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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论华南地区金矿床的成矿时代’’ 

一 文的几点看法 

兼论雪峰 山金矿带加里东期成矿的可能性 

彭建堂 

(中国科学 院地球化 学研究 所 ，贵 州 贵阳 550002) 

摘 要 ：陈柏林先生在“论华南地区金矿床的成矿时代”一文中对华南金矿床成矿时代的特点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但陈柏林先 

生文章中的一些观点、结论尚存在商榷之处，为此，提出了几点不同的看法，强调矿石铅模式年龄和H一0同位素图解在矿床学中应 

用的局限性。雪峰山金矿带是华南金矿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目前已有的地质研究成果和年代学数据，提出了与陈柏林先生文章 

不同的观 ，认为该区的加里东期金成矿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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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 了陈柏林先 生相继发表的有关 金矿床成 

矿时代的文章Ll ]，笔者颇受启发；但文章中的一些 

观点 、结论 尚存在商榷之处 ，下面笔者拟提 出几点不 

同的看法 ，与 陈柏 林先 生商榷 。由于 陈柏 林先生 的 

“论华南地区金矿床的成矿时代——兼与王秀璋等 

‘华南加里东期金矿床 的基本 特征’一文 的讨论”(以 

下简称“陈文”)涉及到雪峰山地区，因此 ，笔者也借 

此机会 ，探讨一下该 区加里东期 金成矿的可能性 。 

1 几点不同的看法 

(1)“陈文 ”中利用 矿石铅 的模式 年龄来论 证华 

南金矿的变质成因，认为金山金矿的矿石铅模式年 

龄反映了源岩的变质年龄。实际上 ，在华南地区，金 

矿床中矿石铅的模式年龄变化非常大，高者远大于 

围岩年龄，低者则小于 0，其地质意义如何，目前尚 

不清楚 。 

事实上 ，对于大多数金属矿床 ，矿石铅模式年龄 

的可靠性 是令人置疑 的。矿石铅模式 年龄 的计算应 

严格限制在岛弧环境中的整合块状硫化物矿床类型 

的矿石铅 口]。实际上 Doe L3]也否定 了他本人于 70年 

代初提出的单阶段模式年龄的计算 ，他认为任何企 

图利用模式年龄来 了解地质真实年龄 ，均只能以失 

败而告终。笔者也曾对该问题进行过较详 细的讨 

论Ⅲ。目前，人们主要利用矿石铅的同位素组成来进 

行物 源示踪 ，矿 石铅 的模 式年 龄 已基 本上 为人们 所 

摈弃 。 

(2)“陈文”中多处利用 H 和 0 同位素来判断成 

矿流体的来源，并以此为依据推断华南金矿床为“变 

质热液成因”和(或)“岩浆热液成因”。实际上，利用 

这种经典的 (D)一 ( 0)图解来判断流体来源必 

须十分谨 慎 ，其原 因有 以下两方 面。 
一 方面 ，正如涂光炽L5]所 指 出的 ，该 图解本身就 

存在一些问题 ：大气降水和海水 中的 H 和 0 同位 素 

值是实测的 ，而岩浆水 和变质水 中的 H 和 0 同位 素 

值却 是计算 获得 的 ；变质水 的计 算温 度 范 围为 300 
～ 600。C，岩浆水的计算温度更高。而华南地区大多 

数金矿床的成矿温度均不超过 300。C，因此，利用这 

种图解难 以有效地判断华南金矿成矿流体的来源。 

涂光炽Is]早在 1991年就 明确指 出，利 用该 图解来 判 

断华南板溪群 中的金矿为变质热液型金矿是很 不合 

适的，因为华南板溪群的变质程度低 ，其成岩温度还 

不到300。C，而图解中变质水的计算温度却为 3O0～ 

600。C。 

另 一方 面 ，正如 Skinner于 1979年所 指 出 的 ， 

该图解在解 释同位素资料时往 往会带 来不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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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特别是对于落入过渡区间的成矿流体 ，既可能 

是 由水一岩反应的同位素分馏引起的，也可能是由 

两种 不同来 源 的水混合所致 。然而人们在解释时往 

往只考虑后者，且在作判断时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如对于相 同的 H和 O 同位素数据 资料 ，不同的研 究 

者可 以得 出不 同的、甚 至相反 的结论 。从水一 岩反应 

同位素交换 的角度 考虑 ，即使 是那些 落入典型 变质 

水或岩浆水区域的成矿热液，也可能并不是变质水 

或岩浆水。如翟建平等 对山东乳山金矿的研究表 

明 ，该 矿床 中那些落入 岩浆水 (变质水 )范 围的投点 

是大气 降水与 主岩发生 同位 素交换 的结果 。笔者④ 

对湘 西南一带 金矿 的理论模 拟也显示 ，大气降水在 

与 该 区富 O 的 主岩 发生 水一 岩作 用 时 ，在水 和 岩 

的 比值较低 的条件下 ，完 全有可 能演化 至变质水 的 

范 围 。 

因此 ，笔 者认 为 ，“陈文 ”中依 赖 (D)一 ( O) 

