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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河南桐柏老湾花岗岩体开展锆石:;,01*<=*>测年，获得了一个高精度的<?*>年龄（&8!@AB
!@9）1C，比较可靠地限定了老湾花岗岩体的形成时代属于燕山中期，而不是前人所认为的燕山晚期。结合区域构造

岩浆活动时间，认为在燕山中期，桐柏及其邻区存在次比较重要的构造 岩浆事件，老湾花岗岩体是这次构造 岩浆

活动事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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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湾花岗岩体位于河南省桐柏县北西!$ec，

是一个长条状呈北西西向产出的花岗岩岩株（图&）。

自从老湾金矿带发现以来，老湾花岗岩体的成因以

及它与老湾金矿床的关系受到了广大科研工作者的

关注。前人对老湾花岗岩体进行过不少工作，也获

得了一些同位素年龄数据，例如：用f=’W法测得老

湾花岗岩的年龄为&$$1C（赵振家等，&EE$）；利用

9$’W／8E’W法获得老湾花岗岩中钾长石的坪年龄为

（&$%@EB$@8）1C（ 谢 巧 勤 等，!$$$；潘 成 荣 等，

!$$!），这些年龄都属于燕山晚期。但是由于f=’W
法和9$’W／8E’W法的封闭温度较低，因此对于这些年

龄能否代表侵入岩的形成年龄存在一些争议（邱华

宁等，&EEA）。在本次研究中，笔者对老湾花岗岩体

中的锆石进行:;,01*<=*>测年，精确地限定了

老湾花岗岩体的侵位年龄，并进一步探讨花岗岩的

成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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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概况

