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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建霞浦大湾钼铍矿床产于火山岩区，但成矿作用可能与岩浆活动和裂隙构造关系密切。为查清矿

区隐伏的钠长石化碱长花岗岩与钼铍矿成矿作用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ＬＡ－ＩＣＰ－ＭＳ）对碱长花岗岩进行锆石Ｕ－Ｐｂ测年研究，获得年龄结果为９３．０±０．６Ｍａ，与矿区的辉钼矿
成矿年龄（９２．２±１．３Ｍａ）一致，表明碱长花岗岩与钼铍矿成矿作用时空上具有密切的成因联系，岩浆活动
可能为矿区钼铍矿的形成提供了成矿物质和成矿流体。结合区域上的成岩成矿年代学数据，本研究认为福

建省燕山期岩浆活动时代与钼铍矿成矿时代都具有从西向东逐渐变新的时空分布规律，钼铍矿的成矿地质

构造背景为燕山期华南岩石圈伸展环境。

关键词：大湾钼铍矿；碱长花岗岩；成岩时代；时空联系；地质背景

要点：

（１）运用ＬＡ－ＩＣＰ－ＭＳ对福建霞浦大湾钼铍矿床的碱长花岗岩进行锆石Ｕ－Ｐｂ测年研究。
（２）碱长花岗岩的锆石Ｕ－Ｐｂ年龄与矿区的辉钼矿成矿年龄一致。
（３）钼铍矿的成矿地质构造背景为燕山期华南岩石圈伸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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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第一钼资源大国［１－２］。华南是中国

钼矿的重要产地，目前已发现的钼矿床（点）超过４６
个，钼金属量超过１．８万吨，约占中国钼矿总量的
１０％［３］。福建省位于环太平洋成矿带与南岭成矿

带的交汇处，钼成矿条件特殊。近年来福建省钼矿

找矿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先后发现一批不同规模

的钼矿床，如位于政和—大浦断裂带以西的浦城上

厂［４］、武夷山上西坑、坪地［５－６］、漳平北坑场［７］、永

定山口［８－９］、上杭紫金山罗卜岭［１０－１１］、平和福里石

等［１２］；政和—大浦断裂带以东的霞浦大湾［１３－１４］、周

宁咸格［１５］、古田西朝［１６］、仙游砺山［１７］等。

霞浦大湾钼铍矿位处海峡西岸霞浦地区，是东

南沿海近年来取得重要进展的钼铍矿之一。矿床虽

然产于火山岩区，但成矿作用在空间上与岩浆活动

和裂隙构造关系密切，矿区内的隐伏花岗岩被认为

是钼铍矿的成矿母岩［１３－１４］，但缺乏时间上的联系。

为查清矿区隐伏的钠长石化碱长花岗岩与钼铍矿成

矿作用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ＬＡ－ＩＣＰ－ＭＳ）对碱长花岗岩进行
年代学研究，并结合前人资料，探讨该矿床及区域上

钼铍矿的成岩成矿过程，分析福建省燕山期钼铍矿

床的时空分布规律及成矿地质背景，拟为下一步钼

铍矿找矿工作提供参考。

１　矿床地质特征
大湾钼铍矿位于霞浦县与福鼎市交界部位的大

湾村，距霞浦县城北侧约２２ｋｍ。矿区出露地层较
为单一，主要为上侏罗统南园组酸－中酸性火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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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矿区钼铍矿的主要产出层位（图１）。侵入岩在地
表仅见少量斑状细粒花岗岩、花岗斑岩、闪长岩脉及

弱角岩化流纹斑岩。通过近年来的探矿工程揭露，

目前已圈出３个缓倾角钼（铍）矿体和１０个陡倾角
钼铍矿体。缓倾角矿体主要产于火山岩与钠长石化

碱长花岗岩（隐伏）接触带的附近，并在花岗岩体内

部发现较好的钼铍矿体；陡倾角矿体赋存于南园组

火山岩中北东向构造裂隙蚀变带内，主要分布于隐

伏岩体的外接触带，局部延伸至接触带内，表明燕山

期花岗岩是钼铍矿的成矿母岩。

图 １　福建省霞浦大湾钼铍矿区地质简图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ＤａｗａｎＭｏＢ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Ｘｉａｐｕ，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区内发育北东、北北东向断裂，是钼铍矿（化）

