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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湖南尖峰岭矿床是一个典型的花岗岩型0>、-?和5@稀有金属矿床，为研究花岗岩成矿作用以及指导

湘南地区稀有金属找矿工作，采用A/B、,C2;+4和,4.法分析了与成矿有关的黑云母花岗岩、钠长石花岗岩及云英

岩的中主量、微量元素和挥发分。结果表明：钠长石花岗岩和云英岩中的4>3!（$"D7E!%8D%:E）和挥发分B
（!D86E!6D$8E）质量分数高，富&F!36（9D67E!!!D99E），且&／C-G"#D"，为过铝质岩石，全碱（!（-@!3HG!3）

I#D:#E!$D:!E）和!（C@3）（"D#E!6D88E）变化大，!（BJ!36）、!（+(3）、!（5>3!）、!（+K3）、!（2!3:）较低；

稀土元素组成具显著的.’负异常和“+”型四分组效应，强烈富集/?、5L、M、-?、5@元素，亏损N@、4O、5>元素。花

岗岩地球化学特征显示在演化过程中经历了高程度分异演化作用和岩浆不混溶作用，其挥发分B对稀有元素有明

显的富集作用，并制约着熔体／流体体系的地球化学行为及其成矿效应。钠长石花岗岩和云英岩的稀有金属富集成

矿受到岩浆不混溶作用、水岩反应、风化淋滤作用的共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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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尖峰岭稀有金属矿床位于南岭成矿带北东

