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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矿床成矿年代的确定 

— — 以丹东地区成岩成矿ib—Sr、U—Pb同位素年代为例 

魏俊浩 刘丛强1) 李志德 赵永鑫 
1)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贵阳，550002；2)中国地质大学资源学院，武汉 ，430074 

内容提要 丹东地区是中国重要的金矿集中区，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较准确的成岩成矿年代数据报道。本文 

采用 Rb—Sr等时线法和单颗粒锆石 u—Pb法分别测出了丹东三股流花岗岩成岩年龄为 131士5 Ma和 129士3 Ma， 

因此三股流花岗岩综合同位素年龄定为 130 Ma。五龙金矿主成矿阶段石英流体包裹体Rb—Sr等时线年龄为 120+ 

3 Ma。这一组年龄数据理顺了该地区构造一岩浆一成矿的时序关系，对中国东部金矿成矿对比研究提供了有效的 

年龄数据。Sr、Nd同位素的示踪结果表明三股流花岗岩的成岩物质与下地壳物质有关。三股流花岗岩和矿体(含金 

石英脉 )相似 的 Sr同位 素初始 比值 ，说 明成 矿和成岩物质 可能来 自深部 同一岩浆源 区。 

关键词 Rb—Sr、U—Pb同位素 成矿时代 三股流花岗岩 五龙金矿 辽宁 

准确的成岩成矿年代测定是矿床研究和对 比的 

基础 。近十几年来 ，随着测试技术的发展 ，一些新 的 

测试方法得到了应用 ，如 ：以测定蚀变矿物及石英为 

主 要对象 的 。Ar／ Ar法 [吴 尚全等 ，1991；徐 启东 

等，1998；朱嘉伟等，1999(同时测了方铅矿)；周涛发 

等 ，2000；江思宏 等 ，2000；邵世 才等 ，2001；王 义天 

等，2001；刘玉琳等，2002；李强之等，2002)，石英流 

体包裹体 的 Rb—Sr等时线法 (陈富文等 ，1999；王 秀 

璋等，1999；李华芹等，2oooJ，白钨矿的Sm—Nd等时 

线法，单颗粒水热锆石(李俊健等，1996；李惠民等， 

1997)、金红石、榍石、磷灰石的 U—Pb法和硫化物的 

Re—Os法等，使金矿成岩成矿年代学研究取得了长 

足的进展 。但是近几年来 ，由于研究者对矿床内主要 

地质体的先后关系的基本地质事实重视不够，而致 

使不 同的研究者采用不 同的测年方法对同一矿床得 

出十分悬殊的成矿年龄。如：吉林夹皮沟金矿的含金 

石英脉流体包裹体 Rb—Sr等时线年龄为 263±21 

Ma(李华芹等 ，1993)，吴 尚全 (1991)的含金 石英脉 

。Ar／∞Ar法 三个 年 龄 为 1824±24 Ma、1253±17 

Ma、203±60 Ma，而矿体单颗粒锆石 U—Pb年龄主 

成矿期为 2469～2475 Ma(李俊建 等 ，1996)，显然 ， 

到目前为止这些数据很难反应夹皮沟金矿的真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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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测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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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利用 。Ar／∞Ar法测定的成矿年龄为 172～188 Ma， 

李惠民等(1997)测定的锆石 U—Pb年龄为 350．9± 

0．9 Ma。看来同一矿床采用不同的定年方法测出不 

同的成矿年代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为 了得到较 

准确的年代学数据，笔者认为必须确定矿床(区)内 

标志性地质体与成矿的先后关系，在选择测年样品 

时必须进行岩石学、矿物学等基础性地质研究 ，选择 

合适的测年方法确定标志性地质体成岩年代和矿床 

成矿年代，使标志性地质体的成岩年代与成矿年代 

互为限定 。丹东地区金矿床(点 )围绕三股流花岗岩 

体分布，岩体侵位明显早于矿体定位，到目前为止该 

地 区还没有 理想 的成岩成矿年 龄报道 。本 文选用 

Rb—Sr等时线法 、单颗粒锆石 U—Pb法确定了三股流 

花岗岩体成岩年代，选用石英流体包裹体 Rb—Sr等 

时线法确定五龙金矿的成矿年代，得到了丹东金矿 

集中区高质量的年代学数据。Sr、Nd同位素的示踪 

结果表明三股流花岗岩的成岩物质和成矿物质与下 

地壳物质有关，并且均来自深部同一岩浆源区。 

1 地质特征 

五龙金矿在构造位置上位于中朝地 台东部 ，鸭 

绿江断裂的西侧。倪培等(1999)、魏俊浩等(2001)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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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矿床 的成矿特征 曾有专 门研究 。成矿受 NNE向 

