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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羊鼻山铁矿位于佳木斯地块中部，铁建造主要产于兴东群大盘道组第一岩段，含铁建造为一套

由石榴石云母石英片岩、矽线石黑云母石英片岩和片麻岩等组成的孔兹岩系，其原岩形成于浅海陆棚

沉积环境。矿石中金属矿物主要为磁铁矿，并被少量后期黄铁矿交代，非金属矿物主要为石英与矽线

石，二者均呈定向排列，矿石构造以条带状构造为主，少量呈块状构造。据成矿地质条件和矿床特

征，结合区域矿床对比研究，认为羊鼻山铁矿成因属 ＢＩＦ型，初步划归Ｓｕｐｅｒｉｏｒ型。含铁建造中矽线
石黑云母石英片岩中碎屑锆石 ＵＰｂ年龄可分为４组，分别为１００６～１２１２Ｍａ、１２３８～１４８０Ｍａ、
１５２１～１７４２Ｍａ以及＞１８００Ｍａ，据最小年龄可推断羊鼻山铁矿含铁建造的沉积上限年龄为１００６
Ｍａ；１２３８～１４８０Ｍａ年龄组丰度最大，反映铁建造与围岩的剥蚀区岩石以中元古界岩浆岩为主；而
最大年龄组中的２６７２Ｍａ与２７１１Ｍａ样品为佳木斯地块最古老的锆石之一，说明佳木斯地块存在太
古代结晶基底。结合同样被认为是佳木斯地块结晶基底的麻山群近期年代学研究结果，认为兴东群应

为麻山群的下伏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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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沉积变质型铁矿床 （简称 ＢＩＦ型铁矿）是指
形成于前寒武纪的海相化学沉积岩［１］，当铁含量

达到工业品位时便成为ＢＩＦ铁矿床。根据ＢＩＦ型铁
矿的地质环境、岩石组合与矿化特征，又可分为

Ａｌｇｏｍａ型和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型［２］。其中 Ａｌｇｏｍａ型规模相
对较小，通常形成于岛弧、弧后盆地或克拉通内裂

谷带等深水海洋环境中，与海底火山活动关系密

切；而Ｓｕｐｅｒｉｏｒ型规模相对较大，一般形成于被动
大陆架等较浅的海洋环境且与沉积作用密切相关，

不含或含有极少量的火山岩［２，３］。

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西南部的羊鼻山大型铁

钨矿床，一直被认为是佳木斯地块上的一个代表性

沉积变质型铁矿。但前人对该矿床的研究程度较

低，且主要集中在地质特征、控矿构造、含矿层位

及矿床类型等方面［４，５］，缺乏其形成时代及构造背

景等方面的研究。本文选取羊鼻山条带状铁矿赋矿

层位的岩石，在岩相学分析基础上，通过碎屑锆石

的ＵＰｂ同位素测年，确定含铁建造的沉积时代和
变质时代，进而厘定该矿床的形成时代，为矿床成

因准确确定和成矿规律研究奠定基础。

１　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

羊鼻山矿床的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兴凯—布列亚

地块佳木斯隆起带中部。矿区内基底地层为兴东群

大盘道组变质岩系，盖层为下白垩统穆棱组

（Ｋ１ｍ）的煤系地层、城子河组 （Ｋ１ｃ）和新近系
中新统宁安玄武岩 （Ｎβｎ） （图１Ａ）。其中，大盘

道组变质岩系与铁矿化时空关系密切，自下而上可

进一步划分为４个岩性段：第一岩段主要由石榴石
云母石英片岩、黑云母矽线石石英片岩和片麻岩组

成，片岩中赋存有磁铁石英岩；第二岩段由大理岩

和片岩组成，并赋存有晶质石墨矿层；第三岩段主

要由片麻岩和矽线云母石英片岩组成，夹有磁铁矿

层；第四岩段由片岩、片麻岩和大理岩组成。该组

原岩以灰岩、白云岩沉积为主，间有泥质岩、粉砂

岩、酸性凝灰岩及铁硅质页岩。

本区共发现１４条磁铁矿体，主要赋存在兴东
群大盘组的第一岩段内，均呈层状或似层状产出，

走向３２０°～３４０°，倾向南西，倾角 ６０°～８５°，一
般长４００～１６００ｍ。规模最大的Ⅰ号矿体长２１６９
ｍ。矿体平均厚度７０４～１１１８ｍ，最大厚度２８４０
ｍ［４］ （图１Ｂ）。

