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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沃溪钨 锑 金矿床的矿石组构学特征

及其成因意义
Ξ

顾雪祥  ≥ ∏  ƒ ∂ √  刘建明  郑明华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贵州 贵阳  ∏ ° √

∏ ∏ ∏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 成都  

摘  要  通过对湖南沃溪矿床的宏观至微观尺度上的矿石组构学研究 揭示出矿床系同生热水沉积成因 ∀层

状矿体 !细脉状矿化以及围岩蚀变之间的空间关系 指示了矿石与其所赋存的围岩同时形成 ∀矿床形成后的变质 变

形作用 主要使矿物发生重结晶 !碎裂 !位错以及小范围的再活化等 ∀

关键词  地质学  矿石组构  沉积喷流  同生成因  钨锑金矿床  沃溪  湖南

中图分类号 ° ° ° ° °        文献标识识码

  湖南沃溪矿床是扬子地台南缘江南元古代造山

带内产出的为数众多的 • ≥ ∏建造矿床的典型

代表 ∀长期以来 该矿床以其独特的白钨矿 辉锑矿

自然金密切共生的矿物组合 产于浅变质沉积岩系

中完美的整合层状矿化以及显著的层控性 吸引了

众多中外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 ∀但迄今为止 有关

该矿床的成因仍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概括起来有岩

浆热液成因 徐克勤 张振儒 毛景

文等 !变质热液成因 罗献林等 !

变质水和大气降水混合热液成因 杨燮 牛贺

才等 刘英俊等 !沉积 变质 改造 成因

朱炎龄等 梁金城等 肖启明等

涂光炽等 梁博益等 李键

炎 鲍振襄 鲍振襄等 !同生

沉积成因 孟宪民等 或海底喷气 热泉 沉积

成因 张理刚 !层控 构造动力再造成因

刘亚军 彭渤 等观点 ∀

近年来 笔者对湘西地区以沃溪为代表的产于

元古界浅变质碎屑岩系地层中的钨 锑 金矿床开展

了系统的岩石学 !矿物学 !组构学及地球化学研究

∏ ≥ ∏

∀各种证据一致表明 沃溪矿床系晚元古代大

陆地壳边缘弧后拉张环境下 ∏ 同生

热水沉积作用的产物 ∀本文仅从沃溪矿床的矿物学

和组构学特征出发 探讨矿床的成因 ∀有关该矿床

的地球化学特征及所反映的成因信息 将另文论述 ∀

 矿床地质概况

矿床位于扬子地台南缘江南元古代造山带西段

雪峰山弧形隆起带中段向北西凸出的转折部位 ∀矿

区位于轴向近东西的仙鹅抱蛋穹隆状背斜的北东

翼 区内出露的地层自下而上有中元古界冷家溪群

° λϕ !新元古界板溪群 ° βξ 以及上白垩统

陆相红色砂砾岩 图 ∀ 其中 板溪群马底驿组

° μ 和五强溪组 ° ω 是矿区内出露的主要地

层 两者以横贯全区的沃溪逆断层为界 以北为五强

溪组 以南为马底驿组 ∀迄今所发现的矿体均位于

断层以南马底驿组地层的中上部 ∀矿区自西向东划

分为红岩溪 !鱼儿山 !栗家溪 !十六棚公和上沃溪

个矿段 ∀

作为矿体直接围岩的马底驿组地层为一套浅

Ξ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奥地利国家科学基金 ° ∞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和科技部基础研究重

大项目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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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沃溪矿田及邻区地质 构造略图 及沃溪矿床 ∞ ≥ • 向典型剖面图 据罗献林等 修编