老湾花岗岩体产于河南省桐柏山的北麓，南阳

盆地与吴城盆地之间，构造上位于秦岭造山带与大

别造山带衔接部位的桐柏地区。区域内出露古元古

界秦岭岩群（"#!!"）、中元古界肖家庙岩组（"#$#）、

中元古界龟山岩组（"#$$）以及南湾组（%"）地层（图

!）。本区构造变形及岩浆活动强烈，松扒断裂为镇

平 龟山 梅山深大断裂带在桐柏地区的出露部分，

而老湾断裂是内乡 桐柏 商城深断裂带在本区的出

露部分，上述两条断裂长期多阶段的演化形成了该

区北西西向的构造格局，区域内地层在构造作用下

也经历了强烈的变形变质作用。老湾花岗岩体沿老

湾断裂向上侵入于北侧中元古界龟山岩组及南侧的

南湾组地层之中，受老湾断裂的控制，呈长条状，走

向北西西，长约$&’(，宽约)*+!)*,’(，最大宽度

$*!’(。岩性为黑云二长花岗岩，呈肉红色，中 细

粒、中 粗粒花岗结构，块状构造。岩石化学成分中

-./$含量变化于++0!1&0之间，23、4含量高，

4$/523$/含量变化于,*&+0!,*+&0之间；6／

247值为)*8+!!*)!，变化范围窄，属于钙碱性岩

浆岩（潘成荣等，!888；徐晓春等，$))!）。

老湾金矿床赋存于老湾花岗岩体北侧的龟山岩

图! 老湾花岗岩体产出地质略图（据何孝良等，$))9）

:.;<! =>?@?;.A3@B’>#AC(3D?EF3?G3H;I3H.#>（3E#>IJ>K.3?@.3H;%&’(<，$))9）

组内，为桐柏地区一重要的大型金矿床，许多研究者

认为老湾金矿床与老湾花岗岩体具有密切的成因联

系（徐晓春等，$))!；谢巧勤等，$))!，$))&，$))9；潘

成荣等，$))$；张宗恒等，$))$）。

$ 样品描述和测试方法

用于-JLMN"OP"Q测年的锆石样品取自老湾

黑云二长花岗岩体，取样位置如图!所示，样品编号

为FR)1P!，地 理 坐 标 为：&$S$1T$,*8U2，!!&S!8T
V+*+UW。岩石呈浅肉红色，块状构造，二长花岗结

构。镜下观察，岩石主要由斜长石（&)0!&90）、钾

长石（&)0!&90）、石英（&)0）和蚀变黑云母（90）

组成，并有少量副矿物榍石、磷灰石和锆石。斜长石

呈自形板状；钾长石主要呈半自形 他形板状，也见

自形板状，显微条纹构造发育，常见卡氏双晶，纺锤

状格子双晶不发育；石英呈他形充填于长石颗粒之

间；黑云母呈针片状。矿物粒度一般在$!9((。

岩石轻微蚀变，斜长石表面分布着粘土矿物，并转变

成钠长石，可见新生粒状钠长石交代钾长石的现象。

测试样品经过人工破碎后，用常规重力和磁选

方法分选出锆石，在双目镜下挑选出用于测年的锆

石颗粒，并和标样一起置于环氧树脂做成样品靶，将

靶上锆石磨至一半，以使锆石内部暴露，接着对锆石

进行透射光、反射光和阴极发光照相测量，并抛光、

清洗、镀金。锆石阴极发光测试在中国地质科学院

)$9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1卷

 
 

 
 

 
 

 
 

 
 

 
 

 
 

 
 

 
 

 

 
 

 
 

 

 

  
 

 

 



北京离子探针中心完成。在阴极发光图像（图!）中，

锆石大部分呈长柱状，长约"#!!##"$，典型的韵

律环带结构发育，显示所测锆石为岩浆成因。样品

测试过程中尽量选择阴极发光生长环带明显、无包

裹体、无裂纹的锆石晶体或避开锆石中的裂纹和包

裹体。

锆石微区原位%&’(同位素分析在中国地质科

学院北京离子探针中心)*+,-’#上进行，按照标

准测定流程（./00/1$213450162273，89":；57$;2<73
!"#$=，899!）完成。数据处理及%&’(谐和图绘制

采用)>?/4程序和,27;07<程序自动完成。使用的标

准锆石为98@##（!#:’(／!#A’(年龄为8#A@BCD#BA
-1，./6463(6EF!"#$B，899@）。标样和未知年龄样

品测定按照8GH进行。

图! 老湾花岗岩锆石样品（I.#:&8）阴极发光图像及测年结果

J/K=! 5I/$1K6213441</3KL62?0<27MN/LE7321$;06（I.#:&8）ML7$I17O13KL13/<6

H 测年结果

样品I.#:&8共测定了8@颗锆石，每颗锆石8
个测点，测点位置见图!，分析数据见表8。锆石中

的%、PQ含量比较高，%为H@8R8#SA!8"C8R
8#SA，一半以上大于8###R8#SA；PQ为!@CR8#SA

!H!8#R8#SA。8@颗锆石中，除了I.#:&8&AB8和

I.#:&8&8!B8的年龄为（:"BCDHB9）-1和（!!@B!
DAB9）-1（这两测点的普通铅含量超过8AT，误差

太大）、I.#:&8&8HB8的年龄为（8@CB8DCB#）-1之

外，其他8!颗锆石的!#A’(／!H"%年龄都集中分布于

（8!HB9DHB@）!（8H:BHDHB:）-1之间，密集分布

于谐和线附近（图H），其加权平均年龄为（8H!B@D
!BC）-1（-).UV#B:!），反映老湾花岗岩体的形

成时代为燕山中期。

C 讨论与结论

通过本次对老湾花岗岩体中锆石的)*+,-’

