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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宁芜和庐枞盆地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铁矿产区，两盆地内含矿岩体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特征既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文章对两个盆地内主要含矿岩体的岩相学、主量元素、微量元素、稀

土元素、ＳｒＮｄ同位素和锆石 Ｈｆ同位素等进行对比研究，以期进一步探讨两盆地中成矿岩体的差异。镜下观察

结果显示宁芜和庐枞盆地主要含矿岩体具有相同的矿物组合，主量元素特征表明这些岩体具有中硅、富钾和高

镁的特点，均为中—基性火成岩。与宁芜盆地含矿岩体相比，庐枞盆地含矿岩体的∑ＲＥＥ、∑ＬＲＥＥ和∑ＨＲＥＥ

含量均较高，明显富集Ｔｈ、Ｕ等大离子亲石元素，具有明显的Ｅｕ负异常，说明庐枞盆地含矿岩体的地壳物质较

多。两个盆地含矿岩体的ＳｒＮｄ同位素组成指示岩体均来源于富集地幔，庐枞盆地含矿岩体较低的锆石 Ｈｆ同

位素组成说明在岩浆侵入和演化过程中可能有更多的地壳物质加入，导致岩浆的粘稠度降低，更有利于庐枞盆

地铁矿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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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是我国最重要的铜铁多金

属资源产地之一，主要包括７个矿集区，自西向东依

次为鄂东南、九瑞、安庆—贵池、庐枞、铜陵、宁芜和

宁镇矿集区（图１ａ）。主要包括矽卡岩型、斑岩型以

及沉积—改造型等矿化类型［１］，其中，矽卡岩型铁矿

包括２种类型，一种是中酸性侵入岩与灰岩接触形

成的典型的矽卡岩铁矿，如鄂东南矿集区的程潮和

金山店铁矿床［２６］；另一种是中基性侵入岩与火山岩

系接触形成的非传统概念的矽卡岩铁矿，如宁芜矿

集区的梅山铁矿床和庐枞盆地中的泥河铁矿等。

宁芜和庐枞盆地位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东部，

是两个邻近的陆相断陷火山岩盆地，均以产玢岩铁

矿闻名［１，７］。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盆地内燕山期各

旋回火山活动期次几乎相同，侵入岩的分期、岩性

和成岩时代也大致可以对比［８］。本文从主要铁矿床

成矿岩体的岩相学和地球化学特征入手，探讨宁芜

和庐枞盆地成矿岩体的差异。

１　宁芜和庐枞盆地铁矿床概况

宁芜和庐枞盆地均位于长江中下游成矿带东

部，为中生代陆相火山岩盆地，是长江中下游多金

属成矿带中重要的多金属矿集区［１２］。宁芜盆地位

于江苏省南京市和安徽省芜湖市之间，呈 ＮＮＥ方

向展布，受周围４组断裂控制，形状上呈菱形，长约

６０ｋｍ，宽约 ２０ｋｍ，总面积约１２００ｋｍ２
［９］ （图

１ｂ）。庐枞盆地位于安徽省庐江县（庐）和枞阳县

（枞）之间，其展布受３组深大断裂控制，形状上呈耳

壳状，长 约 ５６ ｋｍ，宽 约 ２４ ｋｍ，面 积 约 为

１０３２ｋｍ２
［１０］。

宁芜盆地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三叠系周冲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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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地质简图（ａ）和宁芜盆地地质简

图（ｂ）（据文献［１４］修编）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ｍａｐ（ａ）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ｌｔｉｎ

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ｅｓ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ｓｋｅｔｃｈ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ｍａｐ（ｂ）ｏｆｔｈｅＮｉｎｇｗｕｂａｓｉｎ