ƒ  ≥ ∏ ∏ ∏ • ¬

∞ ≥ • • ¬ ∏

变质 绿片岩相 的浊积岩 ∏

依岩性变化可将其划分为 个岩性段 下段

° μ 厚 ∗ 为灰绿色中至厚层浅变质石

英砂岩和砂质板岩 底部与冷家溪群不整合接触面

上常见一层厚度可达 的砾岩 中段 ° μ 为

主要的含矿层位 厚度变化大 从数十米至 不

等 岩性为紫红色 !灰紫色 !紫灰色绢云母板岩 局部

夹厚 ∗ 的白云质灰岩透镜体 ∀本段中上部

靠近矿化层位含厘米级大小的具同心环带构造的钙

质结核 结核中有时含浸染状白钨矿 ∀上段 ° μ

为厚 ∗ 的灰绿色绢云母板岩和石英砂岩

局部夹紫红色板岩 ∀

根据矿体产状 !矿物组成和结构特征的差异以

及与围岩相互关系的不同 矿化分为层状和脉状 网

脉状两种主要类型 ∀层状矿化占沃溪矿床总储量的

以上 由至少 个与地层产状严格整合的层状

矿体 ∂ ∗ ∂ 组成 ∂ ∗ ∂ 见于图 !图 !图 ∀

其中 位于层状矿化系统中部的 ∂ ∗ ∂ 为主要的工

业矿体 而 ∂ ∗ ∂ 矿体规模较小 !连续性较差 因而

工业价值不大 ∀矿层走向近东西 倾向北 倾角平缓

∗ β ∀单个矿层的厚度 ∗ 不大 但

沿走向延长 ∗ 和倾向延伸 通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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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矿体在赋矿地层中的产出位置以及层状矿石

