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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南沙拉岗锑矿流体包裹体红外显微测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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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沙拉岗锑矿是藏南金锑成矿带内最具有代表性的锑矿床。为了更直接地了解该矿床的流体物理化学特征，本文
利用红外显微镜对辉锑矿及紧密共生石英中的流体包裹体进行了显微测温研究。红外显微测温分析结果表明，辉锑矿中包

裹体均一温度在１３４９～２２１９℃，峰值在１６０～１９０℃之间，盐度在１７％ ～７３％ ＮａＣｌｅｑｖ，峰值在５０％ ～６０％ ＮａＣｌｅｑｖ之
间，密度在０８７９～０９５８ｇ／ｃｍ３之间，平均值为０９３４ｇ／ｃｍ３；共生石英中包裹体均一温度在１４２５～２０５６℃，峰值在１６０～
１９０℃之间，盐度在２３％ ～７０％ ＮａＣｌｅｑｖ，峰值在４０％ ～６０％ ＮａＣｌｅｑｖ之间，密度在０９１０～０９４７ｇ／ｃｍ３之间，平均值为
０９２９ｇ／ｃｍ３。通过对比研究认为沙拉岗辉锑矿及共生石英形成于同一物理化学条件，捕获同一成矿流体。结合石英中单个流

１００００５６９／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１）０１８９９８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Ｕ１３０２２３３、４０８３０４２５、４０８７３０３４、４０６７３０４５）、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９７３”项目（２００９ＣＢ４２１００６、
２００２ＣＢ４１２６１０）、广东省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项目（２０１１）和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２００８０５５８００３１）联合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孙晓明，男，１９６３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矿床地球化学和海底矿产资源研究，Ｅｍａｉｌ：ｅｅｓｓｘｍ＠ｍａｉｌ．ｓｙｓｕ．ｅｄｕ．ｃｎ



体包裹体激光拉曼成分分析认为成矿流体为含微量ＣＯ２、Ｎ２、ＣＨ４气体的低温、低盐度和低密度的 ＮａＣｌＨ２Ｏ热液体系。成矿
流体的沸腾作用是辉锑矿大量沉淀主要原因。

关键词　　流体包裹体；红外显微镜；红外显微测温；辉锑矿；沙拉岗锑矿；藏南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６１８６６

　　流体包裹体是地质时代中形成各种矿物、岩石、矿床时
被留在其中的地质流体的样品，从中可以得出各种矿床和岩

石的形成条件，对其进行研究已成为矿床学研究的重要手

段。但一直以来由于受到各种技术手段的限制，地质学家们

主要是通过研究与金属矿物共生的透明脉石矿物中的流体

包裹体来近似代表成矿的物理化学条件，这些透明脉石矿物

主要为石英、方解石、萤石等。而直接来自不透明金属矿物

中的流体包裹体物理化学条件研究则非常少。对此，有些地

质学家曾对透明脉石矿物中流体包裹体所提供的有关流体

与成矿物理化学条件能否代表成矿时的实际流体和成矿条

件表示了质疑（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ａｎｄ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Ｃｏｏｋ，１９８７；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ａｎｄＰａｎｔｅｒ，１９９０），并认为有必要对金属矿物的流体包裹体
进行直接的研究。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红外技术的发展已使我们
能够直接观察可见光下不透明金属矿物中的包裹体。目前

研究已发现多种金属矿物在红外显微镜下透明（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８；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ａｎ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Ｃｏｏｋ， １９８７；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ａｎｄＰａｎｔｅｒ，１９９０；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ａｎｄＫｅｒｒｉｃｈ，１９９３；
Ｍａｎｃａｎｏａｎｄ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１９９５；Ｌüｄｅｒｓ，１９９６；Ｌüｄｅｒｓａｎｄ
Ｚｉｅｍａｎｎ，１９９９），这使得我们直接对这些在可见光下不透明
的金属矿物进行显微测温成为可能。

沙拉岗锑矿是藏南金锑成矿带内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锑

矿床，研究该矿床的成矿物理化学条件对了解该成矿带的成

矿机制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目前针对该矿床的显微测温

数据已有不少，如：杨竹森等（２００６）研究表明，沙拉岗锑矿床
石英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范围为１４８～２９７℃，峰值２００℃，
代表锑的主成矿温度。流体包裹体的盐度介于 ３３９％ ～
５８６％ ＮａＣｌｅｑｖ，属于低盐度流体；曲晓明等（２００３①）研究
发现沙拉岗锑矿床石英流体包裹体的温度变化范围分别为

