪年龄

见图1@，据所有构成坪年龄的数据点给出了相应的

>5#(／:7#(A:4#(／:7#(等时线图（图1B）。依据C@DA
(EFGD’等（0430）提出的标准（存在不少于:个加热

阶段且释放:4#(达25H以上）进行坪年龄的计算。

由表0可知，新寨锡矿床矿石中金云母低温释

放阶段（355!155?）的视年龄变化不大，变化范围

为（80893;89:）!（87295;0895）-@，:4#(仅占总

析出量的5908H，可能是由矿物晶格缺陷或矿物边

部少量氩的丢失所造成（邱华宁等，0443）。1:5!
0:55?释放阶段形成了（85492;090）-@（8"）年龄

坪（:4#(占总析出量的44911H）（图1@），等时线年

表# 新寨锡矿中金云母!’$%()*$%年龄测定结果

+,-./# $%&$%0,1,23%45.363471/7815/978:5,71780/43;71

加热阶段
加热温度

／?
>5#(／:4#( :7#(／:4#( :3#(／:4#( :1#(／:4#( >5#(!／:4#(

:4#(／
05=0>FID

:4#(
（+JFK）／H

视年龄／

-@（;0"）

新寨锡矿床金云母，样号：$L%7；测试参数：!M>5K8>FN；"M59554137
0 355 33K5>22 5K8572 5K5555 5K5>80 07K50>2 5K51 5K08 872K5;08K5
8 155 83K:>87 5K5>47 5K5555 5K50>0 08K7713 0K07 0K14 808K3;8K:
: 1:5 02K2770 5K5053 5K5053 5K5518 08K>585 :K33 3K7> 851K>;8K5
> 175 0:K:5>8 5K55:8 5K55>8 5K5535 08K:247 3K:7 01K1> 853K1;8K5
2 145 08K40>0 5K5503 5K5555 5K5572 08K:437 7K21 81K13 851K>;8K5
7 485 08K1235 5K5502 5K5537 5K5574 08K>851 >K>1 :2K74 851K3;8K5
3 425 08K7:80 5K5553 5K5555 5K5578 08K>837 2K75 >>K8: 851K1;8K5
1 415 08K1522 5K5508 5K5555 5K5533 08K>270 2K24 28K32 854K:;8K5
4 0585 08K1712 5K5508 5K5522 5K5573 08K2505 3K17 7>K38 805K5;8K5
05 0525 08K3157 5K5554 5K5555 5K5538 08K25:: 2K>7 3:K5> 805K5;8K5
00 0055 08K3123 5K5500 5K50>0 5K5574 08K>7>1 2K4: 18K51 854K>;8K5
08 0855 08K4840 5K5505 5K5572 5K5535 08K7834 00K0 41K41 808K5;8K5
0: 0:55 08K4574 5K5503 5K5555 5K557> 08K:113 5K73 055 851K8;8K2

图1 新寨锡矿床中金云母>5#(%:4#(坪年龄（@）和等时线年龄（B）图

O)NK1 >5#(%:4#(&G’PQ(JF（@）@RS)&IPT(IR@D@N’S)@N(@F（B）IUGTDIDNIG)Q’)RQT’$)RVT@)Q)RS’G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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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实验标准物质"#$测定结果和标准值

%&’()! $)*+,-,.&+)/0&(1)2&3/&3&(4+,.&(/&+&5-6)782,25+59)-5*2+&3/&*/2&:9()"#$

编号 原样名 !／!
"（"#）／$%&’ "（$()*+）／$%&, 模式年龄／-.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测定值 不确定度

$%%/$%0$, 123 %4$%%$’ $)4%/ %4$5 674,/ %46% $5,4’ $4,

表; 南秧田钨矿床6)782同位素测试结果

%&’(); 6)782,25+59,./&+&5-:5(4’/)3,+)2-*5:+<)=&34&3>+,&3+13>2+)3/)952,+

编号 原样名 !／! "（"#）／$%&’ "（普*+）／$%&, "（$()"#）／$%&’ "（$()*+）／$%&, 模式年龄／-.