向构造带的中段，耒阳+临武南北向构造的南端，属

于香花岭锡多金属矿田的一部分，是湘南地区一处

大型花岗岩型铌、钽稀有金属矿床。前人对该地区

的地质及矿产勘查及研究工作较多，集中于花岗岩

体成岩年代学（朱金初等，ABCC；轩一撒等，ABCD），矿

床地质构造及地球化学特征（黄蕴慧等，CEFF；姚锦

琪，CEEC；钟江临等，ABBG；袁顺达等，ABBF；张东亮

等，ABCA），以 及 成 矿 流 体（邱 瑞 照 等，CEEF；ABBA；

ABBH）等方面。而对于尖峰岭花岗岩演化阶段与稀

有金属成矿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从尖峰岭花

岗岩不同演化阶段的角度开展地球化学研究，旨在

剖析与稀有金属矿化密切相关的钠长石花岗岩及云

英岩的地球化学特征，探讨尖峰岭花岗岩的演化过

程及其与稀有金属成矿的关系。

C 区域地质概况

区内地层主要为泥盆系浅海相碳酸盐岩，围绕

花岗岩周边分布，石炭系主要为灰岩，位于矿区东南

角，北西部以寒武系变质砂岩为主，各系岩层多见蚀

变大理岩及矽卡岩等。区内构造简单，以北东向断

裂为主，断裂5C为滑动正断层，自深坑里延伸至炮

金山，走向北东，倾向南东，为本区赋矿及控矿构造，

沿断裂周边分布有铍矿床等。区内尖峰岭花岗岩沿

断裂侵入于泥盆系，在平面上呈近等三角形岩株展

布，接触面南缓而北东陡，尖峰岭地区花岗岩主要包

括黑云母花岗岩、钾长石花岗岩、斜长石花岗岩和钠

长石花岗岩，由于岩浆演化作用，岩性具分带性，可

分为I个岩性带（图C）。

云英岩带（!带）：为石英+黄玉云英岩。分布在

尖峰岭山顶，岩石呈灰白色，等粒状结构，由乳白色

石英（约EBJ）、黄玉和少量锂云母组成，钽铌铁矿、

锂云母矿化最富，本带厚约A"H-。稀有金属矿物

主要有锂云母、钽铌铁矿和细晶石，矿石平均品位：

=!AKL 为 BMBAIJ，>$AKL 为 BMBHAJ，?&AK 为

BMFAJ，N!AK为BMADJ。

风化钠长石花岗岩带（#带）。分布于!带外

围，呈不完整环带状，厚度D"CA-。细粒及等粒结

构，灰白色，风化后呈黄褐色，浅地表花岗岩风化成

高岭土。矿物组成主要为钠长石、斜长石、石英和云

母等，钠长石呈白色板状，钠长石风化后部分变成绢

云母，为细鳞片状集合体，形成绢云母云英岩。稀有

金属矿物主要有钽铌铁矿和细晶石。其中矿石平均

品位：=!AKL为BMBCLJ，>$AKL为BMBACJ，?&AK为

BMHIJ，N!AK为BMCEGJ。本带含矿甚好。

钠长石花岗岩带（$带）：分布在第#带之外围，呈

完整环带分布，厚度约AB"IB-。岩石主要呈细粒半

自形粒状结构，局部见中粒结构，颜色为白色或灰白

色。矿物主要由乳白色石英、斜长石、条板状钠长石

和锂云母组成，含锂白云母、黄玉及少量紫色萤石等。

本带为主要含矿带。稀有金属矿物主要有钽铌铁矿

和细晶石。其中矿石平均品位：=!AKL 为BMBCAJ，

>$AKL为BMBCDJ，?&AK为BMCHJ，N!AK为BMAFEJ。

斜长石花岗岩带（%带）：分布在第$带之外围，

厚度约AB"FB-。为中细粒结构，颜色为白色略显

粉红色。矿物主要为浅棕色黑鳞云母、微斜长石为

主，局部见方铅矿等硫化物。本带为工业矿体与非

工业矿体过渡带。稀有金属矿物主要为少量铌钽铁

矿，平 均 品 位：=!AKL 为 BMBBFIJ，>$AKL 为

BMBBFHJ。

斜长石+钾长石花岗岩带（&带）：分布于第%带

之外围，厚度约HB"FB-。中粒斑状结构，颜色为白

色至肉红色。矿物组成主要为钾长石、斜长石、黑鳞

云母和石英。其中，云母主要为棕色的黑鳞云母；斜

长石主要为微斜长石；钾长石呈肉红色；石英则为烟

灰色。本带矿化差。稀有金属矿物平均品位：=!AKL
为BMBBFHJ，>$AKL为BMBBGIJ ，?&AK为BMBIJ。

钾长石花岗岩带（’带）：分布于山脚一带，面积

广，厚度约FB"CLB-。中粒半自形粒状结构，颜色

为肉红色。岩性与第&带相比，黑鳞云母片度增大，

颜色棕色加深；长石以钾长石为主，颜色更显得红一

些。本带矿化很差。稀有金属矿物平均品位：=!AKL
为BMBBGFJ，>$AKL为BMBBLCJ，?&AK为BMCAJ。

黑云母花岗岩带（(带）：紧接第’带，岩石为半

自 形粒状结构，颜色为淡红色，矿物组成为石英、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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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风化钠长石花岗岩!件（其中"件已高岭土化），

!带中钠长石花岗岩样品!件，"带中黑云母花岗

岩样品!件，进行了主量元素及微量、稀土元素地球

化学分析。

!#! 测试方法

所有样品的测试分析均在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

心实验室完成。岩石样品经磨碎溶样处理后，采用

$射线荧光光谱法分析主量元素，仪器型号为荷兰

帕纳科公司%&’()*+,-()&$./0型光谱仪，主要工作

条件为：端窗铑靶$射线管，012345软件，6789:
满功率，$光管最大电压;;9<，最大电流"!=>&，

分析精度优于=?。岩石样品磨碎至!88目后，利用

酸溶法配制样品溶液，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法分析微量元素和稀有元素，仪器型号为@A&$B03C
4,3D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美国@E34>FG,DE34
公司），分析精度优于"8?。G元素采用离子选择性

电极法（.0H）分析，相对误差小于IJ?。

J 地球化学特征

对尖峰岭不同演化阶段的黑云母花岗岩、风化

花岗岩、钠长石花岗岩、云英岩样品进行了主量元

素、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分析。

"## 主量元素

表"中列出了尖峰岭花岗岩代表性样品的主量

元素分析结果及相关参数，这些样品代表了岩体不

同岩性带演化阶段。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相对

于黑云母花岗岩，主成矿阶段钠长石花岗岩和云英

岩主量元素具以下特征：

（"）!（0,/!）较 高，介 于K87;?#L67L=?之

间。投图钠长石花岗岩落在典型花岗岩区（图!(），

云英岩则落入硅英岩区域；

（!）!（&)!/J）较 高，介 于M7J;?#";7J?之

间，铝 饱 和 指 数（&／N’OP"#=J#=78;），均 大 于

"78"，样品投图显示均落入过铝质区域（图!Q），为过

铝质岩；

（J） 碱 含 量 变 化 较 大，!（’(!/RO!/）在

"7="?#K7=!?之间，O!/／’(!/比值变化较大，介

于"78#!M7!之间；

（6）贫G3!/J、ST/、@,/!、SU/，质 量 分 数 在

"?以下，低%!/=，质量分数远小于87"?，这与其他

富%!/= 稀 有 金 属 矿 床 明 显 不 同（吴 宗 絮，"ML=；

NE(223))3+()7，"MM!；杨泽黎等，!8"6）；

（=）!（N(/）变化大，在87"?#J766?之间，表

表# 尖峰岭矿床不同阶段花岗岩主量元素分析结果（!（$）／%）

&’()*# +’,-.*)*/*0123’1’-43544*.*0121’6*2’/7)*24.-/18*95’04*06)506-.*3*7-251（!（$）／%）

组分
黑云母花岗岩 钠长石花岗岩 风化花岗岩 云英岩

AGVB"B! AGVB"BL AGVB!B; AGVB!B"" AGVB!BM AGVB!B"! AGVB!BK

0,/! K6#JJ K6#=6 K8#; K!#=! K"#! =K#LM L6#L=
&)!/J "J#=6 "J#; ";#J "=#;J "=#;M !!#MM M#J;
G3!/J 8#=6 8#=" 8#8J 8#8= 8#86 8#"; 8#K=
G3/ "#8; 8#M= 8#!! 8#"; 8#!J 8#!! "#!6
N(/ 8#LL 8#M" J#66 !#!J !#!L J#K! 8#"
ST/ 8#8; 8#"6 8#8J 8#86 8#86 8#" 8#8L
O!/ =#8" =#KK J#=; J#L! J#K! M#!6 "#6;
’(!/ !#LK "#=6 J#6= J#K 6#JL "#;" 8#8=
@,/! 8#8J 8#86 8#8" 8#8! 8#8" 8#8" 8#8"
SU/ 8#8M 8#8M 8#8" 8#8" 8#8! 8#8J 8#!
%!/= 8#8" 8#8" 8#8" 8#8" 8#8" 8#8! 8#8"
V/. " "#6J "#M" "#=K "#LK J#J" "#8L
总和 MM#6! MM#=J MM#=K MM#K; MM#6M MM#J MM#"M

’(!/RO!/ K#LL K#J" K#8" K#=! L#" "8#L= "#="
O!/／’(!/ "#K J#K "#8 "#8 8#L =#K !M#!
W. M"#=K LM#LK L"#;L LK#!M LK#LJ K;#6" LL#!L
G3!/J@ "#== "#6" 8#!= 8#!" 8#!K 8#J; "#M!
&／’O "#JJ "#== "#K" "#=J "#68 "#L" =#;!
&／N’O "#"= "#J8 "#8J "#8M "#8! "#"L =#8;

注：比值单位为"。

!LL 矿 床 地 质 !8"K年

 
 

 

 
 

 
 

 



 
 

 

 
 

 
 

 



 
 

 

 
 

 
 

 



