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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盆地流体有关的若干特殊矿床类型

刘建明  王 京彬  刘  伟   储 雪蕾

(中 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矿 物资源探查研究中心,北 京)

提 要 :盆 地流体广泛参与了沉积物的成岩、后生、成油成气、和成矿过程。在我国,相 继

发现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与盆地流体有关的重要矿床类型,包 括沉积岩容矿的微细浸染型金

矿床、碎屑岩系中的金-锑-钨矿床、锡-多金属矿床、银-多金属矿床等。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盆地流

体成矿的某些重要特征。

关锒词:盆 地流体 微 细浸染金矿床 金 -锑-钨矿床 锈 -多金属矿床 银 多̄金属矿床

1 盆 地流体及其成矿

盆地流体由于其对成油成气和金属成矿的控制作用而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1]。盆地流

体是指在沉积盆地演化过程中活动并参与了沉积物的各种成岩-后生变化的复杂流体相,包

括来自盆地内部沉积物压实和相变所释放出的流体,以 及主要由盆地边缘大陆隆起区补给的

下渗大气降水,此 外可能还有部分来自深部或基底岩系的流体加人。盆地流体具典型的低温

热液地球化学特性。各种沉积有机质的广泛参与对盆地流体的流-岩反应、流体及其环境的

物理化学参数、金属迁移的形式和沉淀机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盆地内众多同沉积断裂

在控制盆地演化和沉积-成岩过程进行的同时,还 控制着盆地流体的迁移、聚集和成矿。沉

积盆地中的欠压实异常高压带由于其高孔隙率和高含水量而使盆地流体相对聚集,而 且作为

一个力学上的不稳定系统经常成为同沉积断裂产生并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盆地沉积这一高度分散的颗粒体系,从 其沉积伊始直至固结成岩,自 始至终都是被浸泡

在盆地流体之中。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种盆地流体+沉 积物颗粒体系与采金矿山的浸泡池相

对比,盆 地流体扮演着浸泡液的角色不断地从沉积物颗粒中萃取出各种金属成矿组分和矿化

剂,从 而演化为成矿热液。根据现有文献记载,与 盆地流体有关的矿床主要涉及以下 3大

类,沉 积喷流型块状硫化物矿床 (sedex型 )、密西西比式铅-锌、大陆砂页岩型 Cu、 U多 元

素矿床[11。

但在我国,相 继发现了一些与上述经典类型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与盆地流体有关

的重要矿床类型,主 要包括沉积岩容矿的微细浸染型金矿床、碎屑岩系中的金-锑-钨矿床、

锡-多金属矿床、银-多金属矿床等。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盆地流体成矿的某些少为人知的重要

特征,为 我们全面认识盆地流体成矿作用提供了难得的自然实验室。本文仅就目前工作程度

作简要介绍。

Ⅱ 国家辇登预选顼日 (95-预 39)和 中科院重大项目 (KZ951B1-004)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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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 积岩容矿的微细浸染型金矿床

