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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岩房湾铅锌矿位于陕西省太白县境内%文章通过矿床的成矿流体及地球化学特征研究(

对比同属于风太矿田的八方山+二里河*铅硐山*银母寺等大型铅锌矿(认为岩房湾铅锌矿床成矿

流体为中 低盐度*中 低温*含有
&G

!

(

<

!

(

&_

C

等气体的还原性流体体系(并显示出热卤水成因特

点%流体包裹体主要包括水溶液包裹体*

&G

!

_

!

G <4&1

包裹体*纯
&G

!

包裹体
%

种类型(为不

混溶包裹体群(均一温度高于八方山+二里河等铅锌矿(可能与西坝岩体的侵入有关%氢*氧同位

素特征显示成矿流体为岩浆水与变质水的混合(碳*氧同位素特征显示成矿过程中碳质来源于泥

盆纪正常海相碳酸盐岩(铅同位素特征显示出造山带与上地壳混合来源的特点%岩房湾铅锌矿成

矿流体和同位素特征与同区大型
F@d@e

型铅锌矿存在着一些差异(不宜笼统将其与同区热水沉

积成因大型铅锌矿床归为同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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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陕西省太白县岩房湾铅锌矿为小型铅锌矿床,

#

-

(

位于孔管子+松坪复背斜的北翼(与八方山+二里河

等铅锌矿床同属于八方山+王家楞成矿带(受印支

燕山期热液强烈改造,

!

-

%目前对岩房湾铅锌矿床地

质特征的研究还较少%本文通过研究该矿床的成矿

流体及地球化学特征(对比同区的热水沉积 后期改

造型铅锌矿床(试图了解岩房湾铅锌矿的流体性质*

成矿物质来源(并进一步探讨其成矿机制%

#

!

区域地质背景

岩房湾铅锌矿的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华北地台与

扬子地台间秦岭+祁连+昆仑地槽褶皱系的秦岭海

西 印支褶皱带上"按板块构造观点划分(处在中秦

岭弧前盆地系中,

%

-

%岩房湾铅锌矿是秦岭泥盆系铅

锌金等多金属成矿带中部重要的铅锌矿床之一%

矿区内出露的主要地层为中上泥盆统(主体构

造为古岔河+殷家坝复式向斜构造,

C=

-

(主要构造线

为
<<L

向(

!

条大型同生断裂&凤镇+山阳断裂和

酒奠梁+狮子坝断裂'分别从矿区的北部和南部通

过&图
#

'%印支期酸性岩浆的侵入为区内主要的岩

浆活动(在西南部&约
#

%

%PB

'形成西坝复式岩体(

由早期的石英二长闪长岩和晚期的二长花岗岩组

成(为多期岩浆活动的产物%

!

!

矿区地质特征

矿区内无大的岩浆岩发育(仅发育一些花斑岩

脉及煌斑岩%岩房湾向斜两翼大致对称且向
L

倾(

轴面略
<

倾%区内无大的断裂发育(但小裂隙十分

发育(密集成群(主要有呈
<@

向压扭性小裂隙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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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凤太矿集区地质矿产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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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泥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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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支 燕山期岩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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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镇+山阳断裂"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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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石岩+观音峡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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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楞+二郎坝断裂"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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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回沟+柘梨园断裂"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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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奠梁+狮子坝断裂

#;

地质界线"

!;

不整合界线"

%;

断裂及其编号"

C;

古岔河+殷家坝复式向斜"

=;

铅锌矿床&点'"

?;

金矿床&点'

总体产状与岩层一致的张性*扭张性小裂隙带%

矿区内岩性主要为中泥盆统古道岭组&

d

!/

'下

部层位(可分为
C

个岩性小层(由老到新依次为!

"

第一岩性层!深灰色砂质板岩夹砂质微晶灰岩"

#

第

二岩性层!灰白色条纹条带状砂质微晶灰岩"

$

第三

岩性层!深灰色砂质板岩"

&

第四岩性层!含碳钙质

砂质板岩夹灰岩*泥灰岩透镜体%此外(零星分布有

#

%

=B

厚的第四系残坡积亚砂土*亚黏土%

矿体呈似层状*扁豆状顺层产出%铜铅锌矿体受

第四岩性层中灰岩的控制(主要有
%

个含矿层位!

"

上含矿层!主要岩性为含碳质板岩(为铜矿化层"

#

中

含矿层!为泥质条带状灰岩*微晶灰岩*泥灰岩(是最

主要的铅锌矿化层位"

$

下含矿层!为含碳钙质板岩

夹钙质砂质板岩(与上伏灰岩过渡处产有铅锌矿%

%

!

