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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天山黑峰山铁矿床、双峰山铁矿床以及沙泉子铜铁矿床位于新疆哈密盆地以南，是东天山阿齐山9雅

满苏构造带的重要矿床。文章利用磁铁矿、黄铁矿和方解石的微量元素及稀土元素组成示踪了这些矿床的成矿流

体来源和性质，初步探讨了矿床的成因类型。激光剥蚀（10）9,=29+4磁铁矿微量元素分析表明，三个矿床的磁铁矿

具有非常低的!（>）、!（=*）和!（5?）（平均分别为67@#"A6、#$@#"A6和!$:@#"A6），指示磁铁矿形成于热液过程

而不是岩浆分异。黄铁矿中较高的=B含量可能反映了含=B矿物微颗粒的存在。黄铁矿中较低的2)、CD含量可能

反映了成矿流体中较低的2)!E和CD!E浓度。黄铁矿中的=F／-?比值表明这些矿床均为火山9热液成因。三个矿床

黄铁矿的稀土元素总量都很低（"/..为"G87@#"A6!$G"!@#"A6），黑峰山铁矿中的黄铁矿轻、重稀土元素分馏不

明显，双峰山铁矿和沙泉子铜铁矿中的黄铁矿均为轻稀土元素富集型，（1H／I)）- 分别为$G8#!#$G;和!G:6!
#:G!。三个矿床略有差别的方解石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反映了其流体组成和形成机制的差别。黑峰山铁矿中的重稀

土元素富集型的方解石稀土元素配分模式为方解石4(9-J定年提供了依据。三个矿床的黄铁矿和方解石均无=&
异常，黑峰山铁矿中的黄铁矿和方解石表现为负.B异常，而双峰山铁矿和沙泉子铜铁矿中的黄铁矿和方解石表现

为正.B异常，反映了三个矿床均形成于较高的温度，前者成矿流体可能为碱性，后两者成矿流体为酸性、还原性。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认为，黑峰山铁矿、双峰山铁矿及沙泉子铜铁矿均为火山热液9充填（交代）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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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天山位于新疆东部，西起小热泉子，东至甘新

交界，面积约K万X3+，是中国重要的铜、镍、金、铁、

铅锌等大型矿床集中区（王京彬等，+EEK）。东天山

在空间上可分为吐哈盆地南缘铜矿带（北带）、康古

尔金矿带（中带）和阿齐山2雅满苏铁（铜）2银多金属

矿带（南带）L个不同的构造2地层（岩浆）2成矿带（王

京彬等，+EEK）。本文研究的黑峰山铁矿、双峰山铁

矿及沙泉子铜铁矿均位于阿齐山2雅满苏成矿带中，

是上世纪GE年代铁矿会战发现的重要矿床。中国

的地质学者对这些矿床的地质特征、成矿构造背景、

成矿 过 程 及 成 矿 时 代 做 了 研 究（N6"#4%/"5\，

+EIL"；方维萱等，+EEK；宋治杰，I]̂V；宋治杰等，

I]̂L；肖 昱，+EEL；姜 福 芝 等，+EE+；徐 晓 彤 等，

+EIE；马瑞士等，I]]G），但对矿床的成矿流体特征

等研究较少（任富根，I]̂V），对这些矿床的成因一

直存在争论，这些矿床被发现之初，被认为是与闪长

岩有关的矽卡岩矿床（宋治杰，I]̂V；赵斌，I]̂]）。

七十年代以后这些矿床被认为是火山热液2充填交

代矿床（宋治杰等，I]̂L）、矿浆喷溢2贯入型矿床（何

大伦等，I]]W）、接触变质火山2沉积矿床（姜福芝等，

+EE+）及喷流沉积矿床（王京彬等，+EEK）等。本文

利用磁铁矿、黄铁矿及方解石的微量和稀土元素探

讨了成矿流体来源及成矿环境，为矿床成因的研究

提供了依据。

I 区域地质概况

东天山是中亚造山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天山

从北到南被区域上近东西向的断裂分成大南湖2头

苏泉岛弧带、康古尔构造带、阿齐山2雅满苏构造带

以及中天山地块（图I）。大南湖2头苏泉岛弧带位于

吐2哈盆地南缘，从小热泉子向东经康古尔塔格、大

南湖、喀尔力克到头苏泉，分布着泥盆系—石炭系火

山2沉积岩系（杨兴科等，I]]K）。康古尔构造带是早

期伸展性断裂经历变形和变质作用形成的，主要由

糜棱岩、构造碎屑岩、构造透镜体和角砾岩组成（秦

克章等，+EE+）。阿齐山2雅满苏构造带位于苦水断

裂和沙泉子断裂之间，由石炭纪的火山2沉积岩系及

二叠纪互层的海相和陆相碎屑岩组成（杨兴科等，

I]]K）。沙泉子断裂以南为中天山地块，主要由中元

古界的长城系星星峡群和蓟县系卡瓦布拉克群的片

岩、片 麻 岩、混 合 岩 和 大 理 岩 等 组 成（杨 兴 科 等，

I]]K）。

阿齐山2雅满苏构造带是东天山重要的铁、铜矿

床成矿带。沙泉子地区（研究区）位于阿齐山2雅满

苏构造带的东段，出露地层主要有中元古界中天山

群、下石炭统雅满苏组、下石炭统底坎儿组、下二叠

统阿其克布拉克组以及新生界（图+）。下石炭统雅

满苏组为一套以中酸性2酸性为主的浅海相火山岩，

可分为上、下+个亚组。下亚组主要为中酸性2酸性

凝灰岩、凝灰质砂砾岩，夹少量酸性熔岩和灰岩、砂

质灰岩，薄层，局部夹中基性熔岩及其火山碎屑岩

（宋治杰，I]̂V）。上亚组主要为玄武岩、安山岩、英

安岩 和 流 纹 岩 及 凝 灰 岩，夹 有 较 多 的 石 灰 岩

或大理岩透镜体，其中含大量珊瑚、腕足类化石（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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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方解石的挑选也由人工完成，分离步骤同黄

