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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龙陵黄龙沟伟晶岩锆石 U-Pb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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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地块南部伟晶岩稀有金属成矿区包括黄连沟、囊元、黄草坝、毛草寨等铍矿田，伟晶岩广泛分布

于花岗岩体中及其内外接触带、变质岩内或其附近。伟晶岩中矿化以绿柱石为主，伴生有少量铌、钽等，

黄连沟花岗伟晶岩型铍矿为其典型矿床。伟晶岩脉产出与花岗岩体密切相关，但目前还缺乏对伟晶岩脉的

精确定年，另外，伟晶岩交代现象比较明显，有关交代作用对矿床成因的意义尚有待探讨，本摘要概述我

们对黄连沟花岗伟晶岩锆石 U-Pb 年龄的结果及对矿床成因的初步分析。 
黄连沟矿田位于龙泉（南）和孟冒（北）两大花岗岩体之间（图 1），位于龙陵县城东 15 千米。成矿

伟晶岩脉产出在龙泉花岗岩体北部的花岗岩和及边缘的各种古生代变质岩系中，主要分布在花岗岩体与变

质岩系内外接触带以及花岗岩体内部各种变质岩的残山和捕虏体的接触部位附近（图 1）。变质岩系包括

泥质板岩、角页岩、千枚岩、各种片岩。据矿床勘查资料统计，勘探区有 238 条伟晶岩，长几十米至千余

米，厚几十厘米至十米，呈长条状、脉状、透镜状、串珠状（代义安，1964）。伟晶岩脉形态：①单一长

条状、板状矿脉及其密集排列构成的复合脉群：长数十米―1000 余米，厚度几十厘米至 20 米不等，一般 2～
6 m 厚（图 A1.6）。②透镜状、串珠状矿体，主要产出在外接触带片岩、板岩中：长十米至 500 余米。③

不规则状、囊装矿体：主要产出在花岗岩体与变质岩系接触界面部位，一般长宽在数十米左右。 

 

图 1 龙陵黄连沟伟晶岩型铍矿区域地质图（据泰德先,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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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晶岩类型有微斜长石-白云母伟晶岩、钠长石-白云母伟晶岩、钠长石-铁锂云母伟晶岩。主要造岩矿

物包括微斜长石、钠长石、白云母、铁锂云母和石英。付矿物有石榴子石、黑色电气石、磷灰石、黄玉；

稀有金属矿物有绿柱石、铌钽铁矿、独居石铀云母等。稀有金属矿化以绿柱石为主，其次为铌钽铁矿和铁

锂云母，以强烈交代的钠长石-白云母伟晶岩及钠长石-锂云母伟晶岩与绿柱石成矿关系极为密切。 
锆石从大约 5 kg 岩石中经人工重砂、重液、电磁仪等多种方法分离,  并在双目显微镜下挑出无色透明、

无裂痕、无包体的锆石进行 U-Pb 定年分析。锆石形态上呈长柱状自形粒状，粒径一般 70 μm×120 μm 左右，

部分较大粒径可达 100 μm×160 μm；在 CL 图像上显示振荡环带发育，部分锆石颗粒内部发育成云团状

（Patchy texture），可能与成岩晚期的气液交代作用有关。锆石 LA-ICP-MS 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U-Pb 定年分析结果显示，锆石内部云团状部分与边缘振荡环带部

分 U-Pb 平均年龄无明显差异，采用 Isoplot3 程序（Ludwig, 2003）计算，其 U-Pb 平均年龄为 59.9±2.7 Ma
（如图 2）。 

 
图 2 黄连沟伟晶岩锆石 U-Pb 谐和年龄 

U-Pb 定年结果显示出黄连沟伟晶岩基本与同区产出的龙泉花岗岩体同期（60.9±1.4 Ma，据 Cheng et., 
2007），指示龙泉花岗岩体为黄连沟伟晶岩母岩体，根据我们对伟晶岩微量元素分析的结果，黄连沟伟晶岩

稀土元素含量很低，不可能由岩浆结晶分异的残余熔体形成，分析认为龙泉花岗岩体岩浆演化过程中出现

不混溶、形成富水岩浆流体相并进一步形成了黄连沟伟晶岩，锆石颗粒内部云团状结构可能反映伟晶岩成

岩晚期有强烈的气液交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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