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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繁昌盆地牛山岩体锆石犝犘犫定年及其意义

唐裕禄，闫峻，刘海泉，宋传中
合肥工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合肥，２３０００９

内容提要：牛山岩体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繁昌火山盆地内，为一钻孔揭露的隐伏花岗斑岩岩体。近年来，勘探

发现了与该岩体密切相关的铜、金、铅、锌多金属矿化。应用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微区分析技术对该岩体进行了精确定

年。岩体含有大量岩浆成因锆石，以高的Ｔｈ／Ｕ比和振荡结晶环带为特征，１７个测点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加权平均值

为（１２１．８±１．９）Ｍａ，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白垩纪岩浆晚期活动的产物。该岩体的精确定年和成矿发现，为本地区

火山盆地内寻找铜、金矿开辟了新的前景。

关键词：锆石定年；年代学格架；成矿；牛山岩体；繁昌火山盆地；安徽

　　安徽繁昌火山盆地位于铜陵市东北部，地理位

置为东经１１８°００′～１１８°２２．５′、北纬３１°００′～３１°

１５′，属长江中下游铁、铜多金属成矿带的一部分（唐

永成等，１９９８）。区内发育中生代火山岩以及酸性和

中酸性侵入岩体，其中已发现部分岩体与成矿关系

密切（邢凤鸣和徐祥，１９９４）。

牛山岩体位于繁昌盆地蝌蚪山火山口东北部约

５００ｍ处，为一钻孔揭露的隐伏岩体，盖层岩石为蝌

蚪山组流纹岩，最浅处埋深仅２ｍ。近年来勘查发

现了与该岩体有关的铅锌矿和金铜矿，铅锌矿产于

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及其附近，金铜矿化见于岩体

顶部。初步研究表明，该矿床为与岩体有关的岩浆

热液型矿床，是在火山活动之后，伴随着浅成—超浅

成岩浆岩的侵入，含矿热液在侵入体的上部收缩裂

隙充填富集成矿。

繁昌火山盆地是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一个重要

区段，区内主要矿床为矽卡岩—铁矿浆贯入型铁矿，

其次为多金属矿床（化）。已勘查探明的矿床（点）就

有６０余处，其中长龙山铁矿达中型，其余均为小型

铁矿或矿点，这些铁矿床（点）的特征是埋藏浅，品位

高，分布广。与矿化有关的出露岩体有滨江花岗岩

体、白马山闪长玢岩岩体、小克山闪长玢岩体等，隐

伏岩体有长龙山隐伏花岗岩、青山隐伏石英正长岩

岩体（王玉林等，２００７）。其中滨江花岗岩体的年龄

为１２４．３±２．５（楼亚儿等，２００６），其它岩体目前没

有年龄数据。

为进一步研究岩体和矿床成因，探讨长江中下

游地区火山盆地成矿机制，本次工作采集了牛山岩

体的钻孔岩芯样品，开展了锆石 ＵＰｂＬＡＩＣＰＭＳ

定年，并以此针对本地区中生代年代学格架和岩浆

成矿作用提供进一步的制约。

１　地质概况

长江中下游地区位于扬子地块北缘，其北以襄

樊—广济断裂和郯城—庐江断裂与大别造山带分

开，其东南以江山—绍兴断裂与华夏地块接壤。扬

子克拉通建立在稳定的中—新元古界基底之上。区

内最老的变质基底是崆岭群，出露在长江三峡段，其

片麻岩锆石 ＵＰｂＳＨＲＩＭＰ年龄为３．３Ｇａ（Ｑｉ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该区构造演化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

