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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南某些金矿床的流体包裹体研究

贾 斌

(沈阳地质矿产研 究所 )

辽南猫岭
、

黄家营子和金厂沟金矿的含矿流体为 H
Z

O 一 N a
CI 一 C O

:

体系
。

流体包裹体的爆

裂温度曲线的爆峰次数与含金石英脉的金含量呈正相关关系
,

猫岭金矿流体包裹体的气相成分

随着成矿作用的进行
,

其 C O
、

C H
. 、

C O
Z 、

N
Z 、

0
2 、

H
:

的摩尔百分数有所降低
,

而 H刀 则有所增高
。

流体包裹体的 C (〕
2

/H
Z

O 比值与含金石英脉的金含量呈正相关关系
,

而 其离子成分的 5 0 :
一

/ lC
-

比值与石英脉金含量呈反相关关系
,

研究表明
,

猫岭金矿和黄家营子金矿为岩浆热液与地下水混

合热液成矿
.

矿液从猫岭金矿向黄家营子金矿方向流动
,

这两个金矿的成矿流体为低盐度
、

酸性
、

强还原环境
.

金厂沟金矿的成矿热液亦为岩浆热液和地下水混合热液
。

其成矿流体亦为低盐度
、

强酸性
、

强氧化环境
。

关键词 金矿 包裹体 热液特征

1 地质概况

L l 猫岭金矿

矿区出露地层为下元古界辽河群盖县组二段和榆树硷子群
。

盖县组二段是赋矿围岩
,

岩性

为绢云千枚岩
、

绿泥绢云千枚岩
、

石英绢云千枚岩夹薄层状变质石英砂岩和长石石英砂岩
,

片

理发育
。

下元古界榆树硷子群分布于矿区北侧
,

它不整合覆盖于盖县组二段之上
,

局部呈断层

接触
。

矿区南侧出露有印支期猫岭花岗岩体
。

猫岭金矿的成矿作用分为四个阶段
:

第 l 阶段
,

盖县组千枚岩发生弱硅化及绢云母化
,

并

有大量的星散状毒砂形成
;
第 I 阶段

,

为强硅化阶段
,

石英脉体呈弯 曲状产出
,

大量的多金属硫

化物矿物形成
,

为主要金矿化阶段
;
第 l 阶段

,

石英脉体平直
,

金属硫化矿物种类减少
,

主要是

磁黄铁矿
,

金矿化较弱
;
第 vI 阶段

,

碳酸盐脉体不直
,

有少量萤石
,

无金属矿物
,

无金矿化
。

1
.

2 金厂沟金矿

矿区地层为辽河群盖县组一段
,

呈条带状以捕虏体形式分布于矿区南部似斑状黑云母二

长花岗岩及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体 内
。

地层下部为黑云变粒岩
、

黑云二长变粒岩及黑云斜长

变粒岩
,

局部含有电气石
,

其间夹有透闪石变粒岩
、

浅粒岩
,

以及黑云阳起变粒岩
; 上部为含石

榴二云片岩
、

黑云石英片岩
,

夹绢云石英片岩
、

含绿泥绢云千枚岩
、

浅粒岩
、

石英 电气石岩
。

出露的岩体主要是印支期似斑状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

其次是细粒黑云母二 长花岗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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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作用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
:

第 I 石英黄铁矿阶段
;
第 I 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阶段

;
第

, 钾长石碳酸盐脉阶段
。

2 含金石英脉石英中流体包裹体类型

2
.

1 猫岭金矿石英包裹体类型和特征

猫岭金矿第 I 成矿阶段主要为渗透交代硅化作用
,

未见有包裹体
;
第 l 成矿阶段为弯曲状

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
。

石英中的原生包裹体主要呈串珠状
、

条带状成群分布
,

以气液二相包裹

体为主
,

仅见少量单相液态包裹体
,

大小一般为 2一 4拼m
,

充填度为 0
.

9一 0
.

7 5
,

个别为 0
.

肠一

0
.

