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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河南罗山县涩港镇白石坡银矿床是大别地区重要的银矿床之一，与区内中生代岩浆活动有着密切

的时空、成因联系。本文应用ＳＨＲＩＭＰ方法对白石坡银矿区花岗斑岩中的锆石进行了 ＵＰｂ年龄测定，表明花岗

斑岩形成于１４２．０±４．３Ｍａ，这一年龄与附近花岗岩基及陈棚组火山岩的形成时代一致，反映它们是中生代同一岩

浆成岩系统的产物，也记录了与银矿成矿作用有关的岩浆活动的时代。该区斑岩型钼矿、浅成火山热液型（金）银

矿及膨润土等非金属矿具有密切成因联系，同属与中生代岩浆活动有关的矿床成矿亚系列。

关键词：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花岗斑岩；白石坡银矿床；河南

　　白石坡银矿床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涩港镇

北东约５ｋｍ，查明银资源量２１９．８ｔ，银品位３４０ｇ／

ｔ。其北西约８ｋｍ处为皇城山银（金）矿床，查明银

资源量为３５３．３ｔ（品位３６２ｇ／ｔ），伴生金４６７ｋｇ（品

位０．４８ｇ／ｔ）。两矿床同属陆相火山气液型矿床，且

均位于中生代火山岩盆地边部，成矿条件相似。白

石坡银矿南约４ｋｍ为斑岩型母山钼矿（图１）。前

人对皇城山银（金）矿床研究较多（徐国风等，１９８９；

吴宏伟，２００４；简新玲，２００４），但对白石坡银矿床的

研究很少，对成矿时代研究更少。皇城山银（金）矿

赋存在陈棚组陆相潜火山岩－火山岩中，其成矿时

代与陈棚组的成岩时代一致，但陈棚组未见同位素

年龄报道，其时代依据区域对比和古生物化石资料，

时代归属认识不一，河南区域地质调查队和王果胜

等（１９９７）认为属早白垩世，而王德有（１９９５）则认为

其属晚侏罗世。区域上，周泰禧等（１９９２ａ，１９９２ｂ）、

杨祝良等（１９９９）和王岳军等（２００２）采用锆石 ＵＰｂ

法、ＡｒＡｒ法和 ＫＡｒ法对中生代火山岩年龄进行

了测定，但年龄变化较大，为１１６～１４９Ｍａ。因此，

需要采用新的精细定年方法来对该区陆相火山活动

及其有关矿化的时代加以确定。本文通过对白石坡

银矿床赋矿的中酸性潜火山岩中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

Ｐｂ年龄的测定，来探讨其成矿时代。

１　白石坡银矿床基本概况及样品特征

白石坡银矿区出露地层以中元古界龟山岩组斜

长角闪（片）岩、变粒岩和绢云石英片岩组成的一套

变质岩系为主，角砾化强；其次为陈棚组陆相中酸性

火山沉积岩。矿区岩浆岩为花岗斑岩、石英斑岩及

隐爆角砾岩（角砾石英斑岩）岩株及岩脉。矿区构造

以北东向断裂为主，其次为近东西向断裂，它们控制

了矿化蚀变带、矿体及脉岩的分布（图２）。

白石坡矿床的银矿体产于陈棚组白石坡段的潜

火山相花岗斑岩、角砾花岗斑岩及角砾状变质岩中

（图３）。角砾状变质岩中角砾成分复杂，有长英质

糜棱岩、糜棱岩化石英脉、砂质板岩、千枚岩、石英

岩、含石榴子石的黑云斜长片麻岩等。还有稠密浸

染状的黄铁矿矿石角砾，这种角砾以黄铁矿为主，含



图１　白石坡－皇城山银矿床区域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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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盆系南湾组片岩、变粒岩；∈—寒武系斜长角闪片岩、变粒

