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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简述了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的主要特点和研究现状 探讨了矿床的成矿机制 认为其成

矿的首要条件是岩浆中硫达到饱和而使硅酸盐岩浆与硫化物熔体发生熔离 ∀综述了如何利用同位素方法确定其成

矿物质来源 介绍了如何判别硫饱和度的方法 ∀

关键词  地质学 岩浆作用 熔离作用 ≤∏ ° ∞矿床 铼 锇同位素 硫的饱和状态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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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是指与镁铁质 超镁铁质

岩浆成矿作用有关的以硫化物为主的矿床 汤中立 范

育新等 是赋存 ≤∏! 及铂族元素的重要矿床类型 ∀

它们占世界镍 !铂开采量的一半以上 占世界铜储量的

汤中立等 陈毓川等 王瑞廷等 ∀ 因此

研究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具

有重要的意义 ∀

对岩浆型 ≤∏ ° ∞ 硫化物矿床的研究始于加拿大

≥∏ ∏ 矿床 年 的发现 距今已有 多年的历史 ∀

由于最初受 ≥∏ ∏ 矿床模式的影响 将大型层状侵入体的

底部接触带作为找寻岩浆铜镍硫化物矿床的重点 先后发现

和开发了 ∏ √ ! ⁄ !≥ !≥ 等矿床

但是它们的矿床品位均不及 ≥∏ ∏ 矿床高

∀ 近半个世纪以来 金川 ! . ! ∂ . !

等一些矿床的发现 开阔了该类矿床的找矿新思

路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研究 在矿床成矿时代 !成矿地质环

境 !成矿机制 !成矿物质来源 !含矿岩体特征及成矿规律等方

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进展 对矿床成因也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 ∀

尽管如此 对于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仍有许多

有争论的问题 如作为研究重点 硫化物的熔离与富集过程一

直是争议的焦点 ∀本文简述了该类矿床的主要特点和研究进

展 并对岩浆不混溶作用的形成机制 !矿床成矿物质来源 !岩

浆中硫的饱和度判断等问题作了探讨 ∀

 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分类

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分类方案较多 这些分类

方案多与镁铁质和超镁铁质岩石的特征有关 ∀ 如 •

根据岩体规模 !岩石组合以及化学成分的分类方案

× 根据岩体的物源以及岩浆侵位时的状态的分类

方案等 ∀ 等 根据含矿岩石类型将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划分为 个大类 个亚类 ∀

在 • !× 及 等 提

出的分类基础上 根据矿床所处的构造环境以及含矿岩石特

征将其划分为 个大类 个亚类 ∀陈浩琉等 根据构

造环境及含矿岩体类型划分了 个大类 个亚类 ∀汤中立等

根据成矿时代以及构造岩浆组合将其划分为 个大

类 ∀其中具代表性的分类列于表 ∀由表 可知 尽管不同

学者的分类方案有所不同 但他们的分类均建立在含矿岩石

的类型和岩石组合及其构造环境的基础上 ∀

 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分布及资

源概况

  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在世界上分布极不均匀

主要集中于加拿大 !前苏联 !澳大利亚 !中国 !南非 !美国等少

数几个国家 图 ∀这些矿床赋存于前寒武纪绿岩带 !大陆

内部裂谷 !大陆边缘裂谷及活动造山带内 多形成于太古代 !

古元古 ) 中元古代 !新元古代 !晚古生代的二叠纪及中生代的

三叠纪 ∀世界主要的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特征列

于表 ∀由表 可知 中国的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

的成矿时代集中在新元古代 如 金川 !宝坛和煎茶岭 和二叠

纪 如 喀拉通克矿床 !黄山东矿床 !红旗岭矿床 !白马寨矿床

等 构造环境具多样性 ∏ 缺乏大型层状

Ξ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 项目 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 的

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柴凤梅 女 年生 讲师 在职博士研究生 从事岩石学与矿床学的教学与研究 ∀

收稿日期  改回日期  ∀李  岩编辑 ∀

 
 

