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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矿成矿作用年代学
¹

陈好寿

(浙 江大学 杭州 )

提 要 本文 对海南 二甲和不磨金矿区 的围岩和矿石进行 了年代学研究
。

结果
:
二 甲和不磨金矿 区

的围岩和矿石 的年龄主要在 22 0一 39 oM a
之间

,

表 明主要 的混合岩化
,

糜棱 岩化作用和 金矿化作用

发生在海西一印支期
,

以印支期为主
,

燕 山期构造运 动和矿化作用 的迭加改造对金矿 的富集有一定

影响
。

关键词 海南 二甲和不磨 金矿 年代学研究

海南金矿资源十分丰富
,

近年来
,

已发现金矿床
、

矿点或矿化点 30 余处
。

目前 已知有工业

开采价值的主要集 中在沿北东向戈枕构造断裂带分布的构造蚀变岩型金矿
,

包括二甲
、

抱扳
、

土外 山等矿床
。

其它类型金矿 目前发现的有火 山岩型
、

爆破角砾岩筒型
、

矽卡岩型
、

蚀变粉砂岩

(层控 )型
、

石英脉型及绿岩型 ( ? )
。

其 中
,

不磨
、

南报
、

王下等地的石英脉型 ;翰林地区的混合变

质岩型 ;任政岭
、

元门
、

金鸡岭等地的层控型 ;保亭
、

英州等地的花岗岩中构造蚀变岩型 ; 牛路岭

牙代的爆破角砾岩型 ; 海 口蓬莱等地火山岩型 ; 云罗的矽卡岩型等都有很好的找矿前景
。

为了配合海南金矿的找矿勘探
,

选择二甲和不磨区 为重点研究对象采用年代学和稳定同

位素地球化学的多种方法对金矿成矿时代
、

演化历史
、

矿床成因和成矿物质来源进行 了综合研

究º
。

1 二 甲矿区年代学研究

1
.

1 地质背景概述

1
.

1
.

1 地层与岩石

二甲金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为南碧沟群变质岩和抱板群混合岩
,

一般将前者定为奥陶一

志留系
,

后者为中元古代
。

矿区出露的南碧沟群变质岩是一套浅变质的千枚岩和变质粉砂岩
。

灰白
一

粉红色
,

薄层互

层状
,

粒度较细
,

片理较发育
,

主要 由绢云母
、

石英和少量其它矿物组成
,

受到轻微的破碎
—

糜棱岩化
。

¹ 收稿 日期
: 19 9 6

.

3
.

1 ,

改 回日期
: 19 9 6

.

4
.

25

º 本文仅报导年代学部份
,

同位素地球化学及矿床成 因等 内容另有专文报导 ( 见
“

地球学报 ,,l 9 9 6 ,

第二期 )
。



第十一卷 第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抱板群的岩石均受到强烈混合岩化
,

由花岗质混合岩
、

云母石英片岩和斜长角闪岩组成
。

其 中花岗质混合岩呈现均匀的结构和构造
,

基质与脉体难以 区分
,

镜下常为花岗结构
、

花岗变

晶结构或斑状结构
,

有时显示不均一的条痕状
、

条纹状
、

条带状和片麻状构造
,

甚至还有眼球状

及透镜状构造
。

岩石大部受到破裂—
一

糜棱岩化
。

最近
,

俞受均等 (1 9 9 2) 认为
,

抱板混合岩
,

主

体实质上是中元古代的花岗岩
。

1
.

1
.

2 构造

矿区 主要的构造形迹为各种方向的脆性断裂和北东向戈枕韧性剪切带
。

戈枕剪切带的主

断面在南碧沟群与抱板群之间通过
,

其影响面较宽
,

除在主断面附近使得岩石发生韧性变形

外
,

离主断面较远处 的岩石也发生破碎
,

形成脆性断裂
。

1
.

1
.

3 矿床类型及其特征

矿区范围内已划出三个矿段
,

即红甫 门岭矿段
,

那都矿段和风水岭段
,

目前正在进行详查

的是位于矿区偏东南的红甫门岭矿段
。

该矿段基本沿戈枕剪切带呈北东一南西向展布
,

总长大

于 2 5 0 0 m
,

宽 30 0 ~ 5 0 o m
。

沿走 向大致可分为两个脉组
。

北东脉组 由相互平行的 4 条矿脉和六

条矿化脉组成
,

走向 1 0
。

一25
。 ,

倾向南东
,

倾角 75
。

一 8 50
。

南西脉组由相互平行的 3 条矿脉和 4

条矿化脉组成
,

走 向北东 2 5
0

一 4 0
0 ,

倾向南东
,

倾角 5 0
0

一 8 0
0 。

根据矿床地质特征和形成条件
,

可分为两种金矿类型
。

一为糜棱岩型金矿
,

矿体与糜棱岩

类岩石呈渐变过渡关系 ;二为含金石英脉型金矿
,

分布为在糜棱岩型旁侧的脆性裂隙中
。

(1) 石英脉型金矿 本区产有多种成因及多期次的石英脉型金矿
。

自加里东期到燕山期
,

每一次金矿活动
,

均有此类型金矿的形成
,

加里东期石英脉主要见于抱板群地层中
,

它们是 由

混合岩化作用形成的
,

主要受混合岩 田内发育的北东东向构造控制
。

加里东期石英脉后期被海

西一印支期韧性变形改造
,

呈残斑保留下来
。

与海西一印支期糜棱岩型金矿
‘

共生
’

的石英脉型

金矿则主要沿戈枕剪切带旁侧的脆性断裂分布
,

裂隙具多方向性
。

燕山期石英脉与脉岩关 系密

切
,

沿多方 向裂隙分布
,

常穿切早期的含金石英脉
,

本区 的石英脉型金矿其矿物主要为脉石英
、

颗粒粗
,

三角形边界
,

自形程度较高
,

金矿物除以 自然金形式 以外
,

多数为片状
,

不规则状分布

于石英
、

硫化物裂隙中
。

(2) 糜棱岩型金矿 该类型是最有工业意义的一种金矿类型
,

并可进一步划分为动力变质

糜棱岩型及动力变质改造糜棱岩型
。

1
.

2 围岩年龄测定

关于金矿围岩一抱板群混合岩或抱板花岗岩 (俞受均
,

1 9 9 2) 的时代问题
,

已先后进行了多

次年龄测定 (冯连顺
,

1 9 8 8
,

俞受均
,

1 9 9 2
,

叶伯丹
,

1 9 9 0 )
,

综述如下
:

最早发表的四个错石 U
一

Pb 表面年龄为 8 83 一 1 4 o 6M a ¹
,

四个样品组成 的不一致线给 出
, , .

一 L _
‘

L . 、 , _ _ _
.

19 _ _

_
、

二
_

二
、 _ _ .

_ _
.

