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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德安宝山锑金矿

成矿物理化学条件研究

吴启志 张景荣 陈云天 汤坤贤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

提 要 本文通过对宝山锑金矿成矿物理化学条件研究
,

获得成矿温度
、

压力
、

成矿流体盐度
、

氧化

还原电位
、

氧逸度
、

硫逸度
、

酸碱度及成份等地球化学参数
,

表明成矿流体为Ca
“‘

一Fe
, 十

一Fe
3 」

一

5 2

一
c仇一A u

一sb 体系
,

具弱酸至弱碱性还原环境
。

氢
、

氧
、

硫稳定同位素研究表明
,

成矿热液 (流体)来源于天降水
,

建造水及岩浆水混合成因
,

^ u 、

sb 迁移形式为〔A
u (HS ) 2

〕
一 、

〔s b (HS ) ;

]
一
及 N a Zs比

3 、 N a
[ A

u (H Co 3 ) 2

〕
,

当成矿介质PH
、

E h
、

压力
、

温度变化时
,

络合物破坏
,

金锑与其他离子反应沉淀成矿
。

关键词 宝山锑金矿 流体包裹体 同位素 成矿环境

1 矿床地质概论

宝山锑金矿位于江南地背斜的中段
,

矿区北部为彭山短轴背斜
,

南部为梓坊东西向复向

斜
,

矿床区域上受北东与东西向两组断裂控制
,

该矿区四个较大的锑 (含伴生金 )矿体赋存于北

东向 F 7

断裂带中(图 1 )
。

矿区地层由下往上依次 为震旦系南沱组 (z
,

n) 砂岩
、

下寒武 系观音堂和王音铺组 (任
, g

+ 任
.w )的硅质页岩

,

黑色碳质页岩及中寒武系杨柳岗组 (任
Zy )的白云质灰岩

。

岩石化学成分

见表 l
。

火成岩主要是安山质玄武岩和闪斜煌斑岩等
,

皆以脉状形式产出
,

多沿 N E 及 N E E 方向裂

隙贯入
。

煌斑岩延长数百米
,

基质由长石
,

云母交织组成
,

角闪石构成斑晶
,

具典型的煌斑结构
,

与 s b
、

A u
矿化有直接的成因联系

。

矿区的围岩蚀变主要是硅化
、

碳酸盐化
,

次为绿泥石化
、

绢云母化
。

矿床以中低温元素 A u 、

Sb
、

As
、

H g 组合为基本特征
。

锑矿可分三个成矿阶段
:

早期在煌斑

岩及粉砂质页岩中呈浸染状矿化
;
中期致密块状的辉锑矿化

;
晚期以脉状

,

角砾状及胶状的辉

锑矿化产出
。

金有两种产出形式
:

一种与辉锑矿共生的伴生金
,

一般含量 1一 3克 /吨
,

个别高达 5

克 /吨 ; 另一种以微细粒浸染状存在于寒武系地层或煌斑岩中
,

呈单独金矿体
,

如硅化
,

黄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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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厂l

鹿/
l
了

|//灯化的下寒武系泥质灰岩
,

金含量为 0
.

5一 1
.

5克 / 吨
,

个别高达 5
.

5克 /吨
; 而硅化

,

黄铁

矿化的煌斑岩中含金高达巧克 /吨
。

由此看来
,

该区是 寻找微细粒浸染型金矿

远景区
。

矿床矿石矿物主要是辉锑矿
,

微细粒

自然金
、

黄铁矿
、

毒砂
,

次为赤铁矿
、

黄铜

矿
、

闪锌矿
、

锡石
。

脉石矿物主要是石英
、

方

介石
、

白云石
,

电气石
、

黄玉等
。

聂桥
O

了Z

丫
;

