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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准确的成岩成矿年代测定是矿床研究和对比的基础。然而近几年来 ，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矿 

床采用不同的定年方法得出了相差十分悬殊的成岩成矿年龄的报道屡见不鲜。为此笔者在分析了不 

同定年方法适用性的同时 ，强调了在金矿定年中要加强对金矿成岩成矿地质背景的研究，重视不同地 

质体与成矿的先后关系，确定标志性地质体 ，选择合适的定年方法，测定标志性地质体和矿体的成岩 

成矿年代，使成岩成矿年代互为限定 ，得到高质量的年代学数据。 

关键词：成岩成矿年代 ；同位素；标志性地质体 ；金矿床 

中图分类号：P597；P618．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5—2321(2003)02—0319—08 

我国金矿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其 中华北地 

台周边是我国脉状金矿产出的重要集中区，著名的 

有胶东、丹东、夹皮沟、张家口、冀东和小秦岭金矿集 

中区等。自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上述地区在金矿地 

质、成岩成矿年代学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栾 

世伟l1]、陈衍景等l2]较系统地研究 了小秦岭地区金 

矿地质；吕古贤等l3“]、姚风 良等l5 详细研究了胶东 

金矿地质；武警黄金部队l6 ]以张家 口东坪金矿和 

内蒙古哈德门沟金矿为例讨论了碱性岩与金矿的关 

系；邹光华等l8 研究了我国主要金矿类型的找矿模 

型；张贻侠等l9]总结了我国 80年代至 90年代金矿 

的研究进展；李华芹等llC]、吴尚全l_l1]、陈好寿等l1 ] 

主要采用 。Ar／ Ar法和石英流体包裹体 Rb_Sr等 

时线法较早地研究了我国一些主要金矿的成矿时 

代。近几年来金矿成岩成矿年代学研究方兴未艾 ， 

主要采用矿脉中单颗粒锆石 U—Pb法l1 ̈ ]，黄铁矿 

的 Rb_Sr等时线法l1 和 SHRIMP U—Pb法测定金 

矿成岩成矿年代[16,17]，这些新方法的应用大大提高 

了测年的可靠性。但是，近几年来金矿定年中也存 

在一些问题 ，例如，对同一矿床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 

的测年方法得出了相差十分悬殊的成矿年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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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岩成矿年代测定是矿床学研究和对比的基础。 

因此，以下将对金矿成岩成矿年代学中存在的问题 

从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1 金矿成岩成矿定年方法 

早期金矿年代的确定多采用间接的地质推断方 

法来获取近似的相对成矿年代。主要是根据地层、 

侵入岩(岩体、脉岩、岩墙等)及矿体间的穿插关系来 

确定不同地质体之间相对早晚关系，间接推断成岩、 

成矿年龄。例如：矿体定位于花岗岩中，后期脉岩又 

切穿了矿体，据此就可以推断矿化最早也不会超过 

花岗岩的定位，最晚也不会晚于脉岩的侵位。尽管 

采用这种方法无法回答矿化发生的确切年龄，但传 

统的地质推断法仍然是矿床定年的基础。 

在同位素的定年方法中，使用最早的是几种普 

通铅的年龄模式，其应用必须满足下列假定条件 ： 

(1)原始地球为均匀的流体，其中 U、Th和 Pb分布 

是均匀的，原始铅的同位素组成也是均匀的；(2)地 

球演化为刚性体后 ，U／Pb比值出现了区域性差异； 

(3)在任何地区 U／Th比值的变化仅仅是 U(Th)到 

Pb的放射性衰变的结果；(4)在普通铅的矿物形成 

时 Pb从 U、Th中分离出来 ，其同位素组成从此保 

持恒定。但是近十几年来，火山岩的同位素地球化 

学组成表明，地球铅是不均一的，因此，上述的前提 

条件是不成立的，所 以一般条件下普通铅的模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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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不具有计时意义。但是普通铅同位素组成对探索 

