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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湘西铲子坪和大坪等大型金矿是雪峰山地区颇具代表性的金矿床。本次研究获得该两矿床含金石

英脉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分别为２０５．６±９．４Ｍａ和２０４．８±６．３Ｍａ，矿区外围黄茅园黑云母花岗岩体锆石ＳＨＲＩＭＰ

ＵＰｂ年龄为２２２．３±１．７Ｍａ，测定结果表明成岩和成矿作用均发生于印支期，成矿作用可能与区域性逆冲推覆作

用及相伴生的酸性岩浆侵位密切相关；矿床成因类型应为岩浆热液型，而不宜归为韧性剪切带型或构造蚀变岩型。

关键词：铲子坪金矿；大坪金矿；成矿年代学；雪峰山地区；湖南

　　湘西雪峰山地区是湘西鄂西汞锑金铅锌铁

锰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华南重要金成矿带

之一，湖南８０％金矿床（点）分布于该区，构成了湖

南最重要的黄金生产基地（彭建堂等，１９９８）。区内

出露中新元古代和南华纪震旦纪地层，构成雪峰

弧形构造带的主体；岩浆活动频繁，在雪峰山推覆剪

切带中段的东西两侧出露有白马山和中华山复式花

岗岩体；断裂构造密集，并具有多期次活动特点。一

系列的构造—岩浆活动为本区金锑等元素的活化、

迁移、富集、成矿提供了有利的地质条件，形成众多

的矿床和矿（化）点，铲子坪和大坪等大型金矿是其

中颇具代表性的金矿床。

该地区金成矿时代的精确厘定有助于弄清其成

矿机理及矿床成因，同时对找矿和勘探工作有着重

要的指导作用。孟宪刚等（１９９９）曾报道了黄茅园花

岗岩体的形成年龄为２１４～２５４Ｍａ；骆学全（１９９３）、

赵建光（２００１）和孟宪刚等（１９９９）等对雪峰山推覆剪

切带中段金矿的成矿地质背景、矿床地质特征及找

矿前景进行过研究，并根据矿床成因与白马山花岗

岩体密切相关的地质依据，间接推断金成矿年龄为

２５０Ｍａ；彭建堂等（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和刘继顺（１９９３）根据

现有年代学资料，认为雪峰山地区主要类型金矿的

形成时代具有多期次特点，但加里东期和印支期是

该地区的金成矿作用两个主要成矿期。从已有资料

分析，前人多认为铲子坪金矿和大坪金矿具有相同

的区域成矿地质背景和相似的成矿地质条件，其成

因类型为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床或构造蚀变岩型金矿

床。

１　矿床地质特征

铲子坪金矿位于湖南黔阳县铲子坪村，大坪金

矿位于铲子坪金矿西侧的洪江市雪峰镇内，二者同

处于雪峰山推覆剪切带中段（图１）。

１．１　铲子坪金矿床

矿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新元古界芙蓉溪群沈家

溪组、东冲组和砖墙湾组，以及南华系江口群长滩组

第二、三岩性段。其中第三岩性段为矿区的主要赋

矿层位和重要矿源层；区内岩浆活动发育，在矿区东

北部和西南部分别有白马山和中华山复式花岗岩体

出露，该矿床就产于东北部白马山岩体的外接触带

附近（图１）。矿床西界Ｆ２ 断层是区域性断裂之一，

具压扭性质和明显的导矿作用。已发现的三条矿脉

（图２），走向北西，左行斜列于Ｆ２ 断层下盘。

工业矿化主要发生在硅化岩以及强硅化、黄铁

矿化、毒砂化、绢云母化砂质板岩和板岩中，矿体与

围岩的界线不清，已圈出的工业矿体多数为透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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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黔阳—洪江县铲子坪—大坪金矿田地质略图

（据骆学全，１９９６，修改）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ＣｈａｎｚｉｐｉｎｇＤａｐｉｎｇｇｏｌｄ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Ｑｉａｎ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Ｌｕｏ