１９０～２７０℃和 １４０～１８０℃，流体盐度为 ４８％ ～１２５８％
ＮａＣｌｅｑｖ；颜维钧和张林（２００２）对沙拉岗锑矿石英、方解石中
流体包裹体的研究表明均一温度在１４４～３４０℃之间，并通过
对比研究浅成热液矿床的地质特征后认为沙拉岗锑矿为浅成

热液矿床的石英脉型锑矿床；Ｚｈａ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通过系统的
地质地球化学分析提出该矿成矿流体主要由大气降水组成，

矿床属于造山型矿床的浅成部分。尽管目前已经有不少关于

沙拉岗锑矿的流体包裹体显微测温研究，但以往的显微测温

研究主要集中在石英、方解石等脉石矿物中，利用脉石矿物的

形成条件来近似代替矿石矿物的形成条件，即假定共生的脉

石矿物与矿石矿物是同时形成的，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物理化

学条件。显然这种假设还缺乏明显的证据支持。为此，本文

将利用红外显微镜对辉锑矿中包裹的流体包裹体进行直接的

显微测温研究，以期了解该矿床的成矿物理化学条件，并探讨

共生石英与辉锑矿形成时是否具有相似的物理化学条件。

１　地质概况

沙拉岗锑矿位于西藏特提斯喜马拉雅板片中。按其地

质特征，特提斯喜马拉雅板片由北向南可划分出北喜马拉

雅、高喜马拉雅、低喜马拉雅、亚喜马拉雅等四个构造带（尹

安，２００１）。沙拉岗处于北喜马拉雅构造带的中部，南与高
喜马拉雅构造带相接，北与雅鲁藏布江结合带以大断裂为界

（图１）。北喜马拉雅构造带内出露的地层有古生界和中生
界。古生界由前石炭系片岩、混合岩和下二叠统康马组片

岩、千枚岩组成，为古台地型沉积。中生界主要由上三叠统

涅如群、上侏罗统维美组、下白垩统多久组和上白垩统宗卓

组等组成，为一套浅海深海相沉积。中生界分布广，厚度
大，是北喜马拉雅构造带的主体地层。矿区位于西藏自治区

江孜县龙马乡沙拉岗村附近，西距江孜县城３９ｋｍ，东经浪卡
子县城到拉萨市约２２０ｋｍ（西藏自治区地矿厅地热地质大
队，２０００②）。

矿区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上白垩统宗卓组（Ｋ２ｚ）和下白垩
统多久组（Ｋ１ｄ）。上白垩统宗卓组（Ｋ２ｚ）出露于矿区南北两
侧，组成沙拉岗背斜的两翼。它是一套特殊的岩石组合———

沉积混杂堆积岩，由正常沉积岩（基岩）、原地岩块和外来岩

块三部分组成。其与下伏多久组（Ｋ１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多久组是矿区出露的主体地层，也是主要的赋矿层位。呈东

西向展布于矿区中部。按岩性组合，可划分为五个岩性段，

自下而上：第一岩性段（Ｋ１ｄ
１）：灰黑色含凝灰质长石岩屑砂

岩、细粒长石岩屑砂岩夹石英砂岩、石英砾岩透镜体。普遍

含黄铁矿结核，局部有辉锑矿脉穿入；第二岩性段（Ｋ１ｄ
２）：上

部为灰色含泥质微晶灰岩夹深灰色粉砂质泥岩，灰岩、硅质

泥岩条带或透镜体发育，含泥质、钙质结核，黄铁矿结核发

育。下部深灰色粉砂质泥岩为主夹灰岩条带，黄铁矿结核发

育。本岩性段是辉锑矿的主要产出部位。与下伏第一岩性

段（Ｋ１ｄ
１）整合接触。第三岩性段（Ｋ１ｄ

３）：灰黑色不等厚灰

色硅质岩夹薄层泥岩。在硅质岩中，发育一条宽２～３ｍ的层
间破碎带，沿层间破碎带断续分布有辉锑矿透镜体、扁豆体，

０９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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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１－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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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岗矿区锑矿普查报告



图１　藏南沙拉岗锑矿区域地质简图（据聂凤军等，２００５修改）
１亚喜马拉雅构造带；２低喜马拉雅构造带；３高喜马拉雅构造带；４北喜马拉雅构造带；５拉萨地体；６拉萨地体内主要火山岩分布区；７拉
萨地体内主要深成侵入岩；８拉萨地体内主要主要变质岩分布区；９藏南地区主要花岗岩类侵入岩分布区；１０变质核杂岩中心位置及其编
号；１１沙拉岗锑矿ＢＮＳ班公怒江缝合带；ＩＹＳ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缝合带；ＭＢＴ主边界逆冲断层；ＭＣＴ主中央逆冲断层；ＳＴＤＳ藏南拆离
系；ＧＣＴ大反向逆冲断层；ＳＧＡ狮泉河改则安多逆冲断裂系Ⅰ然巴勒金康桑核杂岩；Ⅱ康马核杂岩；Ⅲ邛多江核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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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辉锑矿主要赋存的部位之一。与下伏第二岩性段（Ｋ１ｄ
２）