岩；Ｐｔ２犵—中元古界龟山组斜长角闪片岩、含榴白云石英片岩；

１—二长花岗岩、花岗斑岩；２—断裂带、剪切带；３—银矿床；

４—钼矿床；５—铁矿床；６—粘土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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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铁矿及石英。角砾被同成分的岩石碎粒胶结或被

花岗斑岩质岩浆成分熔结，类似于爆破角砾岩。角

砾及胶结物均遭受了强烈的热液蚀变，以硅化、绢云

母化及黄铁矿化为主，金属硫化物以立方体自形－

半自形晶黄铁矿为主，呈细脉浸染状分布，有少量方

铅矿及闪锌矿且更多地发育于碎粒胶结物中。

用于挑选锆石的花岗斑岩（ＢＳＰ１）从白石坡银

矿区竖井中采出，样品新鲜，没有遭受风化。花岗斑

岩的基质主要由斜长石和石英组成，粒度细小（０．０１

ｍｍ±）；斑晶主要为斜长石聚晶，粒径达０．１～１

图２　白石坡银矿区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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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第四系；Ｋ—下白垩统陈棚组火山岩；Ｐｔ２犵—中元古界龟山

组变质岩；１—中酸性侵入岩；２—中酸性脉岩；３—断裂破碎

带；４—角砾状变质岩；５—角砾岩；６—蚀变岩；７—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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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绢云母化强。样品绢云母化和硅化较强，有较

多黄铁矿，表明该花岗斑岩为成矿前或成矿期产物。

该样品送专业实验室进行锆石挑选。挑出的锆石大

小约５０μｍ×１５０μｍ～１５０μｍ×４５０μｍ，浅黄色透

明，主要为长柱状，四方双锥发育，晶面平直，阴极发

光照片显示振荡环带发育，具岩浆结晶锆石的特点

（图４）。

２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同位素年代学实验

方法

　　将待测锆石与数粒锆石标样ＴＥＭ 置于环氧树

脂中做成的样品靶上。将靶上的锆石磨去约一半，

使其内部暴露，用于透射光、反射光和阴极发光研究

及随后的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分析。阴极发光图像在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实验室完成，ＳＨＲＩＭＰ

ＵＰｂ分析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离子

探针中心的ＳＨＲＩＭＰⅡ上完成。一次离子源气体

为氧气，将其电离后，由Ｏ２－打击锆石颗粒，激发出

锆、铅、铀、钍的氧化物离子或金属离子。测定

９０Ｚｒ２Ｏ、
２０４ Ｐｂ、２０６ Ｐｂ、２０７ Ｐｂ、２０８ Ｐｂ、２３８ Ｕ、２３２ ＴｈＯ、

２３８ＵＯ质量峰的强度，每个峰的积分时间分别为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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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白石坡银矿床勘探线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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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角砾状绢云石英片岩；２—角砾状变粒岩；

３—石英斑岩；４—角砾岩；５—银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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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ｓ、１０ｓ、１０ｓ、１５ｓ、５ｓ、５ｓ、２ｓ、２ｓ，每个点的数据是５

次扫描的平均值。一次离子为约４．５ｎＡ，打到锆石

上的束斑直径为２５～３０μｍ，质量分辨率约５４００

图４　白石坡银矿床含矿花岗斑岩中锆石的阴极发光形态特征及分析点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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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峰高）。待分析点与标样ＴＥＭ 的点交叉进行

分析。用ＳＬ１３（５７２Ｍａ）标定样品的 Ｕ、Ｔｈ、Ｐｂ含

量，ＴＥＭ（４１７Ｍａ）进行年龄校正。数据处理采用

Ｌｕｄｗｉｇ的ＳＱＵＩＤ１．０２及ＩＳＯＰＬＯＴ程序。普通

铅根据实测的２０４Ｐｂ进行校正，同位素比值误差为

１σ，加权平均年龄具９５％的置信度。

３　实验结果

白石坡银矿床含矿花岗斑岩中锆石的 ＵＰｂ同

位素测定结果见表１，１３个分析点的 Ｕ和Ｔｈ含量

分别为５７×１０－６～４１６×１０
－６和６０×１０－６～４７５×

１０－６，Ｔｈ／Ｕ 值为０．５３～２．６１；除分析点１２．１的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为１２２２±１５Ｍａ、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年龄为