%&’(年龄测量，比较精确地限定了老湾花岗岩体形

成于8H!B@-1左右，属于燕山中期，老于前人（谢巧

勤等，!###；潘成荣等，!##!）通过C#WL／H9WL法测得

的石英坪年龄（8#CB8D8B#）-1（年龄图谱呈“马鞍

形”）、钾长石坪年龄（8#"B9D#BH）-1。因为钾长石

的封闭温度较低，易于受到后期构造 岩浆热事件的

干扰，容易造成放射成因WL的丢失，记录的年龄可

能比岩体形成的年龄偏小，有时也会因为侵入于古

老的围岩中而含有过剩氩，出现年龄偏老的现象。

石英等微含X的矿物可能会含有较多的过剩WL，用

X&WL法系统测定矿物年龄经常形成“马鞍形”年龄

图谱，而且会造成较大的分析误差，这种图谱的形成

原因比较复杂，解释其地质意义也比较困难（邱华宁

等，899@）。老湾花岗岩体存在轻微的蚀变，这也可

能会对X&WL法测年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笔者

认为用X&WL法和WL&WL法获得的年龄作为老湾花

岗岩 的 成 岩 年 龄，可 信 度 较 小，而 本 次 通 过 锆 石

)*+,-’%&’(法测得的（8H!B@D!BC）-1是迄今

为止获得的老湾花岗岩体最为可靠的成岩年龄。

老湾花岗岩体与桐柏地区及其相邻的东秦岭和

8!@第A期 刘翼飞等：河南桐柏老湾花岗岩体锆石)*+,-’%Y’(年龄及其地质意义

 
 

 
 

 
 

 
 

 
 

 
 

 
 

 
 

 
 

 

 
 

 
 

 

 

  
 

 

 



表! 老湾花岗岩体中锆石的"#$%&’()’*同位素测年结果

+,*-.! $./0-1/23"#$%&’456728()’*9,158:23;,2<,8:6,851.

测点 !"#$%&／’
( )*

!+／,"-#
!.!)*／!./( !"#$%!／,"-#

!"0$%!／!"#$%! !"0$%!／!.1( !"#$%!／!./(

测量值 2’ 测量值 2’ 测量值 2’

!"#$%／!./(
年龄／34

56"07,7,8, "8"" 9/! .:. "8/9 /8"9 "8"1/0 989 "8,10, 18! "8",:9, !8/ ,!.8:2.81
56"07,7!8, "8"" ,,"# #:! "8#1 ,:80" "8"191 .8" "8,11/ 98" "8"!"0! !8# ,.!8!2.89
56"07,7.8, "8.# /10 0,, "8/# ,18/" "8"/!, .8# "8!9!" 98: "8"!,.0 .8. ,.#8.2989
56"07,798, ,8:9 91! !19 "81/ /8,! "8"9/! ,18" "8,.#" ,18" "8"!"1! !8: ,.,8"2.8/
56"07,718, !8/# ,,,! ,,,: ,8"9 !,8!" "8"00. /81 "8!!:" /8: "8"!,1! !80 ,.08.2.80
56"07,7#8, ,08!" .1, 1"0 ,89: 989# "8!99" ,.8" "89,," ,98" "8",!!. 18" 0/892.8:
56"07,708, "8#" :!: 91# "81, ,#80" "8"1"" .8/ "8,9.. 98# "8"!"/, !8# ,.!802.89
56"07,7/8, "8," ,/," 0,, "89, .!8#" "8"1.9 .8/ "8,19! 980 "8"!":9 !8/ ,..8#2.80
56"07,7,"8, "8#9 #.: :,0 ,89/ ,,8/" "8"1!9 08" "8,19" 080 "8"!,.! .8! ,.#8"298.
56"07,7,,8, "8,. ,1!. /": "811 !08#" "8"1,0 !8/ "8,1"1 .8/ "8"!,," !81 ,.98#2.89
56"07,7,!8, ,#891 ,1,# .!," !8,: 1189" "89,91 !8! !8".!" .8/ "8".11" .8, !!18!2#8:
56"07,7,.8, .81: ,909 /#0 "8#, .,8/" "8"/9# #8# "8!/!" 08, "8"!9,: !8# ,198,298"
56"07,7,98, !8.# .:" .:9 ,8"9 08!" "8"99" ,"8" "8,!0" ,,8" "8"!,", !8/ ,.98"2.80
56"07,7,18, "8!! ,/9, /9: "89/ ..8," "8"9:9 !89 "8,9!1 .81 "8"!":" !81 ,..892.8.
56"07,7,#8, "8!9 ,!:9 #9" "81, !.8/" "8"1!9 .8, "8,190 98! "8"!,9" !8/ ,.#812.8/

