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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红外光谱测量采用的波长范围为 1 300～2 500 nm。矿物组成元素电子轨道跃迁和原子间化学键的弯

曲和伸缩可吸收某些区域的光谱，根据特征吸收光谱可以区分不同的矿物和同一矿物的不同结晶度（修连

存等，2007；孟恺等，2009）。粘土矿物、绿泥石、蛇纹石、绿帘石、闪石、明矾石、黄钾铁矾、石膏、

碳酸盐岩矿物等对短波红外光十分敏感，均可用近红外光谱分析进行区分。上述矿物常是热液矿床的蚀变

矿物。因此，利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对蚀变矿物进行识别，有助于研究热液矿床的蚀变分带，从而为找

矿提供依据。 

1  土屋斑岩铜矿地质特征 

土屋铜矿位于塔里木板块与准噶尔板块碰撞对接缝合带北侧的石炭纪增生拼贴岛弧带中。土屋铜矿区

主要出露地层为石炭系企鹅山群，岩性主要为内源碎屑岩、沉凝灰岩、玄武岩、安山岩、砂岩、火山角砾

岩等。侵入岩为晚石炭世至而二叠世的浅成侵入体。矿区总体为轴向近 EW 的复式背斜构造，断裂主要发

育近 EW 曾见层间断裂带和 NS 向隐伏线形断裂带。矿体与围岩呈渐变关系，呈厚板状、似层状。矿体产

于闪长玢岩和斜长花岗斑岩内。围岩蚀变发育，主要包括青盘岩化、绢云母化、硅化和黑云母化（任秉琛

等，2002；王福同等，2001）。 

2  近红外光谱分析结果 

2.1  蚀变矿物的平面分布 

石英在矿区中的分布由北弱南强，西弱东强分布的特征，矿体范围内，石英的含量相对亦较低，靠近

斜长花岗斑岩岩体的部分，石英含量较低，远离斜长花岗斑岩体的地方，石英含量相对较高。 

蒙脱石是土屋矿区识别出来的主要粘土类矿物，广泛地分布在探槽中。蒙脱石在矿体的南侧紧邻矿体

的位置较为发育，空间上与矿体紧密伴随，可以作为找矿的指示标志。 

绿帘石和绿泥石的相对含量分布完全一致，说明了这两种矿物的紧密伴生特点绿泥石和绿帘石在矿体

的南侧和东端有发育，但是大面积的绿泥石和绿帘石化发育在矿区的南侧企鹅山群一段地层中，距离矿体

较远。前人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区域性热液蚀变事件（连长云等，2005）。 

矿体的两端近红外波谱曲线的半高宽较大，说明吸收峰较宽，结晶程度不高。结晶程度与矿化作用过

程中热液体系结晶时的温度有关，结晶程度不高，说明了热液温度较高，而主体部分半高宽低，说明结晶

度较高。 

土屋矿区矿体范围内反射率较低，这与矿体内石英等浅色矿物含量较低有关。而矿区南东大部分地区

反射率低，与该区企鹅山群基性火山岩的分布有关。 

2.2  近红外光谱矿物分析技术在钻孔中的应用 

伊利石化在钻孔中从矿化体顶板到底板都有发育，而透绿泥石和绿帘石在矿化体顶板发育，透绿泥石

在矿体底板下较深处也有发育。蒙脱石化在钻孔内部较发育，距矿体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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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化部位反射率较低，表明其因以硫化矿物为主的特征。半高宽较小，表明矿物结晶度高。峰位移变

化不大，数值较小，表明阳离子交代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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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屋斑岩铜矿蚀变矿物相对含量平面等值线图 

3  土屋铜矿近红外光谱分析模型 

近红外光谱测量结果表明，蚀变矿物或其组合与斑岩铜矿矿体有密切的空间关系，蚀变矿物的分布对

矿体或斑岩体有一定的指示作用。在平面上，蒙脱石与矿体距离最近，石英的分布呈现北、西少，南、东

多的特点，而青磐岩化在远离矿体的矿区南部成以点为中心的分布。蚀变特征总体显示了热液成矿作用不

均匀的特点。绿帘石化处理所得结果表明，热液蚀变中矿体部位温度相对较高，矿物结晶程度较好，矿化

部位整体颜色较暗，反射率较低。 

在钻孔中进行的近红外光谱测量结果表明，绿帘石和绿泥石在矿体上盘发育，伊利石在整个钻孔中由

浅至深都有不同程度的发育，蒙脱石在矿体的顶板也有发育，距离矿化顶板较绿帘石绿泥石近，但蚀变作

用相对较弱。钻孔中无明显的硅化核。对钻孔数据进行绿帘石化处理，可见矿化段具有反射率低，峰强度、

半高宽、峰强比低的特征。利用这些特征可有效地区分矿与非矿，并可指导矿区的矿产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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