⋯
_ _

_

二
_

的上交点年龄为 140 ‘士兹M “ ,

下交点年龄为 6‘M“ ,

样品采 自抱板及土外 山金矿区
。

俞受均
、

夏萍等 ( 1 9 92) 通过错石特征研究
,

认为各类错石晶体形态
、

化学成分
、

U
一

Pb 同位

素组成特征具有典型的岩浆型错石特点
,

不同于沉积错石及再生错石
,

因此提出抱板混合岩的

¹ 冯连顺
:
《海南岛抱板金 矿床同位素地 质特征的初步研究 》

。

贵金属地质
, 19 8 8 年第 3

、

2 期



第十一卷 第 二期 陈好寿
:

海南金矿成矿作 用年代学

主体实质上是中元古代的花岗岩
。

从土外山岩体东部边缘与归村群千枚岩的内接触带及岩体

中心相选出的错石获得两条不一致线
,

中心相错石上交点年龄为 14 31
.

2 3M a ,

下交点年龄为

2 2 4
.

9 3M a ,

边缘相上交点年龄为 1 4 5 6
.

5 5M a ,

下交点年龄为 3 0 2
.

6 1M a ,

把二组样品 1 0 个点作

在一个图上获得上交点年龄为 1 4 4 0
.

87 M a ,

下交点年龄为 2 83
.

34 M a 。

如果把全部测定结果 14 个点 (表 1) 拟合成一条不一致线
,

获上交点年龄为 1 4 2 5 士 20 M a ,

下交点年龄为 2 1 5士 5 5M a (图 1 )
。

表 1 海南岛西部金矿围岩钻石 U
一
Pb 年龄测定结果

T a b le I U
一
Pb a g e d e te r m in a tio n o n z ir eo n o f w a ll r o c k s o f

A u d ePo s it in th e w es t o f H a in a n is la n d

样样品品 放 射成因因 铀 含量量 铅同位量组成成 同位素组成成 表面年龄值(M a))) 资料来源源

铅铅铅含量量 (X 10 一 6 )))))))))))))))))))))))))))))))))))))))))))))))))))))))))))))))))))))))))))))))))))))))))))))))
((((( / 1 0 一 6 ))))) Zo 6Pbbb Z o7 P bbb Zo 8 Pbbb 塑卫些些 )竖竖

Z o 7Pbbb 理里些些 望里些些 i竺P互互互
艺艺艺艺艺艺艺艺。6

P bbb 芯d匕UUU 23 sUUU
乙3 朽UUU 乙汤b UUU Zo 6

Pbbbbb

ZZZ r lll 1 9 5
。

777 1 3 0 6
.

999 1 6 4
.

888 1 4
.

555 16
.

333 0
.

0 8 8 222 0
.

14 6 777 1
.

7 7 6 777 8 8 3
。

555 1 0 3 7
.

000 1 38 7
.

000 冯连顺顺

ZZZ r ZZZ 2 3 2
.

000 1 2 9 1
.

000 1 9 6
.

333 1 7
.

444 18
.

222 0
.

0 8 9 111 0
.

17 6777 2
.

1 6 3 666 1 0 4 9
.

000 1 1 6 9
.

444 1 40 6
.

000 (1 9 8 8 )))

ZZZ r 333 2 6 0
.

555 1 2 64
.

555 2 0 5
.

555 1 8
.

222 3 6
.

777 0
.

0 8 8 555 0
.

18 9222 2
.

2 9 9 111 1 1 1 7
.

000 1 2 1 2
.

000 1 3 9 3
.

00000

ZZZ r 444 2 5 9
.

222 1 4 78
.

888 2 0 9
.

444 1 8
。

444 3 1
。

333 0
.

0 8 8 000 0
。

1 6 4888 1
.

9 9 0 999 9 8 3
.

555 1 1 1 夕
.

444 1 3 8 3
.

00000

TTT OOZ一AAA 1 8 7
.

8 222 9 2 3
。

7 222 1 5 2
.

6 777 1 3
.

5 5 333 2 1
.

5 9 999 0
.

0 8 8 7 888 0
.

1 9 2 3 666 2
.

34 8 111 11 3 4
.

222 1 p g 只 气气 1 3 9 8
.

000 俞受 均等等

TTT 0 0 2一BBB 1 7 3
.

6 888 8 0 0
.

4 222 1 4 0
.

9 888 1 2
,

8 6444 1 9
.

8 3 777 n n q l l RRR 几 ? 0 只fl CCC 2
.

5 6 4 777 12 0 2
.

1111111111111 1 4 4 6
.

777 (1 9 92 )))TTT 0 0 2一CCC 1 7 8
.

6 333 8 5 0
.

3 444 1 4 5
.

8 666 1 2
.

7 5444 2 0
.

0 1 8888888 2 3 9 5 333 1 1 7 3 444 1 , q n RRR 1 3 6 7
.

999 本室测定定

TTT 0 0 2一DDD 2 0 5
.

4 777 9 2 5
.

2 222 1 67
.

5 999 1 4
.

9 3 888 2 2
.

9 4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2
.

5 7 8 333 1 2 3 3
。

2222222222222 1 4 0 5
.

44444

TTT 0 0 2一EEE 3 0 6
.

6 111 2 1 1 7
.

9333 2 53
.

4 999 2 1
.

6 9 333 3 1
.

4 2 888 0
.

0 8 7 4 444 0
.

1 9 9 6 444 1
.

6 3 5 777 8 4 0
.

777 1 24 1 222 1 32 4
.

44444

TTT 0 0 2一FFF 3 0 3
.

7 111 1 9 1 3
.

4 333 2 5 1
.

6 666 2 1
.

8 0 999 3 0
.

24 888 0
.

0 8 9 1 333 0
.

2 1 0 8 222 l
。

8 2 0 222 9 1 8
。

222 1 2 94
.

555 1 34 9
.

44444

TTT O 1 5一AAA 2 6 7
.

5 222 1 3 4 1
.

4888 2 2 3
.

9 3 555 1 9
.

6 5 888 2 3
.

92 888 3
.

0 8 5 5 888 0 1 3 9 3 CCC 2
.

3 4 0 222 1 1 1 4
.

555 9 8 4
.

111 1 3 7 5
.

22222

TTT o ls一BBB 1 5 3
.

6 999 7 9 0
.

5 444 1 28
.

14 666 1 1 ? 1 666 1 4
.

33 222 0
.

0 8 6 6 666 0
.

1 5 3 0 777 2
.

2 6 5 777 1 1 1 连
.

111 I n 气口 999 1 3 6 9
.

33333

TTT 0 1 5一CCC 8 3 1
.

8 777 5 4 8 9
.

3999 7 14
.

6 8 88888 5 6
.

5 9000 0
.

0 8 7 7 888 0
.

1 9 4 2 888 1
.

7 6 2 777777777777777 1 3 0 6
。

lllllTTT o ls一EEE 3 8 2 9 999 2 3 8 2
‘

4 111 3 28
.

9 77777 2 6
.

04 888 0
.

0 8 7 5 222 0
.

1 8 8 777 1
.

8 7 5 00000 1 2 2 4
。

666 1 3 1 1
.

99999

aaaaaaaaaaaaaaa
.

0 8 4 7 888 0
.

1 5 1 5555555 1 p n 1 7777777

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0 8 50 333 0
.

1 6 0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66666666666 0
.

5 9 22222222222 9 0 9
。

555 1 0 3 1
.

9999999

22222222222 7
.

9 7 11111111111 9 6 0
.

777 1
‘

0 7 2
.

