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矿  床  地  质
 ∞ ⁄∞° ≥ ×≥ 第 卷  第 期

文章编号

西藏冈底斯斑岩铜矿带厅宫铜矿床流体包裹体研究
Ξ

杨志明 谢玉玲 李光明 徐九华 王葆华
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 北京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北京  

国土资源部成都矿产地质研究所 四川 成都  桂林工学院资源与环境系 广西 桂林  

摘  要  厅宫斑岩铜矿床是西藏冈底斯斑岩铜矿带上重要的矿床之一 ∀为了探明该矿床成矿流体的成分及温

压条件等物理化学性质 文章对厅宫铜矿各蚀变阶段石英脉及石英斑晶中的流体包裹体进行了显微测温 !四极杆质

谱 !离子色谱和激光拉曼探针分析 结果表明 厅宫铜矿成矿流体为高温 !高盐度岩浆热液 成矿事件主要发生在

∗ ε 成矿过程中流体发生了沸腾 成矿流体中气相成分以 为主 还含有一定量的 ≤ 及少量的 ≤ ! ≥ !

≤ 等气体 液相中离子以 ! !≤ !≥ !ƒ 等为主 还含有少量的 ≤ ! 等 另外 出现大量气泡先消

失 !子矿物后熔融的 类包裹体 表明有些成矿流体可能直接来源于深部岩浆的出溶作用 ∀

关键词  地球化学 流体包裹体 出溶 斑岩铜矿 厅宫 冈底斯 西藏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厅宫铜 钼 矿床位于西藏尼木县 是冈底斯斑

岩铜矿带中部重要的矿床之一 其研究程度的高低

影响着人们对于其附近的冲江 !白榕等矿床的认识 ∀

对于斑岩铜矿床 流体包裹体的研究已被证明是查

明引起斑岩铜矿蚀变与矿化的热水流体物理化学条

件的重要手段 ≤ ∀对厅宫铜矿床的研

究起步较晚 流体包裹体的研究工作更是近两年来

才开展起来的 ∀前人曾对厅宫铜矿床流体的包裹体

进行过一些工作 张绮玲等 主要集中于显微

测温研究 并与南木铜矿床进行了对比 ∀本文基于

厅宫铜矿蚀变填图成果及详细的薄片鉴定基础之

上 选取石英斑晶及各蚀变阶段石英脉中的流体包

裹体进行了显微测温 !四极杆质谱 !离子色谱及激光

拉曼探针分析 以期对厅宫铜矿床的成矿流体成分 !

成矿时温压条件及各蚀变带温压特征有较为清晰的

认识 并结合矿床地质的研究成果 初步探讨了成矿

流体的演化及成矿机理 ∀

 成矿地质背景

西藏冈底斯斑岩铜矿带位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

北侧的冈底斯岩浆弧中 其西至谢通门县洞嘎 东至

墨竹工卡县甲马 东西长约 南北宽约

总体上呈近东西向的长条 ∀ 带内已发现有驱

龙 !厅宫 !甲马 !洞嘎 !冲江 !南木 !拉抗俄等大 !中 !小

型斑岩型矿床 侯增谦等 曲晓明等 ∀

厅宫铜矿床是其中的重要矿床之一 位于该矿带中

部的尼木县境内 矿区主要出露地层为古近纪帕那

组紫红色中酸性凝灰岩和岩屑细砂岩 林子宗火山

岩 与成矿有关的斑岩体主要为中新世的二长花岗

斑岩 !斜长花岗斑岩等 ∀矿区围岩蚀变明显 由斑岩

体内部向外依次为钾硅化 !黄铁绢英岩化和青磐岩

化等 少量粘土矿化呈/ 补丁状0分布于黄铁绢英岩

化及青磐岩化带中 图 ∀铜钼矿化多存在于钾硅

化带中 黄铁绢英岩化带也有少量出现 ∀矿区构造

发育 主要断层有 ∞• 向逆冲断层和 ∞ ∞向正

断层 矿体明显受构造控制 ∀深部矿化以浸染状 !细

脉浸染状及网脉状黄铜矿化 !黄铁矿化 !辉钼矿化为

主 此外 还有金红石 !磁铁矿矿化等 浅表以次生矿

化为主 主要矿石矿物有孔雀石 !蓝铜矿 !辉铜矿及

铜蓝等 ∀矿区浅表淋滤严重 流经矿区的一条小河

时常呈现铜绿色 ∀

 流体包裹体

2 1  流体包裹体岩相学特征

本次研究的样品主要为钾化带 !硅化带及钾硅

Ξ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编号 和国家基础研究规划 项目 编号 ≤ 联合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  杨志明 男 年生 硕士 从事矿床地质和流体包裹体研究 ∀