$%%7650$) 89:06 %4$%$$5 $/$46)7 $4%)7, ,/4%), 55( 6$54%;745
$%%/$%0$ 89:06 %4%%/(5 $’545$, $4$7,% $%64’7, 5’) 6$74$;54$
$%%/$%06 89:05 %4%%/76 $)746$7 %46/7% $%,47,) 5(6 6%,4$;545

注："#、*+含量的不确定度包括样品和稀释剂的称量误差、稀释剂的标定误差、质谱测量的分馏校正误差、待分析样品同位素比值测量误差，

置信水平,/<。模式年龄的不确定度还包括衰变常数的不确定度（$=%6<），置信水平,/<。!（$()"#衰变常数）>$=’’’?$%&$$／.（@ABCD.E

#F.C4，$,,’），"#G*+模式年龄按下列公式计算：#>〔CH（$I$()*+／$()"#）〕／!。

龄为（6%,=%;646）-.（图(J），7%KE／5’KE初始值为

（6,(=(;/=7），-@L2>6=$，等时线年龄与坪年龄

在误差范围内完全一致，样品初始值的误差相对较

大，其绝对值略高于尼尔值（6,/=/;/），但两者在误

差范围内基本一致，表明金云母形成时没有捕获过

剩氩，本文所测得的数据是可靠的。因此，金云母的

坪年龄（6%,=/;$=$）-.具有地质意义，可代表矿

物的结晶年龄。

?@! 6)782测年

本次测试过程中，分析了实验标准物质123的

"#和$()*+，测试结果列于表6。辉钼矿样品的"#G
*+同位素测试结果列于表5。对5件辉钼矿样品，

获得了近似相等的"#G*+模式年龄值（6%,=$;5=5）

-."（6$7=$;5=$）-.。样品中辉钼矿的普通*+
含量基本为%，说明$()*+都是$()"#衰变的产物，符

合模式年龄的计算条件，所获得的模式年龄可代表

成矿年龄。由于5件辉钼矿样品的模式年龄比较接

近，其$()"#／$()*+的变化范围较小，因此，等时线年

龄的不确定度较大，在这种情况下，采用"#G*+模式

年龄能更准确地反映其成矿年龄。

/ 讨 论

A4B 成矿时代

前人对新寨锡矿床和南秧田钨矿床的成矿年龄

进行过一些年代学研究。王学焜（$,,7）通过M0KE

法对新寨锡矿床矿化围岩及矿石中与锡石密切共生

的白云母和黑云母进行了测定，获得其成矿年龄为

6%6=)%"66/=)7-.；西南地质勘探局5%’队#报道

的新寨锡矿床矿化围岩中黑云母和白云母的M0KE
年龄为$,)=$%"6$)=%%-.；曾志刚等（$,,,）获得

的南秧田钨矿床矿石全岩"J0@E法年龄为（6$7=6/
;$/=’%）-.。虽然运用M0KE法和"J0@E法对年龄

进行限定可能会带来较大的误差，但从上述数据也

可大致判断，这6个矿床均形成于晚三叠世。

本文获得的新寨锡矿床和南秧田钨矿床的成矿

年龄分别为（6%,=/;$=$）-.（图(.）和（6%,=$;
5=5）"（6$7=$;5=$）-.（表5），与老君山地区区域

变质年龄（6%7=5,-.）（王学焜，$,,7）基本一致，而

与该区老君山花岗岩的形成年龄（(5=5",6=,-.）

（刘玉平等，6%%)；冯佳睿等，6%$%）相差较大。由此

可得出的结论应该是，该区锡钨的成矿作用和成矿

热液来源，可能与印支期区域变质作用及混合岩化

热液有密切的关系，而与燕山期老君山花岗岩无明

显的成因联系。

印支期在中国是一个发生重要动力学事件的时

期（胡 正 国 等，$,,7；冯 建 忠 等，6%%6；王 平 安 等，

$,,(；宋史刚等，6%%(；黄典豪等，$,,7），对于滇东南

和整个华南地区是否存在印支期的锡钨成矿作用，

前人也已开展了研究工作。毛景文等（6%%(；6%%,）

总结提出了华南地区中生代主要金属矿床成矿出现

于5个阶段，即晚三叠世（65%"6$%-.）、中—晚侏罗

# 西南地质勘探局5%’队4$,((4云南省麻栗坡县新寨锡矿床详查地质报告4内部资料4

)’第5%卷 第$期 冯佳睿等：滇东南老君山地区印支期成矿事件初探———以新寨锡矿床和南秧田钨矿床为例

 
 

 

 
 

 
 

 