了//

\ e z + e Z

一一一
_

若
: 成矿流体地球化学参数测定 }拦

l\

成矿流体地球化学参数测定
,

是通过

封存于矿物包裹体中流体测试分析而获得

的
,

2. 1 矿物流体包裹体特征

宝 山锑金矿区划分为三个成矿带
,

北

矿带
,

中矿带
,

南矿带
。

各矿带流体包裹体

特征 (表 2 )
: a 、

包裹体直径约 5一 1 0林m
,

包

裹体类 型为 G (气 )十 与
2。 , G + Lc

o Z ,

G +

玩
2 。

十 C 子 等组成
。

包裹体形状呈 园形
、

椭

园形及不规则状
; b

、

在中矿带石英包裹体

e 1 9 + e z ,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梓

图例 ,

巨日
2

田
3

区]
4

1三到
,

巴日
6

匡三」
7

巨口
图例说明

: 1
.

背斜 2
.

向斜 3
.

花岗斑岩 4
.

硅化破碎带 5
.

压

扭性断层 6
.

sb
、

A u 矿脉 7
.

寒武系

图 1

Fi g

宝山矿区地质略图 (据江西9 16 队图改绘)

1 G eol o 邵 . l s k改eh of B归谓ha n M in e

中见到气相包裹体
、

液相包裹体与含子晶的三相包裹体共存于同一视域内
,

不同类型包裹体往

往集中在同一平面上
,

表明成矿热液曾产生过沸腾
,

矿液沸腾对促进金属矿物沉淀起较大的作

用 (E
·

罗德
, 1 9 84 )

,

本区沸腾包裹体沸腾包裹密集部位
,

正是 sb
、

A u
矿化中心

。

2. 2 成矿温度测定

流体包裹体温度测定是在莱兹35 0型冷热台上进行的
,

该台用水银温度计
,

精度达 士 l℃
,

温度值经数学处理后列于表 2和直方图 2
。

不同类型包裹体测温过程中有如下现象
: a 、

气液型包

裹体
,

气相占15 一30 %
,

均匀化温度为18 0一24 0 ℃
。

b
、

含盐类子晶三相型包裹体
,

气相 占 18 一

25 %
,

加温过程中子晶溶解温度为 1 95 一 2 1。℃
,

气相消失23 5一 2 50 ℃
。“、

含 L co
Z

三相型包裹体
,

气相占 15 一 18 %
,

液相 C 0 2

占 20 %
,

Lco
:

均匀温度 3 1℃
,

气相消失 20 0一 2 40 ℃
。

d
、

含不透明子矿

物三相型包裹体
,

气相消失2 50 ℃
,

气相消失后继续加热至包裹体破裂子矿物也无变化
,

推测可

能是金属硫化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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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矿区地层岩石化学成份表

Ta b le 1 Pe trOC h em 血打y of str a ta 加 m 加 e ar ea

时时代代 岩性性 5 12 000 Ti 0 222 A 口2 0 333 二而, 2 0 555 I b ooo M ll OOO M目000 C口OOO N 扭2 000 K ZOOO

板板溪群群 黑色板岩岩 63
.

2 666 0
。

4 111 1 4 8 777 2 0888 1
.

2 999 0
.

0 333 1
.

3555 3
。

4444 2
.

2 666 3
.

1 555

(((Pt )))))))))))))))))))))))))

南南沱组组 长石石英砂岩岩 6 2
.

7 666 1
.

1888 1 4
.

9 666 2
.

1888 0 6 999 0
.

0 777 5
.

8 888 0
.

0555 0
.

1777 6
。

7 666

(((Z ; n )))))))))))))))))))))))))

又又见音组组 黑色硅质页岩岩 6 2
.

7 444 0
.

4 666 15
.

0 666 2
.

9 111 1
.

1 555 0
。

0 333 1
。

9 888 3
。

6 999 3
。

3 111 5
.

2 666

(((任 1 9 )))))))))))))))))))))))))

一一 1 钾 r 沪 产卜 2 阳 ,,

含细粒黄铁矿矿 6 1
.

4 000 0
.

