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寺沟斑岩钥铜矿床流体包裹体研究

北京大学地质系 欧阳建平 艾永富 减启 家

合与蚀变带的矿物组合是一致的
。

它们在成因上

有联系
,

仅交代蚀变方式不同
。

这些矿脉含有大量流体包裹体
,

最大 拜

一般 一 尸
。

根据包裹体内所含相数及气液

之比
,

可分为三种类型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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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寺沟斑岩钥铜矿床赋存于小寺沟上杖子岩

体北东接触带内
。

该岩体具有侧向分带
,

与矿化

有关的是黑云母花岗斑岩和花岗闪长斑岩
。

在北

东接触带内
,

从岩体向围岩 雾迷山组 白云岩

方向
,

热液蚀变可分为 钾长石一 黑云母 蚀

变带 石英一绢云母蚀变带 粘土化带和蛇纹石

蚀变带
。

铝矿主要产在石英一绢云母化带 铜矿

主要产在蛇纹石蚀变带内
。

在蚀变矿化地段生成

的大量流体包裹体
,

是研究热液性质
、

成矿条件

的证据
。

通过对与蚀变
、

矿化有成因联系的各种

矿脉中流体包裹体的研究
,

可以阐明成矿热液的

变化特征
。

矿脉类型及其相互关系和

流体包裹体类型

在岩体蚀变范围内
,

分布有多种类型的矿脉
。

根据矿脉的穿插
、

切割关系 图
、

图
,

从早

到晚其生成顺序为 黑云母脉
、

钾长石一石英脉

石英一绢云母一黄铁矿脉 无矿石英脉 辉钥

矿一 石英脉 辉钥矿细脉 黄铜矿一黄铁矿一石

英脉 碳酸盐脉
。

其中辉钥矿一石英脉和辉钥矿

细脉
,

是主要含钥矿脉 黄铜矿一黄铁矿一石英

脉是主要含铜矿脉
。

这些矿脉从早到晚其矿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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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相 包裹体 包裹体 中有气相
、

液相和子

晶矿物
。

气相多小于
,

子晶矿物常呈立方体

的 或 也见暗色矿物
。

气体 包裹体 由气
、

液两相组成 气
、

液

比大于
,

常见负晶形态
,

密度低
,

气体包裹

体约 占
,

加热后均一为气相
。

气液包裹体 气
、

液 比小于 形态多



不规则
,

也可见负晶形态
,

加热后均 为液相

较早形成的矿脉
、

类包裹体较多 含

相石英脉中多相包裹体更加集中 较晚形成的包

裹体中
,

气液包裹体增多
,

碳酸盐脉中只见气液

包裹体
。

对于
、

类包裹体 在一个显微视域

中就常能见到 有时还有气液包裹体共存
。

因此

本区多种包裹体共存
,

气体包裹休占较大比例
,

多 相 包 琪 体 盆

包裹体盐度高
,

以及镜
一

下见到包裹体内有小气泡

不停跳动等特征
,

不妨认为包裹体是在沸腾条件

下形成的
,

因此不须进行压 力校正
。

含矿溶液的盐度

本区高盐度地段与矿化地段相吻合 说明含

矿溶液的盐度对矿质的撅运
、

沉淀有影响
。

多相

包裹体中盐类子晶的鉴定结果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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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包裹体中的 主要盐类物质 其溶解度与沮