铁矿。磁铁矿的分选在廊坊地质服务公司完成。磁

铁矿的微量元素分析采用!种方法：! 磁铁矿粉末

的溶液#$%&’(法；" 薄片磁铁矿颗粒的激光剥蚀

#$%&’(法（)*&#$%&’(）。黄铁矿微量元素分析方

法及方解石稀土元素分析方法同磁铁矿的方法!，

黄铁矿的稀土元素分析需预先富集。分析测试均在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进行。

溶液微量元素分析参照+,等（!"""）的方法，测

试仪器为%--)*./0$&1#$%&’(，大部分元素的

相对误差优于23"4。简单介绍如下：准确称取5"
67黄铁矿粉末于带不锈钢外套的819:;<密封溶样

装置中，加入36)=.>?于电热板上加热分解除

硫，蒸干。然后加入"@!6)=A和36)=.>?，加

盖密封，在烘箱中于3B5C加热!DE，取出冷却后，在

电热板上低温蒸干，加入36)=.>?再蒸干。最后

加入!6)=.>?、36)5""<7／6)0E内标和?6)
=!>，重新盖上盖，放入烘箱中于3D"C加热5E溶

解残渣。冷却后取"@D6)溶液至356)离心管

中，稀释至B#3"6)，进行#$%&’(测定。

磁铁 矿 原 位 微 量 元 素 含 量 分 析 参 照 ),F等

（!""B）的方法利用)*&#$%&’(完成，激光剥蚀系统

为$;E1G1<HI1;)JK%G;3L?<6，#$%&’(为*7,:1<H
MM""N。采用同位素!?.J、!5’7、!M*:、!L(,、?3%、?LO、

DD$J、D5(P、DL8,、53Q、5?$G、55’<、5MA1、5L$;、R".,、

R5$F、RRS<、M3IJ、MDI1、B50T、BB(G、BLU、L"SG、L?.T、

L5’;、3"M*7、333$V、335#<、33B(<、3?MWJ、3MB=9、3B38J、

3B!X、!"B%T、!"LW,、!?!8E和!?BY，总共分析了?M个元

素。激光剥蚀过程中采用氦气作载气、氩气为补偿

气以调节灵敏度，二者在进入#$%之前通过一个8
型接头混合。每个时间分辨分析数据包括大约!"K
的空白信号和D"K的样品信号。剥蚀束斑直径为

R"$6，激光脉冲频率为D=Z。以Y(I(参考玻璃标

样（I(-&3I、W$0&!I、W#0&3I、W=Q>&!I和.#(8R3"）

为校正标准，5MA1为内标进行元素强度的校正（),F
1HJ:[，!""B）。对分析数据的离线处理（包括对样品

和空白信号的选择、仪器灵敏度漂移校正、元素含量

计算）采用软件#$%’(/JHJ$J:（),F1HJ:[，!""B）完成。

黄铁矿的稀土元素分析：准确称取?""67黄

铁矿 粉 末 于 819:;<溶 样 装 置 中，缓 慢 多 次 加 入

=.>?至反应结束，置于电热板上蒸干。加入36)

=.>?再次蒸干。加入36)=.>?、36)!""<7／6)
#<内标溶液及适量的水转移至5"6)离心管。滴加

经A1（>=）?共沉淀提纯后?"4的.J>=溶液至刚

出现沉淀，摇匀沉淀不消失，然后依次加入经’7$:!
共沉淀提纯后?#56)5"4的 三 乙 醇 胺 溶 液 和

36)34’7$:!溶液，加水定容至?"6)，摇匀、静置

3"6,<左右离心。第一次离心后，弃上清液，补加少

量.J>=溶液，加水至!56)，摇匀、离心、弃上清

液。加!56)左右的水，清洗沉淀、离心，此操作重

复!次。最后的沉淀用"@56)=.>?溶解，加水稀

释至356)，进行#$%&’(测定。

D 分析结果

![" 微量元素组成

D[3[3 磁铁矿

溶液#$%&’(分析和)*&#$%&’(分析结果分

别见表3和表!。由表3可以看出磁铁矿中Q、$G、

$;、.,、$F、S<、IJ、(G、SG、WJ、X和%T的含量变化。

磁铁矿原位微量元素分析显示了磁铁矿中 ’7、*:、

8,、Q、$G、’<、$;、.,、S<和IJ的含量变化，其他元

素的含量基本低于各自的检测限（表!）。原位分析

表明，磁铁矿中基本不含$F、(G、SG、WJ、X和%T，因

此，这些元素在溶液#$%&’(分析中表现为较高含

量，可能是混入的硫化物或硅酸盐矿物所致。为进

一步对比溶液#$%&’(分析和原位)*&#$%&’(分

析磁铁矿中微量元素的差别，对元素进行二元投图

是非常必要的。!种分析方法得到的Q含量基本一

致，沙泉子铜铁矿的个别样品利用原位分析得到的

Q含量要高一些（图DJ）。原位分析得到的$G含量

明显低于溶液法得到的值（图DT）。对于$;而言，几

乎所有点都落在等值线上或其附近，说明无论采用

溶液法还是原位法都能得到较准确的$;含量（图

DP）。但是对于双峰山铁矿样品(A("L"!，利用溶液

法得到的$;、.,、S<含量明显高于原位分析方法得

到的含量（图DP#1），说明该磁铁矿样品可能混入了

大量的硫化物，导致这些亲硫元素含量的明显升高。

在.,含量相关图（图DV）上，双峰山铁矿和沙泉子铜

铁矿的磁铁矿基本落在等值线上，而黑峰山铁矿的

磁铁矿投点却分布在等值线两侧。原位分析得到的

磁铁矿中，S<含量要明显高于溶液法得到的含量

（前者为后者的?倍左右）（图D1），说明化学溶样法也

!L33 矿 床 地 质 !"3?年

 
 

 

 
 

 
 

 