4 555 14
.

9 111 3
.

6 333 1
.

2 333 0
。

0 555 2
.

3 111 5
.

4 444 3
.

0 333 5
.

2 111

沱沱沱沱沱沱沱沱沱沱沱沱灰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上上 百俐阴阴阴阴阴阴阴阴阴阴阴阴阴
(((任 一w )))))))))))))))))))))))))

杨杨柳岗组组 含细粒黄铁矿矿 5 8
.

2000 0
.

4 222 1 3
.

0 555 3
。

1 000 0
。

5 888 0
.

0 333 1
.

3 111 8
.

6 777 3
。

9 777 3
.

999

(((任 Z y ))) 白云质灰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表2 包裹体特征
、

温度
、

盐度表

T a ble 2 Te m pe ra n lr e
叨 d . 11山ty of 比e n u ld in c lus ion

矿矿带带 包裹体体 包裹体特征征 均匀化温度 (℃ ))) 盐度(w t%Na c l)))

类类类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相相相相态组成成 大小(林。))) 气相充填度度 形状状 测定数数 温度范围围 均值值 测定数数 范 围围 均值值

南南南 液相相 G + L H , 000 8~ 2 000 15 一 2 0 %%% 规则则 888 18 0~ 2 4 000

){
18999 333 5 ~ 888 6

。

5 666

矿矿矿 多相相 G + 玩
2 0 + 玩。222 个别3 000 15 一 3 0 %%% 规则则 444 1 5 0 ee 2 100000 222 8 ~ 1 555 1 0

.

555

带带带 液相相 G + 玩
2 。+ c 子子 1 0~ 1 888 1 5一 2 5 %%% 半规则则 ] 888 1 5 0~ 2 2 00000000000

多多多相相 G + 场
2 000 1 5 ~ 2 000 1 5一 25 %%% 半规则则 333 160 ~ 2 1 00000000000

GGGGGGG + 玩
2 0 + 玩。222 1 5~ 255555 半规则则则则则则则则

中中中 液相相 。+ Ln
Zooo 7~ 1 555 1 0 ~ 30 %%% 规则则 2 000 1 9 5to 2 3 000

:;:!
、子晶消消 444 1 2~ 1 444 1 3

.

555

矿矿矿 多相相 。+ L o Z o + ‘ , 222 1 5 ~ 2555 少数4000 半规则则 222 2 0 0~ 2 5 000

公委
。c ’’ 333 1 0 ~ 1 7 555 1 3

.

555

带带带 液相相 G + 加
20 + c 子子 少数初初 1 0 ~ 2 5 %%% 半规则则 1 666 1 9 0~ 2 3 000

:;:!
””””””

多多多相相 G + 切
2 000 1 0 ~ 2 222 少数3000 不规则则 333 2 2 0~ 24 00000000000

GGGGGGG + 玩
2 0 + 玩。222 1 5 ~ 2 555 8 ~ 2 000 不规则则则则则则则则

GGGGGGG + 玩
2 0 + c 子子 少数3555 1 5 ~ 2 555 不规则则则则则则则则

jjj匕匕 液相相 G + 场
2 000 10~ 2 000 9 ~ 2 000 半规则则 888 1 8 0 ~ 2 3 000

:::)
、子晶消消 444 8 ~ 1 1

.

555 9
.

777

矿矿矿 多相相 G + LH
Zo + l元。222 8 ~ 2 555 1 7~ 2 222 不规则则 222 2 1 0 ~ 2 4 000

:::}扮
))) 222 1 1~ 1 2

.

555 1 1
.

