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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广西大厂矿田拉么矿区内出露的酸性侵入岩和矿石进行了精细的年代学研究，分别获得龙

箱盖含斑黑云母花岗岩锆石原位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和全岩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为９４±４Ｍａ（９５％可信度）和９８．６±１．９

Ｍａ（９５％可信度），矽卡岩成矿期锌铜矿石中石英矿物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为９８．６±６Ｍａ（９５％可信度）。上述测定结

果表明，拉么锌铜多金属矿床的成矿年龄与相关岩体的成岩年龄接近，均形成于早白垩世晚期。

关键词：成岩成矿作用；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和全岩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拉么锌铜多金属矿床；广西大厂

　　广西南丹大厂锡多金属矿床，是世界上著名的

超大型锡多金属矿床之一，由于矿床规模巨大，元素

组合复杂和产出特征多样化等特点，长期以来备受

国内外地质学界的重视，并一直是矿床地质学家研

究的热点。但在矿床成因问题上仍分歧很大。概括

起来其成因观点主要有：① 认为矿床形成于燕山

期，属于后生交代—充填矿床，在成因上与花岗岩有

关（陈毓川，１９６４；陈毓川，１９８５，１９９３；李锡林等，

１９８１；张平，１９８３；叶绪孙，１９８５；梁珍庭，１９８５）。特

别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陈毓川，１９９３，１９９６；王登

红，１９９２?）对大厂锡矿的成因进行过较系统的研

究，明确提出成矿作用主要是岩浆热液沿层交代成

矿的观点；② 认为矿床形成于泥盆纪，属于同生沉

积喷气矿床或海相火山成因，在成因上与花岗岩无

关（蔡宏渊等，１９８３；韩发等，１９９７）；③ 沉积热液叠

加成矿，即认为铅、锌、黄铁矿可能来源于地层，而锡

来源于花岗岩（曾允孚等，１９８２；!光炽，１９８４；陈俊，

１９８８；丁悌平等，１９８８）。综上所述，各位学者对矿床

成因所提出的观点或假设的争议焦点之一，主要是

围绕成岩成矿时代和物质来源问题。

近年来，对大厂锡多金属矿床成矿年代学研究

取得了新的进展，王登红等（２００４）获得西矿带铜

坑—长坡矿床９１号层状矿体石英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坪年龄

９４．５２±０．３３Ｍａ；龙头山１００号块状矿体中石英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坪年龄 ９４．５６±０．４５Ｍａ。蔡明海等

（２００５）获得东矿带亢马脉状矿体石英ＲｂＳｒ等时线

年龄９４．１±２．７Ｍａ；西矿带铜坑长坡矿床９２号层

状矿体石英等时线年龄为９３±１Ｍａ。上述成矿年

龄数据相对差别小于３％，表明大厂锡多金属矿田

东、西矿带内不同产状矿体的成矿年龄展布在９５～

９２Ｍａ之间，均属燕山晚期成矿。对于区内与锡多

金属成矿关系较为密切的侵入岩，前人早期也曾用

ＫＡｒ和 ＲｂＳｒ开展过定年工作。获得了１３８～

７２Ｍａ的年龄数据（李璞等，１９６３；徐文?等，１９８６；

蔡宏渊等，１９８３；高永文，１９８６；陈毓川等，１９９３，

１９９６）。这些年龄数据主要是２０世纪采用ＫＡｒ和

ＲｂＳｒ法获得的。由于早期我国同位素实验室仪器

设备、实验条件和技术方法的局限性，不同实验室和

方法之间所测得的年龄结果差别较大，不仅相互之

间不能很好吻合，而且研究工作缺乏系统性，给精细

厘定区内岩浆活动时代、侵入期次及深入探讨成岩

与成矿的耦合关系带来了一定困难。近期蔡明海等

（２００６）应用高精度ＳＨＲＩＭＰ锆石 ＵＰｂ方法对大

厂锡矿田不同类型中—酸性侵入岩进行了系统年代

学研究，获得龙箱盖含斑黑云母花岗岩的结晶年龄

为９３±１Ｍａ，斑状花岗岩９１±１Ｍａ，石英闪长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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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岩墙）９１±１Ｍａ，花岗岩岩脉（东岩墙）９１±１Ｍａ。

这一研究成果表明，上述四种不同类型侵入岩的形

成时代，在测定误差范围基本一致。即它们均形成

于燕山晚期，属同期不同阶段岩浆活动的产物。

本文在前人对大厂矿田东、西成矿带的成矿年

代学研究基础上，重点对中矿带拉么锌铜多金属矿

床的成岩成矿作用年代学进行研究，试图通过综合

定年方法，精确地获得该矿床的成岩与成矿时代，为

深入研究大厂锡多金属超大型矿床的成因，乃至于

为地质勘探与找矿，提供新的同位素年代学证据。

１　矿床地质特征

拉么锌铜多金属矿床位于大厂锡多金属矿田中

部龙箱盖岩体与泥盆系地层的接触部位（图１）。赋

矿围岩主要为泥盆系五指山组的宽条带灰岩和扁豆

灰岩，次为榴江组硅质岩和罗富组泥质灰岩。矿化

主要受接触带构造控制，成矿元素以Ｚｎ、Ｃｕ为主，

伴有Ｓｎ、Ａｇ和 Ａｕ等。矿体主要分布于岩体西侧

的外矽卡岩带中，相当于上泥盆统扁豆状灰岩层和

条带状灰岩层位内，后者被强烈矽卡岩化、大理岩化

和角岩化。矿体呈似层状交代产出，保持原有的扁

豆状、条带状构造。矿层产状一般走向３０°～８０°，倾

向北西，倾角２０°左右，有的矿层延长可达７００ｍ，厚

１．８～３．８ｍ。拉么矿区除了沿层交代的矽卡岩型锌

铜矿床之外，还见到沿层交代成因的花岗质岩石（陈

毓川等，１９９３）。

按主要成矿元素的特点可将拉么的锌铜矿体分

为两种类型：① 含锡矽卡岩型锌矿体，产于岩体顶

部围岩的层间裂隙中，沿矽卡岩化条带状扁豆状灰

岩的层间裂隙充填交代形成似层状矿体，矿体一般

距离接触带较远，主要金属元素为Ｚｎ，以铁闪锌矿

形式产出。伴生Ｓｎ主要在钙铁榴石中呈类质同像

存在；② 沿层交代型锌铜矿体，是该矿床的主要工

业矿体。分布于岩体西侧，呈缓倾斜似层状产出，矿

石以铁闪锌矿黄铜矿矽卡岩矿物组合为主。次有

磁黄铁矿、毒砂和少量锡石产出。近矿围岩蚀变除

矽卡岩化外，还有萤石化、绿泥石化、闪石化和碳酸

盐化等。

２　同位素年龄测定方法

２．１　样品采集

龙箱盖含斑黑云母花岗岩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

和全岩ＲｂＳｒ等时线定年样品，采自拉么矿床５３０ｍ

中段水平坑道内，其具体采样点标注于图２。岩石

图１　拉么矽卡岩锌铜矿床１３号地质纵剖面图

（据陈毓川等，１９９３）

Ｆｉｇ．１　Ｎｏ．１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ｍｏｓｋａｒｎ

ｔｙｐｅＺｎＣｕ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ｆｔｅｒＣｈｅｎＹＣ，ｅｔａｌ．，１９９３）