3333333

叶伯丹等 (1 9 9 0 )从二 甲矿区 Z K 3 6 0 1 孔 1 7 8
.

4 ~ 1 7 9
.

4 米处取条纹
一

眼球状混合岩样品
,

选 出错石进行 了 U
一

P b 年龄测定
,

7 个不同粒级错石样 品组成一条 不一致线
,

上交点年龄为

1 1 4 5 士 2 5M a ,

认为错石是变质期形成的
,

因此所获得年龄是抱板群的变质期
。

上述结果表明海南岛西部金矿的围岩年龄大于 1 4 0 0M a ,

属中元古代
。

1
.

3 蚀变一矿化作用年龄

为确定成矿时代
,

在矿区 内采集了与成矿作用紧密相关的构造蚀变岩石和矿石 以及其 中

的石英进行 了 R b
一

S r 等时线年龄测定
,

获得 了有关蚀变 (变质 )及矿化作用时间的重要信息
。

1
.

3
.

1 蚀变岩石 R b
一

S r
等时线年龄

在红甫门和北牛矿段采集 了千糜岩
、

糜棱岩
、

混合岩
、

伟晶岩及蚀变碎裂岩进行测定
,

获

1 2 条 R b
一

Sr 等 时线
,

分别提供了混合岩化及糜棱岩化的时间以及成矿时代
。

(1) 混合岩年龄 测定了北牛矿段 V 23 号矿体眼球状混合岩的年龄
,

6 个样品点组成一条

R b
一
S r 等时线

,

年龄为 3 92 土 7 1M a ,

初始
“,
Sr /

8 6
S r 比值为 0

.

7 5 5 1 士 0
.

0 0 0 8
,

相关系数 0
.

9 3 9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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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

公

、
,

它
口

·

16

、
.

它
0

8。、
/qd弩

心
马

.

、

0
.

0 0
1

.

4 2
.

0 3
.

4

20 , Pb /
2 35

U

图 1 海南岛金矿 围岩错石 U
一

P b 年龄和谐图

(综合俞受均
、

冯连顺数据作图)

F ig
.

1 H a r m o n ic Plo t o f z ir e o n U
一
P b a g e o f w a ll ro e ks o f

A u d ePo s itts in th e w e st o f H a in a n Isla n d

图 ZA )
,

如果 删去 2 个偏 离直线较大 的点
,

获 年龄 3 9 2 士 1 8M a ,

i = 0
.

7 5 6 1 士 0
.

0 0 0 2
,

R -

9 9 8
,

年龄值是一致的
,

后者精度更高
。

代表混合岩化时间
。

表 2 二 甲矿区北牛矿段 V 23 号矿体混合岩全岩 R b
一

S r
等时线年龄 测定结果

T a b le 2 T h e w h o le r o e k R b
一
Sr is o c hr o n e a g e d e te r m in a tiea o f m ig m a tite a t o r e b ed y V 2 3 #

,
B e in iu m in

-

in g d o m a in
,

E r
ji

a A u
M in e

原样 号 样品名称 采样 位置
R b

(只 1 0 一 6 )

S r

(X 1 0 一 “)

8 7 R b /
8 6S r 8 7 S r

/
86 S r 士 1占

Jl

J3

J2 8

J3 1

J3 5

J1 0 3

眼球状混合岩 Z K 4 0 0 2 1 5 0 m

1 2 5m

8 7 m

6 1m

2 0 m

ZK 4 0 0 1 6 9m

7 7
.

4 4 5

1 5 0
.

3 1

1 3 0
.

7 1

1 1 7
.

3 1

1 5 5
.

3 1

8 0
.

2 0 4

1 2 3
.

8 8

1 5 7
.

8 7

1 2 0
.

8 3

1 2 7
.

0 9

1 4 4
.

5 1

1 1 1
.

2 9

1
.

8 1 2 7

2
.

7 6 2 0

3
.

1 3 7 7

2
.

6 7 6 8

3
.

1 1 8 1

2
.

0 8 9 0

0
.

7 6 6 4 4

0
.

7 7 1 4 0

0
.

7 7 0 2 7

0
.

7 6 8 5 6

0
.

7 7 3 0 2

0
.

7 6 3 3 6

0
.

0 0 0 0 2

0
.

0 0 0 0 4

0
.

0 0 0 0 1

0
.

0 0 0 0 5

0
.

0 0 0 0 4

0
.

0 0 0 0 5

(2 )伟晶岩年龄 测定 了 4 个北牛伟晶岩样 品
,

获得 R b
一

S r 等 时线年龄 4 31 士 49 M a ,

i-

0
.

7 3 4 4 士 0
.

0 0 3 4 ,

R = 0
.

9 8 7 (表 3
,

图 3 )
,

样品采 自 V 2 3 号矿体 ZK 4 0 0 3 钻孔
,

所获年龄在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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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笋畏
�
矛
、

⋯
. ,

二
3

.

4 9 4
.

3 6

87 R b /
8 6 S r

图 2 北牛 V 23 号矿混合岩 R b
一 Sr 等时线 图

F19
.

2 R b
一S r I s o e hr o n e o f m ig m a t i t e a t o r e bo dy V 2 3 #

, B e in iu m i n i n g d o m a in

误差范围内与上述混合岩年龄一致
,

表明伟晶岩的形成与混合岩化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

甚至二

者在成因上是紧密相关的
。

同时测定了红
一

甫门矿床的 2 个伟晶岩 (不含矿 )样品
,

结果均不在北

牛伟晶岩等时线上
,

表明它们不是同时形成 的
。

表 3 伟晶岩全岩 R b
一

S r
等时线年龄测定结果

T a ble 3 T h e w h o le r o e k R b
一S r Is o e h r o n e a g e d e t e r m in a t io n o f p e g m a t i t e

原样号
样 品

名称
采样位 置

R b

( X 1 0 一 ‘)

S r

( X 1 0 一 6 )

87 R b /
86 S r 8 , S r

/
8 6 S r 士 l己

J4 3 伟晶岩 北牛 V 2 3 Z K 4 0 0 3 H 2 5

J4 4
.

H 2 4

J5 4
.

H 1 4

J5 5
.

H 1 3

J1 9 4
·

红甫门 ZK 2 9 0 5 H 2 9

J1 9 5
.

H 8 8

1 8 9
.

9 0

1 3 3
.

1 8

2 5 9
.

9 6

2 5 8
.

6 6

2 1 9
.

8 2

2 4 8
.

7 1

1 3 9
.

4 5 3
.

9 4 4 0

1 1 7
.

7 3 3
.

2 7 7 7

7 3
.

8 8 0 1 0
.

2 2 8

5 5
.

8 5 0 1 3
.

5 0 0

1 8 2
.

9 4 3
.

4 9 2 0

9 4
.

3 6 9 7
.

6 7 0 4

0
.

7 5 4 8 9

0
.

7 5 9 5 8

0
.

7 9 2 6 3

0
.

8 2 0 7 6

0
.

7 9 0 5 4

0
.

8 0 5 2 6

0 0 0 0 0 1

0
.

0 0 0 0 1

0
.

0 0 0 0 1

0
.

0 0 0 0 5

0
.