777

带带带 液相相 G + LH Z o + c抽
222 12 ~ 1 777 18 ~ 2 555 半规则则 l555 18 0 ~ 2 1 55555555555

多多多相相 G + L“ 2000 15 ~ 2 333 8~ 2 000 不规则则 1 000 1 7 5 ~ 2 1 00000000000

GGGGGGG + LH
20000000 不规则则则则则则则则

温度值绘成直方图显示两个温度范围
,

1 00 一 1 5 0
、

2 0 0一 2 50 ℃
,

由包裹体特征及测温过程

可知 2 0 0 ~ 25 0 ℃均为原生包裹体温度
,

即为主要矿化阶段温度
。

2. 3 成矿流体盐度测定

成矿流体盐度测定是在 3 50 型冷热台上进行的
。

由表2数据可知
,

不同矿化阶段流体盐度相

近
,

唯中矿带盐度略高
,

矿化也较佳
,

说明盐度参数与 Sb
、

A u
矿化有内在联系

。

2. 4 成矿流体成分测定

成矿流体成分通过采取不同矿带不同矿化阶段石英测其流体包裹体气相及液相成分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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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1 5 0 2 几勺吃乡 2 5 (盆 C

J

爹
.
1卜l卜l卜l卜eel
eeLL切6

,。432o]

得
。

由表 3数据表明 阳离子相对 含量 为 ca 2+ > Mg
Z十 >

K + > N a + ,

阴离子 H CO 了> S例 一 > F一 > Cl 一 ,

流体的 PH ~

6. 5一 5
.

07
,

与标准蒸溜水5
.

4相比较具弱碱性至弱酸性
、

E h 值 一 63
·

36 一 1 05
.

96 m v ,

还原环境
。

气相成分用带热解

炉的 c x L 一 1 01 型色谱仪测定
,

结果列于表 3
,

表中 c o >

C o , ,

中矿带
“ l ”矿化阶段中 C 0 2

含量较高
,

矿化较佳
,

表

明 C o Z

含量高有利于矿化
。

2
.

5 成矿压力
,

氧逸度及硫逸度估算

压力测定采用 E
.

罗德 (19 8 6) 提出的 N ac l一 H 20 体

系相图
,

通过温度一盐度一密度关系 (图3) 求压力
,

数值

见表 4
。

氧逸度估算
:

由已知温度及压力
,

再据包裹体成分计

算
,

在图 4中求 fo
:

值 (表 4 )
,

由表 中可知成矿 流体 fo
:

为

10 一 “了

一 10 一 “p a ,

中矿带稍高
。

硫逸度求出是依据获得的成矿温度投影到 Fe 一 S 体

系 10 9 5 2
一 T (K )图中(张景荣等

,

南京大学学报地球科学

版
,

1 9 91 年第4期 )
,

据此法估算矿区硫逸度 fs Z

望 1 0 一 3
一

1 0 一“Pa
,

fs Z

远大于 fo
Z ,

这与矿区矿化以 硫化物为主的地

质事实相符
。

,

幸
,

矿带

(j0 1 5 0 2 砚, 吸, 2 5 0 C

6
尹
乃40321

北 矿带

l 哎)砚, 1 5 《J Z () 吸) 2 5 〔, C
‘

3 稳定同位素特征及成矿热液来源

图竺 三个矿带温度直方图

Fi g
.

2 Te m pe ra tu re 址sto g r a m of th e

t址ee m in er a liza ti o n z o n es

为了探讨成矿热液的来源
,

对矿床的矿物进行了氢

氧硫稳定同位素研究
。

表3 成矿溶液成分测定结果

T a ble 3 T h e o re 一拓 r“吐n g 加lu 6 o n c o 们n侧漪itio ”

矿矿带带矿化化 几... ‘

段
)))

睽睽
含

K +++ N ‘十十 C. 2+++ M护+++ H 〔0 丁丁 F一一 C 蕊一一 so 汤一一 K 十十 Ct ? 十十

李李
H CO 了了 COOO CO ,, CH 444 H , 000

co 十生生
卜

+ 。。
一

矿物物

阶阶阶段段段段 X 1 0 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屯划 4444444444444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 一+++
梅

2 +++++ F 一一一一一一一 Q 〕22222

南南南 尸尸网网
4 1

。

2 000 2 2 000 0 D 3 777 0
.