段，分别为前南华纪基底形成阶段、南华纪—早三叠

世沉积盖层阶段和中三叠世以来的碰撞造山和造山

后板内变形阶段，其中最后阶段以形成大量晚中生

代岩浆岩和大规模成矿作用为特征（常印佛等，

１９９１；邢凤鸣和徐祥，１９９９）。

长江中下游地区火山盆地主要沿长江两岸分

布。自西向东，分布有金牛火山盆地、怀宁火山盆

地、庐枞火山盆地、繁昌火山盆地、宁芜火山盆地和

溧水火山盆地。位于铜陵东南７０ｋｍ处的繁昌盆

地中的火山岩系总厚２２０～２２５０ｍ，自下而上划分

为三个喷发旋回：中分村、赤沙和蝌蚪山。中分村组

和赤沙组以粗安岩、安山岩和流纹岩为主，蝌蚪山组



下段以凝灰质粉砂岩为主，厚约６５ｍ，中段为玄武

岩和流纹质凝灰岩互层，厚约７０ｍ，上段以流纹岩

图１繁昌盆地蝌蚪山火山机构地质简图（据１∶５万区调资料改绘）

Ｆｉｇ．１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Ｋｅｄｏｕｓｈａｎ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ｉｎｔｈｅＦａｎｃｈａｎｇｂａｓｉ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１∶５００００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

Ｑ４—第四系；下白垩统蝌蚪山组：Ｋ１犽３—上段流纹岩，Ｋ１犽２—中段玄武岩，Ｋ１犽１—下段凝灰质粉砂岩；Ｊ３犮—上侏罗统赤沙组粗面岩；上侏

罗统中分村组：Ｊ３狕２—上段流纹质角砾熔岩，Ｊ３狕１—下段含砾粉砂岩；Ｄ３狑—五通组石英砂岩

Ｑ４—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Ｋｅｄｏｕ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Ｋ１犽３—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ｒｈｙｏｌｉｔｅ，Ｋ１犽２—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Ｍｅｍｂｅｒ，ｂａｓａｌｔ，

Ｋ１犽１—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ｔｕｆｆａｃｅｏｕｓ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Ｊ３犮—ｔｒａｃｈｙｔｅ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Ｃｈｉｓｈａ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Ｚｈｏｎｇｆｅｎｃｕ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３狕２—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ｒｈｙｏｌｉｔｉｃｂｒｅｃｃｉａｌａｖａ，Ｊ３狕１—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ｐｅｂｂｌｙ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Ｄ３狑—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ｏｆ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Ｗｕｔｏ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为主，厚约１３０ｍ，蝌蚪山组火山岩具双峰式特征

（邢凤鸣和徐祥，１９９９）。盆地内火山作用的时间非

常集中，中分村组流纹岩的锆石ＵＰｂ年龄为１３１．２

±１．１Ｍａ（作者未发表数据），而最晚期的蝌蚪山组

流纹岩的锆石 ＵＰｂ年龄为１３０．７±１．１Ｍａ（闫峻

等，２００９），集中在１３０Ｍａ左右。

牛山岩体位于繁昌火山盆地南部、蝌蚪山复向

斜核部（图１）。成矿地区绝大部分被蝌蚪山组火山

岩和第四系所覆盖，古生代地层出露面积仅约

０．１０ｋｍ２，主要为上泥盆系五通组砂岩和上石炭系

４３７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０年



船山组灰岩。这些地层和隐伏的中二叠统栖霞组地

层以及火山岩构成了牛山岩体的围岩或盖层。金铜

矿化发育在牛山岩体与围岩的内接触带上，围岩蚀

变主要有：黄铁矿化、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绿

帘石化；而铅锌矿矿体主要发育在岩体与灰岩和火

山岩的接触带、破碎带或裂隙中，围岩蚀变主要有泥

化、黄铁矿化、铅锌矿化。

图２安徽繁昌盆地牛山成矿岩体锆石样品的ＣＬ图像和分析点位置

Ｆｉｇ．２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Ｎｉｕｓｈａｎ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Ｆａｎｃｈａｎｇｂａｓｉｎ，Ａｎｈｕ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　样品描述和分析方法