体的成矿通道和容矿场所之一。矿石矿物主要有辉

钼矿和黄铁矿，多呈自形－半自形片状结构、聚粒状
结构及他形粒状结构、碎裂结构和包含结构等，角砾

状、细脉状、浸染状及斑杂状构造等。辉钼矿主要贮

存于石英脉中，呈鳞片状，局部呈团块状，品位富，但

分布不均，整体含量变化较大，少量浸染状辉钼矿赋

存于石英脉两侧蚀变带中；含铍矿物主要为绿柱石，

局部见日光榴石，绿柱石晶体呈六方柱状、粒径为

０．０３～０．８０ｍｍ，铍矿体呈陡倾角似层状分布在辉
钼矿体两侧。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长石、绢云母、

黑云母及碳酸盐等。

２　实验部分
２．１　样品特征

矿区钻孔中可见钠长石化碱长花岗岩呈浅肉红

色，粒状结构，块状构造。矿物组合主要为石英（约

３５％）、碱性长石（约３５％），次为斜长石（约２５％），
含少量黑云母（＜５％）。其中，石英呈他形充填在
长石颗粒之间，碱性长石多为条纹长石，条纹呈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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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为半自形 －自形晶；斜长石发育细密的聚片双
晶，部分绢云母化，呈半自形 －自形晶；黑云母呈片
状，部分绢云母化，部分形成白云母（图２）。本次研
究所用的钠长石化碱长花岗岩采集于矿区中部

ＺＫ００５钻孔内最底部１８７．８５～１９０．８５ｍ范围内，岩
石样品新鲜，未见蚀变和热液改造痕迹。

图 ２　大湾钼铍矿区隐伏碱长花岗岩镜下特征
Ｆｉｇ．２　Ｐｈｏｔｏ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ｔｈｅｂｕｒｉｅｄａｌｋａｌｉ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ｇｒａｎｉｔｅｏｆ

ＤａｗａｎＭｏＢｅｄｅｐｏｓｉｔ

图 ３　大湾钼铍矿钠长石化碱长花岗岩锆石阴极发光图像
Ｆｉｇ．３　Ｚｉｒｃｏｎｃａｔｈｏｄｏ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ｏｆＤａｗａｎＭｏＢｅｄｅｐｏｓｉｔ

２．２　测试方法
锆石Ｕ－Ｐｂ年代学测定：用于Ｕ－Ｐｂ年代学测

定的样品在河北省区域地质矿产研究所实验室对锆

石进行分选。将岩石样品表面清洗干净并碎至６０
～８０目，再用淘洗法选出纯度较高的单矿物。在双
目镜下挑选出较为完整和透明度好的锆石晶体。将

待测锆石用环氧树脂固定制靶，研磨锆石至一半露

出一个平整光洁的平面并对其进行抛光，对靶中的

锆石做阴极发光照相。

锆石Ｕ、Ｔｈ、Ｐｂ同位素分析：实验是在国家地质
实验测试中心ＬＡ－ＩＣＰ－ＭＳ实验室完成的，锆石定

年分析所用仪器为 ＦｉｎｎｉｇａｎＮｅｐｔｕｎｅ型 ＬＡ－ＩＣＰ－
ＭＳ仪及与之配套的 ＮｅｗｗａｖｅＵＰ２１３激光剥蚀系
统。采用单点方式剥蚀，分析前用锆石 ＧＪ－１进行
仪器调试，锆石Ｕ－Ｐｂ定年以锆石ＧＪ－１为外标进
行校正，Ｕ、Ｔｈ含量以锆石 Ｍ１２７为外标进行校
正［１８］。为确保测试的精确度，在测试过程中每测定

５个样品加测一次锆石标样 ＧＪ－１进行校正，并测
量一个Ｐｌｅｏｖｉｃｅ锆石来观察仪器运行状态是否良
好。数据处理采用 ＩＣＰＭＳＤａｔａＣａｌ４．３程序［１９－２１］，

锆石年龄谐和图用Ｉｓｏｐｌｏｔ３．０程序获得。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碱长花岗岩年龄测试结果

钠长石化碱长花岗岩的锆石阴极发光图像见

图３，多数锆石晶形较好并具有明显生长环带，为典
型的岩浆锆石特征。本次ＬＡ－ＩＣＰ－ＭＳ共测试１６
颗锆石，共获得１９组有效定年数据，锆石 Ｕ－Ｐｂ同
位素分析结果和计算的表面年龄值见表１和图３。
锆石具有较高的 Ｔｈ／Ｕ值（０．５１～１．１９），平均值为
０．８５，且Ｔｈ－Ｕ多具有正相关关系。本次分析的１９
个点多数落在谐和线上或谐和线附近，用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年龄进行加权平均，获得福建霞浦大湾钼铍矿碱长