0 0 0 0 3

0
.

0 0 0 1

( 3 )碎裂岩年龄 从北牛矿段 ZK 4 0 01 和 Z K 4 0 0 2 钻孔 岩心中采集 了含矿的蚀变碎裂岩

进行全岩 R b
一

S r
等时线测定

,

共测定了 14 个样品 (表 4 )
,

可拟合成三条等 时线
,

其 中 J6 等 5 个

点获得的年龄为 3 0 6 士 2 6M a , i = 0
.

7 5 5 7 士 0
.

0 0 0 5
,

R = 0
.

9 8 9 ( 图 4 ) ; J9 5 等 6 个点获得的等时

线年龄为 2 3 3 土 2 1M a ,

i = 0
.

7 6 0 9 士 0
.

0 0 0 6
,

R 一 0
.

9 8
,

另 J1 2
、

J8 7
、

J9 1 和 J9 8 还可组成一条等时

线
,

年龄 26 OM a ,

因数据少
,

误差较大
,

年龄落在上述年龄范围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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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
�的卜。

2
。

9 0 5
.

8 1 8
.

7 1 1 1
.

6 2 1 4
.

5 2

日, R b /
日6 S r

图 3 北牛 V 23 伟晶岩全岩 R b
一

S r
等时线图

厂19
·

3 T h e

w h o le r o e k R b
一

S r is oc hr o n e o f p e g m a t it e a t o r e b o dy V 2 3 #

表 4 北牛矿段蚀 变碎裂岩全岩 R b
一

Sr 等时线年龄测定结果

T a b le 4 T h e w h o l e r o e k R b
一
S r iso e hr o n e a g e d e t e r m i n a t io n o f

th e a lt e r e d e a ta e la s it e a t B e in iu m i n i n g d o m a in

R b S r

原样 号 采样位置
( 又 1 0 一 “) ( X 1 0 一 “ )

8 , R b /
8 6 S r 8 7S r

/
8 6 S r

士 la

北牛 V 2 3 矿体

Z K 4 0 0 2 1 0 8m

1 0 5m

1 0 2m

H S lo om 5
.

5 9八

0
.

3 5 9 八

6
.

5 9 9 八

1
.

6 3 9 八

Z K 4 0 0 1

Z K 4 0 0 1 2 8
.

6 5 9 / t

1
.

1 4 9 八

0
.

6 79 八

o一 7 9 / t

1 5 7
.

5 5

1 4 4
.

5 6

1 4 7
.

1 5

7 4
.

8 7 4

4 5
.

3 3 1

1 1 3
.

7 0

1 2 3
.

9 2

1 2 7
.

3 4

9 6
.

0 1 5

7 3
.

8 1 5

9 0
.

8 9 2

5 6
.

7 9 2

4
.

2 9 8 4

1 3 4
.

9 1

1 1 2
.

9 4

7 9
.

4 9 8

1 1 1
.

9 5

9 5
.

2 5 3

1 0 4
.

1 6 5

2 2 3
.

8 6

1 2 1
.

3 1

1 0 9
.

1 1

6 5
.

2 4 4

9 0
.

2 1 4

1 2 0
.

1 9

1 0 2
.

3 6

3 6 3
.

5 6

1 0 1
.

2 1

4
,

0 4 7 5

5
.

2 7 9 0

3
.

8 0 9 2

2
.

2 7 8 7

1
.

2 6 1 7

1
.

4 7 2 4

2
.

9 6 3 6

3
.

3 8 5 0

4
.

26 6 7

2
.

3 7 1 4

2
.

1 9 0 7

1
.

6 0 8 2

0
.

0 3 4 2 7

3
.

8 6 3 3

0
.

7 7 2 8 5

0
.

7 7 9 4 0

0
.

7 6 1 9 1

0
.

7 6 4 6 0

0
.

7 6 5 2 2

0
.

7 6 4 5 4

0
.

7 7 1 7 8

0
.

7 7 0 0 3

0
.

7 6 5 8 7

0
.

7 6 2 1 4

0
.

7 5 7 3 1

0
.

7 6 3 9 2

0
.

7 6 1 8 4

0
.

7 6 2 7 2

0
.

0 0 0 0 4

0
.

0 0 0 1

0
.

0 0 0 0 2

0
.

0 0 0 0 5

0
.

0 0 0 0 9

0
.

0 0 0 0 4

0
.

0 0 0 0 3

0
.

0 0 0 0 1

0
.

0 0 0 0 1

0
.

0 0 0 0 5

0
.

0 0 0 0 7

0
.

0 0 0 0 4

0
.

0 0 0 0 2

0
.

0 0 0 0 1

”J12J14J16J20J23J84J87J89J91J93J95J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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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0

.

8 6 0

8 2 0

7 4 0

.

7 0 0 L es es

0
.

0 0 2
.

2 6 3
.

3 9 4
.

5 2 5
.

6 5

8 ? R b /
86 S r

图 4 北牛矿段蚀变碎裂岩全岩 R b
一

S r
等时线图

Fig
.

4 T h e w h o le r o e k R b
一

Sr is o e hr o n e o f th e

a lte r e d e a t a e ;a site a t B e in iu m in in g d o m a in

以上年龄表明
,

碎裂岩的形成时代在 2 30 一 34 oM a 之间
。

(4 )糜棱岩和千糜岩的年龄 从红甫门矿段 Z K 5 6 O4 和 Z K 2 9 o s 岩心中选 了 n 个糜棱岩

和千糜岩样品进行测定
,

其 中四个千糜岩组 成一条等时线
,

年龄为 33 6 士 87 M a ,

i一 0
.

7 6 1 6 士

0
.

0 0 1 7 (表 5
,

图 5 )
,

去掉一个点
,

年龄为 3 6 6 士 SM a ,

i= 0
.

7 5 8 4 士 0
.

0 0 0 1
,

R = 0
.

9 9 9
,

后者误差

小
,

从年龄值看
,

千糜岩化的时间晚于混合岩化时间
。

红甫 门矿段 Z K 5 6 O4 钻孔采集 的长英质糜棱岩 的 R b
一

S r 等 时线年 龄为 23 1 士 20 M a ,

i一

0. 7 5 7 2士 0. 0 0 1 3
,

R 一 0. 9 9 (图 6
,

表 6) 年龄落在印支期范围内
,

晚于混合岩化时间
。

表 5 红甫门矿段千糜岩全岩 R b
一

S r

等时线年龄测定结果

T a b le 5 T h e w h o le r o ck R b
一
Sr iso e h r o n e a g e d e te r m in a tio n o f m yllo n ite H o n Pu m e n m in in g d o m a in

R b S r
’

原样 号 样品名称 采样位置
“7 R b/s

6 S r “7

Sr / 86 S r 土 la
(X 1 0 一6 ) (只 1 0 一 6 )

J1 5 2

J1 5 4

J2 3 9

J2 4 0

J2 4 1

千糜岩 ZK 5 6 0 4 2 9 m

1 2 5m

8 7m

6 1m

2 0 m

1 6 3
.

9 5

1 1 3
.

9 5

1 4 0
.

1 7

1 4 6
.

4 4

2 4 3
.