本次样品０９ＮＳ００３采自钻孔（编号：ＺＫ７０３）－

６２４ｍ处的岩芯。

岩石为灰白色，细粒斑状结构，斑晶由钾长石和

少量黑云母组成，钾长石强烈蚀变，普遍发生绢云母

化和高岭石化，为半自形板条状，大小多在１～２

ｍｍ，含量４０％左右。黑云母也同样强烈绢云母化，

含量小于３％。基质主要为钾长石和石英微粒组

成，具微粒镶嵌结构，其中石英含量为３５％左右，鉴

定为花岗斑岩。

样品经人工破碎后，先进行重力和磁力方法分

选，然后在双目显微镜下手工挑选出锆石。将待测

样品锆石颗粒置于环氧树脂中制靶，然后磨至一半，

用于阴极发光（ＣＬ）图像和ＬＡＩＣＰＭＳＵＰｂ同位

素分析。在显微镜观察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样品

进行了ＣＬ图像研究，特别避开包裹体以及内部裂

隙多的样品颗粒，以进行下一步的ＬＡＩＣＰＭＳ测

试分析。

ＣＬ图像和锆石ＬＡＩＣＰＭＳＵＰｂ同位素分析

均在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国家重点实验

室完成。采用仪器为 Ａｇｉｌｅｎｔ７５００ａＩＣＰＭＳ，实验

原理和详细测试方法同 文献 （Ｊａｃｋｓ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其工作参数为：等离子气体 Ａｒ１６Ｌ／ｍｉｎ，

辅助气体Ａｒ１Ｌ／ｍｉｎ，剥蚀物质载气 Ｈｅ０．９～１．２

Ｌ／ｍｉｎ。激光剥蚀系统波长２１３ｎｍ，激光脉冲频率

５Ｈｚ，宽度５ｎｓ，剥蚀孔径４０μｍ，剥蚀时间８０ｓ，背

景测量时间４０ｓ，脉冲能量为１０～２０Ｊ／ｃｍ
２，２０６Ｐｂ、

２０７Ｐｂ、２０８Ｐｂ、２３２Ｔｈ和２３８Ｕ的停留时间依次为１５、３０、

１０、１０和１５ｍｓ。应用锆石标样ＧＪ１进行同位素分

馏校正，ＧＪ１锆石标样的本次测试值为 （６０１±１２）

Ｍａ，即在与 ＭｕｄＴａｎｋ和牛山样品相同的实验条件

下，测出的初始数据经即时分析软件ＧＬＩＴＴＥＲ计

算获得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和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的年龄和误差；此

外，在分析中加入“未知”标样ＭｕｄＴａｎｋ［分析值为

７３５±１２Ｍａ，即所测 ＭｕｄＴａｎｋ的初始数据经即时

分析软件ＧＬＩＴＴＥＲ计算获得的同位素比值，在

５３７第５期 唐裕禄等：安徽繁昌盆地牛山岩体锆石ＵＰｂ定年及其意义



表１　安徽繁昌盆地牛山花岗斑岩锆石犔犃－犐犆犘－犕犛分析数据

犜犪犫犾犲１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犱犪狋犲狅犳狕犻狉犮狅狀犔犃－犐犆犘－犕犛犳狉狅犿犖犻狌狊犺犪狀犵狉犪狀犻狋犲狆狅狉狆犺狔狉狔犻狀犉犪狀犮犺犪狀犵犅犪狊犻狀，犃狀犺狌犻狆狉狅狏犻狀犮犲

点

号

Ｔｈ

（μｇ／ｇ）

Ｕ

（μｇ／ｇ）
Ｔｈ／Ｕ

狀（２０７Ｐｂ）／狀（２０６Ｐｂ）

测值 误差（１σ）

狀（２０７Ｐｂ）／狀（２３５Ｕ）

测值 误差（１σ）

狀（２０６Ｐｂ）／狀（２３８Ｕ）

测值 误差（１σ）

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

年龄（Ｍａ）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年龄（Ｍａ）

１ ４５２ ３９６ １．１４２ ０．１５０３ ０．０４７６ ０．３８７３ ０．１２０５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０１１ ３３２±８８ １１９±７