花岗岩锆石 Ｕ－Ｐｂ年龄为９３．０±０．６０Ｍａ（图４），
表明碱长花岗岩为燕山晚期侵入产物，将其归置于

晚白垩世。

３．２　区域上岩浆活动与钼铍矿的成岩成矿关系
福建省燕山期花岗岩从西向东逐渐变新，到燕

山晚期，侵入岩主要集中于政和—大埔断裂带以

东［２２］。辉钼矿 Ｒｅ－Ｏｓ同位素年代学资料显示，福
建西部钼矿成矿时代集中在１６５～１０２Ｍａ之间，而
东部钼矿成矿时代分布在１１３～９２Ｍａ之间（表２），
自西向东，钼矿的成矿时代逐渐变新，与省内燕山期

花岗岩从西向东逐渐变新的规律相吻合［２４］，说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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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大湾钼铍矿钠长石化碱长花岗岩锆石ＬＡ－ＩＣＰ－ＭＳＵ－Ｐｂ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１　ＺｉｒｃｏｎＬＡＩＣＰＭＳｄ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ｇｒａｎｉｔｅｏｆＤａｗａｎＭｏＢｅｄｅｐｏｓｉｔ

Ｚ１３０８号

样品分析点

含量（１０－６） 同位素比值 年龄（Ｍａ）

２３２Ｔｈ ２３８Ｕ Ｔｈ／Ｕ 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 １σ 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 １σ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１σ 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 １σ ２０７Ｐｂ／２３５Ｕ １σ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１σ

１ １３９．７ １５８．９ ０．８８ ０．０５０１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９９２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０３ ２１１．２ １５７．４ ９６．０ ５．８ ９４．４ ２．０
２ ７２．３ ９３．７ ０．７７ ０．０８７３ ０．０１３３ ０．１７６６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０６ １３６８．５ ２９６．３ １６５．１ ２４．０ ９４．３ ３．８
３ １６７．５ ３１３．１ ０．５３ ０．０５７５ ０．００３５ ０．１１６６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０３ ５２２．３ １３３．３ １１２．０ ７．２ ９３．９ １．６
４ １３６．１ １１３．９ １．１９ ０．０７７７ ０．００７４ ０．１４３８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０４ １１３８．９ １９０．７ １３６．５ １０．８ ９２．０ ２．４
５ ２３２．５ ３８０．２ ０．６１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９７５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０２ １７２．３ １０７．４ ９４．４ ４．２ ９２．４ １．２
６ ６２．４ ５３．０ １．１８ ０．０８１１ ０．０１１４ ０．１５５８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０８ １２３３．３ ２７７．８ １４７．０ １４．４ ９７．１ ５．３
７ ７７．３ ８８．６ ０．８７ ０．０７２６ ０．００５５ ０．１４１７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０４ １００３．４ １５５．３ １３４．６ ８．８ ９３．８ ２．４
８ １７１．９ ２３４．６ ０．７３ ０．０５９７ ０．００５３ ０．１１５３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０３ ５９４．５ １９４．４ １１０．８ ７．５ ９５．８ ２．１
９ ５０．０ ４３．９ １．１４ ０．１５５４ ０．０２４９ ０．２８７７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００５ ２４０５．９ ２７４．８ ２５６．８ ２９．７ ９３．１ ３．０
１０ ２７１．９ ４１９．９ ０．６５ ０．０５２４ ０．００２２ ０．１０３２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０２ ３０１．９ ９１．７０ ９９．８ ３．８ ９２．１ １．２
１１ １５２．１ １３７．６ １．１１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０４４ ０．１１２２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０３ ４９４．５ １６７．６ １０８．０ ７．４ ９４．０ ２．２
１２ １７２．５ １７４．８ ０．９９ ０．０６４１ ０．００４２ ０．１２７３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０３ ７４４．１ １３９．３ １２１．７ ７．４ ９４．７ １．７
１３ ２０２．４ ２８６．１ ０．７１ ０．０５０３ ０．００２４ ０．１０３２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００２ ２０９．３ １１０．２ ９９．７ ４．８ ９５．４ １．２
１４ １０１．０ １１４．０ ０．８９ ０．０５５７ ０．００７７ ０．１０６７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０６ ４３８．９ ３１２．９ １０２．９ １１．７ ９４．９ ３．９
１５ ７５．６ １１７．９ ０．６４ ０．０６４９ ０．００５５ ０．１２４３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０５ ７７２．２ １７８．５ １１９．０ ８．６ ９４．３ ３．４
１６ ９７．７ ９１．８ １．０６ ０．０７５４ ０．００６２ ０．１３８３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０４ １０７９．６ １６６．７ １３１．５ ９．３ ９１．９ ２．４
１７ ２９６．４ ５７６．４ ０．５１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９９８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００３ ２７６．０ １６２．０ ９６．６ ５．９ ８９．２ １．６
１８ １２４．４ １３６．３ ０．９１ ０．１２２０ ０．０１０７ ０．２４５８ ０．０２１２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０４ １９８７．０ １８９．７ ２２３．１ １７．３ ９２．３ ２．７
１９ ２７８．２ ３５９．０ ０．７７ ０．０５０４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９８９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０２ ２１３．０ １１３．９ ９５．８ ４．４ ９２．５ １．３

