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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矿床赋矿 围岩的穆斯堡尔谱学研 究，揭示 了不同矿化 作用 

形成的岩石中，矿物成分的演化过程及相应的氧化迁原条件．为矿床及 

围岩的矿物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并对找矿勘探具有指导作用。 

关键词 穆斯堡 尔谱 赋矿嗣岩 

穆斯堡尔效应即 7射线 

共振吸收效应，是西 德物理 

学 家 R，L，Mossbauer于 

1957~1 958年发现的。穆斯 

堡尔谱固态物质的主要原理 

是，由放射源(y光源)射出 

光 子 ．这 些光子 被样 品 中同种核 (如 Fe． 

Sn)所吸收，形成共振吸收谱 ，样品中穆斯 

堡尔核与核外化学环境的相互作用 ，会引起 

共振吸收谱线的位置 、形状、数量的变化。因 

此，穆斯堡尔谱方法较为特殊，受光源 (放射 

源)的限制，可实际应用的 有 Fe(”Fe)，Sn 

(” Sn)两种元素。 

穆斯 堡尔谱在矿韧学 中的应用较 为广 

泛 ，主要用于确定矿物中铁的氧化态、配位、 

离子有序无序分布等 (李哲，1 987)。穆斯堡尔 

谱在岩石学中应用较为薄弱，因岩石 为复合 

相，穆斯堡尔谱是多个矿物谱的迭加，当有多 

个含铁相同时存在时，谱学特征比较复杂。 

作者通过对湘西沃溪金锑钨矿床 3种不 

同类型的赋矿围岩进行的穆斯堡尔谱分析表 

明，穆斯堡尔谱不仅可 研究赋矿围岩 中的 

含铁矿物相，而且还可 在矿床成因、找矿勘 

探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车艾 1995年Jo月收到 ，范若芬编辑． 

1 矿床地质概况 

沃溪矿床是一个大型金锑钨综合性多金 

属矿床，位于湖南省沅陵县饫溪镇。 

该矿床在大地构造上，位于扬子准地台 

江南地轴南缘的雪峰 山隆起金锑钨成矿带的 

中央部位。 

矿区出露地层有元古界冷家溪群、板溪 

群 ．中生界白垩系上统，新生界第四系等。矿 

体赋存于板溪群马底驿组深灰色一紫红色板 

岩中．呈脉状产 出，矿脉 主要具裂隙充填特 

征 ，矿脉两侧广泛发育围岩蚀变 矿脉的主要 

矿物成分为石英、白钨矿、黑钨矿、黄铁矿 、自 

然金、辉锑矿。赋矿围岩的主要矿物成分是石 

英、2M 多型的细小鳞片状白云母、碳酸盐矿 

物、铁钛氧化物矿物、黄铁矿等。 

赋矿围岩主要有未遭受矿化蚀变作用的 

深灰色板岩、钨矿化蚀变的黄白色板岩和金 

锑矿化蚀变的黄 白色板岩，矿体与围岩 的关 

系如图 1所示。 

2 穆斯堡尔谱学特征 

对矿床3种去要的赋矿围岩(含蚀变岩 
石)进行穆斯堡尔谱的测试和分析，样品处理 

和测试都是严格接要求进行的，尽量避免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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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氧化还原作用 最后获得穆斯堡尔谱(图 

2)及其参数 (见下表)。 

图 1 沿层 间断裂分布的含矿石英脉 

1、5-上 下盘末蚀盔援灰色板岩；2、4 上、下盘 

蚀变的黄皂色扳岩 {3 台矿(金、辉锑矿)石英脉 

在未遭受矿化蚀变的板岩中，存在 3种 

含铁矿物相，其中 所 占比例最大 ，占全 

铁总量的 71 。同质异能位移稍大于其他含 

铁矿物相，四极分裂最小，在穆斯堡尔谱图中 

呈现明显的对称三重双峰，峰的强度从外向 

内逐渐减弱 ，这三重双峰为高价铁的氧化物 

所特有，矿物相为赤铁矿；Fe 存在于两种矿 

物中，含量较高者具较强的对称双峰，占岩石 

中总铁量的 1／4，具较小的同质异能位移和 

较大的四极分裂 ，矿物相为菱铁矿 另外一种 

含 Fe 不足 5 的矿物相，其穆斯堡 尔谱位 

于菱铁矿对称双峰的外侧 ，矿物相为自云母 ， 

Fe”占据 M 位置。由于白云母中 Fe 含量 

很低．再加上其他含铁较高的矿物相的干扰， 

故只显示出白云母较强的外双峰 ，而其较弱 

的内双峰则无显示。在未蚀变板岩中，Fe。 ／ 

Fe = 71／29≈ 2．45。 

(1)190 (18一v卜w) 

图 2 赋矿囤岩的穆斯堡尔谱 

表 不 同类型赋矿囤岩的穆斯堡尔谱学参数 

内磁场强 线 宽 h 含量 指 派 样 品 

QS(mm／s) H(koe) r(mm，s) ( ) 

同质导能位移 四极分裂 
IS(mm／s) 

末矿化蚀盏 1 23 1．48 516．2 0．S4 25 Fe +(菱铁矿) 

