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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英滩金矿地处塔里木板块北缘阿奇山一雅满苏火山孤 ，容矿围岩为下二叠统阿其克布 

拉克组陆相火山岩，控矿构造为破火山口环形断裂。流体包裹体特征和温度等参数研究表明石英潍金 

矿以低温(129℃ ～236℃)、低盐度(1．91 wt％NaG1—2．74wt％Nat1)和浅成(成矿时压力为 3×10‘一32 

×106Pa
，深度小于1 km)为特征；流体包裹体稀土元素研究初步得出成矿流体来自中酸性岩浆和火山 

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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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滩金矿地处新疆鄯善县西南部，系长安大 

学和新疆地勘局第一地质大队在承担“七五”国家 

“305”项 目时发现，经工程评价为一中型金矿，目前 

正在开采。蔡仲举_I J、李华芹等 J、姬金生等 J、丰 

成友等 和韩春明等。。 对该金矿床的成矿地质背 

景、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等进行了研究 ，一致认为石 

英滩金矿为浅成低温热液型。但是 ，对流体包裹体 

的温度和盐度等参数有不同的测试结果 ．2．4 J，鉴于 

此，作者再次对流体包裹体进行了温度和盐度等测 

试，以进一步查明该金矿床流体包裹体的温度和盐 

度等参数。另外，本文首次对流体包裹体中的成矿 

流体进行了稀土元素分析和研究 ，尝试探讨成矿流 

体的来源。 

1 矿床地质概况 

石英滩金矿位于塔里木板块北缘阿奇山一雅满 

苏火山弧西端，与北侧的康古尔缝合一剪切带 相 

距2—3 km。矿田内出露地层主要为第四系(Q)沉 

积物、下二叠统阿其克布拉克组(P．D)陆相火山 

岩、下石炭统干墩组(C。g)浊积岩和下石炭统小热 

泉子组(C。 )火山岩一碎屑岩。侵入岩主要为花 

岗闪长岩、黑云母花岗岩、流纹斑岩和闪长玢岩等， 

其中由流纹斑岩构成的环形构造大致勾画出一个破 

火山口的轮廓(图 1)。 

6 

该金矿床产于破火山口的西北缘，容矿围岩为 

下二叠统阿其克布拉克组(P a)陆相安山岩、英安 

岩、玄武岩和火山角砾岩等，这些火山岩的含金丰度 

为 11．80×10一一30．60×10 ，为正常火山岩含 

金丰度平均值(4×10I9) 的3—8倍，显示为金矿 

床的矿源层。控矿构造为破火山口环形断裂和放射 

状断裂(与西天山著名的阿希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 

相同 )，属于张裂性质，一般下缓上陡，常常充填 

着玉髓质石英脉，为主要的容矿构造。金矿床由3 

个矿体(L1、 和 L3)组成，L1和 L3为工业矿体， 

为贫矿体。L1矿体位于矿区西北部，长约 300 

m，为一波状弯曲向北凸出的弧形脉体，沿走向具膨 

大收缩的波状起伏 ，沿倾向具明显的分枝复合现象， 

矿体由地表往深部逐渐变薄尖灭，矿体总体走向 

275。，倾向5。，倾角35。一55。；L3矿体位于矿区东南 

部，矿体平面形态为一不规则的向北凸出的月牙形， 

东端呈鱼尾状分叉，西端呈指状分叉，剖面上呈不规 

则的囊状体 ，产状变化较大，由东往西，矿体产状为 

40。一20。 55。一80。-*340 。一300。／_45。-65。。 

矿石为典型的少硫化物矿石，金属矿物含量很 

少，但矿物种类较多，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铁矿、黄铜 

矿、褐铁矿和金银系列矿物，其次为毒砂、白铁矿、黝 

铜矿、辉铜矿、赤铁矿、硬锰矿、孔雀石、铜蓝及蓝铜矿 

等，主要脉石矿物为玉髓、石英、方解石。其次为绿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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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文石、绢云母、冰长石、浊沸石、高岭石等。矿石的 

结构为自形一半自形微细粒结构、他形微粒结构和交 

代溶蚀结构，构造为致密状构造、条带状构造、角砾状 

构造、胶状一变胶状构造和脉状一网脉状构造。成矿 

作用可分为3个阶段：微晶石英脉阶段(第一阶段)， 

含少量硫化物，矿石贫；玉髓一方解石阶段(第二阶 

段)，为主成矿阶段，沿微晶石英脉中的裂隙充填，在 

强破碎处形成富矿体；纯方解石阶段(第三阶段)，叠 

加在前两个成矿阶段形成的脉体之上。围岩蚀变表 

现为面型青磐岩化及矿脉旁侧的带状热液蚀变，后者 

与金矿化关系密切，主要类型为黄铁绢英岩化、绿泥 

石化、硅化、碳酸盐化、冰长石化和泥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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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石英滩金矿床区域地质略图(据丰成友等 资料改皇I 1) 
一 第四系沉积物；PI n一下二叠统阿其克布拉克组陆相火山岩；Cl g一下石炭统干墩组浊1只岩；Cl 一下石炭统小热泉 

