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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水井金矿床赋存于哀牢山造山带红河断裂东缘韧<脆性剪切构造破碎带中，容矿岩石为砂泥岩、灰岩

之角砾岩、碎裂岩。硫、碳同位素研究表明，流体中碳、硫来自深部或地幔；氢、氧同位素组成则显示成矿热液主要为

天水下渗及地下水循环从流经岩石获得物质而形成的混合热液流体。矿物中流体包裹体类型以气<液相为主，少量

气相出现。矿石中的石英流体包裹体液相成分阳离子以-)>、?>为主，-)>／?>比值为7@"89!:@A:"；阴离子以

BCD、54!D: 为主，且BCD"54!D: "$；气相成分以E!4、B4!为主，间有BE:、B4出现，属E!4<B4!<-)BC体系。主要成

矿阶段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集中于#;"!!9"F之间，成矿深度约为#@"GH，流体密度"@98!"@AI／JH7，流体盐度

!（-)BC%K）#@=:L!A@";L，平均8@77L。小水井金矿床属于浅成条件下，由中低温、低盐度、低密度的混合热液流

体在韧<脆性剪切构造带中形成的金矿床，其地质<地球化学特征与造山型金矿相似，成因类型应归属于浅成造山型

金矿床，工业类型为构造蚀变岩型金矿。矿床的形成经历了金元素初始富集形成矿源层、成岩期后剪切<逆冲推覆构

造活动过程中的构造<热液作用富集成矿、中酸性岩浆沿剪切构造带及裂隙系统侵入活动形成的含矿热液叠加富集、

表生氧化<淋滤再富集时期等成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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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小水井金矿床处于哀牢山造山带红河断裂

东侧，为哀牢山金矿带之东带（红河金矿带）中的一

个中型矿床。矿床自发现以来已有较多的地质工作

者对其成矿地质背景、矿床地质特征（刘涛等，MDDM；

MDDB）、控矿构造特征、成矿规律（周云满，MDDQ；周

云满等；MDDH@）、煌斑岩及与金矿化的关系（符德贵

等，MDPD）、成矿阶段（周云满等，MDDH&）、成矿时代

（王登红等，MDDF）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取

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勘查找矿工作，但矿

床成因与矿床类型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通过对

小水井金矿床不同成矿阶段形成的矿物包裹体特

征、成矿流体地球化学特征的研究，并将其与造山型

金矿和美国西部卡林型金矿特征进行对比研究，初

步确定了矿床成因类型，以期为哀牢山金矿带区域

成矿规律的研究提供新资料和思考，同时指导红河

金矿带找矿工作的深入开展。

P 地质背景及矿床特征

滇中小水井金矿床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印度

板块与扬子板块俯冲/碰撞造山形成的哀牢山/红河

断裂带东侧，楚雄盆地西南缘川滇台背斜滇中中台

陷楚雄凹陷西南部龙岗背斜一带，毛景文等（MDDF）

称之为红河金矿带。该区具典型的结晶基底和盖层

双层结构特点。结晶基底由下元古界哀牢山群、大

红山群复理石和钠质火山岩建造（细碧/角斑岩建造

等）组成。盖层为上三叠统含煤磨拉石建造和侏罗

系—新近系红色砂泥质建造与膏盐建造、陆相含煤

碎屑岩建造等。吕梁期和晋宁期有中酸性岩浆活

动、华力西期有镁铁质岩/超镁铁质岩体、燕山晚期

有酸性侵入岩体及喜马拉雅期的煌斑岩脉发育。区

域构造形变相应比较简单，结晶基底中<‘‘向、K<
向褶皱和片理发育，片麻岩的片麻构造多呈‘a向。

中新生代盖层中以<a向褶皱和剪切断裂为主，少

数呈<K向，褶皱一般开阔对称，局部可能因基底断

裂影响而呈紧密线状排列。区域构造的形成受印度

板块向欧亚板块的俯冲/碰撞造山/挤压走滑作用的

制约。

哀牢山金矿带是中国最重要的喜马拉雅期造山

型金矿带，形成于三江特提斯复合造山过程中（葛良

胜等，MDPD；杨立强等，MDPD）。在哀牢山造山带的哀

牢山断裂西侧（哀牢山金成矿带）发育了老王寨、金

厂、长安、大坪等大型金矿床；在红河断裂东侧沿龙

岗背斜（红河金矿带）已发现金矿床（点）十余处，小

水井金矿床是目前在该区（带）发现的典型金矿床，

规模已达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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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 出 露 地 层 为 上 三 叠 统 云 南 驿 组 第 二 段

（!"!#）深灰色中$厚层状泥质灰岩、微$细晶灰岩夹浅

灰、黄绿色薄层状钙质泥岩、砂岩，厚#%&’；第三段

（!"!"）为浅黄绿色、灰色钙质泥岩、粉砂岩、泥质粉

砂岩，下部夹泥灰岩透镜体及钙质页岩，厚度大于

#%(’。矿区构造总体为)*向展布的破背斜，断裂

主要有)*向张扭性正断层，其次为)+向、)**
向的横断层（图,）。在矿区有煌斑岩墙发育，规模较

小，它们主要沿)*向、-)向、)+向断裂、裂隙呈

树枝状、脉状、不规则状侵入于上三叠统云南驿组

（!"!）地层中，岩墙宽度变化较大，最宽达&’左右，

最窄(.,’，一般为#!/’。

矿区初步探明,,个金矿体，矿体空间分布范围

受控于)*向0"断裂破碎蚀变带，其产状与断层大

体一致或略有斜交，同一矿带中的矿体在平面和剖

面上平行排列。容矿岩石为砂$泥岩、灰岩之角砾

岩、碎裂岩。矿体长#((!1%(’，倾斜延深&(!#((
’，厚(.%!/%.%’，平均1.%2’，"（34）为（,.("!
&.5&）6,(72，平均,.2"6,(72。矿石中硫化物以