9 0

1 2 4
.

8 3

1 1 0
.

5 9

1 1 1
.

1 0

1 4 7
.

7 8

1 1 3
.

3 9

3
.

8 1 2 4

2
.

9 8 9 8

3
.

6 6 3 7

2
.

8 7 3 4

6
.

2 5 1 7

0
.

7 7 8 1 7

0
.

7 7 4 1 4

0
.

7 8 2 7 0

0
.

7 6 6 5 5

0
.

7 9 1 0 7

0
.

0 0 0 0 5

0
.

0 0 0 0 3

0
.

0 0 0 0 9

0
.

0 0 0 0 7

0
.

0 0 0 0 1



第 十一卷 第二期 地质找矿论丛

。

8 2 0

.

7 9 6

.

7 7 2
、的。8/
�的卜.

.

7 0 0 Lse
0

.

0 0 2
,

6 3 3
.

9 5 5
.

2 6 6
.

5 8

87 R b / s‘S r

图 5 红甫门矿段千糜岩全岩 R b
一

Sr 等时线图

F ig
.

5 T h e w ho le r
oc k R b

一

S r iso
e h r o n e o f m yllo n it e

,

H o n g p u m e n m i n g d o m a in

表 6 红甫门矿段糜植岩全岩 R b
一

S r
等时线年龄测定结果

T a bl e 6 T he w ho le r o e k R b 一S r i soc h r o n e a g e d e t e r m in a t i o n o f m yllo n it e H o n Pu m e n d o m a i n

R b S r

原样号 样品名称 采 样位置
57 R b / 86 S r “7S r

/
8 6 Sr 士 la

( X 1 0 一 “) ( X 1 0 一 “)

Jl l2 长英质糜棱岩

J1 2 3

J1 2 6

J1 4 6

J1 3 0

J1 3 3

ZK 5 6 0 4 H 4 1

H 2 8

9 9
.

sm

H 7

6
.

2 3 9 / t

4
.

8 7 9 八

1 3 3
.

2 3

3 2 1
.

4 1

1 3 3
.

5 7

4 2
.

6 3 1

4 5
.

5 6 1

2 2
.

8 1 2

6 9
.

3 4 6

7 6
.

5 3 0

4 2 8
.

3 4

7 0
.

1 2 0

1 3
.

7 3 8

2 6
.

7 1 8

5
.

5 7 7 5

1 2
.

2 1 5

0
.

9 0 3 3 7

1
.

7 6 2 5

9
.

6 3 3 7

2
.

4 7 5 3

0
.

7 7 8 7 7

0
.

7 9 8 6 7

0
.

7 5 7 7 3

0
.

7 6 4 5 1

0
.

7 8 5 2 9

0
.

7 6 5 1 4

0
.

0 0 0 0 1

0
.

0 0 0 0 1

0
.

0 0 0 0 5

0
.

0 0 0 0 1

0
.

0 0 0 0 1

0
.

0 0 0 0 1

1
.

3
.

2 黄铁矿一石英包裹体 R b
一

S r
等 时线年龄 从风水 山矿段和新那都矿段石英脉型金

矿石中各选了一套石英样品进行了 R b
一

Sr 等时线年龄测定
,

获得了 2 条等时线
。

风水山矿段矿

石中石英 (J1 0 7 )七个点组成一条等时线
,

年龄为 3 7 8 士 3 1M a ,

i = 0
.

7 5 1 0 士 0
.

0 0 0 4
,

R = 0
.

9 8 (表

7
,

图 7 )
,

新那都矿段矿石中石英 (J2 5 O) 8 个点和一个黄铁矿共同组成一条等时线
,

年龄为 21 9

士4M a ,
·

R 一 0
.

9 9 4
,

i = 0
.

7 5 3 7 士 0
.

0 0 0 9 (表 8
,

图 8 )
。

上述结果表明
,

二个矿段含矿石 英脉 的年龄是有差别的
,

从 21 9 ~ 37 8M a ,

总的在印支期

范围内
,

但至少有两期
: 2 1 5 ~ 2 2 5M a 左右和 3 5 0 ~ 4 0 oM a 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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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0 L一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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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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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1 3
.

3 5

8 7 R b /
8 6 S r

图 6 红甫门矿段糜棱岩全岩 R b 一 S r

等时线 图

F ig
.

6 T h e w h o le r o e k R b 一 S r is o e h r o n e o f m y llo n it e ,

H o n g p u n r e n
do m a in

表 7 风水 山矿段石英包裹体 R b
一

S r
等时线年龄测定结果

T a ble 7 Q
u a r t z i n cl u s io n R b

一S r iso
e hr o n e a g e d e t e rm in a t io n o f F e n g sh u i sh a n d o m a in

R b S r

原样号 样 品名称
_ 、 、

‘7 R b /’s
6sr “7 S r/ 86 Sr

( X 1 0 一
”

少 ( X 1 0 一
”

)
士 1己

Jlo 7一l 石 英 1
.

5 4 6 0 5
.

0 2 4 7 7 0
.

8 9 1 1 7 0
.

7 5 5 6 5 0
.

0 0 0 0 4

J1 0 7一3 0
.

2 3 4 8 0
.

4 6 8 7 8 1
.

4 5 1 1 0
.

7 5 8 7 6 0
.

0 0 0 0 6

J1 0 7一 4 0
.

3 9 3 8 0
.

5 2 2 1 7 2
.

1 8 5 5 0
.

7 6 0 7 6 0
.

0 0 0 0 1

J1 0 7一 5 5
.

1 8 8 8 1 1
.

4 5 0 1
.

3 1 2 8 0
.

7 5 7 8 8 0
.

0 0 0 0 6

J1 0 7一6 1
.

4 9 6 8 1
.

3 4 1 7 3
.

2 3 5 6 0
.

7 6 9 3 5 0
.

0 0 0 1

J1 0 7一1 0 0
.

4 7 6 4 0
.

8 9 6 9 4 1
.

5 3 9 1 0
.

7 6 0 7 9 0
.

0 0 0 0 7

J1 0 7一1 1 0
.

1 8 7 1 1
.

0 0 1 7 0
.

5 4 0 9 8 0
.

7 5 3 6 3 0
.

0 0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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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0

7 8 0

7 60

�的9,/
�明卜8

.

7 2 0

.

7 0 0 L ~

se
0

.

0 0 7 0 4 0 2
.

1 0 2
.

8 0 3
.

5 1

87 R b /
8 6 S r

F ig
.

7

表 8

图 7 风水山矿段石英包裹体 R b一 S r
等时线图

Q
u a r t z in e lu s io n R b 一 Sr is oc h r o n e o f F e n g sh a n d o m a i n

新那矿段石英一黄铁矿 R 卜S r
等时线年龄测定结果

T a b le 8 Q
u a r t z

,

Py r i t e R b一S r is o e hr o n e , Y in n a d o m a in

原样号 样品名称
R b

( 只 1 0 一 “ )

Sr

( X 1 0 一 “)

8 7 R b /
8 6 Sr 8 7 S r

/
8 6 S r 士 l己

J2 5 O一 ( l )

J2 5 0一 l

J2 5 0一 2

J2 5 0一 3

J2 5O一 4

J2 5 0一 5

J2 5 0一 6

J2 5 0一 8

J2 5 0一9

黄铁矿

石英

0
.