矿石主要为深灰色条带状磁铁石英岩，以条带

状矿石为主，部分呈块状构造。条带状矿石具明暗

相间、宽０８～３ｍｍ的条带，暗色条带约占总体
积的６０％ ～７０％，部分条带发生微弯曲变形 （图

２Ａ）。显微镜下观察，矿石岩性与矽线石黑云母石
英片岩相同，暗色条带主要为磁铁矿与黑云母，其

中磁铁矿粒径约５０～５００μｍ，半自形他形结构，
可见磁铁矿被少量后期黄铁矿交代；浅色条带则主

要为石英和矽线石，矽线石约占白色条带的４０％
～４５％，并呈竹节状或呈毛发状定向排列，方向与
条带平行，可见矽线石及解理中含有磁铁矿包体

（图２Ｂ）。矿石中主要金属矿物为磁铁矿与少量黄
铁矿，磁铁矿大多具定向排列 （图２Ｃ），部分磁铁
矿呈浸染状分布 （图 ２Ｄ）或被少量黄铁矿交代
（图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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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羊鼻山铁钨矿矿区地质图和ＡＡ勘探线剖面图［６］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ｍａｐｏｆＹａｎｇｂｉｓｈａｎＦｅＷｕ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ｎｄ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ＡＡ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

　　绢云母石榴石石英片岩与矽线石黑云母石英片
岩为大盘道组变质地层中与铁矿密切相关的围岩。

其中，绢云母石榴石英片岩主要成分为石榴石

（３０％ ～４０％）、石英 （５０％ ～５５％）、绢云母
（１５％ ～２０％），粗粒变晶结构、包含结构，块状
构造，石榴石裂理发育，并包含石英颗粒，粒径１
～４ｍｍ不等，具微定向排列；绢云母多呈隐晶质
鳞片状集合体沿矿物颗粒边缘连续分布，少部分则

呈细小鳞片状分布于绢云母集合体中 （图 ２Ｆ，

Ｇ）。矽线石黑云母石英片岩为细粒变晶结构，片
状构造，主要由黑云母 （３５％ ～４０％）、石英
（５０％～５５％）、矽线石 （５％～１０％）及微量磁铁
矿构成。其中黑云母多呈片状沿矿物颗粒之间定向

排列，与片理方向一致；矽线石则呈竹节状或毛发

状沿矿物颗粒之间定向排列，亦与片理方向一致；

磁铁矿包体呈半自形他形粒状零星分布于岩石中
（图２Ｈ，Ｉ）。

表１为羊鼻山矿床与吉黑东部地区其他铁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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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特征的对比，根据矿体、矿石类型、赋矿地层

及晚期热液蚀变判断，羊鼻山矿床存在两期成矿作

用，分别为沉积变质型与接触交代型。

Ａ．条带状铁矿石；Ｂ．铁矿石中呈竹节状的矽线石 （正交偏光）；Ｃ．呈条带状构造的磁铁矿 （反射光）；Ｄ．呈浸染状的磁铁矿 （反射光）；Ｅ．被后期黄

铁矿交代的磁铁矿 （反射光）；Ｆ．绢云母石榴石石英片岩；Ｇ．具包含结构的绢云母石榴石石英片岩 （正交偏光）；Ｈ．矽线石黑云母石英片岩；Ｉ．矽线

石黑云母石英片岩中的磁铁矿包体 （正交偏光）．

矿物代号：Ｑ石英；Ｓｅｒ绢云母；Ｇｒｔ石榴子石；Ｓｉｌ矽线石；Ｍａｇ磁铁矿；Ｐｙ黄铁矿．

图２　羊鼻山矿床赋矿围岩与铁矿石的岩相学和矿相学特征
Ｆｉｇ２　Ｐｅ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ｒｏｎｏｒｅｓａｎｄｗａｌｌｒｏｃｋｓｉｎＹａｎｇｂｉｓｈａｎｄｅｐｏｓｉｔ

