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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东方二甲抱板群和金矿的时代

叶伯丹 朱家平
(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

提 要 分布于海南省东方县东部抱板 ~ 二甲和大蟹岭一带的抱板群与奥陶~ 志留系的南碧沟群

之间为断裂相接
。

在此断裂带中分布有著名的抱板~ 二甲金矿床及其北部的土外山金矿点
。

抱板

群为含矿层位
,

其形成时代为中一晚元古代
。

金矿的形成时代为 228 士 SMa
。

据此
,

对在海南省
,

甚

至两广寻找同一时代和同一地质条件的金矿
,

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
。

关键词 海南东方二甲 抱板群 金矿时代

一
、

抱板群一般地质特征

抱板群出露在海南省东方县东部抱板一二甲和大蟹岭一带
,

并分别称为抱板混合岩 田和

大蟹岭混合岩田
。

在抱板 ~ 二甲地区抱板群东界与南碧沟群 (0 一s) 以断层相接
。

抱板群为一

套变质岩系
,

主要由石英云母片岩
、

角闪片岩
、

斜长角闪岩和各类混合岩 (条带
、

条痕
、

眼球状混

合岩和均质混合岩) 所组成
。

南碧沟群是浅变质岩系
,

主要 由变质粉砂岩
、

千枚岩和云母石英

片岩组成
。

两套岩系之间的断层被称为戈枕断裂
,

呈北东向展布
。

在断裂带中各种变质岩受

了不同程度的动力作用影响形成一系列构造岩
:

碎裂岩
、

糜棱岩
、

千糜岩和超糜岩
。

著名的抱

板一二 甲金矿床及其北部的土外山金矿点就分布在该断裂带的抱板群中
。

在大蟹岭混合岩田

中后来又发现了布磨金矿床
。

这样
,

抱板群作为含矿岩层 自然地被重视起来了
。

为了提高矿

床的研究程度和进一步找矿评价工作
,

各领域的研究工作迅速开展了起来
。

二
、

抱板群的时代

林起玉
、

何圣华 (1 9 8 6 ) 定为寒武纪 ¹ 。

在我们工作的初期没有见到抱板群的放射年龄报

导
。

19 8 7 年我们在海南队二甲三分队符策兴工程师等协助下考察了二甲和抱板金矿并在二

甲矿 区 z K 36 01 孔
、

178
·

4一 179
.

4 米处取得条纹一眼球状混合岩岩心
,

从中分选出铅石作 U

一P b 测年样品
。

¹ 海南 岛二甲金矿地质特征简介 ,

油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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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试样的错石呈很浅的紫色至无色
,

透 明
,

没有包体
,

晶面平整
,

晶形简单
,

主要是 {1 0 0}

+ {1 1 1 }
、

{1 1 0 } + {1 1 1 }和 {1 0 0 }+ {1 1 0 } + {1 1 1 }
,

其次是 {1 0 0 }+ {1 1 0 } + {2 2 1 }聚形
。

晶棱有

的完整
,

但大部分被溶蚀成浑圆状
。

晶体的长
:

宽大多为 1 : 1一2 : 1
,

极少为 3 : 1
。

所有的错

石都不具碎屑错石的特征
。

错石试样按磁性和粒级分成若干组分
,

分别进行化学和同位素分析
。

试样按当前国内和

国际上通用的常规测试技术进行分析
,

同位素分析在 M a T 2 61 质谱计上进行
。

Pb 的全流程本

底平均为 Z n g
,
U 为 0

.

3 n s
,

与国际标样 sR M一9 8 2 (N B s )
’。,

p b /
, 。‘

p b 比值相对偏差小于 士 0
.

5 %

和 U / Pb 比值相对偏差小于 士 l%
。

试样分 析结果 见表 1 和 图 1
。

7 个 实验样 品点所 组成 的不 一致线得 出上 交点年龄

t
:

一 1 1 4 5士: :Ma ,

下交点 t
,

为负值
。

气体磨损实验结果表明 G A 56 一 2 和 G A 56 一 4 样品的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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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南抱板群错石一致曲线图

F ig
.