（Ｔ２狕）、黄马青组（Ｔ３犺）和侏罗系象山群（Ｊ１２狓狀）。

上覆火山岩系从早到晚依次划分为龙王山组、大王

山组、姑山组和娘娘山组４个火山岩旋回
［７］，各个旋

回均从爆发相过渡至溢流相，最后发展成火山沉积

相。庐枞盆地出露的沉积地层主要为中侏罗统罗

岭组（Ｊ２犾）陆相碎屑沉积岩，与火山岩系呈不整合接

触。火山岩由老至新分为龙门院组、砖桥组、双庙

组和浮山组。前人较系统得出宁芜盆地４个火山旋

回的时间：龙王山组为１３４．８±１．８Ｍａ、大王山组为

１３２．２±１．６Ｍａ、姑山组为１２９．５±０．８Ｍａ和娘娘

山组为１２６．８±０．６Ｍａ
［２，１１１３］；庐枞盆地４个火山

旋回的年龄分别为：龙门院组为１３４．８±１．８Ｍａ、砖

桥组为１３４．１±１．６Ｍａ、双庙组为１３０．５±０．８Ｍａ

和浮山组为１２７．１±１．２Ｍａ
［１５］。由此可见，宁芜和

庐枞盆地４组火山岩在形成时间上相对应，均为白

垩纪早期火山活动的产物。宁芜盆地内潜火山岩或

浅层侵入岩主要为闪长（玢）岩，多发生在每一火山岩

旋回末期，分布于断裂喷发带与火山机构中心，是铁

矿床的主要含矿岩体。宁芜盆地与铁矿有关的７个

闪长玢岩体的形成时代均为１３０Ｍａ左右，属于大王

山组时期的火山活动［１６］。宁芜盆地内有另一类侵入

岩为花岗质岩体，形成时代为１２９～１２６Ｍａ
［１７］。庐枞

盆地１５个主要侵入岩体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侵入岩

主要为二长岩和闪长岩类，成岩时代为１３４～１３０

Ｍａ；晚期侵入岩为正长岩和Ａ型花岗岩，成岩时代分

别为１２９～１２３Ｍａ和１２６～１２３Ｍａ
［１８］。

宁芜盆地产出三十余处铁矿和数十个矿化点，

铁矿石储量约２７亿吨
［７］，其中较大的铁矿包括位于

盆地北段的梅山铁矿、盆地中段的陶村和凹山铁矿

以及盆地南段的姑山铁矿、白象山铁矿和太平山铁

矿。庐枞盆地铁、硫、铜和铅锌等矿产资源丰富，其

中铁矿石储量约１０亿吨，代表性的大型铁矿包括泥

河铁矿和罗河铁矿［１９］。

２　岩相学特征

宁芜盆地梅山铁矿赋矿岩石为闪长玢岩，呈灰

黑色。岩石总体为斑状结构，斑晶占３９％，主要有

普通辉石、角闪石、斜长石；基质为交织结构，钻孔

深部可见全晶质结构，斜长石Ａｎ＝５８～６５，有序度

４０～７０
［２０］。陶村矿床闪长玢岩为灰绿—灰黑色，块

状构造，全晶质斑状结构，斑晶为中长石或更长石，

板条状，延长约０．３～２ｍｍ，含量２０％～５０％，聚片

双晶和环带结构均发育，暗色矿物为角闪石，副矿

物为榍石和金红石。

泥河铁矿和杨山铁矿是庐枞盆地最具有代表

性的铁矿。泥河铁矿床闪长玢岩呈灰绿色、灰黑

色，斑状结构为主，深部为斑状—不等粒状结构，块

状构造。斑晶为斜长石、辉石和角闪石，含量约占

２０％～４０％。斜长石斑晶呈自形和半自形板条状，

大小为１．０～２．０ｍｍ，少量斜长石斑晶局部有碱性

长石化环边，粒径可达３．０～５．０ｍｍ。辉石斑晶呈

短柱状，粒径以１．０～３．０ｍｍ为主。基质由细小的

斜长石、辉石和角闪石组成，细粒结构。副矿物有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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榍石、磷灰石、磁铁矿。杨山铁矿闪长玢岩具有斑