１—细脉带矿体；２—钨锑矿脉；３—似层状矽卡岩锌铜矿体及编

号；４—笼箱盖花岗岩；５—断层；Ｄ３狋—同车江组泥灰岩页岩；Ｄ３

犾２ｅ—榴江组硅质泥岩；Ｄ３犾２ｄ—榴江组大扁豆状灰岩；Ｄ３犾２ｃ—榴

江组小扁豆状灰岩；Ｄ３犾２ｂ—榴江组细条带状硅质岩灰岩；Ｄ３

犾２ａ—榴江组宽条带状硅质岩灰岩；Ｄ３犾１—榴江组硅质岩；Ｄ２犿—

中泥盆统马家坳组泥灰岩；Ｐ—二叠系；Ｃ—石炭系；Ｄ—泥盆

系；Ⅰ—锌铜矿带；Ⅱ—锡石硫化物多金属矿带；Ⅲ—白钨矿

萤石矿带；Ⅳ—硫化物多金属和钨锑矿带；Ⅴ—钨锑矿带；

①—花岗斑岩；②—龙箱盖黑云母花岗岩；③—玢岩脉

１—Ｓｍａｌｌｖｅｉｎｚｏｎｅｏｒｅｂｏｄｙ；２—ＷＳｂｖｅｉｎｓ；３—ｓｔｒａｔａｆｏｒｍｓｋａｒｎ

ｔｙｐｅＺｎＣｕｏｒｅｂｏｄｙａｎｄｉｔｓｎｕｍｂｅｒ；４—Ｌ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ｇａｉ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ｐｌｕｔｏｎ；

５—ｆａｕｌｔ；Ｄ３狋３ａ—ｍａｒｌａｎｄｓｈａｌｅｏｆＴｏｎｇｃｈｅｊｉ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３犾２ｅ—

ｒｉｂｂｏｎｓｉｌｉｃｅｏｕｓｍａｒｌｏｆＬｉｕｊｉ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３犾２ｄ—ｌａｒｇｅｌ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ｒ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ｏｆＬｉｕｊｉ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３犾２ｃ—ｓｍａｌｌｌ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ｏｆ

Ｌｉｕｊｉ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３犾２ｂ—ｆｉｎｅｂａｎｄｅｄｓｉｌｉｃｅｏｕｓｒｏｃｋａｎｄ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ｏｆ

Ｌｉｕｊｉ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３犾２ａ—ｗｉｄｅｂａｎｄｅｄｓｉｌｉｃｅｏｕｓｒｏｃｋａｎｄ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ｏｆ

Ｌｉｕｊｉ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３犾１—ｓｉｌｉｃｅｏｕｓｓｈａｌｅｏｆＬｉｕｊｉ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２犿—ｍａｒｌｏｆＭａｊｉａａｏＦｒｏｍａｔｉｏｎ；Ｐ—Ｐｅｒｍｉａｎ；Ｃ—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Ｄ—Ｄｅｖｏｎｉａｎ；Ⅰ—ｓｋａｒｎｔｙｐｅＣｕＺｎｂｅｌｔ；Ⅱ—ｃａｓｓｉｔｅｒｉｔｅｓｕｌｆｉｄｅｂｅｌｔ；

Ⅲ—ｓｃｈｅｅｌｉｔｅｆｌｕｏｒｉｔｅｂｅｌｔ；Ⅳ—ｓｕｌｆｉｄｅａｎｄｗｏｌｆｒａｍｉｔｅｓｔｉｂｎｉｔｅｂｅｌｔ；

Ⅴ—ｗｏｌｆｒａｍｉｔｅｓｉｂｎｉｔｅｂｅｌｔ；①—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ｐｏｒｐｈｙｒｙ；②—Ｌ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ｇａｉ

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ｂｏｄｙ；③—ｍａｆｉｃ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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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拉么锌铜矿床５３０ｍ中段平面地质图（转引自王登红，１９９２）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５３０ｍ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ｈｅＬａｍｏＺｎＣｕ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ｆｔｅｒ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１９９２）

１—黑云母花岗岩；２—矽卡岩；３—似层状锌铜矿体；４—地质界线；５—断层；６—采样位置；Ｄ３狋３ａ—同车江组泥灰岩页岩；Ｄ３犾２ｅ—榴江组硅

质泥岩；Ｄ３犾２ｄ—榴江组大扁豆状灰岩；Ｄ３犾２ｃ—榴江组小扁豆状灰岩；Ｄ３犾２ｂ—榴江组细条带状硅质岩灰岩；Ｄ３犾２ａ—榴江组宽条带状硅质岩

灰岩；Ｄ３犾１—榴江组硅质岩；Ｄ２犿—中泥盆统马家坳组泥灰岩

１—Ｂｉｏｔｉｔｅｇｒａｎｉｔｅ；２—ｓｋａｒｎ；３—ｓｔｒａｔａｆｏｒｍＺｎＣｕｏｒｅｂｏｄｙ；４—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５—ｆａｕｌｔ；６—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Ｄ３狋３ａ—ｍａｒｌａｎｄ

ｓｈａｌｅｏｆＴｏｎｇｃｈｅｊｉ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３犾２ｅ—ｒｉｂｂｏｎｓｉｌｉｃｅｏｕｓｍａｒｌｏｆＬｉｕｊｉ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３犾２ｄ—ｌａｒｇｅｌ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ｏｆＬｉｕｊｉ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３犾２ｃ—ｓｍａｌｌｌｅｎ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ｏｆＬｉｕｊｉ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３犾２ｂ—ｆｉｎｅｂａｎｄｅｄｓｉｌｉｃｅｏｕｓｒｏｃｋａｎｄ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ｏｆＬｉｕｊｉ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３犾２ａ—ｗｉｄｅｂａｎｄｅｄｓｉｌｉｃｅｏｕｓｒｏｃｋａｎｄ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ｏｆＬｉｕｊｉ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３犾１—ｓｉｌｉｃｅｏｕｓｓｈａｌｅｏｆＬｉｕｊｉ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２犿—ｍａｒｌｏｆＭａｊｉａａｏ