表! 溶液"#$%&’分析磁铁矿微量元素组成

()*+,! (-).,,+,/,01.2/32451520426/)70,151,8,1,-/50,8*942+:1520"#$%&’

样品位置

及编号

!（!）／"#$%

& ’( ’) *+ ’, -. /0 1( -( !0 2 34
黑峰山铁矿

561#7#" %89# :79; "79: 8<9< ";9: "<" %9<# %9#" ;9=; ;9>< #9:" ;9">
561#7#; %89; %<9; <9": 8"9: "#9; ;=9: %9;% =9=% "97= <9<# 89=> "<9"
561#7#< :>9# :>9: 79:" 8"9: "#9= ";7 89%# 79"; =9:" 89;% #9%= "9><
561#7#8 :89: >;9< :9>: 8>98 =9"= %;98 =9## %98= ;9#: ;9=< #9<: "9#"
561#7"# %:9= >89= "<9> =89= >9;> ""> 89>% %9>> ;97" <978 "9;" ;97;
561#7"; =%9% %=98 ";98 <89" ""8 "=# =98= ==9= ;9:% "#9< "987 ;#98

双峰山铁矿

161#7#" <#9< :=9% "=9" ;9>> :9#< ;"" =9%< =9;; #9:; <9<7 #98> #97>
161#7#; ">9> 7"9; %797 ;"9= ;79= 7"7 %9>= <<9< 898= ;%9% "978 79<"
161#7#< 879" >"9> "79; <9%< <9#< "=7 %9<" =9>: <9"8 <9%" "9#: "9"7
161#7#= <=9: >>9> <"98 79:; "79" "": 89<< >9=# <9<> 89<% ;9<= :97%
161#7#% <:9; >;9" ;798 ";9> 79<: 77 ;97# :9#8 ;9"; 89#7 #9:= :9%%
161#7#: ;>9< >89< %977 <9:% "#9< ">< =9"; :9;8 #9:7 <9;" "9=" "9%7
161#7"# <#9: >:9< ;%9" 89:> ";: ":7 =9=> =9;8 "9<% ;97% #9<% "9=;
161#7"" <"9: >;9% ;=9" %9%# <"9% ">7 89<: %9>7 "9=8 89=# ;9;= 897"
161#7"; <%9< ><9# ;897 8988 ;<9" ";; =97> :9;% ;9>; <9<" "9=> "98:
161#7"< ;=9> ><9; :9%8 <9<" 8798 ;"% =9%< =9=: "9"< <97# <897 =9;:
161#7"8 8:9# 7;9> ;#9% >9:; "89% ":; %9#% :98# ;9<= =9;: #978 897;

沙泉子铜铁矿

1?-#7;# ;%97 789< ";9< "9=7 :"9: =89= <9:: ":9# "#9> ;%9< >9;7 :9;;
1?-#7;" <:9= 7>9> ":9< ;9#7 8>9< 8>9= 89>" "79> ";9> =<9# <9%= <9:=
1?-#7;; 779; ""% 898# <9<# "89" ;79" 89>% ";9# %9>% "=98 "98# ;98#
1?-#7;< ;<9: 7"98 <9%# <9%< ;%9# 8"9" =9>< ":9> <9<> ;;9; "9;: ;9;"
1?-#7;8 <#9= >>9> ;97: <9"8 ;>9= 8>9> %9<= "<9% =9;7 ;897 "9># ;988
1?-#7;= <#9# 7<9# <98: 89%8 "=9% =;9> =97; "79# =9#= <%98 "9%< ;9=#
1?-#7;: :<9" "#= =9== =9=# "=9> <%98 =9:; %9%> %98< %9>7 ;9<# ;9>;
1?-#7;> %>9< 7"9: 89"= <9=: ;;9" <897 =9>% %9=7 898: 79"; "9;> %9%;
1?-#7<" >#9> 7:98 "%9= =9<% 8%9= 8<9> 79>; "%9; >9;< 8%9= ;<98 %9>8
1?-#7<; ";% 7#9> ;9#7 >9;# "<9# <=9: "<9< <987 =9%% ;9%> =%9% ;9#<
1?-#7<< >>98 >>97 %9%< :9%7 <<97 ;"9= "89< <9": <98: 89=< ""< ;9"<
1?-#7<8 "#; 7=9= ;%97 ";9% "77 <:97 :98= "#9: ";9# 8=9> <97: ":9<
1?-#7<= %#9< 789% ":9> :9"# "#% %<9" >98< "#9% ">9" ">9% <"97 ";9=
1?-#7<% 8"9< >=9; ""9= "9<# =<9; <<9; 79#; >9># 89<; "#9= <%9% ;9=%

许不能将磁铁矿中的-.完全提取出来。对于/0而

言，双峰山铁矿和沙泉子铜铁矿的磁铁矿采用溶液

法和原位分析法能得到较一致的值，而黑峰山铁矿

的磁铁矿采用原位分析方法能得到较高的值（图

8@），可能是由于磁铁矿中/0含量分布不均匀造成

的。鉴于矿物分选及化学溶样过程带来的外部污染

或者不完全溶解，因此，利用溶液A’3BC1法获得的

磁铁矿微量元素含量的可靠性不如原位分析法。后

续讨论将采用原位磁铁矿微量元素含量数据。

89"9; 黄铁矿

黑峰山铁矿、双峰山铁矿和沙泉子铜铁矿床的

黄铁矿微量元素含量及特征值列于表<，上地壳标准

化（D,E.+FGHI0J9，;##<）的微量元素蛛网图见图=。

从表<、图=可以看出，’)、*+、’,、KL在黄铁矿中强

烈富集，!+中等富集，34、-.、C)、’E、1.、14含量与

上地壳的含量相当，表现为弱的富集或者亏损。黑

峰山铁矿围岩中黄铁矿（561#7#:）的微量元素总量

要明显高于矿石中的微量元素总量，但具有最低的

’)含量（图=0）。除了样品161#7""和161#7";表

现出*+相对亏损和’,相对富集外，双峰山铁矿的

黄铁矿表现出非常一致的微量元素配分型式（图

=4）。沙泉子铜铁矿的黄铁矿也表现出较一致的微

量元素配分型式，除了D4、1(、-(、*4、C)、’E和1.
等 元素含量表现出一定的变化（图=F）。从 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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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分析磁铁矿微量元素组成