 

 
 

 
 

 



表 1  岩浆型 Χυ−Νι−ΠΓΕ 硫化物矿床主要分类法一览表

Ταβλε 1  Χλασσιφιχατιονσ οφ μ αγ μ ατιχ Χυ−Νι−ΠΓΕ συλφιδε δεποσιτσιν τηε ωορλδ

分类来源及分类原则 矿床类型 矿床实例

构造环境及含矿岩体类型

含矿岩石类型

陈浩琉等

构造环境及含矿岩体类型

绿岩带型矿床

科马提岩矿床

拉斑玄武岩矿床
苦橄质矿床

斜长辉长岩矿床

大陆边缘裂谷型矿床
与大陆地壳有关的矿床

与科马提岩有关的矿床

与拉斑玄武岩有关的矿床

与大陆地壳无关的矿床 蛇绿岩型矿床

克拉通矿床

与溢流玄武岩有关的矿床

与苦橄质拉斑玄武岩有关的矿床

与斜长岩有关的矿床

大型层状侵入体矿床

陨石成因矿床

活动造山带型矿床
同造山侵入体矿床

阿拉斯加型杂岩体矿床

与纯橄榄岩 橄榄岩有关的矿床
与纯橄榄岩侵入体有关的矿床

与火山橄榄岩有关的矿床

与辉长岩有关的矿床

与镁铁质 超镁铁质侵入体有关的矿床

与大型层状侵入体有关的矿床

≥∏ ∏ 型矿床

其他类型矿床 层状沉积矿床 !脉型含砷矿床

前寒武纪绿岩型矿床

与超镁铁质熔岩流有关的矿床

与超镁铁质侵入体有关的矿床

与拉斑玄武岩有关的矿床

与大陆裂谷有关的矿床
与溢流玄武岩有关的矿床

大型层状侵入体矿床

显生宙造山带内矿床 与镁铁质 超镁铁质侵入体有关的矿床

≥∏ ∏ 型矿床

×

金川

.

°

∂ .

∏ √

≥∏ ∏

¬

⁄∏

×

∏ √

≥∏ ∏

温达拉

° √

.

∏ √

喀拉通克

≥∏ ∏

汤中立等

成矿时代 !构造环境及岩石组合

元古宙与古陨石坑有关的矿床 ≥∏ ∏

元古宙以后与大陆裂解有关的小型侵入体矿床 金川

显生宙与大陆裂谷溢流玄武岩有关的矿床 .

太古宙绿岩带与科马提岩有关的矿床 ° √

早元古代大陆层状侵入体矿床 ∏ √

侵入体矿床 多为含矿小岩体矿床 ∀澳大利亚的矿床则较为

古老 多分布于太古代绿岩带中 如 ° √

矿带 均与科马提岩有关 ∀加拿大的矿床类型最为

丰富 如 陨石成因的 ≥∏ ∏ 矿床 绿岩带型的 矿床 !

矿床 大陆裂谷型的 × 矿床 岩浆通道型的

∂ . 矿床 ∀前苏联则既有最年轻的矿床 如形成于

二叠纪末 ) 三叠纪初的 . 矿床 又具有世界上最大的

与铁质苦橄岩有关的矿床 如 ° 矿床 ∀南非则具有

世界上最大的层状侵入体矿床 ∏ √ 矿床 ∀美

国主要有与溢流玄武岩有关的矿床 如 ⁄∏ 矿床 及与层状

侵入体有关的含 ° ∞的矿床 如 ≥ 矿床 ∀

 岩浆不混溶作用的形成机制

关于岩浆 ≤∏ ° ∞硫化物矿床的成因先后有学者提

出了岩浆熔离说 !热液交代说 !变质成矿说 但自从 ∂

提出岩浆硫化物不混溶机制 即岩浆熔离说 以来 就

一直被广为接受 王瑞廷 ∀只有加拿大的 ≥∏ ∏ 被

认为是陨石撞击成因的典例

陈浩琉等 汤中立等 ∀研究岩浆型 ≤∏ ° ∞硫

化物矿床成矿机理实际上就是研究母岩浆如何产生 !演化 成

矿元素如何运移 !富集 !沉淀形成矿床的 ∀一般认为 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的形成首先是基性 超基性岩浆中的