5 0
,

形态为圆形
、

椭圆形
、

液滴形
、

蠕虫形
。

次生包裹体产于裂隙中
,

成线状分布
。

大部分为单

相液态包裹体
。

第 一成矿阶段为含磁黄铁矿石英脉
,

石英中的原生包裹体呈串珠状成群分布
,

为气液二相
,

大小为 1一 2料m
,

充填度为 0
.

8一 0
.

75
,

形态为圆形
、

椭 圆形
、

似 长方形
、

不规则五

角形
。

这些包裹体数皿较多
,

大小差别不大
。

次生包裹体呈线状沿裂隙分布
,

其大小不一
,

主要

是单相液态包裹体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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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厂沟金矿石英包裹体类型和特征

金厂沟金矿第 I 成矿阶段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石英中的原生包裹体呈串珠状
、

带状成群

分布
,

局部为线状排列
,

但未穿过石英预粒界面
,

以气
、

液二相为主
,

还见有一些含液态 c o
:

的

三相包裹体
,

一般大小为 5一 6拜m
,

个别可达 1如m
,

充填度为 0
.

“ 一 0
.

6即m
,

形 态以似长方

形
、

三角形 、菱形
、

弯肘形为主
,

圆形
、

椭圆形次之
。

3 成矿温度

3
.

1 猫岭金矿的成矿温度

猫岭金矿第 l 成矿阶段弯 曲状含金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的两个石英样品 (样号 1 一 3 和

3 3 一 l )的均一温度分别为 3 2 5一 4 7 2 ,C
、

2 2 7一 3 5 5℃
,

l 一 3 号样的爆裂温度为 1 5 0一 4 9 2℃ (表

1 )
,

爆裂温度比均一温度高
,

包裹体均一于液相
。

第 , 成矿阶段的平直状磁黄铁矿石英脉中的

两个样品 (样号 l一 4 和 33 一 2) 的均一温度分别为 2 18 一 3 39 ℃
、

2 25 一 3 57 ℃
,

爆裂温度分别为

24 4一 4 82 C
、

26 4一 45 0 ℃
。

爆裂温度 比均一温度高
,

均一于液相
。

猫岭金矿区西侧黄家营子金

矿第 I 成矿阶段含金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的石英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为 22 0一 2 91 ℃
,

爆裂温

度为 1 54 一 5 40 ℃
,

爆裂温度比均一温度高
,

均一于液相
。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 出
,

早期第 I 成矿

阶段流体包裹体有的是在超过水的临界温度 ( 3 7 4
.

1℃ )条件下均一的
,

说 明该流体的临界温

度增高
,

由此判断猫岭金矿第 I 成矿 阶段含矿流体 N a CI 含量较高
,

C O
:

含量相对略低
,

这

一结论与所测包裹体中 N a CI 成分的结果一致
,

因此猫岭金矿第 I 成矿阶段含矿流体属 H
:
O

一 N a C I一 C O
:

体系
。

以上获得的均一温度
,

经对比表 明
,

猫岭金矿
、

黄家营子金矿
、

金厂沟金矿的成矿温度均高

于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度 (表 1
,

次 根据 r
·

f’
·

列姆列英与 几
·

B
·

克列弗佑夫的图解 )
。

猫岭金矿第 I 成矿阶段含金石英脉的流体包裹体的爆裂温度的两个爆峰表 明
,

成矿热液

活动具有一定的脉动性 (图 l a )
,

至少有两次亚阶段的成矿作用
;
第 . 成矿阶段含金石英脉的

流体包裹体的爆裂温度仅一个爆峰 (图 l b )
,

成矿热液未见多次脉动性
。

金厂沟金矿的第 I 主

成矿阶段的流体包裹体的爆裂温度有三个爆 峰 ( 图 I c )
,

表明成矿热液具有较大的脉动性
,

流



第 l 期 贾 斌
:

