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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墨江金矿床成矿时代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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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系统研究墨江金矿床地质事件的基础上，以富金石英脉中的石英流体包裹体为测定对象，获得 Rb- 

sr等时线年龄为(135±3)Ma。上三叠统地层中含金石英脉旁侧发育的铬水云母脉K-Ar法年龄为(109．5±1．7) 

Ma。结合前人的研究资料，认为墨江金矿床经历了多期次成矿作用，其中构成本矿床的主体——富金石英脉的形成 

时代可能为 135～90 Ma，相当于燕山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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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江金矿床是位于云南省哀牢山金矿带中部的 
一 个大型金矿床，自1982年武警十三支队提交了墨 

江金矿床的详细勘探报告后o，它就引起了国内外地 

质学者的极大关注。前人分别从墨江金矿床的矿床 

地质特征、物质来源、成矿流体、矿床与金厂岩体关 

系和成矿预测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蒋志， 

1984；张志兰等，1987；李元等，1992；胡云中等， 

1995；毕献武等，1996；刘文龙等，1999；胡瑞忠等， 

1999；Bumard et a1．，1999；蔡新平等，1999；方维萱 

等，2001a；2001b；Fang et a1．，2001c；李光明等， 

2001；谢桂青等，2001a；2001b；2001c；2002；应汉龙， 

2002)，形成了该矿床经历了多期次、多阶段成矿作 

用的认识。根据墨江矿区及其外围的勘查结果，该 

矿区外围尚有矿点 10多处，深部钻探显示金矿体未 

尖灭，暗示矿区外围和深部均具有较大的增加储量 

的潜力。由于墨江金矿床形成的复杂性和多期性， 

加之测年方法及对象的局限性，使得前人对其成矿 

时代存在不同认识，因此出现了众多的成因观点。 

到目前为止，认为该矿床的成矿时代分别为海西期、 

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蒋志，1984；张文兰等，1987； 

毕献武等，1996；李元等，1992；胡云中等，1995；涂光 

炽等，2000；Fang et a1．，2001；应汉龙等，2002)，其中 

多数结论是根据间接地质事件推测得出的，仅少数 

是由富金石英脉的测年工作得出的。毕献武等 

(1996)和应汉龙等(2002)分别报道了3个含金石英 

脉的电子顺磁共振年龄(29．0～66．4)Ma和一个富 

金石英脉的 0At-39Ar年龄。一般认为矿床的成矿作 

用本来就应该是多期的(裴荣富等，1999)。墨江金 

矿床主成矿期的成矿时代及其持续时间分别如何? 

在系统研究地质事件的基础上，本文以富金石英脉 

中的石英晶体内流体包裹体为测定对象，获得流体 

包裹体的 Rb—Sr同位素等时线年龄，直接确定主成 

矿期的成矿时代；同时，利用上三叠统地层中含金石 

英脉两侧的铬水云母 K一 法年龄来间接确定其成 

矿时代，两者相互验证。最后，结合前人的研究资 

料，认为墨江金矿床经历了多期次成矿作用，并初步 

地探讨了墨江金矿床主成矿期的形成时代。 

1 地质概况 

墨江金矿床处于哀牢山金矿带中段，是中国西 

南“三江”地区构造一岩浆一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位 

于扬子地块西南缘(图1)。矿床产于哀牢山浅变质 

岩带内和九甲一安定断裂的东侧。九甲一安定断裂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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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南墨江金矿床地质图(据武警黄金 13支队，1982年图件修编) 