≥ !细脉状矿化 ≥∂ !切层脉体 ⁄∂ 和围岩蚀变

之间结构关系示意图

ƒ  

ς ς ¬ ∏

≥ ≥∂

√ ⁄∂

远且稳定 ∀矿石主要由韵律互层的条带状

和 或 层纹状含金石英 !辉锑矿 !白钨矿 !黄铁矿和

粉砂质粘土条带 粉砂级石英 绢云母 绿泥石 构

成 图 ∀这种韵律层在厚度仅数十厘米的矿层内

可达十几至数十个 韵律层理与矿层和围岩的层理

一致 ∀厘米级至毫米级厚的单个条带或纹层 在走

向及倾向方向上常可追溯数米至上百米远 ∀局部地

段 矿层与围岩同步揉皱 但在另一些情况下 矿层

发生揉皱而其上下围岩却未变形 图 ∀值得一提

的是 在层状矿体附近的顶底板 尤其是底板 围岩

中 见有数层整合产出的无矿石英和碳酸盐1铁白云

石 方解石 白云石 2 ∀这些无矿的石英 碳酸盐层

厚度仅为数毫米至数厘米 但顺层可追溯至数百米

远 其内部常发育许多不对称的 !多数轴面倾向北西

的小揉皱 但紧邻其上下的围岩却无变形现象 层理

平直 !清晰 这是一种典型的软变形构造 图 !图

∀

脉状 网脉状矿化占总储量的 强 产于层状

矿体下盘 ∗ 范围内的板岩中 图 !图 ∀

矿化以数十至上百条与层状矿体高角度相交和少数

近于平行的白钨矿 含金石英细脉为特征 细脉带形

态呈透镜状或楔状 一般走向长 ∗ 倾向延深

∗ ∀单条细脉呈平整的板状 厚 ∗

延伸 ∗ 脉间距 ∗ ∀

除上述两种主要的矿化外 局部偶见沿裂隙或

节理充填的石英 ? 白钨矿 ? 辉锑矿 ? 碳酸盐脉 主

要发育于层状矿体发生揉皱的核部地带并常切穿层

状矿体 图 !图 表明其形成与变形期间的再活

化作用有关 ∀

作为重要找矿标志的围岩蚀变 在层状矿体的

上下盘呈基本整合的层状产出 厚 ∗ 局部可

达 图 !图 ∀通常 下盘蚀变的强度和厚度

略大于上盘 蚀变带与围岩之间为渐变过渡关系 ∀

与未蚀变的紫红色板岩相比 蚀变岩石呈黄白色 !灰

白色或浅肉红色 因而也被称为褪色化蚀变 ∀蚀变

矿物呈弥散状或斑点状 局部沿微裂隙充填产出 矿

物组合包括石英 !绢云母 !绿泥石 !黄铁矿和碳酸盐

铁白云石 ? 白云石 有时含少量浸染状电气石和

重晶石 ∀蚀变带岩石保留了清晰的层理构造 ∀

 矿物学和组构学特征

在沃溪矿床 矿石的矿物组合较为简单 ∀金属

矿物主要有辉锑矿 !白钨矿 !黄铁矿和自然金 其次

为毒砂 !黑钨矿 !闪锌矿 !方铅矿 微量矿物包括黝铜

矿 !黄铜矿 !车轮矿 !块硫锑铅矿 !辉砷镍矿和方锑金

矿 ∀脉石矿物以石英占绝对优势 次为方解石 !白云

石 !铁白云石 !菱铁矿 !绢云母 !绿泥石 !重晶石 !电气

石 !磷灰石等 ∀次生矿物包括针铁矿 !纤铁矿 !锑华 !

方锑矿 !黄锑矿 !孔雀石 !蓝铜矿 !铜蓝等 仅偶见于

矿体上部的局部地段 ∀下面将简要描述若干主要矿

物的形貌和组构特征 ∀

2 1  辉锑矿

作为沃溪矿床中含量最丰富的一种硫化物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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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沃溪矿床中两种主要矿化类型的宏观特征

) 层状矿体及其两侧围岩的褪色化蚀变 ) 层状矿体局部放大 矿石由条带状 层纹状辉锑矿 黑色 !石英 白钨矿 白色 和粉砂质粘土

条带 灰色 的韵律互层组成 ) 条带状 层纹状矿石发生揉皱 但下盘围岩层理平坦 !未变形 ) 近矿体蚀变围岩中顺层产出的无矿石英

碳酸盐 白色 内部发育不对称的 !多数轴面倾向一致的小揉皱 软变形构造 ) 层状矿体下盘与地层高角度相交的脉状矿化 ) 局部沿

裂隙或节理发育的石英 白钨矿细脉切割层纹状矿石

ƒ  ∏ • ¬

) ≥ / 0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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锑矿在层状矿石中呈毫米级至分米级厚的细纹层