２　样品采集与测试方法

本次研究选择采自羊鼻山矿区平硐５０ｍ中段
磁铁矿主矿体周围的大盘道组变质地层为研究的主

要对象，所取样品主要为绢云母石榴石石英片岩与

矽线石黑云母石英片岩，与矿体产状相同。锆石Ｕ
Ｐｂ年代学测试则选取紧靠矿体的矽线石黑云母石
英片岩作为测试对象，限定羊鼻山条带状磁铁矿形

成时代。

锆石分选、制靶与 ＣＬ图像采集由河北省廊坊
诚信地质服务有限公司完成；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 Ｕ

Ｐｂ年代学测试在吉林大学大学东北亚矿产资源评
价国土资源部重点实验室完成。激光剥蚀使用德国

相干公司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ＥｘＰｒｏ型 ＡｒＦ准分子激
光器，质谱仪为美国安捷伦公司 ７５００Ａ型四极杆
等离子质谱。激光条件为：激光束斑直径３２μｍ，
激光能量密度１０Ｊ／ｃｍ２，剥蚀频率８Ｈｚ。剥蚀样品
前首先采集３０ｓ的空白，随后进行３０ｓ的样品剥
蚀，剥蚀完成后进行２ｍｉｎ的样品池冲洗。载气使
用高纯度Ｈｅ气，气流量为６００ｍＬ／ｍｉｎ；辅助气为
Ａｒ气，气流量为１１５Ｌ／ｍｉｎ。对于不用同位素的
采集时间，２０４Ｐｂ、２０６Ｐｂ、２０７Ｐｂ和 ２０８Ｐｂ为２０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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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羊鼻山矿床与吉黑东部地区其它铁矿矿床特征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ｄｅｐｏｓｉ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Ｙａｎｇｂｉｓｈａｎ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

Ｊｉｎｌｉｎａｎｄ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矿床名称 羊鼻山 东风山 塔东

矿床规模 大型 中型 大型

侵入岩 泛非期混合花岗岩
元古代混合花岗岩、加里东期黑云

母花岗岩
华力西早期英云闪长岩

赋

矿

地

层

地层名称 兴东群大盘道组 东风山群亮子河组 塔东群拉拉沟组

岩石类型

石榴石云母石英片岩、黑云母矽

线石石英片岩、大理岩、矽线云

母石英片岩

大理岩、石墨片岩、变粒岩绢云母

石英片岩、二长石英片岩

由黑云母、透辉石、斜长石组成

的变粒岩和片麻岩

原　　岩
灰岩、白云岩、泥质岩、粉砂岩、

酸性凝灰岩、铁硅质页岩
细碎屑岩、大理岩、中酸性凝灰岩

中基性凝灰岩凝灰质粉砂岩钙

质页岩沉积建造

变 质 相 角闪岩相 角闪岩相 角闪岩相

围岩蚀变 矽卡岩化、硅化、高岭土化、碳

酸盐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

萤石化

硅化、绢云母化、绿泥石化

矿体类型 层状、似层状、脉状 似层状、脉状、鞍状 层状、似层状、透镜状

矿石构造 浸染状、条带状、块状、脉状 浸染状、条带状、块状、皱纹状 条带状、纹层状、浸染状

矿石矿物组合 磁铁矿、磁黄铁矿、黄铁矿、黄

铜矿、白钨矿、矽线石、石榴石、

石英、黑云母

磁黄铁矿、磁铁矿、黄铁矿、黄铜

矿、毒砂、辉钴矿、红砷镍矿、镍

黄铁矿、铁闪石、石榴石、石英

磁铁矿、磁黄铁矿、黄铁矿、黄

铜矿、磷灰石、角闪石、斜长石、

黑云母、石榴石

资料来源 本文 文献 ［７］ 文献 ［８，９］

　
２３２Ｔｈ、２３８Ｕ为 １５ｍｓ，４９Ｔｉ为 ２０ｍｓ，其余元素为 ６
ｍｓ。使用标准锆石９１５００（１０６２Ｍａ）作为外标进
行同位素比值校正，标准锆石 ＰＬＥ／ＧＪ１／ＱｉｎｇＨｕ
为监控盲样。元素含量以国际标样 ＮＩＳＴ６１０为外
标，Ｓｉ为内标元素进行计算，ＮＩＳＴ６１２和 ＮＩＳＴ６１４
为监控盲样。使用Ｇｌｉｔｔｅｒ软件进行同位素比值及元
素含量的计算。谐和年龄及图像使用 Ｉｓｏｐｌｏｔ／Ｅｘ
（３０）给出［１０］。普通铅校正使用［１１］给出的程序计