世（!"#!!$#%&）和早’中白垩世（!()!*#%&），并

认为华南地区晚三叠世矿化组合为钨锡铌钽。华仁

民等（+#!#）指出，华南地区锡成矿作用的时间跨度

较大，除燕山中期（!,#!!$#%&）及燕山晚期（!+#!
*#%&）+个成矿高峰期外，印支期也可能成为华南

锡的主要成矿期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料表

明，晚三叠世成矿作用在华南地区普遍存在，例如，

蔡明海等（+##,）获得的湘南荷花坪锡多金属矿床中

辉钼矿的-.’/0等时线年龄为（++)1#2!13）%&；刘

善宝等（+##*）测得赣南崇’余’犹钨矿集区内崇义仙

鹅塘锡钨矿床的成矿年龄为（+(!1)2+1)）%&；杨峰

等（+##3）测 定 了 广 西 栗 木 锡 矿 床 云 英 岩 化

花岗岩中白云母的45’45年龄，认为该锡矿床的成

矿作用主要发生在+!)%&左右；赵蕾等（+##,）研究

了闽西南印支期红山花岗岩的形成时代（++,%&）、

特征及其含矿性，认为其演化晚期的产物有可能形

成锡矿床；毛景文等（+##*）研究发现，湘东钨矿床

（以往称为邓阜仙钨矿床）与印支期岩体具有明显的

时空和成因关系，湘东锡田锡矿床的主体矽卡岩型

锡矿体均位于印支期粗粒花岗岩体的外接触带。以

上数据及研究结果暗示，印支期华南地区存在锡钨

的成矿作用。

!6" 老君山地区印支期成矿作用初探

印支运动是黄汲清（!3)$）首次提出的，泛指晚

三叠世的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整个中国及东亚的区

域构造运动。印支运动对中国古地理环境的发展产

生了巨大影响，结束了三叠纪中期中国“南海北陆”

的构造格局，中国西南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大部地

区已由（浅）海转为陆地。从此，中国南、北陆地连为

一体，大部分地区已处于陆地环境。华北、华南和塔

里木陆块完全会聚拼合，形成了统一的中国大陆（王

鸿祯，!3*$），进入了陆内造山运动，形成了较大的构

造岩浆带并发生了大规模的成矿作用。

秦岭作为中国南、北构造的分界或结合带，具有

重要的构造意义。印支运动在秦岭地区是明显和强

烈的，在沉积建造、岩浆活动、构造形迹上得到全方

位的展现。秦岭地区的印支运动起因于扬子板块与

华北板块在三叠纪末期的俯冲、碰撞作用，碰撞造成

地层叠置逆冲、推覆和走滑，从而使岩石圈加厚，并

发生强烈变质、变形和岩浆活动，尤其是碰撞后期

（晚期）拉张伸展阶段的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更为强

烈。造山期后加厚的岩石圈具重力不稳定性，发生

快速转换，导致岩石圈发生拆沉减薄，并伴随地壳的

快速隆升，从而使软流圈地幔基性岩浆上涌和深部

物质上升（卢欣祥等，!33,；卢欣祥，+###），导致岩石

圈’软流圈系统能量和物质的再分配。当流体上升

的通道被打开时，富含成矿物质的流体可能快速上

升并导致大规模成矿（罗照华等，+##"&）。同时，软

流圈的地幔物质在上升过程中，也会携带大量的成

矿物质和幔源流体。由于软流圈减压和对地壳的加

热效应，一旦产生岩浆，这些含矿流体将随岩浆一起

快速上升到地壳浅部，从而导致大规模成矿作用的

发生（罗照华等，+##,；+##"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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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地区中生代动力体制经历了从特提斯构造