流体包裹体研究

#$!

!

样品的采集和测试

流体包裹体样品采自岩房湾铅锌矿的
#?%$

中段*

#?N$

中段以及相应的矿石堆(主要为穿插铅锌矿的石

英和方解石%石英呈网脉状(结晶粒度较细小"方解石

呈脉状*网脉状(结晶程度较高(颗粒较大%

包裹体岩相学观察采用
<+P'(@?$$JGa

透反

两用偏光显微镜(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资源与勘

查实验室完成"流体包裹体显微测温采用
a+(P4B

M_6F?$$

冷热台(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流体包

裹体实验室进行(测温范围为
T#>?

%

?$$f

(加热*

冷冻过程中控温速率一般为
#$ f

)

B+(

(在相变点

温度附近速率
*

#f

)

B+(

"激光拉曼光谱分析在中

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资源勘查实

验室进行(采用英国
70(+.94X

公司的
F

3

.)0BA#$$$

型激光拉曼光谱仪&选用
K*

] 激光器'(波长
=#C

(B

(激光束斑大小约
#

-

B

(所测光谱的计算时间
#$

.

(每
#8B

T#

&波数'计数一次(

#$$

%

C$$$8B

T#全波

段一次取峰(光谱分辨率
!8B

T#

"包裹体成分由中

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测定%

#$%

!

包裹体的类型和特征

通过包裹体岩相学观察(可见石英和方解石中

发育大量的包裹体(原生和次生包裹体皆有(本文研

究原生包裹体%原生包裹体
!

%

!$

-

B

(多数为
C

%

>

-

B

%包裹体的充填度相差较大(为
%$I

%

>$I

(主

要为
N$I

%

>$I

%包裹体以椭圆形和不规则形为

主(还有负晶形*长条形等%包裹体中液相部分呈无

色透明"气相部分因成分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状态!大

部分为无色透明(少部分为灰黑色不透明%

根据室温下包裹体的相态特征和显微测温过程中

的相变(岩房湾铅锌矿流体包裹体可分为
%

种类型%

+

型!水溶液包裹体(为矿床的主要包裹体类

型(孤立产出或沿生长带分布(主要呈气液两相%依

据包裹体充填度的不同(该类包裹体可分为
!

个亚

类!

"

液体包裹体&

+

4

'&图
!4

'(大部分水溶液包裹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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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刘必政等!陕西省岩房湾铅锌矿成矿流体与地球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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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房湾铅锌矿流体包裹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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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9.'QQ1-+5+(81-.+'(.'Q)90

Y4(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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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R(AJ,5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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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液体包裹体"

,;

气体包裹体"

8;&G

!

_

!

G <4&1

三相包裹体"

5;

纯
&G

!

包裹体

为此类型(一般均一到液相"

#

气体包裹体&

+

,

'&图

!,

'(有的气相充填度最高可达
>$I

以上(均一到气

相%

.

型!

&G

!

_

!

G <4&1

包裹体&图
!8

'(室温下呈

三相(由水溶液*气相
&G

!

*液相
&G

!

组成%室温较高

时(气相
&G

!

和液相
&G

!

常部分均一呈一相%

*

型!纯
&G

!

包裹体&图
!5

'(由气相
&G

!

和液

相
&G

!

组成(易与单相的水溶液包裹体混淆%室温

较高时(常呈一相%其透明度较好(

%$f

以下时气

相跳动剧烈%

石英中
%

类包裹体均发育(以水溶液包裹体为

主(发育少部分
&G

!

_

!

G <4&1

包裹体(同一视

域下发育以上两个端元的包裹体(暗示流体包裹体

为不混溶包裹体群"方解石中仅发育水溶液包裹体%

#$#

!

包裹体显微测温

岩房湾铅锌矿包裹体显微测温结果见表
#

%石

英中水溶液包裹体的均一温度为
!!";>

%

CC";#f

(

平均为
%C#f

"方解石中水溶液包裹体的均一温度

为
!#!;%

%

%NC;Cf

(平均为
!"=f

%石英中
&G

!

_

!

G <4&1

包裹体与纯
&G

!

包裹体有着大致相似

的
&G

!

部分均一温度和固相熔化温度%

在同一视域下(水溶液包裹体与
&G

!

_

!