Ｆｒｏｍａｔｉｏｎ

为灰白色，似斑状结构，块状构造，并具明显的绢云

母化特征。主要造岩矿物为石英（３５％～４０％）、斜

长石（２８％～３２％）、钾长石（２５％～３０％）和黑云母

（１％～５％），副矿物有锆石、黄玉、磷灰石和磁铁矿

等。斑晶粒径一般为０．５～２ｃｍ，最大者可达４～

５ｃｍ，主要是长石和石英。石英矿物ＲｂＳｒ等时线

定年样品采自同一中段的矽卡岩锌铜成矿期的块状

矿石，并从中分离出纯净的石英矿物做为成矿年龄

的测定样品。

２．２　分析方法及实验流程

２．２．１　锆石犛犎犚犐犕犘犝犘犫定年分析方法

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分析方法，采用宋彪

等（２００２）和简平（２００３）所报道的实验流程。按常规

方法分选出晶形完好，无裂纹和包体少的锆石与标

准锆石样品（ＴＥＭ）一起粘贴在环氧树脂靶上，并对

样品靶上的待测样品进行透射光、反射光和阴极发

光分析，据此选定锆石微区分析靶位。锆石微区原

位 ＵＰｂ 同位素定年在 北京 离子探 针中 心的

ＳＨＲＩＭＰⅡ上完成，对测定结果用ＳＨＲＩＭＰ定年

标准物质对ＵＴｈ和Ｐｂ含量及年龄作了校正。普

通铅根据实测２０４Ｐｂ校正。

２．２．２　犚犫犛狉定年分析方法

全岩和石英矿物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测定方法采

用李华芹等（１９９８）所报道的流程。Ｒｂ、Ｓｒ含量及同

位素比值采用同位素稀释法和质谱直接测定。Ｒｂ

Ｓｒ同位素分析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同位素实验

室的ＦｉｎｎｉｇｉｎＭＡＴ２６１可调多接受固体质谱计上

完成。用国际标准物质 ＮＢＳ９８７监控仪器工作状

态，用 ＮＢＳ６０７和 ＲｂＳｒ年龄国家一级标准物质

（ＧＢＷ０４１１）监控分析流程，全部化学操作均在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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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大厂矿田拉么矿区龙箱盖含斑黑云母花岗岩锆石犛犎犚犐犕犘犝犘犫数据

犜犪犫犾犲１犛犎犚犐犕犘犝犘犫犱犪狋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狕犻狉犮狅狀狊犪犿狆犾犲狊犳狉狅犿犔狅狀犵狓犻犪狀犵犵犪犻狆犾狌狋狅狀，犔犪犿狅犿犻狀犲，犇犪犮犺犪狀犵

Ｓｐｏｔ ２０６Ｐｂ（％） Ｕ Ｔｈ ２３２Ｔｈ／２３８Ｕ ２０６Ｐｂ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 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 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ＤＬＭ１ ３．８０ ５３４ １８０ ０．３５ ６．７２ ９０±５ ０．０４７８±１４ ０．０９３０±１５ ０．０１４１±６．０

ＤＬＭ２ ４．８９ ２９５ １７２ ０．６０ ３．７２ ９０±６ ０．０６００±１８ ０．１１６０±１９ ０．０１４０±６．１

ＤＬＭ３ ４．９４ ３６２ １５０ ０．４３ ４．９６ ９７±６ ０．０４０９±２４ ０．０８６０±２４ ０．０１５２±６．１

ＤＬＭ４ ６．００ ２９５２ ２１０ ０．０７ ４６．７ １１１±７ ０．０４５６±９．１ ０．１０９０±１１ ０．０１７３±５．９

ＤＬＭ５ １．０１ ２８８３ ２３４ ０．０８ ３４．９ ８９±５ ０．０４８３±３．４ ０．０９２９±６．８ ０．０１４０±５．９

ＤＬＭ６ ０．４９ ５３３ ８４ ０．１６ ７７．８ １００６±５５ ０．０７００±１．４ １．６３１±６．１ ０．１６８９±５．９

ＤＬＭ７ ３．１２ ４７１ ２５８ ０．５７ １１．３ １７２±１０ ０．０５３８±１２ ０．２０１０±１４ ０．０２７０±６．０

ＤＬＭ８ ６．４７ ３１４ ２９２ ０．９６ ３．９９ ８９±６ ０．０４３０±４５ ０．０８２０±４５ ０．０１３９±６．４

ＤＬＭ９ ２．２９ １５２８ ２１９ ０．１５ ２０．３ ９７±６ ０．０５０４±６．７ ０．１０５３±９．０ ０．０１５１±５３９

ＤＬＭ１０ ２．０８ １６４１ １８１ ０．１１ ２１．５ ９６±７ ０．０４７７±１１ ０．０９８０±１２ ０．０１４９±６．０

ＤＬＭ１１ ６．５７ ２４０ １６０ ０．６９ ３．１３ ９１±６ ０．０６８０±２１ ０．１３３０±２２ ０．０１４２±６．３

ＤＬＭ１２ ２．８７ ６１７ １７７ ０．３０ ７．７３ ９１±５ ０．０５１９±１１ ０．１０１０±１３ ０．０１４２±６．０

ＤＬＭ１３ １．１４ ６５３１ ２６５ ０．０４ ９２．６ １０４±６ ０．０４７４±２．８ ０．１０６６±６．５ ０．０１６３±５．９

ＤＬＭ１．１ ０．８７ ５４１２ ２９０ ０．０６ ６９．５ ９５±５ ０．０４７２±２．９ ０．０９６１±６．０ ０．０１４８±５．２

　注：Ｕ、Ｔｈ和２０６Ｐｂ的单位是×１０－６，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的单位是 Ｍａ。

实验室内进行，与样品同时测定的ＲｂＳｒ全流程空

白为０．３ｎｇ；当样品中Ｒｂ、Ｓｒ含量低于１０
－６量级水

平，均作了空白校正。上述标准物质测定值分别为

ＮＢＳ９８７：８７Ｓｒ／８６Ｓｒ比值为 ０．７１０２５ ± ０．００００６

（２σ），ＮＢＳ６０７：Ｒｂ为５２３．２２×１０
－６，Ｓｒ为６５．５６×

１０－６，８７Ｓｒ／８６Ｓｒ为１．２００３５±１０（２σ）；ＧＢＷ０４１１：Ｒｂ

为２４９．０８×１０－６，Ｓｒ为１５９．３９×１０－６，８７Ｓｒ／８６Ｓｒ为

０．７６００６±１５（２σ）。等时线年龄计算采用Ｉｓｏｐｌｏｔ程

序（Ｌｕｄｗｉｇ，２００１），实验误差的设定为：全岩
８７Ｒｂ／

８６Ｓｒ＝１％，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０．０１％；石英矿物８７Ｒｂ／８６Ｓｒ

＝３％，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０．０１％。

３　测定结果

拉么矿区龙箱盖含斑黑云母花岗岩中部分锆石

阴极发光图像显示，所研究的锆石主要有两种类型

（图３）。其中一种类型，如图３中的ＤＬＭ３、ＤＬＭ

４、ＤＬＭ５和ＤＬＭ８为透明的自形晶体，并具有清

晰的振荡环带结构，表明为典型的岩浆结晶锆石；另

一种类型锆石，如图３的ＤＬＭ６，环带结构基本清

晰，但锆石内部有核存在，一般来说，这一类型锆石

阴极发光的图像显示了有花岗岩物质源区的继承锆

石特点，揭示成岩过程中有古老地壳物质参与。

含斑黑云母花岗岩样品中的锆石ＵＰｂ同位素

年龄分析结果见表１。表中列出了本次分析的１４

个点的全部数据，其中ＤＬＭ６、ＤＬＭ７和ＤＬＭ１１

三个点因离群而未参与年龄的计算，其余的１１个分

析点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和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比值年龄和谐一致。