成岩成矿物质来源及演化同其它方法相比具有明显 

的优势。近十几年来，在金矿成岩成矿定年中应用 

最广泛的同位素测年方法有：以测定蚀变矿物及石 

英为主要对象的 。Ar／。9Ar法、石英流体包裹体的 Rb— 

sr等时线法，以测定 白钨矿为主要对象 的 Sm-Nd 

等时线法、U—Pb法 (包括单颗粒锆石 U—Pb法和 

SHRIMP U—Pb法)。 

1．1 0Ar／ 9Ar法 

在国际上，Kellyl1。]较早地报道了利用真空击 

碎技术进行石英流体包裹体 。Ar／。9Ar法的分析，国 

内邱华宁等[ ]利用石英流体包裹体 。Ar／。9At真空 

击碎法成功地测定 了滇西上芒 岗金矿 的成矿时 

代。 。Ar／∞Ar法在金矿成岩成矿定年方面其优点 

有：测定对象广泛(云母类、角闪石类、碱性长石、石 

英等)且需要 量 少；对 于各种 Ar丢失 的样 品， 

。Ar／∞Ar法通常能得出有意义的年龄信息l1 ，并且 

特别有助于研究 岩浆 冷却史 及构造热事件。但 

。Ar／∞Ar法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对于多期次形成 

的金矿，后期热事件会造成氩同位素不同程度的带 

进和带出，并且存在着过剩氩，其年龄谱就会变得复 

杂而难以解释，如：胡达骧等 ·。。_对冀西北金矿的含 

金石英脉进行了 。Ar／。9Ar阶段加热法年龄测定，认 

为本区有 4次主要的成矿作用；吴尚全l11]对夹皮沟 

金矿含金石英脉的 。Ar／。9Ar法测定表明，该矿床经 

历了吕梁期、晋宁期和燕山期 3个阶段的成矿作用。 

如果测定石英流体包裹体的 。Ar／。9Ar年龄，那么石 

英中的次生包裹体也会对 。Ar／。9Ar年龄的可靠性有 

影响。Sherlock等 1]认为高压区矿物的 。Ar／∞Ar 

年龄的不可靠性就更大。 。Ar／。9Ar法在测定花岗岩 

的年龄时，由于封闭温度的限制， 。Ar／。9Ar法通常只 

能给出花岗岩的“结晶年龄”，也只能是接近花岗岩 

的形成年龄_2 。因此 。Ar／∞Ar法给出的成岩成矿 

年龄的解释必须对所研究的地质体的构造热事件有 

较充分的了解 ，方能得出符合地质事实的年代数据。 

1．2 Rb-Sr法 

石英流体包裹体 Rb—Sr等时线法近十几年来在 

金矿定年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l1。’ 卫卜。 ，得出了一 

批有效的年龄数据。但这种方法在应用时也应注意 
一

些问题，首先这种方法的应用前提是要求所测样 

品要同源(具有相近的 sr同位素初始比值)，形成后 

一 直处于封闭系统，同时不同的样品应具有明显不 

同的同位素积累，等时线上的样品点分布范围越宽， 

取得的等时线年龄就越精确l2 。但过于分散的样 

品点也可能是非同源地质样品引起的。目前认为真 

正能代表成矿期流体特征的是石英 中的原生包裹 

体，其形成以后一直保存着封闭的地球化学体系，这 

正是同位素地球化学计时所要求的先决条件之一， 

但是由于后期地质事件的影响，在石英中产出了大 

量的次生包裹体，虽然原、次生包裹体特征能够较好 

地分辨，但 目前采用阶段加热爆裂法除去次生包裹 

体的方法不可能完全将次生包裹体除掉，因此石英 

流体包裹体 Rb—Sr等时线法所打开包裹体搜集到的 

组分应该是原、次生包裹体的混合成分，而由此得到 

的年龄存在着一定的误差是肯定的。最新的研究表 

明，从野外观察和室内综合研究发现，形成石英的流 

体和成矿流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差，也就是说成 

矿流体应该与形成含金硫化物的流体比较接近，直 

接的地质证据就是金赋存在金属硫化物 中，和稍早 

定位的石英形成时的流体有一定的差别。从这一点 

来分析，利用石英流体包裹体所测定的 Rb-Sr等时 

线年龄存在一定 的误差也是无疑的。前人研究表 

明，Rb，Sr，REEs在黄铁矿 中含量较高并且主要赋 

存在黄铁矿中的包裹体和品格缺陷中l2。卫 ，这就暗 

示了 Rb—sr同位素组成可以反映黄铁矿化与金矿化 

有关的成矿流体演化，黄铁矿中 Rb-Sr含量和 Rb／ 

Sr比值可用于直接的金矿定年[15,30]。 

1．3 Sm-Nd法 