为整合接触。第四岩性段（Ｋ１ｄ
４）：深灰色中薄中厚层状长石

石英细砂岩夹薄层泥岩，局部地段砂岩底部夹灰岩透镜体和

钙质结核。与下伏第三岩性段（Ｋ１ｄ
３）为整合接触。在该岩性

段中，偶尔有辉锑矿穿入。第五岩性段（Ｋ１ｄ
５）：浅灰色含泥质

微晶灰岩夹深灰色粉砂质泥岩，泥岩中夹灰岩、硅质泥岩薄层

或透镜体，含泥硅质结核发育。其整合于下伏第四岩性段

（Ｋ１ｄ
４）之上，与上覆宗卓组（Ｋ２ｚ）为微角度不整合接触。
矿区构造形态较为简单，主要由一些宽缓褶皱和正、逆

断层组成。它们对锑矿的富集有明显的控制作用。矿区主

要褶皱构造为沙拉岗背斜，它是江孜盆地的复式向斜中的一

个次级背斜。该背斜轴向近ＥＷ，呈向东倾伏，向西扬起的态
势。横向上两翼不对称，南翼倾角较缓，北翼倾角较陡，轴面

向南陡倾，枢纽波状起伏，为一斜歪的短轴背斜。已知的锑

矿脉多集中地分布于背斜向东倾伏的转折端，向两翼矿化明

显减弱。矿区断裂构造较为发育，主要集中分布于沙拉岗背

斜的核部和向东倾伏的地段。根据走向，可分为 ＥＷ向、
ＮＮＥ（近ＳＮ）向和ＮＷ向三组（图２）。其中 ＥＷ向、ＮＮＥ（近
ＳＮ）向断层为主要的导矿控矿构造，形成于成矿前；ＮＷ向断
层具有破坏矿脉的作用，为成矿后构造。

矿区岩浆岩欠发育，仅在沙拉岗背斜核部零星出露两个

辉长岩小岩株（如图２），面积大概１～１５ｋｍ２，并与多久组第
一岩性段呈侵入接触关系。可见到少数小矿体沿裂隙充填

于岩体中。

目前矿区共圈定出大小不一的锑矿体共１３个，主要产
于下白垩统多久组第二、三、四岩性段（Ｋ１ｄ

２４）中，同时受控

于断层破碎带及沙拉岗背斜，表现为矿体的形态、产状及规

模均严格地受断层破碎带的控制，矿体较为集中地分布在背

斜向东倾伏端并靠近核部的地段。以下分别简述四个规模

最大的矿体。

９号矿体呈东西向带状贯通全矿区，是矿区规模最大的
一个矿体，该矿体受层间破碎带控制，产状与围岩产状基本

一致，Ｎ倾，倾角３５°～５０°。辉锑矿脉呈透镜状或不规则团
块状，极不均匀分布。多呈大小不等的单脉或脉群形式断续

产出。单个脉体长度一般为５～１０ｍ，最长３０ｍ，厚度一般为
０３～０７ｍ，最厚１７ｍ。主要矿石为致密块状辉锑矿矿石，
次为角砾状矿石和细脉状矿石。Ｓｂ含量一般

!

３０×１０－２，
最高５７５７×１０－２，最低０６８×１０－２。
３号矿体呈近ＥＷ向展布，由 Ｆ３含矿断层破碎带组成，

总体产状：倾向ＮＷ３２０°～３５０°，倾角４０°～５０°。断层破碎带
主要由断层角砾岩组成，少量石英辉锑矿脉不均匀分布。断

层破碎带内共圈出三个规模不大的小锑矿体，均呈透镜状、

１９１孙晓明等：藏南沙拉岗锑矿流体包裹体红外显微测温研究



图２　沙拉岗锑矿矿区地质图（据杨竹森等，２００６修改）
１下白垩统多久组；２上白垩统宗卓组；３第四系；４辉长岩；５矿体及编号；６层间破碎带；７逆断层；８正断层；９推测断层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Ｓｈａｌａｇａｎｇａｎｔｉｍｏｎ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ｆｔｅｒ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１ＤｕｏＪｉ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２Ｚｏｎｇｚｈｕｏ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ｐｐ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３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４ｇａｂｂｒｏ；５ｏｒｅｂｏｄｙ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６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ｚｏｎｅ；７ｒｅｖｅｒｓｅｆａｕｌｔ；８ｎｏｒｍａｌｆａｕｌｔ；９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ａｕｌｔ