我国南方古生代和三叠纪地层中产出众多的微细浸染型金矿床,经 常与美国卡林型金矿

床相对比,并 被解释为后生热液成因。笔者在对这类矿床及其赋矿地层的系统组构学和地球

化学研究后首次提出,这 种矿床乃是盆地流体的产物[397]。以其中的滇黔桂金三角为例。滇

黔桂金三角所在的右江裂谷型沉积盆地在泥盆纪初开始张裂,产 生一系列 NW向 及 NE向 张

性断裂带 (同沉积断裂),使 沉积物明显分异为断块隆起区浅水碳酸盐台地相和深水-半深水

泥质-硅质岩乃至浊积岩的槽盆相。区内岩浆活动微弱。矿床的产出位置明显受沉积相带的

控制,矿 床产在台地边缘斜坡相带等相变地段,尤 其是碳酸盐高地 (孤台)的 边部或其外侧

的边缘斜坡带内。表明成矿与控制海底地形的同沉积期断裂活动密切相关。

矿石显示大量不同规模尺度的同生沉积-准同生成岩阶段的组构特征,包 括:金 属硫化

物、石英、碳酸盐矿物的同生沉积层纹-层理构造;准 同生成岩期的包卷层理、滑塌构造、

砖墙状构造 (成岩压实裂隙)、重荷模、枕状构造等,硫 化物往往沿软变形层理 层̄面上的工

具模、重荷模等组构分布,甚 或围绕砂枕 (砂球)的 边缘成环带;准 同生滑塌角砾岩和喷发

角砾岩,这 不仅表明本类矿床在沉积物沉积-成岩期间就已经形成,而 且指示了当时水下高

地边缘斜坡带强烈的同沉积断裂活动,以 及由此引发的水下滑塌、水下地震、流体喷发等过

程。矿石和直接含矿岩石具大量的泄水构造和液化层理,表 明当时沉积柱中含大量的流体,

而且这些流体曾发生强烈的运动。赋矿地层和矿石都显示相对较高的有机质含量,矿 石和岩

石中有大量的生物成因组构,在 显微镜下细粒 自然金与一种有机碳质的微细条带密切共生,

表明成矿与沉积有机质的密切内在联系。

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大多在 zO0℃ 以下。氢、氧、碳、硫、铅同位素、稀土元素以及其

他微量元紊的研究表明,成 矿流体的起源与盆地沉积体系的演化息息相关。进一步的研究显

示,金 的有机络合物可能是促使金从沉积物质点进入盆地流体并迁移聚集成矿的重要机制。

而促使这种大分子有机络合物沉淀的主要机制可能是各种吸咐作用,从 而造成金呈分散的微

细浸染形式产出。

3 碎 屑岩系中的金-锑-钨矿床

这类矿床具特殊的金锑钨元素建造,以 湖南沅陵县湘西金锑钨矿田为典型代表[4′51。矿

田产在扬子板块南缘江南古岛弧中段的雪峰隆起上,矿 田出露中上元古界冷家溪群和板溪群

变质砂岩 板̄岩 ,基 本无岩浆侵人岩。区域上,数 十个锑矿床矿点星罗棋布地产在板溪群浅

变质岩系之中,构 成著名的华南巨型锑矿带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矿床都产在板溪群下部马底

驿组紫红色板岩中,具 有显著的层控性。矿体主要呈与地层整合的层状,厚 度数厘米至 2

m,沿 走向和倾向稳定延伸可达数公里,且 与上下地层同步褶皱。部分矿体在矿层的上下呈

特征的脉状-细脉状产出,显 示矿层与地层同时受到成岩作用和浅变质作用的改造。有用矿

物主要有辉锑矿、自然金和白钨矿,脉 石矿物以石英为主,次 为绢云母。这些矿物构成非常

漂亮的微细层纹,与 地层层理整合且同步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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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变化在 100~260℃ 之间。矿石中硫化物的 a34s值 变化较大,在