Ｘｕｅｑｕａｎ，１９９６）

Ｏ１犫—下奥陶统白水溪组；∈２＋３—中上寒武统；∈１—下寒武统

小烟溪组；Ｚ—震旦系；Ｎｈ—南华系；Ｐｔ３犿—新元古界高涧群漠

滨组；Ｐｔ３狋—高涧群天井组；γ
１
５—印支期黑云母花岗岩；１—韧性

剪切带；２—韧脆性剪切带；３—断裂；４—含金硅化带；５—锆石

采样位置

Ｏ１犫—Ｌｏｗｅｒ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ＢａｉｓｈｕｉｘｉＦｍ．；∈２＋３—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１—Ｌｏｗ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ＸｉａｏｙａｎｘｉＦｍ．；Ｚ—Ｓｉｎ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Ｎｈ—Ｎａｎｈｕａ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Ｐｔ３ 犿— Ｍｏｂｉｎ Ｆｍ．ｏｆ

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ＧａｏｊｉａｎＧｒｏｕｐ；Ｐｔ３狋—ＴｉａｎｊｉｎｇＦｍ．ｏｆ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Ｇａｏｊｉａｎ Ｇｒｏｕｐ；γ
１
５—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 ｂｉｏｔｉｔｅ ｇｒａｎｉｔｅ；１—ｄｕｃｔｉｌｅ

ｓｈｅａｒｉｎｇｚｏｎｅ；２— ｄｕｃｔｉｌｅｂｒｉｔｔｌｅｓｈｅａｒｉｎｇｚｏｎｅ；３—ｆａｕｌｔｓ；４—

ｇｏ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ｉ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５—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ｆｏｒ

ＳＨＲＩＭＰｄａｔｉｎｇ

或不规则状，无论走向或倾向上矿体都有分支复合、

尖灭再现的特点。矿体的产状与构造蚀变带产状基

本一致。单个矿体长一般在２４～５４０ｍ之间，最大

斜深大于３６０ｍ，平均厚度０．７～１．９ｍ；矿床的矿石

类型按产出特征及矿物组合主要分为两种：即多金

属硫化物石英脉型和含硫化物蚀变岩型，矿石具脉

状、网脉状和浸染状及块状构造。金属矿物有自然

金、黄铁矿、毒砂、方铅矿等。脉石矿物有石英、绢云

母、绿泥石、电气石等。根据矿物组合、结构构造及

脉体穿插关系，结合区域构造作用特点，可将成矿作

用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硫化物含量少、矿物共生

组合简单（石英黄铁矿毒砂组合）为特点；晚期又

可细分为石英硫化物自然金和石英碳酸盐等两个

阶段。

图２　黔阳铲子坪金矿区地质图（据骆学全，１９９６）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Ｃｈａｎｚｉｐｉｎｇ

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Ｑｉａｎｙ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ａｆｔｅｒＬｕｏＸｕｅｑｕａｎ，１９９６）

南华系江口群长滩组：Ｎｈ犮２—第二段，Ｎｈ犮３—第三段；新元古界

芙蓉溪群：Ｐｔ３狊—沈家溪组，Ｐｔ３犱—东冲组，Ｐｔ３狕１—砖墙湾组第

一段，Ｐｔ３狕１砖墙湾组第二段；１—金矿脉及编号

Ｎｈ犮２／Ｎｈ犮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ｉｒ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ｎｈｕａａｎ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ａｎｇｔａｎ Ｆｍ．ｏｆＪｉａｎｇｋｏｕ Ｇｒｏｕｐ；Ｐｔ３狊—Ｕｐｐｅｒ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ＳｈｅｎｊｉａｘｉＦｍ．ｏｆＦｕｒｏｎｇｘｉＧｒｏｕｐ；Ｐｔ３犱—Ｕｐｐｅｒ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ＤｏｎｇｃｈｏｎｇＦｍ．ｏｆＦｕｒｏｎｇｘｉＧｒｏｕｐ；Ｐｔ３狕１／Ｐｔ３狕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ｏｎ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ｐｐｅｒ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ｚｈｕａｎｑｉａｎｇＦｍ．ｏｆＦｕｒｏｎｇｘｉ