*+,-.! */+0..-.1.23041546737426481+92.373.:.3./172.:,;"#$%&’$()

样品位置

及编号

!（!）／"#$%

&’ () *+ , -. &/ -0 1+ 2/ 34
检测限 567% "687 #69% #6#:: "6%: "699 #6#"; 96#8 #6757 #6#;5

黑峰山铁矿

<=>#:#" :;? 9";8 59: 8#6: 56": 979 576" 9?69 ?58 "96#
<=>#:#9 ;57 9?#: 99: ;86: 96?8 9?" "#6% ??6% 5%: "56#
<=>#:#? 7;9 5:95 ?%9 :;6: ?687 9%% 867# 7;6? ";5 ""67
<=>#:#% %?# 5:7? 58; "#5 ?6#" 98# 768: %565 558 "96#
<=>#:"# %%9 5;88 5"? %"6: 56%7 975 "%6: 9;6; 588 "96?

双峰山铁矿

>=>#:#" "#8% 5%"7 "%; 596: 96"7 ""%# "86% @6A6) %9% %65"
>=>#:#5 ;78 5%#5 5"8 956# ?6## :?# "?6; 9675 7;% %67;
>=>#:#9 "":% 5?:; "85 5:6: %655 "??; 5965 @6A6) %"% %67;
>=>#:#? ?8: 58:7 59" 5%6% "56? 7;: %6;8 ?69% 9%% :685
>=>#:#7 9?% 57?7 55? 586" 96;; ;7% "86? @6A6) 9;7 ;659
>=>#:#% 9"" 555" "79 956% 965% ;8# "76# @6A6) ?57 ?6?8
>=>#:"# 9:" 57:5 98" 9%6% ":6: ;;% "769 967? 9;9 869
>=>#:"" 5;% 5?:9 5"7 5?6? 969: ;8? 5768 @6A6) ?;: %655
>=>#:"5 7:5 5595 9;7 ;76% ?69; ;;# "76? 96;7 9;% %6%7

沙泉子铜铁矿

>B2#:"; :: 897 "%8 ?67" %65# ;?: "76% @6A6) 5"65 96:9
>B2#:55 99 9?8 "%" "#% ?567 ;:8 5697 86?5 ?967 56;;
>B2#:57 "#: 785 59: "9? ?;65 %"5 ?6:" ?6?9 976? ?697
>B2#:5; 8" 978 ";? :?6% "56% 7:% ;6": 767? 586% 9679
>B2#:9# ?"9 8%# 5"; 7%69 %"68 ?%7 "967 86"9 9;68 %6%%
>B2#:95 :9 ?5# 5;8 "7# "76" 99% 86"8 ;695 5"6; "?65
>B2#:99 8" ?"7 5;: 557 "?6# 5% #698 867: 9?69 "96#
注：“@6A6"”表示低于检测限。

知，黄铁矿中-0、1+的含量均变化较大，随之-0／1+
比值变化也较大，黑峰山铁矿、双峰山铁矿和沙泉子

铜铁 矿 床 的!（-0）分 别 为"5?C"#$%!":"%C
"#$%、5:"C"#$%!"?#?C"#$%、8:?C"#$%!9%:9C
"#$%，!（1+）分别为"%5C"#$%!79%C"#$%、8D58
C"#$%!97"C"#$%、996?C"#$%!99?C"#$%，-0／

1+比 值 分 别 为#D?"!?D%?、"D?9!97D"、9D"!
?%D%。在-0E1+分布图（图%）上，多数黄铁矿落在火

山成因区和热液成因区，只有一个围岩黄铁矿样品

<=>#:#;落在沉积成因区。

<6! 稀土元素组成

?656" 黄铁矿

黑峰山铁矿、双峰山铁矿和沙泉子铜铁矿床的

黄铁矿稀土元素含量及特征值列于表9，FGG模式

采用*4H)0.等（":87）球粒陨石FGG数据标准化，配

分型式见图;。铕异常和铈异常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GIJGI1／（>KC3A）"／51 和"-LJ-L1／（M4CN.）"／51 。

由表9可知，三个矿床黄铁矿的稀土元素含量都

很低，#FGG（不包括O）分别为#D"?C"#$%!8D:5C
"#$%（黑峰山铁矿）、#D59C"#$%!#D8%C"#$%（双峰山

铁矿）和#D78C"#$%!9D#5C"#$%（沙泉子铜铁矿）。

三个矿床表现出不尽相同的稀土元素配分型式。

尽管黑峰山铁矿围岩中黄铁矿的稀土元素总量

（!8D:5C"#$%）明显高于矿石中的稀土元素总量

（!5C"#$%），但是它们都具有较平缓的稀土元素配

分型式（图;4）。围岩黄铁矿<=#:#;表现为较弱的

轻稀土元素富集（图;4），MFGG／<FGG比值和（M4／

O@）1比值分别为9D:"和"D:?。围岩黄铁矿无明显

-L异常（"-LJ"D#8），但有弱的负GI异常（"GIJ
#D%5）。总体上，黑峰山铁矿矿石黄铁矿表现出不同

程度的轻稀土元素富集〔#MFGG／#<FGGJ"D8;!
7D9:，（M4／O@）1J#D;7!%D""〕（表9）。虽然样品

<=>#:""的（M4／O@）1 比 值 为#D8左 右，但（M4／

O@）1比值的明显降低，主要是M4含量降低导致的，

总体 还 是 表 现 为 轻 稀 土 元 素 富 集（MFGG／<FGG
J5D7?）。矿石黄铁矿无明显-L、GI异常（图;4），

?:"" 矿 床 地 质 5#"9年

 
 