和 NW 向构造控制 (图 1)。矿区主要出露 的地层为 

古元古界(Pt )辽河群浅变质岩 。容矿 围岩为印支期 

黑云母花岗岩，矿体和脉岩密切伴生，该矿床为一典 

型的石英脉型金矿。五龙金矿成矿具有多期多阶段 

的特征 ，依据石英 脉的先后关 系及金属硫化物产状 

可将五龙金矿的内生成矿期划分为 5个阶段 ：(I) 

纯石英 阶段 ；(Ⅱ)黄铁矿一浅灰色石英阶段 ；(Ⅲ)自 

然金一辉铋矿一硫化物 阶段 ；(rq)深灰色石英一多金属 

极细粒硫化物阶段；(V)碳酸盐阶段。其中第 Ⅱ、Ⅲ 

阶段为主成矿阶段。 

三股流 花岗岩呈岩株 状产 出，出露 面积约 5O 

km ，岩体具有较好的环状岩相分带 ，中心相和过渡 

相为斑状花岗岩，边缘相为中细粒花岗闪长岩，主要 

造 岩 矿 物 为 斜 长 石 (30 9／6～ 45 )、石 英 (17 ～ 

26 )、钾长石 (12 ～28 )，其次为黑云母和角 闪 

石 ，副矿物有榍石 、磷灰石 、锆石和磁铁矿等 。三股流 

花岗岩主量元素SiO 的含量变化范围为 65．99 ～ 

67．71 ，K O>Na O，K O+Na O 的平 均值 为 

6．92 。在主量元素一微量元素判别图解中，三股流 

花 岗岩落于 I型花岗岩 区内①。 

图 1 丹东地 区区域地 质图 

Fig．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Dandong area 

Q一第四系；J一侏罗系火山岩；Ptlẑ一古 元古代辽河群变质砂 

岩； 一燕 山晚期 三 股流 花 岗岩 ； 一燕 山早 期 五龙 背 花 岗岩 ； 

一 印支期黑云母花岗岩；1一五龙金矿地区容矿断裂及脉岩； 

2一矿区及外围主要断裂；3一金矿床(点) 

Q—Quaternary；J—Jurassic volcanic rocks；Pt1 一metamorphic 

sandstone of Liaohe Group，Paleoproterozoic} 一 Late Yanshanian 

Sangufiu granite； l—Ear1y Yanshanian Wulongbei granite； 一1n— 

dos~man biotite granite；1一 ore hosted fault or dyke；2一main fault 

in ore—district；3一 gold deposit(occurrenee) 