Ｇｒｏｕｐ；１—ｇｏｌｄｖｅｉ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ｕｎｍｂｅｒｓ

１．２　大坪金矿

矿床受韧性剪切带控制。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

新元古界芙蓉溪群粉砂质板岩、绢云母板岩，剪切变

形强烈、片理发育；矿区构造总体呈 ＮＥ向展布，次

为ＮＷ 向及ＥＷ 向（图３）；区内岩浆作用发育，南

西、北东约２ｋｍ 处分别有中华山岩体和黄茅园岩体

（白马山复式花岗岩基的组成部分）分布；矿区含金

石英脉按走向可分为两组，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矿

化类型：北西向矿体均产于ＮＷ 向张剪性破碎蚀变

带中，与韧脆性剪切带直接相关，以Ⅰ２０号脉为代

表，成因类型为破碎带蚀变岩型及石英脉型；北东向

矿体产于ＮＥ走向韧—脆性断裂带和片理化蚀变带

中，已发现１１条矿脉，其中以Ⅰ２０、Ⅰ２１号脉规模较

大，位于断裂带的下盘中，以绢云母化、挤压片理化

和局部强烈硅化为特征。与ＮＷ 向矿脉相比，蚀变

程度总体较弱，但矿体延长较大，且稳定。按矿物组

合，矿石类型有金石英黄铁矿型、金石英黄铁矿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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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砂型和金石英绢云母黄铁矿型等，常见自形、半

自形晶结构、交代残余结构和脉状、浸染状、眼球状、

千枚状构造等。

２　同位素年龄测定

２．１　样品采集

白马山花岗岩基黄茅园岩体锆石测年样品采自

铲子坪矿区东北部湾溪花树脚，地理坐标：东经

１１０°２２′５０″，北纬２７°２３′３８″（图１）；铲子坪金矿床

ＲｂＳｒ年龄测定样品采自矿区３号矿脉不同空间位

置的含金石英脉，地理坐标：东经１１０°２２′５９″，北纬

２７°２１′１７″（图２）；大坪金矿床测年样品采自两溪口

矿段Ⅰ７号脉的不同空间部位的蚀变岩型矿石和含

金石英脉型矿石，地理坐标：东经１１０°１８′１２″，北纬

２７°２０′８７．５″（图３）。对上述野外采集的岩石和矿石

样品，在岩石学和矿物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岩石中分

选出符合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定年的锆石和从矿石样

品中分选出纯净的石英，作为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测年

和ＲｂＳｒ等时线定年样品。

２．２　分析方法及实验流程

２．２．１　锆石犛犎犚犐犕犘犝犘犫定年方法

　　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分析方法，采用宋彪

等（２００２）所报道的实验流程。按常规方法分选出晶

形完好、无裂纹和包体少的锆石颗粒与标准锆石样

品（９１５００）一起粘接在环氧树脂靶上。在年龄分析

之前，对样品靶上的待测锆石进行透射光、反射光和

阴极发光图像分析，据此选定被测锆石微区分析的

靶位。锆石微区原位ＵＰｂ同位素定年在北京离子

探针中心的ＳＨＲＩＭＰⅡ仪器上完成。对测定结果

用ＳＨＲＩＭＰ定年标准物质对ＵＴｈ和Ｐｂ含量及年

龄作了校正。

２．２．２　犚犫犛狉定年分析方法

石英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测定方法采用李华芹等

（１９９８）所报道的流程。ＲｂＳｒ含量及同位素比值采

用同位素稀释法和质谱直接测定。同位素分析在宜

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同位素实验室的 ＭＡＴ２６１可调

多接受固体质谱计上完成。用国际标准物质

ＮＢＳ９８７监控仪器工作状态，用 ＮＢＳ６０７和 ＲｂＳｒ

年龄国家一级标准物质（ＧＢＷ０４１１）监控分析流程，

全部化学操作均在净化实验室内进行，与样品同时

测定的ＲｂＳｒ全流程空白为０．３ｎｇ和０．５ｎｇ，上述

标准物质多次测定的平均值分别为 ＮＢＳ９８７：８７Ｓｒ／

８６Ｓｒ值为０．７１０２５±０．００００６（２σ）；ＮＢＳ６０７：Ｒｂ为

５２３．２２×１０－６，Ｓｒ为６５．５６×１０－６，８７Ｓｒ／８６Ｓｒ为

图３　洪江大坪金矿区地质图（据孟宪刚等，１９９９）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Ｄａｐｉｎｇ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