辽南某些金矿床的流体包裹体研究

体活动的次数越多
,

波动性越大
,

在爆裂温度曲线上显示的爆峰就越多
,

其矿体含金量就越高
。

表 1 辽南某些金矿含金石英脉石英流体包裹体沮度测定结果

T
a b l

e 1 R e s u
l t s o f

.

t e m p e r a t u r e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o f fl u id i n e
l
u s io n s f r o m g o l d q u a r t z v e i n

i n s o m e g o
ld d e p o s i t s o

f
s o u t h

e r n L ia o
in

n g

均一温度 ( ℃ )

样号 采 样 对 象 测沮

次数

温度

范围

l一 3 3 3 2 5一 4 7 2

平均

温度

3 8 8

爆裂沮度

(亡 )

捕获温度

( ℃ )

成矿沮度

T h十

△ t ( ℃ )

1 5 0一 4 9 2 3 8 1一 5 13

3 3一 1 1 0 2 2 7一 3 5 5 2 7 5 3 2 7一 40 5

1一 4 1 0 2 1 8一 3 3 9 2 6 6 2 4 4一 4 8 2 3 2 6一 3 94

3 3一 2

猫岭金矿第 I 成矿阶段石英脉

猫岭金矿第 , 成矿阶段石英脉

猫岭金 矿第 , 成矿阶段石英脉

猫岭金矿第 , 成矿阶段石英脉

黄家营子第 , 成矿阶段石英脉

金厂沟金矿第 I 成矿阶段石英脉

金厂沟金矿第 I 成矿阶段石英脉

1 1 2 2 5一 3 5 7 2 9 9 2 64一 45 0 32 5一 4 0 7

7一 4一 l 8 2 2 0一 2 9 1 2 54 1 5 4一 54 0 3 36一 4 0 7

5一 3 10 2 6 9一 4 6 4 3 34 1 3 0一 5 5 0 3 25一 3 3 5

5一 7 10 22 8一 2 9 9 2 66

盐度
均一 ( w t % )

状态

均一液相 2
.

71

均一液相

均一液相 2
.

38

均 一液相 3
.

27

均 一液相 1
.

90

均一液相 0
.

99

均 一液相 3 40一 3 6 0

侧试单位
:

沈 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实验室

5 50
“

C 样号 5 一 3

4 8 0
“

C 样号 1 一 4

图 1 流体包裹体的爆裂曲线

F i g
.

1 T h e
d

e e r e p i t a t io n e u r v e s o
f fl

u i d i n e
l

u s io n

a ,
b一猫岭金矿

; c一金厂沟金矿

a ,

b一 M a o l i n g g o e d d e p o s
i t e

一 J i n c
卜

a n g g o u g o ld d
e p o s i t

3
.

2 金厂沟金矿的成矿温度

金厂沟金矿第 l 成矿阶段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石英流体包裹体 (样品号 5一 3
、

5 一 7) 的均

一温度分别为 2 69 一46 4 ℃
、

2 28 一 2 99 ℃
,

均一于液相
。

5 一 3号样的爆裂温度为 13 0一5 50 ℃
,

由

此看出均一温度低于爆裂温度
。

早期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度超过水的临界温度
,

表明流体中

N a C I含量较高
,

这与包裹体的成分测定结果是一致的
,

并在原生包裹体中见有大量的 C O
: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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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包裹体
.

由此看出金厂沟金矿的含矿流体是一种 H
Z
O 一 N a CI 一 C O

:

体系
。

利用 C O
:

包裹体

的部分均一温度和水溶液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可以求得 5一 3 号样流体包裹体捕获时的温度
,

该

温度为 32 5一 33 5℃
,

可视为成矿温度
。

所 以猫岭金矿
、

黄家营子金矿及金厂沟金矿的最初流体

成矿时为中高温状态
,

随着成矿作用进行降至中低温
。

4 成矿压力

4
.

1 猫岭金矿的成矿压力

根据猫岭金矿成矿 流体 H
Z
O 一 N a CI 一 C O

:

体系的等容线图
t ’ 」 ,

可求得该矿的均 一压力

(表 2 )
。

猫岭金矿第 I 成矿阶段 1一 3 号样的均一温度为 3 25 一 4 72 ℃
,

盐度 2
.