图 ４　大湾钼铍矿碱长花岗岩锆石Ｕ－Ｐｂ年龄谐和图
Ｆｉｇ．４　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ＤａｗａｎＭｏＢｅｄｅｐｏｓｉｔ

山期岩浆活动与钼矿成矿作用具有密切的成因联

系。区内福安赤路钼矿花岗岩体 Ｒｂ－Ｓｒ同位素等
时线年龄为１１４±４Ｍａ，与钼矿成矿时代接近［２５］，为

早白垩世。西朝钼矿、建瓯罗山钼矿等成岩成矿年

龄与之类似［２６］。从本次样品分析结果来看，霞浦大

湾钼铍矿区钠长石化碱长花岗岩的锆石 Ｕ－Ｐｂ年
龄为９３．０±０．６０Ｍａ，与区内辉钼矿Ｒｅ－Ｏｓ同位素
等时线年龄９２．２±１．３Ｍａ［１３］在误差范围内一致，成
岩成矿时代均为晚白垩世，进一步说明了钼铍矿的

成矿作用与钠长石化碱长花岗岩在空间上和时间上

均具有重要成因联系。本地区在燕山晚期应存在一

期与碱性花岗岩有关的钼铍矿化作用，晚白垩世酸

性岩浆沿北东—北北东向断裂构造带侵入，在冷凝

结晶过程中或期后产生大量富含钼铍矿物质的残余

岩浆或岩浆热液，同时富含钠、钾组分，在岩体的内

外接触带及构造薄弱地带形成钼铍矿体。

表 ２　福建省东部—西部部分钼矿床年龄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ａｂｌｅｏｆｓｏｍｅ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ｆｒｏｍｅａｓｔｔｏ

ｗｅｓｔｉｎ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序号 矿床名称 成矿年龄（Ｍａ） 测试方法 资料来源

１ 福建砺山钼矿 ９１．７±４．９
Ｒｅ－Ｏｓ

同位素

王成辉等

（２００９）［１７］

２ 福建大湾钼铍矿 ９２．２±１．３
Ｒｅ－Ｏｓ

同位素

赵芝等

（２０１２）［１３］

３
福建紫金山

罗卜岭铜钼矿
１０４．９±１．６

Ｒｅ－Ｏｓ

同位素

梁清玲等

（２０１２）［１１］

４
福建福安

赤路钼矿
１０５～１０６

Ｒｅ－Ｏｓ

同位素

张克尧等

（２００６）［２３］

５
福建武夷山

坪地钼矿
１０７．４±３．３

Ｒｅ－Ｏｓ

同位素

王翠芝等

（２０１２）［６］

６
福建漳平北坑场

钼多金属矿

１３９．８±２．３～

１４３．７±２．１

Ｒｅ－Ｏｓ

同位素

张达等

（２０１０）［７］

７
福建平和福里石

铍（钼）矿
１５１．６２±０．９２

Ｒｅ－Ｏｓ

同位素

黄新鹏

（２０１６）［１２］

８
福建永定

山口钼矿
１６５．３±３．５

Ｒｅ－Ｏｓ

同位素

罗锦昌等

（２０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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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成矿大地构造背景及动力学过程
在中生代，华南地区发生了强烈的构造变形和