状 !条带状或块状产出 并与含金石英 !白钨矿 !黄铁

矿和粉砂质粘土构成韵律互层 图 ! ! ∀在显

微镜下 辉锑矿条带和 或 纹层由等粒至不等粒 !极

细粒 Λ 至粗粒 可达 的晶体集合体构成

图 ! ! ∀通常 单一纹层的晶体粒度大致相

等 多数为 Λ 左右 ∀在细粒辉锑矿集合体中 有

时可见到由拟态结晶作用形成的辉锑矿的他形变斑

晶 图 且变斑晶中常可识别出残余

的作为其前身的辉锑矿微晶 ∀有时 辉锑矿集合体

中含有大量的石英 !绢云母 !黄铁矿等显微包裹物

这些包裹物呈与层理和 或 纹层平行的定向排列

图 ∀这是一种典型的/ 内沉积组构0 ) ) ) 组构

≥ 代表了原始沉积层理的残余 讨论

见后 ∀在宏观至微观尺度上 辉锑矿条带或纹层常

与共生的含金石英 !白钨矿 !黄铁矿纹层和粘土条带

同步揉皱 !碎裂甚至局部糜棱岩化 ∀结晶后的晶格

变形常导致压力双晶的出现和辉锑矿晶体的波状消

光等 图 ! ∀

辉锑矿是沃溪矿床中的重要载金矿物之一 含

金量 ω ∏ 可达 ≅ 罗献林等 ∀金

在辉锑矿中主要呈次显微 超显微形式出现 部分呈

显微金产出 ∏ ∀

2 2  白钨矿

白钨矿主要在层状矿体中呈条带状 !层纹状 !壳

层状 !透镜状产出 其次在细脉矿化带中呈石英 白

钨矿 黄铁矿脉 !网脉产出 图 ∀白钨矿晶体粒度

变化大 从小于 到大于 多为他形

的粒状或板状 极少数为半自形晶 ∀他形板状的大

晶体通常破碎并大致沿 Μ 面定向排列 破碎后

的白钨矿多被石英 !铁白云石 !方解石 !黄铁矿等矿

物胶结 图 ∀有时可见白钨矿的示顶底组构和软

变形构造 图 !图 ∀与辉锑矿相似 白钨矿有

时也具 组构 晶体内平行层理和 或 纹理排列的

固体显微包裹体主要为石英和绢云母 次为黄铁矿 !

重晶石 !磷灰石 !毒砂和辉锑矿 ∀

在紫外光照射下 层状和脉状矿石中的白钨矿

均发浅兰色萤光 图 反映两者具相似的化学组

分 ∀电子探针分析表明 两种产状的白钨矿在常量

和微量元素组成上无明显区别 且均不含金 ∏

∀

2 3  黄铁矿

黄铁矿具多种形态和较大的粒度变化范围 从

Λ 至 ∀按粒度 !形态和产出特征的不同 主

要可分为 类 ≠ 极细粒 Λ 的浑圆状 !变胶状

或不规则状黄铁矿 它们集中沿层理和 或纹理呈毫

米级厚的微层产出 图 ! 顺层产出的中至粗

粒 常具环带且富含包裹物的立方体晶或自形变晶

黄铁矿 图 ! ≈ 石英 碳酸盐 黄铁矿细脉 其中

的黄铁矿多沿脉壁生长 通常为细至中粒 自形或半

自形 部分具环带 清洁无包裹物 图 ∀

上述的中至粗粒且通常具环带的立方体或自形

变晶黄铁矿 往往显示出精美的 组构 其中的大量

石英 !绢云母 !黝铜矿等微米级固体包裹物多呈大致

平行于外部层理或纹理的方向定向排列 图 ∀有

时 这种黄铁矿的自形变晶由一个富含包裹物的内

核和一个无包裹物的清洁的均质外环构成 ∀后期变

形作用常使黄铁矿自形变晶碎裂并被石英 !碳酸盐 !

辉锑矿 !白钨矿等矿物胶结 ∀

电子探针分析表明 上述 类黄铁矿在 ƒ ≥

∏等元素含量上无显著差别 ∀在总计 个分

析点中 个点 约占 探测到含量高于检出限

的金 ω ∏一般在 ∗ 之间 ∏

∀同一个颗粒中不同分析点的金含量变化很

大 表明其中的金可能主要以次显微 超显微的包裹

体形式出现 ∀

2 4  自然金

可见金 包括明金和显微金 在沃溪矿床中约占

金总量的 罗献林等 它们多呈他形粒状

或不规则状包裹于石英 !辉锑矿和黄铁矿中 图 !

有时呈细脉状产于上述矿物的微裂隙中 ∀自然

金粒度变化大 从小于 Λ 到数毫米 杂质含量

低 成色高 ∗ ∏ ∀

2 5  石英

石英是本矿床中占绝对优势的非金属矿物 主

要在层状矿体中呈块状 !条带状 !层纹状产出 其次

在细脉矿化带中呈脉状 !网脉状产出 图 ∀粒度最

细的他形粒状石英微晶 ∗ Λ 集合体呈单矿物

纹层产出 图 可能代表了矿床中最早的矿物世

代 ∀多期的重结晶和 或 增生结晶作用 也称聚粒

结晶作用 使层纹状微晶石英的粒度显著增大 可

达 左右 ∀有时 富含流体和固体 绢云母

包裹体的早期石英被后期重结晶的无包裹物的清洁

石英所增生 ∀同结晶期至结晶期后的构造变形 常

影响到几乎所有粒级的石英颗粒 导致碎裂结构 !波

状消光 ! Μ 面理的定向拉长 图 !/ 错动0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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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典型矿石组构的显微照片