图解来论证华南金矿 的变质成 因或岩浆成 因是不妥 

的 。目前 ，利用 Taylor的 (D)一 ( O)图解来判别 

成矿流体的来源这一经典方法 的可靠性 和有效性 已 

受到越来越多 的怀 疑l_7 J。 

(3)“陈文”中特别强调华南金矿的成矿时代具 

有“一老一新两期(元古代和中生代)成矿”的特征， 

同时又强调“成矿物质来源时代早 ，成矿作用(或矿 

床 定 位 )新 ”、“华 南 金 矿 床 成 矿 时 代 普 遍 为 中 生 

代”[1]。那么 ，在华南地 区，元古代究竟 是仅形成金的 

矿源层 ，还是确实存在金 的成矿作用 呢?作者似乎并 

没有表 达清楚 。如果是前者 ，似乎表 达为“成矿物质 

来 源年龄老 ，矿床定 位 年龄新 ”更 贴切些 ；如果是后 

者 ，“陈 文”中的“华南 金 矿床 成矿 时代 普遍 为 中生 

代 ”等结论则难 以成立 。 

(4)“陈文”中提 出“雪峰 山地 区主要成矿期是 中 
一 晚元古代 的武陵一雪峰期和 印支燕 山期 已为大多 

数学者所接受”，由于作者未列出任何相关文献，笔 

者 不得而知 。不过 ，根据笔者所查阅的资料 ，在 9O年 

代以前，前人一般认为是武陵一雪峰期(1 O00～800 

Ma)成矿 ，特别是雪峰期成矿[1 l5]。在 90年代 中晚 

期 ，一 些学者 又相继 提 出该 区主成 矿期应 为 印支一 

燕 山期 口 ]或 燕 山 期口 、加 里 东 期 和 印支一燕 山 

期 。根据笔者自己实测的及所收集的 2O余个年 

龄 数据 ，雪 峰 山地 区金矿 的成 矿年 龄均 落入 500～ 

70 Ma间 (表 1)，远 小 于武 陵一雪 峰 期 区域变 质作 

用 的年龄 。因此 ，笔者认为 ，该 区金的成矿作用与 区 

域 变质的关 系并不密切 ，其 金矿床不应划作“变质热 

液 型”矿床 。目前笔者 的观点也得 到了一些学者 的认 

同 。 

(5)“陈文”中认同 了前人“雪 峰山地 区沃溪金矿 

的成矿流体为变质水来源，属于晚元古代形成的变 

质热液型金矿”的观点 ，但不知为何在后文中又将其 

表 1 雪峰 山地 区金 矿床 的成 矿 年龄 

Table 1 Metallogenic ages of gold deposits in 

Xuefengshan area 

地 区 矿床(区) 测 试对象 及方法 年I~／Ma 资料 来源 

湘 

东 

万 古 含金石英液体包裹体，Rb-Sr法 7O 毛景 文等 ·1997 

湘 

中 

古 台 山 绢云母 ．K—Ar法 331 孙启 松 ．1 989 

龙 山 含金石英漉体包裹体．Rb—Sr法 175±27 史 明魁等 ．1 993 

板 溪 含 矿石 英斑 岩．全 岩 K—Ar法 l94～202 彭建 堂 ．2001 

符竹溪 含矿 花岗斑 岩 ．K—Ar法 209．91±3．58 姚 振凯 等 ．1993 

湘 西 安 蚀变 岩
．

K A 法 303．O0．317．40 万嘉 敏
．
1986 

列 为“叠加在前 中生代形 成 的金矿床 之上 的 中生代 

成 矿”的金矿床 ，并 称该 区的漠滨 金矿 是“典型 的岩 

浆热液型金矿床”。事实上 ，在湘西 ，特 别是湘 西南一 

带 ，岩浆岩十分缺乏 ，在金矿 的矿 区及其外 围区均未 

见任 何 中生代 的岩浆 岩 出露 ，也 没有确凿 的地 球物 

理 资料证 明该 区存在强烈 的岩浆 活动 。 

另外，湘西南漠滨金矿的成矿年龄数据 (404 

Ma)，是钾长石的 K—Ar同位素年龄 [2 ，而非 “陈文” 

中所说的流体包裹体 Rb—Sr等时线年龄。 

2 雪峰 山加里东期金成矿的可能性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区调工作的深入开 

展 ，人们普遍意识到 ，加里东运动是雪峰 山一带 的一 

次重要构造事件，对该区的构造演化、成矿作用有着 

非常重要 的影 响 。q 。近年 的研究显示 ，在雪峰 山 
一 带存在许多韧性剪切带 ，如在湖南境内规模和影 

响力较 大 的韧性 剪切 带有 ：靖县一黔 阳一 溆浦 韧 性 

剪切带 、通道一江 口韧性剪 切带 和城 步一 新化 剪 切 

带。已有的研究 表明，该区的韧性变形作用不仅 

形成了金矿的导矿通道和容矿空间，而且促使了矿 

① 彭建堂．湘西南金矿床成矿地球化学条件及其矿床成 因研究 

[D]．中南工业大学，l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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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层 中的成矿 物质 发生 活化 、迁移并 富集成 矿。因 