-12.5‰ ~+” ‰之间。测得的成矿流体的氢氧同位素组成落在变质水区。矿床的矿石及其

赋矿地层具有相似的铅同位素特征,且 统计学特征和演化特征也十分相似,暗 示二者具有一

定的亲缘关系和一致的演化历史。

4 锡 -多金属矿床

以锡为特征元素的锡-多金属矿床,一 般认为是岩浆热液成因。在我国却发现了与盆地

流体海底喷流成矿作用有关的大型-超大型矿床。除广西大厂矿床外,内 蒙林西大井矿床可

能也是典型矿例之一。大井矿床 sn~Ag-Pb-zn-Cu多 种元素共生且均达大型规模。矿体呈薄

脉状产在上二叠系林西组的黑色碎屑岩地层中。矿区及其附近无岩浆侵入体出露,但 有很多

中生代燕山期次火山岩脉,矿 脉有穿切次火山岩脉的现象。因此认为该矿床是与燕山期次火

山岩有关的裂隙充填后生热液矿床。

我们的近期工作发现在林西组地层沉积-成岩过程中曾经有一期同生-准同生成矿作用发

生,可 能是一次与盆地流体有关的海底热液喷流成矿过程。主要地质证据有:金 属硫化物-

石英-碳酸盐构成典型的沉积-成岩组构,包 括整合的层状矿化、矿石的微细层纹、与上下地

层同步褶皱变形、重荷模、软变形等;而 过去作为后生热液成矿证据的角砾状矿石,有 相当

一部分可能是由海底喷流成矿过程中的热水喷发、水下滑塌以及同沉积断裂活动造成的;过

去认为是后生热液成矿特征的网脉状矿化实际上许多是成岩裂隙或同沉积断裂的产物;在 林

西组地层中发现了火山沉积,前 丿、认定的燕山期次火山岩的一部分可能是与地层同时的二叠

纪火山活动的产物;矿 体产状与地层产状总体一致,且 随地层产状的变化而变化;直 接含矿

围岩富含有机碳,暗 示成矿过程与沉积有机物质的关系。

大井矿床产在大兴安岭南段的黄岗-甘珠尔庙矿化集中区。尽管侵人岩和火山岩覆盖了

区内的大部分面积,但 集中区内的绝大多数金属矿床仍产在二叠纪沉积地层中。因此,大 井

矿床二叠纪同生-准同生期矿化的发现其意义不仅局限于大井。但对这期矿化与后面的燕山

期后生热液矿化之闾的关系和相对重要性尚在研究之中。

5 银 -锡-多金属矿床

本类矿床以云南蒙自白牛厂超大型银-锡-多全属矿床为典型代表[296]。该矿床产于扬子

克拉通西南缘滇东南早古生代裂陷槽断裂斜坡带北缘的次级坳陷盆地内。矿区主要出露寒武

系浅海潮坪相-泻湖相的白云岩、砂泥岩、及灰岩地层。由于受同沉积断裂的控制,在 白牛

厂地段出现了一个次级欠补偿盆地,即 白牛厂含矿盆地。同沉积断裂以北为浅海碳酸盐台

地,以 南则为相对深水的台沟相,出 现厚度较大的深水灰岩、滑塌浊流、碎屑流等堆积物,

矿床就产在其中。矿体以整合的层状、似层状、透镜状为主,也 有穿切地层的脉状。矿物组

成十分复杂,常 见黄铁矿、磁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锡石、毒砂、黄铜矿、菱铁矿、硫

盐等。银以多种复杂的硫盐形式出现。脉石矿物主要是石英、绢云母、粘土矿物、长石、绿

泥石、重晶石。矿床南部以锡铜矿化为主,中 -北部则以银铅锌矿化为主。矿区南东的阿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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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段之下有隐伏的花岗岩体,对 矿床有一定的后期热液叠加改造,并 因此有
“
岩浆热液成

矿
”

的观点。

层状矿体发育于中寒武统田篷组中上部细碎屑岩与白云岩的过渡部位,直 接容矿岩石以

热水沉积岩为主。除金属矿物外,热 水沉积矿物主要有微晶石英、钾长石、绢云母、绿泥

石、菱铁矿、铁白云石。它们按不同比例组成各种硅质岩与金属硫化物互成层纹。硫化物和

硅质层均具层纹状、豆状、砂屑状、同生沉积角砾状等典型的沉积组构,并 常见软变形、梯

状脉、晶簇环边胶结等与早期成岩作用有关的组构。

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主要在 120~250℃ 之间。硫化物的 ε34s值 集中在一3‰ ~十 6‰ 之

间。硫化物包裹体水的氢氧同位素测定结果变化很大,位 于大气降水线与变质水之间。矿石

铅同位素组成变化也较大,且 与地层铅和矿区花岗岩铅均无显著区别。

6结 语

我国这些独具特色的、与盆地流体有关的矿床往往显示以下共性 :发 育在陆壳基底上的

张性沉积盆地 ,与 同沉积断裂有关的次级小坳陷或海底地形突变带 ;直 接含矿岩石多为细碎

屑岩-不纯碳酸盐岩系,常 有热水沉积岩共生 ,尤 其是层状硅质岩 ;含 矿围岩多为富含有机

碳的黑色岩系;沉 积岩系中常有同沉积断裂活动的显著特征 ,且 有盆地流体活动留下的各种

组构现象;成 矿元素组合往往复杂而又独特 ,如 Au~sb-W,Sn-Ag-Cu-Pb-Zn等 ;成 矿温度

以中一低温为特征。

目前对于很多沉积岩容矿的矿床中存在的、与沉积盆地流体有关的同生-准同生矿化认

识不足 ,应 该引起重视。由于后期作用的改造和干扰 ,这 些早期成矿作用的特征很难识别。

鉴于地球化学数据经常具有多解性和不确定性 ,因 此地质-组构研究 (从 野外到室内、宏观

到微观)是 鉴别这些早期成矿特征最重要的手段。

以上认识仅是我们的初步研究结果 ,进 一步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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