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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鞍桥金矿床产于西秦岭造山带商丹断裂带南缘的ＥＷ向脆韧性剪切带中，矿体定位受剪切带控制并集中于变
形强烈的部位，赋矿围岩为泥盆系浅变质沉积建造。出露于矿区的香沟花岗斑岩脉发生蚀变和金矿化，但未达工业品位。矿

化岩石和矿石的铅同位素比值与地层接近，而与香沟花岗岩相异，暗示矿石铅不可能来自花岗岩。碳氧同位素组成特征显
示，成矿流体来源于碳酸盐地层或相似岩石建造的变质或改造脱水作用；从成矿早阶段经主阶段到晚阶段，成矿流体的 δ１８Ｏ
及δＤ值逐渐降低，指示成矿流体从早阶段的变质热液或地层改造热液向晚阶段的大气降水热液演化。马鞍桥金矿分布于大
陆内部造山带中，成矿作用与始于印支晚期的陆内造山作用有关，后者以陆内俯冲、推覆叠置和陆壳变质变形等为特点。马

鞍桥金矿床地质特征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组成与阳山超大型金矿床相似，应为类卡林型金矿床或属介于造山型和卡林型之间

的过渡类型金矿床。

关键词　　马鞍桥金矿床；地质特征；同位素地球化学；矿床成因；秦岭造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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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西秦岭构造格架和金矿床分布（编号矿床详细资料见陈衍景等，２００４）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ｇｏｌ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Ｑｉｎｌｉｎｇｏｒｏｇｅｎ（Ｆｏｒｄｅｔａｉｌｓ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ｅ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ｓｅｅＣｈ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富集卡林型类卡林型
金矿床的国家（Ａｒｅｈａ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张复新等，２００４；Ｈ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Ｍ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２）。西秦岭是我国最大的卡林型
类卡林型金矿省（陈衍景等，２００４），西秦岭卡林型类卡林型
金矿床的深入研究和勘探开发，是今后缓解我国金矿资源短

缺的重要途径之一。马鞍桥大型金矿床位于秦岭造山带西

卡林型类卡林型金矿省的最北缘，矿体赋存于近东西向的
脆韧性剪切带内，矿区发育香沟二长花岗斑岩体（图１，图
２）。马鞍桥金矿床矿化地质特征与分布于礼县—山阳深断
裂和商丹断裂之间的礼凤太古生代盆地中的类卡林型金矿
床相似（Ｍ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因此对研究本区的类卡林型金矿
床成因和成矿规律具有代表性意义。尽管前人对马鞍桥金

矿床以及本区类卡林型金矿床矿化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已有
大量的研究（李福东等，２００１；李瑞生，１９９７；张复新和马建
秦，１９９７；隗合明和丁华，１９９７；张拴宏和王书兵，１９９９），但是
由于以往对秦岭造山带卡林类卡林型金矿研究，缺乏将矿
化地质特征、地球化学与秦岭碰撞造山机制紧密结合起来的

综合研究，致使目前目前对类卡林型金矿床的成因仍存在不

同认识。一些学者认为，岩浆岩体发育在成矿之前，岩浆岩

与成矿没有直接的联系，金矿化与这些岩体，只是空间上的

依存关系，并无成因联系（张复新等，２００４；陈衍景等，２００４；
李晶等，２００７，２００８；杨荣生等，２００６），金矿床系陆内俯冲作
用使俯冲板片变质脱水、熔融，派生成矿流体上升到仰冲板

片次级构造带形成（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Ｚ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另有学者认为，岩浆岩体在脆韧性剪切带形成之后侵入，为
成矿提供了主要的热力来源，促进了矿源层中成矿物质的活

化迁移，并在脆韧性剪切带内的有利空间沉淀聚集成矿（李
瑞生，１９９７；张拴宏和王书兵，１９９９）。近年来，通过对八卦
庙、李坝、大水和小沟里等类卡林型金矿床研究 （齐金忠等，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冯建忠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３；赵彦庆等，２００３；闫升好等，
２０００；李红阳等，２００７），不少学者认为金矿床受剪切带和花
岗岩共同控制，花岗岩与金成矿有密切的时间、空间及成因

