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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梅 山铁矿主矿体下部钠长石岩带和 陶村铁矿 的钠长石 岩带中钠长石 的40 A r 一

39 A r 测定结果

表明
,

2 件样品 的坪年龄分别为 ( 12 2
.

9 0 士 0
.

16 )和 ( 12 4
.

8 9 士 0
.

3 0) M a ,

相对应 的等时线年龄分别

为 ( 1 2 2
.

6 0 士 0
.

1 6 )和 ( 12 4
.

9 0 士O
.

2 9) M a
.

通过对长 江 中下游中生代地球动力学演化分析
,

认为吩

岩铁矿成矿亚 系列形成于岩石 圈大规模拆沉作用和郑庐断裂带发生强烈左行走滑的环境下
,

而 夕

卡岩型
一

斑岩型铜
、

铂
、

金成矿亚 系列形成于应力转换期
.

关键词 钠长石
4 O

-rA
” A r

年龄 扮岩铁矿 拆沉作用 宁芜

宁芜地区粉岩铁矿是一组与陆相火 山岩
一

次火山

岩有关的铁矿床组合 〔`〕
,

它包括梅山铁矿
、

凹山铁

矿和姑山铁 矿等
.

研究区位于 长江 中下游 工业走

廊
,

矿石比较富
,

上世纪 70 一 80 年代
,

在该区进

行了大规模的地质找矿和勘查
,

也进行了详细的科

研工作
,

对粉岩铁矿的矿床类型
、

蚀变分带和成因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 一 9〕
,

提出了著名的纷岩铁矿

成矿模式 l[]
.

然而
,

迄今为止
,

这些重要的铁矿床仍

缺乏准确的成矿年代测定
,

前人根据成矿母岩辉长闪

长 (纷 )岩的 K
一

rA 和 R卜sr 年龄间接推断矿床形成于

中生代
.

本次研究从梅山铁矿和陶村铁矿石中选出钠

长石进行40 -rA 39 rA 测定
,

首次厘定了粉岩铁矿的成矿

时代
,

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形成的地球动力学环境
.

1 地质概况

宁芜粉岩铁矿床沿长江断裂带东侧呈北北东向

带状展布
,

北起江苏省梅山铁矿
,

南至安徽省钟姑

山矿 田
,

全长约 80 k m
.

宁芜矿集区内矿床 (点 )有 3

个 明显密集段
:

北段以梅 山铁矿为 中心
,

中段 以凹

山铁矿为中心
,

南段为钟姑矿 田
.

宁芜盆地呈纺睡

形
,

略向长江方向倾伏
,

四周出露火 山岩基底 (几
-

J
Z )

.

自梅山北到当涂一带
,

火山岩带最宽约 16 k m
,

向南沿宁芜线呈狭窄的带状
,

宽度不足 3 k m
,

明显

受北北东向拉张断裂控制
.

宁芜盆地火 山岩由龙王

山组
、

大王山组
、

姑山组和娘娘山组组成 (图 1)
.

盆

地中部为火山隆起带
,

由大王山组火山杂岩的串珠状

火山隆起和次火山岩弯隆 (辉长闪长粉岩或辉长闪长

岩 )等正 向火山构造构成
,

其连线 (断裂喷发侵入岩

带 )也显示受北北东向基底拉张断裂控制 ; 盆地西部

为火山坳陷带
,

以火山洼地
、

破火山口等负向火山构

造为主
,

其深部多被花岗岩侵占
.

粉岩铁矿的围岩蚀

变通常可分为 3 个带
,

即下部的浅色蚀变带
、

中部深

色蚀变带和上部浅色蚀变带〔`一 4
,

“」
.

下部浅色蚀变带

以强烈的钠长石化为特点
,

主要由不含水的硅酸盐矿

物钠长石
、

钠柱石
、

辉石和石榴石组成
,

中部深色蚀

变带由含水硅酸盐矿物阳起石
、

绿泥石和绿帘石等组

成
,

上部浅色蚀变带以硅化
、

泥化
、

碳酸盐化为主
,

伴生有黄铁矿化
、

硬石膏化和明矾石化
.

产于各蚀变

带中铁或铁 (磷 )矿体显然属于气化
一

热液交代成因
.