2 0 6 7

0
.

5 7 5 5

2 3
.

6 8 8

1 1
.

6 4 1

2
.

1 4 1 9

1
.

8 4 4 8

3
.

8 7 4 1

7
.

9 3 5 5

4
.

0 1 2 2

0
.

6 6 1 4 6

0
.

6 5 9 2 2

1
.

6 8 1 6

1
.

1 0 7 6

1 0 0 3 1

0
.

8 1 4 9 3

0
.

8 5 6 2 6

0
.

6 9 9 9 8

1
.

0 4 2 8

0
.

9 0 5 5 3

2
.

5 2 9 1

4 1
.

2 9 6

3 0
.

7 2 5

6
.

1 9 7 5

6
.

5 6 7 7

1 3
.

1 5 4

3 3
.

1 5 5

1 1
.

1 7 9 7

0
.

7 5 9 0 8

0
.

7 5 7 4 1

0
.

8 8 2 4 9

0
.

8 5 0 8 9

0
.

7 7 6 4 3

0
.

7 7 2 4 3

0
.

7 9 4 5 9

0
.

8 5 5 4 6

0
.

7 8 8 6 8

0
.

0 0 0 0 8

0
.

0 0 0 0 2

0
.

0 0 0 0 1

0
.

0 0 0 0 4

0
.

0 0 0 0 8

0
.

0 0 0 0 1

0
.

0 0 0 0 2

0
.

0 0 0 0 6

0
.

0 0 0 0 6

叶伯丹 ( 1 9 9 0) 在二甲矿区 V 1 2 9 号脉采集一个绢云母
,

用
4 O
A r 一 3 9

A r 法测定了年龄
,

全熔年

龄为 22 5
.

6士 ZM a ,

7 15 ~ 8 30
‘

C 阶段的坪年龄为 2 28 土 SM a ,

与糜棱岩
、

蚀变碎裂岩及石英脉型

金矿石英的 R b
一

Sr 等时线年龄在测定误差范围内是一致的
。

以上年龄测定结果表明
,

二 甲矿 区主要含矿 围岩及矿石的年龄都落在 2 19 M a 到 4 31 M a

期间
,

并大致分成二个年龄组 22 0 ~ 3 00 M a 左右 (印支期 )和 34 0 ~ 43 0Ma( 海西期 )
,

成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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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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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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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新那矿段石英 一黄 铁矿 R b 一 Sr 等时线图

F ig
.

8 Q u a r t z , P yr it e R b 一 Sr is o e h r o n e ,

Y i n n a d o m a in

主要在印支期
。

2 不磨矿区年代学研究

2
.

1 地质背景简述

2
.

1
.

1 区域地质概述

矿区位于海南岛西部的东方县八 所镇南东约 25 公里处
,

区域构造位置是海南隆起 的西

部
,

区域性戈枕断裂带南西段的北西侧
。

矿区处于抱板一尧文金矿成矿远景区 内
。

出露的地层主要是抱板群
,

岩性 主要为混合岩化

云母石英片岩夹混合岩
。

戈枕断裂带位于矿区的东南部
,

走向北东
。

含金石英脉受次级断裂控

制
,

有北东
、

北西和近东西向三组
。

2
.

1
.

2 矿床地质特征

目前 已发现含金石英脉 2 0 余条
,

划分为四个脉带
。

I 号脉带
:

由 6 条近东西 向含金石英脉组成
,

单条长 10 一 1 6 Om
,

宽 0
.

5一 Zm
,

倾 向 3 5 00 ~

1 5
0 ,

倾角 3 0
0

~ 4 5
0 ,

其 中 1 3一 2 含金石英脉长 1 6 Om
,

宽 1 ~ Zm
,

延深 1 5rn
,

有民采坑道控制
。

已

作了 5 个化学分析样
,

金品位为 0
.

43 一 11
.

81 9 八
,

平均 3. 0 2 9 八
。

l 号脉带
:

长大于 Z o om
,

宽 SOOm
,

由 4 条含金石英脉组成
,

呈透镜状产 出
,

透镜 体长约

3 Om
,

宽 0
.

5一 lm
,

个别膨大部分达 Zm
,

具尖灭再现或尖灭侧现特点
,

断续延长 90 一 21 Om
。

走

向 北 西
,

倾 向 4 00 一 6 00
,

其 中 以 1 3 号 脉 含 金 最 富
,

据 10 个 化 学 分 析 结 果
,

含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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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3 ~ 2 9 9
.

8 69 八
,

平均 6 2
.

2 9 八
。

皿号脉带
:

由 6 条含金石英脉组成
,

倾向北西或北东
,

倾角 3 00 ~ 6扩
,

单脉呈透镜状
,

长 10

~ 30 m
,

具尖灭再现或尖灭侧现
,

断续延伸 10 0 ~ ZOOm
。

1 5一 3 号脉体有 1 个化学样
,

品位达

5 6 1 9八
。

IV 号脉带
:

由 4 条石英脉带组成
,

单脉长 5 ~ 6 0m
,

宽 0
.

5一Zm
,

倾 向 3 0
0

一 5 0
0 ,

倾角 5 0
0

一

7 0
0 。

矿石成分
:

金属矿物有 自然金
、

黄铁矿
、

毒砂
、

方铅矿
、

闪锌矿
。

自然金呈粒状
、

棒状
、

片状
,

粒度一般小于 0
.

Zm m
,

个别大于 lm m
。

金的成色甚高
,

非金属矿物主要是石英
。

围岩蚀变主要是硅化
、

绢云母化和黄铁矿化
。

2
.

2 围岩及矿石年龄测定

测定 了不磨矿区金矿围岩一云母石英片岩和糜棱岩全岩的 R b
一

Sr 等时线年龄
。

2
.

2
.

1 石英片岩 R b
一

S r 年龄

从钻孔 Z K 70 1
,

孔深 20 ~ 95 m 处取 6 个云母石英片岩样 品(矿体上盘围岩 )
,

测定结果 (表

9) 显示有 2 条趋势线
,

一条趋势线斜率为 0
.

0 0 7 0 士 0
.

0 0 07
,

相应的等时线年龄为 4 90 士 51 M a ,

i

一 0
.

7 6 6 2士 0
.

0 0 1 7
,

R = 0
.

9 9 (图 9 ) ; 另一条趋势线斜率为 0
.

0 0 1 7 士 0
.

0 0 0 1
,

相应年龄为 1 1 6
.

2

士 7. 6M a ,

i一 0. 7 8 8 9 士 0
.

0 0 0 5 ,

R 一 0
.

9 9 8
,

年龄有很大的差异
,

可能是多期变质作用影响造成

的
。

表 9

T a ble 9 R b
一
S r

不磨矿区石英片岩 R b
一

Sr 等时线年龄测定结果

iso e h r o n e a罗 d e ter m in a tio n o f q u a r tz se h ist in B u m o M in e

R b S r

原样号 样品名称 士 1己

(X 1 0 一 “) (X 1 0 一 6 )

87 R b /
86 S r 87 S r

/
86 S r

M 9 7

M 9 9

M 1 0 1

M 1 0 3

M 1 0 5

M 1 0 7

云母石英 片岩 1 9 8
.