G

<4&1

包裹体共生(均一温度也大致相近(即同一世

代两个端元包裹体具有大致相同的均一温度(暗示

了岩房湾铅锌矿成矿流体包裹体为沸腾包裹体群%

依据公式,

?N

-计算出流体包裹体的盐度和密度%

石英中(水溶液包裹体的
4

B

&

+80

'

为
T#=;N

%

T#;!

f

(得出相应的盐度为
C;#I

%

#>;!I

"

&G

!

_

!

G

<4&1

包裹体中笼合物的熔化温度为
C;=

%

>;!f

(

根据
&G

!

笼合物熔化温度和盐度关系表,

"

-查出相

应的盐度为
#;?!I

%

>;NCI

(为低盐度"

&G

!

部分

均一温度为
#!

%

#>f

(根据含
&G

!

包裹体均一温

度和
&G

!

相密度关系图解,

>

-得出相应的
&G

!

相密

度为
$;"#

%

$;"N

2

)

8B

%

%方解石中(水溶液包裹体

的
4

B

&

+80

'

为
T#?;%

%

T=;?f

(得出相应的盐度为

";NI

%

#>;NI

%整体上成矿流体属于低盐度流体(

多种类型包裹体共存于同一主矿物中导致获得的盐

度范围较宽%根据石英中包裹体的
4

B

&

+80

'

和
4

9

得

出相应的成矿流体密度为
$;C"

%

#;$N

2

)

8B

%

(根据

方解石中包裹体的
4

B

&

+80

'

和
4

9

得出相应的成矿流

体密度为
$;=!

%

#;$#

2

)

8B

%

(两者的密度范围大致

相似%根据水溶液包裹体中各项参数(利用公式,

#$

-

估算成矿压力大约为
#=

%

%C6J4

%假设成矿时系

统处于封闭状态(由静岩压力
;

N

)

2

6

&设岩石密度
)

为
!;N

2

)

8B

%

'换算成矿深度"如果成矿时系统处于

开放状态(则按流体静水压力&设流体密度
)

为
#

2

)

8B

%

'换算成矿深度(且该值为最大成矿深度,

##

-

%据

估算(岩房湾铅锌矿相应的成矿深度为
$;=

%

#;!

PB

(属于浅成环境%

表
!

!

岩房湾铅锌矿包裹体显微测温结果

M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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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号 矿物 类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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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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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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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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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LA!

方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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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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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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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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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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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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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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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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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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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

B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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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
&G

!

的最终熔化温度"

4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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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熔化温度"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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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合物熔化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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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均一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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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均一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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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房湾铅锌矿包裹体气相成分

M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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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号 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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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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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解石
$;?>$ $;#CC

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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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量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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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房湾铅锌矿包裹体液相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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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4(R(AJ,50

V

'.+)

样号 矿物
a+

]

<4

]

\

]

6

2

!]

&4

!]

O

T

&1

T

<G

T

!

U*

T

<G

T

%

FG

!T

C

YOLA#

石英
$ #!;>>% %;>%# #;?C" #!;N#$ $;#=# %=;?!N $ $;#$N $;%!N %;$%"

YOLAN

方解石
$ !;N>= $;""! #;?#C

+

$;C=? N;!N? $ $ $

+

!

测试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表示低于检测限"量的单位!

!

U

)

#$

T?

%

#$'

!

流体包裹体的成分

岩房湾铅锌矿流体包裹体激光拉曼光谱测试结果

表明!气相成分主要为
&G

!

和
_

!

G

(含有
&_

C

和
<

!

(

且普遍存在于富气相的包裹体中"液相成分以
_

!

G

为

主%

包裹体成分分析结果&表
!

(表
%

'表明!气相成

分以
&G

!

和
_

!

G

为主(其次为
<

!

和
G

!

(并含有

&_

C

以及微量的碳氢化合物
&

!

_

!

(

&

!

_

C

及
&

!

_

?

"

此外(方解石中还含有
&G

"液相成分中石英含阳离

子
<4

]

%

&4

!]

%

\

]

%

6

2

!]

(阴离子以
&1

T为主(并

含有少量的
U*

T

(

<G

T

%

和
FG

!T

C

"方解石含阳离子

<4

]

%

6

2

!]

%

\

]

(阴离子以
&1

T为主%

岩房湾铅锌矿包裹体的气相成分中含有
&_

C

和

微量的碳氢化合物(与本区泥盆系中富含有机碳相一

致(且
&_

C

和
&

!

_

!

(

&

!

_

C

及
&

!

_

?

等还原性标志的烃

类有机气体的存在(表明成矿流体为还原性质的热液

体系%

&_

C

等气体的存在会降低包裹体中固相
&G

!