图４ａ显示了这１１个点的谐和年龄为９４±４Ｍａ

图３　大厂拉么矿区龙箱盖含斑黑云母花岗岩岩体

部分锆石阴极发光图像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ｚｉｒｃｏｎＣＬｉｍａｇｅｏ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Ｌ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ｇａｉｐｌｕｔｏｎ，Ｌａｍｏｍｉｎｅ，Ｄａｃｈａｎｇ

（９５％可信度），其 ＭＳＷＤ＝１．６４，表明由这些点所

拟合的和谐年龄精确可靠，由于年轻锆石一般无铅

丢失，因而用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比值年龄进行加权平均（图

４ｂ）所得的平均年龄９４．２±３．４Ｍａ（９５％可信度）与

和谐年龄是一致的，该年龄代表了拉么龙箱盖含斑

黑云母花岗岩形成的年龄；同一岩体全岩ＲｂＳｒ等

时线年龄测定结果如表２和图５所示。６个全岩样

品所拟合的直线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求得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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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时线年龄为９８．６±１．９Ｍａ（９５％可信度），ＭＳＷＤ

＝０．９９；该年龄与同一岩体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

龄（９４±４Ｍａ）的结果相差约４Ｍａ，据此表明，拉么矿

区内含斑黑云母花岗岩岩浆侵位时间应属燕山晚期

是毋庸置疑的。

表２　大厂拉么矿区龙箱盖含斑黑云母花岗岩

犚犫犛狉同位素测定数据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犫犛狉犻狊狅狋狅狆犻犮犱犪狋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狆狅狆犺狔狉犻狋犻犮犫犻狅狋犻狋犲

犵狉犪狀犻狋犲狊犪犿狆犾犲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犔狅狀犵狓犻犪狀犵犵犪犻狆犾狌狋狅狀，犔犪犿狅犱犲狆狅狊犻狋，

犇犪犮犺犪狀犵狅狉犲犳犻犲犾犱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Ｒｂ

（×１０６）

Ｓｒ

（×１０６）

８７Ｒｂ／

８６Ｓｒ

８７Ｓｒ／

８６Ｓｒ
±２σ

ＤＬＭ１２ 黑云母花岗岩 ９５５．７ ３３．４６ ８３．２４ ０．８１７８６０．００００９

ＤＬＭ１３ 黑云母花岗岩 ８７０．５ １８．４７ １３８．４ ０．８９３１４０．０００１０

ＤＬＭ１４ 黑云母花岗岩 ８５８．４ ３４．６８ ７２．３５ ０．８０２０９０．００００９

ＤＬＭ１６ 黑云母花岗岩 ８６４．３ １３．９１ １８３．６ ０．９５８０４０．０００１０

ＤＬＭ１７ 黑云母花岗岩 ９０５．４ １９．７０ １３５．０ ０．８９２２４０．００００７

ＤＬＭ１９ 黑云母花岗岩 ８８７．４ １９．４２ １３４．１ ０．８８８４６０．００００９

图４　拉么矿区龙箱盖斑状黑云母花岗岩岩体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谐和图（ａ）与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加权平均值图（ｂ）

Ｆｉｇ．４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ｉｎＬ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ｇａｉ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ｔｉｃｂｉｏｔｉｔｅｇｒａｎｉｔｅｐｌｕｔｏｎ（ａ）

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ｏｆ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ａｇｅｓ（ｂ），Ｌａｍｏｍｉｎｅ，Ｄａｃｈａｎｇ

对从矽卡岩成矿期的锌铜矿石中分离出来的石

英矿物进行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测定，结果如表３和

图６所示。９个石英矿物所拟合的ＲｂＳｒ等时线也

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ＭＳＷＤ＝５．４），求得相应的

等时线年龄为９８．６±５．８Ｍａ（９５％可信度），由于所

测石英矿物是与矿石中主成矿元素Ｚｎ、Ｃｕ共生，而

石英矿物形成后又能保持着良好的化学封闭体系。

故石英矿物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可直接代表拉么矽卡

岩型Ｚｎ、Ｃｕ多金属矿床的形成时间，即形成于燕山

晚期。

表３　大厂矿田拉么锌铜矿床中石英犚犫犛狉同位素测定数据

犜犪犫犾犲３　犚犫犛狉犻狊狅狋狅狆犻犮犱犪狋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狆狌狉犻犳犻犲犱狇狔犪狉狋狕

狊犪犿狆犾犲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犔犪犿狅犣狀犆狌犱犲狆狅狊犻狋，犇犪犮犺犪狀犵狅狉犲犳犻犲犾犱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Ｒｂ

（×１０－６）

Ｓｒ

（×１０－６）

８７Ｒｂ／
８６Ｓｒ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 ±２σ

ＤＬＭ２２
含矿石英

石英矿物
０．３０６２ ０．２７２１ ３．２４７ ０．７１６４２０．００００６

ＤＬＭ２３ ０．７９８８ ０．５２３ ４．４０８ ０．７１７７２０．００００１

ＤＬＭ２４ ０．７７７３ ０．５５４５ ４．０４５ ０．７１７５１０．００００２

ＤＬＭ２５ ０．４７６２ ０．５１４３ ２．６７１ ０．７１５３６０．００００１

ＤＬＭ２６ ０．４５５９ ０．１５９６ ８．２５ ０．７２３２８０．０００８８

ＤＬＭ２８ １．００４ ０．２６５ １０．９４ ０．７２７２５０．００００７

ＤＬＭ３０ ０．４３８４ ０．６８７５ １．８３９ ０．７１４１９０．００００７

ＤＬＭ３１ ２．１８２ １．２０８ ５．２１３ ０．７１８５２０．００００３

ＤＬＭ３１ｒ ２．３０８ １．１８５ ５．６２１ ０．７１９１７０．００００８

４　讨论

关于大厂锡多金属矿田龙箱盖侵入岩的形成时

代及侵入期次的划分等问题，前人根据对区内不同

类型侵入岩的 ＫＡｒ和ＲｂＳｒ年代学资料，大多数

研究者认为是区内岩浆岩多期多阶段岩浆活动的产

物（蔡宏渊等，１９８６；尹意求，１９９０；陈毓川等，１９９３）。

近年来，由于离子探针技术和激光等离子质谱技术

取得长足进展并成功应用于锆石 ＵＰｂ定年，使测

定单颗粒锆石微区ＵＰｂ年龄成为可能并具有很高

的精度。因此，锆石 ＵＰｂ高灵敏度高精度离子探

针质谱法（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已成为测定花岗岩

同位素年龄的首选方法。花岗岩全岩ＲｂＳｒ等时线

法也是一种成熟的同位素定年方法，所获得的年龄

被认为代表了花岗岩结晶年龄（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１９７９；

Ｆｕｒｅ，２００５），其锶同位素初始值（ＩＳｒ）可以为探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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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拉么矿区５３０ｍ平硐龙箱盖含斑黑云母

花岗岩ＲｂＳｒ等时线图

Ｆｉｇ．５　ＲｂＳｒｉｓｏｃｈｒｏｎｏｆ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ｔｉｃｂｉｏｔｉｔｅｇｒａｎｉｔｅｆｒｏｍ