硫化物达到饱和而与硅酸盐岩浆发生熔离 在此过程中亲铜

元素进入分离出的硫化物熔体 ∀硫化物熔体进而在一定的空

间内与足够的硅酸盐岩浆混合导致亲铜元素品位提高 2

∀这些高品位的亲铜元素保存在合适的

空间内就可以形成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 ∀ 由此可

见 形成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的首要条件是来自地

幔的硅酸盐岩浆中的硫达到饱和而使硫化物熔体与硅酸盐岩

浆发生熔离 ∀

硫在上地幔中的含量约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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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世界主要岩浆型 ≤∏° ∞硫化物矿床分布图 据 ∏ ×

矿床名称 ) ≥∏ ∏ 矿床 ) × 矿床 ) ∂ . 矿床 ) 矿床 ) 矿床 ) 矿床 ) ≥ 矿

床 ) ⁄∏∏ 矿床 ) ¬ 矿床 ) ⁄ ) ∏ √ 矿床 ) 矿床 ) 矿床 ) 矿床 )

° √ 矿床 ) ∏ ∏ 矿床 ) 矿床 ) ° 矿床 ) . 矿床 ) ° 矿床 ) 喀拉通克矿床

) 黄山矿床 ) 箐布拉克矿床 ) 红旗岭矿床 ) 金川矿床 ) 拉水峡矿床 ) 金宝山矿床 ) 白马寨矿床 ) 大坡岭矿床

) 赤柏松矿床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要以硫化物 以镍黄铁矿为主 形式存在

∀当上地幔中硅酸盐矿物发生熔融时 硫化物将随之一

起熔融 在此过程中进入硅酸盐岩浆中的硫的数量主要是由

地幔源特征和熔融程度决定的

∀ 有研究表明 当部分熔融程度达到

时 上地幔中的硫将全部进入岩浆 ∀

理论上认为 经上地幔部分熔融形成的岩浆中硫的含量

可以在 经过 部分熔融形成的钾质和超钾质岩浆

∗ 经 部分熔融形成的科马提岩浆 之间 ∀然而

现今大多数的基性岩浆和科马提岩浆只含有 ∗

的硫 很少超过

这主要是由于硅酸盐岩浆只能溶解少量

的硫所致 ∀实验研究表明 硫在硅酸盐熔体中的溶解度不但

与 熔体成分有关 而且是温度 !压力 !氧逸度 !硫逸度的函数

• ∀ 在

ƒ ≥及 ƒ ≥ 体系中 硫的溶解度与温度成正比 与压力

成反比 常压条件下 与硅酸盐熔体中的 ≥ 含量成反比 与

ƒ 的含量成正比 √ 刘月

星 朱永峰 ∀已有实验证明 基性岩浆中硫的溶

解度为 ∗ •

科马提岩浆中硫的溶解度为 ∗ ≥

∀

当溶入硅酸盐岩浆中的硫达到饱和时 ≥ 就会与 !≤∏!

ƒ !≤ 及 ° ∞等元素结合而形成一种不混溶的硫化物熔体

它的量主要由体系的氧逸度 !硫逸度决定 ≥

朱永峰 ∀这种不混溶的硫化物将从硅酸盐熔体中熔离

出来聚集在一起而呈/ 珠滴0状 它们或者由于重力作用沉淀

下来保留在源区 或者呈不混溶的硫化物液滴悬浮于硅酸盐

岩浆中随其一起上升 这取决于硫在硅酸盐

岩浆中的溶解度 体系的氧化 还原状态 !硅酸盐岩浆的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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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熔体的温度持续的时间 解广轰等 ∀如果岩浆粘

