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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南省沙坡岭钼矿床是东秦岭钼矿带东段新发现的热液脉型钼矿床, 通过对

矿石中 5 件辉钼矿样品的 Re-Os 同位素定年, 获得 1251 4 M a~ 1291 4 Ma的模式年龄, 加

权平均年龄为 1271 22 Ma? 01 85 Ma,得到一个相关性较好的 1281 1 Ma? 71 1 Ma 的等时

线年龄,表明沙坡岭钼矿床形成于燕山中晚期。沙坡岭钼矿床辉钼矿的 w ( Re)高达 1471 2

@ 10- 6~ 3071 8 @ 10- 6 ,与陕西黄龙铺钼矿床中的 Re 质量分数接近, 表明有幔源物质和/

或流体参与了成矿过程,暗示沙坡岭钼矿床的形成与中国东部的大规模岩石圈减薄事件

有关。沙坡岭钼矿床深部可能存在斑岩型钼矿化, 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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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东秦岭钼矿带是世界最大的钼矿带之一, 可与

美国西部的 Climax-Henderson 斑岩钼矿带相媲美,

更是我国最重要的钼矿带
[ 1]
。该钼矿带西起陕西省

金堆城地区,东至河南省嵩县雷门沟地区,目前已发

现东沟、金堆城、南泥湖、三道庄、上房沟等超大型钼



矿床和雷门沟、汤家坪、石家湾、黄龙铺等大型钼矿

床以及秋树湾中型铜钼矿床等一系列矿床。东秦岭

钼矿带成矿时代主要集中于燕山期
[ 2]
, 亦有少量矿

床形成于印支期
[ 2]
和中 ) 新元古代[ 3]

。矿床类型主

要为斑岩型和斑岩-矽卡岩复合型[ 2] 。但近年来东

秦岭地区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脉状钼矿床, 如洛宁县

寨凹石英脉型-构造蚀变岩型钼矿床
[ 3]
、方城县土门

萤石脉状-构造蚀变岩型钼矿床、嵩县纸房石英脉型

钼矿床、灵宝市大湖石英脉型钼矿床 [ 4]。关于东秦

岭钼矿带燕山期成岩成矿的构造背景目前还存在较

多争议,主要有 3种观点: ( 1)成岩成矿作用发生于

大陆内部的挤压环境, 含矿岩体为 I 型花岗岩 [ 5] ;

( 2)成矿岩体主要为 A 型俯冲产生的碰撞型花岗

岩,成岩成矿作用发生在碰撞造山过程的挤压-伸展

转变期 [ 6] ; ( 3)成岩成矿作用发生在造山作用后的构

造体制大转折晚期和岩石圈大规模快速减薄阶

段[ 7]。太古宇太华岩群是我国重要的金矿富集层

位,然而钼矿床却较少发现,近年发现的沙坡岭钼矿

床就产于东秦岭熊耳山地区太华岩群变质岩中, 矿

化呈细脉、网脉状。该矿床研究程度低,前人的工作

主要集中于成矿岩体年代学[ 8] 和岩石地球化学方

面
[ 9 ]
,为此,希望详细的矿床地质特征研究及辉钼矿

Re-Os同位素定年、矿床成因类型及形成的地球动

力学背景探讨,能够就矿床成因类型、构造背景及成

矿潜力作进一步研究, 并为太古宇太华岩群中寻找

该类型矿床提供理论支撑和借鉴。

1  区域地质背景及矿床地质特征

1. 1  区域地质背景
秦岭造山带夹于三门峡-宝丰断裂(三宝断裂)

与龙门山-大巴山断裂之间,又以徽成盆地为界划分

为东秦岭和西秦岭两部分。东秦岭地区的三宝断

裂、栾川断裂和商丹断裂将东秦岭造山带由北向南

划分为华北克拉通南缘(华熊地块)、北秦岭造山带

和南秦岭造山带。目前东秦岭地区钼矿床主要分布

于华北克拉通南缘和北秦岭造山带(图 1)。

东秦岭地区出露地层主要有太古宇太华群和登

图 1  东秦岭钼矿带地质和钼矿床分布简图(据李浩, 2007[1] ,修改)

矿床编号及名称: 1.黄龙铺; 2.石家湾; 3.金堆城; 4.木龙沟; 5.夜长坪; 6.银家沟; 7. 石宝沟; 8.上房沟; 9.南泥湖; 10.三道庄;

