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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平茶、肖家金矿进行耕e体包裹体同位素测年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一批测年数据，认 

为雷峰地区金成矿带的成矿时代并非传统认识中的武睦一雪峰期(1000Ma一80OO Ma)，而是 

形成于加里东早期以后；加里东、印支—燕山期是雪峰地区两个主要的金成矿期，特别是印支 
一 燕山期地台活化对该区大型金矿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当前流行的一些观 

点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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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地区是华南重要的金成矿区带之 
一

，湖南省有 80％金矿床(点)分布于该地 

区，是湖南最重要的黄金生产基地。据不完 

全统计，雪峰地区有金矿床(点)319处，其中 

大型金矿5处、中型 5处、小型44处。近年 

来，湘东北雁林寺、万古、官桥、洪源及湘西南 

平茶、肖家、阳湾团等一批新矿床的发现，表 

明该带仍有巨大的找矿潜力。 

成矿时代是金矿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 

面，成矿年代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弄清其成矿 

机理及矿床成因，同时对找矿勘探工作也有 

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关于雪峰地区金矿床的 

形成时代，前人已进行了许多研究，许多学者 

认为主要为武陵—雪峰期成矿，特别是雪峰 

期成矿 1 ]。尽管有少数学者对此持有异 

议，认为武陵—雪峰期成矿作用并不明显，主 

要为印支一燕山期成矿 J，但由于缺乏可靠 

的成矿年龄数据证据而未有很强说服力。目 

前，武陵一雪峰期成矿论的观点在湖南金矿 

研究中仍占统治地位 J。 

武陵一雪峰期成矿论者所持的两个重要 

依据为： 

(1)雪峰地区金矿床层控特征十分明 

显，金矿均产于前寒武纪浅变质岩系中，矿体 

受一定地层层位和岩性控制； 

本文 1997年6月收到，张启芳编辑。 

7车 } 
(2)矿石铅单阶段模式年龄。笔者认为， 

以上两条主要依据的可靠性都是值得商榷 

的：其一，越来越多的地质地球化学证据表 

明，在全球范围内，赋存于变质岩中的金矿床 

的形成时代与赋矿围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成 

岩成矿时差_8 ，赋存于老地层中的金矿床 

其成矿时代并不一定老，如我国华北的小秦 

岭地区、冀东地区、夹皮沟地区，金矿床的赋 

矿地层为太古宙变质岩，但成矿时代均为中 

生代，主要是燕山期成矿。也就是说，变质岩 

中的许多金矿床具有“赋矿地层老，成矿时代 

新 的特点。其二，普通铅单阶段演化模式是 

建立在岛弧环境条件下火山一沉积岩系中的 

整合块状硫化物矿床基础之上的，单阶段计 

算模式年龄严格地受这一前提条件制约，换 

言之，模式年龄的计算都应严格地限制在岛 

弧环境中整合块状硫化物矿床类型的矿石 

铅【n2]。事实上，随着大量铅同位素数据的积 

累以及铅同位素地质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 

人，人们逐渐认识到，地质体中并不存在所谓 

的单阶段铅或正常铅，国外学者就不再提“异 

常铅、正常铅”，而是代之以“高放射成因铅和 

低放射成因铅 ”J。因此，建立在普通铅演 

化模式基础之上的单阶段模式年龄计算的可 

靠性就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实际上连 D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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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0 ida，476．40 Ma)[ 93是相当一致的，这 

表明湘西南地区的这3组年龄数据是有典型 

代表性的，从而说明加里东期成矿在该区是 

具有普遍意义的。 

。_ 

。． 

m ／  
图2 平茶金矿石英包裹体 Rb—sr等时线圈 

2 雪峰地区金成矿时代的讨论 

从目前笔者所收集到的测年资料(表 1) 

来看，整个雪峰地区金矿床石英流体包裹体 

Rb—sr法等时线年龄和矿化蚀变岩(矿物) 