算。分析数据及锆石 ＵＰｂ谐和图给出误差为１σ，
表示９５％的置信度。

３　测试结果

矽线石黑云母石英片岩中的锆石无色透明，多

数呈次棱角状或棱角状，反映物源区可能距沉积区

较近，且在搬运过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磨蚀；部分

锆石呈磨圆状，则可能的物源区距沉积区较远，锆

石受磨蚀严重。锆石长约７０～１２０μｍ，长宽比约
１５～３０，少数长宽比 ＜１５或 ＞３，表面洁净、
光滑。阴极发光ＣＬ图像显示这些锆石多发育震荡
环带，主体显示为岩浆成因；部分锆石显示昏暗色

调，具弱分带或面状分带，可能是受后期重结晶作

用影响所致 （图３）。
６０粒锆石样品的ＬＡＩＣＰＭＳ的测年结果列于

表２，图４为所有样品的年龄谐和图与频数分布
图。可见所测锆石中，仅一个样品存在铅丢失，其

他样品均为谐和年龄。样品点年龄较为分散，根据

碎屑锆石年龄及其频率分布，可将所获年龄大致分

为４组，第一组 １２个点，占所测样品的 ２０３％，
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年龄集中在１００６～１２１２Ｍａ，具有两组
峰期年龄值，分别为 １０１０Ｍａ、１１９０Ｍａ，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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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具清晰岩浆震荡环带，Ｔｈ／Ｕ值为０１８～０７６，
平均值为０４２，除一个样品点存在铅丢失外，其
他样品点谐和度均较高；第二组年龄共计３５个点，
占所测样品的５９３％，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年龄集中在１２３８
～１４８０Ｍａ，峰期年龄值为１３９７Ｍａ，Ｔｈ／Ｕ值为
００７～０９７，平均值为 ０５０，谐和度较高，其中
仅有一个样品点Ｔｈ／Ｕ＜０１，但该粒锆石具明显岩
浆震荡环带，应为岩浆成因锆石；第三组年龄共计

８个点，占所测样品的１３６％，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年龄集
中在１５２１～１７４２Ｍａ，峰期年龄值为 １６５０Ｍａ，

Ｔｈ／Ｕ值为０１６～０９０，平均值为０６８，协和度较
高；第四组年龄有４个点，年龄值较大且分布较为
分散，分别为１８５８Ｍａ、１９８６Ｍａ、２６７２Ｍａ、２
７１１Ｍａ，Ｔｈ／Ｕ值为０３４～１５７。上述５９个样品点
ＣＬ图像均具有明显岩浆震荡环带，结合高 Ｔｈ／Ｕ，
故均为岩浆锆石。除此５９粒岩浆锆石外，存在１
粒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较小的锆石 （５０７Ｍａ），该粒锆
石具明显变质增生边，且Ｔｈ／Ｕ值＜０１，为００９，
具变质锆石明显特征。

图３　羊鼻山矿床矽线石黑云母石英片岩中锆石的ＣＬ图像
Ｆｉｇ３　ＣＬ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ｇｒａｉｎｓｆｒｏｍｓｉｌｌｉｍａｎｉｔｅｂｉｏｔｉｔｅｑｕａｒｔｚｓｃｈｉｓｔｉｎＹａｎｇｂｉｓｈａｎｄｅｐｏｓｉｔ

图４　矽线石黑云母石英片岩锆石年龄谐和图与频数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ｌｏｔ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ｆｒｏｍｓｉｌｌｉｍａｎｉｔｅｂｉｏｔｉｔｅｑｕａｒｔｚｓｃｈ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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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４１　矿床类型与成矿时代
孔兹岩系是由一套含石墨富铝的片岩、片麻岩