的

熔化温度(这与显微测温结果显示包裹体固相
&G

!

的

融化温度低于
T=?;?f

相对应%如果
&1

T为成矿热液

中的主要阴离子(而其他阴离子的作用可忽略时(这就

是典型的原生沉积或地下热卤水成因,

#!

-

(而岩房湾铅

锌矿包裹体中阴离子主要为
&1

T

(由此可以推测岩房湾

矿床为热卤水成因%

铅的氯化物络合物可能是铅在热液中的主要搬

运形式(热液中锌主要以氯化物形式搬运(当溶液硫

离子浓度发生变化时(才可能导致铅*锌的溶解或沉

淀%影响铅*锌沉淀的主要因素有温度下降*

V

_

值

变化*硫浓度的增加,

#%

-

%由表
%

可见(石英中含有

FG

!T

C

(而方解石中
FG

!T

C

则低于检测限%可能是该

期流体中含有
FG

!T

C

(矿质因硫浓度的增加而沉淀(

这一过程很可能消耗了大量的硫(导致方解石中

FG

!T

C

低于检测限%由此推测石英与成矿关系密切(

方解石则为单纯的后期热液矿物%

#$/

!

成矿流体的
L

Q

值和氧逸度

岩房湾铅锌矿的流体包裹体属于
&G

!

_

!

G

<4&1

体系(假设在此体系中存在
_

!

G

(

_

]

(

G_

T

(

<4

]

(

&1

T

(

<4&1

(

_&1

(

<4G_

(

_&G

T

%

(

_

!

&G

%

(

&G

!T

%

和
<4_&G

%

(并达到了总的质量平衡(由此可

以计算出成矿流体的
V

_

值,

#!

-

%根据石英中流体

包裹体参数计算出成矿流体的
V

_

为
N;!!

(根据方

解石中流体包裹体参数计算出成矿流体的
V

_

为

N;!#

(可以看出(岩房湾铅锌矿成矿流体属于中性

偏碱性流体%利用激光拉曼光谱分析结果(根据

&_

C

&G

!

_

!

G

体系的参数,

#C

-

(计算出石英中成

矿流体的氧逸度
1

2"

G

!

cT%!

(方解石中成矿流体

的氧逸度
1

2"

G

!

cT%?

%

C

!

稳定同位素特征

对石英和方解石样品分别进行氢*氧同位素和

碳*氧同位素分析"对方铅矿样品进行铅同位素分

析%氢*氧同位素和铅同位素的测试由核工业北京

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中心完成"碳*氧同位素的

测试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学实验中心完成%

&

#

'氢*氧同位素特征%岩房湾铅锌矿中石英的

"

&

d

X

'

cT">;?b#$

T%

(与之平衡的包裹体水的
"

&

#"

G

X

'

c#=;>Nb#$

T%

%在
"

&

d

X

'

T

"

&

#"

G

X

'图上成

矿流体氢*氧同位素组成位于岩浆水的右侧*变质水

的下方(这可能表明成矿流体主要为岩浆水与变质

水混合的流体(意味着成矿流体与后期岩浆 构造流

体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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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碳*氧同位素特征%岩房湾铅锌矿方解石的

"

&

#%

&

'

c#;$"b#$

T%

%

#;=Cb#$

T%

(均值
#;%#b

#$

T%

"

"

&

#"

G

F6GL

'

c#";"$b#$

T%

%

#>;!"b#$

T%

(均

值
#>;$Cb#$

T%

%将所得数据投在
"

&

#"

G

'

T

"

&

#%

&

'

图中(数据点均位于海相碳酸盐左侧附近&图
C

'%

由于从寒武纪到新近纪(海相成因碳酸盐岩的
"

&

#%

&

JdU

'接近于
$

且基本恒定不变(平均&

$;=?H

#;==

'

b#$

T%

,

#=

-

(可以认为成矿过程中碳质来源于

泥盆纪正常海相碳酸盐岩%

&

%

'铅同位素特征%岩房湾铅锌矿中方铅矿的

!$?

J,

)

!$C

J,c#";$?>

%

#";$N#

(

!$N

J,

)

!$C

J,c#=;?CC

%

#=;?C?

(

!$"

J,

)

!$C

J,c%";!=!

%

%";!?

%经计算(

其铅 铅同位素模式年龄为
C?C;=64

(矿石铅
-

值

为
>;=>

(高于地幔铅的
-

值&

"

%

>

'(反映出高放射

性成因的壳源铅特征%

=

!