 

 
 

 
 

 



 
 

 

 
 

 
 

 



 
 

 

 
 

 
 

 



 
 

 

 
 

 
 

 



 
 

 

 
 

 
 

 



图! 溶液"#$%&’法和()%"#$%&’法磁铁矿微量元素对比图

*+,-! #./012+3+456+1,21/7.8321955:5/5;39.;35;3+;/1,;53+3565352/+;56<=7.:>3+.;"#$%&’1;6()%"#$%&’

!#5和!?>分别为@ABC"DAE!和@AFE"DAED。

双峰山铁矿中的黄铁矿具有非常一致的稀土元

素配分模式（图G<），均表现为强烈右倾的曲线，为强

烈轻稀土元素富集型，#(H??／#IH??为JA@G"
BAGB，（(1／K<）L 为CAJD"DCACF，正?>异常明显，

!?>为DACE"DAME，无#5异常，!#5为@ABB"DAED。

沙泉子铜铁矿中的黄铁矿表现为中等%强烈右倾

曲线，为轻稀土元素富集型（图G9），#(H??／#IH??N
CAEB"D@ACG，（(1／K<）LNEAGF"DGADM。沙泉子铜铁

矿中的黄铁矿具有较强的正?>异常（!?>NDAE!"
EAJF），#5异常不明显，!#5为@AB@"DA@F。

!-E-E 方解石

黑峰山铁矿、双峰山铁矿和沙泉子铜铁矿床的

方解石稀土元素含量及特征值列于表!，三个矿床的

方解石具有明显不同的稀土元素配分型式（图G6"
8）。球粒陨石标准及#5、?>异常的计算公式同黄铁

矿。整体上，黑峰山铁矿大部分的方解石表现为重

稀土元素富集型配分曲线，而样品I*’@B@C表现为

中稀土元素相对富集。方解石样品I*’@B@C具有

最低的稀土元素总量（#H??NDAGCOD@PF），轻、重

稀土元素分馏不明显，(H??／IH??比值为DA@M，

（(1／K<）L值为DA@C；#5、?>异常不明显（!#5N@AM@
和!?>N@AMB）。黑峰山铁矿其他方解石样品具有

相似的稀土元素总量（#H??NEABFOD@PF"MA!!O
D@PF），轻、重稀土元素分馏明显，富集重稀土元素，

#(H??／#IH??比值为@AEJ"@A!M，（(1／K<）L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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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黄铁矿的微量元素蛛网图（上地壳数据引自"#$%&’()*+,-，.//0）

1&2-! 34&$)5$&+25+6789*5+’)),)6)%*7&%4:5&*)（*5+’)),)6)%*’8%*)%*89*;)#44)5’5#7*+9*)5"#$%&’()*+,-，.//0）

为/</0!/<.!。样 品 =13/>?@无A#异 常，样 品

=13/>?.表现出A#的正异常，其他样品表现为A#
的负异常（"A#B/<0C!/<!D）。所有样品均未表现

出明显的E)异常（"E)B/<C/!?</?）。与黑峰山铁

矿相比，双峰山铁矿的方解石具有更低的稀土元素

总量（#"AAB/<!@!0<.>），轻、重稀土元素无明显

分馏，表现为较平坦的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图D)）。

双峰山铁矿中的方解石具有明显的正A#异常（"A#
BD<?.!?/<>F），无明显的E)异常（"E)B/<CC!
?<CC）。沙泉子铁矿中的方解石具有较高的稀土元

素总量，表现为右倾的稀土元素配分型式（图D9）；明

显富集轻稀土元素，#G"AA／#="AA值为F<0.!
?F<?，（G+／HI）J 值为D<00!@.<>；正A#异常（"A#
B?<!>!.<!C），E)异常不明显（/<C>!/<>C）。

//.? 矿 床 地 质 ./?0年

 
 

 

 
 

 
 

 



 
 

 

 
 

 
 

 



 
 

 

 
 

 
 

 



图!黑峰山铁矿、双峰山铁矿及沙泉子铜铁矿床黄铁矿（"!#）和方解石（$!%）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元素模式图

（球粒陨石值据&"’()*+,"(-，./01）

234-! 56)7$*3,+87)*9"(3:+$;<<=",,+*7>)%=’*3,+%*)9,6+?+3%+74>6"7，@6A"74%+74>6"7"7$@6"BA"7:32+（85A）$+=)>3,>
（;<<C"(A+>)%#6)7$*3,+"%,+*&"’()*+,"(-，./01）

存在次表面的黄铜矿颗粒。因此，推测沙泉子铜铁

矿床黄铁矿以及黑峰山铁矿黄铁矿样品?2@D/..
中较高的5A含量可能反映了黄铁矿中存在含5A矿

物的微颗粒。黄铁矿中较高的5A含量暗示了流体

中富集5A。三个矿床中大部分黄铁矿的EF含量明

显低于加拿大@A$FA*’矿床以及澳大利亚G345"$3"
2+85A矿床的平均EF含量（分别为.0DH.DIJ和/!

H.DIJ）（G"KL"6+,"(-，./0!；?"L(+’+,"(-，

./J.）。三个矿床的黄铁矿平均M7含量明显低于澳

大利亚N3,,(+5"$3"矿床（平均为.0DH.DIJ）和加拿

大新布伦兹维克块状硫化物矿床（平均为JOPPH
.DIJ），也低于澳大利亚G345"$3"矿床（平均为QQH
.DIJ）（G"KL"6+,"(-，./0!；@A,6+*("7$，./J!）。因

此，这些矿床黄铁矿中较低的EF、M7含量可能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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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磁铁矿与共生黄铁矿微量元素含量对比图