状结构，斑晶一般为０．６ｍｍ，长石占２０％～３０％，

普通辉石、透辉石约为８％～１５％；偶见极少量的黑

云母。基质约占６０％，主要由更长石、角闪石微晶

构成，副矿物主要为磁铁矿、磷灰石等［１９］。

总体而言，宁芜和庐枞盆地含矿岩体的颜色均

较深，呈灰绿或灰黑色，具有斑状结构，块状构造，

主要矿物为斜长石、辉石和角闪石等，可见榍石、磷

灰石和金红石等副矿物。因此，两个盆地的含矿岩

体在岩性特征和矿物组成上类似。

３　分析结果及讨论

３１　主、微量元素特征

宁芜和庐枞盆地含矿岩体尽管具有相似的岩

性特征和矿物组合，但在岩石地球化学方面却具有

一定的差异。两个盆地中含矿岩体主要为中—基

性火 成 岩，有 中 硅 （５７．１０％ ～４６．０１％）、富 钾

（５．２３％～０．６５％）、高镁（５．２４％～１．５３％）的特

点。宁芜和庐枞盆地含矿岩体的 ＭｇＯ 分别为

５．２４％～１．９３％和５．０３％～１．６２％，平均值分别为

３．８８％和２．８８％，庐枞盆地含矿岩体 ＭｇＯ含量低

于宁芜盆地含矿岩体 ＭｇＯ含量。

宁芜盆地含矿岩体的 ∑ＲＥＥ 为（９８．１８ ～

１５６．８）×１０－６，均值为１２６．７×１０－６，δＥｕ为０．７８～

１．００，均值为０．９６；ＬＲＥＥ／ＨＲＥＥ为５．３３～１０．６，

均值为 ８．１２。庐枞盆地含矿岩体的 ∑ＲＥＥ 为

（１７６．８～３１０．７）×１０
－６，均值为２２７．９×１０－６，δＥｕ

为０．５９～１．１８，均值为 ０．７９；ＬＲＥＥ／ＨＲＥＥ 为

９．２１～１１．８０，均值为１０．０４。

在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配分曲线图（图２）

中，两个盆地含矿岩体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均为右

倾型，轻稀土相对富集，重稀土相对亏损，可能与源

区存在石榴子石有关。庐枞盆地含矿岩体的

∑ＲＥＥ、∑ＬＲＥＥ和∑ＨＲＥＥ含量均高于宁芜盆

地。庐枞盆地含矿岩体具有较明显的Ｅｕ负异常，

可能与长石的分离结晶有关，宁芜盆地含矿岩体Ｅｕ

负异常不明显，表明其长石的分离结晶作用不显

著。稀土元素的差异说明宁芜和庐枞盆地含矿岩

体的演化过程具有一定的差异。

两个盆地含矿岩体的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准

化蛛网图（图３）显示，二者皆富集Ｒｂ、Ｔｈ等大离子

亲石元素，亏损 Ｎｂ、Ｔａ、Ｐ、Ｔｉ、Ｙ等高场强元素，Ｓｒ

图２　宁芜和庐枞盆地含矿岩体的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

准化配分曲线图

Ｆｉｇ．２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ｉｎｇｗｕａｎｄ

Ｌｕｚｏｎｇｂａｓｉｎｓ

异常不明显。庐枞盆地含矿岩体Ｔｈ和Ｕ含量较宁

芜盆地显著富集。在部分熔融和岩浆结晶分异过

程中，Ｕ、Ｔｈ浓集于液相并进入富Ｓｉ产物。结合其

较明显的Ｅｕ负异常，庐枞盆地含矿岩体地壳物质

含量可能更高。

图３　宁芜和庐枞盆地含矿岩体的微量元素原始地幔标

准化蛛网图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ｎｔｅｌ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ｐａｔ

ｔｅｒｎ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ｉｎｇｗｕ

ａｎｄＬｕｚｏｎｇｂａｓｉｎｓ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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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芜盆地含矿岩体Ｒｂ／Ｂａ为０．０６１～０．１８８，均

值为０．１２２，庐枞盆地含矿岩体Ｒｂ／Ｂａ为０．２３５～

１．１６６，均值为０．７００，两个盆地含矿岩体Ｒｂ／Ｂａ值

均高于原始地幔Ｒｂ／Ｂａ值（０．０８８），显示存在岩浆

结晶分异作用。宁芜盆地含矿岩体 Ｎｂ／Ｕ 为

２．１９～７．５４，均值为４．２４，庐枞盆地含矿岩体Ｎｂ／Ｕ

为０．９２～１．１２，均值为１．０２，两个盆地含矿岩体

Ｎｂ／Ｕ均 远 低 于 全 球 ＭＯＲＢ 和 ＯＩＢ 的 Ｎｂ／Ｕ

（≈４７）。Ｕ主要赋存于陆壳中，较低的Ｎｂ／Ｕ说明

岩浆形成或者演化过程中有陆壳物质加入。上述

特征指示两个盆地含矿岩体的岩浆经历一定的结

晶分异作用，比较而言，在岩浆形成或演化过程中

庐枞盆地的岩浆可能有更多的陆壳物质加入。

３２　犛狉犖犱同位素特征

宁芜盆地含矿岩体ＳｒＮｄ同位素组成见表１。

宁芜盆地含矿岩体（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 为０．７０６～０．７０７，

εＮｄ（狋）为－７．２８～－３．４３；庐枞盆地早、晚两期侵入

岩 ＳｒＮｄ 同位 素组成较集 中，（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 为

０．７０５～０．７０９，εＮｄ（狋）为 －９．７～ －４．７
［１９］。在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εＮｄ（狋）图解上（图４），宁芜盆地含矿岩体

