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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燕山早期和晚期岩浆活动与成矿作用的分布进行简要总结，提出一些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

关键科学问题。拟开展的研究将重点关注古 /新特提斯构造域与太平洋构造域转换及其相互作用对东南沿海燕山期大规模

岩浆-成矿作用的制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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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istribution of early-stage and late-stage Yanshanian magmatic activities and associ-
ated mineralization in the coastal area of SE China，and presents several critical scientific topics that have not been well e-
lucidated． Our ongoing studies will focus on how the transi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Paleotethyan /Neotethyan and
Paleo-Pacific tectonic domains control the large-scale Yanshanian magmatism and mineralization in the coastal area of S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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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东部燕山期大规模成矿作用引起

国内外研究者广泛重视( 毛景文等，1999)，其与岩

浆活动关系密切。东南沿海主体位于中国东部中

新生代巨型构造———岩浆带之上，多期岩浆活动中

尤以燕山期岩浆活动最为广泛且强烈(Zhou and Li，
2000)。燕山期岩浆活动与中生代以来特提斯构造

域向古太平洋构造域转换有关( 吴淦国等，2000)。
印支运动促使了中国东南部古特提斯洋的消减闭

合，其后该区主要受到太平洋板块西向俯冲的影响

(余心起等，2005; 毛建仁等，2014)，早白垩世晚期

新特提斯洋的闭合对该区的构造演化可能也有重

要影响(Sun，2016)。本文简要总结中国东南沿海

燕山早期和晚期岩浆岩及成矿作用的分布情况，并

对今后拟开展的一些研究进行初步展望。

1 东南沿海燕山早期和晚期岩浆活动
与成矿作用

1. 1 东南沿海燕山早期岩浆活动与成矿作用

中国东南部最早、较大规模的燕山期岩浆活动

始于约195Ma，产出基性-超基性岩和碱性玄武岩、
高钛玄武岩-流纹质双峰式火山岩以及 A 型花岗岩

和橄榄安粗岩-正长岩组合，尤以东西向火山岩带为

典型。这一火山岩带的西段独立产出碱性玄武岩，

而中段和东段则为拉斑玄武岩和流纹岩伴生( 图

1)。该期构造-岩浆活动被认为是继华南印支期陆

内挤压变形之后，岩石圈发生伸展和陆内裂谷作用

的产物，是中国东南部特提斯构造域向太平洋构造

域转换、晚中生代大规模岩浆作用的序幕( 徐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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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东南部晚中生代岩浆岩分布图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Late Mesozoic igneous rocks in SE China

和谢昕，2005)。与该期岩浆作用相关的矿床主要

有岩浆型钒钛磁铁矿矿床( 霞岚)、火山-沉积岩型

Cu-Ag-Sb 矿 床 ( 如 嵩 溪、玉 水 )。稍 后 ( 175 ～
165Ma)产出的一些斑岩型 Cu-Mo-W 矿床( 如大宝

山)被认为是侏罗纪太平洋洋壳向南西俯冲导致的

岩浆活动形成(刘莎等，2012)。
尽管前人研究成果已取得较多的重要进展，但

玄武岩的形成时限还未得到精确限定，不同区段出

现的碱性和高钛玄武岩的源区差异原因、基性-酸性

岩浆的成因联系等问题尚需更加深入系统的探讨。
在成矿作用方面，火山-沉积型 Cu-Ag-Sb 矿床的成

矿时代还存在很大争议，该期成矿作用是否确实仅

局部出现且规模较小，其控制因素如何，阐明这些

问题对于科学指导区域找矿勘探工作至关重要。
另外，斑岩型矿床的形成是否能指示东南部特提斯

构造域向太平洋构造域转换的完成，还需更多证据

确认。更为重要的是，导致该期岩浆-成矿作用的深

部动力学机制亟待深入剖析。
1. 2 东南沿海燕山晚期岩浆活动与成矿作用

东南沿海地区在燕山晚期以大规模火山岩浆

活动为特征，产出主要分布于浙闽粤沿海的近北北

东向、长约 1200km 的火山岩带及广泛分布的花岗

岩(图 1)，被认为是中国东南部受太平洋构造域影

响岩浆作用的主旋律。该火山岩带主要为中酸性-
酸性占优势的高钾钙碱性火山岩，安山岩和玄武岩

相对较少。即使是双峰式火山岩也以酸性岩为主，

玄武岩仅占全部火山岩体积的 30%以下(徐夕生和

谢昕，2005; Guo et al．，2012)。主要的侵入岩则为

高钾钙碱性花岗闪长岩-花岗岩组合、过铝质英云闪

长岩-奥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组合和高铝辉长岩-
高钾浅成花岗岩类。燕山晚期是华南地区中生代