同时夹有大理岩和石英岩组成的变质沉积岩组合。

姜继圣［１２］根据孔兹岩系中由泥质岩石、石墨片岩

及大理岩所反映出来的组合关系，认为孔兹岩系的

原岩是一套较稳定构造条件下的浅海陆棚沉积物。

兴东群大盘道组为该铁矿赋矿地层，为一套大理岩

夹石英片岩、片麻岩变质岩系，且赋存有晶质石墨

矿层［１３］，其中的矽线石黑云母石英片岩与绢云母

石榴石石英岩为羊鼻山铁矿主要赋矿围岩，该围岩

的岩性符合孔兹岩特征，故可将本区大盘道组变质

岩系归为孔兹岩系，反映羊鼻山铁矿原始铁建造沉

积的环境为浅海陆棚环境［１２］，铁建造的形成与沉

积作用密切相关。一般而言，Ｓｕｐｅｒｉｏｒ型铁矿与沉
积岩类密切共生，主要形成于被动大陆架等稳定构

造环境下的浅海环境［１４］，因此本文将羊鼻山 ＢＩＦ
型铁矿初步划归为Ｓｕｐｅｒｉｏｒ型。

本次研究对羊鼻山铁矿的赋矿围岩 （矽线石

黑云母石英片岩）的６０粒锆石进行测年，谐和年
龄主要分布在４个区间。其中最年轻的一组对限定
羊鼻山铁矿的沉积年龄有着重要意义，其年龄区间

为１００６～１２１２Ｍａ，峰期年龄值为１１９０Ｍａ，且
均为谐和年龄，同时该组年龄碎屑锆石均发育明显

岩浆震荡环带和高 Ｔｈ／Ｕ值 （０１８～０７６，平均
＞０４），具典型岩浆锆石特点，表明羊鼻山铁矿
主体的沉积时代应在１１９０Ｍａ±，而１００６Ｍａ则
代表其沉积的下限年龄。沉积变质型铁矿主体在沉

积阶段已基本形成，但角闪岩相至麻粒岩相变质作

用可使铁明显加富［１，１５］。本次测试的６０个样品中
仅出现一粒变质锆石，可能是由于本区的区域变质

温度仅局部达到锆石重结晶的温度，但亦能印证本

区在５０７Ｍａ±发生的变质事件。结合区域上佳木
斯地块整体受到的５００Ｍａ±的泛非期构造热事件
作用影响［１６１８］，并根据赵华雷［１９］在本区所取的广

泛分布且与钨矿成矿时空关系密切的５０７Ｍａ片麻
状混合花岗岩，羊鼻山铁矿的变质成矿阶段应在

５００Ｍａ±。综上，羊鼻山铁矿的沉积时代应为中元
古代前后 （１００６Ｍａ之前），并于早奥陶世至晚寒
武世受泛非构造热事件影响，使矿体进一步加富。

４２　佳木斯地区变质地层的形成时代、成矿潜力
及地质意义

　　中国东北地区被认为是由多个微小陆块组成，
构造单元从西到东主要包括额尔古纳、兴安、松

辽、佳木斯—兴凯及那丹哈达地块［２０２３］。而佳木

斯地块被认为是东北地区最古老的陆块之一，佳木

斯地块广泛出露的麻山群和兴东群被认为是该地块

的古老结晶基底［１３］。兴东群与麻山群的关系一直

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有的学者根据所测变质年龄

的不同 （麻山群为 ２５３９Ｍａ；兴东群为 １７０５
Ｍａ），认为麻山群为兴东群的下伏地层［１３］；而有

的学者根据二者的原岩建造、变质作用和地化特征

等将二者并为一体［２４］。从上述观点来看，早期运

用的测试方法获得的佳木斯地块地质时代 （地质

事件）的年龄普遍偏老。究其原因，紫苏辉石经

常受到周围富钾矿物过剩氩的影响［２５］，该矿物不

适合用于高级变质岩的 ＡｒＡｒ定年，因此 ２５３９
Ｍａ的紫苏辉石 ＡｒＡｒ年龄并不可靠［１７］；黄映

聪［２４］的结论则缺乏兴东群原岩的年龄，仅靠地球

化学特征认为二者原岩为同一整体，值得进一步

研究。

近年来，随着同位素测年技术的进步，离子探

针 （ＳＨＲＩＭＰ）和激光探针 （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定
年被认为是目前最为准确的测年方法，且锆石 Ｕ
Ｐｂ体系是目前已知矿物同位素体系中封闭温度最
高的，是确定各种高级变质作用峰期年龄和岩浆岩

结晶年龄的理想对象［２６］。因此，本次研究采用的

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定年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佳木斯
地块的地质年龄。本次锆石测年结果较为分散，涵

盖了从中元古代至新太古代的年龄值，共分为４个
区间：最小年龄组 （１００６～１２１２Ｍａ）反映了兴
东群原岩主体的沉积时代，其中１１９０Ｍａ的峰期
年龄值表明兴东群原岩主体的沉积时代为中元古