11.马圈; 12.黄水庵; 13.雷门沟; 14.鱼池岭; 15.东沟; 16.秋树湾; 17.大湖; 18.寨凹; 19.纸房; 20.太平镇; 21.土门; 22.沙坡岭

F ig . 1  Sketch geo lo gical map o f Mo o re belt of the East Qinling, showing locations of majo r Mo depo sits( modified after

refer ence [ 1] )

封群结晶基底、中元古界熊耳群中基性火山岩、中 )
新元古界变质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寒武系和下奥陶

统碎屑岩和碳酸盐岩, 由于上奥陶统至下石炭统缺

失,海陆交互相的中 ) 上石炭统陆相碎屑岩和碳酸
盐岩平行不整合覆盖在早期的地质体之上。局部出

现二叠系、三叠系和侏罗系-白垩系陆相碎屑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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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9]。区域构造以NWW向构造为主并叠加 NE 向

构造[ 2] 。NWW 向断裂从北向南主要有三宝断裂、

马超营断裂、栾川断裂和商丹断裂等。NE 向断裂

主要集中在栾川断裂以北, 包括金堆城-青冈坪断

裂、洛宁断裂、汝阳断裂、康山-七里坪断裂和红庄-

陶村断裂等,这些北东向断裂是南北陆块在中生代

沿马超营断裂陆-陆俯冲而派生的次一级断裂
[ 10]
。

区内岩浆活动强烈, 除产出中 ) 新元古代碱性花岗

岩外,加里东期岩体主要分布在洛南-栾川断裂的南

侧,海西期花岗岩分布于北秦岭构造带的河南狮子

坪地区, 印支-燕山期岩浆活动最为强烈, 以酸性侵

入岩及次火山岩为主。

1. 2  矿床地质特征

沙坡岭钼矿床位于河南省洛宁县城南 25 km

处,大地构造位置属于华北克拉通南缘,矿床位于马

超营断裂以北、熊耳山西段(图 1)。

矿区内出露地层主要为新太古代太华岩群深变

质岩系,由角闪斜长片麻岩、黑云斜长片麻岩和斜长

角闪岩等组成, 西南角有少量第四系冲、洪积物。矿

区内断裂构造发育, 主要有南北向、北北东向和北东

向断裂。侵入岩主要为燕山期花山岩体, 平面形态

为近东西向椭圆形, 岩体呈岩基状产出,侵位于太华

岩群中(图 2a)。岩性为含角闪黑云二长花岗岩, 呈

浅肉红色,风化后呈灰白色,具似斑状结构, 块状构

造。斑晶粒径 5 mm @ 9 mm ~ 13 mm @ 20 mm, 基

质粒径 11 2 mm @ 11 9 mm ~ 61 5 mm @ 91 5 mm, 斑

晶主要为微斜条纹长石( 30% ~ 35% ) , 斜长石和石

英少量;基质为斜长石( 40% ~ 45%)、石英( 15% )、

角闪石( 4% ~ 5% )、黑云母( 3% ~ 4% )、微斜条纹

长石( 3% ~ 5% ) ; 副矿物常见榍石、磁铁矿、磷灰石

和锆石。其次是元古宙辉长岩、辉绿岩脉,一般规模

较小,呈椭圆形、不规则状顺层产出(图 2b)。

沙坡岭钼矿床位于花山岩体与太华群深变质岩

系的外接触带处,矿体呈脉状或网脉状分布于太华

群的构造裂隙中,本区矿化石英脉厚度很小, 多为数

毫米到数厘米, 所圈定矿体是众多薄矿化石英脉集

合体。矿体走向为近南北向或北北东向,倾向南东,

倾角一般 40b ~ 60b, 矿体长度介于 150 m~ 620

m,厚度一般 3 m~ 6 m。主要属于隐伏矿体, 在地

表有少量出露。目前探明钼矿石量 1 0631 67 @ 104

t, 钼金属量 8 461 t ,平均品位 01 08%。矿体围岩及
夹石主要为角闪斜长片麻岩, 局部为斜长角闪岩。

钼矿化主要见于钾长石-石英细脉和网脉中(照

片 1a~ d) , 其主要分布于太华岩群构造裂隙中, 宽

度一般< 1 cm~ 2 cm,部分可达 4 cm~ 7 cm。黄铁

图 2  沙坡岭钼矿床地质简图
1.第四系; 2.太古宇太华岩群; 3.白垩纪花岗岩; 4. 元古宙辉长

岩、辉绿岩; 5.地质体界线; 6.断裂; 7.研究区; 8.钼矿体

Fig. 2 The geolog ical sketch map of the Shapoling Mo de-

posit

矿化-钾长石化石英脉以近南北走向为主,其次为北

北东走向,脉体与围岩界线清晰, 脉壁平直,形态规

整,有时可出现分枝复合与尖灭再现现象。辉钼矿

沿黄铁矿化-钾长石化石英脉的脉壁呈薄膜状分布,

厚度 1 mm~ 2 mm。黄铁矿化-钾长石化石英脉呈