度较大而且温度下降较快 硫化物/ 珠滴0则来不及沉降到岩

浆底部 只能悬浮于硅酸盐岩浆中形成球颗 粒 或浸染状矿

石构造 如果岩浆粘度较小而且温度下降较慢 硫化物 / 珠

滴0则可以沉降于岩浆底部 从而形成块状矿石构造 2

谭劲等 ∀

如果在岩浆形成的早期硫就达到饱和 那么硫化物从硅

酸盐岩浆中熔离出来 就使岩浆中的 ≤∏! !° ∞等元素的

浓度大大降低 以后即使有大量的硫加入 也难以形成岩浆

型 ≤∏ ° ∞ 硫化物矿床 ∀ 研究表

明 大多数玄武岩岩浆 除外 在形成之初离开上地幔

时硫都是不饱和的 而世

界上大型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都位于与之相关的

岩体底部 这表明岩浆最后就位时硫是饱和的 ∀那么硫一定

是在岩浆演化的过程中通过某种作用达到了饱和 ∀

引起硫饱和的机制主要有

岩浆的混合作用 √ 和 ≤ 等

的实验研究表明 原始的富含 ƒ 的热岩浆与分异的贫 ƒ

的冷岩浆混合可以改变硫的饱和曲线 使硫进入过饱和区 ∀

√ 等 研究表明 两种或两种以上成分差异较大的

岩浆混合 可以促进岩浆房中的硫饱和并形成不混溶的硫化

物 ∀国外的一些学者研究表明 ∏ √ 杂岩体的

矿层的形成是由 种不同的岩浆混合的结果 并且其中有一

种岩浆含有大量的地壳成分 ≥ 2

杂岩体的 矿层的形成是 种不同的岩浆 超镁铁质

型岩浆和斜长岩质 型岩浆 在岩浆房内混合的结果

≤ 熊永良 ∀

李文渊 在对金川矿床中的 ° ∞ 分布特征研究后认

为 金川含矿岩体可能由 种不同岩浆混合而成 ∀

岩浆温度的快速降低 这种机制在侵入体的边部表

现最为明显 ∀由于岩浆与围岩接触而使热量散失 温度迅速

下降而使硫达到饱和 ∀在 ∏ √ 杂岩体底部出现的硫化

物 !⁄∏∏ 矿床 !≥ 矿床和 ⁄ 矿床被认为是

岩浆温度迅速下降而形成的 ∀

岩浆的快速分异 岩浆在结晶出铬铁矿及磁铁矿

时 其中的 ƒ 含量迅速降低 从而使硫的溶解度降低而达

到饱和 ∏ ∀ 此机制可以解释 ∏ √

杂岩体中的铬铁矿中含有大量金属硫化物这一现象 ∀

围岩混染 这种机制是形成岩浆型 ≤∏ ° ∞硫化

物矿床最重要的机制 如 ≥∏ ∏ ⁄∏∏ ∂ . 和

° 矿床 ∀它可以通过 种方式使得硫化物达到饱和

≠ √ 实验研究证明 富含

≥ 的物质的加入可以降低岩浆中硫的溶解度 ∀

研究表明 岩浆中 ≥ ! ! !≤ 及氧逸度等

的变化对硫的溶解度有明显的影响 ∀

等 研究表明 . 矿床的 矿化层的

形成主要是由富含 ≥ 的地壳物质的加入引起的 而与富

含硫的围岩无关 张招崇等 对喀拉通克矿床研究后

认为 该矿床的硫化物不混溶作用的发生主要与地壳富硅物

质的混染有关 没有外来硫的加入 ∀ 等

的研究证明 富含硫的围岩进入岩浆可以使其中的硫

化物达到饱和 如 ⁄∏∏ 矿床与 ∂ . 矿床均是由于

含硫围岩的加入形成的 . 矿床硫

同位素数据表明 沉积围岩中的膏盐层与硫化物层对其形成

具有一定的贡献 ∀然而 目前对于围岩

中的硫如何进入岩浆这一问题 仍然有多种见解 ∀ 等

认为 围岩中的硫可以通过气运作用进入岩浆而使其

达到饱和 等 认为 围岩中的硫可以通过液化作

用和部分熔融作用进入岩浆中 ∀

由此可见 引起岩浆中的硫达到饱和的机制主要有 岩

浆的结晶分异 !温度压力的快速变化 !地壳物质的混入以及

不同成分岩浆的混合 ∀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来说 其岩浆中的硫达到饱和的机制可以是

一种 也可以是几种 如 矿床主要是由温压条件的

变化形成的 ƒ 而 ⁄∏∏ 矿床 !∂ .