"#$%! &#’()*+,-./-0.)(122,232’.1-’12’.)(.#-’/-03($’2.#.2(’4(//-1#(.24+*)#.2

了成矿流体中较低的5678、9’78浓度，或者说由于

在成矿过程中由于氧逸度较高而硫逸度较低使得黄

铁矿和磁铁矿、黄铜矿一起沉淀下来，而56、9’仍然

留在流体中。但是矿石中并未发现方铅矿和闪锌

矿，排除了后一种可能性。考虑到磁铁矿中的56含

量等于或者略高于检测限（:;::<=>:?@），因此，黄

铁矿和磁铁矿中较低的56含量反映了成矿流体中

非常低的56含量。由于9’在磁铁矿中相对于黄铁

矿更加相容，黄铁矿中非常低的9’含量可能是由于

分配系数造成的。然而，黑峰山铁矿和双峰山铁矿

的磁铁矿比沙泉子铜铁矿的磁铁矿含有更高的9’，

可能反映了流体中9’含量的差异。

由于A-78、B#78的离子半径与"278的相近，因

此，A-78、B#78主要以类质同像的形式置换黄铁矿中

的"278，而存在于黄铁矿中（C-//2,,2.(,%，>D!>；

E(F$G(’2.(,%，>DH!）。黄铁矿中A-／B#比值被认

为是探讨矿床成因类型的重要参数（&(IJ(G2.(,%，

>D!H；&)(,#(2.(,%，>DHD；K-0.F/LM#,,/2.(,%，>D@H；

N-62)./，>D!7）。5)#12（>DH7）对来自不同矿床类型

的黄铁矿A-／B#比值进行了总结，并根据A-／B#比

值将黄铁矿划分为不同成因类型：! 沉积型黄铁

矿，具有较低的A-、B#含量和A-／B#比值（平均约为

:;@O），而 且 A-、B#含 量 高 度 相 关（相 关 系 数 为

:;DO），矿物和围岩的A-／B#比值高度相关；" 热液

<:7> 矿 床 地 质 7:>O年

 
 

 

 
 

 
 

 