黄铁矿为主，见微量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脉石矿

物以石英、方解石为主，占%&8以上"。矿石结构

以微$细粒结构、中粒半自形及不规则粒状结构、紧密

图, 小水井金矿地质图（据周云满等，#((59修改）

,—第四系沉积物；#!&—上三叠统云南驿组：#—第三段泥岩（!"!"）；"—第二段泥灰岩（!"!#$"）；/—第二段砂岩（!"!#$#）；&—第二段灰

岩（!"!#$,）；2—断层带；1—逆断层；%—正断层；5—向斜轴；,(—背斜轴；,,—金矿体及编号；,#—煌斑岩；,"—勘探线及编号；,/—不

整合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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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结构为主，砂屑斑状压碎结构、不等粒嵌布变晶

结构、边缘交代结构、胶状结构次之。矿石构造以细

脉状!细网脉状构造、斑块状、星散状或浸染状构造

为主，皮壳状构造、骨架蜂窝状构造、斑点状及土状

粉末状构造次之。金主要以自然金的形式存在，有"
种赋存状态：! 包裹金：自然金被褐铁矿（黄铁矿）、

石英包裹，形成于褐铁矿、石英之前或同时；" 裂隙

金：自然金沿石英、褐铁矿（黄铁矿）裂隙产出。

根据周云满（"##$%）对矿床成矿时期和成矿阶

段的研究结果，成矿期划分为矿源层形成期、热液期

（构造!岩浆热液期）、表生氧化期，其中热液期划分

为&个阶段：! 石英阶段，主要形成石英脉，呈扁透

镜状、杆状、肠状小褶曲，由弥散状、乳滴状微细粒他

形不规则粒状石英组成，石英颗粒间含有较多的绢

云母残余碎片。伴随本期硅化有相对较弱的金矿

化。" 黄铁矿!石英阶段，形成含金黄铁矿!石英细

脉和网脉。该期硅质交代作用最为强烈，范围较大。

硅质矿物主要为石英，少量蛋白石、玉髓。微!中粒，

以半晶质!晶质为主。石英呈紧密镶嵌迷雾状、乳滴

状交代、充填原岩矿物及间隙中，石英颗粒内可见早

期硅化残余物，镜下该残余物颗粒具波状消光等变

晶现象。微细不等粒玉髓状石英、蛋白石形成微细

层带，层层交叠，构成平直或褶曲层壳状结构，成团

斑状分布于构造角砾岩中。部分石英呈透明、半透

明的柱状晶体整齐地排列在晶洞或晶腔中，组成梳

状晶簇复脉结构。该期黄铁矿呈他形粒状、星散状

产于各种蚀变角砾岩中，其粒度较细，粒径#’(#
#’#())，晶形较差。金在早期黄铁矿中是以亚显

微状态存在，含量甚微。$ 多金属硫化物阶段，主

要形成多金属硫化物!石英细脉和网脉。该期黄铁

矿化较强，分布范围广，呈他形!自形粒状，以不规则

他形、半自形为主，部分为不规则五角十二面体、立

方体，在碳酸盐岩中以他形、立方体晶形为主，碎屑

岩类中则多为他形—不规则（不完整）五角十二面

体。粒度较粗，一般#’(#())左右，部分可达到"
))。粒度越粗，含矿越差，含金以微!中粒为好；晶

形越完整，含金越差，以他形!半自形为好。其他硫

化物较少，有铁闪锌矿、方铅矿、黄铜矿等。% 石英!
萤石!重晶石!碳酸盐化阶段，主要形成无矿石英!碳

酸盐脉，切穿其他脉体和剪切面理，为成矿晚阶段产

物。该期硅化表现为石英呈半晶质、晶质，他形!半

自形，粒度较粗，呈团斑、晶簇梳状、细脉浸染状，或

呈网脉状充填交代于裂隙及两侧岩石矿物间，与金

矿生成无关。碳酸盐化主要表现为方解石、白云石

的重结晶，粗晶方解石!白云石沿岩石和角砾岩中的

裂隙、羽状裂隙呈细网脉状、团块状充填交代。萤石

多呈紫色、绿色、无色半透明不规则粒状集合体，脉

体沿角砾裂隙间充填，局部见半自形石英沿萤石边

缘进行交代，形成不规则的港湾状或岛屿状。

" 测试技术方法及精度

本次流体包裹体测试由河北省地质矿产局廊坊

实验 室 承 担，采 用 英 国 地 质 调 查 所*+,-+,./和

0123%)公司设计的林克姆（0123%)）456*78##型

冷!热台进行测试，温度范围从9($8#:8##;，冷

冻数据和均一温度数据的精度分别为<#’(;和

<";。对每个样品中的包裹体进行了多次均一化，

采取同一样品测多个包裹体、同一包裹体多次均一

化的严密实验测温方式。流体包裹体的盐度是先测

定包裹体的冰点温度，然后运用公式换算出的盐度。

石英气!液相包裹体的成分分析样品由中国地

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流体包裹体实验室测试。

气 相 色 谱 分 析 仪 器 为 日 本 岛 津 公 司 *+1)%/=>
7?"#(#气相色谱仪，载气为5,；爆裂炉为澳大利亚

*@7公司产的热爆裂炉，包裹体爆裂取样温度为

(###A##;。分析样品为脉石英破碎至#BC##B&A
))后在双目镜下手选的石英单矿物，样品在分析

前放入王水在D##E#;时煮C#&+，然后用二次蒸

馏水超声波振荡淋洗"#次，放入烘箱在D##E#;下

烘&#A+。色谱分析仪器最低检出限为(#98。离子

色谱 分 析 仪 器 为 日 本 岛 津 公 司*+1)%/=>5F?!*G
*HI,.离子色谱仪，样品经王水清洗、二次蒸馏水淋

洗和真空干燥后，放入爆裂炉A##;爆裂，用 61JK
J1->.,纯水在超声波振荡下淋洗，直至淋洗液电导率

前后无变化，收集淋洗液定溶，送入离子色谱仪进行

分析。阳离子最低检出限为(#98，阴离子最低检出

限为(#9$。

石英、萤石、白云石、方解石单矿物包裹体的氢、

氧同位素测试工作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

所同位素实验室完成。氢同位素分析针对石英、萤

石中的流体包裹体，首先在(A#;真空条件下去气&
+以上，除去矿物中的吸附水和次生流体包裹体；在

"###CA#;下采用加热爆破法提取原生流体包裹体

中的5"L，并在&##;条件下与M2反应C#)12制取

5"；最后在 6N4!"A(@6质谱仪（O1221P%2公司）上

AA第C(卷 第(期 周云满等：滇中小水井金矿床成矿流体地球化学及成因类型探讨

 
 