7 1 ( w t % )
,

其相

应 的均 一 王力 为 5 0 0 义 1 05 一 6 87 又 1 0s P a ;
第 . 成矿 阶段 33 一 2 号样 的均一 温 度为 2 25 一

3 5 7℃
,

盐度 3
.

2 7 ( w t % )
,

相应的均一压 力为 6 0 4 X 1 0 ,

一 12 2 2 X 1 0 ,
P a ; l 一 4

一

号样均 一 温度

2 18 一 3 39 ℃
,

盐度 2
.

38 ( w t % )
,

相应的均一压力为 6 56 x l护一 1 3 10 又 1 s0 P a ;
黄家营子金矿第

l 成矿阶段的均一温度 22 0一 29 1℃
,

盐度 1
.

9 0 ( w t % )
,

相应 的均一压 力 77 0 又 l护 一 12 90 丫

1护 P a 。

猫岭金矿的剥蚀高度加上现在的矿体深度约为 0
.

5 英里
。

根据 G
.

C
.

肯尼迪的均一温

度与深度的压力改正数间的关系
,

可求得相应的成矿压力 (表 2 )
。

表 2 辽南某些金矿含矿流体的成矿压力值

T a
b l e 2 O

r e 一 f
o r

m in g p r e s s u r e v a lu e s o
f

o r e
f lu id in s o m e g o

ld d e p o s i t s o
f

5 0 [: t h 、 r ; 一
L

l a o n [ n g

样 号 采 样 对 象

1一 3 猫岭金矿第 I 成矿阶段石英脉

3 3一 l 猫岭金矿第 . 成矿阶段石英脉

1一 4 猫岭金矿第 , 成矿阶段石英脉

7一 4一 l 黄家耸子金矿第 . 成矿阶段 石英脉

5一 3 金厂沟金矿第 , 成矿阶段石英脉

5一 7 金厂沟金矿第 I 成矿阶段石英脉

C O
:

包体的部分 水溶液包体的 均一压力 成矿压 力

均一沮度 ( ℃ ) 均一沮度 ( ℃ ) ( x l o 5 P a
) ( 义 1 0￡P

,

)

5「) 0一 6 9 7 5 12一 6 :) 9

6 0 4一 】2 22 6 16一 1 2 3 4

6 5 6一 1 3 1 ( )

7 70一 1 29 0

6 5 8

7 8 2

一 1 j Z Z

一 13 0 2

2 1一 2 7 24 8一 2 6 0 1 ( } 8 0一 1 2 3 5

23一 2 5 25 0一 2 6 4 1 3 4 0一 1 3 6 0

4
.

2 金厂沟金矿的成矿压力

金厂沟金矿含矿流体是 H
Z
O 一 N a CI 一 C O

Z

体系
。

根据含 C O
z

液态三相包休 `气相
飞

液态

C O
: 、

水溶液 ) 的 C O
:

部分均一温度 (表 2 )
、

水溶液包体的均一温度求得相应成矿压力 (表 2
,

户

焕章
,

1 9 8 4
,

用 C O
:

包裹体测定压力 )
。

含矿流体在成矿过程中
,

流体压力逐渐升高
。

猫岭金矿第 I 成矿阶段成矿版 力比第 甩成矿

阶段成矿压力低
,

位于猫岭金矿西侧的黄家营子金矿
,

在相同的第 l 成矿阶段
,

其成矿温度

比猫岭金矿的平均成矿温度低
,

但成矿压力比猫岭金矿的平均成矿压力高
,

二个金矿相距仅

0
.

sk m
,

但温度差和压力差明显
。

由此推断
,

含矿热液先到达猫岭金矿区
,

后运移至黄家背子金

矿
。

研究表明
,

二个矿床含矿热液为同源
,

矿源距猫岭金矿较近的深部
。

而在向上运移过程中

分成两股
,

分别向猫岭矿区和黄家营子矿区流动
,

所以热液经过距离相对短的猫岭金矿温度略

高
,

压 力略低
,

而矿液运移距离相对较远的黄家营子金矿的温度略低
,

压力略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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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q

“ 一 5 一 3
47一 众 80

.

