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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贵溪冷水坑Ag-Pb-Zn矿田成岩成矿年代学

研究进展及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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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坑 Ag-Pb-Zn 矿田位于江西贵溪市，构

造上在赣杭构造带南翼，武夷隆起带银多金属成

矿带北段，是我国已知最大的隐伏银矿田，探明

银、铅、锌储量都达到特大型规模，既有斑岩型

矿体（即花岗斑岩赋矿），也有层状型矿体（部

分学者称为火山沉积-热液改造型矿床、层控叠加

型或层状改造型矿床）。 

矿田基底地层为上震旦统老虎塘组，盖层为

上侏罗-下白垩统的打鼓顶组及鹅湖岭组，主要为

晶屑凝灰岩、熔结凝灰岩并夹铁锰含矿层等。打

鼓顶组（下段）及鹅湖岭组（下段）为层状型银

铅锌矿的主要赋矿围岩。岩浆岩发育于加里东

期、燕山中晚期，以燕山中期最强烈。燕山中期

主要为花岗斑岩及石英正长斑岩，花岗斑岩与成

矿关系密切，属高钾钙碱性岩石系列 S 型花岗岩

（左力艳等，2008），存在绿泥石化、绢云母化

等蚀变。燕山晚期主要形成流纹斑岩和钾长花岗

斑岩，属成矿后侵入体。 

矿田矿化以银为主，共生铅、锌，伴生镉、

金、铜、硫、铁、锰；矿石类型以银矿石、铅锌

矿石、铜矿石、铁锰银矿石、铁锰铅锌矿石为主；

构造类型为浸染状、细脉状、细脉浸染状、脉状、

块状；矿石矿物主要为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

螺状硫银矿、自然银、黄铜矿、菱锰铁矿、磁铁

矿、硫银锡矿、深红银矿、自然金等。 

矿田自发现到现今，已开展了大量研究，涉

及矿床地质、矿化蚀变、围岩蚀变、成岩成矿年

代学和流体包裹体等方面（左力艳等 , 2008, 

2009； 孟祥金等，2009；邱骏挺等，2013；苏

慧敏等， 2013）。尤其近年来应用高精度定年手

段，矿田年代学研究进展显著。 

斑岩型铅锌银矿化与绢云母化和绿泥石化

蚀变密切相关，孟祥金等（2009）通过测定蚀变

绢云母 40Ar/39Ar 同位素，认为冷水坑斑岩型铅锌

银矿化年龄为 162.8±1.6 Ma。左力艳等（2010）

对花岗斑岩应用 SHRIMP 锆石 U-Pb 定年，得出

162.0±2 Ma。为了进一步验证成矿成岩关系，孟

祥金等（2012）采用 SHRIMP 锆石 U-Pb 测年技

术，对冷水坑矿田含矿花岗斑岩与鹅湖岭组晶屑

凝灰岩进行了年代学研究，得出 3 个晶屑凝灰岩

的锆石 U-Pb 年龄分别为 157.8±1.6 Ma、157.2±1.5 

Ma和158.2±1.8 Ma，花岗斑岩年龄157.6±1.3 Ma。

含矿斑岩与火山岩时代高度一致，认为属同一构

造岩浆活动产物。 

王长明等（2011）对花岗斑岩进行了锆石

LA-MC-ICP-MS U-Pb 定年，结果为 155 Ma。鉴

于上侏罗统打鼓顶组地层在不同地区采用不同

方法得到的年龄相差较大，年龄范围在 141～165 

Ma 之间（孟祥金等，2007），孙建东（2012）对

冷水坑矿田层状主矿体（A7）顶底板打鼓顶组晶

屑凝灰岩及钻孔内的花岗斑岩进行了系统定年，

分别得到年龄为 155.1±1.2 Ma，156.0±1.2 Ma，

146.0±2.6 Ma，含矿花岗斑岩的年龄与前人锆石

U-Pb 年龄差距较大。从谐和图上看，花岗斑岩的

年龄数据谐和程度较差，MSWD 值偏大，数据质

量不高。 

邱骏挺等（2013）进行新的年代学工作，得

出打鼓顶组熔结凝灰岩形成于 160.8±1.9 Ma，鹅

湖岭组含角砾熔结凝灰岩则具有间歇性和多期

喷发特点，其最初活动时间为 159 Ma，而主体形

成于 146.6±2.2 Ma；矿区含矿花岗斑岩年龄介于

163.6±2.1 Ma～154.3±3.0 Ma 之间，认为与打鼓

顶组、鹅湖岭组几乎同期形成。 

为避免矿区成矿蚀变影响等因素，Sun 等

（2013）对冷水坑所在天华山盆地内的中生代火

山岩通过 LA-MC-ICP-MS 开展锆石 U-Pb 定年工

作，得出打鼓顶组下段晶屑凝灰岩年龄为 144±1 

Ma，上段安山岩年龄为 142±1 Ma，鹅湖岭组第

一段的层状凝灰岩为 142±1 Ma，第三段火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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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旋回的流纹质熔结凝灰岩为 137±1 Ma，侵入岩

（石英正长岩、钾长花岗斑岩、流纹斑岩）
206Pb/238U 加权平均年龄分别为 144±1 Ma，140±1 

Ma，140±1 Ma。为了排除实验室误差，在另一实

验室应用 LA-MC-ICP-MS，分别测试两个与成矿

密切相关的花岗斑岩，得出 157±1 Ma 和 158±1 

Ma 年龄。无独有偶，在浙江江山徐家墩鹅湖岭

组流纹质熔结凝灰岩，过去曾将其划分为晚侏罗

世鹅湖旋回，但张家箐等（2009）进行 SHRIMP

锆石 U-Pb 定年得到年龄为 138.0±2.4 Ma，为中

生代早白垩世。 

综上可见，冷水坑矿田成矿年龄数据偏少；

成岩年龄较多，但跨度较大，尤其火山晶屑凝灰

岩与花岗斑岩的时代存在争议。大多学者研究认

为斑岩型矿床晚于（稍晚于）层控型矿床，并对

后者进行交代叠加。Sun 等（2013）根据定年并

结合野外地质，认为花岗斑岩早于火山沉积地

层，二者相差近 20 Ma，代表不同成矿事件。花

岗斑岩年龄结果比较一致，集中在 156～158 Ma，

且与北武夷（永平 155～160 Ma）乃至华南广泛

分布的一期成矿时限一致。火山晶屑凝灰岩范围

从 146～162 Ma，如不考虑测试方法影响，是否

因岩体不同部位的冷却速率造成（邱骏挺等，

2013），或者其他原因，尚需进一步工作验证。

从已有年龄数据及对应位置，大致发现花岗斑岩

附近的火山岩地层具有偏大或接近于花岗斑岩

的年龄，而且年代范围较大，暗示锆石可能多源；

如果 Sun 等（2013）认识正确，是否说明火山岩

曾捕获早期花岗岩体的结晶锆石？由于成矿年

龄偏少主要原因为金属矿物的定年难度较大，随

着方法日益成熟，针对金属矿物应用 Re-Os 同位

素等时线方法进行定年，将是一个重要突破。火

山岩地层及花岗斑岩定年工作，应在结合确切采

样位置基础上，应用高精度的离子探针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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