收稿日期  改回日期  ∀张绮玲编辑 ∀

 
 

 

 
 

 
 

 



图  冈底斯斑岩铜矿带厅宫铜矿床地质简图 据李光明 !佘宏全等未刊资料

) 第四纪 ) 二长花岗斑岩 ) 古新世碰撞花岗岩 ) 林子宗火山岩 ) 铜矿体 ) 钾硅化带 ) 绢英岩化带

) 青磐岩化带 ) 粘土化带 ) 岩性界线 ) 正断层 ) 逆冲断层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化叠加蚀变带中的黄铜矿 辉钼矿化石英脉 黄铁绢

英岩化带中的黄铁矿石英脉及少量石英斑晶 ∀观察

发现 石英脉及石英斑晶中都发育大量的流体包裹

体 它们多呈定向分布 也有些为孤立状分布 包裹

体大小从几 Λ 到几十 Λ 不等 包裹体形状一般为

椭圆形 !多边形 !不规则状及负晶形 ∀根据室温下相

态特征及均一过程可将流体包裹体划分为以下

类 富液相包裹体 类 !富气相包裹体 类 和含

子晶多相包裹体 类 ∀

类包裹体加温后均一为液相 按气相充填度

大小又可进一步分为 和 两类 气相百分数分

别为 ∗ 和 ∗ ∀

类包裹体加温后均一为气相 气相百分数一

般在 ∗ 之间 ∀镜下观察发现 此类包裹体

与 类包裹体密切共生 图 ∀

类包裹体由气相 !液相和固相组成 其中固相

以透明子矿物为主 亦可见少量不透明子矿物 图

∀透明子矿物主要为立方体的石盐 也可见到浑

圆状钾盐 除此之外 可见到少量呈菱面体 !长方体

的透明子矿物 加热至很高的温度也未见它们熔化

经扫描电镜证实为碳酸盐 !重晶石等 不透明子矿物

主要为黄铜矿 ∀ 类包裹体大部分成群或孤立分

布 也有些与 ! 类包裹体密切共生 根据此类包

裹体的岩相学特征及石盐子矿物相变过程 将 类

包裹体又分为 和 两种类型 其中 类包裹

体多孤立分布 在加热过程中气泡先消失 石盐子晶

后消失 类包裹体多与 ! 类包裹体共生 加热

过程中石盐子矿物先消失 气泡后消失 ∀

2 2  流体包裹体显微测温

测温所用冷热台型号为 × ≥ 测

定温度范围为 ∗ ε 冷冻数据和均一温

度数据精度分别为 ? ε 和 ? ε ∀用作测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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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厅宫铜矿床流体包裹体显微照片