矿床 ! . 矿床及红旗岭矿床的形成则既有围岩混染

作用又有岩浆的结晶分异作用

• ∏ ∏ √ 矿床及 ≥ 矿床既有

两种岩浆混合作用也有岩浆温压的快速变化及围岩的混染

作用 ∀

 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成矿物质

来源

  形成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的物质基础是硫及

金属元素 而且研究物质来源对于理解开放体系的母岩浆演

化的动力学过程有重要的作用 ∀确定物源

的最有效的手段是对其稳定同位素和放射性同位素进行研

究 ∀

了解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中硫来源的最好的方

法是直接研究它的硫同位素特征 很多矿床

的硫同位素特征揭示了壳源硫的混入对矿床的形成起着重要

的作用 √

如 ⁄∏∏ 矿床和 ∂ . 矿床 ∀

≥ ! ≥ ! × ° 等放射性同位素测试是较为常

用的了解物质来源的工具 然而 ≥ ! ≥ 是亲石元素

与金属元素具有明显不同的地球化学特征 而且它们在硫化

物中的分配系数很小 ⁄ 因此不利于研

究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中的金属来源 虽然 ° 在

岩浆硫化物体系中的分配系数 ⁄ 但它也是一种亲石元

素 不能进入到金属晶格中 因此也只是提供一种金属来源

的间接信息 而且它主要与 ≤∏! 一起富集于热液硫化物体

系中 所以 也不利于研究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中

的金属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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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测试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了解金属矿床中

金属来源及矿床年龄的最常用的方法 也是目前国际上广泛

用于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研究的最新手段 ∀这是

由于 ! 均是亲铜元素 并具有较高的硫化物熔体 硅酸

盐熔体分配系数 ⁄ 它们皆

在不混溶硫化物中富集 同时 也是铂族元素 因而可以直

接提供成矿流体及岩浆中贵金属来源的信息 ∀ 另外 相

对于 来说主要分布于地壳中 因此地壳中有较高的

比值以及高的放射成因 而亏损的岩石圈地幔和接近

球粒陨石的软流圈地幔则有较低的 比值以及低的放

射成因 地壳中物质的混入可以引起 比值的明显

变化 使之可以用来检验岩浆是否受到过地壳物质的混染 ∀

同位素体系可以作为岩浆型 ≤∏ ° ∞ 硫化物矿床

成矿作用有效的示踪剂和成矿过程中地壳物质混入程度的

灵敏的指示剂 ƒ ∀目

前常用 Χ τ 作为指示地壳物质加入成矿体系的参数 ∀Χ

τ 是表示样品锇同位素组成在某一特定时间 τ相对于当时

球粒陨石平均值的锇同位素组成差异 即 Χ τ 1

样品 τ 球粒陨石 τ 2 ≅ •

∀ 其中 球粒陨石 τ

初始
ΚΤ Κτ

初始

Τ 地球形成年龄

≥ Κ ≅ ≥

∀若 Χ τ 值高 亦即样品具有较高的 值

说明体系富放射成因 表明地壳物质加入成矿体系较多

反之则表明地壳物质加入成矿体系较少 ∀此外 同位

素体系封闭性好 受后期改造很弱 可以用它直接准确地测

定金属矿床的成矿时代 ≥ 毛景文等 ∀

因此 的特殊地球化学性质使之在岩浆型 ≤∏ ° ∞

硫化物矿床的研究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通过对世界上许多大型和超大型岩浆型 ≤∏ ° ∞硫

化物矿床 如 ≥ ! ∏ √ !⁄∏ !≥∏ ∏ ! ∂ .