关系，并提供了热源、水源和部分成矿物质，甚至认为矿床成

因为岩浆热液型。因此，根据矿床的标志性地质特征和地球

化学指标，确定西秦岭卡林型类卡林型金矿床的成因类型
仍是目前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陈衍景等，２００７；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２００６；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ａｎｄＰ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３；Ｓｉｌｌｉｔｏｅａｎｄ
Ｂｏｎｈａｍ，１９９０；ＹｉｇｉｔａｎｄＨｏｆｓｔｒａ，２００３）。鉴于此，本文以马
鞍桥金矿床为例，采用比较矿床学研究思路和方法（涂光炽

和李朝阳，２００６；陈衍景等，２００７），从成矿构造背景出发，以
标志性矿化地质特征为基础，详细研究了同位素地球化学特

征，进一步探讨了马鞍桥金矿床的成因类型和成矿机制。

１　区域地质与矿床矿化地质特征

马鞍桥大型金矿床位于秦岭南、北板块的俯冲对接带的

商丹断裂带附近的商丹弧前沉积楔形体中（图１），金矿体赋
存于商丹断裂带南缘的脆韧性剪切带中（图２）。区域出露

２３４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０９，２５（２）



图２　马鞍桥金矿床区域地质及矿床地质简图（据张复新和马建秦，１９９７；李瑞生，１９９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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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马鞍桥金矿床勘探线剖面图（据李瑞生，１９９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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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ａｎｑｉａｏ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Ｌｉ，１９９７）
１ｓｐｏｔｔｙｐｈｙｌｌｉｔｅ；２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ｂｉｏｔｉｔｅｓｅｒｃｉｔｅｐｈｙｌｌｉｔｅｏｒｍｙｌｏｎｉｔｅ；３ｍａｒｂｌｅ；４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ｅｏｕ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ｃｈｉｓｔ；５ｐｈｙｌｌｉｔｅ；６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ｅｄ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７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ｉｃｇｒａｎ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８ｇｏｌｄｏｒｅｂｏｄｙ；９ｆａｕｌｔ

３３４朱赖民等：陕西省马鞍桥金矿床地质特征、同位素地球化学与矿床成因



地层主要有上泥盆统和中石炭统，二者间为平行不整合接触

关系，其次为前震旦系秦岭群，中新生代地层仅零星分布。
马鞍桥金矿床位于上泥盆统桐峪寺组中（图２），该组自上而
下分为３个岩性段：上段主要为变质粉砂岩、绢云石英千枚
岩、碳质片岩，夹大理岩；中段主要由变质粉砂岩和砂质千枚

岩等组成；下段以变质长石石英砂岩为主，夹凝灰质粉砂岩。

上泥盆统桐峪寺组的原岩建造为一套富含火山物质的潮坪

相细碎屑一泥质沉积建造，受造山作用影响，地层岩石表现

出明显的脆韧性变形变质特征，已成为较典型的变质构造
岩石类型。矿体严格受韧脆性剪切构造带控制，南北宽约９０
～１５０ｍ，断续延伸长达１０ｋｍ以上（图２）。２０余条矿体均产
于近ＥＷ向展布的脆韧性剪切带内，矿体的规模、形态和产
状严格受其控制。

矿体在平面及剖面上均呈叠瓦状分布，较矿化围岩产

状稍陡（图３）。矿体呈舒缓波状，局部有分枝复合，其产状
随构造产状的变化而变化，总体走向１７０°～１９０°，倾角西段
陡，东段缓（图３）。金矿化主要赋存在上泥盆统桐峪寺组顶
部碳质千糜岩和下伏的二云母石英千糜岩和绢云石英千枚