单体出现,或者不同方向脉体相互交叉及交切的群

体出现。

围岩蚀变发育, 主要包括硅化、钾化和青磐岩

化。其中,辉钼矿化与硅化和钾化关系密切;青磐岩

化分布广泛, 但蚀变强度不高, 多分布于钾化带的

周围。

矿石类型包括细脉状矿石、细脉浸染状矿石、细

脉-网脉状矿石和斑点-不规则团块状矿石(照片 1a

~ d)。矿石中金属矿物有辉钼矿、黄铁矿、磁铁矿

和黄铜矿等。辉钼矿多呈鳞片状集合体嵌布,沿裂

隙充填,少数呈浸染状分布于脉石石英及长石粒间。

黄铁矿多呈星散状、团块状和脉状分布于矿体中,或

呈脉状、浸染状分布于围岩中。钾长石和石英是与

辉钼矿化密切相关的主要脉石矿物, 石英多分布于

脉体中部,钾长石分布于脉体边部(照片 1c, d)。

2  样品特征与分析方法

用于年龄测定的 5件辉钼矿样品均采自沙坡岭

钼矿床的 PD525坑道,样品均为石英细脉型钼矿石。

样品经粉碎、分离、粗选和精选,获得纯度> 99%的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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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1  沙坡岭钼矿床矿石类型
a.石英-辉钼矿-黄铁矿脉; b .浸染状辉钼矿; c.石英-钾长石-辉钼矿-黄铁矿脉; d.鳞片状辉钼矿与钾长石共生

Photo 1  Open-air photos of Or e typ es f rom the S hapoling Mo deposit

钼矿单矿物, 辉钼矿晶体新鲜、无氧化、无污染。辉

钼矿样品分解, Re, Os纯化分离前处理在中国科学

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重

点实验室完成, Re, Os含量 ICP-M S 分析在中国地

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完成。

样品测试前处理及测试方法参见文献[ 11] , 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部分改进: 1) 称样后, 依次加入

NaOH 和 Na2O 2 , 置于马弗炉熔融, 避免了原分解

技术称样后,加 Na2O2 熔融之前, 只用 NaOH 与样

品熔融时伴有的喷溅现象; 2)丙酮萃取 Re 后, 有机

相直接置于电热板上加热挥发, 取代了三氯甲烷和

水反萃取 Re步骤; 3)从分解样品中分离纯化 Os, 采

用 NaClO 4 氧化剂, 替代了较贵的 Ce ( SO 4 ) 2。因

Os含量低, 辉钼矿 Re-Os 年龄数据的可靠性关键

取决于分析数据的质量。以 Os 最高价态氧化物

OsO4 水溶液进样, Os的 ICP-M S 测试灵敏度被提

高了 40倍以上
[ 1 2]

, 从而获得了准确的 Os 分析数

据。试 验 采用 国 家标 准 物质 GBW04435 和

GBW04436为标样,监控化学流程和分析数据的可

靠性。

3  测试结果

5件辉钼矿样品 Re- Os 同位素测试结果(表 1)

显示: 辉钼矿 w ( Re ) 介于 1471 167 4 @ 10- 6 ~

3071 817 6 @ 10- 6之间, 5件辉钼矿样品获得相近的

Re-Os模式年龄值( 1251 4 M a? 21 2 M a~ 1291 4 M a

? 31 4 M a) , 采用
187
Re 衰变常数 K= 11 666 @ 10

- 11
/

a[ 13] ,利用 ISOPLOT 软件[ 14] 对获得的 5个数据进

行等时线计算, 得到等时线年龄为 1281 1 M a ? 71 1
M a( 2R) ,初始

187
Os为- 2 ? 13, MSWD= 01 59, 数值

较小, 说明等时线年龄可靠(图3a)。模式年龄加权

表 1  沙坡岭钼矿床辉钼矿 Re-Os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

Table 1 Re-Os isotopic age of molybdenite from the Shapoling Mo deposit

样品号
样重
/ g

w ( Re) / 10- 6 w ( 187Re) / 10- 6 w ( 187Os ) / 10- 9 模式年龄/ Ma

测定值 2R 测定值 2R 测定值 2R 测定值 2R

H sp1- 3a 0. 030 4 307. 817 6 12. 854 6 193. 475 4 8. 079 6 417. 603 4 0. 224 6 129. 4 3. 4