型或脉型黄铁矿，具有高度变化的!"、#$含量及

!"／#$比值，但一般!"／#$比值不超过%；! 与块状

硫化物矿床和火山喷流型矿床有关的黄铁矿，!"／#$
比值范围约为%"%&（平均为’()），而且!（!"）一般

较高，!（#$）一般低于*&&+*&,-（平均分别为.’-
+*&,-和%-+*&,-）。

若将黑峰山铁矿、双峰山铁矿和沙泉子铜铁矿

黄铁矿的!"／#$比值与/0$12（*3)4）的分类进行对

比可知，黑峰山铁矿的大部分黄铁矿属于热液型黄

铁矿（!"／#$!%），而围岩黄铁矿567&3&)属于沉积

型黄铁矿（!"／#$!*）。而双峰山铁矿和沙泉子铜铁

矿大多数黄铁矿的!"／#$比值大于%，与块状硫化物

矿床（897）和火山喷流型矿床（7:;:<）的黄铁矿

接近，但这4个矿床的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铁矿，而缺

少铅锌矿物，不具有897和7:;:<的典型特征

（/$0=>?"，4&&3）。从这个角度也说明了此分类的局

限性。

为了更好地限定黄铁矿的成因类型，笔者根据

@=>A=B等（*3’)）和@0$CC（*3’3）的!"、#$数据进行了

不同地质边界的界定，结果见图-。从图-可以看

出，黑峰山和双峰山铁矿黄铁矿的!"、#$值数据点

较分散，但大部分投在火山成因矿床区域，少部分落

在热液成因区，指示了其火山热液来源。围岩中黄

铁矿样品567&3&)的!"、#$含量明显低于其他样

品，落在沉积成因区，反映了沉积过程的黄铁矿化。

沙泉子铜铁矿的!"、#$值数据点基本都落在火山成

因区，说明沙泉子铜铁矿的形成与火山作用有关。

因此，黑峰山铁矿、双峰山铁矿以及沙泉子铜铁矿的

黄铁矿!"／#$比值表明这三个矿床均为火山热液成

因。

%D4DE 黄铁矿稀土元素证据

稀土元素属于不活泼元素，在热液体系中稀土

元素可以有效地示踪成矿流体的来源以及水F岩相

互 作 用 过 程 等（G0=H，*3))；I"JJ20K"L20，*334；

M=NC"02J=CD，*3’4）。研究表明，硫化物具有与热液

流体相似的O::组成特征（9$CCL2J=CD，*33%）。由

于O::EP 的 离 子 半 径（&(3))+*&,*&"*(*-+
*&,*&）与624P的离子半径（&()’+*&,*&）相差较远

（7B=??"?，*3)-），O::EP替换黄铁矿晶格中的阳离

子是比较困难的，推测其可能存在于黄铁矿的流体

包裹体中（毛光周等，4&&-；毕献武等，4&&.）。通

常黄铁矿具有比其包裹体更高的稀土元素含量，但

两者的配分模式基本相似（7B2?2J=CD，4&&)；李厚

民等，4&&E）。因此，黄铁矿中的O::组成可以反映

成矿流体的O::组成及成矿时的物理化学条件。

黑峰山铁矿的黄铁矿具有较平坦的球粒陨石标

准化O::配分曲线，沉积成因的黄铁矿与热液成因

的黄铁矿具有相似的O::配分模式，但前者的稀土

元素总量明显高于后者，与陈懋弘等（4&&)）的研究

一致。为了探讨黄铁矿与赋矿地层（双峰山铁矿赋

存在雅满苏组，黑峰山铁矿和沙泉子铜铁矿赋存在

底坎儿组）的关系，笔者将其稀土元素进行了对比。

从图3可以看出，底坎儿组火山岩（包括玄武岩、安

山岩和流纹岩）与黑峰山围岩沉积黄铁矿、热液黄铁

矿的稀土元素比值呈现明显右倾的曲线，说明黑峰

山铁矿中黄铁矿的O::并不是来自于赋矿地层。

雅满苏组火山岩（包括玄武岩和安山岩）与双峰山铁

矿黄铁矿的稀土元素比值呈现左倾的曲线（图3），也

说明双峰山铁矿与赋矿地层雅满苏组没有明显的成

因联系。然而，底坎儿组火山岩与沙泉子铜铁矿床

黄铁矿的稀土元素比值比较稳定，特别是重稀土元

素，指示了它们成因上的联系，说明热液流体可能部

分交代了赋矿地层。黄铁矿硫同位素研究表明，三

个矿床黄铁矿的硫同位素组成#E.7!;M为,&(.*Q到

.()Q（5R=?S2J=CD，4&*E=），显示为幔源特征。而

沙泉 子 铜 铁 矿 有4个 黄 铁 矿 样 品（7TU&34&和

7TU&34*）明 显 富 集 重 硫（#E.7!;M分 别 为*%(-和

*)(%）（5R=?S2J=CD，4&*E=），解释为地层石膏硫的

加入，进一步说明了热液流体交代地层的可能。因

此，三个矿床的成矿流体来源于地幔，黑峰山和双峰

山铁矿以热液充填为主，而沙泉子铜铁矿伴随一定

的热液交代作用。

%D4D. 方解石稀土元素证据

黑峰山铁矿、双峰山铁矿及沙泉子铜铁矿中的

方解石具有非常低的稀土元素总量，与大多数热液

方解石是一致的（7R2J=CD，4&&3；李荣清，*33%；袁

顺达等，4&&’；彭建堂等，4&&.；双燕等，4&&-；黄

智龙等，4&&E）。但三个矿床方解石的元素配分模

式明显不同，黑峰山铁矿中的方解石总体表现为

5O::富集型（除567&3&E外），双峰山铁矿中的方

解石表现为平坦型，沙泉子铜铁矿中的方解石表现

为IO::富集型。尽管黑峰山铁矿中不同的方解石

样品稀土元素配分模式略有不同，但在V／5"FI=／5"
相关图（图*&），它们基本沿直线分布，说明它们是同

源的（@=R2J=CD，*33%）。双峰山铁矿中的方解石

具有非常集中的V／5"和I=／5"比值（图*&），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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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黄铁矿与赋矿地层稀土元素对比图

"#—底坎儿组玄武岩；"$—底坎儿组安山岩；"%—底坎儿组流

纹岩；&#—雅满苏组玄武岩；&$—雅满苏组安山岩

底坎儿组火山岩稀土元素平均值取自黄小文等（’()’），雅满苏组

火山岩稀土元素平均值取自侯广顺等（’((*）

+,-.! /01234,50607%8893:;<5072=4,><36?>@<@05>,6-
5>43>3

"#—#353:>07",A36’<4+0413>,06；"$—$6?<5,><07",A36’<4

+0413>,06；"%—%@=0:,><07",A36’<4+0413>,06；&#—#353:>07

&31365;+0413>,06；&$—$6?<5,><07&31365;+0413>,06

$9<43-<%88B06><6>507",A36’<4+0413>,0636?&31365;+0413,>06

34<7401C;36-<>3:.（’()’）36?C0;<>3:.（’((*）4<52<B>,9<:=

图)( 方解石的D3／C0E&／C0图

+,-.)( D3／C09<45;5&／C02:0>07B3:B,><

它们可能形成于同一成矿阶段的相同成矿流体。沙

泉子铜铁矿中的方解石也有变化范围较小的&／C0
比值，暗示了它们的同源性。黑峰山铁矿中方解石

的碳、氧 同 位 素 组 成（!)F/G"#和!)HIJKIL）分 别 为

M’NHO"M)N(O和))N(O")’N*O（C;36-<>
3:.，’()F3），沙泉子铜铁矿中方解石的碳、氧同位素

组成 分 别 为MPNPO"M’NFO和)(O")’NQO
（C;36-<>3:.，’()F3）。同一矿床不同方解石样品

变化非常小的碳、氧同位素组成，也说明了这些方解

石是同源的。

三个矿床的方解石具有不同的稀土元素配分模

式，暗示了其可能的形成机制也不同。研究表明，方

解石是稀土元素的重要载体，方解石中的稀土元素

含量主要受流体组成控制，而不是受晶体结构控制

（D3A5@>3609<>3:.，’((R；S<43A3?0<>3:.，)!HH）。

热液矿物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主要受流体中稀土元

素络合物稳定性的制约（C335<>3:.，)!!P；D0>><4T
105<4，)!!’；L00?，)!!(3；)!!(U）。稀土元素通常

与流体中的阴离子（如/I’MF 、ICM、+M）形成络合物

并发生共沉淀（#3;<>3:.，)!!’），且络合物稳定性

随着稀土元素原子序数的增大而增加。就方解石而

言，由于D%88的离子半径较重稀土元素更接近

/3’V，因而D%88的方解石E流体配分系数要大于重

稀土元素（L00?，)!!(U）。因此，理论上流体中的

D%88相对C%88更容易沉淀出来进入方解石中，

方解石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应为轻稀土元素富集

型。沙泉子铜铁矿中的方解石表现为D%88富集型

（图Q7），与正常沉淀的方解石是一致的。然而，黑峰

山铁 矿 中 的 方 解 石 总 体 为 C%88 富 集 型（ 除

C+J(!(F外）。双峰山铁矿中的方解石为平坦型，这

可能与稀土元素络合的条件（温度、2C值和流体组

成）有关（#3;，)!!)；C335<>3:.，)!!P）。#3;等

（)!!’）将方解石平坦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被解释为

成矿流体中有具有非常低的/I’MF ，而右倾的稀土元

素配分模式被解释为流体中有较高含量的/I’MF 。

因而，双峰山铁矿和沙泉子铜铁矿中方解石的稀土

元素配分模式可能主要受控于成矿流体组成。黑峰

山铁矿中的方解石表现为C%88富集型，与湖南锡

矿山成矿晚期方解石相似（彭建堂等，’((R），无法

用稀土元素络合机制来解释。湖南锡矿山方解石中

轻、重稀土元素富集的配分模式被解释为受晶体结

构 控制（彭建堂等，’((R）。黑峰山铁矿方解石的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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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元素配分模式也有可能是受晶体结构控制，但需