Ｌ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ｇａｉｐｌｕｔｏｎ，Ｌａｍｏ５３０ｍＬｅｖｅｌ，Ｄａｃｈａｎｇ

浆物质来源及花岗岩成因提供重要信息。但近年

来，部分学者对ＲｂＳｒ等时线法作为火成岩定年的

工具提出了质疑（陈岳龙等，２００５），认为花岗岩Ｒｂ

Ｓｒ等时线定年法似乎已经过时而不可信，并应由锆

石ＵＰｂ法替代。显然这种观点是不够全面的。近

期吴俊奇等（２００７）对国内外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

３２个花岗岩体的锆石ＵＰｂ年龄与全岩ＲｂＳｒ等时

线年龄数据进行了对比，说明花岗岩体的ＲｂＳｒ等

时线年龄测定结果与锆石ＵＰｂ定年测定结果是一

致的。这也表明花岗岩全岩ＲｂＳｒ等时线定年方法

是成熟的和可信的。

图６　大厂拉么矿区块状锌铜矿石中石英ＲｂＳｒ等时线图

Ｆｉｇ．６　ＲｂＳｒｉｓｏｃｈｒｏｎｏｆｐｕｒｉｆｉｅｄｑｕａｒｔｚｆｒｏｍｍａｓｓｉｖｅ

ＺｎＣｕｏｒｅｓ，Ｌａｍｏ５３０ｍＬｅｖｅｌ，Ｄａｃｈａｎｇ

为了进一步精确测定龙箱盖花岗岩主体岩石、

含斑黑云母花岗岩和矽卡岩成矿期锌铜矿石的年

龄，本文特采用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和全岩及矿物

ＲｂＳｒ等时线综合定年方法进行精细的年代学对比

研究。其中，含斑黑云母花岗岩体中锆石微区原位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定年的１４个分析点中，除ＤＬＭ６、

ＤＬＭ７的结果明显偏老（１００６Ｍａ，１７２Ｍａ）外，其余

１２个分析点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比值年龄的加权平均值为

９４．２±３．４Ｍａ（９５％可信度，ＭＳＷＤ＝１．３６）。从所

分析的部分有代表性锆石的阴极发光图像（图３）特

征可见，１４个点中主要有两种锆石晶形，其一为透

明的自形晶体（并具有清晰的岩浆结晶韵律环带结

构），其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２０７Ｐｂ／２３８Ｕ谐和年龄和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比值年龄的加权平均值可能代表了岩体的形成时间

或岩体结晶年龄。另一种年龄较老的锆石（ＤＬＭ６

分析点）的阴极发光图像显示出花岗岩物源区继承

锆石的特点，表明成岩过程中有古老地壳物质参与。

ＤＬＭ７分析点锆石（１７２Ｍａ）年龄所代表的地质意

义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同一岩体的６个全岩样品

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为９８．６±１．９Ｍａ（９５％可信度，

ＭＳＷＤ＝０．９９。图５），比同一岩体锆石ＳＨＲＩＭＰ

ＵＰｂ年龄（９４±４Ｍａ）要偏老（约４Ｍａ）。其全岩

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比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偏老

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所测地质体较年轻，其年龄

的测定误差相对于老的地质体误差要大，从定年方

法学角度来讲，对年轻的花岗岩地质体ＲｂＳｒ法定

年的适应性比锆石 ＵＰｂ法要好，其ＲｂＳｒ年龄测

定结果更为精确。因此，同一岩体的两种测年同位

素体系和不同测定对象所获得年龄可视为基本一

致，表明拉么矿区龙箱盖花岗岩主体含斑黑云母花

岗岩形成以后的ＲｂＳｒ同位素体系仍保持化学封闭

系统，未受到任何岩浆构造热事件的扰动，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和全岩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均代表了

龙箱盖花岗岩主体侵入期次的时间，即岩体的侵位

发生在早白垩世晚期或晚白垩世早期。这一结果与

蔡明 海 等 （２００６）所 获 得 的 同 一 岩 体 的 锆 石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９３±１Ｍａ）在测试误差范围内

几乎完全一致。因此，龙箱盖含斑黑云母花岗岩的

形成时间变化区间于９３±１Ｍａ～９８±４Ｍａ。

５　结论

（１）本研究首次对拉么锌铜矿床形成的年龄进

行了测定，获得５３０ｍ中段水平坑道内ＺｎＣｕ矿石

中石英矿物 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为９８．６±５．８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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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可信度）。鉴于所测得石英矿物是从同期或同

阶段形成的矽卡岩型锌铜矿石中分离的纯净石英矿

物，其年龄可直接代表成矿时代，即：大厂矿田中部

成矿带拉么矽卡岩型锌铜成矿期也为燕山晚期，且

与上述含斑黑云母花岗岩在形成时间上有耦合关

系。这与矿化主要分布在主岩体顶部和接触带、矿

体呈似层状产出的地质事实相吻合。因此，锌铜矿

石中石英矿物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是可靠的。

（２）本文所获得的成矿年龄也与王登红等

（２００４）和蔡明海等（２００５）获得西矿带铜坑—长坡

９１和９２号层状矿床、龙头山１００号矿床和东矿带

亢马脉状矿体的石英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坪年龄及石英Ｒｂ

Ｓｒ等时线年龄介于９３～９４Ｍａ之间的结果，在测试

误差范围内基本一致。总之，在大厂锡矿田，无论是

东带、中带还是西矿带，也无论是层状矿体还是脉状

矿体，是矽卡岩型锌铜矿石还是锡石硫化物型矿石，

无论是金属矿物还是脉石矿物，也无论采用何种方

法，所测得的年龄数据，有助于说明成矿作用集中发

生于燕山晚期，以９０～９５Ｍａ之间达到高峰期，并与

岩浆活动（也无论是幔源岩浆还是壳源岩浆）基本同

期。

注　释

? 王登红．１９９２．广西大厂层状超大型锡多金属矿床与层状花岗岩

的特征、成因及成矿历史演化———兼论硅质页岩的成因．中国地

质科学院研究生部研究生学位论文，１１９．

参　考　文　献

蔡宏渊，张国林．１９８３．试论广西大厂锡多金属矿床海底火山热泉

（喷气）成矿作用．矿产地质研究院学报，１（４）：１３～２１．

蔡宏渊，张国林．１９８６．广西大厂隐伏花岗岩体发育特征及其含矿

性评价．矿产地质研究院学报，（４）：１～１１．

蔡明海，梁婷，吴德成，等．２００５．广西大厂锡多金属矿田亢马锡矿

床地质特征及成矿时代．地质学报，７９（２）：２６２～２６８．

蔡明海，何龙清，刘国庆，吴德成，黄惠明．２００６．广西大厂锡矿田侵

入岩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及其意义．地质论评，５２（３）：３０９～

４１３．

陈骏．１９８８．论华南层控锡矿的地质特征与形成机制．地质论评，３４

（６）：５２４～５３１．

陈毓川，黄民智，徐钰，等．１９９３．大厂锡矿地质．北京，地质出版社，

５３～１６５．

陈毓川，黄民智，徐钰，等．１９８５．大厂锡石硫化物多金属矿带地质

特征及成矿系列．地质学报，５９（３）：２２８～２４０．

陈毓川，王登红．１９９６．广西大厂层状花岗质岩石地质、地球化学特

征及成因初探，地质论评，４２（６）：５２３～５３０．

陈毓川．１９６４．一个锡石多金属矿带中闪锌矿的成矿期与成矿特

征．地质论评，２２（２）：１１１～１２８．

陈岳龙，杨忠芳，赵志丹．２００５．同位素地质年代学与地球化学．北

京，地质出版社：３４～３６．

丁悌平，彭子成，黎红．１９８８．南岭地区几个典型矿床的稳定同位素

研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高永文．１９８６．广西大厂隐伏花岗岩体的岩石类型及演化．桂林冶