与庐枞盆地侵入岩ＳｒＮｄ同位素位于 ＭＯＲＢ和扬

子克拉通下地壳之间，说明二者具有幔源特征同时

又受到一定程度的地壳混染。与宁芜盆地含矿岩

体相比，庐枞盆地含矿岩体具有稍高的（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

值和稍低的εＮｄ（狋）值，说明庐枞盆地岩体中含有较

多的古老下地壳组分，可能与来自于富集岩石圈地

幔的幔源基性岩浆受地壳组分混染或幔源基性岩

浆同壳源的岩浆混合有关。

３３　锆石犎犳同位素特征

由表２可知，宁芜盆地含矿岩体中锆石的

εＨｆ（狋）为－１．４２～－１５．８，平均值为－７．６７；庐枞盆

地与铁矿有关的闪长岩εＨｆ（狋）为－４．０５～－１６．９，

平均值为－１０．９０
［１９］。两个盆地含矿岩体的εＨｆ（狋）

均为负值，与铜陵地区来自富集地幔的白芒山岩体

表１　宁芜盆地含矿岩体犛狉犖犱同位素组成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狉犪狀犱犖犱犻狊狅狋狅狆犻犮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狋犺犲狅狉犲犫犲犪狉犻狀犵狉狅犮犽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犖犻狀犵狑狌犫犪狊犻狀

岩体 年龄／Ｍａ ８７Ｒｂ／８６Ｓｒ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 ２σ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 １４７Ｓｍ／１４４Ｎｄ 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 ２σ εＮｄ（ｔ） ＴＤＭ２／Ｇａ

吉山ＮＷ２３１ １３１ ０．３８５７６１ ０．７０７１１１ ９ ０．７０６３９３ ０．１１４７２５ ０．５１２３３５ ７ －４．５４ １．３０

梅山ＺＫ４１４１８ １３０ ０．１１８４１９ ０．７０７５０８ １０ ０．７０７２８９ ０．１２８５３５ ０．５１２４０４ ５ －３．４３ １．２０

凹山 ＷＳ０１５ １３２ ０．１７２４６２ ０．７０７２２３ ８ ０．７０６８９９ ０．１３５０９９ ０．５１２２５３ ６ －６．４７ １．４５

陶村ＴＣ０１１ １２４ ０．１５０８７３ ０．７０６０５３ ８ ０．７０５７８７ ０．１２４４４５ ０．５１２３４１ ８ －４．６５ １．３０

阴山ＮＷ２２２ １３１ ０．３８９２５２ ０．７０７０２９ ８ ０．７０６３０４ ０．１１９５７６ ０．５１２１９９ ４ －７．２８ １．５２

图４　宁芜盆地含矿岩体与庐枞盆地侵入岩（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

εＮｄ（狋）图解（底图据文献［２１］；庐枞盆地侵入岩Ｓｒ

Ｎｄ同位素数据引自文献［１９］）

Ｆｉｇ．４　（
８７Ｓｒ／８６Ｓｒ）Ｉｖｓ．εＮｄ（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ｒｏｃｋｓｉｎｔｈｅＮｉｎｇｗｕ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ｒｏｃｋｓｉｎ

ｔｈｅＬｕｚｏｎｇｂａｓｉｎ

εＨｆ（狋）值（－３．３～－１４．４）接近
［２２］，说明岩浆主要来

自于εＨｆ（狋）值较低的富集地幔。含矿岩体的εＨｆ（狋）

值具有较大的变化范围，封闭体系岩浆演化难以具

有这种特征，Ｈｆ同位素的变化说明有不同 Ｈｆ组成

的熔体加入到岩浆中，使岩浆 Ｈｆ同位素发生较大

变化。在锆石εＨｆ（狋）与ＵＰｂ年龄图解上（图５），宁

芜和庐枞盆地含矿岩体均分布于２．５Ｇａ地壳演化

线和球粒陨石演化线之间，显示二者岩浆受一定程

度的地壳混染，且庐枞盆地含矿岩体更低的锆石

εＨｆ（狋）暗示其岩浆中有更多的地壳物质加入。

综上，结合岩体的主量元素、微量元素、稀土元

素、ＳｒＮｄ同位素及锆石 Ｈｆ同位素特征认为，庐枞

盆地和宁芜盆地含矿岩体由来自富集岩石圈地幔

的幔源岩浆与下地壳部分熔融形成的壳源熔体混

合形成，且庐枞盆地受壳源物质混染程度较高。起

源于富集地幔的岩浆中富含大量成矿元素，在岩浆演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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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宁芜盆地含矿岩体的锆石犎犳同位素组成