7 一 4 一 1

C H
喀

图 2 猫岭金矿
、

黄家营子金矿和金厂沟金矿

的流体包裹体 C O :、

C H
。 、

N
:

组分变化图

F ig
.

2 V a r ia t io n d ia g r a m o f e o m po n e n t s
C O : ,

C H
.

5 流体包裹体成分

5
.

1 流体包裹体的气相成分

猫岭金矿的石英流体包裹体的气相成

分见表 3 ,

其中
,

第 I 成矿阶段的弯曲状多

金 属硫化物石英 l( 一 3 号样 ) 以 H
t

o
、

C O

为主
,

C O : 、

C H
` 、

N
:

次之
,

H
: 、

O
:

少量
;
第

. 成矿 阶段平直状磁黄铁矿石英脉石英中

( l 一 4
、

3 3 一 2 号样 ) 主要为 H 2 0
,

其次是

C O
: 、

C O
、

C H
` ,

少量 N
: 、

H
:

和微量的 0
2 .

猫岭金矿西侧黄家营子金矿第 I 成矿阶段

弯曲状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 (相 当猫岭第

I 成矿阶段 )石英中 (表 3) 丰要为 H
Z
O

,

其

次是 C H
` 、

C O
: ,

少量 C O
、

N
: 、

H
: ,

微量 O
: .

以上说明
,

猫岭金矿随着成矿作用的进行
a n a N

: 。 f n u
i d ; n e

l
u s i o n , fr o m t h。

M
a o 一i n g

,

e o
、

C H
` 、

e o
: 、

N
Z 、

O
: 、

H
:

的摩尔百分数降
H u a n g j i。 y i n g z i 。

耐 J in e h a n g g o 。 g o
la d

e

卯
s

it
s

低
,

H
:
o 的摩尔百分数增高

.

同一成矿阶
(图中样号见表 3, 47 一 1号为外围金矿 ) 段不同部位的流体包裹体中的气相成分也

有变化
。

黄家营子金矿与猫岭金矿相比流体包裹体中的气相成分 H
:

O 增多
,

而其它成分则减

少
。

金厂沟金矿的含矿流体和猫岭金矿的含矿流体为二种不同的流体系列
〔
火图 2)

。

金厂沟金

矿含矿流体富 C O
: ,

贫 C H
` 、

N
: ,

而猫岭金矿的含矿流体相对富 C H
` ,

而贫 C O
: 、

N
: 。

包体 C O
Z

/ H
Z
O 值与含金石英脉的金含量具正相关关系

,

该值增大
,

含金石英脉的金含量

增高
,

表明成矿流体中的 C O
:

含量增高对金的沉淀有利
,

这一规律对寻找富矿体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

5
.

2 流体包裹体的液相成分

猫岭金矿第 I 成矿阶段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中的石英包裹体溶液离子成分 (表 4) 以 lC
-

和 N a +
为主

,

C I
一

为 0
.

5 3 2 m o l
,

N a + 为 0
.

4 7 7 m o l
,

其次是 K + 为 0
.

3 8 o m o l
,

50 乏
一

为 0
.

13 2 m o l

和 F
一

为 0
.

1一5 : n o l
,

而 e a , + 和 M g
, +

较少
。

在阳离子组分中 N a +
占 5 2 %

、

K + 占 4 1 %
、

e a , +
占

4 %
、

M g
, + 占 2纬

,

克离子分数 x .N 十

> x
K *

> x 。 : 十

> x M
尹

。

猫岭金矿第 , 成矿阶段磁黄铁矿

石英 脉的 石英 包裹体 溶 液 的离 子 以 lC
一

和 N a +
为主

,

CI
一

为 0
.

5 43 一 。
.

