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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山岩体分布于江南造山带与湘中盆地的结合部位，是湘中最大的花岗岩岩体之一。近年来，人们

对该岩体的年代学、岩石学和地球化学进行了较多研究，但很少注意到其与周围金、钨矿床的关系。在前

人工作的基础上，本研究对白马山岩体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该岩体

与金、钨成矿的时空关系与成因联系。 
湘中白马山岩体侵位于新元古界板溪群、震旦系、寒武系、志留系和泥盆系等地层中，整个岩体呈 EW

向串珠状分布，主要由黑云母花岗闪长岩、黑云母二长花岗岩和二云母二长花岗岩组成。该岩体中普遍见

角闪石、黑云母等暗色矿物和暗色包体。 
根据其野外地质特征，该花岗岩岩体被划分为水车、龙潭、小沙江和龙藏湾等四个超单元。研究表明，

水车超单元花岗岩形成于志留纪末—泥盆世初，其它三个超单元均形成于晚三叠世，龙潭、小沙江和龙藏

湾等超单元花岗岩的成岩年龄分别为 225Ma、210Ma、205Ma 左右，故白马山岩体为一复式岩体，存在多

期岩浆活动。 
该岩体在 TAS 图解中主要落入花岗闪长岩的范围，少量落入花岗岩的范围，并表现出准铝—弱过铝质

的特征。白马山岩体的分异程度并不高，除龙藏湾单元外，其它单元花岗岩的 SiO2 含量普遍小于 70%，Rb/Sr
比值一般小于 2.0，分异指数 D.I.通常小于 80。而且，该岩体中铁氧化物主要为钛铁矿。因此，白马山岩体

为一分异程度并不很高的还原性花岗岩，其明显不同于湘南一带与矽卡岩型钨矿有关的高分异氧化性花岗

岩（姚军明等，2005；车旭东等，2009；陆建军等，2019）。 
白马山岩体周围分布有许多金、钨矿床，代表性的矿床包括大坪金矿、铲子坪金矿、杏枫山金钨矿、

金山金矿、白竹坪金矿、古台山金锑矿、杨家山钨铜矿、江东湾金矿、龙王江金锑等。已有的研究表明，

这些金、钨矿床与白马山岩体具有密切的时空关系和成因联系：白马山岩体晚加里东期的岩浆活动（~400 
Ma）伴随有少量钨成矿作用，形成杨家山等钨矿床（Xie et al., 2019）；该岩体印支早期的岩浆活动（~225 Ma）
往往伴随有较多的钨成矿作用，形成杏枫山等钨矿床；而其印支晚期的岩浆活动（~210 Ma）则导致广泛的

金成矿，大坪、铲子坪、杏枫山、江东湾、龙王江等金矿均是该期岩浆—热液活动的产物（李华芹等，2008；
Li et al., 2018; 吕沅峻等，2021；Zheng et al., 2022），这些金矿均为典型的与还原性侵入岩有关的金矿床。 

总之，白马山岩体为一中等分异的还原性花岗岩，其周围的金、钨矿床均与这种中等分异的还原性花

岗岩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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