7 1

2 3 0
.

0 5

2 0 8
.

6 8

2 4 1
.

2 8

1 9 0
.

5 6

1 1 5
.

5 1

7 7
.

0 5 2

5 7
.

2 9 3

8 2
.

5 9 4

9 6
.

1 5 5

8 8
.

9 6 2

1 3 2
.

5 4

7
.

4 9 7 2

1 1
.

7 0 2

7
.

3 4 9 9

7
.

3 1 7 6

6
.

2 4 4 ]

2
.

5 3 3 6

0
.

7 9 3 2 0

0
.

8 1 8 5 7

0
.

8 0 0 5 1

0
.

8 2 5 7 1

0
.

8 2 1 8 0

0
.

7 9 3 4 0

0
.

0 0 0 0 2

0
.

0 0 0 1

0
.

0 0 0 0 4

0
.

0 0 0 0 5

0
.

0 0 0 0 2

0
.

0 0 0 0 3

2
.

2
.

2 糜棱岩 R b
一

S r 年龄

从不磨矿区钻孔 Z K o 04
,

孔深 2 0 。一 so m 处取矿体围岩一糜棱岩样品进行全岩 R b
一

Sr
.

等时

线年龄测定
,

共测定 7 个样品
,

其 中 4 个点获等时线年龄 1 91 士 12 M a( 斜率 0
.

0 0 2 7 土 0
.

0 0 0 2 )
,

初始
“,
Sr /

8 6
S r = 0

.

7 6 7 5 士 0
.

0 0 9 3
,

R = 0
.

9 9 6 (表 1 0
、

图 10 )
。

年龄落在印支晚期一燕山早期范围

内
,

另几个数据 (M l
、

7
、

10 和 16 )组成的等 时线
,

年龄更低一些
,

1 15 M a ,

与一组片岩的年龄

(1 1 6M a )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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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 0

.

8 2 8

乡
.

7 6 4

.

7 3 2

.

7O O L es 一

一
- - - - - 上一- - 一一‘一- - - 一二- - - 一‘-

一
~ 上一

0
.

0 0 1
.

5 6 3
.

1 2 4
.

6 8

R 7 R b /
8 6 S r

6
.

2 4 7
.

8 0

圈 9 不磨矿区石英片岩 R b 一 S r

等时线图

Fig
.

9 R b一 S r iso
e h r o n e o f q u u a r t z se h ist

,

B u m o
M in e

.

表 1 0 不磨矿区糜梭岩全岩 R b
一

S r
等 时线年龄测定结果

T a b le 1 0 T h e w h o le r o c k R b
一
Sr iso e h r o n e a g e d e tem in a tio n o f m yllo n lt e ,

B u m o M in e

R b S r

原样号 样 品名称
_ _ 、

“7 R b /s
6
Sr

8 7 S r/ 86 Sr 士 1己

(X 1 0 一
”
) ( X 1 0 一

”

)

M 1

M 4

糜棱岩 1 5 7
.

2 1

2 9 3
.

0 3

6 8
.

0 7 9

2 2 0
.

1 3

2 0 0
.

1 3

3 2 4
.

2 0

1 9 4
.

9 9

5 6
.

7 7 7

1 0 1
.

6 5

9 3
.

0 1 2

2 3
.

1 0 0

4 7
.

5 1 2

1 5
.

1 6 0

2 4
.

7 6 8

8
.

0 8 2 4

8
.

3 7 2 0

2
.

1 3 8 9

2 7
.

9 9 2

1 2
.

2 6 8

6 3
.

0 3 1

2 2
.

9 8 6

0
.

8 3 5 4 5

0
.

7 8 3 0 0

0
.

8 4 7 1 2

0
.

9 0 1 2 9

0
.

8 0 2 2 7

0
.

9 3 6 1 5

0
.

8 3 7 5 7

0
.

0 0 0 0 8

0
.

0 0 0 0 1

0
.

0 0 0 1

0
.

0 0 0 0 3

0
.

0 0 0 0 4

0
.

0 0 0 0 6

0
.

0 0 0 0 5

M7溯洲毗Ml8

2
.

3
.

含金石英脉 R b
一

S r 年龄测定

共测定 了七个石英样品
,

其中 5 个点组成一条等时线
,

斜率为 0
.

0 0 3 5 士 0
.

0 0 03
,

相应年龄

为 2 4 4 士 2 1M a ,

i= 0
.

7 5 0 7 土 0
.

0 0 0 8
,

R = 0
.

9 9 (图 1 1
,

表 1 1 )
,

样 品采 自 l 号矿体 和 ZK 0 0 2
,

Z K o 04 和 ZK 7 01
,

大部分直接采于富矿石
,

含金一般 (1 。~
·

2 09 八
,

最高 1 0 3
.

4 4 9 / t )
,

此年龄可代

表石英脉型金矿的成矿时代
。

不过从上述糜棱岩有 1 1 5一 1 9 OM a 的年龄和片岩 中有 1 16 M a 的

年龄
,

表明也可能尚有燕山期构造运动和矿化作用的迭加和改造
。

石英脉的围岩还有混合岩
,

测定 了 7 个含矿和不含矿的全岩样品
,

可惜数据分散
,

未获得可靠的年龄值
,

只其 中三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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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0 0

.

94 0

�的98/
�S卜.

。

8 2 0

一

7 6 0

.

7 0 0 ‘一
0

.

0 0 1 3
。

7 0 2 7
.

4 0 4 1
.

1 0 54
.

8 0 6 8
.

5 0

8 7 R b /
8 6 S r

图 1 0 不磨矿区糜棱岩全岩等时线图

Fig
.

1 0 T h e w h o le r o e k i s o e h r o n e o f m y llo n it e B u m o
M in e

·

获得了一条等时线
,

年龄为 7 4 9士 6 8M a ,

初始银同位素比值 i = 0
.

7 3 3 1 士 0
.

0 0 2 6
,

R = 0
.

9 9
,

7 0 0

~ SOOM a 期间也可能有一期混合岩化作用
,

此年龄仅提供一个信息
。

表 n 含矿石英脉 R b
一

S r
等时线年龄测 定结果

T a b le 1 1 R b 一S r iso e h r o n e a g e d e t e rm in a t i o n o f o r e 一b e a r i n g q u a r t z v e in
,
B u m o Mi n e

R b S r

原样号 样品名称
、

87 R b / “Sr 87 S r/
s 6
Sr

( X 1 0 一
”

) ( X 1 0 一
”

)

士 1占

M I 一 l

M 9 5

M 9 4

M 5 8

M 5 9

M g l

M 1 7

石英 1
.

9 6 9 2

0
.

3 7 2 3

1
.

9 0 2 5

1
.

2 2 9 4

0
.

2 5 1 4

3
.

0 3 1 6

0
.

6 0 5 4

1
.

3 9 5 9

0
.

6 9 4 7 7

0
.

8 4 0 6 7

1
.

0 5 3 5

0
.

5 8 0 6 5

1
.

1 7 9 4

1
.