石英脉中紧密共存的 ! 类包裹体 石英脉中含透明及不透明子矿物的 类包裹体

ƒ  ° ∏ ∏ ×

∏ ∏ ¬ ∏ ∏ ∏

∏ ∏ ∏

包裹体一般较大 Λ ! 类包裹体通过冷冻

与加热 测得了冰点温度 τ 能观察到 ≤ 笼

形物的 采用其分解温度 及均一温度 τ 类包

裹体通过加热测得了气液相均一温度 τ ∂ 及石

盐子矿物的熔化温度 τ ∀

均一温度

本矿区共测试了 个包裹体的均一温度 结

果显示 表 类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在 ∗

ε 之间变化 多集中于 ∗ ε 之间 图

其中 类变化在 ∗ ε 之间 平均为

ε 类变化在 ∗ ε 之间 平均为

ε ∀ 类包裹体均一温度变化在 ∗ ε

之间 多集中在 ∗ ε 区间内 图 平均为

ε ∀ 类包裹体温度变化在 ∗ ε 之间

平均为 ε ∀在随机测试的 多个 类包裹体

中 类包裹体大约占 其石盐子矿物熔化温

度在 ∗ ε 之间 图 集中在 ∗ ε 及

∗ ε 两个区间内 类包裹体均一温度在

∗ ε 之间 平均为 ε ∀ 类包裹体主要

出现在钾硅化带中 特别是硅化带石英脉中 含子矿

物多相包裹体多为此类 总体来看 在此类包裹体

中 石盐子矿物熔化温度与气泡消失温度有较大差

距 图 最大的相差高达 ε 平均相差 ε ∀

类包裹体与 类包裹体密切共存 均一温度

范围相似 图 且与部分 类包裹体共生 显示了

沸腾包裹体的特征 ∀沸腾发生时内部饱和蒸气压和

图  厅宫矿区各类型包裹体均一温度频率分布直方图

! 类包裹体 类包裹体 其中 τ ∂ 为包裹体气 !液相均一温度 τ ≤ 为石盐子矿物熔化温度

ƒ  ƒ ∏ ∏ ∏ ∏ ∏ ×

τ ∂ ∏ ∏ ∏ √ τ ≤

∏ √ τ ≤ 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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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石英中流体包裹体显微测温结果

Ταβλε 1  Μιχροτηερμ ομετριχ δετερμινατιονσ οφ φλυιδ ινχλυσιονσιν θυαρτζ

样品编号

及产状
类型

气泡消失温度 ε 子矿物熔化温度 ε ω ≤

范围 测试数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平均值

× 钾化带中的黄铜矿石英脉

∗ ∗

∗ ∗

∗

∗ ∗ ∗

∗ ∗ ∗

× 钾硅化带中辉钼矿石英脉

∗ ∗

∗ ∗

∗

∗ ∗ ∗

× 强硅化带中黄铁矿石英脉

∗

∗ ∗

∗

∗ ∗ ∗

× 硅化带中黄铁矿石英脉

∗ ∗

∗ ∗

× 绢英岩化带蚀变斑岩中石英斑晶

∗ ∗

∗ ∗

∗

× 强绢英岩化石英脉

∗ ∗

∗

∗ ∗ ∗

× 绢英岩化带中石英脉

∗ ∗

∗ ∗

∗ ∗ ∗

× 晚期石英脉

∗ ∗

∗ ∗

注 测试在北京科技大学进行 仪器为 × ≥ ∀ ! 类包裹体的盐度 ω ≤ 利用 ° ! 等 公式求出 类

包裹体的盐度用 公式算得 ∀

外部压力相等 外压对包裹体均一温度的影响可以

忽略 所以本次所得的均一温度数据均未进行压力

校正 由于包裹体发生了沸腾 所以本次取富液相包

裹体 类 的均一温度代表其形成温度 刘斌等

∀

从蚀变类型来看 均一温度温度有如下规律 钾

硅化带石英中包裹体均一温度比黄铁绢英岩化石英

脉均一温度略高 表 ∀ 如钾化带 × 和

× 号样品 类包裹体均一温度平均值分别为

ε 和 ε 硅化带 × 和 × 号

样品 类包裹体均一温度平均值分别为 ε

和 ε 绢英岩化带 × 和 × 号样

品 类包裹体均一温度平均值分别为 ε 和

ε 晚期石英脉 × 中 类包裹体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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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厅宫矿区 类包裹体 τ ∂ 与 τ ≤ 关系图