子组火山岩一碎屑岩；1一流纹斑岩；2一石英二长斑岩；3一黑云母花岗岩；4一黑云母花岗闪长岩；5一花岗闪长岩；6一闪长 

玢岩；7一安山岩；8一强变形带；9一缝合线；1O一断裂 ；l1一古破火山口；12一矿区位置 

2 流体包裹体地球化学 

2．1 流体包裹体的特征 

本次工作对石英滩金矿不同成矿阶段石英和方 

解石的 l5个测温片进行了镜下观察和研究。镜下 

发现石英颗粒十分细小且结晶程度极低，主要表现 

为微晶石英和隐晶质玉髓，发育其中的包裹体十分 

细小，一般 <1 ，偶见 3～4 的包裹体，包裹体的 

形状主要为负晶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所能见到的 

包裹体绝大多数为原生气液两相包裹体，气液比为 

5％左右(表 1)。方解石结晶程度相对较高，发育其 

中的包裹体数量较多，个体相对较大，5 左右的包 

裹体常见，它们的形状主要为负晶形 、椭圆形和不规 

则形 ，大多数包裹体为原生气液两相包裹体 ，气液比 

为5％ ～20％ ，偶见纯液相包裹体 ，另外还发育一定 

数量的假次生和次生包裹体。 

2．2 流体包裹体的显徽测温和有关参数 

l5个测温片中，由于包裹体较小(5 左右)， 

所以只对 5个测温片进行 了冷冻和均一温度测试， 

流体包裹体的测温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进行，所用仪器为英 国产的 UNKAM 

mMSG600冷冻台，其测温范围为 一198℃ ～6o0℃。 

石英和方解石中的流体包裹体冷冻温度、均一温度、 

盐度、密度和压力等数据列于表 l中。 

2．2．1 石英中的包裹体 

由于石英(玉髓)颗粒细小，结晶程度低，可供 

测温的包裹体极少，本次工作只测得了第二成矿阶 

段石英 中两个流体包裹 体 的均 一温度，其值 为 

206℃和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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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4—7 2 方解石 

方解石 

SY4—30 2 方解石 

SY4—29 2 石英 

方解石 

方解石 

方解石 

方解石 

方解石 

SY4—34 2 石英 

方解石 

方解石 

方廨石 

方解石 

方解石 

方解石 

方解石 

方解石 

方解石 

方解石 

方解石 

sY4—46 3 方解石 

方解石 

方解石 

方解石 

一 1．4 

一 1．6 

2．41 

2．74 

0．85 

0．90 

32 

15 

10 

2．2．2 方解石中的包裹体 

1)第二成矿阶段：均一温度 129℃ ～236℃，平 

均为 166℃，冷冻温度为 一1．1℃ ～一1．6℃，换算成 

的盐度为 1．91 wt％NaC1～2．74 wt％NaC1，密度为 

0．85～0．95，形成时的压力为 3 X 10。～32 X 10。Pa， 

按张文淮等 驯̈的公式 ，形成深度均小于 l km。 

2)第三成矿阶段：只测得了 4个均一温度，其 

值为 125oC～146oC，平均值为 133oC。 

2．3 流体包裹体的稀土元素组成 

为了查明石英滩金矿床成矿流体的来源，我们 

对矿石中成矿流体作了稀土元素分析，其结果见表 

2，为了便于对比，还列出了矿区火山岩和侵入岩的 

稀土元素分析结果及其特征值。样品 SY3—8与 

SY1—4是矿 石 中挑 出的石 英单 矿物 (纯度 > 

99％)，采用高温爆裂一淋滤法提取成矿流体 ，然后 

用高精度的 ICP—MS(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方法 

测定流体中的 REE含量，具体分析方法见苏文超 

等  ̈所述，测试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进行。SY3—8与 SY1—4的XREE值分别 

8 

为 3974×10 和2842 X 10 ，这两个值为每克石 

英单矿物中所有包裹体中流体的 ]~REE值，所以相 

对很低，LREE／HREE分别为 8．2l和 4．73，6Eu分 

别为0．67和 1．o6，轻重稀土之间分馏强，LREE富 

集，HREE亏损，在它们的稀土配分曲线图(图 2) 

中，两条曲线均向右倾斜。 

L8 Ce Pr Nd SⅢEu Gd Tb Dy Ho Er TⅢYb Lu 

图2 石英滩金矿成矿流体稀土配分曲线 

埘 m m m Ⅲ m Ⅲ 

m ．。 ．。 ．。 ．。 ．。 ．。 m ．。 ．。 ．。 ．。 ．。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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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通过对石英滩金矿流体包裹体温度等参数的测 