) 由辉锑矿 !黄铁矿 !白钨矿 !石英和绢云母构成的显微层纹状构造 各纹层间的界线清晰 !整合 光片 斜交偏光 ) 石英 !辉锑矿和黄铁

矿的互层构成显微层纹状构造 他形辉锑矿变斑晶中含大量平行层理方向排列的显微固体包裹体 石英 绢云母 黑色斑点 光片 单偏

光 ) 由辉锑矿粒度和形态变化显示的显微纹理与颗粒拉伸所显示的片理化方向一致 左下 ) 右上对角方向 光片 斜交偏光 ) 细粒

辉锑矿集合体及其中具双晶结构的辉锑矿他形变晶 光片 斜交偏光 ) 构造变形引起的辉锑矿晶体的定向拉伸 !波状消光以及围绕刚性

石英颗粒的绕曲现象 光片 斜交偏光 ) 被黄铁矿和石英纹层所围限的板状白钨矿晶体破碎并为碳酸盐胶结 薄片 单偏光 ) 白钨矿

的示顶底构造 槽形层理的凹面指示顶面 薄片 正交偏光 ∀矿物代号 ) 碳酸盐 ) 黄铁矿 ) 石英 ) 白钨矿 ) 绢云母

) 辉锑矿

ƒ  ° • ¬

) ƒ ∏ ∏ ° 2

≅ ) ∏ ∏ ∏

¬ ° )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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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沃溪矿床的典型矿石组构

) 条带状白钨矿 白色 辉锑矿 灰黑色 石英 灰色 矿石的软变形构造 手标本 紫外光下 ) 石英 白钨矿脉切割层纹状白钨矿 手标

本 紫外光下 ) 由极细粒的黄铁矿集合体和石英 !绢云母构成的显微层纹状构造 纹层局部变形弯曲 光片 单偏光 ) 层状矿石中的浑

圆状 !变胶状 !不规则状黄铁矿 左下 ) 右上的对角线为层理方向 光片 单偏光 ) 层状矿石中的中至粗晶自形黄铁矿 左上 ) 右下的对角

线为层理方向 光片 单偏光 ) 内核富含显微固体包裹体 石英 绢云母 金红石 黑色斑点 的黄铁矿被一个无包裹物的均质外环增生

包裹物大致沿平行外部层理 水平 的方向排列 组构 光片 单偏光 ) 含浸染状黄铁矿的蚀变板岩被一石英 黄铁矿 碳酸盐细脉切割

光片 单偏光 ) 辉锑矿中的显微自然金 ∏ 光片 单偏光 ) 黄铁矿中的显微包裹金 ∏ 光片 单偏光 ) 由不同粒级的石英和黄铁

矿构成的显微层纹状构造 辉锑矿沿裂隙产出 薄片 斜交偏光 ) 辉锑矿沿石英集合体的两组裂隙产出 其中的一组 左下 ) 右上对角

与层理方向一致 石英具定向拉长和波状消光现象 薄片 斜交偏光 ) 各种形态和粒级的碎裂状石英为辉锑矿胶结 光片 单偏光 ∀矿物

代号同图

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ƒ ∏ ≥ ∏ ∏ × ≅ ) ≥

∏ ∏ 2

∏ ∏ ¬ ∏ × ≅ ) ≤ ∏

×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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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讨论见下 以及石英纹层的褶皱等现象的发