1 30 2．91 516．2 0．S4 4 Fe抖 +(白云 母 ) 板 岩 (190) 

1 34 ——0．26 516．2 0．33 74 Fe抖+(赤铁矿) 

钨矿化蚀变 1．23 1 79 516．1 0．31 73 Fe抖+(菱铁矿) 

1．87 2．88 516．1 0．31 2 Fe叶 +(白云 母 ) 扳 岩 (253) 

O．2O 0．91 516．1 0．91 25 Fe抖 +(伊利 石 ) 

金锑矿化蚀变 - 
扳岩(191) O．31 O．66 516．2 0．32 100 Fe抖+(黄铁矿) 

中国斟学院地质研究所穆斯堡尔谱室蒯 

钨矿化作用形成的矿化蚀变板岩，存在 四极分裂和同质异能位移 ，矿物相为菱铁矿． 

3个含铁矿物相 所占比例最大的为具有强 与未蚀变岩石的菱铁矿的穆斯堡尔谱位置完 

对 称双峰 的Fe ，占全铁的 73 ，具较大 的 全相同。另外一种含 Fe 矿物相，Fe 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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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的 2 ．显示白云母 Fe 的外双峰．Fe 占 

据 M?位置，具很大的同质异能位移和四极 

分裂，矿物相 为白云母 此外还出现一种新 

含铁矿物相，Fe 占全铁的 1／4，同质异能位 

移和四极分裂较小 ，半高宽较大．呈对称双 

峰．矿物相 为云母粘土 (伊利石)，Fe”占据 

M 位置，钨矿化 蚀变作用形成的蚀变 岩石 

Fe ／Fe 一一25／75~0．33。 

金锑矿化作用形成 的岩石，穆斯堡尔谱 

学测试和分析只发现有一个含铁矿物相 ，即 

显示出黄铁矿的 Fe 特征对称双峰．矿物相 

为黄铁矿，具较小的同质异能位移和四极分 

裂。岩石中Fe 占 100 ，Fe”／Fe 一0 

3 讨论 

对沃溪金锑钨矿床赋矿围岩进行穆斯堡 

尔谱学的分析 ，可以帮助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 ，对不同矿化蚀变岩石进行的穆斯 

堡尔谱学研究，可以确定岩石的含铁矿物相 

及其高铁和亚铁在各种矿物相 中的占位情 

况。该矿床的赋矿围岩由于其矿物颗粒细小， 

用其他方法均不能准确测出存在哪些古铁矿 

物，穆斯堡尔谱学分析能确定岩石中的含铁 

矿物相主要有赤铁矿、菱铁矿、白云母、伊利 

石、黄铁矿等，还可以确定铁在层状硅酸盐白 

云母、伊利石中均占据 M。位置 。因此，使矿 

床的矿物学研究又推进了一大步。 

其次，穆斯堡尔谱学的研究结果，可以帮 

助我们确定成矿过程中的物理化学环境 以及 

矿物的演化史．对矿床的成固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在矿化作用进行之前，代表当时环境的 

是未蚀变岩石．含铁矿物相接其含铁量的多 

少依次为赤铁矿、菱铁矿和白云母．具较高的 

Fe。 ／Fe 比值 ，说明当时的地质环境为一氧 

化环境。矿化作用发生后 ，环境发生了变化 

钨矿化作用过程中，含高铁Fe 的矿物相一 

赤铁矿消失 ，出现一种新的含 Fe 矿物一伊 

利石 ，是在钨矿化过程中形成的典型蚀变矿 

物。其次是少量白云母 ，这表明环境进入一定 

韵还原条件．伴随较强烈的伊利石化。随矿化 

作用的演化．到了金锑矿化阶段．蚀变岩石中 

其他的含铁矿物相均 已消失，表明了强烈的 

还原环境 即从未发生矿化到钨矿化，最后到 

金锑矿化阶段 ，岩石中含铁矿物的演化为：赤 

铁矿、菱铁矿、白云母 菱铁矿、伊；}lI石 、白云 

母一黄铁矿，对应的氧化还原条件为 ：鞍氧化 

较还原一强还原 

此外，对赋矿围岩的穆斯堡尔谱学研究 

还对找矿勘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同的 

矿化蚀变作用显示了不同的穆斯堡尔谱学特 

征。含铁矿物相的准确鉴定，可以帮助我们找 

出与矿化作用关系密切的矿物和其中的指示 

元素。 

样品测试是在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穆斯堡 

尔谱室李哲研究员、应育浦副研究员等同志 

的帮助下完成的，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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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SSBAUER SPECTRoSCOPY oF W ALL— RoCKS oF Au— Sb—W  

DEPoslT IN W oXI，HUNAN PRoVINCE，CHINA 

Shao Jingbang，Wang Pu，Chen Daizhang 

The studi~ of moss~ uot ef{ect on the w j rockB of the depo s~revealed the evo|ution process of mineral matters of the 

rocks oⅡdifferent mineralization and their oxred~ood itlons，deepped the studies on mineralogy and ptro]ogy of the deposit． 

otherwise，it eaR used good indicator for ore pro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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