扁豆状产出，矿体长度２４～４０ｍ，厚度分别为２９０ｍ、０７５ｍ、
１７０ｍ，矿体产状与矿体所在的含矿断层破碎带产状一致。
矿石主要为块状石英辉锑矿矿石，少量角砾状矿石。Ｓｂ含
量一般为７００×１０－２～８００×１０－２，最低１９８×１０－２。
７号矿体呈近ＳＮ向带状分布，主要由 Ｆ７含矿断层破碎

带组成，倾向ＳＷ２２０°～２５０°，倾角４５°～５２°。该矿体处在闪
长岩的外接触带（局部在岩体内）中，带内岩性主要为强蚀变

碳酸盐岩、挤压碎裂岩和石英辉锑矿脉等。辉锑矿以石英辉

锑矿脉和细脉浸染状分布的辉锑矿出现。矿体中部矿化最

强，向两端矿脉体变小，矿化明显减弱，呈透镜状产出，矿体

长１２７ｍ，一般厚１００ｍ±，最厚１６８ｍ，矿体产状与断层产状
一致。主要为块状石英辉锑矿矿石，少量细脉浸染状矿石，

Ｓｂ含量一般为１×１０－２～２×１０－２，最高３１４×１０－２，最低
０６５×１０－２。

１号矿体呈ＮＮＥＳＳＷ向规则带状展布，长度大于３５０ｍ，
宽度南北有差异，受Ｆ１、Ｆ２两条断层破碎带控制。辉锑矿化
较为集中地分布在断层破碎带中，主要以石英辉锑矿脉的形

式出现，脉体形态多样，变化无常，分支复合、尖灭再现的现

象普遍存在。矿脉体最大厚度可达２ｍ以上，最小厚度不足
１ｍ。矿体产状与含矿断层破碎带的产状一致，矿石以块状石
英辉锑矿矿石为主，次为角砾状矿石和细脉浸染状矿石。Ｓｂ
品位一般为２０×１０－２，最高可达４０×１０－２。

２　实验设备及样品

本研究所采用样品来自沙拉岗锑矿规模最大的９号矿

体中晶型较好的辉锑矿矿石。矿石具块状构造，成分较为简

单，金属矿物为辉锑矿，脉石矿物为石英，且在手标本中可见

石英呈细脉状充填于平行辉锑矿晶体（０１０）解理面的裂隙
中。研究样品沿平行辉锑矿晶体解理面方向制备成厚度在

９０～１２０μｍ的双面抛光薄片。辉锑矿及与其共生的石英中
的流体包裹体研究均在相同的实验设备下完成，只是在研究

石英中的流体包裹体时需将红外偏振镜及相关的红外观察

设备去除即可。在温度测试的过程中，为防止流体包裹体爆

裂，先进行冰点温度测定后再进行均一温度测定。

本次研究利用中山大学海洋学院成矿流体实验室的红

外显微镜实现，图像观察通过搭配在红外显微镜上的红外

ＴＶ照相机及计算机等辅助成像设备获得。流体包裹体热力
学温度测定在 ＬｉｍＫａｎＴＨＭＳＧ６００型冷热台上进行，仪器测
试精度为±０１℃，升降温速率≤１５℃／ｍｉｎ，相态转变点附近
升降温速率≤２℃／ｍｉｎ。实验测温结果用 Ｆｌｉｎｃｏｒ软件
（Ｂｒｏｗｎ，１９８９）计算流体包裹体的各种物理化学参数，并利
用Ｇｅｏｋｉｔ（路远发，２００４）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单个流体包裹体成分分析在中山大学测试中心光谱室

的ＲｅｉｎｓｈａｗＲＭ２０００型拉曼光谱仪上完成。室温下测定，氩
离子激光器（５１４ｎｍ），扫描功率为２０ｍｗ。

３　流体包裹体岩相学及显微测温

３１　流体包裹体岩相学
利用红外显微镜观察发现辉锑矿中的流体包裹体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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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沙拉岗辉锑矿矿石中的流体包裹体显微照片（样品２０１００９８，常温红外光下）
（ａｄ）辉锑矿晶体中Ⅰ型流体包裹体的红外显微照片及不同相态比例的Ⅰ型流体包裹体；（ｅ、ｆ）辉锑矿晶体中Ⅱ型流体包裹体的红外显微