岩浆活动，花岗岩呈幕式多期次产出。一方面，华南

北部逐步向华北板块俯冲，于晚三叠拼合［２７］；另一

方面，构造动力逐步从古特提斯洋的俯冲增生转换

为太平洋板块的低角度俯冲［２８］。如湖南地区中生

代早期近东西向褶皱，而晚期为北东—北北东向褶

皱［２９］，也说明了应力场从近东西向南北向的转变。

褚杨等［３０］认为太平洋板块的俯冲导致了早中生代

华南雪峰山—九岭地区为代表的造山运动，而华南

东南沿海地区造山运动则开始于晚中生代。１３５Ｍａ
后，由于太平洋俯冲运动方向调整为几乎平行于大

陆板块导致了大规模的岩石圈伸展，岩浆活动活跃，

在断陷盆地形成许多对应矿产［３１］。

福建地区位于华南东南沿海地区，属两大应力

场交汇处，中生代时期形成不少钼矿，统计发现福建

西部多发育１８０Ｍａ、１３９～１２３Ｍａ的Ａ型花岗岩，主
要矿床有行洛坑钨钼矿、永定山口钼矿和平和福里

石铍（钼）矿等；而东部主要发育１０１～８６Ｍａ晚白
垩世Ａ型花岗岩［３２］，主要矿床有霞浦大湾钼铍矿、

福安赤路钼矿等［１３－１４，２３］。徐夕生等认为，１００Ｍａ
左右为中国南部广大地区的一次重要岩石圈拉伸时

期，岩浆活动活跃，华南地区出现了如丹阳岩体

（１０３Ｍａ）、梁弄岩体（１０１Ｍａ）、岱前山辉长岩体（９５
Ｍａ）等大规模岩浆活动标志。毛景文等［３３］也认为，

发生于１１０～８０Ｍａ的华南成矿集中时期，也与区域
上大规模的岩石圈伸展有关。本次霞浦大湾钼铍矿

区碱长花岗岩的测试年龄为９３．０±０．６０Ｍａ，接近
于砺山钼矿（约９２Ｍａ）［１７］，应该同样产于燕山期华
南岩石圈伸展的大背景下，区域内含成矿物质的岩

浆沿裂隙侵入侏罗纪时期的凝灰岩而富集成矿。

４　结论
使用ＬＡ－ＩＣＰ－ＭＳ对福建霞浦大湾钼铍矿钠

长石化碱长花岗岩锆石进行 Ｕ－Ｐｂ测年，获得其成
岩时代为９３．０±０．６０Ｍａ，与矿区的辉钼矿 Ｒｅ－Ｏｓ
年龄一致，属晚白垩世，表明矿区燕山晚期岩浆活动

与钼矿成矿作用在时空上具有密切的成因联系，岩

浆活动可能为矿区钼铍矿的形成提供了成矿物质和

成矿流体。

福建省区域上燕山期岩浆活动时代与钼矿成矿

时代都具有从西向东逐渐变新的时空分布规律，具

有密切的成因联系。总体上，钼铍矿产于燕山期华

南岩石圈伸展的构造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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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ｃｉｔｙ，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８４（１０）：１４２８－１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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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卢俊胜．福建省永定山口钼矿地质特征及成因［Ｊ］．
资源调查与环境，２００８，２９（４）：２８９－２９６．
ＬｕＪ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ｔｈｅ
Ｓｈａｎｋｏｕ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Ｙｏｎｇｄ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ｕｒｖｅ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９（４）：
２８９－２９６．

［９］　 罗锦昌，陈郑辉，屈文俊．福建省永定山口钼矿辉钼矿
铼－锇同位素定年及其地质特征［Ｊ］．岩矿测试，
２００９，２８（３）：２５４－２５８．
ＬｕｏＪＣ，ＣｈｅｎＺＨ，ＱｕＷ Ｊ．ＲｅＯｓ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ｄａｔｉｎｇｏｆ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ｆｒｏｎｔｈｅＳｈａｎｋｏｕ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
Ｙｏｎｇｄ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Ｊ］．Ｒｏｃｋ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９，２８
（３）：２５４－２５８．

［１０］　钟军，陈衍景，陈静，等．福建省紫金山矿田罗卜岭斑
岩型铜钼矿床流体包裹体研究［Ｊ］．岩石学报，２０１１，
２７（５）：１４１０－１４２４．
ＺｈｏｎｇＪ，ＣｈｅｎＹＪ，ＣｈｅｎＪ，ｅｔａｌ．Ｆｌｕｉ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ｕｄｙ
ｏｆｔｈｅＬｕｏｂｏｌ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ｕ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ｔｈｅＺｉｊｉｎｓｈａｎ
ｏｒｅｆｉｅｌｄ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１，２７（５）：１４１０－１４２４．