Ｍ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ａｎｇ，１９９９）

Ｎｈ犮—南华系江口群长滩组；Ｐｔ犳狉—新元古界芙蓉溪群；１—不整

合地质界线；２—压扭性断层；３—遥感解译断层；４—韧脆性剪

切变形带；５—韧性剪切劈理带；６—含金矿脉及编号；７—石英

脉；８—ＲｂＳｒ年龄测定样品采样位置

Ｎｈ犮—ＴｈｅＮａｎｈｕａ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ａｎｇｔａｎＦｍ．ｏｆＪｉａｎｇｋｏｕＧｒｏｕｐ；

Ｐｔ犳狉—Ｕｐｐｅｒ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ＦｕｒｏｎｇｘｉＧｒｏｕｐ；１—ｕ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ｂｌ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ｉｎｅｓ；２—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ｆａｕｌｔｓ；３—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ａｕｌｔｓ；４—ｄｕｃｔｉｌｅｓｈｅａｒｉｎｇｚｏｎｅ；５—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ｉｔｙｂｅｌｔｉｎ

ｔｈｅｄｕｃｔｉｌｅｓｈｅａｒｉｎｇｚｏｎｅ；６—ｇｏ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ｑｕａｒｔｚｖｅｉｎｓ；７—

ｑｕａｒｔｚｖｅｉｎｓ；８—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ｂＳｒｄａｔｉｎｇ

１．２００３５±０．０００１０（２σ）；ＧＢＷ０４１１：Ｒｂ为２４９．０８×

１０－６，Ｓｒ为１５８．３９×１０－６，８７Ｓｒ／８６Ｓｒ为０．７６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５（２σ），等时线年龄计算的设定误差：
８７Ｒｂ／

８６Ｓｒ＝３％，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０．０１％。

２．３　测定结果

２．３．１　锆石犛犎犚犐犕犘犝犘年龄测定结果

　　白马山花岗岩基黄茅园岩体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

Ｐｂ年龄测定数据见表１。由表１数据可看出，所有

测定点的Ｔｈ／Ｕ比值在０．４～０．６９之间，且非常集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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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白马山花岗岩基黄茅园岩体锆石犛犎犚犐犕犘犝犘犫年龄测定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犣犻狉犮狅狀犛犎犚犐犕犘犝犘犫犱犪狋犪狅犳狋犺犲犎狌犪狀犵犿犪狅狔狌犪狀犵狉犪狀犻狋犲犳狉狅犿狋犺犲犅犪犻犿犪狊犺犪狀犫犪狋犺狅犾犻狋犺

测点
２０６Ｐｂｃ

（％）

Ｕ

（×１０－６）

Ｔｈ

（×１０－６）

２３２Ｔｈ

／２３８Ｕ

２０６Ｐｂ

（×１０－６）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ａｇｅ（Ｍａ）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