H sp1- 3d 0. 039 8 186. 529 7 5. 124 8 117. 241 2 3. 221 2 245. 225 0. 134 125. 4 2. 2

H sp1- 6a 0. 030 3 147. 167 4 3. 262 6 92. 500 5 2. 050 6 196. 781 1 0. 079 2 127. 6 1. 8

H sp1- 6f-1 0. 030 6 259. 888 6 7. 429 163. 350 2 4. 669 4 346. 319 0. 264 4 127. 1 2. 2

H sp1- 7 0. 035 0 172. 116 7 2. 820 8 108. 182 1 1. 773 229. 806 9 0. 149 127. 4 1. 4

注: ¹ 测试单位: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 º 模式年龄 t= 1/K ln ( 1 +
187Os/ 187Re) ,其中K( 187Re) = 1. 666@ 10- 11a- 1,不确定值是 2R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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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沙坡岭钼矿床辉钼矿 Re-Os 同位素等时线( a)和模式年龄加权平均值( b)
Fig. 3 Re-Os isochron ( a) and w eighted mean o f Re-Os model ages ( b) o f molybdenites from the Shapoling Mo de-

po sit

平均值为 1271 22 M a ? 01 85 M a, M SWD= 11 16(图
3b) ,等时线年龄与模式年龄加权平均值非常接近,

等时线年龄代表了辉钼矿的结晶时间, 即沙坡岭钼

矿床的成矿年龄为 1281 1 Ma ? 71 1 M a。

4  讨  论

4. 1 东秦岭钼矿床成矿时代

近年来大量的辉钼矿 Re-Os同位素年龄、与成

矿密切相关的侵入岩的锆石 SH RIMP U-Pb 年龄

和矿床地质的研究,均认为辉钼矿 Re-Os同位素年

龄能准确代表矿床的成矿时代[ 15]。根据东秦岭地

区钼矿床辉钼矿 Re-Os年龄的统计结果(表 2) , 东

秦岭地区钼矿床的成矿时代可以划分为 4 个时期:

1)中元古代早期( 1 700 M a~ 1 800 M a) ; 2)印支期

( 220 Ma ~ 230 M a) ; 3) 燕山早期 ( 140 M a~ 150

M a) ,即侏罗纪 ) 白垩纪之交; 4) 燕山中晚期( 120

M a~ 130 M a) ,即早白垩世中晚期。中元古代早期

东秦岭地区形成的钼矿床目前仅发现了寨凹钼矿

床,该矿床形成于中元古代早期华北克拉通伸展-裂

解环境, 与熊耳群火山岩浆活动关系密切[ 3] ;印支期

东秦岭地区的古特提斯洋已完全闭合并开始转入陆

陆碰撞造山过程及造山后伸展环境[ 16] ,期间形成了

大湖钼矿床和黄龙铺钼矿床;燕山早期华北东部处

于挤压向伸展的构造体制转折期, 东秦岭地区在这

种构造体制下发生了大规模的钼成矿作用
[ 17]

,这一

时期形成的典型钼矿床有金堆城、南泥湖、上房沟、

三道庄和秋树湾等钼矿床;燕山中晚期华北地区发

生了大规模岩石圈减薄事件
[ 18]

,岩浆活动强烈, 形

成了雷门沟、沙坡岭和东沟等钼矿床。

表 2 东秦岭钼矿床辉钼矿 Re含量

Table 2  Re contents of molybdenites from the Mo deposits of Mo ore belt of the East Qinling

矿床
名称

类型
w ( Re) / 10- 6

范围 平均值(样品数)

成矿年龄
/ Ma

文献

寨凹 石英脉型 0. 665 ~ 4. 832 3. 045( 22) 1680 ? 24 ~ 1831 ? 29 [ 3]

大湖 石英脉型 0. 9 ~ 3. 4 2. 1( 6) 215. 4 ? 5. 4 ~ 255. 6 ? 9. 6 [ 4]