l 一Ar法年龄数据均落人500 ida—100 Na之 

问，远远小于 1000 M8—800 Ma(武陵—雪峰 

期)，而是与加里东、海西、印支、燕山期相对 

应。据湖南有色地质勘查院资料，湘东北官 

桥一雁林寺一带测得多条流体包裹体 Rh— 

sr等时线，所得年龄主要为加里东期，也有 

印支期和燕山期，但无一落人武陵一雪峰期。 

由此可见，武陵—雪峰运动对雪峰地区金矿 

的形成并不重要，很可能只是形成原生或衍 

生矿源层，使金发生初步富集作用，而真正的 

成矿作用还是发生于加里东运动早期以后。 

从上述年代数据来看，加里东期金矿化作用 

在该医是普遍存在的，它对于雪峰地区金矿 

床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表 1中还可发 

现，湘西沃溪、湘中龙山2处大型金矿的石英 

流体包裹体同位素年龄分别为 144 Ms、175 

Ma，表明它们为燕山期成矿_卸J。刘继逊亦认 

为 ]沃溪、漠滨为代表的雪峰地区金矿的含 

矿石英脉形成于印支一燕山期，与中新生代 

所产生的层问滑动构造有关。事实上在桃江 

合心桥、安化符竹溪、桃江板溪等地均可见到 

中新生代的脉岩(煌斑岩、花岗斑岩、石英斑 

岩)为含金锑石英脉充填切割这一地质事实 

也有力地说明，燕山期成矿对于雪峰地区是 

广泛存在的。另外，江南古陆金成矿带的另 
一 个大型金矿赣东北的金山金矿，据伍勤生 

等(1989)的研究，石英脉中伊利石 Rh—sr等 

时线年龄为(167．9 4-5．21)．Vta，亦为燕山期 

地台活化产物。因此，燕山运动对于雪峰地 

区，甚至整个江南古陆金成矿带的成矿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雪山地区金矿 

床具有多阶段成矿的特点，金矿化作用起始 

于加里东运动中晚期，一直可延续到燕山期， 

加里东期和印支一燕山期是该区两个主要的 

成矿期，特别是印支一燕山期的地台活化作 

用对该区大型金矿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从整个华南地区来看，雪峰地区金成矿 

时代与海南以及云开隆起的河台、新洲金矿 

是一致的。陈好寿等运用石英流体包裹体 

Rb—sT法测得海南抱板为(341 4-12)ida，土 

外山为341 M丑，二甲为379 Ma、219 M8，不磨 

244 MaCis]；云开隆起新洲金矿的成矿年龄为 

(431-t-l2)Ma、(133．1±12．5)Ma【16j，河台金 

矿为 121．9 raa(高村)、129．6 Ma(后迳)、129． 

3 Ma(云西)[187。由此可见，在整个华南地 

区，加里东—燕山期金矿化作用是广泛存在 

的，且加里东期和印支一燕山期是最重要的， 

可视为华南地区两个主要的金成矿期。 

3 有关问题的初步探讨 

鉴于雪峰地区金成矿时代并非传统认识 

中的武陵一雪峰期，而是形成于加里东、海 

西、印支—燕山期，特别是加里东中晚期和印 

支一燕山期是该医最重要的两个成矿期。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一 

些观点、看法进行探讨。 

(1)由于传统上将武陵一雪峰期视为雪 

峰地区金的主要成矿期，因而往往将该区金 

矿划为“变质热液型”、“层控变质热液 

型州l- ．4。一。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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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推敲的。雪峰地区虽经历了武陵、雪峰两 

期强烈变形变质作用，但从上述年代数据来 

看，这两期变质作用并没有导致金成矿，金矿 

化作用远远地滞后于该区的这两个变质高峰 

期(1000 Ma和800 Ma)。尽管近年国外一些 

学者提出，由于受变质作用过程的热反弹和 

滞后于变质高峰期l2 ，但这种滞后也往 

往只是几十个百万年。假如雪峰地区变质成 

因的流体能够圈闭在变质岩系中被保存400 

Ma一1000 Ma之后再释放出来成矿，实在是 

令人难以想象。因此笔者认为将该区金矿床 

的成因类型划为“变质热液型”、“层控变质热 

低渗透率的影响，石英脉型金矿的形成往往 液型”的观点是欠妥的。 

表 1 雪峰地区金矿成矿时代 

地区 矿 区 测试对象及方{圭 年龄数据(№ ) 资料来源 

湘 盎 良冲 含金石英的流体包裹体 sr{圭 35o 周德忠等．1989 

西 平 芬 舍金石英的菠体包裹体 sf洼 435±9 本文，1997 
南 肖 家 含盎石英的流体包裹体 f —sr{圭 412±33 车文

．1997 

西 安 蚀变岩 K_ r̂岳 300 476 万嘉敏。l鲐6 湘 

沃 溪 蚀变岩 K__̂r法 281 罗献林，l帮9 

沃 溪 含垒石英的流体包裹体IIb— 法 144 8±11 7 史明魁等．1993 西 

柳林钗 钾长石K一 r̂{圭 340 王秀璋等，199"2 

湘东 黎家园 含盒石英的流体包裹体 陆— 236±14 彭渤。1995 

稍 古台山 绢云母 K_Ar岳 站l 孙启松 。1989 

审 龙 山 含金石英的流体包裹体 sr{圭 175±27 史明魁等，1993 

(2)尽管有些学者认识到，铅同位素单阶 

段模式年龄对中国大多数金矿不具定时意 

义，但仍坚持认为赋存于元古宙浊积岩系中 

的层控金矿床(变质碎屑岩建造金矿)，其成 

矿环境基本上能满足铅模式年龄计算的前提 

条件，矿石铅单阶段模式年龄可视为成矿年 

龄 J。但从笔者对雪峰地区金矿的研究来 

看，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与大多数中国金矿一 

样，该区金矿床的矿石铅单阶段模式年龄值 
一 般大于其成矿年龄，且一些矿石铅的模式 

年龄明显地没有地质意义。如龙山金矿，据 

粱华英 (1989)的资料，矿石铅同位素模式年 

龄为 507 Ma一953 Ma，与成矿年龄相差 330 

Ma一778 Ma，而且有的矿石铅模式年龄明显 

地高于赋矿地层沉积年龄；平茶、漠滨金矿也 

有矿石铅模式年龄大于赋矿围岩成岩年龄的 

现象，假如矿石铅模式年龄代表金成矿年龄， 

则无法解释这种地质现象。由此可见，矿石 

铅单阶段模式年龄适用于我国元古宙变质碎 

屑岩型金矿的论判并不一定正确，至少对雪 

峰地区金矿带，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 

(3)由于受武陵一雪峰期成矿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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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学者往往将雪峰地区金矿定为地槽 

型[24J。根据地槽型矿床的定义 25 J，只有那些 

在地槽阶段形成并赋存于地槽构造层和前地 

槽构造层中的金矿才是地槽型金矿。虽然雪 

峰地区的金矿床赋存于地槽构造层中，但在 

地槽阶段(Ph Z )并没有金矿化作用发生， 

地槽阶段的武陵一雪峰运动只是起着预富集 

金的作用 ，形成原生或衍生的矿源层，真正的 

成矿作用发生于地台晚期和地洼期。因此， 

笔者认为将该区金矿划为“地槽型”是不妥 

的。根据雪峰地区多阶段成矿的特点，结合 

多因复成矿床的概念[25,26]，笔者认为将该类 

金矿称之为“多因复成型金矿”似乎更合适 

些。 

在成文过程中得到吴延之教授的热情支 

持，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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