岩房湾铅锌矿与同区铅锌矿地球化

学特征的对比

/$!

!

成矿流体特征对比

八方山+二里河铅锌矿石英中流体包裹体的均

一温度为
!$$

%

%C$f

(平均
!$>

%

!?=f

(其成矿温

度与
F@d@e

型矿床的成矿温度&

!!=f

'较为接近(

&G

!

_

!

G

包裹体的部分均一温度为
!!

%

!Cf

"方

解石中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为
"$

%

#?$f

和
#?$

%

!?$f

(其中
&G

!

包裹体的部分均一温度为
!N

%

!>

f

(反映出有
!

次热液事件的改造作用%银母寺铅

锌矿床改造成矿期石英中
&G

!

_

!

G

包裹体的压

力为
?# 6J4

,

C

-

"同生热水沉积期
V

_

平均值为

C;$"

(

1

2"

G

!

平均值为
T%";!N

"动热变质成矿期

V

_

平均值为
C;!!

,

#?

-

%铅硐山铅锌矿床同生热水

沉积期
V

_

平均值为
C;$!

(

1

2"

G

!

平均值 为

T%?;?>

"动热变质成矿期
V

_

平均值为
C;!>

(

1

2"

G

!

平均值为
T%?;N$

%

由此可见(岩房湾铅锌矿矿物包裹体的均一温

度要大于同区铅锌矿床中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可能

与西坝岩体的侵入有关(而其成矿压力又小于后者(

这种差异说明成矿后期其系统处于一种半开放的状

态%岩房湾铅锌矿成矿流体的
V

_

值要高于同区其

他铅锌矿(说明各铅锌矿成矿流体特征具有一定的

差异%岩房湾铅锌矿随着成矿期的演化成矿环境向

偏还原性转变(酸碱性未发生明显变化"而同区铅锌

矿具有随着成矿期的演化(成矿环境向偏碱性转变(

还原性具有增大的趋势(更有利于成矿%

由表
C

可知(岩房湾铅锌矿成矿流体的成分中

<4

]和
&1

T 含量要高于八方山+二里河大型铅锌

矿(

\

]

)

<4

]和
&4

!]

)

6

2

!]的值前者要小于后者(虽

然阴离子都以
&1

T为主(但前者明显要比后者高得

多(说明两者成矿流体成分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岩房湾铅锌矿中
O

T

)

&1

T比值很小(反映了热卤水

成因"八方山+二里河铅锌矿流体包裹体成分中阳

离子
&4

!]

%

<4

]

%

6

2

!]

(

FG

!T

C

)

&1

T

c$;CC

*

#

(属

弱碱性低盐度氯化物型卤水(具有渗流热卤水特征(

表明成矿流体为海底热液,

#N

-

%

岩房湾铅锌矿和八方山+二里河铅锌矿中流体

包裹体气体成分均以
&G

!

(

_

!

G

为主(并含有少量

的
<

!

(

&G

和
&_

C

%需要指出的是(两者的气相成

分中均含有
&_

C

(与本区泥盆系中富含有机碳相一

致%前者以大量的
&G

!

为主(而后者以大量的
_

!

G

为主"前者流体包裹体中还含有少量的
G

!

(而后者

流体包裹体中含有少量的
_

!

%成分特征显示(前者

气相成分以
&G

!

(

_

!

G

为主(属于弱还原条件"后者

气相成分属
&G

!

<

!

&G &_

C

_

!

型(属于强

还原环境,

#"

-

%

/$%

!

稳定同位素特征对比

八方山+二里河铅锌矿石英的
"

&

d

X

'

cTNNb

#$

T%

(与之平衡的包裹体水的
"

&

#"

G

X

'

cT%;=b

#$

T%

%

TC;"b#$

T%

,

#N

-

(在
"

&

d

X

'

T

"

&

#"

G

X

'图上显

示成矿流体氢*氧同位素组成位于大气降水的下部*

岩浆水的左侧&图
%

'(具有大气降水和岩浆水的混

合特征(表明含矿流体为二者混合的地下热卤水%

表
'

!

岩房湾铅锌矿和八方山&二里河铅锌矿成矿流体液相成分对比

M4,10C

!

a+

D

-+58'B

V

'(0().'QQ1-+5+(81-.+'(.Q*'B5+QQ0*0()50

V

'.+)

矿床
<4

]

\

]

6

2

!]

&4

!]