黄龙铺 碳酸岩脉型 256. 0 ~ 633. 1 428. 4( 5) 220 ? 5 ~ 230? 7 [ 2]

南泥湖 斑岩型-矽卡岩型 22. 3 ~ 53. 7 36. 7( 4) 146 ? 5 ~ 156? 8 [ 19]

上房沟 斑岩型-矽卡岩型 19. 2 ~ 20. 2 19. 6( 2) 143. 8 ? 2. 1 ~ 145. 8 ? 2. 1 [ 20]

三道庄 斑岩型-矽卡岩型 15. 2 ~ 27. 5 22. 6( 3) 144. 5 ? 2. 2 ~ 145. 4 ? 2  [ 20]

秋树湾 斑岩-矽卡岩型 112. 7 ~ 180. 0 151. 8( 6) 145. 6 ? 1. 8 ~ 148. 0 ? 2. 2 [ 21]

鱼池岭 斑岩型 16. 8 ~ 81. 1 40. 264( 5) 134. 3 ? 2. 0 ~ 141. 8 ? 1. 6 [ 22]

金堆城 斑岩型 12. 9 ~ 19. 7 16. 1( 3) 129 ? 7 ~ 139? 3 [ 2]

雷门沟 斑岩型 18. 4 ~ 25. 9 22. 2( 2) 131. 6 ? 2. 0 ~ 133. 1 ? 1. 9 [ 23]

石家湾 斑岩型 10. 17 10. 17( 1) 138 ? 8 [ 2]

沙坡岭 斑岩型 147. 2 ~ 307. 8 214. 7( 5) 128. 1 ? 7. 1

东沟 斑岩型 4. 0 ~ 4. 2 4. 1( 2) 115. 5 ? 1. 7 ~ 116. 5 ? 1. 7 [ 24]

4. 2  沙坡岭钼矿床成因类型及找矿前景

东秦岭地区绝大多数钼矿床的形成与该区分布

广泛的燕山期浅成中酸性岩体有关,小岩体控制了

钼矿的形成[ 25]。花山岩体位于沙坡岭矿区南东, 呈

岩基状产出,侵位于太华群中,接触界面呈不规则港

湾状。沙坡岭钼矿床位于花山岩体与太华群变质岩

的外接触带,矿体围绕花山岩体呈细脉状和网脉状

产出,产状受花山岩体顶面的影响。钼矿化对岩性

无选择性,与容矿岩石的物理性质、裂隙发育程度有

关,岩石裂隙越发育,矿化越强。地表和浅部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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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温热液脉型矿化特征。沙坡岭钼矿床的围岩

蚀变组合由内向外依次出现钾长石化、硅化-绢云母

化、绿帘石化,这又与典型的斑岩型矿化的蚀变特征

一致, 而且矿区内出露强蚀变的斑岩露头。物化探

工作亦表明,矿区内存在一个近等轴状的负磁异常

区,对应着钼矿化所在的位置, M o 含量从中心向四

周逐渐降低
[ 26]
。矿床地质、矿化特征表明, 沙坡岭

钼矿床深部可能存在斑岩型矿化,地表及浅部热液

脉型矿化可能是深部斑岩型矿化的浅部显示。花山

花岗岩的 SHRIM P 锆石 U-Pb年龄为 132. 0 M a ?