表! 尖峰岭矿床不同阶段样品微量、稀土元素分析结果（!（"）／#$%&）

’()*+! ’,(-++*+.+/01(/2,(,++(,03+*+.+/012(0(452655+,+/010(7+1451(.8*+15,4.03+96(/5+/7*6/74,+
2+84160（!（"）／#$%&）

组分
黑云母花岗岩 钠长石花岗岩 风化花岗岩 云英岩

!"#$%$& !"#$%$’ !"#$&$( !"#$&$%% !"#$&$) !"#$&$%& !"#$&$*

+, %(’* %*(- %.)& %/.% %//. .%&* %%’0

12 ’3./ %& %- %-3* %%3% %%% ’3&0

45 0*3) .03. &0 &0 %-30 &-3( %/30

6 0/ ..3% %)3( %-3. ’3& ’3// 03’’

7 .%/*& .*’*) &)/.- 0%()’ 0-’(’ *((*& %&%%/

42 &&3& &%3/ /-3. (%3. 0* (&3/ 003.

8, ()3/ ()3’ *)3’ )&3’ *)3( %-’ (*3(

9: *3* %.3* ’3/& /3’/ ’3*/ ..3& %3/)

; .03* .03* .03* .03* .03* ’*30 .03*

<: )03) )%3* 0.3& /*3* .&3’ .’3/ /&

=> (3*0 (3.* .3*( (3(& ( (3(* ’3%.

4? %*)3’ &0)3* /)3) %%)3) /)3) /)3) /)3)

#2 .&3/ .03/ 0-3. &%3* *3%* ’30& &%3)

@A )/3( %-. *(3( ..3) %.3& )3-0 (%3.

;: %&3/ %&3( ’3’% (3’% &3/’ &3’ /3’%

8B ..3* .03* &03/ %)3) *3(0 )3-* %.3&

9C %03. %03/ /3*% /3.) &3&’ &3’* &3)%

DE -3-/ -3-/ -3-/ -3-/ -3-/ -3-( -3-/

FB %. %.3. .3-. .3.& %3)) &3// %3.)

4, &3’0 03&% %3-( %3%& -3/. -3(/ -3&)

GH %’3( &&3/ *3.. ’3%/ 03)% .3/( %3/(
=I 03*/ .3). %3.( %3(( -3’0 -3)( -3&(
D: %&3) %*30 /3/ (3./ 03&& 03.’ -3).
4C &3-( &3’ %3%& %3&& -3(/ -3() -3%*
J, %.3’ &-3% )3/* %-3( /3) (3-0 %3&/
#E &3%’ &3)) %30) %3(& -3). -3)0 -3%)
J %%. %/) &&3/ 0%3* %.3* &%3. 03%

!+DD &*)3) 0-/3( %*(3* %0.3% /%3) /&3- %%&3.
#+DD &-’3’ &%*3. %./3% )’3) 003) 0&3& %-(30
=+DD *%3% ’’3& 0%3( 0/3& %’3- %)3) (3&

#+DD／=+DD &3) &3/ .3( &3’ %3) %3( %*30
（#2／J,）8 &3% %3( &30 %3/ -3) %3- %&3(
"DE -3-% -3-% -3-0 -3-0 -3-* -3-* -3-*
"@A %3-& %3-) %3%/ -3)% -3’% -3.( %300
7／+, &.3( &*3& %)3’ &-3( %)3) %’3( %-3&
<:／=> %.3- %.3& *3& ’3* *3% *30 (3.

注：比值单位为%。

不同，其中!（#?）为(&K’L%-M(#%(-’L%-M(，表现

为在云英岩中强烈富集；!（1A）为/K’%L%-M(#
%’%/L%-M(，!（8,）为(*K(L%-M(#%-’L%-M(，

!（42）为&%K/L%-M(#(&K/L%-M(，!（+,）为%%’0
L%-M(#.%&*L%-M(，表现为在钠长石花岗岩和风

化花岗岩中强烈富集。反映出岩浆演化到钠长石花

岗岩和云英岩阶段是主要成矿阶段。挥发分"的质

量分数（-K’)N#/K-’N）从黑云母花岗岩到钠长石

花岗岩逐渐升高，随着"含量的增加，稀有金属矿化

明 显增强，表明挥发分"与稀有金属矿化存在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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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有金属花岗岩成因