犜犪犫犾犲２　犣犻狉犮狅狀犎犳犻狊狅狋狅狆犻犮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狋犺犲狅狉犲犫犲犪狉犻狀犵狉狅犮犽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犖犻狀犵狑狌犫犪狊犻狀

岩体及

样品编号

１７６Ｈｆ／
１７７Ｈｆ

σ
１７６Ｌｕ／
１７７Ｈｆ

σ
１７６Ｙｂ／
１７７Ｈｆ

σ
年龄／

Ｍａ

（１７６Ｈｆ／
１７７Ｈｆ）ｉ

ＴＤＭ／

Ｇａ

ＴＤＭ２／

Ｇａ
εＨｆ（狋）

吉山ＮＷ２３１

　　ＮＷ２３Ｈｆ１０３ ０．２８２６１２０．００００５９０．００３４２００．０００１２４０．１１１２８２０．００３２８７ １３１ ０．２８２６０４ ０．９７ １．３８ －３．０７

　　ＮＷ２３Ｈｆ１０４ ０．２８２４７８０．００００８５０．０１７０１８０．０００１７６０．５２７２０２０．００６２５４ １２６ ０．２８２４３８ １．９０ １．７５ －９．０４

　　ＮＷ２３Ｈｆ１０９ ０．２８２５４７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４６０２０．０００１０６０．１６０４０４０．００３５９３ １３７ ０．２８２５３６ １．１０ １．５３ －５．３６

　　ＮＷ２３Ｈｆ１１０ ０．２８２５０６０．００００６５０．００６９１５０．０００１８６０．２０５７６００．００４６９１ １２８ ０．２８２４９０ １．２５ １．６３ －７．１７

　　ＮＷ２３Ｈｆ１１２ ０．２８２５１７０．００００６８０．００８９３１０．００００３３０．２９１１３１０．００３３１６ １３１ ０．２８２４９５ １．３２ １．６２ －６．９３

　　ＮＷ２３Ｈｆ１１８ ０．２８２３６２０．０００１９４０．００６５２５０．００００８００．２０５４５９０．００２７５５ １２６ ０．２８２３４６ １．４８ １．９５ －１２．３０

梅山ＺＫ４１４１８

　　ＺＫ４１４１Ｈｆ８１ ０．２８２６０３０．００００４２０．００１７２００．００００６２０．０４７１９９０．００１７３５ １２９ ０．２８２５９９ ０．９４ １．３９ －３．３０

　　ＺＫ４１４１Ｈｆ８２ ０．２８２５５５０．００００４２０．００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６０６７５０．００１０５１ １３１ ０．２８２５５０ １．０２ １．５０ －４．９８

　　ＺＫ４１４１Ｈｆ８７ ０．２８２４０９０．００００３２０．００１２３９０．００００１４０．０３５５５００．０００２５０ １３２ ０．２８２４０５ １．２０ １．８２ －１０．０７

　　ＺＫ４１４１Ｈｆ８８ ０．２８２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０．０００８１６０．００００１４０．０２２６４４０．０００３０１ １２８ ０．２８２４４８ １．１３ １．７３ －８．６６

　　ＺＫ４１４１Ｈｆ８９ ０．２８２４２８０．００００２９０．０００５４１０．０００００７０．０１６３０３０．０００１７７ １２７ ０．２８２４２７ １．１５ １．７８ －９．４３

　　ＺＫ４１４１Ｈｆ８１７ ０．２８２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０．００１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４３０．０３５８４４０．００１１８７ １３５ ０．２８２４２７ １．１７ １．７７ －９．２３

　　ＺＫ４１４１Ｈｆ８１８ ０．２８２３１５０．００００７５０．０００８２９０．０００００７０．０２１６８２０．０００１７８ １２５ ０．２８２３１３ １．３２ ２．０３ －１３．４８

梅山ＺＫ４０４１３６

　　ＺＫ４０４１Ｈｆ３６６ ０．２８２５９８０．００００４１０．００１２２４０．００００４８０．０３１２７９０．００１１９４ １２３ ０．２８２５９６ ０．９３ １．４０ －３．５５