1. 6 Ma
[ 7]
,沙坡岭钼矿床的成矿时间略晚于花山岩

体的结晶时间。综上所述, 认为沙坡岭钼矿床与花

山岩体演化晚期形成的斑岩体有关,深部具有较大

的找矿潜力。

4. 3  成矿物质来源和成矿动力学背景

Re在地球化学分类中属难熔的高度亲铁元素,

倾向富集于地幔或基性-超基性岩石中, 因此一些学

者主张花岗岩和矿床中的 w ( Re)可以作为成岩成

矿物质的示踪剂[ 27] 。中国钼矿床辉钼矿中的 w

( Re) ,以矿床成矿母岩为 M 型、I 型、S 型花岗岩来

划分,其辉钼矿中的 w ( Re)变化规律为 n @ 10
- 4 y n

@ 10
- 5 y n @ 10

- 6
, 即呈数量级下降

[ 28]
。东秦岭地

区钼矿床辉钼矿中的 w ( Re)变化较大(表 2) , 表明

成矿物质来源的多样性。其中, 寨凹钼矿的辉钼矿

w ( Re)为 0. 665 @ 10
- 6
~ 4. 832 @ 10

- 6
、大湖钼矿的

w ( Re)为 0. 9 @ 10- 6 ~ 3. 4 @ 10- 6、东沟钼矿的 w

( Re)为 4. 04 @ 10- 6 ~ 4. 19 @ 10- 6 , 暗示其成岩成

矿物质主要源于地壳;南泥湖、上房沟、三道庄、鱼池

岭、金堆城、雷门沟和石家湾等钼矿床的辉钼矿 w

( Re)均在 n @ 10- 5数量级,其成矿岩浆应为壳幔混

源的 I型;秋树湾钼矿的辉钼矿 w ( Re)为 112. 7 @

10
- 6
~ 180. 0 @ 10

- 6
,指示其主要物源为下地壳, 部

分地幔物质参与了成矿作用 [ 21] ;黄龙铺矿床的辉钼

矿 w ( Re)高达 256 @ 10- 6 ~ 633 @ 10- 6 , 成矿物质

应主要来自地幔 [ 3]。沙坡岭钼矿床的辉钼矿 w

( Re)高达 147. 2 @ 10
- 6
~ 307. 8 @ 10

- 6
, 与黄龙铺

钼矿床中的 w ( Re)接近, 表明有幔源物质和/或流

体参与了成矿过程。华北地区岩石圈在 110 M a~

130 M a 期间进入到快速减薄时期[ 24] , 岩石圈减薄

导致软流圈地幔上涌, 在伸展体制下形成了小秦岭-

熊耳山地区典型的变质核杂岩, 并伴随 EW 向深切

至上地幔的深大断裂, 这些深大断裂为地幔物质上

升提供了通道,并破坏了岩石圈原有的物质能量平

衡,引起大规模流体渗入,并通过壳-幔相互作用,发

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上涌的软流圈地幔加热下地

壳,造成下地壳发生强烈深熔作用,形成以重熔太华

群为主体的大规模深熔花岗岩体,如花山岩体
[ 30]
。

强烈的壳-幔物质交换作用和高热流场的形成引发

了大规模成矿流体的形成、迁移和富集,进而发生了

大规模金钼成矿作用。沙坡岭钼矿床即形成于中国

东部的大规模岩石圈减薄背景, 软流圈地幔物质和/

或流体参与了钼成矿作用,造成沙坡岭钼矿床辉钼

矿中的 w ( Re)高。

5  结  论

5. 1  沙坡岭钼矿床辉钼矿 Re-Os 模式年龄介于

1251 4 M a~ 1291 4 M a, 等时线年龄为 1281 1 M a ?
71 1 M a,表明沙坡岭钼矿床形成于燕山中晚期。

5. 2  沙坡岭钼矿床的辉钼矿 w ( Re)高达 1471 2 @

10
- 6
~ 3071 8 @ 10

- 6
,表明有幔源物质和/或流体参

与了成矿过程,暗示沙坡岭钼矿床的形成与中国东

部的大规模岩石圈减薄事件有关。

5. 3  沙坡岭钼矿床地表和浅部表现出中-高温热液

脉型矿化特征,但深部可能存在斑岩型矿化,具有较

大的找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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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new ly discovered Shapo ling M o deposit in the East Qinling M o ore belt , Henan
Prov ince, is a hydrothermal vein- type M o deposit . F ive samples of mo lybdenite fo r Re-Os isotop-
ic dat ing w ere analyzed and the model ages obtained ranged from 1251 4 M a to 1291 4 M a, w ith an
average of 1271 22 Ma ? 01 85 Ma, and w ith an isochronic age of 1281 1 M a? 71 1 M a. The age dat-
ing indicated that Shapoling M o deposit w as formed in the M iddle-Late Yanshanian Per iod. The
Re contents o f the molybdenite in the Shapoling M o deposit w ere up to 1471 2 @ 10- 6~ 3071 8 @
10- 6 , close to Re content of the Huanglongpu Mo deposit in Shanxi Pro vince. It is show ed that the
format ion of the Shapoling M o depo sit w as related to larg e lithospher e thinning event of eastern
China and the mant le-der iv ed material and/ or fluid w as invo lved in or e- fo rming process. The po r-
phyry M o m ineralization w ith g reat pro spect ing potent ial may ex ist in deep of the Shapoling M o
depo sit.

Key words:  Re-Os isotopic dat ing; molybdenite; Shapoling molybdenum depo sit; w estern Henan
Prov ince; East Qinling mo lybdenum ore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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