57 9m ol
,

N a + 为

0
.

4 1 7一 0
.

60 7m o l
。

其 次 是 C a , + 为 0
.

1 1 2一 0
.

1 8 5m o l
、

K
+

为 0
.

0 7 5一 0
.

1 3 0m o t
、

5 0 乏
一

为

0
.

0 6 6一 0
.

1 2 1m o l
,

而 F 一

和 M g Z+
较少

。

阳离子组分 中 N a 十 占 6 1 %一 7 0 %
、

K +
占 7 %一 1 9 %

、

aC
, 十

占 16 %一 21 %
、

M g
, +
占 2 %一 3 %

,

克离子分数 X .N 十

> X
C

产 > X
K `

> X M
,+t

。

猫岭金矿

西侧黄家营子金矿第 I 成矿阶段多金属硫化物石英中的包裹体溶液离子成分以 lC 和 N a十

为

主
,

C I
一

为 0
.

3 3 1m o l
、

N a + 为 0
.

3 3 2 m o l
,

其次是 5 0 犷 为 0
.

0 8 9 m o l
、

F
一

为 0
.

0 6 0 m o l
、

K
+

为 0
.

o 5 4m o l
,

而 C a , + 和 M g Z+
较少

。

阳离子组分中 N a +
占 7 8 %

、

K +
占 1 3 %

、

M g Z +
占 3 %

、

C a
占

2 %
,

克离子分数 X Na 十

> X
K 十

> X M `
+2 > X .c

, 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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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厂沟金矿多金属硫化物石英脉中的包裹体溶液离子成分 (表 4) 以 N +a 和 lC
一

为主
,

N +a

为 0
.

32 7 m o l
、

C I
一

为 0
.

1 7 1mo l
,

其次是 5 0
.
卜为 0

.

0 2 4 m o l
、

F
一

为 0
.

o 2 7 mo l
、

K + 为 0
.

o 1 3 m o l
,

而

aC
, 十和 M g . +

较少
.

在阳离子组分中 N 。 +
占 95 %

、

M g . +
占 9 %

、

K +
占 4 %

、

aC +2 占 。
.

4 %
,

离子

分数 X .N +

> X .
, 十

> X +x > 义。 ,
。

猫岭金矿流体包裹体的离子 K + 、

N 。 十 、

C at
+
含量较低 (表 4 )

,

so 乏
一

/lC
一

比值为 。
.

n 一

0
.

2 5 亦较低
,

显示了成矿热液具有岩浆热液的特点
,

但 lC
一

/ F
一

比值为 4
.

“ 一27
.

15 又略高
,

此为地下热卤水的特点
。

据此推测猫岭金矿的成矿热液具有以岩浆热液为主并混入一定量地

下热卤水的特征
。

金厂沟金矿的含矿流体的离子 K + 、

N 。 + 、

C 。 ’ 十
含量低 (表 4 )

,

5 0
. ’ 一

/ a
一

比值为 0
.

14
,

亦较

低
,

属岩浆热液作用的特点
,

而 CI
一

/ F
一

比值为 6
.

38 (表 5 )
,

属地下水热液的特征
,

同时
,

矿体成

矿年龄与矿区内一较大的中生代似斑状花岗岩体的年龄近一致
,

由此说明
,

成矿热液来自岩

浆
,

但在成矿过程中有地下水的混入
,

因此
,

金厂沟金矿成因同猫岭金矿
。

衰 S 辽南某些金矿床含金石英脉流体包裹体部分成分的比位

T
a

b l
e 5 R a t io v a l u e s o f

s o m e e o m P o n e n t s o f fl u
id i cn l

u s
io sn i n

g ol d q u

叭
: v e in o f s o m e g o l d d e

卯
s it s

i n , o u t h e
rn L i

a o n i雌

样 号
·

N a 十 / K +

ca
. + / M g . + e 一压

一

so
。 , 一

c/ l
一

co
:

爪
: 0 A u ( 10 - .)

7 2 4
.

6 5 0
.