 

 
 

 
 

 



测定同位素比值。!!以"#$%为标准计算，精度

&’(。氧同位素分析针对石英、萤石矿物，用)*+,
和石英、萤石样品在,--.真空中反应提取矿物氧，

并与灼热的石墨棒燃烧转化成/$’气体，在 #012
’,3质谱仪上分析同位素组成；!45$以"#$%为标

准计算，精度&-6’(；与石英、萤石平衡的流体中水

的!45$水 值依据4---78"石英2水93635:4-;<／!’;
36=计算。矿化晚期的白云石、方解石碳、氧同位素

组成分析采用>?#"（>@AB*CDE）仪，!43/和!45$分

别以F!)和"#$%为标准计算，精度均为&-G’(
（#HAEIH7G，’--’；’--5）。

硫同位素组成分析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

研究所同位素实验室完成。将黄铁矿样品粉碎到

’--目，以/J’$和K’$,作为混合氧化剂，在高温真

空条件下与黄铁矿样品反应，以将"氧化成"$’；测

试仪器为 #01’,4L#质谱仪，采用的国际标准为

/!1，分析精度为&-6’(。

黄铁矿中铅同位素组成分析在国土资源部同位

素地质开放研究实验室完成。黄铁矿单矿物样品在

玛瑙研钵中磨到!’--目，采用MN$3浸泡去除表

面附着的脉石矿物，然后通过阴离子交换树脂，提取

FO，晾干后以4PMN$3稀释。质谱测试采用14为

标准进行质量分馏校正，在英国NJ>8@I*JDE8I公司

生产的高分辨多接受等离子质谱仪（NJF7H@DHM?）

上进行分析。在测定样品之前，用N)"Q54标准校

准仪器，测定过程中，随时测定N)"Q54以便监测仪

器。测定误差!3P。

3 成矿流体特征及测试结果

为研究矿床成矿流体的特征，对矿床热液期不

同成矿阶段形成的矿物分别开展了流体包裹体的形

态、成分、物理化学条件的研究；对透明矿物石英、方

解石中的流体包裹体进行了均一法测温；开展了硫、

氢、氧和铅同位素的研究。

!G" 流体包裹体特征

矿区金矿石中，热液期=个成矿阶段的共生石

英、方解石透明矿物的流体包裹体较发育，多为成群

密集分布，孤星状者甚少。包裹体形态多为椭圆状、

规则状，少数为不规则状，大小为’:’#4=:45

$D’，多数为3:3#,:<$D’。以原生NH/72M’$型

气2液两相包裹体（气相分数小于,-P）为主，气相包

裹体（气相分数大于,-P）较少，其他类型的包裹体

未发现。

第一世代（石英阶段）：测定4件方解石样品内

的3个原生包裹体，大小为=:,#=:4-$D’，形态

呈椭圆状、规则状，少数为不规则状，均为气2液两相

包裹体，气相分数为3-P。测定,件石英样品内的

’,个原生包裹体，大小为’:3#4=:45$D’，多数

为3:3#<:5$D’，形态以椭圆状、不规则状，少数

为规则状。以气2液两相包裹体为主，气相分数为

,P#3-P，多数为4-P#’-P，约占包裹体总量的

R,P#5QP。见少数气态包裹体，气相分数为<-P
#4--P（图’H、’O），约占总量的44P#’,P。包裹

体呈单个或成群规则分布，形态相似，大致定向排

列，长轴方向基本上为石英长柱形的方向。包裹体

在被冷冻回温过程中，在;’64.#;4<6Q.之间冰

晶融化。

第二世代（黄铁矿2石英阶段）：测定4件方解石

样品内的Q个原生包裹体，大小为’:’#3:5$D’，

大小均匀，形态以圆形、椭圆状、不规则状为主，少数

为短柱状。均为气2液两相包裹体，气相分数为4-P
#=-P，多数为4-P#’-P。测定<件石英样品内

的35个原生包裹体，大小为’:’#<:5$D’，多数

为’:3#=:<$D’，大小均匀，形态以圆形、椭圆状、

不规则状为主，少数为规则状，均为气2液两相包裹

体，气相分数为,P#3-P，多数为4-P#’-P（图

’S）。包 裹 体 在 被 冷 冻 回 温 过 程 中，在;46R.#
;4,64.之间冰晶融化。

第三世代（多金属硫化物阶段）：测定4件方解

石样品内的<个原生包裹体，大小为’:’#3:,

$D’，大小均匀，形态以圆形、椭圆状、不规则状为主，

少数为短柱状。均为气2液两相包裹体，气相分数为

4-P#3-P，多数在4-P左右。测定4-件石英样品

内的54个原生包裹体，大小为’:’#4-:4=$D’，

多数为3:3#,:<$D’，形态以椭圆状、不规则状为

主，少数为规则状，均为气2液两相包裹体，气相分数

为,P#3-P，多数在4-P左右（图’T、’U），约占包

裹体总量的Q-P#Q,P。见少数气态包裹体，气相

分数 为5-P#4--P，约 占 包 裹 体 总 量 的,P#
4-P。测定4件石英脉样品内的4=个原生包裹体，

大小为3:=#5:4’$D’，多数为=:,#,:<$D’，

形态以椭圆状、不规则状为主，少数为规则状，均为

气2液两相包裹体，气相分数为,P#3-P，多数在

4-P左右。包裹体在被冷冻回温过程中，在;46-.
#;446,.（多数为;3.#;=.）之间冰晶融化。

<, 矿 床 地 质 ’-4’年

 
 

 

 
 

 
 

 



 
 

 

 
 

 
 

 