0 3石石 5
.

8 1 DDD 0
。

8 1 777 4
。

42 999 0
.

3分777 0
.

Dslll 2
。

7 1 555 1
.

0 000 7
.

1 222 7
.

5 99999 3 1 9 888 3
。

4 333 l
‘

6 222 1 傀1 7 fff 0
,

1 1000 l
。

9 222 石英英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2222222

网网
6 3

.

3右右 0
.

3 666 0 0 6 666 0
。

0888 0
。

0 5 333 0
。

4 9 333 0
。

2 4 333 0
.

0 1 999 0
.

0 3 000 0
。

3 2 000 1 3 000 0 1 222 O
。

6 33333 1 2 2 333 ,
.

4 9333 1 9 000 I吕4
。

OEEE 0 4 0 111 1
.

吕444 石英英

中中中 lll

网网网
0

_

3 999 0
。

15 777 0
.

1 3 555 0
。

6 8 888 0
。

2 7 777 0
。

6 2 222 0
。

1 2 999 0
。

0 1 444 0
。

6 2 444 0 8 666 2 4 888 9 2 11111 2
,

4 333 3
。

9 555 0
。

6 666 1 4 7
。

ZFFF 0 9888 2 1 000 石英英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带带带 222

日日
1 0 5

.

9〔〔 0
。

7 222 0
。

2 , 333 0 1 4 444 l
。

49 333 0
。

39 666 O
。

44 333 0
.

1 7 111 0
.

1 3 555 2
_

1 4 111 公
。

49 111 0 49 111 1
.

2 77777 5
一

3 000 3
。

7 222 ]
.

9 000 1 纬〕 , 「「 0
。

6888 1
.

7 444 石英英

李李李
lll

回回
6 6

.

9 111 0 2999 0 2 0 444 0
,

1 0 000 0
.

35 444 0
。

5 1333 0
。

5 9 555 D
.

0 4 777 0
.

0 7 333 0
.

03 777 0
,

8 0 444 0 6999 0 6 44444 1 1 3 444 3 5 111 1
.

3 444 1 5 3 7 任任 0 6 444 2 6 555 石英英

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2222222

回回回
1 8555 0

。

6 0 444 O
。

1 6 666 0
。

20 777 0
。

18 00000 0
.

3 222 0
.

09 555 5
。

5 888 1
。

6 6 777 1
.

5 000 3
,

3 77777 7
.

8 222 3
。

7 111 1 4 555 15 3
。

5 777 0
.

5 1 111 2 6 999 石英英

辉辉锌锌

弩弩
4 0 77777 0

。

6 222 0
。

0 666 0
.

1000 0
.

2 777 0
。

1 00000 0
。

3 222 0
,

0 000 5
,

5 888 1
。

6 777 l
,

5 000000000000000000000

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

☆
:
由南京大学地科系测 试中心赵梅芳

、

蒋浩深高级上程师测定 单位离子克分子 / 升
、

气体 m . / 1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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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一压力图 (fl 曰
、

同韶 度 洁左度
一

密度求}L 力) ( 据 L
.

罗德
.

1 , 8 6)

尸.....llweesesesesse�es�一��Un,二11‘1

( .d。01x0工)久

「19
.

又 T e n l伴r 之一r一r e 一P re 、、一r e ‘lia g r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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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弓X H Z ooo

10 0 30 0 50 0 70 0 9 0 0 T
“

C

图 4 ro : 一 T 图 ( 一o o o x 一。‘臼 卜)

(据李秉伦
, 1 9 5 6 )

F语
.

4 fo : 一T Pl ot

值
,

说明硫化物和硫酸盐中硫来源单一富集

3. 1 氢氧同位素的组成

宝山锑金矿石英包裹体氢氧

同位素组成测试结果列于表 5
。

由表 5 所列数据可知
,

本矿

床的 6 ,日0 0 2 0 = 4
·

6 9一 一 2
·

1 0编
,

6D - 一 5 8. 5 一一 7 5
.