用 Sm-Nd等时线法来确定金矿成矿时代这方 

面研究报道的不多，利用与金矿化有关的白钨矿的 

Sm-Nd等时线法来确定加拿大的 Hollinger-Mcin— 

tyre—Conianrum金矿的成矿时代是一个成功的例 

证l2 ，姬金生等l31]在东天山地区研究磁铁矿绿泥石 

建造中的金矿床时，用磁铁矿和黄铁矿的 Sm-Nd等 

时线法确定了康古尔金矿床的成矿时代。Sm-Nd 

等时线法在定年时也应注意以下问题：首先因H Sm 

半衰期较长，不适用于较年轻矿床的定年，否则会因 

等时线年龄分辨率低而得到不可靠的成矿年龄；其 

二，成矿热液有时处在一种开放体系(如流体的运移 

或混合的过程)，不能满足等时线理论所要求的基本 

前提，这都会给成矿年龄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1．4 U-Pb法 

U—Pb法在定年中通常所指的是单颗粒热水锆 

石、金红石、榍石、磷灰石的 U—Pb法，其中在所测定 

的矿物中锆石是应用最普遍的一种矿物，这种方法 

被广泛应用于大陆地壳生长和演化研究工作中，近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魏俊浩，刘丛理，刘国春／地 学首缘 (Earth S
—

cience Frontiers
—

)2003,10(2) 

十几年来也引到金矿定年的研究 中口 。高分辨率、 

高灵敏度的离子探针质谱技术(SHRIMP U—Pb法) 

是目前国际上在金矿定年中最高水平的研究方法。 

在金 矿定 年 中锆 石 U—Pb法 得 到 了 广泛 的应 

用 。]，但这种方法在应用时应注意一些问 

题。其一，含金石英脉中锆石的含量非常少 ，给分选 

带来很大的困难；其二，含金石英脉中锆石成因复 

杂，岩浆锆石、热液锆石都可能存在，而只通过锆石 

的透明程度、晶形、颜色及所含杂质等特征是很难判 

别其成因类型的，这给单矿物鉴定带来较大的困难。 

另外近几年来几乎所有报道金矿的锆石 U-Pb年龄 

数据普遍 比其它方法测定的年龄偏老l1。 。 ，甚 

至年龄相差很大，是因为其它方法应用的(Rb—Sr等 

时线法和 。Ar／。。Ar法等)局限性，还是因为锆石 U— 

Pb法中所测定锆石的继承性问题 ，这是值得探索的 

疑问。 

1．5 Re-Os法 

上面所讨论的几种金矿的定年方法所用的同位 

素体系及母体元素(Rb，K，Sm，U)皆为亲石元素， 

因此确切地说上述所讨论的测年方法给出的年龄应 

该是硅酸盐矿物和含铀、钍矿物的结晶年龄。Re- 

Os法测定辉钼矿来确定金矿化的年龄已成为当代 

矿床年代学研究 的热点 ，在硫化物的沉淀过程 中 

Re／Os比值的分异十分显著 ，而且 Re和 Os分别为 

亲铜、亲铁元素，均可进人金属硫化物晶格中，在金 

矿床中黄铁矿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硫化物矿物 ，为含 

金属硫化物的矿床定年提供了可能。Freydierl3 ]对 

斑岩型贱金属矿床的 Re-Os定年作 了探索性的工 

作 ，并认为可以利用 Re-Os法测定包括黄铁矿、闪 

锌矿等常见硫化物来讨论热液矿床的成矿年龄。国 

内在这方面作了较多研究工作的有黄典豪等 、李 

红艳等 、毛景文等口 ，但他们主要是利用 Re—Os 

同位素测定了钨、钼矿的成矿年龄。对金矿的定年 

由于测定矿物的限制目前报道的不多。金矿的形成 

与共生硫化物有着密切的关系，希望能利用 Re-Os 

法通过测定金属硫化物来确定金矿成矿的年龄。利 

用 Re-Os法定年，要获得可靠的 Re—Os同位素年龄 

值，除了样品的化学处理方法正确外，其 Re-Os必 

须是封闭系统 ，I．uck等l3 ]指出，辉钼矿如果受到了 

后期蚀变或热事件的影响，可能会造成 Re的丢失， 

因此采集新鲜样品也是定年的关键。 

2 金矿成岩成矿定年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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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华北地台周边的金矿定年已积累了十分丰 