２４６９±２６Ｍａ外，其余１２个分析点的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

龄为１４６．８±４．４～１９６．４±８．４Ｍａ（表１）。在协和

图中，除分析点１２．１外的１２个分析点呈直线分布，

显示有古老铅残留；１２个分析点组成直线的下交点

年龄为１４２．０±４．３Ｍａ，ＭＳＷＤ＝１．４（图５），该下

交点年龄解释为花岗斑岩的侵位年龄。

４　讨论

４１　岩体形成时代及岩浆岩分布规律

白石 坡 银 矿 床 含 矿 花 岗 斑 岩 中 锆 石 的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下交点年龄为１４２．０±４．３Ｍａ，代

表了花岗斑岩的形成年龄，与其南部数千米处灵山

中粗粒似斑状花岗岩岩基的侵入时代（１１０～１３８

Ｍａ，据河南省二轮区划报告，１９９６）相当，属同期岩

浆活动的产物。矿区火山岩被划归早白垩世陈棚

组，区域上的陈棚组及与其相当的白大畈组／晓天

０１８ 地　质　学　报 ２００７年



表１　河南信阳白石坡银矿区花岗斑岩中锆石犛犎犚犐犕犘犝犘犫分析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犛犎犚犐犕犘犝犘犫犪狀犪犾狔狋犻犮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狕犻狉犮狅狀狊犳狉狅犿犵狉犪狀犻狋犻犮狆狅狉狆犺狔狉狔犻狀犅犪犻狊犺犻狆狅狊犻犾狏犲狉犱犲狆狅狊犻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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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点
２０６Ｐｂｃ

（％）

Ｕ

（×１０－６）

Ｔｈ

（×１０－６）

２３２Ｔｈ

／２３８Ｕ

２０６Ｐｂ

（×１０－６）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①

年龄（Ｍａ）

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①

年龄（Ｍａ）

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 ①

±％

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①

±％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①

±％

Ｅｒｒ

ｃｏｒｒ

１．１ ５．３６ １０１ ８６ ０．８８ ２．５３ １７５．７ ±６．０ １．１６６ ６．９ ０．０２７６３ ３．４ ０．４９５

２．１ ０．００ ８０ ８１ １．０５ ２．０２ １８６．０ ±５．６ １．３０３ ５．５ ０．０２９２８ ３．０ ０．５５３

３．１ ２．３５ ４１６ ４７５ １．１８ ８．４３ １４６．８ ±４．４ ０．３６７ １１ ０．０２３０３ ３．１ ０．２７１

４．１ ２．６８ ９０ １９３ ２．２２ ２．３１ １８５．４ ±５．６ ０．９７２ ９．２ ０．０２９１７ ３．０ ０．３３２

５．１ １．９８ ３２９ ３４３ １．０８ ６．７６ １４９．５ ±２．６ ０．３５９ １１ ０．０２３４７ １．８ ０．１５８

６．１ ３．２５ １２８ １６７ １．３５ ３．４８ １９５．０ ±７．６ １．１０９ ６．６ ０．０３０７ ３．９ ０．５９８

７．１ ０．００ ９４ ９２ １．０１ ２．１１ １６５．６ ±４．７ ０．８３２ １１ ０．０２６０２ ２．９ ０．２５９

８．１ １．２８ ２３９ ２２１ ０．９６ ４．９０ １５０．３ ±３．０ ０．３２８ ６．７ ０．０２３５８ ２．０ ０．３０３

９．１ １．３４ ３２３ ２９１ ０．９３ ６．９３ １５７．０ ±３．１ ０．４３３ １２ ０．０２４６５ ２．０ ０．１６９

１０．１ ０．８１ １７３ ４３８ ２．６１ ３．９５ １６７．６ ±３．７ ０．７１３ ４．８ ０．０２６３４ ２．３ ０．４６７

１１．１ ４．３８ ５７ ６０ １．０９ １．５８ １９６．４ ±８．４ １．４０ １３ ０．０３０９ ４．３ ０．３２４

１２．１ ０．１４ １９３ ９９ ０．５３ ３４．７ １，２２２ ±１５ ２４６９ ±２６ ０．１６１３ １．５ ４．６４１ ２．０ ０．２０８７ １．４ ０．６６９