1 C o n e o rdi a di a gr a m o n th e z ir e
on

s fr o m th e

助
。
比

n G r
ou P

,
H a lna

n

表部
,

即被气体磨损部分铅同位素比铅石内部有更多的丢失
。

G A 56 一 7 和 G A 56 一 8 样品中铅

同位素比值相对提高
,

表观年龄值增大
,

在不一致线上样品点的位置朝右上方移动
,

然而这两

个点没移至与弦的交点上
,

说明错石内部仍有铅的丢失
。

按一致曲线的图谱
,

图 1 属于幕铅丢

失模型 〔1〕 ,

这与上述的错石特征是一致 的
。

根据这类模型上交点的年龄反映错石的形成年

龄
,

这就是说
,

1 1 4 5士; :M a 是抱板群错石的形成年龄
,

考虑到试样中的错石不具碎屑错石的特

征
,

那 么错石理应是在变质作用时形成的
,

这样 1 14 5士::M a 也就是抱板群的变质期
。

据此推

理
,

抱板群的原岩时代必然早于 1 1 45 M a ,

是否可假定其时代为中元古代或更早一些
。

无疑这

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

它表明海南最老的岩层抱板群不是寒武纪的而是更老时代的岩层并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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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南抱板群错石铀
、

铅分析结果

T a b】e I U
,

Pb
a n al 州

c目 r u su 】妇 for a

zir
c o n

~
ple of G A 56 加 比e

Ba
o
ba

n G r

ou P ,

H a in a n

样样样 样样 粒粒 磁磁 放射成因因 铀含量量 (

锹
, 一一 放射成 因铅组成成 同位素原子比比 表观年龄值(Ma)))

口口口 品品 度度 性性 铅含量量 (p P山 )))))))))))))))))))))))))))))))))))))))))))))))))))))))))))))))))))))))))))
口口口口

量量 (似m ))) (A ))) (p p m ))))))) 二0 ‘Pbbb
, . ,

p bbb 盆o. Pbbb

挚挚 拌拌 拷拷 拌拌号号号 (. 9 ))))))))))))))))))) 创创创创创

GGG A 5 6 一 222 2
.

5 444 1 7 5 一 7 44444 9 7
.

95 9 999 6 7 6
.

7 0 1 22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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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222 6
.

7 7 7 999 8
.

1 1 0 000 0
.

1 4 2 8 888 1
.

5 9 9 555 8 6 0 999 9 7 0
。

000

一一 333 5
.

8 222 7 4 一 5 777 < 0 222 1 1 7
.

0 4 0 444 7 3 1
.

2 5 8 888 0
.

0 1 4 111 9 9
.

2 5 777 7
。

8 9 5 111 9
。

8 8 8 777 0
.

1 5 7 9 888 1
.

7 24 222 9 4 5
,

555 1 0 1 7
.

666

一一 444 3
。

5 444 7 4 一 5 777 > 0
.

222 1 1 2
.

9 4 333 7 0 1
.

5 7 999 0
.

0 1 6 000 9 5
.

6 6 999 7 62 8 111 9
.

6 4 6 6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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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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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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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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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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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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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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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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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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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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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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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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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3 000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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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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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3555 0
.

」5 7峨666 2 7 3 6 000 9 刁2 666 1 0 2 2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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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888888 99
.

5 3 999 5 53
.

8 1 666 0
.

0 27 000 7 9
.

3 1 777 6
.

2 4 8 000 1 3
。

9 7 3888 0
.

1 6 66 999 1
.

8 0 1 777 9 9 3
.

888 1 0 4 6 111

一一 888 1
。

3 77777 > 0
.

222 1 0 7
.

1 2 999 6 4 0
.

5 9 222 0
.

0 1 2 333 9 0
.

9 6 444 7
.

3 7 1 999 8 7 9 2 888 0
.