表! 石英流体包裹体成分及特征参数

"#$%&! "’&()*+),-.-)/,#/0(’#1#(.&1-,.-(+#1#*&.&1)2.’&2%3-0-/(%3,-)/,-/43#1.5

样号 矿物名称
!（液相）／!"#$ 特征参数

%&’ (’ )&’ *+’ ,# )-# ./0#1 %&’／(’ ./0#1 ／)-# )/0／20/

)(34"!51 硅化砂岩中的石英 36$44 0631$ "67"1 "6""3 "60$8 76"0! "69$1 76"8$ "6087 "6!8"
:;!9"!2!8 硅化灰岩中的石英 769$4 "69$7 "687" "6"09 "6!11 069!8 06$13 1641" "6498 "6!74

样号 矿物名称
"（气相）／<

20/ )/0 )21 )/ )02$ 20. %0 /0
=2

)(34"!51 硅化砂岩中的石英 3161!9 !06$80 "6733 "6743 "68!" "6""3 !6"09 "6783 $68
:;!9"!2!8 硅化灰岩中的石英 3"69$1 !!607! "6173 "6038 !60!9 "6""9 !6!!8 "6$73 86"

注：样品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流体包裹体实验室测试，测试仪器：日本岛津公司.>?@&ABC2D)E.:.FGHI离子色谱仪，日本岛

津公司.>?@&ABCJ)0"!"气相色谱仪。

$!1K1"@0，形态以椭圆状、不规则状为主，少数为

规则状，均为气E液两相包裹体，气相分数为8<!
!"<。该世代矿物中的包裹体数量较少。包裹体在

被冷冻回温过程中，在#"L8M!#$L0M之间冰晶

融化。

对比1个世代石英、方解石流体包裹体特征可

看出，从第一世代到第四世代，包裹体总量和气相包

裹体数量均由多到少，气E液两相包裹体总体占绝对

优势，其中以与成矿关系最密切的第三世代石英中

流体包裹体较为复杂。

667 成矿流体化学成分

经第二、三世代石英气E液包裹体的成分分析结

果（表!），粗略分析成矿流体化学成分为：液相成分

之阳离子以%&’、(’为主，且%&’!(’，%&’／(’

比值为7L"8$!1L41"，呈现出阳离子富%&’、(’而

贫)&0’、*+0’的特点。阴离子成分以)-#、./0#1 为

主，且)-#!./0#1 !,#，./0#1 ／)-#比值为"L087!
"L498。

气相成分以20/、)/0为主，同时有)21、)/出

现。

以上包裹体液相、气相成分说明，矿床成矿流体

以20/E)/0E%&)-溶液为主，金在NCE)-E.E%&E20/
体系中以NC’、NC7’的各种络合物形式迁移，溶液

=2值在弱酸性与弱碱性之间变化（王燕等，0""7）。

666 成矿流体物理化学条件

对不同成矿阶段所形成矿物中的流体包裹体进

行了均一法测温。根据中E低盐度20/E%&)-体系盐

度计算公式、温度E盐度E密度相图、#$%相图、深度E温

度图解（卢焕章等，0""1），粗略求得成矿时的压力，

并换算成深度（按!O@"09"K!"8:&）。

第一世代（石英阶段）：$件样品!"个矿物原生

包裹体的均一温度747!13"M（图7）。成矿时的压

力为（03"!$1"）K!"8:&，相应的成矿深度为!L"1!
0L79O@，流体密度#"L9$+／P@7。

第二世代（黄铁矿E石英阶段）：9件样品19个矿

物原生包裹体的均一温度7"1!114M，大多数在

70"!74"M之间（图1）。成矿时的压力为（09"!
71"）K!"8:&，相应的成矿深度为!L"!!L0$O@，流

体密度小于"L$8!"L9+／P@7。

第三世代（多金属硫化物阶段）：!!件样品!"!
个矿物原生包裹体测得均一温度!$3!797M，大多

数在!3"!0$"M之间（图8）。成矿时的压力为（!""
!0$"）K!"8:&，相应的成矿深度为"L79!"L4O@，

流体密度"L$8!"L4+／P@7，平均"L9$+／P@7。

第四世代（石英E碳酸盐化阶段）：1件样品!9
个矿物原生包裹体测得均一温度!89!0""M，大多

数在!91!!49M之间（图$）。成矿时的压力为（8!

图7 第一世代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直方图

,?+67 2?QRG+I&@Q>GS?T+>G@G+HT?B&R?GTRH@=HI&RCIHQGU
U-C?A?TP-CQ?GTQ?T@?THI&-QGUR>HU?IQR+HTHI&R?GT

!"）K!"8:&，相应的成矿深度为"L"79O@，流体密度

38 矿 床 地 质 0"!0年

 
 

 

 
 

 
 

 



图! 第二世代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直方图

"#$%! &#’()$*+,’-).#/$-),)$0/#1+(#)/(0,20*+(3*0’)4
453#6#/753’#)/’#/,#/0*+5’)4(-0’07)/6$0/0*+(#)/

图8 第三世代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直方图

"#$%8 &#’()$*+,’-).#/$-),)$0/#1+(#)/(0,20*+(3*0’)4
453#6#/753’#)/’#/,#/0*+5’)4(-0(-#*6$0/0*+(#)/