2 样品的采集及分析方法 

样品分别采 自三股流花岗岩体地表不同位置， 

采样点主要分布在岩体的中央相和边缘相，并且避 

开裂隙带、脉岩，离地表近 30 rn深的采石坑中，样 

品为中粗粒花岗岩 ，块状构造 。含金石英脉测年样 品 

采自坑下同一条矿体第二成矿阶段含金石英脉，样 

品采 自同一成矿标高，每个样品点相隔 2O～30 rn， 

目的使同位素的组成有所不同，得到较理想的同位 

素年龄。所采样品新鲜，无任何蚀变和风化，保证了 

采样的有效性。样品的处理与分离采用了一般的处 

理方法 (李华芹等，1993)。。 Sr／。 Sr的 比值采用 

。 Sr／。。Sr一0．1194进行标准化 ，对美国的 Sr同位素 

标准样(标样推荐值为 0．71034±26)测定。 Sr／。 Sr 

一0．710387±8(2o)，。 Rb／。 Sr的分析误差(2o)为± 

1 。Sr全流程本底小于 1×10 。Rb—Sr等时线年 

龄采用 Ludwig的 ISOPLOT程序 (Version 2．90)计 

算，衰变常数 一1．42×10 a_。。年龄误差用 2o 

表示 。样 品“。Nd／“ Nd比值用“ Nd／“ Nd一0．7219 

标 准化 ，LaJolla：“。Nd／“ Nd一0．511846±12(2o)， 

全 过程本底 Sm一3×10 ，Nd=1．2×10 。。Sm— 

Nd、Rb—Sr同位素分析 在宜 昌矿产地 质研究所 

MAT261多接收质谱仪上完成。 

U—Pb同位素的测定：所测锆石 自形程度较高， 

可见多种 晶形，主要有长柱状和短柱状 ，长一般0．15 
～ 0．35 mm，宽 0．05～0．15 mm，长宽 比为 2：1～ 

3：1，柱面{110)、{100)和锥面{111)均发育，在 自然 

光下锆石的颜色多数为无色，少量为浅棕色、淡粉 

色，玻璃光泽。锆石 U—Pb定年用同位素稀释法测 

定。所用试 剂 的 Pb空 白：HC1和 HF为 2～5 Pg／ 

mL，超 纯 水 为 1～3 pg／mL，7N HNO3为 1O～ 2O 

pg／mL，全流程的平均空 白值：Pb为 4O pg，U为 2 

pg。测试方法、流程和精度已有李惠民等(1997)进行 

了报道。U—Pb同位素分析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同位素室完成。同位素分析结果见表 1～4。 

3 结果与讨论 

3．1 三股流花 岗岩的 Sr、Pb同位素年龄 

采 自三股流花岗岩 7件样 品的 Rb—Sr同位素分 

析结果 见表 1，由表 1知 ，Rb和 Sr的含量 分别 在 

86．7×10 ～188．1×10-6和 254．8×10-6～ 558．3 

① 魏俊浩．2002．同源岩浆演化与金矿成矿——以辽宁五龙金矿 

为例．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博士后出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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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丹东地区三股流花岗岩 Rb—Sr同位素组成 

Table 1 Rb-Sr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Sanguliu granite，Dandong area 

样号 岩石名称 Rb(×10— ) Sr(×10— ) 8 Rb／S6Sr 07Sr／86Sr(士2o) 

Sgy一1 三股流花岗岩 145．2 285．4 1．5951 0．71779士0．00003 0．714843 

Sgy一2 三股流花岗岩 86．7 346．6 0．7204 0．71619士0．00004 0．714859 

Sgy一3 三股流花 岗岩 154．2 386．9 1．11O2 0．71688士0．00002 0．714829 

Sgy一4 三股流花 岗岩 172．9 501．4 l_2958 0．717Z1士0．00007 0．714816 

Sgy一5 三股流花岗岩 169．4 254．8 1．9256 0．71845士0．00004 0．714892 

Sgy一6 三股流花岗岩 89．5 283．1 0．9088 0．71650士0．00005 0．714821 

Sgy一7 三股流花岗岩 188．1 558．3 1．1874 0．71702士0．00003 0．714826 

表 2 丹东地区三股流花岗岩锆石 U—Pb同位素数据 

Table 2 U—Pb isotopic compositions in zircons from Sanguliu granite，Dandong area 

点 重量 U Pb 同位紊原子比率 表面年龄(Ma) 

206Pb 208Pb 206Pb 207Pb 207Pb 206Pb 207Pb 207Pb 号 
(×10— ) 204Pb 206Pb Z38U 235U 206Pb 238U 235U 206Pb 

1 3O 497 11 4069 0．2056 0．0204士 0．0034 0．1378士0．0037 0．04893士0．0095 130．3 131．1 144．7 

2 18 39O 10 363 0．1963 0．0203士 0．0040 0．1368士0．0055 0．04885士0．00165 129．6 130．2 140．6 

3 2O 438 12 247 0．2048 0．0199士 0．0031 0．1348士 0．0037 0．04896士0．001O2 127．5 128．4 145．7 

4 25 325 8 751 0．2168 0．0212士 0．0035 0．1446士0．0048 0．03945士0．00132 135．2 137．1 169．4 

×10 之 间； Rb／ Sr和 St／ Sr比值 分 别在 

0．7204～ 1．9256和 0．71619～0．71845之 间，数据 

值分布均匀，MSWD一0．656，说明等时线相关性较 

好(图 2)，由斜率获得岩体的 Rb—Sr等时线年龄为 

131．1± 4．5 M a，Is 一 0．71482。 

三股流花岗岩锆石 u—Pb同位素分析结果及表 

面年龄计算值列于表 2，由表 2知，每一组锫石的表 

面年龄基本接近，但每一组类型的锆石表面年龄均 

表现为 t2o6<￡ o <￡ 。 ，具有不一致锆石 年龄 的特 

征。其最可能的解释是，锆石中的放射成因的 Pb在 

后期地质作用过程中发生了微弱的丢失，四组锆石 

的 ∞Pb／ 鲳U 表面年龄有一个小 的变化范 围，为 

127．5～135．2 Ma，也说明存在一定放射成因Pb的 

丢失。前三组锆石的表面年龄变化范围小，为 127．5 
～ 130．3 Ma，加权平均值为 129±2．9 Ma(图 3)，这 

个数据可以作为锆石结晶的近似年龄，即三股流花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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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b／ Sr 