1—金厂岩组烂山段(D3jy )硅质岩；2一金厂岩组四十八两山段(D3 )硅质岩、炭质板岩；3一金厂岩组马乎洞段(D3jy )粉砂岩；4一上三 

叠统歪古村组( W )砂岩；5一花岗斑岩；6一辉石橄榄岩；7—煌斑岩；8一矿体；9一断层及深大断裂：① 阿墨江深大断裂；②九甲 安定 

脆韧性剪切带；③ 哀牢山深大断裂；④ 红河深大断裂；1O一地质界线；I一中甸地块；1I一扬子地块；Ⅲ一哀牢山深变质岩带；IV一哀牢 

山浅变质岩带 

Fig．1 Gedog~ map oftheMojiang gold depositinYunnanProvince 

1--LanshanMember of Jmchang Formation(D3 ‘)：silicalite；2--SishibaliangshanM~nber of JinchangFormation(I：~jy )：silicalite，carbona— 

ceous slate；3--MahudongMern-berofJinchangFormation(D3jy )：siltstone；4一UpperTriassicGucun Formation(T3W )：sandstone；5---Granite 

porphyry；6--Pyroxene peridotite；7--Lamprophyre；8--Orebody；9一Fault：① Amojiang deep fault zone；② Jiujia-Anding brittle-ductile shear 

zone；③ Ailaoshan deep fault zone；④ Honghe deep fault zone；10---Geological boundary；I--Zhongdian block；1I--Yat~gtze landmass；Ⅲ一 

Ailaoshan hylx~etamorphic belt；IV—Ailac6han epimetamorphic belt 

向NW，倾向NE，沿断裂及其两侧发育有数百个超 

镁铁质岩体，其中矿区东侧的金厂岩体最大，金厂岩 

体以斜方辉石橄榄岩为主，单斜辉石辉橄岩次之，少 

量的纯橄岩，各类岩石均有不同程度的蛇纹石化(经 

钻探证实地表以下 500 in未见未蚀变原岩)，蛇纹岩 

的Rb-Sr年龄为(302±7．3)Ma，Sm—Nd年龄为(304 

±16)Ma(方维萱等，2002)，这表明金厂超基性岩体 

在早石炭世时就有岩浆侵入，是哀牢山蛇绿岩套的 

重要部分。后来该岩体“构造”侵位于上三叠统歪古 

村组(T3训)紫红色石英砂岩和砂砾岩之上。另外， 

矿区及外围出露燕山期花岗斑岩和喜马拉雅期煌斑 

岩，局部分布变质火山岩。出露地层为上泥盆统金 

厂岩组浅变质岩系和上三叠统歪古村组紫红色石英 

砂岩和砂砾岩，其中上泥盆统金厂岩组是笔者及课 

题组新厘定的构造岩石地层单位，通过详细的野外 

地质剖面和室内工作，确定金厂岩组深水沉积硅质 

岩的形成年龄为(359±21)Ma(Sm—Nd法)、(358．0 

±0．3)Ma(Rb-Sr法)，相当于晚泥盆世(Fang et 

a1．，2001)，是苦杜木组的同期异相地层(方维萱等， 

2001b)。上泥盆统金厂岩组从下到上为：烂山段 

( Jy )，其下部为强粘土化蚀变基性和酸性火山 

岩，中部发育硅质岩；四十八两山段( 
． )，其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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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绿泥石片岩，中部有绢云母硅质岩、炭质硅质岩和 