2 样品及实验方法

本次研究的样品 M 8 8
一

2
,
补 -k 2 分别采 自梅山铁

矿主矿体下部钠长石岩带和陶村铁矿的钠长石岩带
.

钠长石岩带构成纷岩铁矿的特征性蚀变之一
,

它的形

成导致铁被析出 [`一 4, ”
,

`” ]
.

钠长石岩手标本为浅肉红

色
,

镜下一般为它形
,

局部结晶好的为不规则板状
,

边缘为锯齿状
.

钠长石岩为细
一

中粒花 岗变晶结构
,

块状构造
.

钠长石岩 中钠长石含量约 90 %
,

少量磷

灰石 ( 0
.

0 3一 o
.

l

mrn )和磁铁矿 ( 0
.

0 1一 0
.

0 5
mrn )不规

则散布在岩石中
.

20 0 2
一

0 1
一

2 4 收稿
,

2 0 02
一

0 3
一

2 9 收修改稿
二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 目资助 (编号
:

G 1 9 9 9 0 4 32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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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太山
·

凹山一带地质简图 1[]

喷发中心
; 2

.

第四系
; 3

.

古新世玄武岩
; 4

.

娘娘山组火山岩 ; 5
.

花岗岩
; 6

.

辉长闪长 (粉 )岩
;

7 大王山组火山岩
; 8

.

龙王 山组火山岩
; 9

.

向斜
、

背斜轴
; 10

.

断层
; 11

.

采样地点

上述 2 件样品经粉碎碾磨后
,

在双 目镜下挑选

出新鲜无蚀变的钠长石单矿物
,

纯度达 99 % 以 上
.

样品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4 9
一

2 核反应堆进行快

中子照射
,

照射时间为 3 6 2 0 m i n ( 2 个样品照射参数

见表 1 和 2)
,

积分中子注量为 1
.

44 x 101 “ n/ c

扩
.

A r
同位素测量在英国 V S S 公司生产的 R G A 10 质谱

仪上进行
.

测量值进行 了记忆效应
、

分馏效应
、

空

白本底校 正
、

大气 A r 校正
、

K
,

C a ,

lC 诱发同位

素校正和
3 7 A r

放射性 衰变校正
.

采用的校正 因子

为
:

( 4 0 A r / 3 6 A r )
。

= 2 9 4
.

2
,

( 3 6 A r / 3 7 A r ) C 。
= 2

.

6 4 x

10
一 4 ,

( 4 0 A r / 3 9 A r ) K = 3
.

0 5 x 1 0
一 2 ,

( 3 9 A r / 37 A r ) ca =

6
.

5 7 只 10
一 4 ,

( 3 8 A r/ 3 9 A r ) K = o
.

o r
,

( 3 s A r / 3 7 A r ) e 。
=

3
.

8 1 X 1 0
一 5 ,

(” S A r/ 3 6 A r )
。

= 0
.

1 5 6 9
,

其中 ( 3 6A T/

38 A r ) cl 为时间的函数
,

依样品出堆时间的长短而作

校正
.

年龄 计算 采用 的 40 K 衰变常数 为 5
.

5 43 x

10
一 `“ / a

.

年龄值和
4“ A r ’

/ 39 A : 比值误差按 1 。
计

.

3 分析结果

2 件样品的测试数据见表 1和表 2
.

样品 M 8 8
一

2

进行了 n 个阶段的分步加热
,

加热温度区间为 4 00

一 1 4 50℃
,

其年龄谱图 (图 2 ( a ) )上的低温 区 ( 4 0 0一

60 0℃ )显示出一高二低的视年龄
,

与低量 39 A rK (其

析出百分数为 8
.

04 % )造成的测量误差及 39 A rK 核反

冲有关 〔“
,

’ 2〕
.

M 88
一

2 号样品年龄谱具非常好的坪年

龄 (图 2 ( a) )
,

位于第 4 到第 9 的 6 个连续阶段
,

温

度变化于 7 0 0 一 1 2 0 0℃
, 3 9 A r

析 出量 占 87
.

6 %
.

6

个阶段 的 ( 4”
iA

’

/ 39 A r ) K 比值很 一致
,

构成连续完

好的年龄坪
,

坪年龄为 ( 122
.