照片及不同相态比例的Ⅱ型流体包裹体

Ｆｉｇ．３　Ｐｈｏｔｏ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ｏｓｔｅｄｉｎｓｔｉｂｎｉｔｅｆｒｏｍＳｈａｌａｇａｎｇａｎｔｉｍｏｎ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ｍｐｌｅ２０１００９８，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ｌｉｇｈｔ）
（ａ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ｌｉｇｈｔｐｈｏｔｏ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Ⅰ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ｏｓｔｅｄｉｎｓｔｉｂｎｉｔｅａｎｄⅠ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ｑｕｉｄ／ｖａｐｏｕｒｒａｔｉｏｓ；（ｅ，ｆ）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ｌｉｇｈｔｐｈｏｔｏ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Ⅱ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ｏｓｔｅｄｉｎｓｔｉｂｎｉｔｅａｎｄⅡ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ｑｕｉｄ／ｖａｐｏｒｒａｔｉｏｓ

非常特征的分布规律。因此根据其包裹体的分布特征可首

先将其分为两大类：

Ⅰ型：平行于辉锑矿晶体（０１０）解理面，且包裹体长径沿
平行Ｃ０轴方向成群线状伸展分布（图３ａｄ）。该类包裹体约
占辉锑矿中包裹体总数的６０％。形态上主要以长管状、长条
状、长柱状为主，少数为短柱状，包裹体大小变化范围较大主

要在２０～９０μｍ（长径方向）。根据测温过程中的相态变化及
室温下气泡的充填比例又可进一步分为以下四个亚类：

Ⅰａ亚型富液两相包裹体（图３ｂ）：该亚型包裹体约占Ⅰ
型包裹体总数的９０％，为数量最多的包裹体类型。室温下气
泡的充填比例占包裹体总体积的１０％左右。在升温时，气泡
均一到液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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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ｂ亚型纯液体包裹体（图３ｄ）：该亚型包裹体约占Ⅰ型
包裹体总数的 ５％左右。室温下无气泡，且包裹体壁清楚
可辨。

Ⅰｃ亚型富气两相包裹体（图３ｃ，ｄ）：该亚型包裹体约占
Ⅰ型包裹体总数的３％左右。室温下气泡的充填度≥５０％，
在升温过程中极易发生爆裂，无法获得均一时相态变化。

Ⅰｄ亚型纯气体包裹体（图３ｄ）：该亚类包裹体极少，约
占Ⅰ型包裹体总数的２％左右。室温下观察发现整体颜色较
暗，无两相界限，包裹体壁边界清楚。

Ⅱ型：平行辉锑矿晶体（０１０）解理面，且包裹体沿垂直于
Ｃ０轴方向成群线状分布（图３ｅ，ｆ）。该类包裹体约占辉锑矿
中包裹体总数的４０％左右。形态上与Ⅰ型具有明显的区别，
主要以椭圆状、多边形状存在。包裹体大小主要在 １０～
３０μｍ之间。根据测温过程中的相态变化及室温下气泡的充
填比例又可进一步分为以下两个亚类：

Ⅱａ亚型富液两相包裹体：该亚型包裹体约占Ⅱ型包裹
体总数的９５％左右。室温下气泡的充填比例占包裹体总体
积的１０％～１５％之间。在升温时，气泡均一到液相中。

Ⅱｂ亚型富气两相包裹体（图３ｆ）：该亚型包裹体约占Ⅱ
型包裹体总数的５％左右。室温下气泡的充填度≥５０％，在
升温过程中大部分发生爆裂，但仍然可以观察到小部分该亚

型包裹体均一到气相中。

此外还可以观察到在同一个视域的微小范围同时出现

不同类型、不同相态比例的流体包裹体（图３ｃ，ｄ，ｆ），说明流
体包裹体形成于非均一的流体介质条件（Ｒｏｅｄｄｅｒ，１９８４；李
兆麟，１９８８；卢焕章等，２００４），辉锑矿形成时流体发生了沸腾
作用。

另外观察了与辉锑矿紧密共生的石英中的流体包裹体。

其包裹体类型较为单一，为富液两相水溶液包裹体（图４）。
包裹体大小主要在５～２０μｍ之间，相对于辉锑矿中的包裹
体略显较小。气泡充填比例在１０％ ～２０％之间。包裹体主
要呈孤立状或成群状分布在石英颗粒中。包裹体形态各异，