炭质板岩，局部夹绿泥石片岩，上部以变余绢云母粉 

砂岩为主；马乎洞段(D3 0)，其岩性基本与四十八 

两山段相同，但正常沉积作用增强，中上部夹钙质板 

岩，顺层产出酸性火山岩层。最近研究表明，金厂岩 

组中硅质岩的形成与热水沉积作用有关，四十八两 

山段硅质岩相对于烂山段硅质岩而言，可能含有更 

多陆源沉积组分，同时硅质岩并不是哀牢山蛇绿岩 

套“三位一体”的一部分，构造环境为扬子板块被动 

大陆边缘快速裂陷的深海槽(谢桂青等，2001c)。墨 

江金矿床的矿区构造比较复杂，研究区现今位于哀 

牢山造山带的前陆冲断褶皱带上，原地地层为上三 

叠统歪古村组紫红色石英砂岩和砂砾岩，上泥盆统 

金厂岩组和金厂超基性岩体均属异地外来的构造岩 

块(方维萱等，2002)，区域控矿构造是九甲一安定脆 

韧性剪切带，东部外围受到草坝一安定逆冲推覆型脆 

韧性剪切带的控制。墨江金矿区除了发育大型金矿 

床外，还发育中型镍矿床。 

2 矿床地质特征 

上泥盆统金厂岩组变余粉砂岩、砂板岩和硅质 

岩是墨江金矿床的主要赋矿岩石，底部与超基性岩 

体的接触部位，片理化强烈。墨江金矿床的矿石类 

型主要有蚀变岩型、石英脉型和两者共存的混合型， 

从北向南依次有四十八两山、老金牛、烂山、滴水坎 

和猫鼻梁子5个矿段(图1)。自上向下大致存在氧 

化带、含金硅质岩的混合型矿石和含金石英脉矿石 

的分布规律；从矿区西部到东部依次为四十八两山 

矿段以含金蚀变硅质岩为主的混合型矿石，老金牛、 

烂山和滴水坎矿段含金蚀变硅质岩和含金石英脉型 

矿石，猫鼻梁子矿段以含金石英脉型为主的矿石。 

矿石类型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具有分带性。该矿区存 

在多期石英脉，根据宏观特征、矿物组合和穿插关系 

等方面，可将本区含金石英脉分为3期，即早期贫金 

石英脉、中期富金石英脉和晚期含“明金”石英脉。 

早期贫金石英脉多顺层或片理状产出，呈板状，石英 

脉矿物组成简单，仅含有极少量的石英颗粒，硅化重 

结晶程度较差，大多数为隐晶颗粒，以四十八两山矿 

段为代表，可能与金厂韧性剪切带的形成有关(蔡新 

平等，1999；方维萱等，2001a；2001b)。中期富金石 

英脉是该矿区含金石英脉的主要组成部分，各矿段 

均有发育，一般与地层交角约40～60。，切穿早期贫 

金石英脉，多枝和复合现象常见，成群出露，平行排 

列，在平面上和剖面上还常呈雁行式、侧幕式斜列， 

受压扭性裂隙控制o。石英脉的金品位变化大。石 

英脉主要由石英组成，金属矿物含量一般仅 1％～ 

2％，但类型较为复杂。晚期含“明金”石英脉分布于 

各矿段，但较为少见，石英结晶程度较好，粘土化蚀 

变比较发育。常发育有晶洞构造，晶洞中多充填有 

高岭石和迪开石等粘土矿物，偶见辉锑矿晶簇，大颗 

粒自然金与辉锑矿和粘土矿物共生。矿石的非金属 

矿物主要以石英和玉髓为主，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铁 

矿、闪锌矿等。与金矿化关系密切的围岩蚀变主要 

有硅化、黄铁矿化、铬水云母化等。矿区中镍矿床的 

存在，使局部地段的金和镍矿化在空间上部分重合， 

但金、镍矿体常有间距，仅少数存在交叉、穿插、迭生 

关系。金矿和镍矿的成矿作用均与铬水云母的蚀变 

作用相关，因此本区的铬水云母化存在多期性。对 

矿区的探矿因素研究表明，墨江金矿体主要受地层 

和构造的控制(方维萱等，2001b)。与成矿密切相关 

的构造主要有热水喷溢构造和(逆冲推覆型)脆一韧 

剪切带(方维萱等，2001a；2001b；2002)，其中热水喷 

溢构造在烂山段尤其发育，笔者及课题组新发现了 

烂山矿段 10号矿体51线附近发育很典型的2个热 

水喷流同生沉积旋回，具有相似的热水喷流沉积组 

构和层序，从下到上的层序特征如下：①块状黄铁矿 

硫化物岩，黄铁矿含量为80％～90％，厚 0．60 m；② 

青灰色黄铁矿硅质角砾岩，厚3．0 m，硅质角砾呈次 

棱角状一棱角状，被不规则网脉状黄铁矿胶结，下部 

黄铁矿呈网脉状和条带状(含量为40％～60％)，向 

上黄铁矿逐渐减少，是热水喷流通道的喷溢构造标 

志；③灰黑色条带条纹状黄铁矿硅质岩，厚4．0 m，由 

热水同生沉积作用形成；④含浑圆球状(草莓状)黄 

铁矿硅质岩，厚 0．4 m；⑤含硅质角砾块状黄铁矿硫 

化物岩，厚 1．0 m；⑥铬水云母黄铁矿岩(强烈破碎)， 

厚0．5 m。6层累计厚度9．50 m。在整个热水喷流 

沉积层序中，第②和⑤层为热水喷溢通道口附近的 

标志，硅质角砾大小混杂，大者有(10 x 25)cm2，棱 

角明显，小者为(1～2)crn×(2～4)cm，呈扁豆状， 

与条带条纹状黄铁矿方向一致(方维萱等，2001b；谢 

桂青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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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方法与结果 