90 士 0
.

1 6) M a
.

同时
,

与年龄 坪对应点也 构成相关系数为 0
.

9 9 9 9 的等时

线
,

获 得 等 时 线年 龄 为 ( 1 22
.

60 士 0
.

16 ) M a

(图 2 ( b ) )
,

样品初始 比值 A = 3 0 0
.

0 土 7
.

9
,

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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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与大气氢比值 ( 2 95
.

5士 5) 大致相当
.

t
一

k
一

2号

样品进行了 10 个阶段的分步加热
,

加热温度区间

为 4 2 0一 1 4 0 0℃
,

其年龄谱图 (图 3 ( a) )上的低温区

( 42 0 一 5 5 0℃ )显示一 高一 低的视年龄
,

同样与低

量 39 rA
K (其析 出百分数为 4

.

09 % )造成的测量误差

及 39 A r K 核反冲有关「“
,

`“ 〕
.

年龄谱具 非常好的坪年

龄 (图 3( a ))
,

位于第 3 到第 9 的 7 个连续阶段
,

温

度变化于 6 5 0 一 1 2 8 0℃
, ” g A r

析 出量 占 9 3
.

9 4 %
.

7

个阶段的 ( 4” A r ’

/ 39 A r ) K 比值也 非常一致
,

构成连

续完好的年龄坪
,

坪年龄为 ( 124
.

8 9 士 0
.

3 0) M a
.

同

时
,

与年龄坪对应点也构成相关系数为 0
.

9 9 9 9的等

时线
,

获 得 等时线年 龄 为 ( 1 24
.

90 士 0
.

29 ) M a

(图 3 ( b ) )
,

样品初始 比值 A = 2 9 5
.

0 土 1 6
.

4
,

在误

差范围内与大气氢 比值 ( 2 95
.

5 土 5) 完全相同
.

总之
,

2 件样 品的数据排除了过剩 A r
的影响

,

因此测定结果准确和可靠
.

表 1 钠长石 (M 88
一

2 ) 40 A r/ 39 rA 快中子活化法地质年龄数据表 a)

加热

阶段

加热温度

/℃
( 40

击 / 3 9

抢 ) m ( 3 6 A
r

/ 3 9

抢) ( 37

趾 / 3 9

儿 ) m ( 3 8 A r / 39

击 ) m

39

龙
K

x 10
一 12 / m o l

( 40

儿
.

/ 3 9

爪
K )

土 I J

39

儿
K / % 视年龄 ( t 士 1

。
) / M a

4 0 0 2 0
.

2 4 7 0
.

0 3 4 6 2
.

3 3 8 8 0
.

1 7 2 2 2
.

3 3 9

5 2 0 1 0 8 53 0
.

0 2 1 9 1
.

6 4 13 0
.

1 1 1 5 3
.

8 0 0

10
.

2 3 士 0
,

0 1

4
.

50 5 士 0
.

0 0

1
.

7 3

2
.

8 1

1 7 3
.

5 4 士 3
.

4 6

7 8
.

4 8 士 1
.

12

04
尸乃644
八jg
ǎU气ù2

…
2
了05哎
口

、

01
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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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ù7
门、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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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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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0 10 5 8 8 0
.

0 16 1 1
.

5 8 8 8 0
.

0 9 5 5 4
.

7 2 7 5
.

9 3 5 士 0
.

0 0 1 0 2
,

6 8 士 1
,

3 9

7 00 9
.

1 9 4 3 0
.

0 0 7 1 0
.

8 4 6 1 0
.

0 4 19 9
.

7 8 4 7 14 4 土 0
.

0 0 1 2 2
.

9 1 士 1
.

4 8

8 0 0 7
.

4 1 5 7 0
.

0 0 1 1 0
.

8 3 3 2 0
.

0 15 4 4 1
.

2 7 7
.

1 24 士 0
.

0 0 1 2 2
.

5 7 士 1
.

4 4

9 00 7
.

8 4 1 2 0
.

0 0 2 3 0
.

8 6 76 0 0 18 4 2 9
.

2 1 7
.

18 2 士 0
.

0 0 54 士 1
.