5 1 3 2

4
.

0 8 9 8

1
.

5 5 5 7

6
.

5 7 6 3

3
.

3 8 1 6

1
.

2 5 3 9

7
.

4 6 0 4

1
.

1 5 8 7

0
.

7 6 5 3 8

0
.

7 7 8 6 1

0
.

7 8 9 2 6

0
.

7 6 0 1 4

0
.

7 5 6 3 5

0
.

7 7 7 0 4

0
.

7 5 4 5 4

0
.

0 0 0 0 1

0
.

0 0 0 0 4

0
.

0 0 0 0 2

0
.

0 0 0 0 4

0
.

0 0 0 1

0
.

0 0 0 0 2

0
.

0 0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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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760740720780

J明器\
�S卜s

.

7 00

0
。

3
,

2 4 4
.

8 5 8
.

0 8

8 7 R b /
86 Sr

图 n 含矿石英脉等时线图

Fig
.

1 1 I s o e h r o n e o f o r e 一 b e a r in g q u a r t z

6
.

4 7

V e lll
-

3 结论

从 已经获得的二 甲
、

不磨以及土外山
、

抱板金矿围岩和矿石的年龄
,

可 以对海南岛西部金

矿的成矿时代和演化历史得出如下结论 (表 1 2 ) :

( l) 围岩一抱板混合岩 的形成 (侵入 )年龄大于 1 4 2 5M a ,

为 中元古代
。

14 亿年以来经历了

多期 次 的变质
、

混合 岩化 作用 和矿 化作 用
,

最老 的变 质作 用是 晚元 古代
,

7 00 一 80 0M a 和

l lOOM a 左右

(2 )详细的区域地质综合研究表 明
,

本区在海西晚期和 印支期构造运动强烈
,

并伴随有大

量中酸性岩体和 中基性岩脉的侵人
,

其 中伟晶岩 中白云母的 K
一

A r 年龄为 3 43 士 6M a ,

伟晶岩

R b
一

S r 年龄 4 31 M a ,

斜长角闪岩角闪石的 K
一

A r 年龄为 30 0 士 SM a ,

斑状花岗岩体中错石的 U
-

Pb 和谐年龄为 2 7 7( 俞受均
,

1 9 9 2 )
。

本项研究获得的二甲和不磨矿区围岩和矿石的大量 R b
一

Sr

等时线年龄主要在 22 0一 3 90 M
a 之间

,

在土外山
、

抱板金矿 区还测定了一组石英包裹体 R b
一

sr

等时线年龄
,

也在此范围内 ( 3 4 1 士 12 M a)
。

表明主要的混合岩化
、

糜棱岩化作用和金矿化作用

发生在海西
一

印支期
。

燕山期构造
一

岩浆作用对金矿的富集改造也会有一定影响
。

( 3 )混合岩及蚀变岩石的全岩 R b
一

S r 年龄结果表明
,

混合岩化与糜棱岩 化作用不是 同时

的
,

前者早
、

后者晚
。

混合岩与伟晶岩的年龄主要在 3 90 一43 OM a 之间
,

在加里东期或加里东晚

期一海西早期
; 而糜棱岩与千糜岩以及蚀变碎裂岩的年龄在 2 30 一30 0M a 之间

,

表明构造蚀变

作用主要发生在印支期
。

主要的含金石英脉有三期
,

一期在加里东 晚期一海西早期 ( 3 78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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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Ma) 与早期混合岩和伟 晶岩年龄一致 ; 另一期在印支期 (2 1 9一 2 44 M a)
,

与千糜岩和糜棱岩

是同时的 ;第三期发生在燕 山期
,

同时伴随着晚期构造蚀变 (变质 )作用和岩浆活动
。

表 1 2 海南岛西部金矿年龄一览表

T a b le 1 2 A g e v a lu es o f A u d ePo sits in th e w e st o f H a in a n Is la n d

矿区 测定对象 年龄值 (M
a )

1 4 25士 2 0

8 8 2 ~ 1 4 6 0

测定方法 资料来源

抱板
一

土外山

抱板
一

土外山

抱板群 中错石

抱板群中错石

U
一

Pb 法和谐年龄

U
一

Pb 表 面年龄

据俞受均
,

冯连顺资料处理

冯连顺
,
1 9 8 8

抱板
一

土外山 抱板群 中错石 1 4 0 1士

抱板
一

土外山

抱板
一

土外山

抱板
一

土外 山

抱板群 中铅 石

抱板群 中错 石

抱板群 中错 石

1 4 3 1

1 4 5 6

1 4 4 0

:;
u

一

Pb 和谐年龄

U
一
Pb 和谐年龄

U
一
Pb 和谐年龄

U
一

Pb 和谐年龄

俞受均等
,
1 9 8 3

俞受均等
,
1 9 8 3

俞受均等
,
1 9 8 3

二 甲 二 甲 U
一

Pb 和谐年龄 叶伯丹
,
1 9 9 0

二 甲

二甲北牛

二 甲北牛

二 甲北牛

斑状花岗岩体中错石

混合岩

伟晶岩

碎裂岩

二甲红甫门 千糜岩

R b
一

S r
等 时线

R b
一

S r
等时线

R b
一

S r
等时线

R b
一

Sr
等 时线

R b
一

Sr
等时线

R b
一

Sr
等时线

俞受均
,

1 9 9 2

本文
,
1 9 9 2

本文
,
1 9 9 2

本文
,

19 9 2

本 文
,

1 9 9 2

本 文
,
1 9 9 2

本 文
,
1 9 9 2

二甲红甫门

二 甲新那都

凤水山

不磨

糜棱岩

石英

石英

云母石英片岩

本 文
,
1 9 9 2

本文
,
1 9 9 2

.

本文
,
1 9 9 2

不磨

不磨

不磨

不磨

土外 山

二 甲

二 甲

抱板一二甲

糜棱岩

伟 晶岩中白云母

斜长角闪岩中角闪石

一
_

.

4 0
1 1 4 5士乏弓

2 7 7

2 9 2士 1 8

4 3 1士 4 9

2 0 6 士 2 6

2 2 3 士 2 1

2 6 0

2 2 6士 8 7

2 2 6士 6

2 3 1 士 2 0

2 1 9 士 4

2 7 8 士 3 1

4 9 0 士 6 1

1 1 6 士 8

1 9 1 士 1 2

1 1 5

7 4 9 士 6 8

2 4 4 士 2 1

2 4 1土 1 2

2 2 6士 2

2 2 8士 6

3 4 3士 6

2 0 0 士 6

R b
一

S r
等时线

R b
一

S r
等时线

R b
一

S r
等时线

R b
一

S r
等时线

R b
一

S r
等时线

R b
一

Sr 等时线

R b
一

S r
等时线

R b
一

Sr 等时线

4 0 A r 一 3 9A r
全熔年龄

7 1 5 一 8 3 0
、

C 坪年龄

K
一

A r

K
一

A r

本文
,
1 9 9 2

本文
,
1 9 9 2

本文
,
1 9 9 2

叶伯丹
,
1 9 9 0

叶伯丹
,
1 9 90

俞受均
,
1 9 9 1

俞受均
,
1 9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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