τ ∂ 为包裹体气液相均一温度 τ ≤ 为石盐

子矿物熔化温度 对角线上 τ ∂ τ ≤

ƒ  ∏ √ ∏ τ ∂

√ ∏ ∏ ∏ τ ≤

∏ × °≤⁄

温度更低 仅为 ε ∀本次研究未能在石英斑晶

中发现熔融包裹体 石英斑晶内的包裹体均一温度

× 号样品 类 τ ε 与其所宿主的绢英

岩化带内石英中包裹体均一温度相当 所测斑晶中

的包裹体可能是绢英岩化阶段的产物 ∀

盐度

本次流体包裹体盐度研究中 主要针对 ! 类

流体包裹体进行测试 类包裹体由于液相很少 测

定盐度有难度 故数据不多 ∀测得的 个各期次石

图  流体包裹体盐度 τ ∂ 关系图

底图据

横坐标的温度仅为 τ ∂ 并非总均一温度

ƒ  ≥ √ ∏ τ ∂ ∏ ∏

√ ≤ ∏

∏√

英中的 ! ! 类包裹体的盐度 ω ≤ 变化在

∗ 之间 表 主要集中在 个区域

分别为 ∗ 和 ∗ 图 ∀钾化

带 !硅化带及黄铁绢英岩化带中的气液相包裹体的

盐度变化不大 ω ≤ 多集中在 ? 左右

晚期石英脉中盐度较低 多在 ∗ 之间 ∀

类包裹体盐度变化在 ∗ 之间 平

均为 在钾化带 !硅化带及黄铁绢英岩化带中

无明显的规律 ∀

表 2  ΝαΧλ−ΧαΧλ2−Η2 Ο体系测温数据及 ΝαΧλ!ΧαΧλ2 含量估算结果

Ταβλε 2  Μιχροτηερμ ομετριχ δατα οφ τηε ΝαΧλ−ΧαΧλ2−Η2 Ο σψστεμ

样品号 τ ε τ ε τ ε τ ε ω ≤ ω ≤ ≤

× ∗

× ∗

× ∗

×

注 τ ) 低共结点温度 τ ) ≤ 水合物分解温度 τ ) 冰点 τ ) 均一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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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测试过程中发现 部分 类包裹体 个

显示较低的共结点温度 ∗ ε 其水合物

分解温度在 ∗ ε 之间 平均为

ε 表 显示出类似 ≤ ≤ ≤ 体系

的特征 ≥ 与典型的 ≤ ≤ ≤

三相体系共结点温度 ε 相比 本矿流体体系

共结点温度 ∗ ε 更低 说明本流体体系

中还可能有其他阳离子 如 ƒ ! 等 这也在离

子色谱分析中得已证实 ∀依据所测的共结点温度

τ !石盐水合物分解温度 τ 及冰点温度

τ 利用 ≤ ≤ ≤ 体系富水部分相图

可对上述 ≤ ≤ ≤ 体系包裹体中的 ≤ !

≤ ≤ 等含量进行估算 ∀如 × 样品中的一个

包裹体在过冷冻时 ε 冻结 形成冰 ! ≤

水合物 ≤ # 和 ≤ ≤ 水合物 ≤ ≤ #

种固相 当升温到 ε 时 共结点 τ 开始出现

具有共结点组成的液相 随着温度逐渐升高 ≤ ≤

水合物开始融化 直至最后消失 由于此过程产生的

液相较少 故很难观测清楚 借助于加热过程中的录

像 可以看到这种变化 ≤ ≤ 水合物融化完毕后 体

系开始沿 ≤ 水合物 液相和冰 液相区域的共

结线移动 如图 曲线 在此过程中 ≤ 水合

物不断熔解 当温度升高到 ε 时 τ

≤ 水合物熔解完毕 即到达 点 继续升温 体系

便离开 点 沿 点与 顶点方向变化 ε

时 冰融化完毕 此时 点与 顶点的连线与

ε 等温线的交点 即为该体系的总组成 由此

得出体系中 ≤ 为 ≤ ≤ 为 ∀样品测试

结果均列于表 中 ∀ 从表中可以看出 该体系中

ω ≤ ≤ 在 ∗ 之间 平均为 ∀

压力

! ! 类包裹体压力通过测得的均一温度

和盐度 采用刘斌等 资料算得 表 ∀ 类

包裹体最小捕获压力估算见图 图中可以看出

类包裹体的相变过程明显不同于 类 此类包裹体

最小捕获压力集中于 ° 1τ ε τ

τ ∂ 2至 ° 1τ ε τ τ ∂

2之间 明显高于 ! 及 类包裹体 以静岩压

力估算 此类包裹体最小捕获深度应在 ∗ 之

间 ∀

2 3  流体包裹体的成分特征

包裹体气相 !液相成分群体分析

图  ≤ ≤ ≤ 体系富水部分相图 据 •

ƒ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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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厅宫矿区流体包裹体最小捕获压力估算表