１３．１ ４．４４ １３２ １５８ １．２４ ２．８２ １５１．５ ±９．４ ０．４７８ １３ ０．０２３８ ６．３ ０．４６６

注：误差为１σ，Ｐｂｃ为普通铅，Ｐｂ
!为放射性成因铅。误差的标准校正为０．６５％（上述误差不用标准校正，只是在与其他数据比较时才需要进行

标准校正）。①普通铅采用测定的２０４Ｐｂ进行校正。

图５　白石坡银矿区花岗斑岩锆石ＵＰｂ一致曲线图

Ｆｉｇ．５　ＳＨＲＩＭＰａｇｅｐｌｏｔｓ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ｇｒａｎｉｔｉｃ

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ｉｎｔｈｅＢａｉｓｈｉｐｏＡｇｄｅｐｏｓｉｔ

组／黑石渡组中单颗粒锆石的ＵＰｂ年龄为１３４．４～

１３４．９Ｍａ（周金城等，１９９９）和１２２．３～１３６．１Ｍａ

（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９），与白石坡银矿区花岗斑岩的

年龄接近，表明矿区花岗斑岩和陈棚组火山岩属于

同一时代。从图１和图２可以看出，从灵山似斑状

花岗岩岩基向北，依次出现母山花岗斑岩岩株（图

１），各种中酸性岩脉（枝），陈棚组白石坡段潜火山相

的花岗斑岩、角砾花岗斑岩和角砾集块状变质岩等

（图２），直到更北部的陈棚组皇城山段流纹质玻屑

凝灰岩、石英粗面质晶屑玻屑凝灰岩、晶屑凝灰岩、

浆屑凝灰角砾岩、岩屑凝灰角砾岩等喷出岩。反映

了自南而北，中酸性岩浆活动由深及浅，由深成侵入

到浅成－超浅成侵入，再到喷出的空间分布规律，反

映它们可能是同一岩浆成岩系统的产物。白石坡矿

区角砾状变质岩一般分布在花岗斑岩岩株、岩脉及

角砾状花岗斑岩的周围，空间关系密切。

４．２　花岗斑岩年龄对成矿时代的限定

由图２及图３可以看出，白石坡矿区银矿体与

花岗斑岩空间关系密切，银矿体分布于花岗斑岩脉

集中发育的龟山组变质岩及角砾状变质岩中，其附

近常有中酸性脉岩分布，而且矿体的产状与脉岩的

产状类似，主要受北东向断裂破碎带控制，其次受近

南北向、近东西向断裂破碎带控制。结合与花岗斑

岩有密切成因联系的角砾岩中存在矿石角砾，说明

成矿与花岗斑岩成岩可能同时。皇城山矿床的银矿

体严格受火山构造控制，产于北东向的 Ａ１花岗斑

岩脉内（吴宏伟，２００４；简新玲，２００４；徐国风等，

１９８９），也说明了这一点。

４．３　与岩浆活动相关的成矿系列及其找矿意义

在前人的矿床成矿系列研究中?，将皇城山银

矿床及白土膨润土矿床划归“皇城山－马畈与中生

代火山岩有关的银金成矿亚系列及珍珠岩、沸石、膨

润土矿床成矿亚系列”。前面研究已经表明该区灵

山花岗岩基和陈棚组火山岩形成时代相近，空间分

布规律明显，具有密切成因联系，均为中酸性岩浆活

动产物。因此，与其有关的成矿作用也表现出明显

的规律性。由图１可以看出，距离灵山斑状花岗岩

１１８第６期 李厚民等：河南白石坡银矿区花岗斑岩中锆石的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及其地质意义