育 ∀

石英也是沃溪矿床中的重要载金矿物之一 ∏

∀罗献林等 报道 石英中的金

含量可达 ≅ ∀

 讨  论

海底喷流作用对成矿的意义以及同生热水沉积

学说 现已得到矿床学家的普遍认同 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大量现代海底正在活动的热液喷流成矿系

统的发现以及对与此相对应的各类古代多金属矿床

研究资料的丰富积累

≤

∀一般认为 火山喷流作

用主要与贱金属块状硫化物矿床的形成有关 并通

常伴生有典型的诸如 ƒ ≥ 质化学沉积物 !重晶石

岩 !电气石岩 !毒重岩 !ƒ 氧化物等喷流岩

≤

≥

⁄ 而非火山的沉积

喷流过程则被认为可能与多种类型矿床的形成有

关 包括产于沉积岩中的 ≥∞⁄∞÷ 型 ° 多金

属矿床 ≥

≥ • 2

ƒ

≥ °

≤ !镜铁矿矿床 薛春纪等

!重晶石矿床 ≤

! 多金属矿床 !≥ 多

金属矿床 韩发等

以及部分微细浸染型金矿床

∏ 顾雪祥等 ∞

∏ 等 ∀本文所研究

的沃溪矿床 代表了沉积喷流型矿床谱系中的另一

重要成员 ∀

3 1  矿床同生成因的组构学证据

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尺度上 沃溪矿床中层状

矿化的最为显著的特征都是频繁的由硫化物 !白钨

矿 !含金石英和粉砂质粘土构成的韵律互层和精美

的条带状 !层纹状构造 图 !图 !图 !图

正如在许多沉积喷流 ≥∞⁄∞÷ 型矿床中所见到的那

样 韩发等 ° 2

∞

∀在局部地段 层状矿体及其中的条带

和纹层与其所赋存的浅变质沉积岩同步揉皱 表明

矿化发生于区域变质 变形作用之前 ∀另一方面 条

带状矿石中以及层状矿体附近无矿的石英 碳酸盐

层中常见的由构造滑塌和重力滑移所形成的软变形

构造 图 !图 !图 指示了矿化发生于浊积岩

形成的同时 ∀

层状矿体中毫米级至厘米级厚的辉锑矿 !白钨

矿 !黄铁矿 !含金石英等化学沉积物的条带或纹层与

陆源的粉砂质粘土条带呈频繁的韵律互层产出 条

带或纹层的产状与围岩的层理一致 并在走向及倾

向方向上可追溯数米至上百米远 ∀各条带或纹层之

间在微观尺度上的界线清晰且整合 图 ! 如此

清晰 !整合的接触界线用后生充填 交代的假说是难

以令人信服的 ∀ ≤ 等 参见

的化学模拟表明 倘若条带状 层

纹状构造由充填 交代作用形成 则会出现复杂的脉

石矿物侧向分带现象 ∀然而 这种分带现象在沃溪

矿床中却未曾见及 ∀

尽管沃溪矿床中的多数黄铁矿在成岩及变质作

用期间发生了重结晶 但极细粒 ∗ Λ 的浑圆

状 !变胶状或不规则状的黄铁矿在层纹状矿石中仍

得以很好的保存 图 ! ∀变胶状结构 也被称为

球状 !葡萄状 肾状或网状结构 ƒ

是海相和陆相喷流型矿床中常见的一种典型结构

∞ ° ∏

∏ ƒ ∀通常认为 这

种结构要么是在由含矿热流体与海水混合而导致的

快速冷却状态下的亚稳定胶体溶液中形成的 要么

是在矿石沉淀过程中通过硫化物原地交代细菌或生

物残留体而生成的 ∀这两种方式都可能适合于解释

本矿床中细粒变胶状黄铁矿的形成机理 但从变胶

状 !浑圆状黄铁矿总是与针状 !不规则状黄铁矿共生

图 的特点来看 后一种方式 即硫化物原地交代

细菌或生物残留体 藻类 的可能性更大 ∀在沃溪

矿床中 具上述结构的黄铁矿在含粉砂和粘土的黄

铁矿纹层中较在黄铁矿的单矿物纹层中更为丰富

表明它们在变质和构造变形中受到了周围稳定物质

的保护 ∀ 指出 通过细菌作用形成

的细粒硫化物球体具有抗重结晶作用的能力 因而

在某些情况下 它们往往是受变质的岩石或矿石中

                     矿   床   地   质                   年  



 
 