１．１ ０．３８ ８６８ ３５６ ０．４２ ２６．２ ２２２ １ ０．０５２４ ２．４ ０．２５３３ ２．４ ０．０３５ ０．５３

２．１ ０．５４ ９１８ ４６７ ０．５３ ２８．０ ２２４ １ ０．０５１３ ４．４ ０．２５００ ４．５ ０．０３５４ ０．５３

３．１ ０．５６ ８１１ ５３８ ０．６９ ２５．０ ２２６ １ ０．０５１１ ３．５ ０．２５１４ ３．６ ０．０３５７ ０．５７

４．１ ０．３９ １１０９ ６６９ ０．６２ ３３．７ ２２３ １ ０．０５２５ ２．５ ０．２５５１ ２．５ ０．０３５３ ０．４９

５．１ ０．５９ ８９１ ４７９ ０．５６ ２６．６ ２２０ １ ０．０５１３ ３．４ ０．２４５１ ３．４ ０．０３４６ ０．５３

６．１ １．００ ５１８ ２４３ ０．４８ １５．５ ２１８ ２ ０．０５０７ ５．０ ０．２４１０ ５．１ ０．０３４４ ０．７３

７．１ ０．１８ １００８ ３７５ ０．３８ ３１．０ ２２６ １ ０．０５１２ ２．６ ０．２５１９ ２．６ ０．０３５７ ０．５１

８．１ ０．５６ ６９６ ３１２ ０．４６ ２１．０ ２２１ １ ０．０５４９ ４．８ ０．２６４０ ４．９ ０．０３４９ ０．６３

９．１ ０．６７ ８４１ ４８３ ０．５９ ２５．３ ２２１ １ ０．０５０１ ４．５ ０．２４１０ ４．５ ０．０３４９ ０．５７

１０．１ ０．７２ ６５２ ２５４ ０．４０ １９．４ ２１８ ２ ０．０５３８ ５．１ ０．２５６０ ５．１ ０．０３４４ ０．７０

１１．１ ０．４７ ７８７ ３４８ ０．４６ ２４．０ ２２４ ２ ０．０５２３ ３．１ ０．２５４４ ３．２ ０．０３５３ ０．９１

１２．１ ０．５４ １０９６ ６９２ ０．６５ ３３．３ ２２３ ２ ０．０５０２ ２．１ ０．２４４０ ２．２ ０．０３５２ ０．６９

　注：误差为１σ；Ｐｂｃ和Ｐｂ分别代表普通铅和放射成因铅，应用实测的２０４Ｐｂ对普通铅进行了校正。请参照近期地质学报上的相关文章给出

该数据表。

图４　黄茅园岩体被测锆石阴极发光图像

Ｆｉｇ．４　Ｃ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Ｈｕａｎｇｍａｏｙｕ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

中；阴极发光图像显示，被测锆石内部均显示较清晰

的韵律环带结构（图４），表明为典型的岩浆结晶锆

石。在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谐和图上，样品点均投

影在谐和线上或谐和线附近（图５），这一特征也指

图５　黄茅园岩体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谐和图

Ｆｉｇ．５　Ｚｉｒｃｏｎ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Ｈｕａｎｇｍａｏｙｕ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ｅ

示被测锆石未遭受明显的后期热事件的影响，其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值变化于２１８～２２６Ｍａ之间，变化幅

度非常小。由１２个锆石点数据计算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年龄的加权平均值为２２２．３±１．７Ｍａ（９５％可信度，

ＭＳＷＤ＝４．２８），该年龄代表了黄茅园岩体的形成

年龄，即成岩作用发生于印支期。

２．３．２　含金石英脉年龄测定结果

铲子坪和大坪金矿含金石英脉ＲｂＳｒ测年结果

如表２、表３和图６、７所示。铲子坪金矿床同一矿

化体的５个石英样品和大坪金矿床同一矿化体的４

个石英样品的８７Ｒｂ／８６Ｓｒ８７Ｓｒ／８６Ｓｒ同位素比值所

拟合的直线均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ＭＳＷＤ＝０．６５

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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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铲子坪金矿床和大坪金矿床含金石英脉石英包

裹体犚犫犛狉年龄测定数据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犫犛狉犱犪狋犪狅犳狋犺犲犻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犻狀狇狌犪狉狋狕犳狉狅犿狋犺犲

狇狌犪狉狋狕狏犲犻狀狊狅犳狋犺犲犆犺犪狀狕犻狆犻狀犵犵狅犾犱犱犲狆狅狊犻狋犪狀犱狋犺犲犇犪狆犻狀犵

犵狅犾犱犱犲狆狅狊犻狋

矿床
原送

样号

样品

名称

Ｒｂ

（×１０－６）

Ｓｒ

（×１０－６）

８７Ｒｂ／

８６Ｓｒ

８７Ｓｒ／

８６Ｓｒ
２σ

铲

子

坪

ＣＺＰ１２２ 石英 １．１８２ １．６２１ ２．１０６ ０．７２５１１０．００００７

ＣＺＰ１２４ 石英 ２．７０３ ４．３４２ １．７９８ ０．７２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２

ＣＺＰ１２５ 石英 ０．４０５６ １．５４ ０．７６ ０．７２１１７０．００００９

ＣＺＰ１２６ 石英 １．１２７ ２．７０９ １．２０１ ０．７２２５６０．００００２

ＣＺＰ１２９ 石英 １．０４５ ２．８７４ １．０５ ０．７２２０７０．００００５

大坪

ＤＰ１０３ 石英 ０．３６７８ １．０５１ １．０１１ ０．７２７２１０．００００３

ＤＰ１０５ 石英 ０．１０６７ ０．５９７７ ０．５１５５０．７２５６９０．００００１

ＤＰ１０１０ 石英 ０．７７０４ １．７６７ １．２５９ ０．７２７８８０．００００７

ＤＰ１０１１ 石英 １．５２５ ０．７５６６ ５．８２９ ０．７４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３