Ταβλε 3  Μινιμ υμ εντραπ μεντ πρεσσυρε οφ φλυιδ ινχλυσιονσ

φρομ Τινγγονγ προπηψρψ χοππερ δεποσιτ

样品编号
及产状

类型
包裹
体数

压力范围

°

压力均值

°

× 晚期石英脉

∗

∗

× 钾硅化辉钼矿石英脉

∗

∗

× 钾化黄铜矿石英脉

∗

∗

∗

× 绢英岩化石英脉

∗

∗

× 强硅化石英脉

∗

× 强绢英岩化石英脉

∗

图  高盐度 ≤ 体系 π−τ相图 据

≤

路径 ! !≤ 分别代表 τ ≤ τ ∂ !τ ≤ τ ∂

及 τ ≤ τ ∂ 等三类含子矿物多相包裹体

ƒ  ° ∏ 2

∏ τ ≤ τ ∂ √ ∏ ∏

≤ ∏ √ √ ∏ τ ≤

τ ∂ τ ≤ τ ∂ τ ≤ τ ∂

≤ √ ≤

  包裹体群体成分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进行 ∀气相成分分析采用四极质谱法

实验仪器为 四极质谱仪 ∀分析实验流程为

将清洗干净的样品放入石英试管内 然后逐步升温

到 ε 时抽真空 待分析管内真空度为 ≅ °

以下时测定气相成分 直至以 ε 的速度升温到

ε 时分析完成 朱和平等 ∀液相成分采用

离子色谱法 实验流程为 将清洗干净的样品放入石

英管后在 ε 爆裂 冷却后加 水 再

超声震荡 最后利用日本岛津公司的 ≤

型离子色谱仪进行测定 ∀

厅宫矿区各期石英脉及石英斑晶中的气相成分

分析结果 表 表明 厅宫铜矿床流体包裹体气相成

分以 为主 还含有一定量的 ≤ 这与显微测温

过程中出现大量的 ≤ 笼形物一致 ∀此外 气相成

分还含有少量的 ≤ ! ≥ !≤ 等 ∀

表 4  厅宫铜矿床包裹体气相分析结果( ξΒ/ %)

Ταβλε 4  Γασ χομ ποσιτιον οφ φλυιδ ινχλυσιονσφρομ

Τινγγονγ προπηψρψ χοππερ δεποσιτ ( ξΒ/ %)

样品号 ≤ ≤ ≥ ≤

×

×

×

×

×

测试者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矿物资源探测中心朱

和平 !张博等 / 0为低于检出值 ∀

流体包裹体液相成分分析结果 表 显示 厅宫

矿区各期石英脉中阳离子主要为 ! !≤ 还

含有少量的 阴离子中以 ≥ !ƒ !≤ 为主 ∀

包裹体中较高的 ƒ 显示出高温岩浆流体的特征

大量 ≥ 的存在 说明流体在成矿期间处于高度氧

化状态 高氧逸度 ∀相对于驱龙矿床 杨志明等

厅宫矿床成矿流体中 ƒ !≤ !≥ ! 等

离子浓度低很多 ∀曲晓明等 在研究本矿带斑

岩铜矿床同位素时发现 沿该铜矿带从东到西 !

≥ !° ! 等同位素呈现规律性变化 并提出了该变

化可能与沉积物混入量有关的观点 谭捍东等

在雅鲁藏布江缝合带进行的地壳电性研究中

也发现 在雅鲁藏布江缝合带附近 良导体由西往东

规模逐渐增大 导电性逐渐变好 于是认为深部大规

模的良导体东西向的差异可能是板块碰撞引起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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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包裹体液相成分分析结果( ωΒ/ 10
− 6)

Ταβλε 5  Λιθυιδ χομ ποσιτιον οφ φλυιδ ινχλυσιονσφρομ Τινγγονγ πορπηψρψ χοππερ δεποσιτ( ωΒ/ 10
− 6)

样品号 ƒ ≤ ≥ ≤

×

×

×

×

测试者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矿物资源探测中心朱和平 !张博等 表中数据已用样品 校正 ∀

图  厅宫斑岩铜矿床中包裹体显微照片及激光拉曼光谱

ƒ  ≥ ∏ ∏ ×

沿东西向运移的结果 ∀不管是什么原因 冈底斯斑

岩铜矿带的成矿物质来源在东西向存在一定的规律

性是既存的事实 厅宫与驱龙矿床成矿流体特征的

较大差异 可能也与这个规律性的变化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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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包裹体激光拉曼探针分析

流体包裹体成分的 分析在中国地质科学

院矿产资源研究所进行 测试仪器为

型显微共焦激光拉曼光谱仪 光源为 ≥ °

氩离子激光器 波长 激光功率 • 测试

对象为厅宫铜矿床的石英中的 ! ! 类包裹体 ∀

测试结果表明 厅宫矿区 类包裹体气 !液相成分

均以 为主 类及 类包裹体气相中除

峰外 还可见 ≤ 峰 图 ! ! 类包裹体中气 !

液相成分均以 为主 图 ∀密切共生的 !