（糜）岩中。该韧性剪切带宏观上发育糜棱岩面理、不对称褶

皱、无根褶皱、石香肠、雁列脉等构造。微观显微镜下可见Ｓ
Ｃ组构、石英波状消光、变形纹、动态重结晶、拉伸线理构造。
矿石的矿物成分较复杂，已查明矿物达５５种之多，金属矿物
主要为黄铁矿、磁黄铁矿，其次为毒砂，非金属矿物主要有石

英、绢云母、铁白云石和方解石等。矿石结构较复杂，以半自

形、自形粒状为主，并发育有交代、交代残余、碎裂充填等结

构。矿石构造以微细浸染状最为典型，表现为黄铁矿、磁黄

铁矿呈微细粒星点浸染状或沿蚀变千枚岩的千枚理分布，另

有团块状、角砾状、网脉状和细脉状构造。金的独立矿仅见

自然金，呈粒间金（７７２１％）、包体金（１６２１％）和裂隙金
（６１７％）三种形式产出；金的粒度以中细粒（００７４～
００１μｍ）为主，微粒金不足１０％（李福东等，２００１）。

金矿化强度与韧脆性剪切变质岩的蚀变作用强度呈正

相关性。工业矿体赋存于硅化、（磁）黄铁矿化、绢云母化和

碳酸盐化最发育地段内。蚀变岩石基本局限于控矿的剪切

变形构造带范围内，主要是沿剪切裂隙（主面理）呈微细脉充

填并向两侧围岩渗透扩散交代，从而形成含矿岩石的细脉
浸染状构造。金矿化与剪切变形演化同步，根据构造活动和

金矿化蚀变特征，可将马鞍桥金矿床成矿划分为早、主、晚三

个成矿阶段（张复新和马建秦，１９９７）。①早阶段发育韧性构
造变形及浸染状矿化，该变形阶段以韧性千糜岩化、片理化

作用为特征。斑点变晶矿物多成为千糜岩化岩石中眼球体；

沿千糜叶理，片理带及压溶三角区，硅化及碳酸盐化蚀变矿

物发育；细粒浸染状黄铁矿、磁黄铁矿及少量毒砂微晶与之

共生。该早期变形及矿化与蚀变作用往往形成蚀变岩石及

贫矿石。石英和含铁白云石以粗脉状顺层或斜交片理充填

（图４ａ），此阶段黄铁矿呈它形晶或他形晶集合体稀疏浸染
于石英脉或千枚岩中，粒径００３～００５ｍｍ，含金性差。②中

期韧脆性变形及细脉浸染状主矿化阶段：出现韧脆性破裂
变形，能干性岩层剪切为构造透镜体，与非能干塑性岩层组

成辫状排列；或在具有较强烈而又相当均匀的片理化组构的

岩层中，当平行或近似平行片理面方向受压时，局部发育膝

折带（图４ｂ）。这些韧脆性变形提供的扩容带，成为该阶段
矿化与蚀变矿物沉淀聚集的有利空间（图４ｄ），中细粒黄铁
矿、磁黄铁矿及较粗粒毒砂多以细脉状、浸染状分布于上述

扩容空间，形成顺片理或切割片理产出的淡灰色具流变构造

的石英微细脉（图４ｃ），黄铁矿和磁黄铁矿则呈稀疏浸染或
细短脉与云母类矿物一起分布于石英细脉之边部。自然金

多在上述细脉及浸染体中出现，构成本区主要工业矿化阶

段。③晚阶段脆性变形及规则脉状矿化阶段：以低角度斜切
剪切片理化带的脆性构造中，多充填有石英方解石脉体，其
中金属硫化物甚少，偶见较粗粒黄铁矿、磁黄铁矿、黄铜矿聚