金地质学院学报，８（２）：１５１～１５７．

韩发，赵汝松，等．１９９７．大厂锡多金属矿床地质及成因．北京，地质

出版社，２１３．

简平，刘敦一，孙晓猛．２００３．滇川西部金沙江石炭纪蛇绿岩

ＳＨＲＩＭＰ测年：古特提斯洋盆演化的同位素年代学制约．地质

学报，７７（２）：２１７～２２８．

李华芹，谢才富，常海亮．１９９８．新疆北部有色金属矿床成矿作用年

代学．北京，地质出版社，１１７～１２６．

李璞，戴?谟，邱纯一，等．１９６３．内蒙和南岭地区伟晶岩和花岗岩

的钾氩法绝对年龄测定．地质科学（１）：１～９．

李锡林，章振根．１９８１．大厂矿田分散元素的分布特征及地球化学．

地质与勘探，（７）：１９～２５．

梁珍庭，苏登华．１９８５．广西大厂锡矿田成矿模式．广西地质，２（１）：

１～１１．

宋彪，张玉海，万渝生，简平．２００２．锆石ＳＨＲＩＭＰ样品靶制作、年龄

测定及有关对象讨论．地质论评，４８（增刊）：２６～３１．

涂光炽．１９８４．锡和铅锌成矿作用的若干问题．地质与勘探，（３）：７

～１０．

王登红，陈毓川，陈文，等．２００４．广西南丹大厂大型锡多金属矿床

的成矿时代．地质学报，７８（１）：１３２～１３８．

吴俊奇，章邦桐，凌宏飞，陈培荣．２００７．花岗岩锆石ＵＰｂ年龄与全

岩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对比研究及其地球化学意义．高校地质学

报，１３（２）：２７２～２８１．

徐文?，伍勤生．１９８６．大厂锡多金属矿田同位素地球化学初步研

究．地质矿产研究院学报，（２）：３１～４１．

叶绪孙．１９８５．大厂锡多金属矿田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地质与勘

探，（５）：１～７．

尹意求．１９９０．广西大厂隐伏花岗岩的成因．桂林冶金地质学院学

报，１０（４）：３８１～２８８．

曾允孚，王正英，田洪钧．１９８２．广西大厂龙头山矿区矿床成因初

探．成都地质学院学报，（３）：１５～２６．

张平．１９８３．长坡锡矿成矿规律与隐伏矿体的找矿与勘探．地质与

勘探（３）：３０～３４．

ＣａｉＨＹ，ＺｈａｎｇＧＬ．１９８３．Ｏｎ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ｓｍｈｏｔｓｐｒｉｎｇ（

ｅｘｈａｌａｔｉｖ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Ｄａｃｈａｎｇｔｉｎ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Ｇｕａｎｇｘｉ．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４）：１３～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ｉ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ｌｉｎ．１９８６．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Ｄａｃｈａｎｇ ｈｉｄｄｅｎ ｇｒａｎｉｔｅ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ｙ，（４）：

１～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ｉＭｉｎｇｈａｉ，ＨｅＬｏｎｇｑｉｎｇ，ＬｉｕＧｕｏｑｉｎｇ，ＷｕＤｅ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Ｈｕｉｍｉｎ．ＳＨＲＩＭＰ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Ｒｏｃｋｓｉｎ

ｔｈｅＤａｃｈａｎｇＴｉｎ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ＯｒｅＦｉｅｌｄ，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５２（３）：４０９～

４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ａｉＭｉｎｇｈａｉ，ＬｉａｎｇＴｉｎｇ，ＷｕＤｅｃｈｅｎｇ，ＨｕａｎｇＨｕｉｍｉｎｇ．２００５．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ｍ 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ｅｐｏｃｈ ｏｆｔｈｅ

８１９



第７期　　　　　　　　　　李华芹等：广西大厂拉么锌铜多金属矿床成岩成矿作用年代学研究

Ｋａｎｇｍａ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ｔｈｅ Ｄａｃｈａｎｇｔｉｎ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７９ （２）：２６２～ ２６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Ｊｕｎ．１９８８．Ｏｎ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ｓｏｍｅｓｔｒａｔａｂｏｕｎｄｔｉ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３４（６）：５２４～５３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Ｙ Ｃ．１９６４．Ａｇｅ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ｈａｌｅｒｉｔｅｉｎａ

ｃａｓｓｉｔｅｒｉ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ｂｅｌｔ．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２２（２）

：１１１～１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ｅｎＹＣ，ＨｕａｎｇＭＺ，ＸｕＪ，ＡｉＹＤ，ＬｉＸＭ ，ＴａｎｇＳＨ，Ｍｅｎｇ

ＬＫ．１９８５．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

Ｄａｃｈａｎｇｃａｓｓｉｔｅｒｉｔｅｓｕｌｆｉｄｅ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ｂｅｌｔ．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ｎｉｃａ，（３）：２２８～２４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Ｈｕａｎｇ Ｍｉｎｚｈｉ，ＸｕＪｕｅ，Ｈｕ Ｙｕｎｚｈｏｎｇ，Ｔａｎｇ

Ｓｈａｏｈｕａ，ＬｉＹｉｎｑｉｎｇ，ＭｅｎｇＬｉｎｇｋｕ．１９９３．Ｔｉ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ｏｆ

Ｄａｃｈａ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

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１９９６．Ｇｅｏｌｏｇｙ，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ｂｅｄｄｅｄ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ｉｎ Ｄａｃ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ｘｉ．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４２（６）：５２３～ ５３０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Ｙｕｅｌｏ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ｆａｎｇａｎｄＺｈａｏＺｈｉｄａｎ．２００５．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３４～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ｎｇＴＰ，ＰｅｎｇＺＣ，ＬｉＨ ，ｅｔａｌ．１９８８．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 Ｎａｎｌｉｎｇａｒｅ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Ｔｅｃｈ．Ｐｕｂ．Ｈｏｕｓｅ．２１～４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ａｕｒｅ Ｇ， Ｍｅｎｓｉｎｇ Ｔ Ｍ． ２００５．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ａｎｄＳｏｎｓ，３２１～３４３．

ＧａｏＹｏｎｇｗｅｎ．１９８６．Ｇｒａｎｉｔｅｔｙｐｅａｎｄｉｔ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ａｃｈａｎｇ