图 2 三股流花岗岩 Rb—Sr等时线年龄 

Fig．2 Rb—Sr isochron of Sanguliu granite 

岗岩侵位年龄。后一组锆石的透明度略差， Pb／ 。。 

u表面年龄为 135．2 Ma，年龄略偏高。所测锆石的 

晶形完好，颜色单一，排除了古老地层中残留锆石的 

可能性 。 

3．2 五龙金矿成矿年龄 

五龙金矿第 Ⅱ成矿阶段 5件样品的Rb、Sr同 

位素分析结果见表 3，由表 3可知，成矿流体的 Rb 

含 量为 0．82 32×1 0 ～1．9 98×1 0一 ，Sr含 量 为 

暑 

＼  

凸一 

品 

图 3 三股 流花岗岩锆石 U—Pb谐 和年龄 

Fig．3 U—Pb concordia diagram for zircons from 

Sanguliu gra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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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五龙 金矿含金石 英脉 流体包裹体 Rb—Sr同位素 组成 

Table 3 Rb-Sr isotopic com positions of fluid inclusions in Au—bearing quartz of the W ulong gold deposit 

样号 测 定矿物 Rb(×10—6) Sr(×10 ) 8 Rb／86Sr 87Sr／S6Sr(1d) ，sr 

76—1 石英 l_620 1．923 2．431 0．71965±0．00005 O．715504 

76—2 石英 1．998 1．976 2．919 0．72037土0．00001 0．715392 

76—3 石英 O．8232 3．024 0．7856 0．71677±0．00015 0．715430 

76—4 石英 0．8759 2．985 0．8468 0．71686±0．00003 0．715416 

76—5 石英 1．319O 2．O16 l_888 0．71850±0．00004 0．715280 

表 4 丹 东地 区三股流花 岗岩岩体 Sm—Nd同位素 组成 

Table 4 Sm—Nd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Sanguliu granite，Dandong area 

Sm Nd tDM 样号 测定对象 l4 S
m／144Nd 143Nd／144Nd ± 2a end(￡) (× 10—6) (×10—6) 

(M a) 