9:;!9:;8$／7,<。

对石英、方解石中的流体包裹体采用冷冻法测

得的冰融化温度（冰点），利用=)6/+*（>;;<）的方程

计算获得盐度：第一世代>件方解石样品?个原生

包裹 体 的 !（@+A50B）为>8:;C!>D:9!C，平 均

>E:DDC，8件石英样品>?个原生包裹体的!（@+F
A50B）为<:88C!?9:>8C，平 均><:?DC，总 平 均

>!:98C，属中等盐度包裹体；第二世代>件方解石

样品;个 原 生 包 裹 体 的 !（@+A50B）为?:;C!
D:EDC，平均!:;GC，E件石英样品?>个原生包裹

体的!（@+A50B）为!:E8C!D:;8C，平均E:G!C，总

平均E:?GC，属低盐度包裹体；第三世代>件方解石

样品>9个 原 生 包 裹 体 的 !（@+A50B）为E:>EC!
E:<C，平均E:?<C，>9件石英样品E;个原生包裹

体 的!（@+A50B）为>:G!C!;:9DC，平均8:<>C，总

图E 第四世代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直方图

"#$%E &#’()$*+,’-).#/$-),)$0/#1+(#)/(0,20*+(3*0’)4
453#6#/753’#)/’#/,#/0*+5’)4(-04)3*(-$0/0*+(#)/

图G 小水井金矿床流体包裹体盐度直方图

"#$%G &#’()$*+,’-).#/$’+5#/#(H)4453#6#/753’#)/’
)4(-0I#+)’-3#J#/$$)56602)’#(

平均8:<<C，属低盐度包裹体；第四世代!件石英样

品;个 原 生 包 裹 体 的 !（@+A50B）为9:DDC!
;:!GC，平均!:EGC，属低盐度包裹体。根据包裹体

盐度!（@+A50B）直 方 图（图G）分 析，成 矿 流 体 的

!（@+A50B）集中分布在<C!;C之间，以EC!GC
区间分布率为最高（!个世代><?个样品总平均为

G:>!C），呈近正态分布，应属低盐度流体包裹体。

综上所述，从第一世代到第四世代，流体包裹体

的温度降低，压力减小，形成深度变浅，盐度降低，密

度加大，表明成矿环境由深变浅的演变过程。第一、

二世代的流体处于中等盐度及高K中温环境，代表早

期非矿化阶段的深成环境。主要成矿时期（第三世

;8第<>卷 第>期 周云满等：滇中小水井金矿床成矿流体地球化学及成因类型探讨

 
 

 

 
 

 
 

 



表! 碳、氢、氧同位素组成

"#$%&! "’&()*+),-.-)/,)0.’&(#1$)/，’231)4&/，)524&/

样品号 原样号 样品名称 !!"#$%&’(／) !!*+$%&’(／) !!*+$%,-+.／) !’$%,-+.／)

/0122*1!34 ("52! 白云石 6378 6!178 !473 6!18
/0122*1!3* ("521 白云石 6*71 6!179 !*72 6!"3
/0122*1!38 ("521 方解石 6!27" 6!17* !474 6!98
/0122*1!42 ("52" 白云石 6!27" 6!97! !97" 6!91
/0122*1!4! &’!42!:!4 方解石 6"7" 6!"7* !374 6!94
/0122*1!91 #/4!2!(! 石英 471 6!23
/0122*1!9" #/4!2!(! 萤石 6471 6!"9
/0122*1!99 ("521 石英 !!75 6!2!
/0122*1!98 #/*82!(1 石英 87" 6!!2

注：样品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同位素实验室分析。

图* 小水井金矿流体包裹体的!’%!!*+图解

（据;<=>?@@><A7，!8*2）

!—小水井金矿；1—标准平均海水

BCD7* :E=FGD@H%GIED@HCJG>GKCL=C<DF<MGNNAOC=
CHLAOJCGHJCH>P@QC<GJPOCRCHDDGA==@KGJC>
!—QC<GJPOCRCHDDGA==@KGJC>；1—,-+.

代）为浅成环境，成矿流体为中低温、低盐度、低密度

的流体，矿床为中%低温热液矿床。

677 同位素组成

由于本矿床氧化程度高，硫化物少且较细，仅对

1件硅化灰岩矿石中黄铁矿样品的硫同位素进行了

分析，!"5,$%#’S值为T!U3)"T5U*)，为正向偏离

陨石硫，偏离幅度较小，成矿流体中的硫可能主要来

自深源岩浆流体，但混有少量周围地层中的硫。

对!件硅化灰岩矿石中黄铁矿样品的铅同位素

进行了分析，获得!组铅同位素数据：123&V／125&V
!*U585W2U239，124&V／125&V!9U329W2U294，12*&V／
125&V"*U141W2U235，属于正常铅，可能为壳、幔混

合铅（’G@@><AU，!848；季克俭等，!888）。9件白云

石、方解石样品的!!"#$%&’(测定值为6!2U")"

6"U")，与深源地幔岩碳的同位素组成相近，指示

成矿流体中的碳可能主要来自深部幔源碳。

8件石英、萤石、白云石、方解石包裹体的氢、氧

同位 素 测 试 结 果 为：!!*+$%&’(值 为6!9U!)"
6!1U9)，!!*+$%,-+. 值 为 64U1) "!*U2)，

!’$%,-+.值为6!98)"6!2!)（表1）。在!’%!+
图中投影点多数远离典型岩浆水，靠近交代水和位

于美国卡林金矿的投影区（;<=>?@@><AU，!8*2）内及

周边（图*），其中有"件接近岩浆水，样品来自煌斑

岩脉附近，有岩桨水的参与混入，表明成矿热液为以

大气降水为主，热液主要来自于天水及地下水循环

从构造活动及岩体获得热源形成的流体。

5 讨 论

778 矿床类型分类方案

关于金矿床的成因分类，矿床学家从不同的角

度提出了多种分类方案，现有的金矿床分类有"种：

一是按“赋矿建造%容矿空间”分类；二是按“含矿岩

性%矿石（化）类型”分类；三是按“物质来源%成矿作

用”分类。最近葛良胜等（1228）提出金矿床的新分

类应包括1个层面的分类，一是理论分类（成因分

类），二是应用分类（工业分类），该方案有利于理论

研究和勘查实践应用，本文采用该分类方案，从理论

研究对勘查找矿的指导意义上初步提出小水井金矿

的成因类型。

77! 矿床类型划分的地质%流体地球化学依据

小水井金矿床处于哀牢山造山带红河韧%脆性

剪切构造带东侧次级断裂带中。构造控矿是小水井

金矿床的主要特点（周云满等，1228V），小水井金矿

床受控于区域三级断裂（B"），其内更次级的断层、剪

23 矿 床 地 质 12!1年

 
 

 

 
 

 
 

 