岩基最近的母山花岗斑岩岩株中产出斑岩型钼矿

床，规模已达中型，形成于浅成环境；陈棚组白石坡

段潜火山相花岗斑岩、角砾花岗斑岩和角砾集块状

变质岩中产出白石坡银矿床，规模达中型，属浅成火

山气液型，形成于超浅成－潜火山环境；与白石坡银

矿床类似，它们从岩浆活动中心向外、由深到浅具有

ＭｏＡｇＡｇ，（Ａｕ）膨润土，珍珠岩的空间矿化分

带。皇城山（金）银矿床也属于浅成火山气液型，银

规模达中型，伴生金，主要赋存于陈棚组皇城山段火

山岩内的花岗斑岩脉中，主要赋矿围岩有硅化花岗

斑岩、硅化褐铁矿化岩屑晶屑凝灰岩、硅化凝灰质泥

砂岩，赋矿围岩的层位较白石坡银矿床高；更北部的

火山岩盆地中则产出白土膨润土矿床及上天梯珍珠

岩矿床，赋矿层位比皇城山（金）银矿床高，为陈棚组

杨家湾段。因此，笔者将浅成火山热液型的皇城山

（金）银矿床和白石坡银矿床、火山型的白土膨润土

矿床和上天梯珍珠岩矿床及斑岩型的母山钼矿床同

属与中生代岩浆活动有关的成矿亚系列（全国统一

编号 Ｍｚ２２８），属于秦岭—大别与燕山期构造、岩

浆、沉积作用有关的Ａｕ、Ｈｇ、Ａｓ、Ｓｂ、Ａｇ、Ｐｂ、Ｚｎ矿

床成矿系列组（陈毓川等，２００７）。

上述岩浆岩分布规律及矿化分布规律在该区具

有指导找矿意义。在皇城山矿区的深部，银矿远景

有扩大的可能，在白石坡矿区深部，有找寻斑岩钼矿

的可能；在白石坡—皇城山一线以南到灵山花岗岩

岩基之间，均有形成银、钼矿床的条件。

５　结论

（１）白石坡银矿区赋矿的花岗斑岩的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为１４０．６±３．４Ｍａ，与附近花