ｈｉｄｄｅｎ ｇｒａｎｉｔｅ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ｕｉｌ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８（２）：１５１～１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ｎＦａ，ＺｈａｏＲｕｓｏｎｇ，Ｓｈｅｎ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Ｒ Ｗ．１９９７．

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ｏ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ａｃｈａｎｇｔｉｎ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ｏｒｅ

ｆｉｅｌ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２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ＴＭ，ＣｌａｋｅＧＫＣ．１９７９．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ｉｇｎｅｏｕｓ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ｌｉｆｔａ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Ｑｕｏｔｔｏｎｐｌｕｔ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６（３）：４１１～

４２０．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ｕＤｕｎｙｉ，ＳｕｎＸｉａｏｍｅｎｇ．２００３．ＳＨＲＩＭＰｄａｔｉｎｇ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Ｊｉｎｓｈａｊｉａｎｇ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Ｙｕｎｎａｎａｎｄ

Ｓｉｃｈｕａｎ：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ａｌａｅｏＴｅｔｈｙｓ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ｒｕｓｔ．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７７（２）：

２１７～２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 Ｈｕａｑｉｎ， Ｘｉｅ Ｃａｉｆｕ， Ｃｈａｎｇ Ｈａｉｌｉａｎｇ． １９９８．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Ｐ１１７～１２６．

ＬｉＰｕ，ＤａｉＴｏｎｇｍｏ，ＱｉｕＣｈｕｎｙｉ．１９６３．Ａ ｂｓｏｌｕｔｅａｇｅｏｆｔｈｅ

ｐｅｇｍａｔｉｔｅｓａｎｄ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ｎｄＮａｎｌ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ｂｙＫ２Ａ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ｎｉｃａ，

（１）：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 Ｘｉｌ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ｅｎ． １９８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Ｄａｃｈａｎｇｏｒｅｆｉｅｌｄ．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７）：１９～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ｕ Ｄｅｎｇｈｕａ．１９８５．Ｍｉｎｅｒｏｇｅｎ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ｏｆ

Ｄａｃｈａｎｇｔｉｎｆｉｅｌｄ，Ｇｕａｎｇｘｉ．Ｇｕａｎｇｘｉ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１）：１～１１．

ＬｕｄｗｉｇＫ Ｒ．２００１．ＵｓｅｒｓＭａｎｕａｌｆｏｒＩｓｏｐｌｏｔＩＥＸｒｅｖ．２．４９；Ａ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Ｃｅｎｔｅ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ｏ．Ｌａ．１～５５．

Ｓｏｎｇ Ｂｉａｏ，Ｚｈａｎｇ Ｙｕｈａｉ， Ｗａｎ Ｙｕｓ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ｉｎｇ．２００２．

Ｔｈｅｍｏｕｎｔ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ＳＨＲＩＭＰｄａｔ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４８（Ｓｕｐｐｌ．）：２６～３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ｕＧｕａｎｇｃｈｉ．１９８４．Ｓｏ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ｎｔｈ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ｎａｎｄ

ＰｂＺｎ．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３）：７～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Ｃｈｅｎ Ｗｅｎ，Ｓａｎｇ Ｈａｉｑｉｎｇ，Ｌｉ

Ｈｕａｑｉｎ，ＬｕＹｕａｎｆａ，ＣｈｅｎＫａｉｌｉ，ＬｉｎＺｈｉｍａｏ．２００４．Ｄａｔｉｎｇｔｈｅ

Ｄａｃｈａｎｇｇｉａｎｔｔｉｎ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 Ｎａｎｄａｎ，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７８（１）：１３２～１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ｕＪｕｎｑｉ；ＺｈａｎｇＢａｎｇｔｏｎｇ；ＬｉｎＨｏｎｇｆｅｉａｎｄＣｈｅｎＰｅｉｒｏｎｇ．２００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Ｒｏｃｋ

ＲｂＳｒＡｇｅｓｏｆＧｒａｎｉｔｅＰｌｕｔｏｎｓ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１３（２）：２７２～２８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ｕＷＸ，ＷｕＱＳ．１９８６．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ｇｅｏｃｈｅｍ

ｉｓｔｒｙｏｆＤａｃｈａｎｇｃａｓｓｉｔｅｒｉｔｅ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ｏｒｅｆｉｅｌｄ．Ａ ｃｔａ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３１～４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ｅＸｕｓｕｎ．１９８５．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ｙｏｆｔｈｅＤａｃｈａｎｇｔｉｎ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ｆｉｅｌｄ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５）：１～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ｉｎＹｉｑｉｕ．１９９０．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Ｄａｃｈａｎｇｈｉｄｄｅ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ｉｎＧｕａｎｇｘ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ｉｌ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０（４）：３８１～３８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ｅｎｇ Ｙｕｎｆｕ，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ｙｉｎｇ， Ｔｉａｎ Ｈｏｎｇｊｕｎ．１９８２．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ｃａｓｓｉｔｅｒｉｔｅｓｕｌｆｉｄ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

Ｌｏｎｇｔｏ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Ｄａｃ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ｘ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５（３）：１５～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１９８３．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ｐｏｔｉ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ｕｂｂｕｒｉｅｄｏｒｅｂｏｄｙ．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３）：３０～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１９



地　质　学　报 ２００８年

犔犻狋犺狅犵犲狀犲狊犻狊犪狀犱犕犻狀犲狉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犆犺狉狅狀狅犾狅犵狔犛狋狌犱狔狅狀狋犺犲犔犪犿狅犣犻狀犮犆狅狆狆犲狉

犘狅犾狔犿犲狋犪犾犾犻犮犗狉犲犇犲狆狅狊犻狋犻狀犇犪犮犺犪狀犵犗狉犲犳犻犲犾犱，犌狌犪狀犵狓犻

ＬＩＨｕａｑｉｎ
１），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

２），ＭＥＩＹｕｐｉｎｇ
１），ＬＩＡＮＧＴｉｎｇ

３），ＣＨＥＮＺｈｅｎｙｕ
２），

ＧＵＯＣｈｕｎｌｉ２
），ＹＩＮＧＬｉｊｕａｎ

２）

１）犢犻犮犺犪狀犵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犕犻狀犲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犢犻犮犺犪狀犵，４４３００３；　２）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犕犻狀犲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３７；　３）犆犺犪狀犵＇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犡犻＇犪狀，７１００５４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ａｃｉｄ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Ｌａｍｅ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ｏｆＤａｃｈａｎｇｏｒｅ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ｕａｎｇｘｉｕｓ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ｄａｔｉｎｇｓ．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ｉｎｓｉｔｕ

ｚｉｒｃｏｎａｇｅｏｆｐｈｅｎｏｃｒｙｓ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ｂｉｏｔｉｔｅｇｒａｎｉｔｅｉｓ９４±４Ｍａ（ｗｉｔｈ９５％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ｗｈｏｌｅｒｏｃｋＲｂＳｒ