4 5

1 00 0 8
.

1 8 7 5 0
.

0 0 3 6 0
.

8 6 9 8 0 0 2 13 7
.

1 57 士 0
.

0 0

12 3

12 3 12 士 1
.

4 5

1 10 0 9
.

4 7 9 1 0 0 0 8 3 1
.

2 1 3 1 0
.

0 3 8 7

2 2
.

2 5

1 1
,

1 2 7
.

0 9 9 士 0
.

0 0 12 2
.

16 士 1
.

4 7

12 0 0 11
.

8 8 6 0
.

0 16 5 l
,

8 6 5 7 0
.

0 7 2 6 4
.

9 1 2 7
.

15 8 土 0
.

0 0 12 3
.

13 士 1
.

6 1

1 300

14 5 0

1 4
.

7 6 8 0
.

0 2 3 1 2
.

2 5 56 0
.

0 8 9 4 3
.

4 97 8
.

1 12 士 0
.

0 0 13 8
.

93 士 1
.

9 9

2 2
,

5 00 0
,

0 3 7 5 2
.

7 46 7 0
.

1 10 2 2
.

0 3 7 1 1
.

6 8 士 0 0 1 19 6
.

8 0 士3
.

8 6

21
ù
4气
ù
86790
,1

,孟ù且

a) 样品重量 w = 0
.

1 4 83 9 ,

照射参数 J = 0
.

0 0 9 8 68
.

测试单位
: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rA
一

rA 定年实验室
,

m 代表样品中测定

的同位素比值

表 2 钠长石 ( t
·

-k 2 ) 40 A r/ 39 rA 快中子活化法地质年龄数据表司

加热

阶段

加热温度

/℃
( 40

儿 / 3 9

伦 ) nT ( 3 6
九 / 39

抢 ) m ( 37

衔 / 3 9

伦 ) m ( 38
儿 / 39

儿 ) m

3 9

抢
K ( 4 0

儿
,

/ 39

儿
K ) 39

儿
K

火 10
一 12

om l 士 1 口 / %

视年龄 ( t 士 z 。 )

/ M a

4 2 0 2 1
.

62 0 0
.

0 4 4 6 2
.

2 6 2 6 0 1 3 9 6 2
.

0 7 3

5 5 0 1 2
.

89 0 0
.

0 2 7 3 1
.

7 9 5 8 0
.

1 0 4 6 2
.

9 6 5

8
.

6 4 0 土 0
.

0 1

4
.

9 6 8 士 0
.

0 0

1
.

68

2 4 1

14 8 0 4 士 2
.

2 6

8 6
.

6 1 士 1
.

1 8

6 5 0 1 1
.

9 14 0
.

0 1 59 1
.

4 2 6 5 0
.

0 8 2 9 4
.

3 5 7 7
.

3 1 3 土 0
.

0 0 1 2 6
.

0 8 土 1
.

6 1

7 5 0 9
.

0 16 3 0
.

0 0 6 1 0
.

6 6 17 0
.

0 3 8 1 1 1 3 1 7
.

2 3 4 士 0
.

0 0

3
.

54

9
.

2 1 1 2 4
.

7 6 士 1
.

4 7

2,̀661
ù
5声

01
ó7
了20623

11

9
八、à̀且8 5 0 7

,

8 3 0 5 0
.

0 0 16 0
,

2 7 3 6 0
.

0 18 2 2 7
.

3 7 7
.

32 4 士 0
.

0 0 12 6
.

2 7 士 1
.

4 7

9 50 7
.

5 6 2 5 0
.

0 0 12 0
.

5 9 5 2 0
.

0 2 4 0 3 7
.

1 0 7
.

2 14 士 0
.

0 0 1 24
.

4 4 士 1
.

4 5

10 5 0 8
.

1 44 7 0
.

0 0 3 3 0
.

8 2 9 6 0
.

0 3 1 6 2 0
.

4 9 7
.

18 6 士 0
.

0 0 12 3
.

9 6 士 1
.

4 5

1 15 0 9
.

3 3 33 0
.

0 0 7 2 0 8 4 3 7 0
.

0 4 7 9 1 1
.

12 7
.

2 3 0 士 0
.

0 0 12 4
.