主要呈负晶形、椭圆形、圆形、长柱形、不规则形状。

３２　显微测温结果

在显微冷热台上对辉锑矿及与其紧密共生的石英中的

流体包裹体分别进行冷冻法（图５）成分和盐度估测及均一
法测温（图６）。辉锑矿中Ⅰ型包裹体测温结果全部来自Ⅰａ
亚型富液两相包裹体，因为Ⅰｂ、Ⅰｃ、Ⅰｄ数量较少且在测温
过程中极易发生爆裂或无明显变化。这可能与辉锑矿晶体

具（０１０）完全解理有关，导致在升温过程中易使包裹体沿解
理面等薄弱地方发爆裂或渗漏。Ⅱ型包裹体测温结果也全
部来自Ⅱａ亚型富液两相包裹体。

Ⅰ型包裹体测温结果：均一温度为１３４９～１９１２℃，峰
值在１５０～１８０℃（图７），平均值为１６３１℃。全结冰温度为
－４６５～－４０４℃，冰点温度为 －４６～－１℃，其对应的盐
度为１７％～７３％ ＮａＣｌｅｑｖ，峰值在５０％ ～６０％ ＮａＣｌｅｑｖ

图４　沙拉岗与辉锑矿紧密共生石英中的流体包裹体显
微照片（样品２０１００９８，常温单偏光）
（ａ、ｃ）在同一薄片中与辉锑矿（Ｓｔ）紧密共生的石英（Ｑｚ）；（ｂ、

ｄ）对应石英中的两相水溶液流体包裹体

Ｆｉｇ．４　Ｐｈｏｔｏ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ｏｓｔｅｄｉｎｓｔｉｂｎｉｔｅａｎｄ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ｑｕａｒｔｚｆｒｏｍＳｈａｌａｇａｎｇａｎｔｉｍｏｎｙ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ａｍｐｌｅ
２０１００９８，ｒｏｏｍ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ｌｉｇｈｔ）
（ａ，ｃ）ｐｈｏｔｏ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ｈｏｗ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ｑｕａｒｔｚａｎｄ

ｓｔｉｂｎｉｔｅ；（ｂ，ｄ）ｐｈｏｔｏ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ｏｓｔｅｄｉｎｑｕａｒｔｚ

ｆｒｏｍＳｈａｌａｇａｎｇａｎｔｉｍｏｎｙｄｅｐｏｓｉｔ

之间（图 ８），平均值为 ５７０％ ＮａＣｌｅｑｖ。密度在 ０９３４～
０９５８ｇ／ｃｍ３之间，平均值为０９４６ｇ／ｃｍ３。

Ⅱ型包裹体测温结果：全结冰温度为 －４６３～
－４１５℃，冰点温度为 －３８～－２８℃，其对应的盐度为
４５％～６１％ ＮａＣｌｅｑｖ，峰值在５０％ ～６０％ ＮａＣｌｅｑｖ之间
（图 ８），平均值为 ５６％ ＮａＣｌｅｑｖ。均一温度为 １６４１～
２２１９℃，峰值在１８０～２００℃（图７），平均值为１９０８℃。密
度在０８７９～０９４７ｇ／ｃｍ３之间，平均值为０９２１ｇ／ｃｍ３。

共生石英中流体包裹体测温结果：全结冰温度为 －４５５
～－２３６℃，冰点温度为 －３８～－１４℃，其对应的盐度为
２３％～６１％ ＮａＣｌｅｑｖ（图８），存在两个明显的峰值，第一个
峰值在５０％～６０％ ＮａＣｌｅｑｖ之间，与辉锑矿中包裹体的盐
度峰值一致，第二个峰值在４０％ ～５０％ ＮａＣｌｅｑｖ之间，比
辉锑矿中包裹体盐度峰值略低。石英中包裹体总盐度平均

值为４８％ ＮａＣｌｅｑｖ。均一温度为１６４１～２２１９℃，峰值在
１６０～１９０℃（图 ７），平均值为 １７５６℃。密度在 ０９１０～
０９４７ｇ／ｃｍ３之间，平均值为０９２９ｇ／ｃｍ３。

４　拉曼光谱分析

结合显微测温结果，我们对石英中流体包裹体的气液相

成分分别进行系统的拉曼光谱分析。此外，由于目前国内的

拉曼光谱实验室没有配备红外显微镜，因此无法直接对辉锑

４９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１）



图５　辉锑矿中流体包裹体冰点测温相变过程
Ｔ表示温度；Ｔｆ表示全结冰温度；Ｔｍ表示冰点温度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ｉｃｅｍｅｌ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ｈｏｓｔｅｄｉｎｓｔｉｂｎｉｔｅ
Ｔｓｔａｎｄｓｆｏ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ｆｓｔａｎｄｓｆｏｒｆｉｎａｌｌｙ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ｍｓｔａｎｄｓｆｏｒｉｃｅｍｅｌ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图６　辉锑矿中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测温相变过程
Ｔ表示温度；Ｔｈ表示均一温度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ｏｓｔｅｄｉｎｓｔｉｂｎｉｔｅ
Ｔｓｔａｎｄｓｆｏ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ｓｔａｎｄｓｆｏｒ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图７　辉锑矿及共生石英中流体包裹的均一温度
Ｆｉｇ．７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ｏｆｆｌｕｉ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ｉｎｓｔｉｂｎｉｔｅａｎｄ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ｑｕａｒｔｚ