 

 
 

 
 

 

唯一得以保留下来的残存结构 ∀

中至粗粒的立方体晶或自形变晶黄铁矿 通常

含大量的大致沿平行于外部层理或纹理方向定向排

列的微米级固体包裹体 图 ∀一般认为 这种/ 内

沉积组构0 组构 系先存的黄铁矿微细球粒在增

生结晶或聚粒结晶为粗大晶体过程中 原微细球粒

间的沉积物被圈闭所形成的 ∀这些被圈闭的陆源碎

屑矿物的排列仍保留了原始沉积层理的方向 因此

这种组构被认为是同沉积成因的可靠证据 ≥

∏ ∏

∀有时 富含固体包裹体的黄铁矿被一个无

包裹物的均质外环所增生 后者可能形成于区域变

质作用过程 ∀

白钨矿和辉锑矿均属极易重结晶为粗大晶体的

矿物 因而它们的原始组构特征通常易于被掩盖或

破坏 ∀然而 在沃溪矿床的层状矿石中却仍然保留

了丰富的指示同沉积成因的组构学证据 如白钨矿

的示顶底和软变形构造 图 !图 !辉锑矿 白钨

矿 石英显微层纹状构造 图 ∗ !图 !白钨矿和

辉锑矿的 组构 图 等 ∀

矿床同生成因的进一步证据 包括层状矿体与

脉状 网脉状矿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蚀变带的空

间产出特征等 ∀如前所述 沃溪矿床中的脉状 网脉

状矿化仅出现于层状矿体下盘 ∗ 范围内的蚀

变板岩中 图 图 表明这些矿化的细脉很可能

代表了沉积喷流系统中的矿液补给带 ∀鉴于矿床中

未能识别出形成层状矿体的持续 !聚流排泄的通道

系统 如同沉积断裂 因而推测矿液并非集中排泄

到某一特定的沉积场所 而是沿海水底界以下未石

化的沉积物柱中弥散的 !与裂隙有关的网状通道向

上排泄到海底的 ∀矿床中典型的两组 与层状矿体

高角度相交的和近平行的 矿化细脉 彼此相互贯

通 脉体具开放裂隙空间充填的特征 表明通道系统

的矿液压力可能接近于 并间歇性地高于静岩压力

而且 水力压裂型的网状通道系统可能发育于接近

海水 沉积物界面的张应力区域 ∀

沃溪矿床中 层状矿体下盘围岩蚀变的强度和

厚度均大于上盘蚀变 这与在许多后生的 !热液充填

交代型矿床中所见到的现象有着明显的区别 后者

的上盘围岩通常比下盘遭受更为强烈和更为广泛

厚 的蚀变作用 尤其是当成矿过程中矿脉的产状

平缓时更为如此 ⁄∏ ∀笔者认为 沃

溪矿床中整合产出的层状蚀变体与矿化体一样 也

是同生沉积作用的产物 ∀下盘和上盘的蚀变带以及

共生的无矿石英 碳酸盐层 分别代表了成矿之前和

成矿之后海底热液活动早期和晚期的产物 下盘的

蚀变在矿液沿弥散的网状通道向上排泄过程中得以

进一步增强和加厚 ∀

细脉状矿化位于层状矿化之下以及下盘蚀变强

度和厚度大于上盘 是喷流型矿床中的两种常见现

象 •

≥ ⁄

∀笔者认为 同生沉积成因的观点最能

合理地解释上述层状矿体 !细脉状矿化以及围岩蚀

变之间的空间关系 ∀矿化的多层位现象表明 成矿

是幕式的 并周期性地发生浊流沉积作用 ∀每一期

喷流以化学和机械的混合沉积为序幕 下盘蚀变

带 以含矿热卤水的大量排泄为高潮 层状矿化 以

化学沉积为主夹有极少量的远洋粉砂质粘土 最终

又以化学和机械的混合沉积为帷幕 上盘蚀变带 ∀