２ ３５４ ３９０ ０．９０７ ０．２１５１ ０．００６７ １．５０２７ ０．０４１５ ０．０５０７ ０．０００８ ９３１±１７ ３１９±５

３ ５０２ ３８３ １．３１２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０７７ ０．１３６１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０±１７ １１７±２

４ ７９９ ４４０ １．８１５ ０．１４０２ ０．００２２ ３．２０２４ ０．０５２８ ０．１６５７ ０．００２１ １４５８±１３ ９８８±１２

５ １２１５ ６４８ １．８７５ ０．０６００ ０．００１９ ０．１５６１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００３ １４７±４ １２１±２

６ １２８７ ７５９ １．６９５ ０．０５８７ ０．００２１ ０．１４８５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００３ １４１±５ １１７±２

７ ５２９ ２８０ １．８９１ ０．０６８６ ０．００２４ ０．１８０５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００３ １６８±５ １２２±２

８ ２６０ １８１ １．４３２ ０．０５１１ ０．００９８ ０．１２９０ ０．０２４６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００５ １２３±２２ １１７±３

９ ５０５ ３６８ １．３７０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０９６ ０．１４４８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７±２１ １１８±２

１０ ２４０ １６２ １．４８６ ０．０５１７ ０．００９６ ０．１４０２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３±２３ １２６±３

１１ １６５ １６２ １．０１９ ０．０５２０ ０．００４８ ０．１３７０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０±１１ １２２±２

１２ ２４０ ３０４ ０．７８８ ０．０５０５ ０．００３９ ０．１３３４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００３ １２７±９ １２２±２

１３ ８７８ ５６０ １．５６７ ０．０４６７ ０．００５３ ０．１２３０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００４ １１８±１２ １２２±２

１４ ６７６ ４２３ １．５９８ ０．０６０１ ０．００１８ ０．１６３０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００３ １５３±４ １２６±２

１５ ３２０ １８７ １．７０９ ０．１２５５ ０．００１９ ５．５８６４ ０．０８９５ ０．３２２９ ０．００４２ １９１４±１４ １８０４±２０

１６ ３６９ ２４９ １．４８５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０４３ ０．１１２８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００４ １０９±９ １１４±３

１７ ３４７ ３８５ ０．９０１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０３９ ０．１２５８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００３ １２０±９ １２６±２

１８ ２２９ ２６７ ０．８５９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０５３ ０．１３６８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０±１３ １２７±２

１９ ３０４ ３７４ ０．８１４ ０．０４８９ ０．００５３ ０．１３１７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００３ １２６±１３ １２５±２

２０ ４９５ ４０８ １．２１２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０５１ ０．１２１９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００３ １１７±１２ １２３±２

　　注：Ｐｂ表示放射性成因铅，应用实测２０４Ｐｂ校正锆石中普通铅，采用年龄为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

经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２００２）的方法进行普通铅校正后，用

Ｉｓｏｐｌｏｔ程序完成年龄计算的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和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

的年龄和误差］，用于监控测试的重现性和仪器的稳

定性。两者的区别在于：“测试值”直接由在线即时

软件ＧＬＩＴＴＥＲ给出，而“分析值”是指经ＧＩＴＴＥＲ

处理后的初始数据，再通过普通铅校正并用Ｉｓｏｐｌｏｔ

程序计算得出的同位素年龄。本实验室测试的ＧＪ

１和 ＭｕｄＴａｎｋ年龄分别为６０１±１２Ｍａ和７３５±

１２Ｍａ，文献中二者的 ＴＩＭＳ年龄分别为６０８．５±

０．４Ｍａ（Ｊａｃｋ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和７３２±５Ｍａ（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Ｇｕｌｓｏｎ，１９７８），在误差范围内，本实验室的年