［１１］　梁清玲，江思宏，王少怀，等．福建紫金山矿田罗卜岭
斑岩型铜钼矿床辉钼矿 Ｒｅ－Ｏｓ定年及地质意义
［Ｊ］．地质学报，２０１２，８６（７）：１１１３－１１１８．
ＬｉａｎｇＱＬ，ＪｉａｎｇＳＨ，ＷａｎｇＳＨ，ｅｔａｌ．ＲｅＯｓｄａｔｉｎｇｏｆ
ｍｏｌｙｂｅｎｉ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ｕｏｂｏｌｉｎｇ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Ｃｕ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
ｔｈｅＺｉｊｉｎｓｈａｎｏｒ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Ｊ］．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
８６（７）：１１１３－１１１８．

［１２］　黄新鹏．福建平和福里石铍（钼）矿地质特征及成因
初探［Ｊ］．桂林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１）：９９－１０６．
ＨｕａｎｇＸＰ．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
Ｆｕｌｉｓｈｉｂｅｒｙｌｌｉｕｍ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Ｐｉｎｇｈｅ，
Ｆｕｊｉａ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３６（１）：９９－１０６．

［１３］　赵芝，陈郑辉，王成辉，等．闽东大湾钼铍矿的辉钼矿
Ｒｅ－Ｏｓ同位素年龄———兼论福建省钼矿时空分布及
构造背景［Ｊ］．大地构造与成矿学，２０１２，３６（３）：
３９９－４０５．
ＺｈａｏＺ，ＣｈｅｎＺＨ，ＷａｎｇＣＨ，ｅｔａｌ．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ＲｅＯｓ
ａｇｅｏｆｔｈｅ Ｄａｗａｎ ＭｏＢ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ＥａｓｔＦｕｊｉａｎ—
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ｏｌｙｂｅｎｉｔ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ｅｔ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ａ，２０１２，３６
（３）：３９９－４０５．

［１４］　杨武平．福建霞浦大湾钼铍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初
探［Ｊ］．福建地质，２００８，２７（１）：１－７．
ＹａｎｇＷ Ｐ．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

ｔｈｅＤａｗａｎｂｅｒｙｌｌｉｕｍａｎｄ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Ｘｉａｐｕ
ｃｏｕｎｔｙ，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２００８，２７
（１）：１－７．

［１５］　杨卫立．福建周宁咸格钼矿地质特征及找矿潜力分
析［Ｊ］．福建地质，２００９，２８（３）：１７５－１８０．
ＹａｎｇＷ 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ｏｒｅｆｉｎｄ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ｅ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
Ｚｈｏｕ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２００９，２８（３）：１７５－１８０．

［１６］　李汶奎．福建省古田县西朝钼矿区成矿规律及找矿
标志研究［Ｊ］．湖南有色金属，２００８，２４（５）：１－４．
ＬｉＷ Ｋ．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ａｎｄ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ｅｄｏｆｗｅｓｔｔｏｗａｒｄ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ｏｒｅ
ａｒｅａｉｎＧｕｔ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Ｈｕｎａｎ
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２００８，２４（５）：１－４．

［１７］　王成辉，王登红，陈郑辉，等．福建砺山钼矿的地质特
征、成矿时代及区域找矿前景［Ｊ］．矿物学报，２００９，２９
（１）：６３－６９．
ＷａｎｇＣＨ，ＷａｎｇＤＨ，ＣｈｅｎＺＨ，ｅｔ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ｃ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ｅｐｏｃｈｏｆｔｈｅＬｉｓｈａｎ
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 ｄｅｐｏｓｉｔ—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ｆｏｒＭｏ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ｏａｓｔｏｆＣｈｉｎａ
［Ｊ］．ＡｃｔａＭｉｅｒａｌｏｇ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９，２９（１）：６３－６９．

［１８］　ＳｌａｍａＪ，ＫｏｓｌｅｒＪ，ＣｏｎｄｏｎＤＪ，ｅｔａｌ．Ｐｌｅｓｏｖｉｃｅｚｉｒｃｏｎ：
Ａｎｅｗ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ｆｏｒＵＰｂａｎｄＨｆ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ｍｉｃｒ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２４９：
１－３５．