岗岩基及陈棚组火山岩的形成时代一致，反映它们

是中生代同一岩浆成岩系统的产物。

（２）白石坡银矿床与矿区花岗斑岩关系密切，成

矿时代可能与花岗斑岩的成岩时代相同。

（３）该区斑岩型钼矿、浅成火山热液型（金）银矿

及膨润土等非金属矿具有密切成因联系，同属与中

生代岩浆活动有关的矿床成矿亚系列。

注　释

? 郑德琼，罗铭玖．２００１．河南省矿床成矿系列、成矿规律、成矿模

式和成矿预测研究报告．

参　考　文　献

陈毓川，王登红，朱裕生，徐志刚，等．２００７．中国成矿体系与区域成

矿评价．北京：地质出版社（出版中）．

简新玲．２００４．利用相似性判别分析预测评价皇城山银矿成矿带．

物探与化探，２８（４）：２８７～２８９．

王德有．１９９５．大别山区上侏罗统陈棚组发现昆虫化石．河南地质，

１３（３）：１７９～１８２．

王果胜，段翔，谭应佳．１９９７．豫皖交界中新生代地层特征及盆地演

化．现代地质，１１（２）：２２９～３６．

王岳军，范蔚茗，郭锋．２００２．北淮阳晚中生代火山岩定年及火山砾

石地球化学：对大别灰色片麻岩隆升和中生代地层格架的约束．

科学通报，４７（２０）：１５２８～１５３４．

吴宏伟．２００４．皇城山银矿床地球化学特征及预测评价．地质与勘

探，４０（３）：２６～３０．

徐国风，邵洁涟，张慧珠，王苹，申柯娅．１９８９．皇城山银矿床矿物找

矿标型性研究．现代地质，３（４）：４３２～４３７．

杨祝良，沈加林，沈渭洲．１９９９．北淮阳中生代火山—侵入岩同位素

年代学研究．地质论评，４５（增刊）：６７４～６８０．

周金城，王德滋，汪相，陈小明．１９９９．对桐庐早白垩世火山侵入

岩成因的几点认识．岩石学报，１５（２）：２６３～２７１．

周泰禧，陈江峰，彭子成．１９９２ａ．安徽中生代中酸性火山岩的时代

归属．矿物学岩石学论丛，（８）：５８～６４．

周泰禧，陈江峰，李学明．１９９２ｂ．安徽霍舒正长岩带侵入体的

４０Ａｒ３９Ａｒ法同位素地质年龄．安徽地质，２（１）：４～１１．

ＹａｎｇＺｈｕｌｉａｎｇ，ＳｈｅｎＷｅｉｚｈｏｕ，ＳｈｅｎＪｉａｌ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Ｘｉａｎｇｈｏｎｇｄｉａｎ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Ｄａｂｉｅｓｈａｎ，Ｃｈｉｎａ．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７３（４）：

４０４～４１０．

２１８ 地　质　学　报 ２００７年



犛犎犚犐犕犘犝犘犫犃犵犲狅犳犣犻狉犮狅狀狊犳狉狅犿犌狉犪狀犻狋犻犮犘狅狉狆犺狔狉狔

犻狀狋犺犲犅犪犻狊犺犻狆狅犛犻犾狏犲狉犇犲狆狅狊犻狋，犎犲狀犪狀犪狀犱犐狋狊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犮犲

ＬＩＨｏｕｍｉｎ１
，２），ＷＡＮＧＤｅｎｇｈｏｎｇ

１，２），ＺＨＡＮＧＧｕａｎ３
），ＣＨＥＮＹｕｃｈｕａｎ４

），

ＷＡＮＧＹａｎｂｉｎ５
），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ｑｉｎ

１，２），ＤＡＩＪｕｎｚｈｉ１
，２）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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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３７

２）犓犲狔犔犪犫狅犳犕犻狀犲狉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犃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狅犳犕犻狀犲狉犪犾犚犲狊狅狌狉犮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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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３７

３）犡犻狀狔犪狀犵犅狉犪狀犮犺狅犳犎犲狀犪狀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狌狉狏犲狔，犡犻狀狔犪狀犵，犎犲狀犪狀，４６４０００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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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３７

５）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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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３７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ＴｈｅＢａｉｓｈｉｐｏＡｇｄｅｐｏｓｉｔ，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Ｌｕｏｓｈ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ｏｆ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ｉｌｖｅ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ＵＰｂａｇｅ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１４０．６

Ｍ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ｒ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ｉｎｔｈｅＢａｉｓｈｉｐｏｓｉｌｖ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ｄ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ＨＲＩＭＰＩＩ

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ｒ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ｆｏｒｍ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ｔａｇｅｏｆ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ｒａｎｉｔｉｃ

ｂａｔｈｏｌｉｔｈ．Ｔｈａｔ 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ｓｉｌｖｅｒ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ｉｇｈｔ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ｔｈｅ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ａｎｄｈａｖｅ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ｔｙｐｅ 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ｅｐｉｔｈｅｒｍａｌｔｙｐｅＡｕＡ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ｎｄｂｅｎｔｏｎｉｔ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ｃａｎｂ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ａｓａ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ｕｂ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ｍａｇａｍｔｉｓ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Ｚｉｒｃｏｎ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ａｇｅ；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ＢａｉｓｈｉｐｏＡｇｄｅｐｏｓｉｔ；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３１８第６期 李厚民等：河南白石坡银矿区花岗斑岩中锆石的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及其地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