进一步的证据。黑峰山铁矿方解石重稀土元素富集

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为方解石的!"#$%定年提供

了依据。

!&" 成矿物理化学条件

稀土元素配分模式中的’(、)*异常可以很好地

反映成矿时的物理化学条件。研究表明含水溶液中

)*异常的产生（即)*+,／)*-,氧化还原电位的变

化），取决于温度、压力、./值及稀土元素的赋存形

态，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温度（!0(12(3456，789:；

;<<%，788=>）。低温环境（!-==?）下出现)*异常

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需要极低的氧逸度；而在高温

环境（"-==?）下，即使在中等还原的环境也能出现

)*异常。大洋中部扩张中心还原性、酸性的高温热

液流体具有明显的正)*异常，说明在此种环境条件

下)*-,是主要的（@A*(BAC&，788-；DEFGA1%(BAC&，

789+）。’(异常的产生往往和溶液中的./值及氧

逸度的变化有关，且对于./值的变化更加敏感（)CH
%(1IE(C%(BAC&，789J）。在具有强络合能力的弱碱性

环境中就有可能发生’(异常，但是’(异常在高温

环境下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随着温度的升高，

’(:,／’(+,氧化还原平衡所需要的氧逸度也随之升

高（@A*(BAC&，788-）。

黑峰山铁矿、双峰山铁矿及沙泉子铜铁矿中的

黄铁矿和方解石均表现为无’(异常，说明成矿流体

形成温度较高（"-==?）。黑峰山铁矿黄铁矿和方

解石均表现出一定的负)*异常，说明成矿流体是碱

性的。双峰山铁矿和沙泉子铜铁矿中的黄铁矿和方

解石均表现出明显的正)*异常，说明成矿流体是酸

性、还原性的。因此，三个矿床均形成于较高的温度

条件下，黑峰山铁矿形成于碱性的流体，而双峰山铁

矿和沙泉子铜铁矿形成于酸性的还原性的流体。

!&# 矿床成因

黑峰山铁矿、双峰山铁矿及沙泉子铜铁矿床的

成因类型一直存在争议。由于与闪长岩关系密切，

这些矿床被认为是矽卡岩矿床（宋治杰，789K；赵

斌，7898）。这些矿床均产在下石炭统的火山#沉积

岩中，因而被认为是火山热液#充填交代矿床（宋治

杰等，789+）、矿 浆 喷 溢#贯 入 型 矿 床（何 大 伦 等，

788:）、接触变质火山#沉积矿床（姜福芝等，-==-）以

及喷流沉积矿床（王京彬等，-==L）等。笔者进行了

详细的磁铁矿、黄铁矿及方解石的微量和稀土元素

研究，为矿床成因的判定提供了一些依据。磁铁矿

的微量元素组成表明，磁铁矿形成于热液过程而不

是岩浆分异，这些矿床与矽卡岩有密切关系，但又有

别于矽卡岩型矿床（/*A3M(BAC&，-=7+>）。黄铁矿

的微量元素表明，黄铁矿相对富集’<、$E、’*，亏损

N>、O3，不同于沉积喷流矿床（NE1A23<，-==8），而且

成矿年龄明显晚于赋矿地层，也进一步证明了此结

论（/*A3M(BAC&，-=7+A）。黄铁矿的’<、$E含量和

’<／$E比值与火山成因和热液成因的黄铁矿非常相

似，而明显区别于沉积成因及岩浆成因的黄铁矿，因

此，这些矿床应属于火山热液型。方解石的稀土元

素含量很低，为热液成因。黄铁矿的稀土元素表明，

黑峰山和双峰山铁矿中黄铁矿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

明显区别于赋矿地层，而沙泉子铜铁矿中黄铁矿的

稀土元素配分模式与赋矿地层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指示了前者以充填为主，而后者伴随着交代作用。

因此，这三个矿床应属于火山热液充填（交代）型。

L 结 论

（7）溶液P’N#D!与QR#P’N#D!分析磁铁矿微

量元素表明，前者可能由于样品的不纯或者溶样的

不完全而导致错误的微量元素含量，特别是S、’1、

O3和TA。硫化物的混入，将导致磁铁矿’<、$E和

O3含量的明显升高。

（-）磁铁矿中的S、O3和TA含量，通常为黄铁

矿的7=!7==倍；黄铁矿中的’<含量通常为磁铁矿

的7==倍左右；而黄铁矿中的$E含量为磁铁矿的7
!7=倍。磁铁矿中’<的含量受矿物组合影响较明

显，而$E不明显。

（+）三个矿床的黄铁矿微量元素配分型式基本

一致，’<、$E、’*、R4在黄铁矿中强烈富集，@E中等富

集，N>、O3、D<、’%、!3、!>含量与上地壳中的含量相

当，表现为弱的富集或亏损。黄铁矿较高的’*含量

可能反映了含’*矿物微颗粒的存在。三个矿床中

黄铁矿较低的N>、O3含量，可能反映了成矿流体中

较低的N>-,和O3-,浓度。

（:）黄铁矿的’<／$E比值表明，黑峰山铁矿、双

峰山铁矿及沙泉子铜铁矿在成因上基本相似，均为

火山#热液矿床。

（K）三个矿床略微差别的方解石稀土元素配分

模式，反映了流体组成和形成机制的差别。黑峰山

铁矿重稀土元素富集型的方解石稀土元素配分模

式，为方解石!"#$%定年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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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矿床均形成于较高的温度条件下，黑

峰山铁矿形成于碱性的流体，而双峰山铁矿和沙泉

子铜铁矿形成于酸性的还原性的流体。

（"）黑峰山铁矿、双峰山铁矿及沙泉子铜铁矿

均为火山热液#充填（交代）矿床。

志 谢 野外工作得到新疆地矿局第六地质大

队邓刚总工程师及香港大学高剑峰的帮助，在此表

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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