［１９］　ＬｉｕＹＳ，ＨｕＺＣ，ＧａｏＳ，ｅｔａｌ．Ｉｎｓｉｔｕ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ａｊｏｒ
ａｎｄ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ｎｈｙｄｒｏｕ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ｂｙＬＡＩＣＰＭ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２５７：３４－４３．

［２０］　周亮亮，魏均启，王芳，等．ＬＡ－ＩＣＰ－ＭＳ工作参数优
化及在锆石 Ｕ－Ｐｂ定年分析中的应用［Ｊ］．岩矿测
试，２０１７，３６（４）：３５０－３５９．
ＺｈｏｕＬＬ，ＷｅｉＪＱ，ＷａｎｇＦ，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ＬＡＩＣＰＭ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
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ｄａｔｉｎｇ［Ｊ］．Ｒｏｃｋ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７，３６（４）：３５０－３５９．

［２１］　侯可军，陈振宇，王登红，等．赣南兴国杨村岩体锆石
Ｕ－Ｐｂ年龄测定及其地质意义［Ｊ］．岩矿测试，２０１２，
３１（３）：５４９－５５３．
ＨｏｕＫＪ，ＣｈｅｎＺＹ，ＷａｎｇＤＨ，ｅｔａｌ．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ａｇｅ
ｄａ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ＹａｎｇｃｕｎｇｒａｎｉｔｅｍａｓｓｅｓｆｒｏｍＳｏｕｔｈ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Ｊ］．Ｒｏｃｋ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２，３１（３）：５４９－５５３．

［２２］　张开毕．福建侵入岩的岩浆演化［Ｊ］．福建地质，
２０１２，３１（３）：２５５－２６０．
ＺｈａｎｇＫＢ．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ｔｒｕｓｉｖｅｒｏｃｋ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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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２０１２，３１（３）：
２５５－２６０．

［２３］　张克尧，王建平，杜安道，等．福建福安赤路钼矿床辉
钼矿Ｒｅ－Ｏｓ同位素年龄及其地质意义［Ｊ］．中国地
质，２００６，２５（３）：３３２－３３５．
ＺｈａｎｇＫＹ，ＷａｎｇＪＰ，ＤｕＡＤ，ｅｔａｌ．ＲｅＯｓ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ｌｕ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Ｆｕ’ａｎ，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６，
２５（３）：３３２－３３５．

［２４］　孙涛．新编华南花岗岩分布图及其说明［Ｊ］．地质通
报，２００６，２５（３）：３３２－３３５．
ＳｕｎＴ．Ａｎｅｗｍａｐ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ｉｎ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ｎｏｔｅｓ［Ｊ］．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６，２５（３）：３３２－３３５．

［２５］　周鸿年，何耀基．赤路斑岩钼矿床同位素地质特征及
其物质来源探讨［Ｊ］．福建地质，１９８３，２（２）：１－１２．
ＺｈｏｕＨＮ，ＨｅＹＪ．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ｉｓｏｔｏｐ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ａｔＣｈｉｌｕａｎｄｉｔｓ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ｏｒ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Ｊ］．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１９８３，
２（２）：１－１２．

［２６］　钟长华．福建省建瓯罗山钼矿床地质特征及深部找
矿潜力分析［Ｊ］．福建地质，２０１２，３１（３）：２２４－２３２．
Ｚｈｏｎｇ Ｃ Ｈ．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ＬｕｏｓｈａｎＪｉａｎ’ｏｕ
ｃｏｕｎｔｙ，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２０１２，３１
（３）：２２４－２３２．

［２７］　ＤｏｎｇＹＰ，ＳａｎｔｏｓｈＭ．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ｏｒｏｇｅｎｙ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ｌｉｎｇ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Ｊ］．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２９：１－４０．

［２８］　徐先兵，张岳桥，贾东，等．华南早中生代大地构造过
程［Ｊ］．中国地质，２００９，３６（３）：５７４－５９２．
ＸｕＸ Ｂ，ＺｈａｎｇＹ Ｑ，ＪｉａＤ，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９，３６（３）：５７４－５９２．

［２９］　张岳桥，董树文，李建华，等．华南中生代大地构造研
究新进展［Ｊ］．地球学报，２０１２，３３（３）：２５７－２７９．
ＺｈａｎｇＹＱ，ＤｏｎｇＳＷ，ＬｉＪ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ｎｅ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ｅｓｏｚｏｉ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３３（３）：２５７－２７９．

