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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成矿地质条科
一

不 同造成的 ,
并且

首先对成矿深度予 以注意
。

他指 出

中间成分的黑钨矿 , 即钨锰矿

和钨铁矿含盘相近的黑钨矿的存在证

明矿化具有中深
、

高温特征 ,

黑钨矿成分变化范围大说明这

些地段矿物一温度分带性起了作用 ,

或者说围岩成分产生 了影响 ,

均一的类质同象系 列的端元 成

分 钨锰 矿或钨铁矿 的出现 表明矿

化是在近地 表的
、

低温 条 件 下 生成

自勺、

钨锰矿 和钨铁 矿 组分 昆合程度

增加意味着成矿深度和温度增加

多期矿床 中黑钨矿成 分变化 范

围大证明热 液演化完善
、

成矿条件变

化 大
。

甚至根据在一 个阶段 出现 鹤铁

矿
, 而另一 阶段存在钨锰矿条件下 钨

锰矿 和钨铁矿分子混合程度相等现象

可 以推测其结 晶作用的深度和温度 相

近 , 而热浓的化学性质有着变化
。

卜述 认识 可 以在找矿一评价工作

实践中
,

在确定矿床的成因类刑
、

确

认不 同矿段时加以利用
,

并可相应 地

作为寻找 和 评 价某种类型矿化 的准

则
,

甚至 用来确定不 同类 型矿 石的赋

存地 段
。

据《 刀 双

二 二 兀 》
,

灿
, , 了

比位变化很大 , 并 取决 于岩 石 水比

值
、

温度
、 、

反应 时间的长 短
、

以及 新鲜岩石 和水溶 液中 和 。的相

对含 量
。

凡是从结晶着的岩浆 中分离

出的水溶掖都富 , 而且其 比

值较原始母岩浆低
。

伪这种流体改造

的岩 石的 比值亦低
。

而在大气

水在低孔隙度的岩石 中受热的地方 ,

由于启 石 水比伯很大
, 足似使 显

著讲失
,

使水挤掖 中 比 值 变

低
。

因此 , 比值不 能 用来 区 别

岩 浆 水形成的 矿床和大气水形成的矿

水
。

在岩石 水 比值小时
, 比如 在水

下 泥 石流 和爆发 角砾岩 中 , 即使相当

多的 从碎屑岩中琳失
,

海 水的高

比值依然不变
。

如果绢云 母 ,

或其他 次生含钾矿物由围粉和这 种水

济掖 反应生成 , 那么这种蚀变岩石 的

比值亦高
。

蚀变岩石 中

比值异常高的现象可 丧明海水构成热

液的大部分
。

柳利斑岩铜矿 正 异常超 出

了 钾化带
, 从 而扩大了我矿靶区 , 而

塞内卡 矿床 异常 局 限 于 富 集

带
。

然而 和 异常仍然 比矿化带

大 , 因而 也扩大了找矿靶区的范围
。

据《 》,

, ,

一 热液来源的标志

黄铁矿一含金硫化物矿

化的指示矿物

加 大不 列颠哥伦比亚 省塞 内卡

矿床月于 火山岩块状硫化物矿床
,

产

于 中性到长英质钙碱性 凝 灰 岩
、

熔

岩
、

集块岩组成的岩系 和侏罗纪斑状

任入岩 中
。

矿化层具 有层 状构造 上

部 为块状硫化物 闪锌矿
、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 下部为含多金属

矿化的流纹角砾岩
。

安布拉斯

特等研究了这个矿床蚀变带热液来源

间题
。

他指出
, 热液蚀变岩 石 中

苏联某含金硫化物矿床产于上 元

古界沉积变质的黑色页岩建造 中
。

该

区金矿有两种类型 含金硫化物建造

和含金石英脉建造
。

根据矿物共生组

合
, 矿化可划分 为三 个阶段 ,

第二 阶

段是 金矿化的主 要阶段
。

’ 维库

洛娃 等对该 区的矿物进 行了深入细致

的综合研究
, 认为各个矿物共生组合

都有其结构 ,

构造和矿 物学特点
,

并且

有相应的具有其标型特征的黄铁矿
。

据认为第二世代 的黄铁矿 主 要 分布在

含金硫化物矿石 中
。

它既是与 之 同时

结 晶的次显徽 金的主 要载体 , 又是 更

晚的里加金的载休
。

其 形 态 多 种多

样
, 而 以立方休和八 面 休

、

五 角十二

面体的聚形为主 ,

特有多角形和羽 毛

状晕线
。

结构授蚀查明黄铁军顺粒具

带状结构
,

并含有许多成分为早期矿

物组合造矿组 分的包裹体
, 其中包括

第一 世代 的黄铁矿
。

第二 世代的贫铁

刃
’

中 等于
。 、 、 、

‘
含量 剧 增

,

而
、 、 。、

和

。 含 量降低
。 闪 。

这种贫

铁矿形 成的嫩适宜的 汉度 范围是 巧 。

。

硫 同位素 比仇 证实 , 呈

单蜂分 布
,

共离 敬度很小 , 限于狭

窄的范围内
。

晶胞参数 大小和穆斯鲍

尔光 谱的结果 都证实 第二 小代黄铁 矿

品体结构高度完善 , 成分稳定
。

匀第

一 世代 黄铁矿 相比 ,

其特征是热电动

势变化大 , 反射率
、

显徽硬度
、

密度

有降低的趋势
。

第三 世代的黄铁 矿 电

子显微镜研 究查 明有成矿 阶段的标型

微矿物共生组 合一金 和银的蹄化物
。

资料丧明其结 晶作用较第一 世代黄铁

矿 晚得多 , 且 成矿济液的温度降低
。

肉限看来
,

不同阶段 的黄铁矿 彼

此难以 区 别
,

但是根据其显微标型性

质就易于 鉴别 了
。

了解 了黄铁矿的标

型特征 , 在实践中就有可 能区分含金

带和不含金带
。

在黄铁矿标型特征研

究墓础上确定了矿体剖面上的一系列

分带 矿物分带
、

地球化学分带
、

退

度分带
、

溶液化学分带
。

这些分带性

的存在是 由于成矿作用的阶段性造成

的
。

早期高温黄铁矿往往产于矿体的

下部
,

而晚期低温 黄 铁 矿 则 产于上

部
。

这是 由沉 淀特 征引起的
,

并使得

有根据推测 ,
在弧 烈的大地构造背景

上 , 温度逐渐降低条件下存在着成矿

溶 液的渐进分异作用
。

据《 皿鱿 皿

双 》
,

灿
, , ,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