类包裹体存在的成分差异 可能是流体发生不混溶

造成的 ≤ 等气体在流体发生沸腾时优先进入气

相中 导致了液相中以 为主 ∀

 讨论

与多数斑岩型铜矿床一样 厅宫铜矿床也具备

斑岩铜矿共有的一些特点 如成矿流体温度 !盐度较

高 ! 类包裹体紧密共存 显示出成矿过程中发

生过沸腾事件 芮宗瑶等 张绮

玲等 但它也与其他斑岩型铜矿床存在差异

如在厅宫铜矿石英脉中出现大量 类包裹体 在驱

龙铜矿床的包裹体中也有类似的现象 杨志明等

∀

类包裹体在本次研究中不是偶然出现 在测

试的数据中 它们与 类包裹体相比占绝对优势 ∀

通常认为 类包裹体大致可能由以下几种方式形

成 ≠ 捕获的为 ≤ 不饱和均匀流

体 当温度降低时 它在 π−τ空间沿具有相应密度和

组成的等容线移动直达石盐液相线 然后石盐结晶

捕获的是为 ≤ 饱和流体或含少量石盐子矿物

的过饱和流体 ≈ 可能是在含子矿物包裹体发生卡

脖子时捕获的 ∀对于厅宫铜矿此类包裹体的形成原

因 笔者认为第一种成因的可能性较大 理由如下

≠ 如果捕获的为 ≤ 饱和流体 则包裹体的 τ

≤ 与 τ ∂ 不应该有太大的差距 而厅宫此类

包裹体两者之间差距最大达 ε 如果捕获的是

过饱和流体 则属不均一捕获 此类包裹体中的石盐

颗粒应该大小不一 而本矿带中的此类包裹体的石

盐体积大多占包裹体总体积的 左右 同样的原

因 含子矿物包裹体发生卡脖子也不是很好的解释

方案 ∀研究表明 高盐度包裹体也不一定必须通过

流体不混溶或沸腾而成 还可以直接由岩浆熔体出

溶而形成 ≤ 张德会等 ∀

蚀变填图表明 铜矿化多发生在钾硅化叠加的地段

仅钾化的地段不能形成工业矿体 可见硅化阶段流

体对成矿的贡献 ∀另一方面 钾化带石英脉中的流

体包裹体的均一温度与硅化带中的很接近 没有表

现出高温的特点 表明硅化阶段蚀变较为强烈 早期

钾化蚀变带中能代表钾化信息的流体包裹体已被彻

底改造 且硅化石英脉中的含子矿物多相包裹体主

要以 类为主 这些信息表明 类包裹体所代表

的一组高压 !高盐度和富成矿元素 包裹体中含有较

多的黄铜矿的子矿物 待发表 的流体端员形成于硅

化蚀变阶段 该流体端员不仅使得该矿发生强烈硅

化蚀变 并提供了大量的成矿物质 ∀冈底斯班岩铜

矿带中与成矿有关的斑岩体规模一般较小 而从斑

岩体中分凝出来的流体更少 无法满足一个

的 ≤∏金属量 如 厅宫铜矿 矿床形成所需要的金属

和硫 王小春等 以及形成沿斑岩体依次向外

大规模的蚀变作用 类流体包裹体的大量出现

暗示厅宫铜矿床成矿流体中可能有部分直接来源于

深部岩浆 恰好弥补了这种不足 具体出溶时的物理

化学条件及出溶作用形成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

究 ∀

 结论

通过对厅宫斑岩铜 钼 矿床中各期石英脉及石

英斑晶中流体包裹体的研究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

显微测温结果显示厅宫铜矿成矿流体为高

温 !高盐度岩浆热液 成矿事件主要发生在钾硅化叠

加阶段 成矿温度主要在 ∗ ε 左右 ! 类

包裹体与部分 类包裹体密切共生 均一温度范围

相似 显示了沸腾流体的特征 ∀

包裹体成分分析结果表明 成矿流体中气

相成分以 为主 还含有一定量的 ≤ 及少量的

≤ ! ≥ !≤ 等 液相中离子以 ! !≤ !

≥ !ƒ 等为主 还含有少量的 ≤ ! 等 ∀

厅宫铜矿床大量气泡先消失 !子矿物后熔

融的 类包裹体的出现表明 成矿流体中可能有部

分直接来源于深部岩浆的出溶作用 ∀

致  谢  野外工作中得到了中国地质科学科院

矿产资源研究所佘宏全博士 !丰成友博士 成都矿产

地质研究所林方成博士 !廖忠礼博士及刘波同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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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力帮助 在包裹体气液相成分分析过程中得到

朱和平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 曲晓明研究员

在评审过程中提出建设性意见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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