$%&和$%!分别表示普通铅和放射性铅，应用实测!"9$%校正锆石中的普通铅，误差为,!。

图. 老湾花岗岩;<=>3$锆石(7$%谐和图

?@A8. B@C&DE(7$%&DE&DCF@4F@4AC4GDH54DI4EAC4E@JK

西大别一些侵入岩体的形成时代相近，如笔者在老

湾花岗岩北约!"LG处出露的梁湾花岗岩体中获得

的锆石;<=>3$(7$%年龄为（,.!M12!M.）34（另

文发表）；白石坡花岗斑岩中的锆石;<=>3$(7$%
年龄为（,9!M"29M.）34（李厚民等，!""0）；雷门沟

花岗斑岩;<=>3$(7$%年龄为（,.#M!2,M1）34
（李永峰等，!""#）；花山岩体、合峪岩体、娘娘山岩

体、文 峪 岩 体 的 锆 石;<=>3$(7$%年 龄 分 别 为

（,."M02,M9）34、（,!0M!2,M9）34、（,9,M02!M1）

34、（,./M92!M1）34（毛景文等，!""1）。这些年龄

指示了在燕山中期，桐柏地区及其相邻的东秦岭和

西大别地区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构造 岩浆事件，老湾

花岗岩体也是这次构造 岩浆事件的产物。

（,.!M12!M9）34老湾花岗岩体形成年龄的精

确确定为探讨老湾岩体与老湾金矿床之间的关系提

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致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苗来

成博士在本次锆石;<=>3$(7$%测年和数据处理

过程中给予了精心指导和热情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3.6.87./

NDGOPJDE6，6@QQ@4GP>;，RC@P&*S@ELT5，"#$%8,::!8B@C&DE(7$%
4AKPDHK4CQUN4G%C@4EJ@GKP&4QK［T］8T8VKDQDA@&4Q;D&@KJU，,9:：

,0,",/98

<KW@4DQ@4EA4EF64EA<DEA’KE8!""18)*KGKJ4QQDAKE@&CKQ4J@DEP*@O
%KJIKKE54DI4ECD&LG4PP4EF54DI4EADQF%KQJ@E)DEA%K@NDXEY

JUDH<KE4E［T］8=KPDXC&KPZES@CDEGKEJ[ZEA@EKKC@EA，,:（!）：

0""01（@EN*@EKPK）8

5@<DXG@E，64EA\KEA*DEA，B*4EAVX4E，"#$%8!""08;<=>3$(7
$%4AKDH]@C&DEPHCDGAC4E@J@&ODCO*UCU@EJ*K+4@P*@ODP@QSKCFKY

ODP@J，<KE4E4EF@JPAKDQDA@&4QP@AE@H@&4E&K［T］8 &̂J4VKDQDA@&4Q

;@E@&4，/,（#）：/"/"/,.（@EN*@EKPKI@J*ZEAQ@P*4%PJC4&J）8

5@_DEAHKEA，34DT@EAIKE，5@X\XEU@，"#$%8!""#8;<=>3$]@C&DE
(7$%4EFGDQU%FKE@JK=K7‘PF4J@EAPHDCJ*K5K@GKEADXODCO*UCU
GDQU%FKEXGFKODP@J，6KPJKCE<KE4E4EF@JPAKDQDA@&4Q@GOQ@&4J@DE

［T］8VKDQDA@&4Q=KS@KI，1!（,）：,!!",.,（@EN*@EKPKI@J*ZE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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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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