域向滨太平洋构造域的转换，发生了印支和燕山+
期构造挤压和地壳增厚事件（张岳桥等，+##3）。华

南板块在印支期处于华北地块与印支地块之间，华

南地区的中生代构造运动主要是从印支造山运动开

始的。（+$*2,）!（+)(2$）%&发生了以897:;&0:
地块与印支板块’华南板块的碰撞增生为代表的印

支构造运动，并在+)$%&左右造成东特提斯洋的关

闭（<&5=.5.=&>6，+##!），使华南内部发生了以碰撞’
挤压’推 覆’隆 升 为 主 的 印 支 造 山 运 动，任 纪 舜 等

（!333）将其称为“陆’陆叠覆造山运动”。如同世界

上其他造山带主碰撞期后期发生的大量地壳拉张一

样，华南印支造山运动在造山期和造山期后都有强

烈的拉张构造运动发生，造成岩石圈加厚，并伴随强

烈变质、变形和岩浆活动，尤其是在碰撞后期（晚期）

拉张伸展阶段，这种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表现得更

为明显。

加里东期，在滇东南老君山锡钨多金属成矿区，

主要沉积了滨海’浅海相的类复理石建造，其岩石组

合为具沉积旋回的碳酸盐岩、泥质岩及碎屑岩等。

在华南印支运动的影响下，伴随着大规模的区域变

质作用和混合岩化热液活动，该区发生钨锡矿化，钨

矿床一般赋存于下寒武统片岩和片麻岩间的层状矽

卡岩中，锡矿床主要赋存于中寒武统地层。刘玉平

等（+##"）获得的该区都龙超大型锡锌多金属矿床的

锡石?@%8法A’B7年龄和矿石-7’85等时线年龄

均指示锡（铜）矿化的主成矿年龄为""!*+%&。结

合笔者对南秧田和新寨+个矿床的成矿年代学研

究，表明在滇东南老君山锡钨多金属成矿区内，印支

期形成的矿床与燕山期形成的矿床并存。这与卢欣

祥等（+##*）提到的印支期成矿作用的特点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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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印支期成岩成

矿作用及其构造环境进行研究（李献华，!""#；孙涛

等，$##%；孙 涛，$##&；邓 希 光 等，$##’；徐 夕 生 等，

$##%；周新民等，$##(；张宏飞等，$##(）。印支期花

岗岩除与铀矿有密切成因关系外（张成江，!""&；章

邦桐等，$##$；王志成等，$##$；谭洪波，$##"；陈佑纬

等，$##"），还具有形成)*（+）矿床的潜力（刘善宝

等，$##,；赵蕾等，$##&；伍式崇等，$##"；柏道远等，

$##(-）。前人研究表明，华南印支期花岗岩形成于

同造山阶段的后碰撞构造环境（柏道远等，$##(.），

王岳军等（$##/）经研究指出，湘南地区印支期岩体

的主成岩时代为（$%"0%）!（$’’0’）1-，形成于

印支期强烈挤压、地壳物质叠置加厚的构造环境；蔡

明海等（$##&）认为，与印支期花岗岩有关的湘南荷

花坪锡多金属矿床成岩成矿的构造环境可能与印支

期强烈挤压作用后期基性岩浆的底侵作用有关；杨

峰等（$##"）认为，与云英岩化关系密切的广西栗木

锡铌钽多金属矿床是晚三叠世的产物，形成于后碰

撞的伸展体制。毛景文等（$##,）将该期矿化作用与

东秦岭地区晚三叠世钼矿（卢欣祥等，$##,；毛景文

等，$##,）进行对比，认为都属于后碰撞局部伸展环

境的产物。

新寨锡矿床和南秧田钨矿床的成矿作用均发生

在晚三叠世，表明矿床形成于印支期后造山晚期或

后碰撞阶段，印支运动引起的区域变质作用和混合

岩化热液活动对该区的成矿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

形成受控于拉张2裂解的动力学背景。当然，这仅是

初步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的地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

理证据予以支持。

& 结 论

（!）本文所获得的新寨锡矿床内金云母的’#342
%"34年龄〔（$#"5/0!5!）1-〕和南秧田钨矿床内辉

钼矿的6789:年龄〔（$#"5!0%5%）!（$!’5!0%5!）

1-〕，可指示锡钨矿床的成矿时代。

（$）新寨锡矿床和南秧田钨矿床的成矿作用可

能与印支期区域变质作用和混合岩化热液活动有

关。

（%）新寨锡矿床和南秧田钨矿床形成于印支期

后造山晚期或后碰撞阶段，它们受控于拉张2裂解的

动力学背景。

志 谢 野外工作中得到了云南黄金矿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周云满高工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

球科学与资源学院程彦博同学的大力帮助；论文撰

写期间得到了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汤集刚教授的热情

帮助，同时与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谢桂

青副研究员和陈懋弘副研究员进行了讨论，得益匪

浅；国家地质测试中心6729:同位素实验室屈文俊

研究员、杜安道研究员在实验过程中给予了热情的

指导和帮助；审稿人对文章的修改提出了诸多宝贵

意见，在此表示真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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