晶或零星散布单晶，该阶段石英与方解石共生呈脉状平行或

斜切片理分布（图４ｅ），黄铁矿呈散点状分布于方解石石英
脉中。

香沟二长花岗斑岩岩体侵入于中矿段矿化带南侧下石

炭统二峪河组浅变质砂岩中（图２），与岩体接触的围岩已发
生明显的角岩化。香沟岩体平面上呈东西延长的椭圆状，出

露面积约１５ｋｍ２。矿区东段矿化带南侧二峪河组中尚分布
多条中酸性岩脉，其产状均与剪切带一致，现均已遭受糜棱

岩化，可能为香沟岩体的同期产物。

２　同位素地球化学

２１　数据获取及样品分析测试
本文选择马鞍桥金矿床矿石硫化物、地层岩石和二长花

岗斑岩的代表性样品有针对性地开展了铅、碳氧和氢氧等
同位素分析测试，另外系统收集了前人有关该矿床矿石、矿

化岩的有关同位素数据，马鞍桥金矿床同位素组成数据见表

１、表２、表３和表４。铅同位素分析在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采用 ＡＧ１Ｘ８（２００～４００ｍｅｓｈ）离子交
换树脂进行分离，同位素测试在该实验室的多接收电感耦合

等离子体质谱仪（ＭＣＩＣＰＭＳ，ＮｕＰｌａｓｍａＨＲ，Ｎｕ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Ｗｒｅｘｈａｍ，ＵＫ）上采用静态模式进行；Ｐｂ同位素的比值采用
外部加入ＮＢＳ９９７Ｔｌ至分离后的样品中，并利用２０５Ｔｌ／２０３Ｔｌ＝
２３８７２来校正仪器的质量分馏，同时用 ＮＢＳ９８１进行外部校
正。测量期间 ＮＢＳ９８１标准给出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６９３７±１，
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４９１±１，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３６６９６±１；ＢＣＲ２标
准给出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８７４２±１，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６２０±１，
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３８７０５±１。表１中香沟二长花岗斑岩和地层
岩石铅同位素组成分别为由香沟岩体 ＬＡＩＣＰＭＳ定年结果
（２４２０２±０８３Ｍａ，ＭＳＷＤ＝０１６）（朱赖民等，２００９）和卡林
型金矿床成矿峰年龄（１７０Ｍａ）（陈衍景等，２００４），根据岩石
Ｕ、Ｔｈ含量进行了放射性铅同位素扣除后的铅同位素数据。

方解石碳、氧同位素和流体包裹体中氢氧同位素均在国

４３４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０９，２５（２）



图４　马鞍桥金矿床地质特征照片
ａ中矿段石英透镜体；ｂ西矿段膝折构造；ｃ中矿段东西向细小石英脉具流变构造；ｄ绢云母、石英和黄铁矿等矿物在剪切应力作用下沿片理
化方向定向排列（薄片＋）；ｅ千枚岩切层裂隙中贯入的后期石英方解石粗脉；ｆ含碳石英绢云千枚岩中发育碳质夹层

Ｆｉｇ．４　Ｐｈｏｔｏｅ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ａｎｑｉａｏ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ｑｕａｒｔｚｌｅｎｓ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ｍｉｎ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ｂｋｎｅｅｆｏｌ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ｉｎ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ｃ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ｔｈｉｎｑｕａｒｔｚｖｅｉｎｓｗｉｔｈｆｌ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ｍｉｄｄｌｅ
ｍｉｎ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ｄ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ｉｃｉｔｅ，ｑｕａｒｔｚａｎｄｐｙｒｉｔｅａｌｏｎｇｓｈｅａｒｉｎｇ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ｉｔｙ；ｅｌａｔｅｓｔａｇｅｆｉｌｌｅｄｃｏａｒｓ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ｑｕａｒｔｚｃａｌｃｉｔｅｖｅｉｎｓｔｈａｔ
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ｉｔｙｏｆｐｈｙｌｌｉｔｅ；ｆ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ｅｏｕｓ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ｉｎ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ｅｏｕｓｑｕａｒｔｚｓｅｒｉｃｉｔｅｐｈｙｌｌｉｔｅ

５３４朱赖民等：陕西省马鞍桥金矿床地质特征、同位素地球化学与矿床成因



表１　马鞍桥金矿床铅同位素组成
Ｔａｂｌｅ１　Ｌｅａｄｉｓｏｔｏｐ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ａｎｑｉａｏ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