切裂隙破碎带、层间破碎带控制了矿体的空间产出

位置；矿床控矿构造类型为脆!韧性剪切断裂构造，

构造破碎带起码经历了"期应力作用的改造，早期

为压扭性韧性剪切变形，中、晚期为张扭性脆!韧性

剪切变形，后期为脆性剪切作用，形成碎裂状岩石；

矿床金矿化作用主要与中、晚期的脆!韧性剪切变形

作用有关，发生在脆!韧性剪切变形阶段或稍晚。在

断裂产状变化地段、不同方向断层交切附近、破碎带

的膨大部位，是厚大透镜状矿体富集的有利空间；破

碎带变窄地段，矿体变薄、尖灭，形成脉状矿体。

据矿床硫、碳同位素研究，金矿石具幔源硫特

征，与围岩的硫、碳在同位素组成上有偏离；氢、氧同

位素的组成特征则表明成矿热液主要为天水的溶液

及地下水循环从构造活动及岩体获得热源形成的流

体；围岩蚀变以硅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绢云母化

为特征。流体包裹体大小为#$#!%&$%’"(#，类

型以气!液相为主，出现少量气相。矿石中的石英包

裹体液相成分阳离子以)*+、,+为主，)*+／,+比

值为"-./0!&-1&.；阴离子以234、56#4& 为主，且

234!56#4& !74；气相成分以8#6、26#为主，间有

28&、26出现。主要成矿阶段包裹体均一温度集中

于%’.!#0.9之间，成矿深度约为%-.:(，流体密

度.-0/!.-1;／<("，流体盐度!（)*23=>）%-?&@!
1-.’@（平均/-""@）。

综上所述，认为小水井金矿床属于浅成条件下，

由中低温、低盐度、低密度的以天水为主的热液流体

在韧!脆性剪切构造带中形成的构造蚀变岩型金矿

床。

!A" 与卡林型、造山型金矿对比

与美国西部卡林型金矿床地质特征进行对比

（表"），小水井金矿床的赋矿围岩、围岩蚀变、控矿构

造、矿物组合、结构构造、金赋存状态、氢!氧同位素

特征 等 与 之 相 似（刘 东 升 等，%11&；B*CD:==D*3A，

%1’.）。然而，也有如下显著的差异：# 成矿构造环

境，美国西部的卡林型金矿床产于大陆边缘弧后的

盆岭省，而小水井金矿床产于板块俯冲!碰撞!挤压走

滑造山带与中生代前陆盆地的山!盆过渡区（造山带

后缘），属碰撞期挤压向伸展阶段转换环境；$ 卡林

型金矿床容矿构造主要为层间破碎带、扩容空间、张

性断裂，矿体以似层状、透镜状为主，而本矿区为韧!
脆性剪切构造带控矿，矿体以脉状、透镜状、不规则

状为主；% 矿石结构构造，卡林型金矿床以浸染状、

细脉浸染状构造为主，而小水井矿区以网脉状、细脉

状构造为主；& 经典的卡林型金矿床与岩浆岩关系

不明显，而本矿区有较多的煌斑岩脉产于矿化蚀变

带中，而且成岩与成矿的时间差距不大，与金成矿有

密切的关系（符德贵等，#.%.）。’ 卡林型金矿床成

矿流体以浅源的大气降水为主，或者以活化的封存

于沉积物中的建造水为主，成矿流体压力较低、26#
含量不高，而本矿区除具有上述特征外，还有大量富

26#包裹体。上述表明，小水井金矿床已有造山型

金矿的特征。

与哀牢山造山型金矿带的其他矿床（老王寨、墨

江、大坪、长安）进行对比，成矿地质特征类似，但哀

牢山造山型金矿与EFGH=I、EG3CJ*FK和,=FFL<M描述

的典型造山型金矿成矿流体特征有一些差异，如盐

度!（)*23=>）稍高，老王寨金矿为%"-%@，墨江金矿

为%%-?@；大坪金矿第一世代为&-/@!1-#@，平

均0-"0@，第 二 世 代 为 %%@ !%/-?@，平 均

%%-10@，第三世代为?-"@!%%-?@，平均’-%"@；

长安金矿为%.@!##@；小水井金矿第一世代为

"-//@!#.-%/@，平均%&-./@，第二世代为#-1@
!’-1/@，平 均 0-#?@，第 三 世 代 为 %-?&@ !
1-.’@，平均/-""@，第四世代为.-’’@!1-&?@，

平均&-0?@，&个世代平均为?-%&@。这一特征可

能是哀牢山!红河造山型金矿所特有的，原因有待进

一步研究。

!#! 矿床类型

根据上述成矿地质背景、矿床地质特征、成矿流

体地球化学特征及与造山型金矿和美国西部卡林型

金矿特征的对比，认为小水井金矿床的地质!地球化

学特征与造山型金矿相似，其成因类型应归属于

EFGH=I等（%11’）定义的浅成造山型金矿床或葛良胜

等（#..1）建议的碰撞造山型金矿，工业类型为构造

蚀变岩型金矿。

!A$ 矿床形成过程探讨

（%）区域矿源层的形成提供了金成矿物质基

础。矿区及红河金矿带结晶基底主要为古元古代优

地槽浅海相的中基性火山岩和火山沉积岩、熔岩，形

成大红山式的古陆边缘与海相变钠质熔岩有关的铁

!铜矿床，伴生金。基底地层具有较高的金丰度值，

构成 了 初 始 的 矿 源 层（ 周 云 满 等，#..0；#..1*；

#..1K）。从中元古代至中三叠世（%?..!#..N*）

的%/..N*间，矿区及周边处于长期隆起剥蚀状

态，属于康滇古陆西南部 边 缘。其 间 的 晚 古 生 代

（O—2—P），在本区西侧的滇西古特提斯大洋板块

%0第"%卷 第%期 周云满等：滇中小水井金矿床成矿流体地球化学及成因类型探讨

 
 

 

 
 

 
 

 



表! 小水井金矿床与造山型金矿、美国卡林型金矿成矿地质特征对比

"#$%&! ’()*+#,*,(-.&*#%%(/&)&,0,/&(%(/01#%12#+#1*&+0,*01,(-*2&30#(,24050)/647&8(,0*，*2&6.&+01#)
’#+%0)9*:8&647&8(,0*,#)7(+(/&)01*:8&647&8(,0*,