　　ＺＫ４０４１Ｈｆ３６１１ ０．２８２６５７０．００００４４０．００４１６３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５４３８０．０００４７２ １３７ ０．２８２６４７ ０．９２ １．２８ －１．４２

凹山 ＷＳ０１５

　　ＷＳ０１Ｈｆ５０１ ０．２８２４７７０．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０１３８６０．００００２３０．０３７２６９０．０００８０２ １３０ ０．２８２４７４ １．１１ １．６７ －７．７１

　　ＷＳ０１Ｈｆ５０４ ０．２８２４９７０．００００４４０．００１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６３０．０３８５９１０．００１５４９ １３４ ０．２８２４９３ １．０９ １．６２ －６．９２

　　ＷＳ０１Ｈｆ５０５ ０．２８２４６１０．００００３３０．０００５５４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１３４８５０．００００７３ １３５ ０．２８２４５９ １．１１ １．７０ －８．１０

　　ＷＳ０１Ｈｆ５１０ ０．２８２４９６０．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０７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６０．０２０３９２０．０００３８７ １２９ ０．２８２４９４ １．０７ １．６２ －７．００

　　ＷＳ０１Ｈｆ５１４ ０．２８２４６００．００００３７０．０００８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８０．０２０７２００．０００２１０ １３５ ０．２８２４５８ １．１２ １．７０ －８．１４

　　ＷＳ０１Ｈｆ５１６ ０．２８２２６４０．００００６５０．００１７２４０．００００５６０．０４６７６３０．００１４４２ １３０ ０．２８２２５９ １．４２ ２．１４ －１５．２８

　　ＷＳ０１Ｈｆ５１７ ０．２８２５４１０．００００３４０．０００７８２０．００００２３０．０１９４４００．０００５５１ １３４ ０．２８２５３９ １．００ １．５２ －５．３０

　　ＷＳ０１Ｈｆ５１８ ０．２８２４４９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１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２４８０１０．０００３２９ １３０ ０．２８２４４６ １．１４ １．７３ －８．６８

　　ＷＳ０１Ｈｆ５１９ ０．２８２４６３０．００００５２０．００１０７１０．００００４３０．０２６４２８０．００１０８７ １３４ ０．２８２４６１ １．１２ １．７０ －８．０８

　　ＷＳ０１Ｈｆ５２０ ０．２８２５５９０．００００２８０．０００５９３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１３９６９０．０００２４３ １３０ ０．２８２５５８ ０．９７ １．４８ －４．７２

陶村ＴＣ０１１７

　　ＴＣ０１Ｈｆ１７０１ ０．２８２５０７０．０００１０４０．０００９５９０．００００２３０．０２５１２４０．０００８１４ １３０ ０．２８２５０５ １．０５ １．６０ －６．５９

　　ＴＣ０１Ｈｆ１７０８ ０．２８２５５４０．００００４１０．０００５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８０．０１０４８７０．０００１８８ １２３ ０．２８２５５３ ０．９８ １．５０ －５．０４

　　ＴＣ０１Ｈｆ１７０９ ０．２８２５０４０．００００８３０．０００５８６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３２４６０．０００９９２ １２０ ０．２８２５０３ １．０５ １．６１ －６．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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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侵入过程中混染的地壳物质富含 Ｋ、Ｌｉ等元

素，降低了岩浆的粘稠度，有利于降低岩浆的结晶

温度，延长岩浆的结晶和演化时间，使岩浆分异作

用更充分，利于成矿流体析出。因此，壳源物质的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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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宁芜和庐枞盆地含矿岩体锆石εＨｆ（狋）值与ＵＰｂ年龄关系图（庐枞盆地含矿岩体锆石ＵＰｂ年龄和εＨｆ（狋）值引自文献

［１９］）

Ｆｉｇ．５　εＨｆ（狋）ｖｓ．ＵＰｂａｇ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ｉｎｇｗｕａｎｄＬｕｚｏｎｇｂａｓｉｎｓ

混入比例越多对成矿作用越有利，这可能是引起盆

地中含矿岩体成矿作用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

４　结　论

（１）宁芜和庐枞盆地含矿岩体具有相似矿物组

合。岩石均呈灰绿或灰黑色，具有斑状结构，块状

构造，主要矿物均为斜长石、辉石和角闪石等。

（２）宁芜和庐枞盆地含矿岩体地球化学特征表

明，二者岩浆均来源于富集地幔，且庐枞盆地岩浆

演化程度更高，受更多壳源物质的混染，这可能是

引起两个盆地铁矿化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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