样品

编号
样品描述

２０６Ｐｂ
２０４Ｐｂ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４Ｐｂ

２０８Ｐｂ
２０４Ｐｂ

资料

来源

Ｅ３
早阶段韧性千糜岩化

型矿石中黄铁矿
１８３０５７１５６４３１３８５８８７

Ｅ６
桐峪寺组绢云母千枚

岩
１８３５２５１５７０２１３８７０４８

Ｍ１
早阶段具韧性片理化

矿石
１８１８２５１５５８２９３８３７２９

Ｗ６
中阶段富矿石中黄铁

矿
１８２９５２１５６１４３３８５１７２

ＸＧ８ 二峪河组浅变质砂岩 １８３８６８１５６１３７３８３４３３
ＸＧ０１ 香沟二长花岗斑岩 １８６５９０１５６１３４３８１５３８
ＸＧ０２ 香沟二长花岗斑岩 １８４４１５１５６００６３８１１０１
ＸＧ０３ 香沟二长花岗斑岩 １９０４８０１５６３４２３８０９４３
ＸＧ０４ 香沟二长花岗斑岩 １９１３６９１５６３６５３８０６４５
ＸＧ０５ 香沟二长花岗斑岩 １８８６５２１５６２４１３８１４６９

本文

９７Ｍ０６
河东１０１８Ｋ２下盘黄铁
矿

１８０９８０１５５５２０３８１０００

９７Ｍ１５４河西１０２５Ｋ２黄铁矿 １８０２０１１５５５００３８２６４０
９７Ｍ１５９１１７８Ｋ２黄铁矿 １８２１７０１５６３９０３８４２９０
９７Ｍ１３３河东１０４４Ｋ５黄铁矿 １８１５３０１５５８９０３８１８６０
９７Ｍ１９１香沟１２３５Ｋ１８２黄铁矿 １８２１９０１５５４５０３８３３８０
９７Ｍ１８０香沟１２８５Ｋ１８黄铁矿 １８２７４０１５５５００３８３６８０

９７Ｍ１７３
香沟１３２５Ｋ１８１磁黄铁
矿

１８１６５０１５５３８０３８２７２０

９７Ｍ２７
大崖沟９４１槽Ｋ黄铁
矿

１８３０３０１５５０７０３８４９２０

李福

东等，

２００１

ＭＰ１ 方铅矿 １８１１２０１５５６２０３８１５１０
ＭＰ２ 黄铁矿 １８２２２０１５５２１０３８１８２０
ＭＰ３ 磁黄铁矿 １８０４７０１５５２２０３８０８２０
ＭＰ４ 蚀变岩 １７９１８０１５５１２０３８２０９０
ＭＰ５ 蚀变岩 １８４１６０１５７０９０３８１３１０
ＭＰ６ 矿石 １８００１０１５４９９０３８２３４０
ＭＰ７ 矿石 １８０９３０１５４９７０３８２８４０

隗合

明和

丁华，

１９９９

表２　马鞍桥金矿床碳氧同位素组成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ｄＯｘｙ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ａｎｑｉａｏ
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

编号 测定对象 采样位置

δ１３

ＣＰＤＢ
（‰）

δ１８

ＯＳＭＯＷ
（‰）

资料

来源

Ｗ８ 方解石
西段晚期脆性构造中石英
方解石脉

－７４２ １０２３

Ｍ４ 方解石
中段晚期脆性构造中石英
方解石脉

－８８１ ６７１
本文

９８Ｍ８５ 大理岩 河东１０７１中段、坑口 －２３０ １４４０
９８Ｍ１６４ 断层泥 １１７８、Ｋ１８２１南之Ｆ１ －１７４０ —

９７Ｍ１６５１ 金矿石 香沟１３２５、Ｋ１８２１黑矿 －１７３０ —

９７Ｍ１７３ 金矿石 香沟１３２５、Ｋ１８２１黑矿 －１６２０ —

９７Ｍ１３３ 金矿石 河东１０４４、Ｋ５紫矿 －５５０ ９６０
９７Ｍ１５４ 金矿石 河西１０２５、Ｋ２紫矿 －４１０ １６２０
９７Ｍ１８０ 金矿石 香沟１２８５Ｋ１８浅色矿 －７００ １５２０
９７Ｍ１３４ 石英包体 河东１０４４Ｋ５中石英脉体 １９０ １５３０
９７Ｍ１５２ 石英包体 河西１０５５Ｋ２中石英脉体 ０３０ １４１０