1 6 5 2 777 1 8 3 7 888 9 8 6
.

000 1 0 5 9
.

111

上上交点年龄 ‘ 一 1 145 士: Maaa 说明
: 。^ 5 6 一 7 和 。^ 5 6 一 8 分别是 e A 5 6 一 2 和 e A 5 6 一 4 样品品

下下交点年龄 t : 一 负值值 的经气体磨损实验后的测试数据据

分析者
:

朱家平 校对者
:

杜国民 19 88
.

6.

历了相 当于四堡运动时期的变质作 用
〔2 , 。

而这样的资料以往是没有的
。

这个资料不仅对于

海南而且对于两广乃至华南的区域地质研究必将起到促进作用
。

在我们获得上述资料以后
,

看到了冯连顺(1 9 8 8) 所报导的抱板群错石 U 一 Pb 测年资料¹ 。

4 个错石样品分别采于抱板硅化混合岩和土外 山蚀变岩型金矿矿石
。

作者指出
, 4 个错石样

品的 U 一Pb 表观年龄为 8 83 ~ 14O6M a ,

反映变质前的抱板群地层为中一晚元古代
。

实际上 J

个样品所组成的不一致线给出上交点的年龄为 140 0 士 20 M a ,

下交点年龄为 的士 69 M a 。

据所

描述的错石特征不具碎屑铅石特点
,

一致曲线图谱也属幕铅丢失类型
,

所以 140 0M a 应代表错

石的形成年龄
。

然而土外山 ~ 抱板与二甲地区抱板群的错石年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

是不同

的形成时代或是其它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

不过这个数据又一次提供了与我们认识相同的抱

板群原岩时代的信息
。

三
、

二甲金矿床的矿石类型与金矿的成矿时代

矿石类型主要是硅质超糜棱岩型
,

其次是糜棱岩一千糜岩型 (关于金矿的成矿时代至令未

见报导 )
。

我们在 v : 7 一 ,

号矿体 (P D 20 号铜 口处 ) 采集了千糜岩型矿石 (含金 1一29 / t)
,

在薄片

中见 5 %左右的石英和长石斑晶
,

基质主要为细粒化了的石英亚晶粒和绢云母及少量黄铁矿

等共生矿物
,

此外还有晚期的方解石脉穿入
。

绢云母呈细鳞片状集合体
,

定向分布
,

按绢云母

的产状
,

它们是韧性剪切时期所形成的新生矿物
,

与金矿化可能是同期形成的
。

鉴于这种认

识
,

我们有可能用
‘OA r 一 ” A r 测年法获得绢云母的形成年龄

,

据此推定金矿的成矿时代
。

为

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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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3~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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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防止 A r 的丢失
,

岩石样品用手工粉碎
,

然后用提取沉积岩粘土矿物的方法获得样 品中的绢

云母
,

在提取绢云母时不断用 x 衍射法进行试样中矿物组分的监控测定
,

直到试样 中绢云母

含量最高
,

其它矿物含量最小为止
,

用这样的样品作为年龄试样
。

在我们的样品中绢云母含量

为 9 0 %土
,

石英和斜长石各占 5 % 士 (图 2 )
,

石英和斜长石显然不是新生矿物
,

而且其中会含

有微量 Ar
,

它作为继承 A r 的形式存在于试样之中
。

但由于 Ar 量很微
,

所以它带给绢云母的

年龄也不会很大
,

这样
,

我们把试样的年龄近似为绢云母的形成年龄是可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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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海南二甲金矿 v 。一 ,

千糜岩型矿石分离出的
‘。

Ar 一
‘,

七试样的矿物成分

Sh p w ln g the ~ er al ass oC ia t ion of a ‘。

Ar 一”

七 sa m p】e G A 5 3 ,

se Pa ra ted fr o m a

Au 一以级r in g

Ph y ll o n ite 一 ty pe ore V
, 7 一 , a t a jia

,

1组in an

A r 试样的快中子照射是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 49 一 2 反应堆 H
‘

孔照射的
,

照射

时间为 6 5 小时
,

快中子瞬间通量为 5
.