2 5

8 7 2 7
.

1 5 0
.

2 2

0
.

0 2 6

0
。

0 2 5 0
。

0 9 7

0
.

0 1 3343388

L.4101
.

2 7

3
。

2 1

3 3一 2

7一 4一 1 6
.

1 5 Q
.

2 5
。

1 5 0
-

6
.

3 8 0
.

2 7 0
.

0 0 7

1 4 0目 0 3 5

1
。

6 8

3 5
.

8 7

该表样号和地点与表 4相 同

6 成矿热液的 R 值
、

矿化度
、

p H 位
、

盐度

猫岭金矿的第 I 成矿阶段热液流体的氧化还原系数 R 值 ( R ~ 旦旦掣类止些
) 较高

,

为

七
、 J Z

3
.

69 (表 6 )
,

第 I 成矿阶段热液流体的 R 值平均为 2
.

55
;
黄家营子金矿 R 值为 3

.

79 以上
,

金

矿还原系数 R 值高
,

为强还原环境
。

金厂沟金矿的 R 值低
,

为 0
.

19 属强氧化环境
.

猫岭金矿等 3 个金矿床流体包裹体的 p H (根据 P co
:

分压
、

N a
CI 浓度计算 )与矿化度 ( M c

g八 )存在一定的关系 (表 6 )
,

即成矿热液的酸度加大
,

矿化度增高
,

如猫岭金矿的第 I 成矿阶

段 1一 3 号样 p H 为 6
.

4 时
,

其矿化度为 15
.

27 ( M c g l/ ) ;
猫岭金矿第 . 成矿阶段 1一 4 号样的

p H (中值 )为 4
.

1 15 时
,

其矿化度增高至 25
.

95
。

金厂沟金矿的成矿热液 p H ( 中值 ) 为 4
`

02
,

其

矿化度为 2 6
.

8 6 ( M e g / l )
.

猫岭等 3 个金矿的成矿热液盐度均低
,

为低盐度成矿
。

猫岭金矿第 l 至第 , 成矿阶段的含

矿流体的温度随着盐度的略微降低
,

呈明显下降的趋势 (图 3 )
,

当温度降至 2 60 ℃左右时
,

盐度

则下降更为明显
。

说明温度对盐度的控制在幅度上是有变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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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辽南某些金矿流体包裹体特征指徽

T
a

b le 6 C h a r a e t e r io t ie ind
e x e s o

f f l
u记 in e

l
u 3

i
o n s o f

, o m
e g o

ld d e p o s it s i n s o u t h e r n L i a o n i鳍

样 号 采 样 地 点 R 矿化度 ( g I/ ) p H

l一 3 猫岭金矿体第 , 阶段矿石 3
.

6 9 1 5
.

2 7 6
.

4 0

l一 4 猫岭金矿体第 , 阶段矿石 0
.

79 2 5
.

95 3
.

72 一 4
.

51

3 3一 2 猫岭金矿体第 , 阶段矿石 4
.

22 18
.

05 5
.

1一 5
.

87

7一 4一 1 黄家曾子金矿体第 , 阶段矿石 3
.

79 17
.

05 6
.

40

5一 3 金厂沟金矿 。
`

1 9 2 6
.

8 6 4
.

00一 4
.

0 4

. 5 一 3

. 7 一 4
一 1

. 1 一 4

二口月Z零工沐à

0 1 一 3

八J

洲绍

. 3 3 一 之

叶
L

_

_ _ _ _
1

, , ~ `一
` ,

一
~ 贬

一~20 0 2 5 0 3 0 0 3 5 0

鱿 益度 仪

马~ ~ 一 ~ 一
~ 一J

4弗

一
e

图 3 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度与盐度关系图

F ig
.