此 ，该 区金矿 在空 间上 明显 受这些 韧性剪 切带 的控 

制 。而 大量的地质证据表 明 ，这种韧性 剪切带形成于 

加里东构造期 ’ ]。在贵州黔东地 区，韧性 、脆韧性 

剪切 带也 十分发育 ，该 区许 多金锑 矿床 的分布 

严格地受剪 切带控制 。如在雷公 山地 区 ，锑金矿床的 

形成 和展布与过渡性剪切带 中的劈理密集带密切相 

关 ，矿体往 往产 于沿 陡劈理裂 隙充填 的石英脉 中_2 

(图 1)。从其野外地质特征和对剪切带岩石的定年 

结 果看 ，这种过 渡性剪 切带 也是在加 里东末 期形成 

的 [2 。 

A 西 0 40 cm 

≤  
／

，／ ＼ 
s：令 

∞ 。 

含锑矿 石英脉 

／ ／ 

东 

／ r r 

南东 

北 

_71 ：《 ■ ，／， ． z ! 

囫 z 

图1 黔东雷公山锑金矿脉与陡倾剪切劈理关系素描图 ] 

Fig．i Sketch show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eep—． 

dipping sheared cleavages and Au，Sb veined orebodies 

at Leigongshan，eastern Guizhou 

A．雷公山开屯锑矿剖面素描图；B．雷公山乔洛锑矿掌子面素描图 

1．板岩 ；2．剪 切劈理 

尽管 Pettke等 。 的实验研究表 明 ，流体包裹体 

Rb—Sr同位素 定年 的方法 可 能存 在缺 陷，但 目前 国 

内外 仍有不少人采用该方法来测 定金属矿床 的成矿 

年 龄 ，而且 ，许多研究也表 明，对于同一矿床 ，该方法 

的测年 结果 与其 它 同位素定年方法 的测年结果相吻 

合 ，也 证 实 了该方 法 的可行 性 ，如李 华 芹等[29 对 江 

西 西华 山钨矿 的研究 ，姬金 生等 对新疆康 古尔金 

矿 的研究 。在雪峰 山一带 ，除含金 石英 的流体包裹体 

Rb—Sr同位 素等时 线年 龄 (平 茶 、肖家 )显 示 该 区存 

在加里东期成 矿作用外 ，蚀 变岩 的 Rb—Sr等时 线年 

龄(肖家 )、蚀 变 岩 的 K—Ar年 龄 (西 安)和脉 石 矿物 

钾长石 的 K—Ar年龄 (漠滨 、柳林 钗)均证实 ，该 区确 

实存在加里东期 的成 矿作用 (表 1)。从锑 的成矿演 

化历史 看 ，前苏 联 的锑 矿 床最早 形 成 于 400 Ma左 

右 ；我 国最早 的锑 矿化 应形 成 于加里 东 晚期[3 ， 

该期锑矿化作用应主要发生于江南古陆的金锑矿床 

中[3引。这与笔者上述的研究结论相吻合。 

因此，结合该区的地质演化特点，笔者仍坚持认 

为 ，雪 峰山地 区在加里东期 的韧性 、脆韧性剪切 带形 

成 的同时 ，该 区元古界地层 中的金 (锑 )发生活化 、迁 

移 并富集成矿 ，特别 是在受后 期地 质事件影 B向甚 小 

的地区，如湘西南、黔东，加里东期的金(锑)成矿作 

用尤为 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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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 M ENT oN TH E M ETALLoGENIC EPoCH oF GoLD DE— 

PoSITS IN SoUTH CHINA ：A DISCUSS10N 0N TH E P0SSIBILITY 

oF CALEDoNIAN GoLD M INERALIZATIoN IN XUEFENGSHAN 

AREA 

PENG Jian—tang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 Guizhou 550002，China) 

Abstract：The metallogenic epoch of gold deposits in South China was discussed bv M r
． Chen Bailin in GPrJ— 

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2001，Vo1．20，No．3)．However，some of his opinions are con- 

troversial，and some conclusions are equivoca1 and even self—contradicted．For this reas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with the emphasis on the application limitations on the model age of the ores lead and the (D)一  

( ())diagram．Based on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nd isotopic data，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Dossi
—  

bility of Caledonian gold mineralization in the Xufengshan area，an important gold—Producer in South Chi
—  

na，where the Caledonian gold mineral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  

Key words：metallogenic epoch；gold deposit；Caledonian mineralization：Xuefengsh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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