3．1 流体包裹体特征 

流体包裹体定年样品主要采集于猫鼻梁矿段的 

不同中段的石英脉，根据野外地质特征、含金量和矿 

物组合，确认它们主要是中期富金石英脉，选择代表 

性样品进行了流体包裹体测温和测年工作，采样具 

体位置见表1。用于间接确定成矿时代的铬水云母 

脉G51(表2)采集于去往马呼洞的公路边上三叠统 

歪古村组紫红色石英砂岩和砂砾岩中，其中可见约 

90 ClTI宽的石英脉，在石英脉与紫红色石英砂岩和砂 

砾岩两侧可见有 10～20 cm宽的铬水云母脉，同时 

发育有黄铁矿化和细小石英脉，产状为255。 65。。 

显微镜下观察表明，石英中含有丰富的流体包裹体， 

但其类型较为单一，主要为液相包裹体和气液相包 

裹体，形态多为椭圆形和不规则状，个体较小，一般 

为 1～15 ttm，多数为4--5 m，其中气液相包裹体中 

气相百分数相对较为稳定，一般为20％，液相多呈无 

色，气相多呈灰一灰黑色。包裹体的分布主要有 3种 

形式：分散孤立状、不规则状和沿微裂隙呈线形分 

布，前两者占绝对多数，反映出本区包裹体以原生包 

裹体为主。研究表明，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为122～ 

306℃，盐度主要集中在3％～8％，成矿密度为0．80 
-- 0．95 g／era3。成矿热液属于中低温、具相对还原 

性和中等含盐度的NaC1一H2O-CO2一s0i一溶液(毕献 

武等，1997；谢桂青等，2001b)。 

3．2 流体包裹体Rb-Sr同位素分析 

富金石英脉含有较少硫化物等杂质，首先将含 

金石英脉样品用纯净水反复冲洗干净，碎成小块，在 

玛瑙钵中捣碎后，过筛至 40～60目，再用 1：1稀盐 

酸和稀硝酸浸泡 10 h左右，除去石英表面混染的铁 

质和硫化物等杂质，用蒸馏水反复冲洗后晾干，再在 

双目镜下挑选出纯净的单矿物样品，纯度达到99％ 

以上。用于石英流体包裹体 Rb—Sr法年龄测定的样 

品制备采用李华芹等(1993)所报道的流程，Rb和Sr 

同位素分析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同位素研究与测试中 

心的MAT．261可调多接收质谱仪上完成，分析过程 

中采用国际标准样品 NB 987监探仪器的工作状 

态，用 NB 607和 Rb—Sr测年国家一级标准物质 

GBW0144监探分析流程。标准物质的测定值分别 

为NBS-987( Sr 0Sr：0．71026±0．00006)、NBS- 

607(硼Rb=523．22 X 10～，硼Sr：65．56 X 10～， 

87Sr 。Sr=1
． 20035±0．00009)和GBW0144("LURb= 

249．08 X 10～ ，硼Sr=158．39 X 10一 ，87Sr／~Sr= 

0．76006±0．00025)。 Rb／，B Sr和 Sr／，B Sr测定精度 

分别优于 1％--2％和0．008％～0．02％。所给出的 

等时线年龄是根据国际上通用的ISOPLOT程序进 

行计算得出的。计算年龄采用的衰变常数为 Rb： 

1．42 X 10—11a～ 。 

铬水云母脉样品用纯净水反复冲洗至于净，晾 

干后碎成小块，在玛瑙钵中捣碎后过筛成 40～60目 