"#、$%、&’、(#等稀有元素主要富集在钠长石花

岗岩及云英岩中。关于华南地区钠长石花岗岩和云

英岩的成因有交代作用（)*+,%-!，./01；袁忠信等，

./02）和岩浆作用（周凤英等，.//3；王联魁等，.///；

4555%；4555#；67,’8’7+,%-!，.///）4种观点，近年来

的实验研究及成矿流体研究证实，岩浆分异作用是

其形成的主要机制。如栗木和宜春雅山含钽铌钠长

石花岗岩是岩浆分异形成的（9:--%;<+,%-!，.//.；

=’7+,%-!，.//3；>?*+,%-!，455.；杨泽黎等，45.1），

香花岭矿区的翁岗岩脉、伟晶岩和细晶岩也是主体

岩石 进 一 步 结 晶 分 异 产 生 的（ 朱 金 初 等，.//@；

.//A），道县正冲矿床中云英岩的地球化学研究也表

明其属于岩浆成因（文春华等，45.A）。

邱瑞照等（.//0）对尖峰岭花岗岩开展了流体包

裹体研究，发现深部黑鳞云母花岗岩（!带）以熔融

包裹体为主，均一温度为215B，浅部钠长石花岗岩

（"带）以熔融C流体包裹体为主，均一温度为@05#
155B，且具不混溶特征。邻近的癞子岭花岗岩的包

裹体实验研究，也发现黑鳞云母花岗岩出现熔融包

裹体现象，均一温度范围在205#0A5B之间，钠长石

花岗 岩 中 主 要 为 熔 融 包 裹 体，均 一 温 度 为255#
2/5B，黄玉云英岩中出现熔融包裹体和熔融C流体

包裹体共存现象，均一温度为135#A05B（周凤英

等，.//3）。熔融包裹体是岩浆包裹体（或称硅酸盐

熔融包裹体），是典型的 岩 浆 成 因（卢 焕 章，.//A；

45..）。尖峰岭钠长石花岗岩中熔融包裹体的存在，

是岩浆成因的直接证据。

地球化学分析表明，在主量元素哈克图解（图@）

中，钠长石花岗岩和云英岩中主量元素含量随着

D’E4含量增加出现一高一低的变化现象，表明岩浆

演化后期可能存在熔体C流体液态不混溶分离作用

（王联魁等，4555#）；并且微量元素蛛网图（图1%）反

映出尖峰岭花岗岩经历了强烈的岩浆分异演化作

用，稀土元素配分图（图1#）中存在“F”型四分组效

应，是岩浆演化晚期熔体C流体相互作用所造成的

（赵振华等，.//4；G%*，.//A）。因此，云英岩应是岩

浆演化后期阶段熔体C流体不混溶作用的产物。

!!# 花岗岩演化与稀有金属成矿机制

1!@!. 花岗岩演化过程

如前所述，尖峰岭花岗岩成岩、成矿物质源自壳

C幔混合作用形成，在向上侵位过程中演化成富挥发

分（H、)4E、I-等）、稀有元素（"#、$%、&’、(#）以及J
和"%等元素的花岗质岩浆。首先分离结晶出黑云

母花岗岩，当岩浆演化到后期，由于H、)4E等挥发

分逐渐富集，这种富挥发分的熔体快速与母岩浆分

离，促进不混溶作用的发生。在不混溶过程中，"%
较J更 加 亲 和 于 富 氟 熔 体（K;%L+7’,MN’O+,%-!，

.//1），因此，"%富集在挥发分熔体中，J富集在硅

酸盐熔体中。并且，由于H含量增加可以降低熔体

结晶温度，使钠长石的结晶温度低于钾长石的结晶

温度，从而"%能够迁移较长的距离，从而产生"%
与J分离，形成钠长石花岗岩常常位于钾长石花岗

岩之上的分带现象。由于H对稀有金属元素有较强

的亲和力（J+88-+;，.//@；$?:L%M+,%-!，4553），与

稀有金属组成各类络合物，携带成矿元素一起迁移

和富集，造成许多成矿元素在钠长石花岗岩阶段富

集（$?:L%M+,%-!，455A）。

岩浆进一步演化到熔体C流体阶段，挥发分和

D’E4过饱和，&’H等络合物一起迁移，H与&’的关系

最为密切（刘英俊等，./01），在岩体顶部形成云英

岩，同时，促进了锂矿化。

1!@!4 稀有金属成矿机制

挥发分，特别是H，可以与稀有金属形成络合物

迁移，同时挥发分还制约着熔体／流体体系的地球化

学行为及其成矿效应（张德会，4553），是控制稀有金

属元素成矿的关键因素。从图3中可以看出，随着H
含量逐渐升高，"#／$’、$%／$’比值明显升高，与H呈

正相关关系；而J／(#、>;／)P、"#／$%、!(QQ呈降低

趋势，与H呈反相关关系。这些元素对在元素晶体

化学性质上都很相似，常在矿物中发生类质同象置

换，随着岩浆分异作用加强，它们的地球化学行为出

现了一定差异，元素对中某一元素含量增加，另一元

素含量降低或增加缓慢。即"#、$%、)P等元素随岩

浆分异演化程度增加而增加，而$’、J、!(QQ等元

素与之相反而降低。因此，这些元素对比值的变化反

映了尖峰岭花岗岩经历了高分异演化过程，同时也表

明稀有元素随H含量的增加而增加的变化趋势。

主量元素哈克图解（图@）和稀土元素配分模式

图（图1#）显示出的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尖峰岭花岗

岩在岩浆演化后期发生了熔体C流体液态不混溶分

离作用。流体包裹体研究也反映出钠长石花岗岩发

育熔 融C流 体 包 裹 体，具 不 混 溶 特 征（邱 瑞 照 等，

.//0）。不混溶作用影响岩浆C流体体系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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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阶段，钠长石花岗岩和云英岩阶段岩石具高

!"#$（%&’() !*+’*,)），富 -.$#/（0’/() !
1(’/)），铝 质 过 饱 和（-／23451’,/!,’&(）；碱

（36$#74$#）（1’,1)!1&’*,)）和26#（&’**)!
/’++)）变化大，在钠长石花岗岩中，碱、钙含量较

高；89$#/、:;#、<"#$、:=#、>$#,含量较低。

（$）黑云母花岗岩、钠长石花岗岩和云英岩微

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显示花岗岩具岩浆演化的特

征，三类岩石富集?@、<A、B、3@、<6等元素，亏损高

场强元素C6、!D、<"等；在黑云母花岗岩中，稀土元

素总量高（!?EE5$%0’0F1&G(!/&,’(F1&G(），

而钠长石花岗岩和云英岩中，稀土元素总量较低

（!?EE5,1’0F1&G(!1%(’%F1&G(），且铕负异常

显著（"EH5&’&1!&’&%），并出现稀土元素“:”型四

分组效应。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显示钠长石花岗岩属于

岩浆成因，而云英岩则是岩浆演化后期熔体I流体不

混溶作用的产物。稀有金属成矿作用受岩浆不混溶

作用、水岩反应、风化淋滤作用的共同制约，4／?@比

值可以作为花岗岩矿化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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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6KK9..C^6=N Â"J9-X?Q100$Q_I6=N!IJYK9;D6="J9V"=JA9‘6OAS