图６　铲子坪金矿床含金石英脉石英ＲｂＳｒ等时线图

Ｆｉｇ．６　ｑｕａｒｔｚＲｂＳｒｉｓｏｃｈｒｏｎｏｆＣｈａｎｚｉｐｉｎｇ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

和 ＭＳＷＤ＝０．６６），求得相应的等时线年龄分别为

２０５．６±９．４Ｍａ（９５％可信度）和２０４．８±６．３Ｍａ

（９５％可信度），表明其形成时间皆为印支晚期。

３　结论与讨论

（１）关于雪峰山地区不同类型金矿的形成时代，

至今仍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者（罗献林，１９８９，１９９１；

黎盛斯，１９９１；张景荣等，１９８９）根据铅同位素模式年

龄资料提出金成矿作用主要发生在武陵—雪峰期

（１０００～８００Ｍａ）；而刘继顺（１９９３）则认为，尽管该区

矿床（点）均赋存在前寒武纪地层中，但武陵—雪峰

期成矿作用并不明显，根据铅同位素资料分析和矿

床构造地质研究，认为本区金的成矿时代与华南地

区铀的成矿时代一样，主要为中新生代，金矿化可

图７　大坪金矿床含金石英脉石英ＲｂＳｒ等时线图

Ｆｉｇ．７　ｑｕａｒｔｚＲｂＳｒｉｓｏｃｈｒｏｎｏｆＤａｐｉｎｇ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

能与中新生代地壳拉张伸展作用所致的热水改造

富集作用有关；近期一些研究者（彭建堂等，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史明魁等，１９９３；毛景文等，１９９７）对雪峰山地

区一些金矿床进行了年龄测定，所获得的成矿年龄

均介于５００～７０Ｍａ之间，而且多数年龄数据误差较

大。本次研究获得的铲子坪和大坪金矿含金石英脉

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２０５．６±９．４Ｍａ和２０４．８±６．３

Ｍａ）与矿区外围黄茅园黑云母花岗岩体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２２２．３±１．７Ｍａ）比较接近。

而且矿体产于该岩体外接触带，考虑到成岩与成矿

作用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成矿作用略滞后），据此

推测，铲子坪和大坪金矿的成矿作用与印支期的岩

浆作用有关，岩浆作用至少为金矿化提供了热源条

件。

（２）根据本文获得的铲子坪和大坪金矿含金石

英脉石英流体包裹体的（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同位素组成分别

为０．７１８９８±１６和０．７２４２２±９，与华南陆壳重熔性

花岗岩初始岩浆水的（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组成特征具有明显

的相似性，表明其成矿作用可能与岩浆热液有关，这

一特点也与骆学全（１９９６）对铲子坪金矿及白马山岩

体中石英流体包裹体 Ｈ、Ｏ同位素研究的结果是一

致的，岩体中石英流体包裹体的δ
１８ＯＨ

２
Ｏ和δ

１８ＤＨ
２
Ｏ

与矿体石英矿物流体包裹体的δ
１８ＯＨ

２
Ｏ和δ

１８ＤＨ
２
Ｏ相

近，成 矿 早—中 阶 段 的 δ
１８ ＯＨ

２
Ｏ、δ

１８ ＤＨ
２
Ｏ 值 在

δ
１８ＯＨ

２
Ｏδ

１８ＤＨ
２
Ｏ投影图上均落入岩浆水分布区。上

述Ｈ、Ｏ、Ｓｒ同位素组成特征为成矿作用与岩浆热液

活动有关提供了证据。

（３）前人和笔者等对雪峰山地区的一些不同类

型典型矿床的年龄测定结果表明，金矿的形成时间

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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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晚于区域变质作用（１０００～８００Ｍａ）时间，表明区

域性的武陵—雪峰运动并没有导致该区金矿的形

成，金成矿作用主要发生于加里东、印支和燕山期。

就印支期成矿作用而言，可能与该时期大规模的区

域性逆冲－推覆作用及相伴生酸性岩浆侵位密切相

关。

（４）所以，这类金矿床的成因类型定为岩浆热液

型更贴切，而不应定为韧性剪切带型或构造蚀变岩

型。

致谢：野外地质调查期间得到湖南省地勘局

４０７地质大队曹进良总工程师等的大力支持，在锆

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定年过程中，苗来成副研究员和

颉颃强博士给予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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