3 场
a g r a r n o f s a

li n i t y v e r s u s h o m o g e n iz a t io n t e m p e r a t u r e o
f fl

u id in e l u s io n s

`图中样号 见表 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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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v a l u e o f f l u id 15 i n P o s i t iv e e o r r e l a t io n w i t h a n d 5 0

` : 一

/ C I
一 v a l u e o f f l u i d i n e l u -

s io n s 15 n e g a t i v e e o r r e la t i o n w i t h A u e o n t e n t o f g o ld q u a r t : v e i n
.

W
e e o u l d d e d u e e f r o m t h e

e o n t e n t o f K + ,

N a + a n d C a . + ,
t h e v a l u e o f 5 0

` ’ 一
/ C I

一 a n d C I
一

/ F
一 r a t i o , a n d g e o l o g ie a l s e t t in g

t h a t t h e o r e f l u i d 15 e o
m p o s e d m a i n l y o f m a g m a t i e w a t e r m i x e d w i t h g r o u n d w a t e r a n d t h a t i t

15 o f lo w s a l in i t y
,

l o w a e id i t y a r、d s t r o n g r e d u e t i o n e n v i r o n m e n t i n t h e M a o l i n g a n d H u a n g ji
-

a y i n z i g o ld d e p o s i t s , a n d l o w s a li n i t y
,

h ig h a e id i t y a n d s t r o n g o x i d a t i o n e n v i r o n m e n t i n J i n -

e h a n g g o u g o ld d e p o s i t
.

K e y w o r d s g o ld d e p o s i t i n e l u s i o n h y d r o t h e r m a l f e a t u r e

作老简介 贡 斌 界
,

1 9 5 7 年生
,

” 82 年毕业于长未地质学院地质犷产专亚
,

况任沈阳 地质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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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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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 3 年

研宪所工租师
,

从事全矿地质 研究工作
.

通讯地址
:

沈阳 市北陵大街 25 号 沈阳 地质犷产研 究所
。

坏政编 码
:

1 1 0 0 3 2
。

南非克雷德方丹火山杂岩体中碳酸盐质

火山碎屑岩中的表生金

克雷德方丹火 山杂岩体直径近 sk m
,

为一著名的保存较好的碳酸盐岩破火 山 口
,

是 中生

代一古生代形成的 B us h ve dl 杂岩体的西半部
。

克雷德方丹杂岩体形成于两个 明显的喷发 事件

中
,

早期事件形成响岩
、

粗面熔岩和火山碎屑岩
; 后期事件导致火成碳酸盐岩的喷发及岩脉

和岩颈的侵入
.

这种火成碳酸盐岩常与碱性交代岩伴生
。

在含铁的火成碳酸盐火 山灰一熔结凝灰岩中
,

金富集可达 40 又 1。 ”
。

风化作用导致岩石

中 F e 、

M n 、

Y
、

A u 异常富集
.

在 金属元素富集的风化 剖面中
,

自上而下有上部带 印一

55 m )
、

枯土一杂色带 ( 55 一 8 0 m )
,

eF 富集于上部带
。

在这两个带内
.

M n 、

Y 与 A 。 呈相应

的同步关系
,

金可达到 10 0 X 1 --0
’

一 16 0 又 10
一 , 。

在低于 80 m 的剖面上
,

M n 、

Y
、

A
, J
分别急

剧下降到 2 %
、

< 1 0 0又 1 0 一 ’
和 s o X l o 一 ’

矿 物学研究表明
,

在 已风化的火成碳酸盐质火山灰 一凝灰岩 中
,

金的富集伴生硫化物

(主要为黄铁矿 ) 的分解
,

硫化物在未风化凝灰岩中呈浸染状分布
,

渗滤水促使其发生氧化作

用
,

随硫化物中 F e , +
含量减少

,

继而形成铁的氢氧化物 (如针铁矿 )
。

风化作用导致环境 p H

值降低
,

促进金的溶解
。

在铁的氢氧化物存在的部位
,

金又发生沉淀
。

这种现象 已被金与铁

的氢氧化物密切伴生或局部交生所证实
。

译自 《 2 9 t h I G C A B S T R A C T S 》 V o l
.

作者 F r a n e o P i r a jn o , e t a l
·

译者 王海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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