! . ! !金川 !黄山东 !红旗岭 !宝坛 !煎茶

岭 同位素体系的研究 揭示出这类矿床的成矿物质既

可以完全源于地幔 如 矿床 ƒ 也可以

完全源于地壳 如 ≥∏ ∏ 矿床 熊永良 蒋少涌等

但多数情况则是壳幔混合源 如 ≥ ! ∏ √ !

⁄∏ !≥∏ ∏ !∂ . ! . !黄山东及宝坛矿床 这

表明地壳混染作用对此类矿床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传

统上认为由幔源物质形成的矿床在成矿过程中绝大多数均

有不同比例的地壳物质的参与 熊永良 蒋少涌等

∀

虽然 同位素方法的应用使人们对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的成矿物质来源有了新的认识 使得其成矿

动力学模型的建立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目前对于壳源物质

混合的时间和方式仍存在不同的看法 如 既可能是岩浆上

侵过程中同化混染了壳源物质 也可能是岩体固结后 后期

热液活动淋滤活化了围岩中的放射成因 并带入成矿体

系中 蒋少涌

∀另外 同位素数据与部分地球化学数据还有相

互矛盾之处 还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 如 矿

床的 同位素数据表明 它的物质来源与科马提岩底部

的沉积物无关 ƒ 但其 Δ ≥ 值与沉积物的

Δ ≥值相同则表明有沉积物的混入 . 矿床的

同位素数据指示 其物源为硫饱和的富集地幔 并没有地壳

物质的参与 而 . 矿床的常量元素 !微量元素以及放

射性同位素数据却表明地壳物质的加入对该矿床的形成起

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 在使用 同位素数据时只有结合

其他的地球化学资料 才可能正确揭示出岩浆型 ≤∏ ° ∞

硫化物矿床的形成过程 ∀

 岩浆中硫的饱和度判断

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成矿的关键是岩浆中的

硫达到饱和 但是依据现存岩石中的硫含量无法判断岩浆在

上侵 或喷发 过程中是否达到了饱和 也无法确知硫饱和的

时间与位置 ∀然而 现存岩石的一些特征参数与岩浆中硫的

状态有一定的相关性 可以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来判断岩浆中

的硫是否达到饱和 从而为矿床研究提供有力的证据 ∀

利用橄榄石中的镍含量判断硫是否达到饱和

既有亲石性又有亲硫性 ∀ 与 具有相近的有效

离子半径 约 ≅ 可以作为 的类质同像混

入物进入含镁较高的橄榄石晶格中 同时 在橄榄石中的

分配系数小于其在硫化物中的分配系数 ∀也就是说 在硫不

饱和的岩浆中 优先进入富含 的橄榄石中 当岩浆中的

硫达到饱和时 则与硫优先结合形成不混溶的硫化物 此

时结晶的橄榄石中的 含量将大大降低 而其中的 并

不发生变化 ∀一般在硫不饱和的岩浆中结晶的橄榄石中的

与 呈正相关关系 ≥ 因此可以通

过橄榄石的 关系图解了解岩浆中硫的状态

∀ 等 对 ∂ . 矿床中橄榄石的研

究表明 含矿岩石中橄榄石的 含量低于不含矿岩石 ∀

等 在对加拿大的 ° 侵入体与 ∂ . 矿

床的对比研究中发现 ° 中的橄榄石的 含量较后

者高 ∀ 等 在对南非的 矿床的研究后发现

含矿的方辉橄榄岩中橄榄石的 ω ≅ 而在不含

矿的方辉橄榄岩中橄榄石的 ω ≅ ∗ ≅

而且认为 含矿辉石岩中橄榄石的 含量的急剧降低

不是由橄榄石的结晶造成的 而是由于硫化物的熔离引起的 ∀

利用岩浆中的 ω≤∏ ω° 判断硫是否达到饱和

° 与 ≤∏均是亲硫元素 在岩浆分异过程中具有相似的

行为 但是 ° 的硫化物 硅酸盐分配系数 ⁄ 远高

于 ≤∏相应的分配系数 ⁄ ∗

∂ 因此硫对 ° !≤∏的地球化学

行为的影响程度有明显的区别 即 ° 在硫不饱和的岩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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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 ≤∏明显富集 而在硫饱和的岩浆中明显亏损 ∀所以