最大规模的金属成矿时期，东南沿海地带以 Au、Cu、
Pb-Zn、Ag 成矿为代表，还出现较大规模的 W、Sn 成

矿作用。该期大规模成矿作用与岩浆活动具有密

切成因联系( 华仁民等，2005)，主要矿床类型为斑

岩-(浅成低温热液) 型 Cu-Au 矿床( 如，紫金山、钟

腾)、斑岩型钨矿床(如，莲花山)、火山岩有关的 Au-
Ag、Cu 或 Pb-Zn 矿床( 如，大岭口、治岭头、五部、银
坑、钟丘洋) 和与花岗岩有关的锡多金属矿床( 如，

厚婆坳、西岭)等。值得关注的是，东南沿海燕山晚

期锡矿床的形成时代大体与西南地区的个旧和大

厂超大型锡多金属矿床的形成时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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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的研究认为该期大规模岩浆作用与太平

洋板块的正向俯冲密切相关( 徐夕生和谢昕，2005;

毛建仁等，2014)，近来有研究提出新特提斯洋的闭

合可能对东南沿海也有重要影响(Sun，2016)，但造

成巨量酸性岩浆产生的深部过程尚不明确，岩浆岩

类型的区域差异的源区制约仍需深入探讨。已有

的大量成果显示，燕山晚期的大规模成矿作用主要

与伸展的动力学背景、壳-幔相互作用、深部热和流

体的 参 与 有 着 成 因 上 的 密 切 联 系 ( 华 仁 民 等，

2005)。然而，对于一些矿床的精确成矿年龄还较

为欠缺，矿床分布规律和成矿关键控制因素的剖析

尚较缺乏系统性，巨量金属的来源及壳-幔相互作用

如何影响成矿也需深入探讨。

2 研究思路及内容

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本课题将针对上

述未得到较好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选择中国东南

沿海地区(主要为浙、闽、粤三省) 的岩浆-成矿作用

为研究对象，系统和深入地研究特提斯与太平洋构

造域叠合与转换期的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的时空

演化规律及深部过程和动力学背景的制约机制。
重点是针对东南沿海东西向火山带和北北东向火

山岩带及典型矿床，探讨不同类型岩浆岩的空间分

布规律，剖析其源区特征及岩浆演化过程，阐述古

特提斯-太平洋构造域转换、太平洋板块正向俯冲及

新特提斯洋闭合对燕山期大规模岩浆活动的制约，

反演其深部过程。基于典型矿床的研究精确厘定

不同类型成矿作用的时限，阐明该区燕山期各类矿

床的时空分布特征，揭示巨量金属聚集的关键控制

因素，探讨它们与相关岩浆活动的时空耦合关系。
本课题聚焦太平洋与特提斯构造域转换期岩浆-

成矿作用的成因及形成的深部动力学过程，拟开展的

研究有: ①特提斯-太平洋构造域转换期不同类型岩

浆岩的空间分布规律、岩浆源区特征及演化过程; ②
东南沿海燕山晚期大规模岩浆作用的期次、时空规律

及岩浆源区特征、演化过程; ③燕山早期火山-沉积型

矿床的成矿时限与构造域转换期金属矿床的时空分

布规律及成矿作用的关键控制因素; ④东南沿海燕

山晚期不同类型成矿作用的时限、时空分布特征及巨

量金属聚集的关键控制因素; ⑤特提斯-太平洋构造

域转换、太平洋俯冲及深部过程对东南沿海大规模岩

浆-成矿作用的制约关系。

3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及预期目标

本研究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为: (1) 探讨东

南沿海及邻区中生代岩浆活动与金属成矿的时空

演化规律和关键控制因素; (2) 刻画燕山早期和晚

期各类金属元素巨量聚集的过程和机制; (3) 剖析

古特提斯与太平洋构造域转换、太平洋俯冲 /新特

提斯洋闭合和深部过程对东南沿海燕山期岩浆-成
矿作用的制约机制。

本课题将基于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不同构造

背景下形成的中生代岩浆岩及相关典型矿床的地

质学、岩石学、矿床学、地球化学的系统研究，并结

合构造学、地球物理学研究成果，揭示该区岩浆活

动与金属成矿的时空演化规律和关键控制因素，精

细刻画燕山早期和晚期不同类型矿床的元素聚集

过程和机制，阐明不同构造域叠合 /转换、太平洋俯

冲和深部过程对东南沿海燕山期岩浆-成矿作用的

制约机制。课题拟在铜、金、铀等国家紧缺和重大

战略矿产资源以及钨、锡、稀有金属等特色和优势

矿产资源的成矿理论研究上有新突破。相关研究

成果将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接替矿产资源的寻找

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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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克拉通破坏研究集体中作为重要贡献，获得
2014 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陈!，1974 年生，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
从事地球壳幔结构成像与动力学研
究，在青藏高原及邻区壳幔结构探测
和深部过程重建等方面取得了系列重
要进展。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60余篇( SCI论文 30余篇) ，引用逾千次。曾获“第八
届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 2011 年)、中国地质学会
“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2010 年度，2015 年度)、教育
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科技奖励。
兼任中国大陆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