富的资料，但从这些资料 中可以发现金矿定年存在 

着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1)在金矿定年中对成矿地质背景的研究或分 

析不够：任何矿床的形成都是区域地壳综合演化的 

结果。因此区域成矿背景是矿床学研究中极为重要 

的内容。在金矿研究中往往由于对成矿地质背景认 

识程度的差异而导致对金矿成矿条件、成矿年代等 

方面产生分歧。我国金矿的分布明显存在着地域性 

和时域性问题。同一个地区内产出的金矿床应该有 

相似的成矿背景和成矿过程，如：分布于郯一庐断裂 

带东侧的胶东、丹东等金矿集中区，除了它们内部金 

矿演化的相似性外，由于它们都是在中生代受太平 

洋板块俯冲_3 和郯一庐断裂带走滑体制的控制，在 

成矿方面都表现出了许多相似性，如：金矿床(点)一 

般围绕一个或多个比金矿形成稍早的花岗质岩体的 

分布，成矿前后各类脉体岩的高频率、高密度产出， 

并且这些脉岩都不同程度的切穿了金矿围绕的花岗 

质岩体，有相似的(或统一的)成矿期前、后成矿构造 

应力场，这些在宏观上所反映出来的相似的成矿地 

质条件和矿物标志特征，说明它们有相似的成矿地 

质背景，这种相似的成矿地质背景对成矿时代的确 

定是一个很好的约束，如果所测定年龄和金矿成矿 

地质背景相悖 ，就应该对成矿年代的可靠性作出合 

理的解释。因此，一个合理的成岩成矿年代数据的 

获得，它不仅是一种测试分析结果，而应该是能反映 

成矿区内地质事件与成矿事件相匹配的年代学证 

据。 

(2)单纯同位素方法定年存在着成矿年龄的不 

确定性：目前，金矿定年中最常用的方法有石英流体 

包裹体的 。Ar／。。Ar法，石英流体包裹体的 Rb-Sr等 

时线法，单颗粒热水锆石 U_Pb法，以及 SHRIMP 

U_Pb法等。从以往报道的年龄数据 中不难发现， 

用单一方法对金矿定年往往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包 

括测定样品差异)，而致使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不同的 

测年方法对同一矿床得出相差十分悬殊 的成矿年 

龄。如：吉林夹皮沟金矿含金石英脉流体包裹体 

Rb—Sr等时线年龄为(263±21)Mal1 ；吴尚全lll】的 

含金石英脉 。Ar／。。Ar法 3个年龄为(1 824±24) 

Ma，(1 253±17)Ma，(203±60)Ma；李俊建等口9j的 

翟矿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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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单颗粒锆石 U—Pb年龄主成矿期为 (2 469～ 