可以利用岩浆中的 ω≤∏ ω° 判定岩浆中硫的状态 也就是

说 硫不饱和的岩浆中的 ω≤∏ ω° 小于硫饱和的岩浆中的

ω≤∏ ω° ∀ 等 研究认为 ω≤∏ ω° 原始

地幔 表明岩浆经过了硫化物的熔离作用 反之则表明岩浆

中的硫处于不饱和状态 ∀为了更加直观地判断硫的状态

∂ 等 设计了 ω≤∏ ω° 关系图解 张招崇等

则将其用一公式表示 即如果

ω° ω≤∏

就表明硫不饱和 反之则为饱和 ∀ ∂ 等 研究了澳

大利亚 ∂ ° 火山岩省 的 ω≤∏ ω° 之后认为 它们经

历了硫的饱和过程 ∀王瑞廷等 对金川矿床的研究表

明 该矿床的 ω≤∏ ω° 值远大于原始地幔的相应比值 说明

了金川矿床的母岩浆经历了硫的饱和 发生了硫化物的熔

离 ∀王瑞廷等 通过对煎茶岭矿床的研究 指出其小于

原始地幔的 ω≤∏ ω° 值揭示了其成矿母岩没有经历硫的饱

和 岩浆熔离作用较弱的特征 ∀

利用岩浆中的 ω≤∏ ω 判断硫是否达到饱和

≤∏与 在硅酸盐岩浆结晶过程中均具有不相容性 不

易进入橄榄石 !长石等硅酸盐矿物晶格 但是 ≤∏是亲硫元

素 却不具亲硫性 因此 在硫化物不饱和的岩浆中 ω≤∏

ω 值应保持不变 当硫达到饱和而使硫化物熔离时 ω≤∏

ω 值将大大降低 ∀ 等 研究认为 ω≤∏ ω

可以表明岩浆中的硫达到了饱和 ∀ 等 研究了

∂ . 矿床的 ω≤∏ ω 值 显示岩浆中的硫达到了饱

和 ∀ 等 通过对 . 矿床的研究 明确指出了硫

化物达到饱和的位置及亲铜元素亏损的程度 ∀

利用元素含量比值判别岩浆中硫的饱和状态 选择的元

素对在物化性质上应有一定的差异 ∀除上述几种元素对外

ω× ω° !ω≤∏ ω 等也可以用来判断硫的饱和状态 ∀常用

的判别岩浆是否经历过硫饱和的方法还有许多 如同位素特

征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等 ∀由于运用一种方法只能提供有限

的信息 所以在实际中 只有将几种特征结合才可以提供有

利判据 ∀

尽管前人的工作为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的深

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研

究的问题 如 ≠ 岩浆中硫的饱和及硫化物的熔离是成矿的

基础 但是对于硫饱和的时间和方式还存在着多种看法

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的形成涉及了多种组分 目前

用以定量研究矿床形成的地球化学模式只是考虑了硅酸盐

与硫化物这 个组分 因此不够准确 还有待改进 ≈ 矿床的

合理开发在于对矿床成矿过程的正确了解 目前有关该类矿

床的成矿规律及成矿模式研究还不够深入 多为定性研究

其成矿动力学模型有待加强 …用于矿床研究的一些地球化

学参数还处于探索阶段 有利于矿床开发的综合指标还有待

进一步建立 ∀只有对岩浆型 ≤∏ ° ∞硫化物矿床特征有

了全面的了解 才有助于该类矿床的合理开发与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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