.6=8U.NC9.J［X］Q<D6=V6OJ"U=VUTJA9?UY6.!UO"9JYUTEN"=@HD;A：

E6DJA!O"9=O9V，*/：1I$(Q

aD6R9="JVP"Y[36=N!A9P"=6<_Q100+Q>A6V9D9.6J"U=VA"KV"=JA9

."ZH"NHVK6DJUT6;D6="J"OVYVJ9ROU=J6"="=;T.HUD"=9［X］Qa9UOA9RQ

_=JQ，/1（1）：,$I%&Q

\H!b，!H=:]6=N[6=]8Q10*+Q-="RKUDJ6=JR9J6..U;9=9J"O

RUN9.TUD^，!=6=ND6D9;D6="JUKA".99.9R9=JUD9N9KUV"JVD9.6J9NJU

R9J6VUR6J"O6..Y6.J9D9N;D6="J9V［-］Q_=：bH4c6=N<Ha2，9NVQ

a9U.U;YUT;D6="J9V6=NJA9"DR9J6..U;9=9J"OD9.6J"U=V［2］Q>DUO99NS

"=;VUTJA9_=J9D=6J"U=6.!YRKUV"HR，36=d"=;B="M9DV"JYQC9"d"=;：

!O"9=O9>D9VVQ,10I,/*Q

\H6=;[\，eH!\6=N]AUHb]Q10**Q<A9b"6=;AH6."=;DUOP，N9S

KUV"J6=NR"=9D6.［:］QC9"d"=;：!O"9=O96=N<9OA=U.U;Y>H@."VA"=;

\UHV9VQ1I$1$（"=2A"=9V9）Q

49KK.9D\Q100/Q_=T.H9=O9UTT.HUD"=9U=JA99=D"OAR9=JUTA";AT"9.N

VJD9=;JAJD6O99.9R9=JV"=;D6="J"ODUOPV［X］Q2U=JD"@Q:"=9D6.Q

>9JDU.Q，11+：+%0I+**Q

‘"=e!Q100/Q2URK6D"VU=VJHNYUTJA9+1+UD9N9KUV"Jf"JA‘"RHUD9S

T"9.N［X］Q:"=9D6.?9VUHDO9V6=Na9U.U;Y，%（+）：$($I$((（"=2A"=9V9

f"JAE=;."VA6@VJD6OJ）Q

‘"H2!，]AHX2，!A9=^]6=NbH!XQ100&Q2.6VV"T"O6J"U=6=NVUHDO9

R6J9D"6.VUTOU=J"=9=J6.ODHVJJD6=VTUDR6J"U=V9D"9V;D6=JU"NV"=VUHJA

2A"=6［X］Q-OJ6a9U.U;"O6!"="O6，(+（1）：+/I,$（"=2A"=9V9f"JA

E=;."VA6@VJD6OJ）Q

‘"H[X，26U‘:，‘"]‘， 6̂=;\3，2AH<c6=N]A6=;X?Q

10*+QE.9R9=J;9UOA9R"VJDY［:］QC9"d"=;：!O"9=O96=N<9OA=U.U;Y

>H@."VA"=;\UHV9VQ1I,+(（"=2A"=9V9）Q

‘H\]Q100(Q:6;R6J"OT.H"NIR6;R6J"O6=NT.H"N"=O.HV"U=VVJHN"9VU=

;D6="J9V，!UHJA2A"=6［X］QXUHD=6.UTaH"."=_=VJ"JHJ9UT<9OA=U.U;Y，

1(（1）：1I1/（"=2A"=9V9f"JAE=;."VA6@VJD6OJ）Q

‘H\ ]Q$&&1Q8.H"N"RR"VO"@"."JY6=NT.H"N"=O.HV"U=V［X］Q-OJ6

>9JDU.U;"O6!"="O6，$%（,）：1$,/I1$(1（"=2A"=9V9f"JAE=;."VA6@S

VJD6OJ）Q

:"NN.9RUVJE-4Q100+36R"=;R6J9D"6.V"=JA9R6;R6／";=9UHVDUOP

VYVJ9R［X］QE6DJA!O"9=O9?9M"9fV，/%：$1,I$$+Q

:"..9D286=N:"JJ.9T9A.NJe^Q10*$Qe9K.9J"U=UT.";AJD6D9I96DJA9.9S

R9=JV"=T9.V"OR6;6RV［X］Qa9U.U;Y，1&：1$0I1//Q

3UQ$/*!HDM9Y>6DJYUT:9J6..HD;"O6.6=Na9U.U;"O6.>DUVK9OJ"=;CHS

D96H，\H=6=>DUM"=O9Q10%+Qa9U.U;"O9gK.UD6J"U=D9KUDJUTX"6=S

T9=;."=; <6I3@UD9N9KUV"J，b"6=;AHKH R"="=;6D96，\H=6=

>DUM"=O9［?］Q1I1&+（"=2A"=9V9f"JAE=;."VA6@VJD6OJ）Q

>U..6DN>X6=N<6Y.UD?>Q1001Q>9JDU;9=9J"O6=NR9J6..U;9=9J"O"RS

K."O6J"U=VUTJA9UOOHDD9=O9UTJUK6WI‘"IR"O6;D6="J96JJA9["OAH=

<6I3@I‘"R"=9，X"6=;g">DUM"=O9，!UHJA2A"=6［-］Q_=：>6;9.:

6=N‘9DUYX，9NVQ!UHDO9，JD6=VKUDJ6=NN9KUV"J"U=UTR9J6.V［2］Q

?UJJ9DN6R：C6.P9R6--Q%*0I%01Q

c"H?]，]AUH!，2A6=;\‘，eH!\6=N>9=;!CQ100*Q?U.9UTJA9

VHK9DOD"J"O6.T.H"N"=JA9KDUO9VVUT;D6="J"ODUOPITUDR"=;6=N

R"=9D6."W6J"U=J6P"=;JA9;D6="J"O3@I<6N9KUV"J"=b"6=;AH."=;6D96

6V6=9g6RK.9［X］Qa9U.U;"O6.!O"9=O96=N<9OA=U.U;Y_=TUDR6J"U=，

1%：+&I++（"=2A"=9V9f"JAE=;."VA6@VJD6OJ）Q

c"H?]，]AUH!，2A6=;\‘，eH!\6=Nb"6U?Q$&&$QEMU.HJ"U=UT

D6D996DJA9.9R9=JVUT;D6="JU"N"=b"6=;AH6."=;6D96，\H=6=［X］Q

a9UVO"9=O9，1(（1）：,/I,*（"=2A"=9V9f"JAE=;."VA6@VJD6OJ）Q

c"H?]，e9=;X8，26"][，]AUH!，2A6=;\‘6=NeH!\Q$&&/Q

3N"VJUK"OOA6D6OJ9D"VJ"OV6=N;9=9V"VUTb"6=;AH."=;+/&;D6="J"O

@UNY，\H=6=>DUM"=O9［X］Q-OJ6>9JDU.U;"O69J:"=9D6.U;"O6，$$（1）：

+$I+(（"=2A"=9V9f"JAE=;."VA6@VJD6OJ）Q

<AUR6V?，8UDVJ9D\，?"OP9DV46=N 9̂@VJ9DXeQ$&&,Q8UDR6J"U=UT

&0* 矿 床 地 质 $&1%年

 
 

 

 
 

 
 

 



!"#$!%!&’()$*+,,’-$./0%!&#1$2+#*.3023-,’-$.#,!$%2&1&/*-

-/$*34-*11!$!3#*2#*.3.1,*4,&’!5.&5!-#*3)4$23*#!%24%20：6%!&#／

1&/*-)*3+&/0*.30#/-’［7］89.3#$*:8;*3!$2&8<!#$.&8，=>?：@?A)BC=8

D,.%20E，F!:0#!$7G，E,!-!G，H!*1!$#F，E*+I!$0J，(.$0#!$K7，

K!*3$*+,F23-G25*-0.3<8ACCB8D,!#$230*#*.31$.%L!$2&/%*M

3./0#.L!$2&I2&*3!4$23*#!%!&#0：N5*-!3+!1$.%%!&#*3+&/0*.3023-

2++!00.$’%*3!$2&0［7］8O*#,.0，P=：=QR)=>P8

H/3HH23-;+G.3./4,F(8=P?P89,!%*+2&23-*0.#.L*+0’0#!%2#*+0

.1.+!23*+:202&#0：S%L&*+2#*.301.$%23#&!+.%L.0*#*.323-L$.+!00M

!08S3：H2/3-!$06G23-T.$$’;7，!-08;24%2#*0%*3#,!U+!23

V20*30［7］8W!.&.4*+2&H.+*!#’HL!+*2&</:&*+2#*.3，>A（=）：Q=Q)

Q>@8

F234OJ，F234K(23-K/234XO8=PPP8D,!4!.+,!%*+2&*3-*+2M

#$*"!0.1#,!ENN*3O*)(4$23*#!&*Y/*-0!4$!42#*.3［7］86+#2<!#$.M

&.4*+2H*3*+2，=@（A）：=RC)=?C（*39,*3!0!Z*#,N34&*0,2:0#$2+#）8

F234OJ，F234K(23-K/234XO8ACCC28W!.+,!%*+2&*3-*+2#.$0

.1#$2+!!&!%!3#*3O*)(4$23*#!&*Y/*-0!4$!42#*.3［7］86+#2

<!#$.&.4*+2H*3*+2，=B（A）：=>@)=@A（*39,*3!0!Z*#,N34&*0,2:M

0#$2+#）8

F234OJ23-K/234XO8ACCC:8O*Y/*-0!L2$2#*.323-!"L!$*%!3#*3

O*)(4$23*#!［;］8V!*[*34：H+*!3+!23-D!+,3.&.4’</:&*0,*34

K./0!08=)APC（*39,*3!0!）8

F!39K，O/.\]23-O*H;8AC=B8W!.+,!%*+2&+,2$2+#!$*0#*+023-

%*3!$2&*̂2#*.3.14$!*0!30*3X,!34+,.34$2$!%!#2&-!L.0*#.1G2."*M

23，K/323［7］87./$32&.1W/*&*3_3*5!$0*#’.1D!+,3.&.4’，QB（=）：

=AQ)=QC（*39,*3!0!Z*#,N34&*0,2:0#$2+#）8

F/X\8=P?@8W!.+,!%*+2&+,2$2+#!$*0#*+0.10.%!$2$!!&!%!3#:!2$*34

4$23*#!0*30./#,!20#9,*3223-#,!L,’0*+.+,!%*+2&+.3-*#*.3.1#,!*$

1.$%2#*.3［7］86+#2<!#$.&.4*+2H*3*+2，=（=）：Q>)>?（*39,*3!0!

Z*#,N34&*0,2:0#$2+#）8

\/23]H，]/23HG，]/23]V23-;*7E8AC=>8X*$+.3_)<:24!，

4!.+,!%*0#$’23-L!#$.4!3!0*0.17*2341!34&*34L&/#.3*30./#,!$3

K/323<$.5*3+!［7］8;*3!$2&G!L.0*#0，QQ（B）：=QRP)=QPC（*39,*M

3!0!Z*#,N34&*0,2:0#$2+#）8

]234XO，‘*/7H，\*34W(，]/; W23-X,2.7O8AC=>8

<!#$.4!3!0*023-%242#*+!5.&/#*.3.1#,!]20,234$23*#!L&/#.3*3

]*+,/3， 7*234"* <$.5*3+!， 23- #,!*$ +.30#$2*3#0 .3

%*3!$2&*̂2#*.3［7］86+#2W!.&.4*+2H*3*+2，??（@）：?@C)?B?（*39,*M

3!0!Z*#,N34&*0,2:0#$2+#）8

]2.7‘8=PP=8H.%!4!.+,!%*+2&+,2$2+#!$*0#*+0.1\*234,/2&*34#*3)