试和研究，获得成矿流体的温度为 129oC一236oC、 

盐度为 1．91 wt％NaC1—2．74wt％NaC1、成矿时压力 

为3×10。一32×10 Pa，深度小于lkm。流体包裹体 

均一温度比蔡仲举⋯ 获得的温度(108．5~C一190． 

5℃)略 高，与丰成友 等 4 获得 的温 度 (137oC 一 

250℃)一致；流体包裹体盐度 比蔡仲举⋯获得的盐 

度(9．18 wt％NaC1—19．24 wt％NaC1)低得多。与李 

华芹等 获得的盐度(0．8wt％NaC1—6．7wt％NaC1) 

相符；而成矿时的压力与蔡仲举⋯和丰成友等 获 

得的数据一致，均小于35×10 Pa，换算成深度小于 

1km。通过以上流体包裹体温度等参数的研究，表 

明石英滩金矿成矿流体以浅成(深度小于 1 km)和 

低温(200oC左右)为特征，金矿床为一浅成低温热 

液型金矿。 

从表2可以看出，富矿石中成矿流体、贫矿石中 

成矿 流体、安 山岩、流纹 斑 岩和 花 岗闪 长岩 的 

LREE／HREE值分别为 8．21、4．73、7．48(平均)、 

8．06和 10．05，轻重稀土之间分馏强，LREE富集 ， 

HREE亏损；除贫矿石中成矿流体(SY1—4)外。其 

它的8Eu值均小于 1，显示负 Eu异常特征，贫矿石 

中成矿流体(SY1—4)的 8Eu值略大于 1，显示轻微 

的正 Eu异常特征，这可能是由于成矿晚期发生强 

烈的碳酸盐化，所形成的方解石是活化转移稀土元 

素的主要载体  ̈。在图2和图 3中，成矿流体、安 

山岩、流纹斑岩和花岗闪长岩的稀土配分曲线基本 

相似，均向右倾斜，推测它们的成岩成矿物质先后来 

自深部相同的源岩。阿其克布拉克组火山岩含金丰 

度高，显示为金矿床的矿源层(前述 )，而由浅色矿 

物长石和石英等组成的花岗岩类含金量往往较低， 

但花岗质岩浆在结晶过程中会有大量的水释放出 

来  ̈，花岗岩类的成岩作用能使金从背景含量低的 

地层和岩石中发生活化而转移 。由此初步认为 

石英滩金矿的成矿作用过程为：晚期花岗质岩浆侵 

人到早期下二叠统阿其克布拉克组火山岩中，在结 

晶过程中释放出的流体逐渐与浅部的大气降水 

混合 ，由于花岗质岩浆的“热机”效应，会产生对流 

循环系统，并不断从火山岩中萃取成矿金属元素，在 

合适的物化条件下，在有利构造部位卸载成矿。 

表 2 石英滩金矿床成矿流体、火山岩和侵入岩的稀土元素含量及其特征值 ∞ ／10 

注：XT1和 XT3据丰成友等[ ]；93—103和93—147据姬金生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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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石英滩金矿火山岩和侵入岩稀土配分曲线 

4 结 论 

1)石英 滩 金 矿成 矿 流体 为 低温 (129℃ ～ 

236oC)、低盐度(1．91 wt％NaCI～2．74wt％NaC1)和 

浅成(成矿时压力为 3×10 ～32×10 Pa，深度小于 

1 kin)，矿床类型为浅成低温热液型； 

2)成矿流体来 自中酸性岩浆和火山岩，但成矿 

金属元素主要来 自下二叠统阿其克布拉克组火山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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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 TRY oF FLUⅡ>D CLUSIoNS FRoM 咖 SIⅡY TAN GoLD 

DEPOSIT IN EASTERN TIANSHAN，XINJIANG 

WANG Zhi—liang。 
，
MAO Jing—wen’ ，WU Gan—guo’，YANG Jian—min ，MA Tian—lin ，HAN Chun—ruing4 

(1．China University ofGeosc／ences，BeOing 100083； 

2．Institute ofMineral Resources，Chinese Academy ofGeological Sciences，Belting 100037； 

3．Institute ofGeomechanics，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Beifing 100081； 

4．Institute ofHigh—energy Physics，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Be~iing 100039) 

Alltltract：The Shiyingtan gold deposit，located in the Aqishan—Yamansu volcanic arc，northern Tarim plate，is hosted in Lower Permian Aqikebu— 

lake Group continental volcanic rocks．Ore—controlling structures ale cil砌 8r faults along  a caldera．Th e measured temperature data of fluid indusions 

show that the Shiyingtan 0ld deposit is featured with low temperature(129~C一236~C)，low salinity(1．91wt％NaC1—2．74wt％NaC1)and shallow ore 

— forming dapth (ore—forming pressure about 3×10。一32×10。Pa，ore—forming depth <lkm)．The analytical REE data offluid inclusions indicate 

that the 0re—forming  fluids were derived from nearby intermed iate—acid~uL,mR-q an d volcanoes． 

Key words：geochemistry，fluid inclusions，Shiyingtan gold deposit，oastem Tian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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