龄与以上文献的结果是一致的。质谱的分析数据通

过即时分析软件ＧＬＩＴＴＥ计算获得相应的同位素

比值、年龄以及误差，上述数据采用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０２）的方法进行普通铅校正，校正后的最终结果

应用Ｉｓｏｐｌｏｔ程序（Ｌｕｄｗｉｇ，２０００）完成年龄计算和

谐和图的绘制。

３　测试结果

锆石样品的ＣＬ图像显示，几乎所有的锆石都

呈自形—半自形的短柱状，且都显示典型的韵律环

带结构，表明锆石为岩浆成因（图２）。

锆石的ＵＰｂ同位素测定结果见表１。锆石中

的Ｔｈ／Ｕ比值可以指示锆石的成因，一般认为，岩

浆成因的锆石的 Ｔｈ／Ｕ 比值大于０．５，且 Ｔｈ和 Ｕ

图３牛山岩体锆石Ｔｈ—Ｕ协变图

Ｆｉｇ．３Ｔｈｅ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ｔｉｍａｇｅ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Ｔｈ—Ｕ

ｆｒｏｍＮｉｕｓｈａｎ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而变质重结晶锆石Ｔｈ／Ｕ

比值则小于０．１（ＨｏｓｋｉｎａｎｄＢｌａｃｋ，２０００）。本次测

定的２０个数据的Ｔｈ／Ｕ介于０．８１～１．８９之间，且

Ｔｈ和Ｕ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图３），同样表明本

次测试的锆石为岩浆成因。

谐和曲线的绘制及有关计算利用 Ｌｕｄｗｉ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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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ｐｌｏｔＶ．２４９ａ（Ｌｕｄｗｉｇ，２０００）。表１中的误差为

１σ。除了３个点的数据给出较老的年龄之外，其他

所有的测试点数据都投影在谐和曲线上及其附近

（图４）。表明这些锆石颗粒形成后 ＵＰｂ同位素体

系是封闭的，基本上没有 Ｕ或Ｐｂ的丢失或加入。

除去三个年龄值大的数据，其它１７个点给出的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范围为（１１４±３）～（１２６±３）Ｍａ，加

权平均年龄为 （１２１．８±１．９）Ｍａ，代表了牛山岩体

的形成年龄，为早白垩世形式的。

图４牛山岩体锆石ＵＰｂ谐和图解

Ｆｉｇ．４
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ｇｒａｎ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ｏｆＮｉｕｓｈａｎ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４　讨论