Sgy一1 花 岗岩 7．799 48．759 0．09668 0．511761 0．000011 —15．53 2181 

Sgy一2 花 岗岩 7．781 48．475 0．09703 0．511762 0．000032 —17．O3 2178 

Sgy一3 花 岗岩 7．164 45．955 0．09423 0．511758 0．000017 —17．17 2181 

Sgy一4 花 岗岩 7．470 50．775 0．08893 0．511750 0．000008 —17．32 2187 

Sgy一5 花 岗岩 1．634 5．734 0．17218 O．511816 0．000008 —16．O3 2191 

Sgy一6 花岗岩 2．038 7．157 0．17213 0．511816 0．000011 —15．93 2191 

注：eNd值是相对 CHUR计算，CHUR的现今值为“。Nd／ “Nd=0．512638和 Sm／ Nd：o．1967，表中的模式年龄采用两阶段模式计算。 

1．923×10 ～3．024×10一， Rb／ Sr比值 范 围为 

0．7856～ 2．919， Sr／ Sr 比 值 为 0．71677± 

0·00015～0．72037±0．00001，显然 5件样 品无异常 

显示，构成了一条很好的石英流体包裹体等时线(图 

4)，由 5个样品点构成的等时线斜率所得该阶段成 

矿年龄为 120±3 Ma(图 4)， s 为 0．715402，MSWD 

一 3．62。 

3．3 讨论 

本项研究所采样 品均在地表采石坑和地下坑道 

中，避免了因地表风化而可能使 Rb、普通 Sr和放射 

成 因 Sr发生迁移和丢失 ，可以较好地排 除表生 作 

用对同位素计时的影响。本文中三股流花岗岩和矿 

体的两组 Rb—Sr同位素定年样品，每组均有相同的 

Rb—Sr同位素初始值(图 5)，说明同位素体系封闭之 

． 7211 

． 7204 

． 7197 

O．719 

． 7183 

． 7l76 

． 7169 

． 7162 

0．5 1 1．5 2 2
． 5 3 3．5 

Rb／髓Sr 

图 4 五龙金矿主成矿阶段含金石英脉 

流体包裹体 Rb—Sr等时线 

Fig．4 Rb—Sr isocbron of fluid inelusions 

in Au—bearing quartz of main ore—forming 

stage from the W ulong gold deposit 

后没有受到热事件较 大的扰动 ，因此 Rb—Sr同位素 

提供的等时线年龄是可信的。对金矿以及与之有关 

花岗岩的年龄测定，特别是对于成因复杂和经历过 

多次地质作用扰动的花岗岩，现代微量、颗粒锆石 

U—Pb法 是 最 为 有 效 的定 年 方 法 (Corfu et a1．， 

1984；Claue—Long et a1．，1990；Krong，1993)。由于 

花 岗岩全岩的 Rb—Sr封闭温度(～700 oC)接近花 岗 

岩的结晶温度，因此，Rb—Sr全岩等时线年龄基本上 

代表了花岗岩的结 晶年龄 (Harrison，1979)。三股流 

花岗岩的 Rb—Sr年龄为 131．1±4．5 Ma，锫石 U—Pb 

年龄为 129±2．9 Ma，所 以三股流花 岗岩 的成岩综 

合同位素年龄应定为 130 Ma。 

中国东部地区产出有许多重要金矿集中区。如： 

胶东、冀东、赤峰、张家口等金矿集中区，金矿主要产 

于花岗岩或老地层中，并且围绕较年轻的花岗岩体 

分 布，这些 花岗岩 SHRIMP U—Pb年龄范 围为 200 

～ 130 Ma，寄于花岗岩或老地层中的脉状金矿床年 

龄 范围为 125～100 Ma(Wang et a1．，1998；Qiu et 

a1．，2002；Hart et a1．，2002)，丹东地区金矿 的成岩 

成矿年代和中国东部地区中生代大规模金矿成矿作 

用时代相匹配，该地区金矿是这次大规模成矿作用 

的重要产物 。 

由表 1知 ，三股流花 岗岩 7个样品的 同位素 

初始 比值范围为 0．71482～0．71486，非常接 近。高 

的锶同位素初始比值和负的eN ( )值(表 4)均表明 

三股流花岗岩其成岩物质与古老地壳的同熔或重熔 

有关 。图 6表明 ，在 ENd(t)-I 图解中；其样品点均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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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下地壳趋势线 附近 (吴 

同 位
．

素综合年龄( ?? oo ·oo ·。 oo ·oU圳·oU n 4l／s： 45 
Ma)相差 2054 Ma，也说 

明其成岩物质与古老的 图5 丹东地区三股流花岗岩Isr-1／Sr图解 

壳源物质有关 。五龙金矿 Fig．5 Is 一l／Sr map of Sanguliou granite，Dandong area 

含 金 石英 脉 5个 样 品 的 ‘a)一三股流花岗岩体；(b)一含金石英脉 

，、_ 士  ． t ， ．， ¨ ^

(a)-- Sanguliu granite；(b)L Au—bearing quartz vein 

I 同位素初 始 比值 (按 ’ 

