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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宝山矿床受北西向压扭性帚状构造带

控制
,

矿化富集地段是几组构造裂隙交汇部

位
。

矿带与矿体主要赋存于片理化和压碎蚀

变的花岗闪长岩内
,

小部分产于蚀变安山扮

岩和花岗闪长斑岩内
。

根据矿物组合特点
,

矿区蚀变花岗闪长

岩
、

花岗闪长斑岩可分为四个蚀变带
,

即硅

化一钾钠硅化核一石英核
、

钟长石一黑云母

化带
、

石英一绢云母化带
、

青盘岩化带
。

硅

是蚀变带中活动强烈的元素
,

但只在伴有含

钾矿物时才与成矿关系密切
。

矿体形态较复杂
,

略呈雁行状排列
, 主

要赋存于钾长石一黑云母化带和石英一绢云

母化带中
。

从矿床不同蚀变带的地表及岩心中共采

集了 块样品
,

磨制成厚 。 毫米
、

两面抛
光的薄片

,

在显微加热台上观测矿物包体均

一温度
。

共观测了 个包裹体
,
放大倍率

。,

其特征列如下表
。

所 得 数 据 绘成

均一温度直方图 图
。

由图 可见 ,

℃士 ℃皆有热液活动
, ℃

的包裹体可能为成岩阶段后期捕获的
。

表一厂气 液 包 裹 体 特 征 表

一 一 瀚 液
、

包裹体 特征 一一

见见未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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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状

大 小
, 卜“

气池占包裹体体积
,

温 度 范 围 , 。

气 泡 裹 活 动 情 况

液 相

子 矿 物

液相为主 ,

有气相

椭圆 不规则

不 动

未 见

未 见

、 一 液 相

多边形 他形

火

不 动

有

未 见

圈 擂圈

减

‘

一

室温下跳动

气一仁

大量资料表明 , 气液包裹体均一温度具

正态分布的特点
,

以峰顶为中心向两侧大体
呈对称分布

。

图 中明显地存在三个峰
,

据

包裹体特征和均一温度连续分布的区间
,

可

将直方图解析为三条部分重叠的曲线 , 反映

矿区经历了三期热液活动
。

多宝山矿区共生矿物石英中气液包裹体

含量丰富
,

分布也较均匀
,

为本次研究的主

要观侧对象
。

通过气液包裹体研究
,

结合矿区地质情
况

,

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矿 区热液活动具多期性 图 表明
,

从观测到的气液包裹体 最高温度

起 ,

石英和钠长石即开始晶出 可能是成岩

阶段后期的产物
,

此后至少有三期热液活

动
。

总的看来
,

三期热液活动温度是逐次降

低的
,

但又非连续下降
。

下期热液活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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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高温热液阶段 图
。