O

T

&1

T

FG

!T

C

岩房湾
#!;>>% %;>%# #;?C" #!;N#$ $;#=# %=;?!N %;$%"

八方山+二里河,

!C

-

";C" %;$# #;#" #?;>$ $;!> ?;"= !;!=

!

量的单位!

!

U

)

#$

T?

%

C=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图
#

!

岩房湾铅锌矿和八方山&二里河铅锌矿成矿流体的

!

'

!:

6

`

(

!

'

]

`

(图解&八方山 二里河数据据文献,

!=

-'

O+

2

;%

!

d+4

2

*4B.9'X+(

2"

&

#"

G

X

'

"

&

d

X

'

'Q'*0Q1-+5.

Q*'BY4(Q4(

2

X4(4(5U4Q4(

2

.94(A@*1+90J,AR(50

V

'.+).

图
'

!

岩房湾铅锌矿和八方山&二里河铅锌矿

!

'

!:

6

V<6U

(

!

'

!#

@

3]a

(图解

O+

2

;C

!

d+4

2

*4B

"

&

#"

G

F6GL

'

"

&

#%

&

JdU

'

'QY4(Q4(

2

X4(4(5U4Q4(

2

.94(A@*1+90J,AR(50

V

'.+)

!!

碳酸盐白云石
"

&

#%

&

'

c$;$Cb#$

T%

%

$;N>b

#$

T%

(平均
$;!"b#$

T%

(

"

&

#"

G

'

c#N;#Nb#$

T%

%

#";>=b#$

T%

(平均
#";$?b#$

T%

,

#>

-

%投影在
"

&

#"

G

'

T

"

&

#%

&

'图中(其投影值均位于海相碳酸盐左侧附

近&图
C

'%

八方山+二里河铅锌矿床的!$?

J,

)

!$C

J,c

#N;N"

%

#";#"

(

!$N

J,

)

!$C

J,c#=;C?

%

#=;"#

(

!$"

J,

)

!$C

J,c%N;>>

%

%";?N

"其铅
A

铅同位素模式年龄为

%>=

%

="C64

(平均为
C=%;N64

(

C

件样品的原始铅

等时线年龄约为
C$$64

,

#N

-

(老于中泥盆统含矿地

层&

%?$

%

%N$64

'"矿石铅
&

c>;!>

%

>;"?

(均值为

>;=?

(高于地幔铅的
&

值&

"

%

>

'(这种高
-

值铅显示

出成矿物质为上地壳来源(但部分矿石铅的
-

值
*

>;="

(证实其混入了低放射性成因的深源铅%岩房

湾铅锌矿与八方山+二里河铅锌矿铅同位素组成见

表
=

%

将岩房湾铅锌矿和八方山+二里河铅锌矿的铅

同位素数据投影于
R4*)B4(

铅同位素构造模式图解

&图
=

'中%前者的铅同位素比值在!$?

J,

)

!$C

J,

!$N

J,

)

!$C

J,

图中投影点位于造山带和上地壳之间(

在!$?

J,

)

!$C

J,

!$"

J,

)

!$C

J,

图中较靠近造山带(显示

了造山带与上地壳混合来源的特点%而后者铅同位

素比值在!$?

J,

)

!$C

J,

!$N

J,

)

!$C

J,

图中投影点大部

分位于造山带和上地壳之间(且具有幔源特征"在!$?

J,

)

!$C

J,A

!$"

J,

)

!$C

J,

图中以造山带演化铅为主(可

能指示成矿金属元素主要来自地层,

!$

-

(因此后者具

有多来源混合铅的特征%

总体来看(岩房湾铅锌矿床与同区八方山+二

里河铅锌矿床在成矿流体*成矿物质来源等方面存

在很多的相似性(两者均显示了同一种还原性*低盐

度的中低温浅成环境(反映了在同一大的地质背景

下(具有相似的成矿模式%但两者在流体性质及氢*

表
/

!

岩房湾铅锌矿与八方山&二里河铅锌矿铅同位素组成

M4,10=

!

J,+.')'

V

08'B

V

'.+)+'('QY4(Q4(

2

X4(

)

U4Q4(

2

.94(A@*1+90J,AR(50

V

'.+).

矿点 !$?

J,

)

!$C

J,

!$N

J,

)

!$C

J,

!$"

J,

)

!$C

J,

数据来源

岩房湾 #";$N#

#";$?>

#=;?C?

#=;?CC

%";!?

%";!=!

本文

#N;NN= #=;C=N %";!#$

#";#%% #=;?=# %";%#=

#";$=# #=;?$% %";$%?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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