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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物理化学条件研究一直是矿床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研究内容涵盖成矿的温度、压力、氧逸度、

硫逸度、氧化-还原电位、酸碱度等。本文在综述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次火山岩型铁矿研究实践，

提出和讨论了该类矿床成矿物理化学条件研究中存在的几个关键问题，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共同探讨。 

迄今为止，研究次火山岩型铁矿成矿物理化学条件的方法及相关变量如表 1。 

 

表 1  次火山岩型铁矿成矿物理化学条件研究方法及相关变量列表 

铁矿成矿物理化学条件 方法 相关变量 

铁矿成矿温度 

X光衍射数据法  

爆裂法  

流体包裹体测温法（卢焕章等，2004） 与磁铁矿共生的透明矿物中沸腾包裹体 

共生矿物对同位素地质温度计法（储雪蕾等，1984） 确定稳定同位素分馏平衡 

钛铁氧化物地质温度计法（任启江，1991） 钛铁氧化物出溶矿物对中元素含量 

实验法  

铁矿成矿压力 

流体包裹体压力计法（卢焕章等，2004） 
与磁铁矿共生的透明矿物的流体包裹体均

一温度和磁铁矿的成矿温度 

利用岩石密度估算法 岩石平均密度和成矿深度 

流体包裹体子矿物的激光拉曼光谱测压法（郑海飞等，2005） 
与磁铁矿共生的透明矿物流体包裹体中有

子矿物 

磁铁矿包裹体成分分析估算法 磁铁矿包裹体成分 

铁矿成矿氧逸度 

钛铁氧化物矿物对中元素分配计算法（任启江，1991） 钛铁氧化物出溶矿物对中元素含量 

fo2-T图解法(储雪蕾等，1986) 
与磁铁矿共生的透明矿物对的成矿温度、

硫同位素组成 

流体包裹体成分计算法 流体包裹体气相成分 

变价元素的价态比值估算法 Fe
3+和 Fe

2+含量 

铁矿成矿硫逸度 
氧逸度-硫逸度投图法 

成矿温度下的氧逸度值、硫同位素分馏平

衡 

铁矿成矿氧化-还原电位 利用成矿流体成分及 pH值计算法（王真光等，1991） 流体包裹体成分、成矿 pH值 

铁矿成矿酸碱度 

利用 CO2浓度及 NaCl浓度计算法 流体包裹体成分及 NaCl浓度 

lg fo2-pH图解法（支霞臣等，1982） 流体包裹体测得的成矿 fo2 

 

综合分析表 1可以看出，要把次火山岩型铁矿成矿物理化学条件研究工作推向深入，亟待探讨和解决

以下 4个方面的关键问题： 

第一，测试对象过于依赖透明矿物流体包裹体，当与磁铁矿共生的透明矿物只有少量到微量时，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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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体测试具有不可操作性，将导致铁矿成矿物理化学条件研究工作无法深入展开。例如，四川盐源矿山

梁子铁矿床，与矿石矿物磁铁矿共生的脉石矿物有磷灰石、方解石、白云石等，但是脉石矿物极少，只在

个别地段偶尔出现，而且粒径较小多在毫米级以下，无法利用包裹体测得相关物理化学参数，给研究矿床

成矿物理化学条件带来了较大难度。 

第二，当利用与磁铁矿共生的矿物对同位素分馏确定成矿物理化学条件时，对于系统是否达到同位素

平衡难以判断，在取样过程中当硫化物含量较少时，将很难判断同位素是否已达到平衡，计算结果可靠性

无法保证。在储雪蕾等（1984）研究罗河铁矿时，分别用硫酸盐-黄铁矿对地质温度计和 SO2-H2S对温度计

分别对罗河铁矿的暗色带及浅色带进行成矿温度研究，当用硫酸盐-黄铁矿温度计研究暗色带时得出的结果

与其他方法测得的成矿温度相差较大，说明暗色带硫同位素并没有达到平衡，不能用硫酸盐-黄铁矿温度计，

而浅色带用硫酸盐-黄铁矿对温度计与其他方法测得的成矿温度吻合，说明浅色带硫同位素已达到平衡，可

用硫酸盐-黄铁矿温度计。利用硫同位素分馏做温度计不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硫同位素平衡难以判断。同位

素温度计是否适用具体矿床需用其他测温方法进行判别。这样既浪费资源又增加工作量。 

第三，部分成矿物理化学条件需要根据其他物理化学条件测试结果做自变量来推导，各个变量之间相

关性较大。只要有一个参数出现误差将会对下一个变量带来较大的影响，而误差是在所难免的。因此，在

研究铁矿床成矿物理化学条件时，应力求变量独立，减少由于各个变量的相关而造成的误差，尽量做到直

接测得矿石矿物的成矿物理化学条件。例如在计算铁矿成矿 Eh值时，需要得到成矿的 f(O2)值，而 f(O2)值

是通过成矿温度或其他变量得来的，由于误差传递造成测试结果与地质事实不符。 

第四，在获取 pH、f(O2)、f(S2)、Eh 值时，并不是直接测得磁铁矿的数据，而需要从与磁铁矿共生的

透明矿物得到。流体包裹体的成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成矿流体成分的相对含量，而不是成矿流体的完

全成分。当前在测得上述参数时往往将脉石矿物的流体包裹体成分当成成矿流体的成分，如果流体包裹体

的成分能代表成矿热液的组成，那么被包裹体捕获的流体矿质含量应当较高，在物理化学条件变化时应该

有矿物质的沉淀，即在流体包裹体中应该有磁铁矿的子晶出现。，而不应该仅出现以 NaCl等盐类为主的物

质。因此，应力求直接测得矿石矿物的形成物理化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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