120 Ma校 正 )范 围 为 (鸡笼山)
、 胶东(玲珑一焦家)，辽东(五龙、四道沟) 

0·715280~0·715504，三股流花岗岩的 ISr同位素初 和吉南(海沟
、 --iff~、红旗沟 )等地金矿床主要形成 

始 比值 (按 130 Ma校 正 )范 围 为 0·71482～ 于燕山期
。 中国中西部的西秦岭(拉 日玛、安家岔)、 

0·71486，显然二者的 Sr同位素初始 比值非常一致 ， 新疆 (阿希
、西准噶尔、康古尔)等地金矿，其成矿期 

结合含金石英脉切穿三股流花岗岩体的地质事实， 主要为华力西晚期和印支期
。 而华北地台北缘部分 

说明矿化晚于三股流花岗岩的定位 ，一致的 Sr同位 金 矿 形成 于新 太古 代末 至 古元 古代 (2500～ 1800 

素初始比值，只能解释为成岩和成矿物质来 自深部 M )
。 因此在金矿定年时要重视成矿背景的研究分 

的同一岩浆源 区。 析
，结合成矿背景对同位素测年结果作出合理的解 

3·4 对金矿成岩成矿定年的建议 释
。 

金矿成岩成矿定年的同时应加强成矿背景的研 重视地质体间的先后关系
，确定标志性地质体 

究，注意岩浆岩成岩与成矿间的时差 (柳少波等， 成岩年代对成矿年代的制约
。 地质体间穿插关系虽 

1996)及不同成矿阶段间的时差(魏俊浩等，2001)。 然只能给出它们之间相对先后关系
，不能给出绝对 

随着成岩成矿定 年技术 的不断发展 ，金矿 的成岩成 年代
，但仍然是确定成岩成矿年代 的基础 ，不管什么 

矿定年一直是矿床学研究的热点。即使这样，在金矿 方法都不能比地质体间的穿插关系所给出地质体间 

成岩成矿测年中仍存在着地质年代和成矿年代相悖 先后关系的绝对可靠
。 翻阅近十年来成岩成矿年代 

的事实 ，究其原因主要是忽视了成矿背景的研究。中 的报道
，我们会发现同一个问题 ，在报道成岩成矿同 

!拿 成矿年代妻现出了明显的时域分布特征，据 位素年代的同时，很少论述矿床内不同地质体之间 李俊建(1997)统计
，显生宙金矿在中国东部的广东 的先后关系

，作为同位素年代可靠性的佐证，这是一 
(河台、新洲)、福建(上杭紫金山)、江西 (金 山)、安徽 个 明显的不足

，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标志性地质体 

1_．— — — 一  一 一  ．． 
选择一般要考虑下列条件：① 标志性地质体与矿 

一2} I I
＼  I 顺 黻械 受 。f I 下地壳 

． 1 4 结 

，S 

图 6 丹东地区三股流花岗岩的 eN (￡)一I s|图解 

(图廓据吴福元等，1997) 

Fig．6 ￡Nd(f)一Jsf map of Sanguliu granite，Dandong area 

(map outline after W u Fuyuan et a1．，1997) 

丹东地 区三股流花岗岩的 Rb—Sr等时线和单颗 

粒 锆 石 U—Pb年 龄分 别 为 131± 5 Ma和 129±3 

Ma，因此将三股流花岗岩的综合同位素年龄定为 

130 M a。 

五龙金矿主成矿阶段石英流体包裹体 Rb—Sr等 

时线年龄为 120±3 Ma。这一组年龄数据理顺 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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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构造一岩浆一成矿的时序关系，对中国东部金 

矿成矿对比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年龄数据。 

Sr、Nd同位素的示踪结果表明三股流花岗岩的 

成岩物质与下地壳物质有关。三股流花岗岩和矿体 

(含金石英脉)相似的 sr同位素初始比值，说明成矿 

和成岩物质可能来 自深部同一岩浆源 区。 

金矿定年时要重视成矿背景的研究分析，结合 

具体地质体 间的先后关系 ，确定标志性地质体成岩 

年代对成矿年代的制约，只有这样才能对同位素测 

年结果做出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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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b，Rb—Sr Isotopic Dating of the Diagenesis and M ineralization 

of Gol d Deposits in the Dandong Area 

WEI Junhao ’ ，LIU Congqiang”，LI Zhide ，ZHAO Yongxin。 

1)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5 50002 

2)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430074 

Abstract 

Dando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gold deposit concentration areas in China．But，up to the present，accu— 

rate age data on the diagenesis and ore—forming have not been reported．In this study，the Sanguliu granite 

from the Dandong area yields a U—Pb zircon age of 131± 4．5 M a and a Rb—Sr isoehron age of 129± 2
． 9 M a， 

and thus the comprehensive isotope age of the Sanguliu granite is defined to be 1 30 Ma
． The Rb—Sr isochron age 

of the fluid inclusion in Au—bearing quartz veins of the W ulong gold deposit at the main metallogenic stage is 1 20 

± 3M a．This age group sets up the time—order relationship of structure-- magma-- mineralization in this region
． 

This work provides valid age data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gold deposits in eastern China
． The features of 

Sr and Nd isotopes display that the diagenetic material of the Sanguliu granite comes from the lower crust
． Sim— 

ilar initial ratios of Sr isotopes between the Sanguliu 

metallogenic materials may have originated from the 

granite and the orebodies suggest that the diagenetic and 

deep comagmatic region． 

Key words：Rb—Sr and U—Pb isotope；ore—forming time；Sanguliu granite；W ulong gold deposit；Lia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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