度
、

压 力有 定关 系
。

根据 。盯 和

及 等

给出的 一 体系饱和浓度与沮度的关系

曲线 图
,

在 一 ℃时
,

溶液的饱

和浓度为 一 ,

这与我们估算的 浓

度一致
。

总起来看 含矿溶液的总盐度可达 一

。

就整个蚀变地段而言
,

含盐度又是不均匀

的
,

随着热液向外迁移
,

由矿化沉淀到热液晚期
,

盐度是逐渐下降的
。

热液阶段的 沮度和压力

温度和压力的变化对蚀变矿化影响极大
。

经

均一测温结果统计
,

作出 了均一温度统计分 布图
‘图

。

从总体情况看
,

均一温度相对集中在

一 ℃的范围 反映了在这个范围内热液活

动最强烈
。

钾长石一石英脉的侧温结果比较分散
,

这与脉的形成较早
、

后期热液要加有关
,

但多在

一 丫
,

说 明钾质交代不会低于 ℃ 黄铁

绢英岩脉均一温度在 一 ℃
,

无矿石英脉在

一 犷
,

辉钥矿一石英脉 一 ℃
,

这三

期矿脉形成的温度并无大的差别
,

这个温度确定

了辉钥矿的 主要形成范围 黄铜矿一 黄铁矿一石



均一沮度总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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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 侧矿 一 石 英脉

俄铁矿 衡铁矿 一 石 忿 勺

成 盐脉

吸 侣 、 , 叮川

圈 各类矿脉包 体均一侧沮分布图

英脉的均一一

温度为 一 ℃ 它代表了铜的主

要成矿温度 碳酸盐脉的形成温度低于 ℃
,

实

侧结果 一 ℃
。

根据 等

一 体系的尸 一 一 相图
,

在本区盐

度
、

温度条件下
,

成矿流体的压力为 一 巴
。

矿床的热液作用与成矿条件

上杖子岩体广泛的热液蚀变
,

是热水溶液对

围岩作用的结果 蚀变岩石的类型和强度又是由

参与作用的物质组分的介质条件
、

物化条件所决

定的 本区测得的流体包裹体盐度
,

说明热液早

期碱金属离子的浓度比较高 在岩浆期后早期阶

段
,

这种偏碱性的热流体对岩石就发生碱质交代

作用 对中酸性
、

酸性岩石来说
,

往往首先发牛

钾长石化
、

黑云母化
,

通过这些矿物对斜长石
、

角闪石 的交代
,

使大量
,

元素转移到溶液

中
,

这种交代作用是在 一定的温度条件 下进行的

本区钾质交代在 ℃左右交代最强烈 随着交代

作用的进行 热液组分发生变化
,

偏碱性介质得

到中和
,

温 度条件也发生变化 石英一
一

绢云母化

蚀变取代 了钾长石
,

黑云母化
。

这种变化使热液

性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从而影响到一些成矿物

质的稳定性
。

本 区石 英一绢云母化 主要发生在

一 ℃
,

大多数包裹休 形成在 这 个 期间
。

沸腾作用是本区热液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
,

在岩浆条件下 热液组分是以均一流休形式分散

在岩浆物质中
一

随着岩浆结晶
,

挥发组分不断析

出 并伴随 了温度下降和构造活动
,

热液组分很

容易从超临界状态进入沸腾状态 结果气
、

液两

相分离
,

并且发生一些物质组分的分馏作用
。

由

于沸腾作用 发生了盐类物质在液相的集中
,

因

而出现低密度
、

低盐度的气体包裹体和高密度
、

高盐度的多相包裹体
。

成矿物质除一部分通过钾

质交代而转入热液中外
,

大部分也是在沸腾状态

下 从岩浆中转移到热液
,

从而造成成矿物质的

富集趋势
,

形成含矿溶液
。

成矿物质的稳定性受

外界条件的影响
,

稳定性大小与存在形式有关
,

从成矿物质与高盐度地段相吻合来看 挥发组分

对铜
、

铝的搬运和沉淀起重要作用
。

是本区

一个重要的矿化剂
。

由包裹体侧温表明
,

早期形

成的钥矿其形成温度稍高于晚期的铜矿
,

前者成

矿温度为 一 ℃ 后者 一 ℃
。

这个温

度范围与石英一绢云母蚀变的温度范围相符么
由此看来 小寺沟斑岩铝铜矿床是在广泛热

液活动 沸腾作用条件下
,

在高盐度
、

中高温条

件下形成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