2 475)Ma，显然，这组年龄数据很难反映夹皮沟金 

矿真实的成矿年龄。张家口东坪金矿 的成矿年代 

也存在上述 问题，莫测辉等 ]含金石英脉流体包 

裹体 Rb—Sr等 时线 年龄为 (103±8)Ma，江思宏 

等l_40] OAr／。9Ar法成矿年龄为 172～188 Ma，李惠民 

等l_l ]锆石 U—Pb年龄为(35o．9±0．9)Ma。另外，张 

家口地区的后沟金矿的 0Ar／。9Ar成矿年龄为 176～ 

202．6 Ma[41]，张家口小营盘金矿主成矿期含金石英 

脉中单颗粒锆石 U-Pb年龄为 1 800 Ma，也和张家 

口东坪金矿的成矿年龄相差较大。内蒙地轴西段十 

八 倾 壕 金 矿 主 成 矿 期 。Ar／。。Ar坪 年 龄 为 

1 800 Ma[42]，该矿床中热液蚀变黑云母 K—Ar年龄 

为 281．5 Ma，Rb-Sr等时线年龄为 289．4～311．1 

Mal4 
。 冀东金厂峪金矿蚀变绢云母 K—Ar为 170 

Ma，主成矿期含金石英脉 中石英 。Ar／。。Ar年龄为 

2 190 M a[ 
。从最近几年来的金矿同位素测年资料 

的报道中不难发现， 。Ar／。9Ar法和热水锆石 U-Pb 

法测定的金矿年龄比其它定年方法所测定的成矿年 

龄明显偏老(如：夹皮沟金矿、东坪、小营盘、十八倾 

壕等金矿)，甚至出现容矿围岩比成矿年龄年轻的现 

象，如：张家口东坪金矿产于水泉沟碱性杂岩体的内 

接触带，矿脉 中热水锆石 U—Pb年龄为 (350．9± 

0．9)Mail4]，容 矿 围 岩一水 泉 沟 碱 性 杂 岩 体 

的 0Ar／。9Ar年龄为(327．4±9)Ma[45]。同一矿床采 

用不同方法定年结果差异很大，显然，金矿成矿年代 

的精确厘定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地质工作。 

(3)金矿成岩成矿的时差问题 ：成岩成矿时差一 

直是金矿研究的热点。20世纪 80年代以来前人作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加拿大 Abitibi地区 Timmins 

矿田中花岗岩锆石 U—Pb年龄为(2 691～2 688) 