矿中包裹体进行成分测定。石英中包裹体成分分析结果

如下：

石英中流体包裹体气相组分测定中，激光拉曼光谱在

１２６８ｃｍ－１和１３８７ｃｍ－１处出现较明显的谱峰，显示其气相成
分含有少量ＣＯ２；在３３１０～３６１０ｃｍ

－１出现较强的宽峰，显示

气相成分中含有 Ｈ２Ｏ；在２３３０ｃｍ
－１和２９１８ｃｍ－１出现较明显

的谱峰，显示气相成分中含一定量的 Ｎ２和 ＣＨ４等气体（图

９ａ）。液相成分测定中，仅仅在３３１０～３６１０ｃｍ－１出现较强的
宽峰，显示液相成分为Ｈ２Ｏ（图９ｂ）。

结合显微测温结果，我们发现石英中这种含微量 ＣＯ２、
Ｎ２、ＣＨ４气体的两相水溶液包裹体，其全结冰温度在 －４６～
－４０℃之间，盐度在５０％ ～６０％ ＮａＣｌｅｑｖ之间，均一温度
在１６０～１９０℃之间与辉锑矿中流体包裹体测温结果极其吻
合。因此，可推断辉锑矿中包裹体与石英中包裹体的流体成

分相同，为含微量ＣＯ２、Ｎ２、ＣＨ４气体的ＮａＣｌＨ２Ｏ热液体系。

５　讨论

通过流体包裹体岩相学观察发现辉锑矿中包裹体具有

极其特征的两组分布方向：Ⅰ型为平行于辉锑矿晶体（０１０）

５９１孙晓明等：藏南沙拉岗锑矿流体包裹体红外显微测温研究



图８　辉锑矿及共生石英中流体包裹的盐度
Ｆｉｇ．８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ｏｆ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ｓｔｉｂｎｉｔｅａｎｄ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ｑｕａｒｔｚ

解理面，且包裹体长径沿平行于 Ｃ０轴方向成群线状伸展分
布（图３ａｄ）；Ⅱ型为平行辉锑矿晶体（０１０）解理面，且包裹
体沿垂直于Ｃ０轴方向成群线状分布（图３ｅ，ｆ）。辉锑矿中

图９　沙拉岗锑矿石英中流体包裹体激光拉曼图谱
Ｆｉｇ．９　ＬａｓｅｒＲａｍａｎ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ｆｌｕｉ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ｏｓｔｅｄｉｎｑｕａｒｔｚｆｒｏｍＳｈａｌａｇａｎｇａｎｔｉｍｏｎｙ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ｔｈｅｖａｐｏｒｐｈａｓ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ｒｉｃｈ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ａｑｕｅｏｕｓ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ｂ）ｔｈｅｌｉｑｕｉｄｐｈａｓ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ｒｉｃｈ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ａｑｕｅｏｕｓ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包裹体这种特征的分布可能受控于辉锑矿晶体（０１０）完全解

理，及解理面上常有横的聚片双晶纹。此外，无论是Ⅰ型还

是Ⅱ型包裹体均发现在同一个视域的微小范围同时出现不

同类型、不同相态比例的流体包裹体（图３ｃ，ｄ，ｆ），说明流体
包裹体形成于非均一的流体介质条件，辉锑矿形成时流体包

裹体发生了沸腾作用。

显微测温结果表明，辉锑矿中Ⅰ型与Ⅱ型包裹体具有相
同的盐度（图９），但Ⅰ型包裹体均一温度要略低于Ⅱ型包裹
体，说明辉锑矿中这两类包裹体为捕获同一成矿流体而成，

但Ⅰ型包裹体较多的捕获于同一流体的较低温状态。导致
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Ⅰ型包裹体受控于（０１０）完全解
理，因为辉锑矿晶体在形成后的不断长大过程中，由于应力