8 x lo
眨,

n/ 平方厘米
·

秒
。

累积通量为 1
.

3 X 10
1

场/ 平方

厘米
。

用优级纯硫酸钾
、

光谱纯氟化钙与样品一道放入反应堆中照射
,

干扰元素校正因子的测

定值为
: e

Z

= (
‘。

A r /
, ,

A r。 )
。。

= 0
.

0 0 0 2 4 0 ; e

一 (
, ,

A r /
, ,

A r。 ) co = 0
.

0 0 0 8 0 6 ; C
3

= (
‘。A r /

, ,

A r )
‘

一 。
.

0 0 4 7 8
。

工作标样采用国内标样 (房山黑云母 z B H 一 5) 监测快中子通量和取得照射参数 J

值
。

试样的同位素分析在英制 MM1 2 o o 质谱计上进行
,

析氢系统真空度约 1。一
,

Pa
, ‘

OA r 的热

本底约 1 0 一 1 3

m ol
, ’, A : 的热本底约 1 0 一

,

sm ol
,

样品的阶段温度保持 45 分钟
,

计算年龄常数为

入
‘。

K = 5
.

5 4 3 X 1 0一
, 。

年
一 ‘ 。

试样分析结果
,

全熔年龄为 2 2 5
.

6 士 ZM a ( 1 6 )
,

阶段升温测定共测量了 9 个阶段
,

从 2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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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 4 0 0 oC
,

只获得 7 1 5
0

~ 8 3 0℃ 阶段的坪年龄 2 2 8士 SM a ( 16 )
,

计算年龄用的 J 值为 0
.

0 16 8 2 1

(照射参数 )
。

由于分析上或样品上的原 因
,

没有获得理想的各加热阶段的坪谱年龄
,

因此只好

根据上述资料确定年龄值
。

按一般原理如果矿物中没有 Ar 的丢失
,

全熔年龄值与坪年龄值

在误差范围内是一致的
,

我们的试样也属此范列
,

据此选用 22 8士 SM a 作为绢云母的形成年龄

和千糜岩型金矿化时期
,

相当于中一上主叠纪
。

四
、

结 论

以上研究资料表明
,

抱板群的变质时期
、

即条纹一眼球状混合岩形成时期为 1 1 4 5摆M a ,

相当于蓟县 纪 〔3〕 ,

推断其原岩时代应为中元古代早期或更早一些
,

而不是寒武纪
,

它是广东~

桂东南一 海南地区到 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变质岩系
,

并可能是江南古陆的组成部分
。

晚

于抱板群的石碌群
,

据张仁杰 (1 9 8 9 )研究
,

该群的第六层宏观藻化石
,

其时代为青 白口 纪
〔叼 ,

这也是抱板群时代的一个佐证
。

二甲糜棱岩一 千糜岩型金矿的成矿时代为 2 28 士 SM
a ,

相当于

中一 晚三叠世界限年龄
,

这个时期的金矿化在广东还未发现¹ 。

这个数据不仅反映了金矿化

时代
,

同时也反映了戈枕断裂带的韧性动力作用时期
。

现在有一种观点
,

认为戈枕断裂带与广

东的吴川一 四会断裂带可以对 比和连接
,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

那就出现了一个值得令人注意的

地质作用
,

即从海南东方县二 甲至广东阳春县大王山到四会县石牛头之间的韧性断裂带的不

同部位
,

其韧性动力作用的时间也是不同的
,

二甲为 228 士 SM a ,

大王山为 20 6 士 1 IM a ,

石牛头

为 181 士25 M a 阁
,

其年龄值由 SW 至 N E 变小
,

这也许是戈枕一吴川一四会断裂带韧性动力作

用发展过程的反映
。

以上所述的初步研究资料和从中引出的一些认识
,

都有待于深化
。

但相

信
,

它们将有助于海南乃至更大范围的今后区域地质和矿产的研究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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