［３０］　褚杨，林伟，ＦａｕｒｅＭ，等．华南板块早中生代陆内造山
过程———以雪峰山—九岭为例［Ｊ］．岩石学报，２０１５，
３１（８）：２１４５－２１５５．
ＣｈｕＹ，Ｌｉｎ Ｗ，Ｆａｕｒｅ Ｍ，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ｉｎｔｒａ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ｏｒｏｇｅｎｙ：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Ｘｕｅｆｅｎｇｓｈａｎ—
Ｊｉｕｌｉｎｇｂｅｌｔ［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３１（８）：
２１４５－２１５５．

［３１］　毛景文，陈懋弘，袁顺达，等．华南地区钦杭成矿带地
质特征和矿床时空分布规律［Ｊ］．地质学报，２０１１，８５
（５）：６３７－６５５．
ＭａｏＪＷ，ＣｈｅｎＭ Ｈ，ＹｕａｎＳＤ，ｅｔ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ｈａｎｇ（ｏｒＳｈｉｈａｎｇ）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Ｊ］．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１，８５（５）：６３７－６５５．

［３２］　王强，赵振华，简平，等．华南腹地白垩纪Ａ型花岗岩
类或碱性侵入岩年代学及其对华南晚中生代构造演

化的制约［Ｊ］．岩石学报，２００５，２１（３）：７９５－８０８．
ＷａｎｇＱ，ＺｈａｏＺＨ，ＪｉａｎＰ，ｅｔａｌ．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Ａｔｙｐｅｇｒａｎｉｔｏｄｓｏｒ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ｒｏｃｋｓｉｎ
ｔｈｅｈ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ｄ，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ｏｒＬａｔｅ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５，２１（３）：７９５－８０８．

［３３］　毛景文，谢桂青，李晓峰，等．华南地区中生代大规模成
矿作用与岩石圈多阶段伸展［Ｊ］．地学前缘，２００４，１１（１）：
４６－５５．
ＭａｏＪＷ，ＸｉｅＧＱ，ＬｉＸＦ，ｅｔａｌ．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ｌａｒｃ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ｅ
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Ｊ］．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ｒｏｎｔｉｒｓ，２００４，１１（１）：４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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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ＩＣＰＭＳ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ａｗａｎＭｏＢ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Ｘｉａｐｕ，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ｐｅ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ｕｚｈｏｕ３５０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１）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ａｗａｎＭｏＢ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Ｘｉａｐｕ，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ｂｙＬａｓｅｒ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ｕｐｌｅｄＰｌａｓｍａ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ＬＡＩＣＰＭＳ）．
（２）Ｔｈｅ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ａｇｅ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ｇｒａｎｉｔｅｉ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ｉｔｅｉｎｔｈｅｄｅｐｏｓｉｔ．
（３）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ｏＢ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ｓｔｈｅ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ＭｏＢ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ｎＸｉａｐｕＤａｗａｎ，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ａ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ａｒｅａ．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ｙｂｅ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ｇｒａｎｉｔｅｉｎ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ｔｏｂｅｔｈｅｐａｒｅｎｔｒｏｃｋｏｆＭｏＢｅｏｒｅ，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ｄｉｒｅｃｔｔｉｍ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ｌｂｉｔｅａｌｋａｌｉ－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ｇｒａｎｉｔｅａｎｄＭｏＢ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ｉ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ｂｙｔｈｅ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ｇｒａｎｉｔ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ＬＡＩＣＰＭＳｗａ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ｚｉｒｃｏｎＵＰｂｄａｔｉｎｇ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ｇｒａｎｉｔ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Ｐｂａｇｅｏｆａｌｋａｌｉ－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ｇｒａｎｉｔｅｉｓ９３．０±０．６Ｍａ，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ａｔ
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ｄｅｐｏｓｉｔ（９２．２±１．３Ｍａ），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ｌｋａｌｉ－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ｇｒａｎｉｔｅ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ａｎｄＢｅｉ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ａ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Ｂｅｏｒ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ｉｎＦｕｊ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ａｖｅ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ｔｈａｔｂｅｃｏｍｅ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ｙｏｕｎｇｅｒｆｒｏｍｗｅｓｔｔｏｅａｓｔ．ＴｈｅＭｏＢｅｄｅｐｏｓｉ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ｐｅｒｉ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ａｗａｎＭｏＢ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ｌｋａｌｉ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ｇｒａｎｉｔｅ；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ｇｅ；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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