ｉｓｏｃｈｒｏｎｅａｇｅｏｆｔｈａｔｉｓ９８．６±１．９Ｍａ（ｗｉｔｈ９５％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ｑｕａｒｔｚＲｂＳｒｉｓｏｃｈｒｏｎｅａｇｅｏｆｚｉｎｃ

ｃｏｐｐｅｒｏ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ｓｋａｒ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９８．６±６Ｍａ（ｗｉｔｈ９５％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ｍｅｚｉｎｃｃｏｐｐｅｒ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ｇｅ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ｌｕｔｏｎｓ，ｂ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ｔｅ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Ｅｐｏｃｈ．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ｌｉ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ｚｉｒｃｏｎａｇｅａｎｄｗｈｏｌｅｒｏｃｋＲｂＳｒｉｓｏｃｈｒｏｎｅ

ａｇｅ；Ｌａｍｏｚｉｎｃｃｏｐｐｅｒ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ＤａｃｈａｎｇｏｒｅｆｉｅｌｄｉｎＧｕａｎｇｘｉ

被《犛犆犐》收录的７６种中国刊物排名表———中国地质学会主办刊物《地质学报（英文版）》位居第四名

排名 刊物名
影响

因子
排名 刊物名

影响

因子
排名 刊物名

影响

因子

１ ＣＥＬＬＲＥＳ ４．２１７ ２７ ＪＩＮＴＥＧＲＰＬＡＮＴＢＩＯＬ ０．６７１ ５３ 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Ｆ ０．４３７

２ ＦＵＮＧＡＬＤＩＶＥＲＳ ３．５９３ ２８ ＪＣＯＭＰＵＴＭＡＴＨ ０．６６７ ５４ Ｊ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 ０．３９８

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ＹＳ ２．１０３ ２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ＣＨ

地球物理学报
０．６６２ ５５ ＣＨＥＭＲ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Ｕ ０．３９２

４
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ＳＩＮＥＮＧＬ

地质学报（英文版）
１．７８１ ３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ＡＳＴＲＯＮＡＳＴ ０．６５２ ５６ 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Ａ ０．３７１

５ ＡＣＴＡ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ＳＩＮ １．６７７ ３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ＪＰＥＫＩＮＧ ０．６３６ ５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ＮＭＡＴＨＢ ０．３５４

６ ＣＯＭＭＵＮＣＯＭＰＵＴＰＨＹＳ １．６３３ ３２ 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Ｃ ０．６３５ ５８ ＪＵＮＩＶ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Ｂ ０．３４２

７ ＡＳＩＡＮＪＡＮＤＲＯＬ １．６０９ ３３ 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Ｂ ０．６１５ ５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ＥＭＬＥＴＴ ０．３３６

８ ＡＣＴＡＰＨＹＳＳＩＮＣＨＥＤ １．２７７ ３４ ＡＣＴＡＰＨＹＳＣＨＩＭＳＩＮ ０．６１１ ６０ 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ＥＮＧ ０．３２５

９ ＡＣＴＡＢＩＯＣＨＢＩＯＰＨＳＩＮ １．０１７ ３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ＣＡＴＡＬ ０．５９６ ６１ ＰＬＡＳＭＡ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 ０．３１７

１０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ＭＥＴＲＩＣＡ ０．９６ ３６ 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Ｇ ０．５９１ ６２ Ｊ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ＴＥＣＨＮＯＬ ０．３１２

１１ ＡＤＶＡＴＭＯＳＳＣＩ ０．９０２ ３７ ＡＣＴＡ ＭＥＣＨＳＩＮＩＣＡ ０．５８３ ６３ ＡＣＴＡＰＨＹＴＯＴＡＸＯＮＳＩＮ ０．３１

１２ ＥＰＩＳＯＤＥＳ地质幕 ０．８６８ ３８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ＩＮＯＲＧＣＨＥＭ ０．５６９ ６４ ＲＡＲＥＭＥＴＡＬ ＭＡＴＥＮＧ ０．２８６

１３ ＡＣＴＡＣＨＩＭＳＩＮＩＣＡ ０．８４４ ３９ ＡＣＴＡ ＭＡＴＨＳＩＮ ０．５６２ ６５ 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Ｅ ０．２６５

１４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ＳＰＥＣＴＡＮＡＬ ０．８４３ ４０ ＢＩＯＭＥ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ＣＩ ０．５５７ ６６ ＴＮＯＮＦＥＲＲＭＥＴＡＬＳＯＣ ０．２６４

１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ＹＳＬＥＴＴ ０．８１２ ４１ ＡＣＴＡＰＯＬＹＭＳＩＮ ０．５４１ ６７ ＡＬＧＥＢＲＣＯＬＬＯＱ ０．２３７

１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ＢＵＬＬ科学通报 ０．７７ ４２ ＰＲＯＧＣＨＥＭ ０．５２８ ６８ ＡＣＴＡ ＭＡＴＨＳＣＩ ０．２１６

１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ＲＧＣＨＥＭ ０．７６６ ４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ＡＮＡＬＣＨＥＭ ０．５１３ ６９ ＰＲＯＧＢＩＯＣＨＥＭＢＩＯＰＨＹＳ ０．２１４

１８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ＰＯＬＹＭＳＣＩ ０．７５３ ４４ ＰＲＯＧＮＡＴＳＣＩ ０．５０８ ７０ ＲＡＲＥＭＥＴＡＬＳ ０．２０４

１９ Ｊ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ＭＩＬＬＩＭ Ｗ ０．７４３ ４５ ＪＩＮＯＲＧＭＡＴＥＲ ０．４９８ ７１ ＪＩＲＯＮＳＴＥＥＬＲＥＳＩＮＴ ０．２０２

２０ ＩＮＳＥＣＴＳＣＩ ０．７３９ ４６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ＣＩＣＨＩＮＡ ０．４８ ７２ ＡＰＰＬＭＡＴＨ ＭＥＣＨＥＮＧＬ ０．２

２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ＣＨＥＭ ０．７１９ ４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ＣＨＥＭＰＨＹＳ ０．４６９ ７３ ＪＣＥＮＴ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Ｔ ０．１８９

２２
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Ｄ

中国科学（Ｄ辑）
０．７１８ ４８ ＪＭＡＴＥＲ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 ０．４６８ ７４ ＨＩＧＨＥＮＥＲＧＰＨＹＳＮＵＣ ０．１７１

２３ ＡＣＴＡＯＣＥＡＮＯＬＳＩＮ ０．７１６ ４９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ＣＨＥＭＥＮＧ ０．４６２ ７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０．１２

２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ＳＴＲＵＣＣＨＥＭ ０．６９６ ５０ ＡＣＴＡ ＭＥＴＡＬＬＳＩＮ ０．４４９ ７６ ＪＧＥＮＥＴ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无数据

２５ ＣＨＥＭ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Ｕ ０．６９５ ５１ ＪＣＯＭＰＵＴＳＣＩＴＥＣＨＮＯＬ ０．４４１

２６ ＣＯＭＭＵＮＴＨＥＯＲＰＨＹＳ ０．６７６ ５２ ＡＣＴＡ ＭＥＣＨＳＯＬＩＤＡＳＩＮ ０．４３８

０２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