各种矿物的生

成情况如下
。

金属矿物 黄铜矿 生 成 温 度 为
“

士 ,

在第
、

期热液中皆了
‘

黄铜矿

品出
。

如前所述
,

第 期是主要成矿期
。

辉

铂 矿生成温度为 一
“

士 ,

形成于第
工

、

期热液活动中
,

开始品出时间早于黄
铜矿而晚于钠长石

、

石英
。

黄铁矿生成温度
为

“
士 ,

开始晶出温 芝与 黄铜矿

相近
,

在第 期热液活动中仍有晶出
。

℃

成矿期叮约组八“产久石母矿矿毋石石灯
长︸召铜几帝泥铁钾黑辉幢川绿绿苗

的温度皆高于前一期热液活动结束的温度
。

伴随每期热液活动皆有相应的矿物生成
,

具

体情况是

第 期 热液活 动 温 度 范 田 为 一

士
。

生成的矿物有石英
、

钠长石
、

条

纹长石
、

绢云母
、

黑云母和绿帘石
,

金属矿

物有辉铂矿
、

黄铜矿
、

黄铁矿
。

第 期热液活 动 温 度 范 围 为
。。 士

。

生成的矿物除第 工期的那些矿物

仍有晶出外
,

还有钾长石
、

绿 泥 石 和方解

石
。

此期是铜矿的主要成矿期
。

第 期热液活 动 温 度 范 围 为
。

“

士
。

生成的矿物有石英
、

绿泥石
、

黄

铁矿和方解石
。

此期热液活动开始时硅不饱

和
,

热液对早期石英有溶解作用
。

当硅逐渐

达到饱和后
,

在适宜的物理一化学条件下在

原石英格架上又结晶
。

因此
,

出现后期捕获

的低温包裹体同早期高温包裹休伴生
。

在同

一薄片中
,

既可见到均一温度为一百多度的

包裹体
,

也可见到三
、

四百度的包裹体
。

在 块样品 中
,

有 块见到第 期热液

包裹体
,

只在 块样品中见到前两期热液活

动的包裹体
。

这反映第 期热液活动较前二
期范围要广些

,

强度要大些
。

矿区热液活动具反复沸腾的特点 表

现出气相包裹体的生成温度 。于 、

同液相 包裹体 生成 温度 一 交
错重叠

。

反复沸腾说明构造裂隙经历了形成

一愈合的反复过程
。

裂隙形成时热液处于开

放系统而沸腾
,

此时结晶的矿物捕获之包裹

体为气相 , 裂隙愈合后热液处于封闭系统
,

此

时捕获之包裹休为液相
。

随裂隙形成一愈合
的反复出现及热液温度的不断下降

,

矿物即

捕获了温度交替重叠的气相和液相包裹体
。

热液反复沸腾的情况下
,

具有一定盐份

的热液盐度不断变浓
。

因而
,

在第
、

丑期
热液中当会有一定的盐度

,

尽管在包裹体中

未见石盐子矿物
。

’

成矿深度的推断 在较浅部位有时热

液处于开放系统可捕获气相包裹体
。

本矿区

气相包裹体的存在说明生成深度较浅
。

液相

包裹体可能是由于裂隙愈合变为封闭系统造

成
,

而非深度变化所致
。

成矿温度 本区铜矿形成 温 度 属 于

丫 一

一一 一

一
卜 一一 , 一 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下二不丽丽而二钠 长石
若之长石

图
’ ‘

为形成温度范田 方

啊

非金属矿物 石英 生 成 温 度 为 一

℃
。

三期热液活动中皆有石英生成
。

第
、

期生成的石英同成矿有关
。

在
。。

。
士 生成的石英可能为成岩阶段后期的

产物
。

钠 长石生成温度为 。。 士 。

早期原生钠长石可能为成岩 阶 段 后 期的产

物
。

中低温阶段亦有少量钠长石结晶
。

黑云

母生成温度为
” ,

形成于 第 热

液期全期和第 热液期早期
。

它比钾长石
、

绢云母晶出早
,

同矿化有关
。

绢云母生成温

度为 。
。

士 ,

与黄铜矿 生成温度相

当
,

同成矿关系密切
。

钾长 石 生 成 温度
。。 ,

在含钾矿物中生成较晚
。

绿

帘石生成于
“ , 一

与铜
、

铂共生
。

绿泥石 生成于 一
“ 。

品出开始时 乍

晚于绿帘石
,

但延续至第 期
,

共至第 期

石英裂隙中仍见有绿泥石浸染
, 一

与矿 化 无

关
。

条纹长石 采自青盘岩化 带
,

与 成 矿无

关
,
形成温度 。

“ 。

方解石 生成

于第
、

热液期
,

与成 矿 无 关
,

温度为
。

成矿 的矿物组合 如上所述
,

铜矿

的形成与乍 硅化关系密切
。

共生矿物为

石英
、

钠长
、

黑云母
、

钾长石
、

纲云 母
、

绿帘石
、

绿泥石
、

黄铁矿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