L.&’%!#2&&*+-!L.0*#［7］8;*3!$2&E!0./$+!023-W!.&.4’，@（>）：

QA@)QAB（*39,*3!0!Z*#,N34&*0,2:0#$2+#）8

]*3O，<.&&2$-<7，K/H\23-D2’&.$EW8=PP@8W!.&.4*+23-4!.M

+,!%*+2&+,2$2+#!$*0#*+0.1#,!]*+,/3D2)T:)O*-!L.0*#，7*234"*

<$.5*3+!，H./#,9,*32［7］8N+.38W!.&8，PC：@RR)@?@8

]/23HG，<!347D，O*\‘，<!34‘O，(/]X，H,!3T<23-X,234

GO8ACC?892$:.3，."’4!323-0#$.3#*/%*0.#.L!4!.+,!%*0#$’.1

+2&+*#!01$.% #,! \*234,/2&*34#*3)L.&’%!#2&&*+-!L.0*#，K/323

<$.5*3+!［7］86+#2W!.&.4*+2H*3*+2，?A（==）：=@AA)=@QC（*39,*3!0!

Z*#,N34&*0,2:0#$2+#）8

]/23X\，V2*W23-]234]‘8=P?R86-*0+/00*.3.3L!#$.4!3!0*0.1

$2$!%!#2&4$23*#!0［7］8;*3!$2&G!L.0*#0，（=）：??)P>（*39,*3!0!

Z*#,N34&*0,2:0#$2+#）8

X,234GK8ACC@8H.%!L$.:&!%0.3#,!4!.+,!%*0#$’.1.$!)1.$%*34

L$.+!00!0［7］8W!.&.4*+2&V/&&!#*3.19,*32，A>（=C)==）：??@)?P=（*3

9,*3!0!Z*#,N34&*0,2:0#$2+#）8

X,234GO，<!347D，(/]X23-<!34W\8AC=A8E2$!)!2$#,!&!%!3#

4!.+,!%*0#$’*392):!2$*34%*3!$2&01$.%#,!\*234,/2L/#/340#!3

-!L.0*#，K/323<$.5*3+!，9,*32［7］86+#2<!#$.&.4*+2H*3*+2，A?

（=）：B@)R>（*39,*3!0!Z*#,N34&*0,2:0#$2+#）8

X,2.XK8=P??86$!L.$#2:./##!#$2-!11!+#0.11$2$!)!2$#,!&!%!3#0*3

4$23*#!0［7］8W!.&.4’W!.+,!%*0#$’，（=）：R=)RA（*39,*3!0!Z*#,

N34&*0,2:0#$2+#）8

X,2.XK，;20/-2623-H,2:23*;V8=PPA8D!#$2-!11!+#0.1$2$!)

!2$#,!&!%!3#0*3$2$!)%!#2&4$23*#!0［7］8W!.+,*%*+2，（Q）：AA=)AQQ

（*39,*3!0!Z*#,N34&*0,2:0#$2+#）8

X,.347O23-O*9<8ACCB8W!.&.4*+2&+,2$2+#!$*0#*+023-4!3!0*0.1

\*234,/2&*340I2$3#’L!#*3-!L.0*#［7］8;*3!$2&E!0./$+!023-

W!.&.4’，AC（A）：=>R)=@=（*39,*3!0!Z*#,N34&*0,2:0#$2+#）8

X,./(]，X,/7923-F234E98=PP@860#/-’.31&/*-)%!&#*3+&/M

0*.30*3#.L2̂ 4$!*0!301$.%#,!O2*̂*&*344$23*#!)-*0+/00*.3.3#,!

4!3!0*0.1#.L2̂4$!*0!3［7］86+#2;*3!$2&.4*+2H*3*+2，=@（Q）：A@P)

AB>（*39,*3!0!Z*#,N34&*0,2:0#$2+#）8

X,/79，O*EJ，O*(9，\*.34\O，X,./(]23-K/234\O8ACC=8

D.L2̂)2&:*#!4$23*#!023-$2$!)%!#2&%*3!$2&*̂2#*.3*3#,!O*%/-*0M

#$*+#，W/234"*<$.5*3+!，0./#,!20#9,*32［7］8;*3!$2&*/%G!0L.0*M

#2，QB（@）：QPQ)>C@8

X,/79，O*/F\23-X,./(]8=PPQ8U34.3*#!23-#.L2"*#!*3-*I!

T.8>Q=.1\*234,/2&*34-*0#$*+#23-#,!*$0L2#*2&̂.32#*.323-4!3!#*+

$!&2#*.30,*L［7］86+#2<!#$.&.4*+2H*3*+2，P（A）：=@?)=BB（*39,*3!0!

Z*#,N34&*0,2:0#$2+#）8

X,/79，O*EJ，X,./(]，F234E9，\*.34\O23-\/KX8=PPB8

W!3!0*0.120’%%!#$*+2&&’&2’!$!- L!4%2#*#! 2L&*#! -’I!0 .1

H,/*"*%*2.%*3!，O*%/-*0#$*+#，W/234"*［7］8W!.+,*%*+2，A@（=）：

=)P（*39,*3!0!Z*#,N34&*0,2:0#$2+#）8

X,/79，F234E9，O/77，X,234K，X,234FO，\*!O23-X,234E

‘8AC==8($2+#*.32#*.3，!5.&/#*.3，L!#$.4!3!0*023-%*3!$2&*̂2#*.3

.1O2*̂*&*344$23*#!L&/#.3，0./#,!$3K/323<$.5*3+!［7］8W!.&.4*+2&

7./$32&.19,*32_3*5!$0*#*!0，=R（Q）：?=)QPA（*39,*3!0!Z*#,N34M

&*0,2:0#$2+#）8

X,/79，E2.V，\*.34\O，O*(923-X,234<K8ACCA89.%L2$*0.3

23-4!3!#*+*3#!$L$!#2#*.3.1O*)($*+,，$2$!)%!#2&:!2$*344$23*#*+

=P?第QB卷 第>期 文春华等：湖南尖峰岭稀有金属花岗岩地球化学特征及成矿作用

 
 