样品用于测试，K—A_r全岩年龄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 

质研究所K一 和 0A_r-3 Ar实验室陈文完成，利用国 

际标样ZBH-25监探其分析结果。 

表1为云南墨江金矿床富金石英脉流体包裹体 

Rb-Sr同位素测定结果，由表 1可知，含金石英脉的 

ZORb和 训 含量分别为 3．876 X 10～～18．460 X 

10一 和 5．091 X 10一～9．483 X 10～，8 Rb／86Sr为 

1．600--7．065；87Sr／，B Sr范围为0．71684--0．72744。 

在 Rb／86Sr Sr／86Sr等时线图上(图2)构成一条较 

好的等时线，据等时线的斜率获得的年龄为(135± 

3)Ma，(87Sr／8 Sr)0为(0．71388±0．00014)；r： 

0．999；MSWD=1．64。 

根据野外穿插关系，上三叠统歪古村组紫红色 

表 1 云南墨江金矿床富金石英脉中石英流体包裹体Rb-Sr同位素数据 

Table 1 Fluid inclusion Rb-Sr isotopic data of quartz from gola-~ uang quartz veins。the Mojiang 

gold delmsit in~ulm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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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abk 2 

云南墨江金矿床上三叠统歪古村组含金石英脉中铬水云母脉K-Ar法同位素数据 

K-Ar isotopic data of Cr．hydromuscovi~ veins from gold-bearing quartz veins in Upper 

TriassicWaigucunFormation，theMojiang g0Iddeposit 

Rb／。 Sr 

图2 云南墨江金矿富金石英脉中石英流体 

包裹体 Rb-Sr等时线 

Fig．2 RI>Srisochronoffluidinclusionsin gold-bearing 

quartz veins，theMoiiang gold deposit 

石英砂岩和砂砾岩中石英脉两侧的铬水云母形成时 

代不应早于晚三叠世，再由表2可知，铬水云母的K一 

年龄为(109．5±1．7)Ma，表明它形成于白垩纪。 

4 成矿时代讨论 

矿床是地壳演化过程中的产物，其定位时代对 

于矿床成因的确定和找矿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 

和实际意义。前人对墨江金矿的成矿时代研究较 

多，表明本区成矿经历了多源、多期次、多阶段的活 

化迁移和富集过程(张志兰等，1987；胡云中等， 

1995；蔡新平等，1999；方维萱等，2001b)。在野外地 

质基础上确定墨江金矿床的成矿时代有两种途径： 

①测定与矿化有关的蚀变矿物的时代来间接确定成 

矿时代；②测定含金石英脉的时代来直接确定成矿 

时代。但由于测试方法和对象的问题，一直没有合 

理的解决墨江金矿床的成矿时代。张志兰等(1987) 