代，最小年龄值１００６Ｍａ限定了兴东群原岩沉积
的年龄下限 （中元古代晚期）；丰度最高的年龄组

（１２３８～１４８０Ｍａ）则反映剥蚀区的岩石以中元古
界岩浆岩为主。其余年龄为１５２１～２７１１Ｍａ，值
得强调的是，２６７２Ｍａ与２７１１Ｍａ是迄今为止在
佳木斯地块发现的最古老锆石之一［１７，２７］，这意味

着佳木斯地块存在太古代结晶基底，虽然黑台组与

二龙山组亦出现了 ２７００～２８００Ｍａ的古老锆
石［２７］，但均出现铅丢失，不能参考。至于兴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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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闪岩相变质时代，应为５００Ｍａ±的泛非期。因
此，兴东群为一套沉积于中元古代 （１００６Ｍａ）并
受５００Ｍａ±泛非期角闪岩相变质作用改造的孔兹
岩系。

兴东群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勃利县大

盘道、鸡西市大同林场—红星沟、桦南县孟家岗—

上腰台、双鸭山市羊鼻山—苗圃及宝清县的金沙河

东南等地［１３］，其原岩为中元古代浅海陆棚沉积物，

较为稳定的构造环境使得成矿元素得以大量沉积，

且中新元古代为中国沉积变质型铁矿主要形成时
代之一［２８］，同时佳木斯地区广泛发育的泛非构造

热运动使成矿元素进一步富集，结合在该群发现了

羊鼻山、老柞山、孟家岗及大盘道等十余处铁、

金、钨矿床，可认为兴东群为佳木斯地块上铁、

金、钨矿床的重要矿源层之一。

从前人的研究结果来看，麻山群原岩沉积于新

元古代 （７００Ｍａ±）且受到５００Ｍａ±泛非变质作
用改造，并不含任何太古宙成分［１７］。该群与兴东

群相同，亦为一套孔兹岩系。说明兴东群虽与麻山

群同为孔兹岩系，并同时遭受了泛非变质作用影

响，但二者并非同一整体，且兴东群顶底不清［１３］，

难以判断二者空间关系，所以根据本次锆石测年结

果可以判定兴东群应为麻山群的下伏地层，这与前

人研究结论［１３，２４］不同。故兴东群应为佳木斯地块

上最古老的地层，而非麻山群。据周建波［２９］，中

国东北地区各个微陆块结晶基底原岩年龄为：额尔

古纳地块：漠河杂岩新元古代 （６０８Ｍａ）；兴安
地块：兴华渡口杂岩新元古 （６２０Ｍａ）；松辽地
块：早古生代早期 （５０１Ｍａ）；兴凯地块：虎头杂
岩新元古代 （６９５Ｍａ）。从这些结果可以看出，
作为佳木斯结晶基底的兴东群，其原岩沉积年龄均

远远大于中国东北地区其他陆块。综上认为，佳木

斯地块应为中国东北地区最古老的地块。

５　结论

（１）羊鼻山铁矿的赋矿围岩为一套孔兹岩系，
依据孔兹岩系原岩的沉积环境可推断该矿床铁建造

沉积环境为浅海陆棚环境，其成矿与沉积作用密切

相关，初步划分为Ｓｕｐｅｒｉｏｒ型。
（２）羊鼻山铁建造的沉积变质年龄受本次锆

石测年结果约束：年龄最小的碎屑锆石 （１００６
Ｍａ）可约束其沉积年龄，结合 ５０７Ｍａ的变质锆

石、区域上的泛非期 （５００Ｍａ±）变质热事件及
矿区广泛分布的片麻状花岗岩结晶年龄 （５０７Ｍａ）
判断，含矿岩系的变质时代为早古生代。

（３）兴东群为佳木斯地块上重要的铁、金、
钨矿源层之一。本次锆石测年结果可分为 ４组：
１００６～１２１２Ｍａ、１２３８～１４８０Ｍａ、１５２１～１７４２
Ｍａ及１８５８～２７１１Ｍａ。最年轻的中元古代 （１００６
Ｍａ）结晶锆石及最古老的太古代 （２７１１Ｍａ）结
晶锆石年龄均大于麻山群，表明佳木斯地块最古老

的结晶基底应为兴东群而非麻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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