 

 
 

 
 

 



!"#$%［&］’()"#*+,+#-，./（0）：/1/2/30（+45*+4)%)6+7*849:+%*

-;%7!-#7）’

附中文参考文献

湖南冶金二三八勘探队’/<=1’湖南临武香花铺矿区尖峰岭钽铌矿床

地质勘探总结报告［>］’/2/?1’

黄蕴慧，杜绍华，周秀仲’/<@@’香花岭岩石矿床与矿物［A］’北京：北

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

林德松’/<<.’1/1矿床和栗木矿田的对比特征研究［&］’矿产与地

质，=（1）：0B020BB’

刘昌实，朱金初，沈渭洲，徐士进’/<<?’华南陆壳改造系列花岗岩类

型划分和成岩物质来源［&］’地质学报，B1（/）：1.230’

刘英俊，曹励明，李兆麟，王鹤年，储同庆，张景荣’/<@1’元素地球化

学［A］’科学出版社，/231B’

卢焕章’/<<B’华南花岗岩的岩浆与岩浆2流体包裹体及其意义［&］’

桂林工学院学报，/B（/）：/2/.’

卢焕章’0?//’流体不混溶性和流体包裹体［&］’岩石学报，0=（3）：

/03.2/0B/’

邱瑞照，周肃，常海亮，杜绍华，彭松柏’/<<@’超临界流体在花岗岩成

岩成矿过程中的作用———以香花岭花岗岩型铌钽矿床（1.?）为

例［&］’地质科技情报，/=：1?211’

邱瑞照，周 肃，常海亮，杜绍华，肖润’0??0’香花岭花岗岩稀土元素演

化［&］’现代地质，/B（/）：3.23@’

邱瑞照，邓晋福，蔡志勇，周肃，常海亮，杜绍华’0??.’湖南香花岭1.?

花岗岩体CD同位素特征及岩石成因［&］’岩石矿物学杂志，00

（/）：1021B’

王联魁，王慧芬，黄智龙’/<<<’E+2F花岗岩液态分离的稀土地球化学

标志［&］’岩石学报，/3（0）：/=?2/@?’

王联魁，王慧芬，黄智龙’0???-’E+2F花岗岩液态分离的微量元素地

球化学标志［&］’岩石学报，/B（0）：/132/30’

王联魁，黄智龙’0???;’E+2F花岗岩液态分离与实验［A］’北京：科学

出版社’/20<?’

文春华，罗小亚，李胜苗’0?/B’湖南道县正冲稀有金属矿床云英岩的

地球化学特征及成矿约束［&］’桂林理工大学学报，.B（/）：/0.2

/.?’

吴宗絮’/<@3’华南某些含稀有元素花岗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形成

的物理化学条件［&］’岩石学报，/（/）：.121@’

轩一撒，袁顺达，原垭斌，弥佳茹’0?/1’湘南尖峰岭岩体锆石G2H;年

龄、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矿床地质，..（B）：/.=<2/.<?’

杨泽黎，邱检生，邢光福，余明刚，赵姣龙’0?/1’江西宜春雅山花岗岩

体的成因与演化及其对成矿的制约［&］’地质学报，@@（3）：@3?2

@B@’

姚锦琪’/<</’香花岭锡多金属矿床某些地球化学特征［&］’矿产与地

质，3（1）：.032.0B’

袁顺达，彭建堂，李向前，彭麒麟，符亚州，沈能平，张东亮’0??@’湘南

香花岭锡多金属矿床5、I、J!同位素地球化学［&］’地质学报，@0

（//）：/3002/3.?’

袁忠信，白鸽，杨岳清’/<@=’稀有金属花岗岩型矿床成因讨论［&］’矿

床地质，（/）：@@2<1’

张德会’0??3’关于成矿作用地球化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地质通

报，01（/?2//）：@@32@</’

张东亮，彭建堂，符亚洲，彭光雄’0?/0’湖南香花铺钨矿床含钙矿物

的稀土元素地球化学［&］’岩石学报，0@（/）：B32=1’

赵振华’/<@@’花岗岩中发现稀土元素四重分布效应的初步报道［&］’

地质地球化学，（/）：=/2=0’

赵振华，A-%KD-L，J*-;-4+AM’/<<0’稀有金属花岗岩的稀土元素四

分组效应［&］’地球化学，（.）：00/20..’

钟江临，李楚平’0??B’湖南香花岭矽卡岩型锡矿床地质特征及控矿

因素分析［&］’矿产与地质，0?（0）：/1=2/3/’

周凤英，朱金初，王汝成’/<<3’癫子岭黄玉云英岩中流体2熔融包裹体

研究———黄玉云英岩成因的探讨［&］’矿物学报，/3（.）：03<20B1’

朱金初，刘伟新，周凤英’/<<.’香花岭1./岩脉中翁岗岩和黄英岩空

间分带和成因关系［&］’岩石学报，<（0）：/3@2/BB’

朱金初，李人科，周凤英，王汝成，熊小林，许红忠’/<<B’广西栗木水

溪庙不对称层状伟晶岩2细晶岩岩脉的成因讨论［&］’地球化学，

03（/）：/2<’

朱金初，饶冰，熊小林，李福春，张佩华’0??0’富锂氟含稀有矿化花岗

质岩石的对比和成因思考［&］’地球化学，./（0）：/1/2/30’

朱金初，王汝成，陆建军，张辉，张文兰，谢磊，章荣清’0?//’湘南癞子

岭花岗岩体分异演化和成岩成矿［&］’高校地质学报，/=（.）：@/2

.<0’

0<@ 矿 床 地 质 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