4编之间
,

将
6D 和 6 , ‘0 0 20

投影在图 5 上
,

显示

出水平状态分布
,

介聆天水
,

海水

及岩浆水线之间
,

这些特征表明

成矿热液主要来于天降水
、

建造

水 (同生水 )及岩浆水
。

多来源的

水
,

混合成为成矿热液
。

3. 2 硫同位素组成

测定了含 s b
、

A u
矿石英脉

中黄铁矿
、

辉锑矿和地层中(王音

铺与观音堂组 ) 浸染状黄铁矿及

毒 砂 ( 其两 矿 物粒 径 均 小 于

0
.

0 1m m ) 的 6 3‘S编值
,

数值见表

6
。

由表 6 可知 沪 s喻都是正

夕侣编重硫型
,

具地壳硫特征
,

与沉积型硫关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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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海水热液

、

/
.

,

后祠
扩刃

一土比一
J

岁
热‘

骊

。

袄a勺

0 1 0

6 18 0 %
。

不同来源水的氮
、

氧同位素组成(据 s. M
·

F. sheP--

侧灯d ,
19 7 7 )

H yd r o g e n a n d o 又y ge n is ot o Pi c c

om , 犯l

tio
n fo r d挂

es

f e r e ll t S o U rCe

切
,

但受岩浆热液 及天降水渗 流热液活

化
,

使之较均一化
。

由上述资料可推断
, A u 、

Sb 沉淀成矿

过程是在金一锑 一硫的混合成因的热液体

系内
,

该热液 (成矿流体)显弱酸至弱碱性
,

还原环境
,

据 H
·

列格索夫 ( 19 8 4) 实验研

究
,

在这种条件下
,

Sb
,

主要 以 [ Sb (Hs )
;

]
-

与 N a ss昭
3

和 A u 主要以 [A
u (H s )

2

」
一

及哑
〔A u( H C 0 3

)
2

] 的形式迁移
。

若溶液被稀释
,

碱性降低酸性增加时络合物被破坏
,

反应

沉淀成矿
,

如
:

ZN a 3SbS
3

+ 3 C 0 2
+ 3H 2 0 ~ 3N a 2 C 0 3

+

sb : 5 3

+ 3 H Zs 个
一

(l)

N a
〔A

u (H C 0 3
)
2

〕+ Ca
, + + N a ZS i0 3

‘

Q C 0 3

十H 2 0 十5 1仇 + A u o

+ 3N a + (2 )

J产111�心

�一一一一一�护产工一O仄J 一�

l
Jwe|妇JJllj eeeeweeseseses2
1曰曰J
g10nU0OJ
口留落名J劝048会6

-r‘‘
F

一一,二,二

一一

继而溶液碱性增加
,

引起金硫化氢络合物破坏 入 u
沉淀

。

如
:

A u (H S )牙+ Fe
Z+ + C O弓一~ F e S Z

十 A u 。

+ H : C O : ( 3 )

因此
,

A u 、

Sb 矿化都不是一次完成的
,

而是多期
、

多阶段完成的
,

地球化学反过程较为复杂
。

4 结论与讨论

a 、

本矿床矿物流体包裹体研究表明
,

包裹体数量多
,

类型较复杂
,

中矿带存在沸腾包裹体

群
,

正是该矿床矿化较佳部位
。

经测定成矿温度为 185 一 2 50 ℃
,

成矿压力为 50 一 6 0M p a ,

估算

fo Z ~ 2 0 一
3 ,

一 1 0一“
,

伪2 = 1 0 一 ,

一
。一 “

几
,

成矿溶液 眼= 5
.

0 2一 6
.

2 0 (去离子水 5
.