3 2  沉积后变质 变形的组构学证据

宏观尺度上 变质 变形作用对沃溪矿床的影响

包括 ≠ 局部地段矿层与围岩的同步揉皱 主要沿

平行层理 纹理方向的剪切 ≈ 矿质的再活化以及局

部切层的后期裂隙脉的形成 ∀

微观尺度上 变质作用使几乎所有的矿石矿物

和脉石矿物都因重结晶而粒度加大 ∀另一方面 由

于不同矿物流变特性的差异 变质 变形的结果导致

若干脆性或韧性微组构的形成 ∀黄铁矿 !毒砂 !石

英 !白钨矿等相对刚性的矿物主要显示碎裂结构 图

!图 而塑性的辉锑矿则围绕刚性组分弯曲或

拉长 图 ∀有时 棱角状至浑圆状的各种形态与

大小的刚性石英碎块同时被塑性的辉锑矿基质所胶

结 图 指示了一种次生构造成因的所谓/ 错动构

造0 ∀辉锑矿和碳酸盐矿物

的压力双晶 !波状消光 !Μ 面理的定向拉长等现象

常见 指示了剪切 !位错 !晶格变形等作用的存在 ∀

在细粒辉锑矿集合体中见到的辉锑矿他形变斑晶多

呈定向伸长 边界不规则 图 这归因于以成核和

颗粒边界位移为主要标志的动力重结晶作用 ° 2

∏ ∀

 结  论

沃溪矿床代表了沉积喷流型 ≥∞⁄∞÷ 矿床谱系

中的一个新的重要成员 ∀指示矿床同生成因的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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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证据主要有 ≠ 硫化物 !白钨矿 !含金石英以及远

洋沉积物 粉砂质粘土 的频繁韵律互层和精美的条

带状 !层纹状构造 整合的层状矿体与围岩的同

步揉皱 ≈ 由构造滑塌和重力滑移引起的软变形构

造 … 细粒黄铁矿的变胶状结构 黄铁矿 !辉锑

矿 !白钨矿等矿物中丰富的 组构等 ∀与许多火山

或沉积喷流型矿床中类似的层状矿体 !细脉状矿化

以及围岩蚀变之间的空间关系 指示了矿石与其所

赋存的围岩同时形成 ∀矿床形成后的变质 变形作

用 尽管使多数矿物发生了重结晶 !碎裂 !位错乃至

小范围的再活化等 但却并未改变矿化的整体特征

和矿床的工业利用价值 ∀

海水通过在沉积柱中的循环萃取矿质 并进而

沿弥散的 !与裂隙有关的网状通道向上排泄到海底

通过化学沉积作用而成矿 ∀成矿作用是幕式的 并

周期性地发生浊流沉积作用 这便导致了矿化体在

赋矿层序中的多次重复出现 ∀每一期喷流作用都以

化学和机械的混合沉积为序幕 以含矿热卤水的大

量排泄为高潮 最终又以化学和机械的混合沉积为

帷幕 ∀

致  谢  野外工作中得到湘西金矿彭炳根总工

程师 !张克荣副总工程师以及雷鸣波 !罗禄锦 !高元

宏 !刘正庚 !刘开友 !杨仁双 !梁巨宏 !陈中平 !袁寿松

等同志的热情帮助 谨致谢忱 对审稿人和编辑部

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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