Mal4 “ ，Hollinger金矿蚀变白云母 0Ar／。。Ar年龄 

为 2 617 Ma_4 ，矿石的 Rb-Sr等时线年龄为2 403 

Ma_2 ，时差为 288～71 Ma。我国胶东地区玲珑花 

岗岩中黑云母 0Ar／。9Ar年龄 164 Mal_4 ，栾家河花 

岗岩全岩 Rb-Sr等时线年龄 152 Ma[5O]，郭家岭花 

岗岩中角闪岩 0Ar／。9Ar法年龄为 135 Mal_4 。灵山 

沟金 矿 的水 白云 母 Rb-Sr等 时 线 年 龄 为 115 

Mal5 ，玲珑金矿水白云母 Rb-Sr等时线年龄为 112 

Mal_5。。，胶东地区金矿成岩成矿时差为 49～23 Ma。 

对成岩成矿时差理解 目前有两种认识，一是容矿围 

岩年龄与成矿年龄的差值，二是主张侵入岩年龄与 

成矿年龄的时差。笔者认为，不管何种侵入岩(也可 

能是容矿围岩)与金矿必须有密切的成因联系，岩体 

(大部分为花岗质侵入岩)应该是金矿成矿的同源岩 

体。是否是金矿成矿的同源岩体要通过微量元素和 

同位素示踪得到证实，只有研究金矿与同源岩体的 

成岩成矿时差 ，对确定岩浆演化与成矿演化的关系 

才具有理论意义。与金矿成矿有关的同源岩体有两 

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成矿流体与成矿物质是矿床内 

花岗质岩类的岩浆期后分异产物 ，二是与花岗质岩 

浆均来 自深部的同一岩浆区。前人l5 ]曾对岩体的 

冷却速率进行过估算 ，对于一个 30 km2的隐伏岩体 

(埋深在 1～2 km以下)，从 800℃的岩浆冷却到岩 

体中心为 600。C时，仅需 7．2 Ma时间，这时整个岩 

体基本固结，不可能再分异出岩浆热液。因此，如果 

成岩和成矿存在着 8 Ma时差 ，就可以排除矿床与 

岩体的直接成因联系l_2 ，如果具有相似的微量元素 

和同位素组成，只能解释为成矿物质、流体与花岗岩 

岩浆均来自深部的同一岩浆源区。因此，虽然这类 

花岗岩体的岩浆已固结，但它与成矿物质、成矿流体 

有相似的微量元素、同位素组成，与成矿有较小的时 

差，应该视为金矿成矿的同源岩体。 

3 对金矿成岩成矿定年的建议 

(1)金矿成岩成矿定年的同时要加强成矿背景 

的研究：如本文前述，随着成岩成矿定年技术的不断 

发展，金矿的成岩成矿定年一致是矿床学研究的热 

点。即是这样，在金矿成岩成矿测年中仍存着地质 

年代和成矿年代相悖的事实，甚至得出成矿年代老 

于容矿围岩成岩年代的错误结论，究其原因主要是 

忽视了成矿地质背景的研究。任何矿床的形成都是 

区域构造一岩浆演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所得出 

的年代学数据必须符合地质事实。中国金矿成矿年 

代表现出了明显的时域分布特征，据李俊建_39]统 

计，显生宙金矿在中国东部的广东(河台、新洲)、福 

建(上杭紫金山)、江西(金山)、安徽 (鸡笼山)、胶东 

(玲珑一焦家)，辽东(五龙、四道沟)和吉南(海沟、二 

道沟、红旗沟)等地金矿床主要形成于燕山晚期。中 

国中西部的西秦岭(拉 El玛、安家岔)，新疆(阿希、西 

准噶尔、康古尔)等地金矿，其成矿期主要为华力西 

晚期和印支期。而华北地台北缘部分金矿形成于新 

太古末至古元古代(2 500～1 800 Ma)。因此在金 

矿定年时要重视成矿地质背景的研究分析，结合成 

矿地质背景对同位素测年结果作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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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地质体问的先后关系，确定标志性地质 

体成岩年代对成矿年代的制约：地质体问穿插关系 

虽然只能给出它们之间相对先后关系，不能给出绝 

对年代，但仍然是确定成岩成矿年代的基础，不管什 

么方法都不能比地质体间的穿插关系所给出地质体 

间先后关系的绝对可靠。翻阅近十年来成岩成矿年 

代的报道，我们会发现同一个问题，即在报道成岩成 

矿同位素年代的同时，很少论述矿床内不同地质体 

之间的先后关系，作为同位素年代可靠性的佐证，这 

是一个明显的不足，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知 

道，矿床内及其附近的地质体类型主要有地质时期 

不同时代的地层、不同时代的侵入岩类和要研究的 

矿体 ，这些不同地质体之问存在着十分清楚的先后 

关系，只有同位素年代数据和相邻地质体问的先后 

关系相匹配，对同位素年代作出科学解释和判断，这 

些同位素年代数据才有意义，才会避免出现本文开 

篇所提及的同一矿床采用不同的测年方法得出相差 

十分悬殊的成矿年龄的现象。为此，笔者建议在金 

矿定年中，确定与金矿成矿存在明显地质先后关系 

的标志性地质体。选择恰当的定年方法分别对标志 

性地质体和矿床测定成岩成矿年代，使之互为限定， 

得到高质量的年代学数据。标志性地质体选择一般 

要考虑下列条件：①标志性地质体与矿床形成从地 

质上判断可能存在着较小的时差；②在地质方面标 

志性地质体与矿床形成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先后关 

系；③标志性地质体一般选择没有或很少受到后期 

明显的地质改造。丹东地区金矿床(点)围绕三股流 

花岗岩体分布，且岩体中有含金石英脉的产出，岩体 

侵位明显早于矿体定位，笔者将三股流花岗岩选为 

标志性地质体，选用 Rb—Sr等时线法、单颗粒锆石 

U—Pb法测定了三股流花岗岩成岩的综合同位素年 

龄(130 Ma)，选择了石英流体包裹体 Rb—Sr等时线 

法测定成矿年代(120 Ma)，得到了丹东金矿集中区 

高质量的年代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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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T H OD OF DATING OF GOLD DEPOSIT 

AND THE RELATED PROBLEM S 

WEI Jun-hao ̈ ，IJU Cong-qiang ，I．IU Guo—chuna 

(1．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 550002，China； 

2．Faculty of Resources，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430074，China； 

3．Honghuagou Gold Mine，Chifeng 024035，China) 

Abstract：Accurate dating of diagenesis and metallogency is the base for deposit research and contrast． 

However，in recent years，the reports of great disparity ages of diagenesis and metallogency for the same 

gold deposit by different researchers and by using different dating methods are very common． For this 

reason，based on the suitable analysis for distinct dating methods，the authors emphasize that in the dat— 

ing of gold deposit on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geological setting of gold mineralization，pay at— 

tention to the time sequence relation of different geological bodies to metallogency，define the marked 

geological body，select suitable dating methods，measure the ages of marked geological body and ore- 

body，and confine each other within certain limit for diagenesis and metallogency ages，in order to obtain 

high quality chronological data． 

Key words：diagenetic and metallogenic age；isotope；marked geological body；gold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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