通过对含金石英脉、石英岩及其蚀变矿物的铅同位 

素单阶段模式年龄研究，认为成矿时间为304～114 

Ma，且海西期(250 Ma)是主成矿期。对成矿有关的 

蚀变矿物的测定所确定的墨江金矿成矿时代相差较 

大，如：产于猫鼻梁子矿段 1783坑道、与金矿化密切 

相关的含铬云母 K—Ar年龄为 114．64 Ma，矿区38 

号槽的铬水云母 K一 年龄为 180．6 Ma(李元等， 

1992)，与成矿有关的铬水云母 K- 年龄为61 Ma 

(胡云中等，1995)。由此可以看出，用赋矿地层中蚀 

变矿物铬水云母来间接确定墨江金矿床的成矿时代 

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本区除了发育金矿床 

外，还存在中型规模的镍矿床，镍矿化主要与金厂超 

基性岩体有关，金矿和镍矿均发育有铬水云母化。 

笔者曾在烂山矿段 10号矿体中观察到丽期铬水云 

母脉的穿插关系，通过对本区铬水云母的K-At测 

年，表明它们的形成时代为251～71 MaO，范围很 

宽，两者在野外并不容易区分。因此通过对与金矿 

密切相关的铬水云母测年来研究金矿的成矿时代存 

在采样方面的问题，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用铬水云母 

测年所确定的年龄，可能代表了该区热液成因的镍 

矿床的形成年龄，不能代表金成矿的年龄(毕献武 

等，1996)。 

对墨江金矿富金石英脉的直接测年无疑是一种 

较好的方法，毕献武等(1996)测得含金石英脉中石 

英的ESR年龄为66．4--29．0 Ma，但变化范围较大， 

另外，顺磁共振方法极易受到后期热事件的影响。 

从区域地质资料来看，哀牢山地区各矿床受到喜马 

拉雅期造山运动的影响 (陈毓川等，2001)。另外， 

本区最后一期的含“明金”石英脉，碎裂化和泥化均 

比较发育。通过电镜、x射线粉晶衍射和电子探针 

分析，表明部分含“明金”石英脉发育有溶蚀空洞，并 

被铬伊利石等高岭土(常含明金)充填，充填的铬伊 

利石呈层状集合体，多为放射状、菊花状，与铬伊利 

石共生的有晶面发育较好的2O～100 m 五角十二 

面体黄铁矿(肉眼鉴定呈粉末状)和100～500 tan梳 

状石英，暗示着它们形成于张性构造环境。成矿流 

体中矿化剂组分与粘土矿物在低温低压条件下可组 

成胶体状流体(纳米级)，这种流体对金有极强的吸 

。 方维萱，胡瑞忠，谢桂青，等．2000．墨江金矿深部及外围成矿预测的地质地球化学研究总结报告．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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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和携带运移能力，随着粘土矿物的沉淀，金发生卸 