地质特征 小水井金矿床 美国卡林型金矿 造山型金矿

区域成矿构

造背景
印度板块与扬子板块俯冲!碰撞!挤压走

滑造山带与中生代前陆盆地的山!盆

过渡区，属碰撞造山背景

黄石公园地幔热点活动区，大盆地幔隆

区，活动大陆边缘盆岭省

会聚板块边缘增生体或造山带环境，包

括外会聚造山带、内会聚造山带

控矿!容矿构

造

区域""#向深大断裂、高角度走滑断

层旁侧次级剪切断裂破碎带及交叉复

合部位，矿体产于韧!脆性剪切构造带

中

区域"#向大背斜和大断裂、高角度断

层或区域冲断层，断裂构造破碎带交

叉复合部位，层间破碎带

矿床受断裂控制，产于超岩石圈断裂带

的二级或更低级别的断层羽中，矿床

严格受控于脆!韧性变形构造

赋矿地层层

位及容矿岩

石

上三叠统云南驿组薄!中厚层状砂泥岩、

灰岩、白云岩，矿化对围岩没有选择

性，而与破碎程度有关

志留系!泥盆系，沉积岩为薄层状泥质或

泥碳质灰岩或白云岩，普遍伴有碳质

页岩。侵入岩为花岗闪长岩和长英质

岩脉

产于变质地体中，对围岩没有选择性，而

与各时代变质地体有一致的关系

火成岩 外围有花岗岩体侵入，矿区内有煌斑岩

和长英质岩脉侵入，与金矿化有成因

联系

岩浆岩活动区，矿床形成于侵入岩和火

山岩附近，多数矿床发育各种脉岩，但

与金矿化无直接的成因关系

岩浆岩活动区，矿床形成于侵入岩和火

山岩附近

矿床类型 韧!脆性剪切构造带中形成的构造蚀变

岩型脉状金矿床

以碳酸盐岩系中粉砂岩层和砂泥质灰岩

或白云岩为容矿岩石的金矿床，似碧

玉岩中含准显微金和浸染状硫化物

韧!脆性剪切构造带中形成的蚀变岩型

脉状金矿床、石英脉型金矿床

矿体形态 脉状、透镜状、不规则状为主 似层状、透镜状为主，其次为脉状、不规

则状

透镜状、脉状为主，其次为似层状、不规

则状

矿石类型 低硫化物微细粒浸染碎屑岩型、碳酸盐

岩型矿石。金呈次显微!显微自然金。

正常型、硅质型、黄铁矿型、碳质型和富

砷型（雄黄型）矿石。金呈次显微!显

微自然金

硫化物微细粒浸染型、黄铁矿型、富砷型

矿石

矿物组合 自然金、黄铁矿、萤石、重晶石、辉锑矿、

石英、方解石、白云石和黏土矿物。一

般细粒硫化物小于$%

自然金、黄铁矿、雄黄、雌黄、毒砂、辰砂、

萤石、重晶石、辉锑矿、石英、方解石、

白云石和黏土矿物。一般细粒硫化物

小于$%。

自然金、黄铁矿、毒砂、石英、闪锌矿、黄

铜矿、辉铜矿、方解石、白云石和黏土

矿物。硫化物含量低，&%!’%

结构构造 网脉状、细脉浸染状构造，胶状结构、交

代结构，岩石受硅交代

浸染状、细脉浸染状构造，胶状结构、交

代结构，碳酸盐岩石受硅交代

浸染状、细脉状、细网脉状、斑块状构造，

交代结构

元素组合 ()!(*!(+!,*!-.组合 ()!(+!,*!#!/0组合，(+!,*!-.!12!3组

合
()!(*!(+!-.!14!#!/0!56!5组 合，低 温

区域为()!(*!(+!,*!-.组合

伴生矿床 热液型铅锌银矿、砷矿、砂砾岩型金矿 矽卡岩型!斑岩型钼（铜金）矿、辉锑矿重

晶石脉、砂金矿

矽卡岩型钼矿、斑岩型钼矿、辉锑矿重晶

石脉、砂金矿。

围岩蚀变 硅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萤石化、重晶

石化、绢云母化。横向分带明显，垂向

分带不明显

原生矿石：脱碳酸盐化、硅化!似碧玉化、

黄铁矿化、雄（雌）黄化、伊利石化、方

解石化、高岭石化、碳化。缺乏明显的

元素／蚀变分带

硅化、34碳酸盐化（较发育）、绢云母化、

黄铁矿化、绿泥石化。横向分带明显，

垂向分带不明显。

热液特征 中低 温、低 密 度、低 盐 度 的 ,78!987!
9,:!";92流体，!（987）高（$$<7&$%
!$7<=’7%）。!（";924>） 平 均

?<$:%，弱酸性!弱碱性溶液

中低温、低密度、低盐度的,78!987!";@
92流 体，!（987）低，温 度 $AB!
7:BC，压 力（$!:）D$BAE;，盐 度

!（";924>）7%!&%

低盐度富水含碳的,78!987!9,:流体，

富含987（$B%!7’%）、-、F和其他

GHGI，温 度、压 力 变 化 范 围 较 大，

!（";924>）!$B%，中性!弱碱性溶液

同位素特征 黄铁矿"&:-为J$<=K!J:<AK，"$&9
为L&<&K ! L$B<&K，"$A8 为

J?<7K!J$A<BK，"M为L$B$K!
L$’NK

"&:-为L&BK!&BK，"$&9变化范围

大，"$A8为JAK!J7?K ，"M值 为

L$&’K!L$=BK（"$A8、"M有更宽的

范围）

黄铁 矿"&:-为J&<AK!J$&<AK，

"$&9为L:<:?K!L=<=7K，"$A8
A<&7K!A<?BK，"M值 为L:BK!
L$:BK

成矿时代 古近纪（印度板块向扬子板块碰撞造山

期）

燕山晚期!古近纪!新近纪 各时代碰撞造山时期

风化特征 黄褐色氧化物，浅红褐铁锈色的黏土 淡红、灰和黄褐色氧化物，浅红褐铁锈色

的似碧玉岩

黄褐色氧化物，浅红褐铁锈色的黏土

注：美国卡林型金矿特征资料引自考克斯等（$NNB）。造山型金矿特征资料引自OP0Q4+4R;2<，$NNA；7BB&；O02ST;P.4R;2U，7BB$；7BBA#；武广等，