李福

东等，

２００１

表３　马鞍桥金矿床硫同位素组成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ｕｌｆｕｒ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ａｎｑｉａｏ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

样品编号
采样位置

（样品特征）
测定矿物 δ３４ＳＣＤＴ‰ 资料来源

９７Ｍ０６ 河东１０１８Ｋ２ 黄铁矿 ２１３
９７Ｍ２７ ９４１探槽Ｋ 黄铁矿 １２６
９７Ｍ１３３ 河东１０４４Ｋ５ 黄铁矿 ０７８
９７Ｍ１５１ 河西１０５５Ｋ２ 黄铁矿 ３３６
９７Ｍ１５４ 河西１０２５Ｋ２ 黄铁矿 ２６５
９７Ｍ１５９ １１７８Ｋ２系列 黄铁矿 ４５５
９７Ｍ１７３ 香沟１３２５Ｋ１８１ 磁黄铁矿 ４４０
９７Ｍ１７７ 香沟１２８５Ｋ１８ 黄铁矿 ９３０
９７Ｍ１８０ 香沟１２８５Ｋ１８ 黄铁矿 ８８４
９７Ｍ１９１ 香沟１２３５Ｋ１８ 黄铁矿 １１１９
９７Ｍ１６０ １１７８Ｋ２系列石英脉 黄铁矿 ３２８

李福东等，

２００１

蚀变千枚岩 ４件黄铁矿 ６２０～８３８
蚀变千枚岩 １件磁黄铁矿 ７７３
碳质片岩 １件黄铁矿 ９９８
碳质片岩 １件磁黄铁矿 ８６４
蚀变岩 ３件黄铁矿 ４３０～１２３０
蚀变岩 ２件磁黄铁矿 ９８１～１０６３
石英脉 ３件磁黄铁矿 ０６０～１９３

隗合明

和丁华，

１９９９

表４　马鞍桥金矿床流体包裹体氢氧同位素组成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δ１８ＯａｎｄδＤｏｆ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ｓｔａｇｅ

编号 样品描述 测定对象 δ１８ＯＨ２Ｏ（‰） δＤＨ２Ｏ（‰） 温度（℃） 资料来源

Ｗ３ 西矿段主阶段切层细矿脉 石英 １３５ －８８２０ ２７０
Ｅ５ 东矿段主阶段细脉状矿石 石英 １５６ －９４９０ ２７０
Ｗ８ 西矿段晚期脆性构造中石英方解石脉 方解石 －９２１ －８１８０ １５０
Ｍ４ 中矿段晚期脆性构造中石英方解石脉 方解石 －９８７ －７９１０ １５０

本文

９７Ｍ１３４ 河东１０４４Ｋ５中早阶段石英脉体 石英 １０６０ －６４００ ３００
９７Ｍ１５２ 河西１０５５Ｋ２中早阶段石英脉体 石英 ９７０ －７９００ ３００
９７Ｍ１６０ １１７８Ｋ２中早阶段石英脉体 石英 ９８０ －７５００ ３００