7 0 士 1
.

4 9

12 8 0 1 2
.

34 9 0
.

0 1 8 0 2
.

17 6 0 0
.

1 0 5 4 3
.

8 4 5 7
.

18 9 士 0
.

0 0 12 4
.

0 1 土 1
.

6 7

l 0 14 0 0 2 1 7 74 0
.

0 4 3 0 2
.

8 8 3 7 0
.

1 6 6 6 2
.

15 3 9
.

3 4 4 士 0
.

0 1 15 9
.

5 9 士 2
.

6 2

a) 样品重量 二 = 0
.

14 21 9 ,

照射参数 J = 0
.

00 9 89 8
.

侧试单位
: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rA
一

rA 定年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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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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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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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陶村铁矿钠长石坪年龄和等时线年龄

4 地质意义 _

单矿物 40 rA
一

39 A :
年龄记录的是被测定矿物的冷

却年龄 [` 3 ]
,

可能是矿物的结晶年龄
,

也可能是矿物

被彻底改造后 40 A r ’

重新积累的后期热事件的时间
.

宁芜盆地钠长石形成之后未受到后期热 事件的影

响
,

钠长石 40 A r 一 39 A :
年龄应代表钠长石结晶年龄或

矿化年龄
.

宁芜盆地与成矿有关的侵入岩为辉长 闪长纷岩

或辉石闪长岩
,

K
一

A :
同位素年龄 为 1 20 一 125 M a,

为大王山组火山旋 回的产物 [̀ 〕
.

钠长石 40 rA
一

39 A r
年

龄为 12 3一 12 5 M a ,

显示成岩成矿时差较 小
,

表 明

两种成因上的密切联系
.

翟裕生等8I[ 将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铁铜矿床划

分为 3 个成矿亚系列
:

( 1) 夕卡岩型
一

斑岩型铜
、

钥
、

金成矿亚系列 ; ( 2) 粉岩铁矿成矿亚系列 ; ( 3) 夕

卡岩型铁和铁铜成矿亚系列
.

从时间上来看
,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中的岩浆活

动主要有 2 期
:
早期约在 140 M a ,

形成夕卡岩型
-

斑岩型铜
、

钥
、

金成矿亚系列
.

例如铜陵矿集区高

钾中酸性岩浆 (闪长岩质
一

石英闪长岩质 )的形成时代

为 1 37 一 14 0 M a[ 川
,

九瑞地区城门山石英斑岩 中辉 一

钥矿 R e 一

os 同位素年龄值为 ( 24 0 士 2 ) M a [ ” ] ; 晚期

约在 12 0 M a ,

形成粉岩铁矿成矿亚系列
.

自燕 山期开始
,

整个中国东部的区域构造体制

发生转换
,

主应力场由南北向转变为近东西向
,

开

始濒太平洋构造演化阶段 [` 6〕
.

这种构造体制转换波

及到盖层
、

基底和整个岩石 圈系统
,

侏罗系末期髻

髻山组火山岩标志构造体制转换时期
,

其 时限约

140 M al)
.

如果这一认识正确
,

长江中下游夕卡岩

型
一

斑岩型铜
、

铝
、

金成矿亚 系列 形成于应 力转换

期
.

一
中国东 部岩 石 圈在 中生代快速减薄到 不 足

8 0 k m [` 7 〕
,

岩石圈拆沉或岩石 圈去根是其主 因 〔̀ 7〕

这种大幅度减薄的时限限制在白奎纪中晚期
,

尽管

新生代仍然在持续
` )

.

炎卜庐断裂带发生大规模左行

平移的时间为 120 一 1 32 M a[
`“ 〕

,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

东部岩石圈减薄较剧烈
、

古太平洋板块 向欧亚大陆

斜向快速俯冲
、

郊庐断裂带发生强烈的左行走滑的

关键时段
.

在岩石圈伸展
一

减薄和邦庐断裂带发生大

规模左行平移构造环境下
,

深部上地慢物质和热能 一

大规模强烈上涌
,

形成纷岩铁矿成矿亚系列
.

1) 毛景文
,

等
.

华北中生代大规模成矿的地球动力学背景
.

从金属矿床年龄精测得到启示 (待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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