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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深度的研究对指导深部找矿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到目前为止整体研究程度比较薄弱，尤其在次

火山岩型铁矿的成矿深度方面，这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该类铁矿床的深部勘查。本文探讨成矿深度研究的内

容，对已有的研究方法进行简要总结并引入新的方法，最后提出庐枞、宁芜盆地是开展次火山型铁矿成矿

深度研究的良好场所，以期对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帮助。 

首先要强调成矿深度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该名词可以有不同的内容。但从对指导成矿预测有

实际意义的角度出发，则成矿深度指的是矿体赋存距现今地表的垂直间隔距离。这就要求成矿深度的研究

必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矿床形成时的深度范围，二是矿床形成后的保存变化情况。之前的成矿深度研

究中长期没有充分考虑成矿后的保存变化情况，只是在研究矿床的形成深度，而这直接关系到所获得深度

结果的实用意义。 

矿床深度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定性研究阶段：Lindgren（1933）结合

矿床形成的温度和深度，将矿床划分为高温深成热液矿床、中温中深成热液矿床和低温浅成热液矿床，其

后斯米尔诺夫（1982）将矿床形成深度划分为近地表带（1～1.5 km、浅成带（3～5 km）、深成带（5～10 km）

和超深带（10～15 km）。第二阶段为定性-半定量研究阶段：主要研究方法是利用压力计法来获得成矿压力，

然后换算成矿深度。自 Roedder等（1980）提出了 6种流体包裹体地质压力计计算方法、Guidotti等（1986）

建立了白云母地质压力计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存在较多可运用于计算成矿压力的地质压力计。众多学者

利用这些压力计对诸多矿床的形成深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流体包裹体压力计法。 

第二阶段阶段的计算方法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将利用压力计计算的压力假设为各向均匀的静水压

力，依据公式 P=ρg h来换算深度。当假设压力由水提供（即通常所谓的静水压力）时，ρ值取为水的密度；

当假设压力由上覆岩层提供时（静岩压力），ρ 值取为岩石的密度。这都只考虑了较简单的理想情况,而实

际上由于地质系统的复杂性，成矿流体的压力可能既不是只由静岩压力提供，也不是只由静水压力提供，

里面可能还包含了构造作用施加的压力、构造扩容导致的压力降低、以及局部压力异常等等情况。而消除

这些附加压力值的影响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研究程度整体较低。 

针对以上问题，有学者开始提出新的校正方法，这也标志着成矿深度的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半定量

-定量研究阶段。吕古贤（1997）提出构造压力会附加静水压力，因此流体包裹体测得的压力中应该消除构

造压力的附加值，即构造校正。这样校正就会使所得到的形成深度明显小于单纯利用静水压力所得到的深

度。陈柏林（2000）根据断层阀理论提出针对脉状金矿形成深度的校正，认为脉状金矿包裹体测压得到的

压力只是略高于静水压力，而不是静岩压力，并由此提出了新的校正方法。由此得到的校正深度是依据静

岩压力计算的深度的 2.3 倍。这与脉状金矿床韧性变形发育的地质事实较符合。此外还有孙丰月（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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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利用 Sibson的断裂带流体垂直分带曲线，分段拟合深度和压力之间的关系来计算脉状金矿成矿深度

等。其中吕古贤的校正方法有希望运用于各种类型矿床形成深度的校正中。 

对于成矿后的保存变化研究，由于之前没有可行的研究方法，因此在以上 3个阶段的成矿深度研究过

程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对于成矿年龄较老的矿床。而近年磷灰石裂变径迹热史模拟技术的快速

发展，为进行成矿后保存变化情况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利用裂变径迹法的热史模拟技术，可以还原矿床所

处位置的地温随时间的变化情况，结合地温梯度，即可获得矿床成矿后埋藏深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并由

此可以获得成矿后的抬升剥蚀、沉降的定量数据。其实该技术已经大量运用于盆地、造山带的抬升沉降定

量研究，但由于一般矿床中较少含磷灰石或者不能确定磷灰石与成矿的关系，即受采样问题的限制，一直

未能大量运用于矿床保存变化的研究中。 

在宁芜、庐枞地区，分布大量的与次火山岩相关的“玢岩铁矿”。随着在这两个地区深部找矿力度的加

强，成矿深度的研究已提上了日程。近年在庐枞盆地罗河铁矿附近新发现的泥河铁矿就是一个超大型次火

山岩型铁矿床，其主矿体的埋藏深度已至地表下 750～1 000 m。由此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该地区的次火山

岩型铁矿成矿深度下限到底可至多少？这直接关系到下一步找矿的工程布置等实际问题。同时还有一个非

常有意义并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何同为次火山岩型铁矿，但在庐枞盆地中的埋藏深度却明显大于宁芜盆

地？ 

宁芜盆地玢岩铁矿的矿物组合一般为透辉石（阳起石）-磷灰石-磁铁矿，庐枞盆地一般为磷灰石-硬石

膏-磁铁矿。矿石中磷灰石属于成矿阶段产物，含量高，颗粒粗大，极易挑选，是应用磷灰石裂变径迹技术

的“先天优势”条件，为在这两个地区开展次火山岩型铁矿成矿后的保存变化研究提供了可能。可选取典型

铁矿床进行详细的透明矿物中流体包裹体研究，获得成矿压力，结合实际构造环境，选取适合的校正方法

换算成矿时的深度范围；再利用磷灰石裂变径迹法的热史模拟技术，获得成矿后的抬升剥蚀与沉降等定量

数据，两者结合便可获得对深部找矿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成矿深度。若在盆地内大范围系统取样，还可以

获得这两个盆地在成矿后的整体演化历史，进而获得盆地内不同地段的次火山岩型铁矿的成矿深度。这样

将会对整个地区深部找矿策略的制定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还可能揭示庐枞盆地铁矿埋藏深度普遍大

于宁芜盆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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