载、富集，形成大颗粒的自然金。因此，在矿区中大 

颗粒的自然金常与粘土矿物共生或被粘土矿物包 

裹，形成含有“明金”的石英脉(方维萱等，2001a)。 

笔者认为，伴随着喜马拉雅期煌斑岩的发育，本区处 

于高热流区，使前期含金石英脉的金进一步富集，形 

成了含“明金”石英脉。石英脉的 ESR年龄可能代 

表一次重要的喜马拉雅期深源流体叠加事件(毕献 

武等，1996；胡瑞 忠等，1999；方 维萱等，2001a； 

2001b)。最近，应汉龙(2002)报道了墨江金矿猫鼻 

梁子 1753矿段富金石英脉中的石英 0 一3 快中 

子活化年龄，年龄谱为典型的马鞍型，坪年龄为(93 

±3)Ma，等时线年龄为(90±3)Ma，最小视年龄为 

(90±1 Ma)代表石英的形成时代。他还指出马鞍型 

的含钾矿物最低年龄是否代表矿物的结晶年龄还存 

在较大的争议(应汉龙，2002)。另外，考虑到①墨江 

金矿床富金石英脉可能存在由热液蚀变形成的粘土 

矿物，在挑选样品时无法将其完全剔除；②富金石英 

脉中、晚期形成的粘土矿物颗粒很细，铬伊利石单晶 

大小为 1～5／_tm，长 10～20 m(方维萱等，2001a)， 

粘土矿物太小(<4 tan)可能造成39 丢失，造成测 

年结果偏小(张宗清，1997)。笔者认为富金石英脉 

的形成时代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Rb—Sr等时线年龄封闭温度相对较高(不低于 

650"C)，不易受到后期热事件的影响。测定同一成 

矿期的石英流体包裹体的Rb—Sr等时线年龄是目前 

获得金矿床的成矿年龄比较理想的方法之一，已取 

得许多成功的例子(李华芹等，1993；2000)。由前述 

可知，云南墨江富金石英脉中石英流体包裹体 Rb—Sr 

等时线年龄为(135±3)Ma。基于以下3个理由：① 

用于流体包裹体 Rb—Sr测年的样品均为富金石英脉 

中的石英；②测试结果在前人获得的矿石 Rb—Sr等 

时线年龄和与金矿化有关的铬水云母 K一 法年龄 

的结果范围内，张志兰等(1987)报道了矿石 Rb—Sr 

法年龄范围为 117～178 Ma，与成矿有关的铬水云 

母的K一 法年龄为 61～180 Ma(李元等，1992；胡 

云中等，1995)；③与据野外通过构造岩石地层和构 

造变形筛分得出的结论一致(方维萱等，2001b)。结 

合前面对含金石英脉的 0 一00 法测年结果，笔者 

认为本区主要的富金石英脉的形成时代为 135～90 

Ma，相当于白垩纪(燕山晚期)。此结果可以从以下 

地质事实得到证明：①该区上三叠统歪古村组紫红 

色石英砂岩和砂砾岩中可见有少量的主成矿期的石 

英脉分布，两侧的铬水云母受到镍矿化的影响较小， 

它的形成时代可以间接推断成矿时代。笔者测得穿 

插于上三叠统歪古村组紫红色石英砂岩和砂砾岩中 

石英脉与围岩接触处的铬水云母岩脉K一 年龄为 

(109．5±1．7)Ma(见表 2)；②侵入于上三叠统地层 

中的花岗斑岩中亦可见到含金石英脉，分析其金含 

量最高达 10 g／t(毕献武 1996)，在一些地段蚀变的 

花岗斑岩具有较强的金矿化(胡云中等，1995)，而矿 

区花岗斑岩主要形成于燕山早期(李光明等，2001)， 

这表明富金石英脉的形成时代不早于燕山早期。 

哀牢山地区受到喜马拉雅运动的影响较为强 

烈，喜马拉雅期内生成矿作用是此地区最后且最重 

要的一期成矿事件(陈毓川等，2001)，但哀牢山地区 

是否存在早期的成矿事件，目前的研究相对较少。 

通过以上研究表明，墨江金矿床富金石英脉的形成 

时代为135--90 Ma，表明哀牢山地区可能存在燕山 

期成矿事件。 

5 结 论 

通过以上论述可得出如下结论： 

(1)墨江金矿床经历了多期次成矿作用，其中 

构成本矿床的主体——富金石英脉的形成时代为 

135--90 Ma，相当于燕山晚期。 

(2)哀牢山地区可能存在燕山期成矿事件，同 

时在墨江金矿床的外围和深部具有较好的找矿前 

景。 

致谢 在野外工作得到墨江金矿地测科和元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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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jiang gold deposit，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arge gold deposits in the“Saniiang”gold mineraliza— 

tion area of Yunnan Province，has great potential in increasing its gold re．serves．Knowledge of its metallogenic 

age is very insufficient，which has restricted the study of its origin and the ore prognosis．Based on systematical 

analysis of geological events in this area，this paper deals with metallogenic ages of the Mojiang gold deposit． 

The samples studied were taken from quartz in gold—rich quartz veins at Various levels，and the fluid inclusion 

Rb-Sr isochronal ages are(135±3)Ma．The K—Ar isotopic age of Cr-hydromuscovite from gold—bearing quartz 

veins in Upper Triassic Waiguctm Formation is(109．52±1．69)Ma．According to regional geological character— 

istics and geochronological investigations，the authors consider that the Moj iang gold deposit has undergone re— 

peated polymetallic ore-forming activities，and that the main orebodies of the ore deposit，i．e．，the gold—rich 

quartz veins，might have been formed at 135--90Ma． 
． 

Key words：geochemistry，fluid inclusion，metallogenic age，gold—bearing quartz，Mojiang，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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