长江中下游地区晚中生代岩浆岩有夹心饼干式

的分带（邢凤鸣和徐祥，１９９９），其中沿长江分布的内

带包含４个岩浆岩组合：高钾钙碱性中酸性侵入岩

组合，以铜陵地区侵入岩为代表；高钠碱钙性中基性

侵入岩组合，以宁芜地区的蒋庙辉长岩、阳湖塘辉长

岩和姑山辉长岩等为代表；橄榄安粗岩系火山岩，以

宁芜和庐枞盆地的火山岩为代表；碱性火山岩组合，

以宁芜地区的娘娘山组和庐枞盆地的浮山组火山岩

为代表。于内带的南北两侧，为碱钙性系列侵入岩，

北外带以滁州岩体和沙溪岩体等为代表，南外带则

多数是一些出露面积很小的斑岩体，在内带和外带

之间是Ａ型花岗岩带，包括大龙山、城山、黄梅尖和

花园巩等岩体。近年来，关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中生

代岩浆岩已经积累了许多高精度的年龄数据。综合

分析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岩浆岩年龄分布范围相

当集中，为早白垩世产物。可划分为三期岩浆活动：

早期１３３～１４１Ｍａ，以高钾钙碱性侵入岩为主，主要

分布在庐枞和铜陵地区等；中期１２７～１３２Ｍａ，包括

金牛、庐枞、繁昌、宁芜和溧水火山盆地火山岩。晚

期１２１～１２５Ｍａ，以钠质中基性侵入岩和 Ａ型花岗

岩为主（闫峻等，２００９）。年代学格架指示了深部动

力学过程，即在１４５Ｍａ之前，本地区的构造格局由

挤压转为伸展，引发早期加厚岩石圈的构造垮塌，伴

随着软流圈上涌而产生的热扰动，加热和减压使下

地壳和上地幔发生部分熔融，形成了１３３～１４１Ｍａ

的高钾钙碱性中酸性侵入岩。１３０Ｍａ左右时期，下

地壳由于高锶中酸性岩浆的抽取而导致密度增加发

生重力拆沉，软流圈物质快速上涌，地壳和岩石圈地

幔由于加热和减压进一步发生部分熔融，同时伴随

着来自软流圈部分熔融的熔体，产生了双峰式火山

岩、碱性火山岩和橄榄安粗岩系火山岩。晚期随着

岩石圈厚度的减薄，形成了来源于岩石圈地幔和软

流圈物质的基性岩和 Ａ型花岗岩（闫峻等，２００９）。

牛山岩体的定年表明其形成于本地区的晚期岩浆活

动，虽然还没有详细的岩石地球化学对其成因加以

制约，但可以预见的是，该岩体的形成处在岩石圈厚

度减薄的背景下，和软流圈上涌以及强烈的壳—幔

相互作用密切相关。

长江中下游地区火山岩盆地内的晚期岩浆活动

往往与铁矿化密切相关，也是本地区铁矿的主要成

矿期，属于火山—浅层侵入岩岩浆成矿系统，如宁芜

盆地的姑山和白象山铁矿（常印佛等，１９９１）。虽然

Ｃｕ、Ａｕ、Ｐｂ、Ｚｎ等多金属矿化主要与本地区白垩纪

岩浆早期活动相关，典型的如铜陵地区，但火山盆地

内与岩浆晚期活动有关的Ｃｕ、Ａｕ矿化也有一定的

７３７第５期 唐裕禄等：安徽繁昌盆地牛山岩体锆石ＵＰｂ定年及其意义



分布。如庐枞地区的双庙组和浮山组的Ｃｕ、Ａｕ矿

化即形成于这一时期（唐永成等，１９９８），矿床类型为

热液充填型，该成矿作用往往形成石英脉型铜矿床

和石英—碳酸盐脉铜、金矿床；宁芜地区石英脉型铜

矿矿床的成因以中低温热液充填为主，成矿与早白

垩世大王山旋回—娘娘山旋回的火山—侵入活动空

间上有密切的关系，众多的铜矿点均分布在侵入体

及火山活动中心附近，少数铜矿床点直接产于侵入

岩体中（侯龙海，２００８）。已发现的娘娘山组铜金矿

床为一小型脉状充填铜金矿床，产于宁芜盆地中部

娘娘山破火山口周围，围岩为大王山组、娘娘山组碱

性粗面岩、粗面岩、熔结角砾岩、黝方石响岩等（常印

佛等，１９９１）。铜井娘娘山地区的潜火山—侵入岩中

的含铜量明显高于其他火山—侵入岩中铜的含量，

指示了成矿与潜火山—侵入岩体间的内在联系，娘

娘山旋回的富碱贫硅的粗安质、粗面质侵入岩体、姑

山旋回的石英闪长斑岩、大王山旋回的辉石闪长玢

岩等浅成、超浅成侵入岩体对成矿均为有利（侯龙

海，２００８）。牛山浅层侵入岩体及其相关的找矿突

破，揭示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白垩纪晚期岩浆活动不

仅是重要的铁矿成矿期，也可能是Ｃｕ、Ａｕ多金属矿

的重要成矿期，成矿类型以热液型为主，与火山—浅

层侵入岩系统有密切的成因联系。这为火山盆地内

找矿开辟了新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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