7BB=；杨荣生等，7BB=；陈衍景，7BB=。

#O02ST;P.VWU7BBAUO4020*X0T0P0*4Y6Z*02SUHY：[)YY;YO4020*6Z;2-)PQ4X，4SU8P4S4\0+6R+]0S42+;YS4̂\20P;R60YUF)Y]6Y*：:&&!’7&U

-_0PRZ0)P+4];R4P6;2U

7= 矿 床 地 质 7B$7年

 
 

 

 
 

 
 

 



向东部的扬子大陆板块俯冲，在消减带附近（哀牢山

断裂以西）形成裂谷型海洋，沉积了一套火山碎屑岩

和火山熔岩地层，并具有较高的金丰度值，构成了较

重要的矿源层。印支运动之后，特提斯洋闭合，侏罗

纪—白垩纪区内处于相对稳定的构造环境，形成内

陆湖相红色碎屑岩建造和含膏盐建造。在红河断裂

以东，!"—#地层由北向南逐渐超覆于$%&!"地层之

上，在不整合面之上，形成断续分布的风化壳型铁’
金矿和沉积改造底砾岩型铜’金矿。

（(）新生代喜马拉雅期造山运动及哀牢山造山

带的形成、发展和演化与金成矿过程有密切的时空

和成因联系。古近纪初（)*!**+,），印度板块与欧

亚板块对接和挤压碰撞，古近纪早期（古新世—始新

世早期），处于红河断裂东缘的本区褶皱隆起，基底

断裂组（红河断裂、苏步断裂、马龙河断裂、绿汁江断

裂等）复活，盖层（!"—#）构造继承了基底构造格局，

红河断裂带发生大规模的逆冲推覆及左行韧’脆性

走滑作用（曹淑云等，(--.），红河断裂与苏步断裂之

间形成逆冲’推覆断裂系统和韧’脆性剪切带。韧性

剪切带的形成为岩浆上升、岩脉侵位、成矿流体的形

成和运移提供了通道、空间和动力条件。成矿第一、

二世代的流体所处环境压力大、温度属高’中温、盐

度中等，表明成矿早期构造环境属于剪切变形的早

期，韧性变形发生于中深构造层次，岩石发生糜棱岩

化和强烈的片理化，代表早期非矿化阶段的深成环

境，该期流体的高温、高压、偏酸性的物理化学条件，

有利于金的溶解、迁移，成矿流体中金主要以金硫络

合物形式迁移，金氯络合物次之。

第三世代成矿流体为中低温、低盐度、低密度的

流体，代表主要成矿时期构造环境属于剪切变形的

晚期，韧性变形转向脆性变形的浅成环境，有利于金

的沉淀。古近纪晚期（始新世中期—渐新世），受控

于印度’欧亚大陆碰撞构造动力学体制转换，本区处

于碰撞造山期区域挤压构造应力场的相对松驰阶段

以及剪切走滑断裂构造系统最为发育的时期，深部

软流圈脉动隆起（杨立强等，(-&-），剪切带随地壳抬

升引张（伸展环境），构造层次上移到中浅构造层次，

剪切带发生脆’韧性变形，在构造活动应力的驱动下

含矿流体沿断裂破碎带从地壳深部向浅部运移，当

运移到地壳浅部次级断裂带中，由于温度、压力降

低，成矿流体中含有/01、23(14 ，热液呈弱酸至弱碱

性，金络合物溶解度降低，沉淀出金。

王登红等（(--)）对矿区矿石含金黄铁矿’石英

脉的石英进行了4-56／".56测年，获得坪年龄4*+,，

为始新世中期；渐新世早期（"(+,）有煌斑岩的侵

入，碳、铅、硫、氢、氧同位素研究表明成矿流体有岩

桨水的参与混入，热液系统主要为来自于天水及地

下水循环从构造活动及岩体获得热源形成的流体，

煌斑岩的侵入为金进一步富集提供了物源、热能、含

矿流体，使金矿化叠加富集（符德贵等，(-&-），说明

矿床主要形成于始新世中期—渐新世。

（"）表生氧化’淋滤再富集时期。新近纪以来，

随着地壳不断上升，矿床被抬升到表浅部，金属硫化

物及硫盐矿物在地表浅部氧化变成褐铁矿及其他次

生矿物，金在本阶段相对富集。

综上所述，小水井金矿床的形成经历了4个主

要过程：一是金元素初始富集形成矿源层；二是剪

切变形早期处于高温、高压、偏酸性的物理化学环

境，金溶解、迁移，中晚期处于浅成条件下，形成以剪

切裂隙为主要形式的扩容空间，为中低温、低盐度、

低密度的成矿流体，以充填方式形成含金石英’黄铁

矿细网脉；三是稍晚的中酸性岩脉（煌斑岩）侵入并

携带了大量深源流体和成矿物质，使先期形成的含

金糜棱岩、碎裂岩、角砾岩进一步富集成矿；四是表

生氧化’淋滤再富集时期。

* 结 论

小水井金矿床赋存于哀牢山造山带红河断裂东

缘次级韧’脆性剪切构造破碎带中，容矿岩石为砂’泥

岩、灰岩之角砾岩、碎裂岩。成矿流体中碳、硫来自

深部或地幔；成矿热液主要为天水下渗及地下水循

环从构造活动及岩体获得热源而形成的混合热液流

体，属7(3’/3(’8,/0体系。主要成矿阶段包裹体均

一温度集中于&9-!()-:之间，成矿深度约为&;-
<=，流体密度-;)*!-;.>／?="，流体盐度#（8,@
/0AB）&;C4D!.;-9D，平均*;""D（4个阶段总平均

C;&4D），成矿热液属于浅成’中低温’低盐度’低密度

的混合热液流体。矿床成因类型属浅成造山型金矿

床。矿床形成经历了金元素初始富集形成矿源层、

成岩期后剪切’逆冲推覆构造活动过程中的构造’热

液作用富集成矿、中酸性岩浆沿剪切构造带及裂隙

系统侵入活动形成的含矿热液叠加富集、表生氧化’
淋滤再富集的成矿过程。

志 谢 河北省地质矿产局廊坊实验室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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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同位素实验室对样品进

行测试分析，毛景文教授、张作衡教授及审稿专家对

本文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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