4 0 )
,

Eh 值一 6 3

一 1 05 之间
,

因此介质具弱酸至弱碱性
,

还原环境
,

流体成分 ca 2+ 一Fe
Z或3+ 一S ,

一
C仇一A u 一

s b 体系
。

表 4 各矿带成矿物理化原参数

Ta bl e 4 T h e

ore 一 f份面叱户ys icoc h e n d 。日 伸
r a m e te . 加 d吐fre nt m i n e ral 山吸柱o n z o . e ‘

矿矿带带 温度度 盐度度 压力力 氧逸度度 硫逸度度

(((((均值
,

℃ ))) (W t% N a
Q ))) (Pa ))) ( P a ))) (Pa )))

南南矿带带 19 555 8
.

999 5 X 1 0 777 1 0 一 4刁刁 1 0一 5
~ 1 0 一 999

中中矿带带 2 2 999 1 2
.

555 6 又 1 0 777 1 0 一3 777 1 0一 3
~ 1 0一 777

北北矿带带 2 2 222 9
.

888 5 5 X 1 0 666 1 0 一咬222 1 0一 6
~ 1 0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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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氢氧同位素组成

Ta bl e 5 H yd rog e” a n d o x y罗n 初0 to l) lc e

om 侧”妞ion

矿矿带带 样号号 样品名称称 矿物物 均匀温度度 6‘SOQQQ 6 18 0
H 2 000

6 DDD

(((((((((((℃ ))) (编 ))) (%0 ))) (%
。)))

中中矿带带 B K 0 2 777 含 A u 、

Sb 石英脉脉 石英英 2 2 999 1 4
.

7 666 4
.

6 999 一 6 1
.

000

中中矿带带 B K 0 1 666 含 A u 、

sb 石英脉脉 石英英 2 2 999 1 4
.

6 111 4
,

5 444 一 7 5
,

444

南南矿带带 B K 02 666 含 A u 、

s b 石英脉脉 石英英 1 9 888 9
.

3 666 一 2
.

1 000 一 5 8
.

555

北北矿带带 B K 0 2 888 含 An
、

S b 石英脉脉 石英英 2 2 000 1 1
.

3666 3
.

2 66666

注
:

本资料 6 , ,

街
: o

是按 1 0 , In a 一 6‘吕O Q一夕‘O H : o 一 3
·

2 4 X 10 ‘T 一 2 一 3
·

3 Ic M a t, hha
, 1 9 79 )获得

表 6 矿床硫同位素组成

T a b le 6 S u lfur i别〕加p ic c

om 详. 妞沁n of th e de p 招it

位位置置 测定数数 样号号 6 3 吸S%
。。 6 3‘S%

。。 6 a‘S %
。。

(((((((((黄铁矿 ))) (辉锑矿 ))) (毒砂 )))

南南矿带带 222 D 00 2 等等 3
.

444 8
.

5 111 1 1
.

4 555

中中矿带带 222 A 0 0 8 等等 9
.

9 7777777

北北矿带带 222 A 0 02 等等 8
.

6 7777777

地地层层 lll J议一 111 1 0
.

1 0000000

地地层层 lll J议一 222222222

南大地科系分析中心测试

b
、

氢
、

氧
、

硫同位素研究显示
,

成矿流体 (热液 )为天降水
、

建造水及岩浆水混合成因
,

硫源

较单一
,

洲s编相对富集多为正值
,

富重硫型
,

具地壳源特征
,

与沉积型关系密切
。

矿床云斜煌

斑岩发育
,

在侵位活动中不仅提供热能
,

而且也提供了部分成矿物质
。

同时热液在地壳内部环

流
,

萃取了地层中 A u 、

sb 等成矿元素
。

A u 、

sb 络合物在随热液迁移过程中
,

当 PH
、

Eh
、

温度
、

压

力变化时
,

络合物被破坏
,

反应沉淀成矿
。

本文得到江西 9 16 队马长信高工
、

陈圣华工程师指导与支持
,

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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