不均，极易沿相对薄弱的（０１０）完全解理面产生裂纹，在具有
裂纹的晶面上继续生长，使这种损伤延续下去，并捕获同一

成矿流体相对低温状态的成矿溶液。石英中包裹体均一温

度峰值在１６０～１９０℃之间（图８），与辉锑矿中包裹体均一温
度峰值极其吻合。盐度出现两个较明显的峰值，第一个峰值

在５０％～６０％ ＮａＣｌｅｑｖ之间，与辉锑矿中包裹体的盐度峰
值一致，第二个峰值在４０％ ～５０％ ＮａＣｌｅｑｖ之间，比辉锑
矿中包裹体盐度峰值略低，且观察图１０发现石英中包裹体
及辉锑矿中Ⅰ型包裹体均表现出从较高温度、盐度向较低温
度、盐度呈线性变化的趋势，表明在成矿过程中可能不断有

相对较冷低盐度的大气降水加入。杨竹森等（２００６）对沙拉
岗石英辉锑矿石中石英的包裹体进行研究认为其盐度在

３３９％ ～５８６％ ＮａＣｌｅｑｖ之间，均一温度范围为 １４８～
２９７℃，峰值２００℃，代表锑的主成矿温度。相较于杨竹森等
（２００６）的研究，本次研究发现辉锑矿及紧密共生的石英中包
裹体盐度峰值分别在５０％～６０％ ＮａＣｌｅｑｖ之间和４０％～
６０％ ＮａＣｌｅｑｖ之间，与杨竹森等（２００６）所测得的盐度基本
相同，表明基本为同一流体。本研究显示辉锑矿及紧密共生

的石英中包裹体均一温度绝大部分小于２００℃，峰值在１６０
～１９０℃之间，代表锑矿的主成矿温度。

综合显微测温和激光拉曼光谱分析，我们认为沙拉岗

锑矿为含微量ＣＯ２、Ｎ２、ＣＨ４气体的ＮａＣｌＨ２Ｏ热液体系。对
比于藏南成矿带的金矿、金锑矿的流体成分，如邦布金矿流

６９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１４，３０（１）



图１０　不同类型包裹体盐度均一温度图解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ｆｌｕｉ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体成分为富含ＣＯ２及少量Ｎ２、ＣＨ４气体的盐水溶液（孙晓明
等，２０１０）；马攸木金矿流体成分为富含 ＣＯ２及少量 Ｃ２Ｈ６、
Ｎ２、ＣＨ４气体的盐水溶液（霍艳等，２００４）；哲古金锑矿床石英
流体包裹体的气相成分由Ｈ２Ｏ、Ｎ２和ＣＯ２组成，液相成分为
含ＣＯ２的低盐度流体（杨竹森，２００６），沙拉岗锑矿流体中
ＣＯ２成分含量较少，不能形成独立相态，显示其成矿流体与
藏南金矿和金锑矿这种富ＣＯ２的成矿流体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同时其流体组成与藏南金矿和金锑矿流体组成基本一致，

均含有ＣＯ２、Ｎ２、ＣＨ４等气体，反映它们在流体来源上可能具
有密切的相关性。

６　结论

综上所述，对沙拉岗辉锑矿及共生石英中包裹体研究得

出以下结论：

（１）包裹体岩相学观察发现辉锑矿中包裹体具有极其特
征的两组分布方向，这种特征的分布可能受控于辉锑矿晶体

（０１０）完全解理，及解理面上横的聚片双晶纹。
（２）通过对比辉锑矿及紧密共生石英中的包裹体测温结

果发现，这两种主矿物中的包裹体具有相同的全结冰温度、

盐度、均一温度，表明辉锑矿及共生石英形成于同一物理化

学条件，捕获同一成矿流体。

（３）依据辉锑矿中流体包裹体红外测温结果，沙拉岗锑
矿主成矿温度在 １６０～１９０℃之间，盐度在 ５０％ ～６０％
ＮａＣｌｅｑｖ之间，密度在 ０８７９～０９５８ｇ／ｃｍ３之间，平均值为
０９３４ｇ／ｃｍ３。沙拉岗锑矿的成矿流体为低温、低盐度、低密
度的含微量ＣＯ２、Ｎ２、ＣＨ４气体的ＮａＣｌＨ２Ｏ热液体系。

（４）同一个视域的微小范围同时出现不同类型、不同相
态比例的流体包裹体，说明流体包裹体捕获的是非均一的流

体，辉锑矿形成时流体发生了沸腾作用。引起沸腾作用的原

因可能是较冷、低盐度、低压的大气降水与含矿热液不断混

合放出大量气体，导致辉锑矿大量沉淀。

致谢　　野外工作得到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多

吉院士的大力支持；激光拉曼光谱分析工作得到中山大学测

试中心拉曼光谱实验室陈建老师、张卫红老师的支持；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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