李福东等，２００１

ＭＡ１ 主阶段矿石中石英 石英 ２１０ －６１００ ２５０
ＭＡ２ 主阶段矿石中石英 石英 ７００ －６１０６ ２５０

隗合明

和丁华，１９９９

　　本文数据中的δ１８ＯＨ２Ｏ为流体包裹体直接测定结果，测试方法见前文样品测试部分；其余数据中的δ
１８ＯＨ２Ｏ为文献作者根据矿物的δ

１８Ｏ由

矿物与水的同位素平衡分馏方程计算获得

６３４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０９，２５（２）



图５　马鞍桥金矿床铅同位素构造环境图解（底图据ＺａｒｔｍａｎａｎｄＤｏｅ，１９８１）
Ｆｉｇ．５　Ｐｌｕｍｂ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ａｎｑｉａｏ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ｉｎ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ＺａｒｔｍａｎａｎｄＤｏｅ，１９８１）

土资源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采用德国生产的气体同位素

质谱仪（ＭＡＴ２５１）上分析完成。碳同位素 δ１３Ｃ以 ＰＤＢ标准
报出，δ１８Ｏ和δＤ均以ＳＭＯＷ标准报出，测定结果见表２。方
解石碳氧同位素测试，首先把方解石在真空条件下与浓磷
酸恒温反应，用冷冻法分离生成的水，收集纯净的二氧化碳

（ＣＯ２）气体，供质谱仪测定碳和氧。氢氧同位素测试数据测
试分析由国土资源部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完成。石英和方

解石流体包裹体中氢氧同位素组成测定步骤：①称取５～１５ｇ
样品，用浓硝酸和纯净水分别清洗石英和方解石，以尽可能

去除表明可能含有的其它矿物及有机物，再用去离子水反复

冲洗至中性，加热烘干后备用；②将样品放入石英管，加热去
气，抽好真空后，于高温下爆裂，并收集爆裂出的水进行氢氧

同位素分析。氢同位素用锌还原法测定：水与锌在高温条件

下发生置换作用收集氢气，供质谱分析；氧同位素用二氧化

碳水高温平衡法测定：水与高纯二氧化碳在高温条件下发
生氧同位素交换作用收集交换平衡后的二氧化碳，进行质谱

分析；整个分析过程采用 ＧＢＷ０４４０２标准水样和重复样（重
复个数为所测样品数的３０％）来监控，标准测定值 δＤ‰ ＝
－６４８±１１，δ１８Ｏ‰ ＝－８７９±０１４，与推荐值在测定误差
允许范围之内一致。

２２　铅同位素

铅同位素由于其质量大，同位素间的相对质量差较小，

外界条件的变化对其组成的影响很小，故铅同位素组成具有

明显的“指纹特征”。不同放射成因的铅同位素反映不同地

质环境和物质组成，可作为物质来源的示踪计（Ｚａｒｔｍａｎａｎｄ
Ｄｏｅ，１９８１；Ｔｏｓｄａ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３）。马鞍桥金矿床矿化岩、矿
石和其中的硫化物铅同位素组成（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７９１８０～
１８４１６０，平均值 １８１６９０；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４９７０～１５７０９０，
平均值 １５５６２９；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３８０８２０～３８５８８７，平均值
３８２８８９）与地层岩石如桐峪寺组绢云母千枚岩和二峪河组

浅变质砂岩（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 ＝１８３５２５～１８３８６８，平均值
１８３７００；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６１３７～１５７０２１，平均值 １５６５７９；
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３８３４３３～３８７０４８，平均值３８５２４０）接近，而与
香沟 岩 体 （２０６Ｐｂ／２０４Ｐｂ ＝１８４４１５～１９１３６９，平 均 值
１８８３０１；２０７Ｐｂ／２０４Ｐｂ＝１５６００６～１５６３６５，平均值 １５６２１８；
２０８Ｐｂ／２０４Ｐｂ＝３８０６４５～３８１５３８，平均值３８１１３９）差异明显；
在Ｚａｒｔｍａｎ铅构造模式图解（ＺａｒｔｍａｎａｎｄＤｏｅ，１９８１）中（图
５），矿石铅同位素组和地层岩石成投点接近且分布趋势相
似，而与香沟花岗岩差异较大、分布趋势相异，暗示矿化岩及

矿石中的铅主要来自地层岩石（如桐峪寺组绢云母千枚岩和

二峪河组浅变质砂岩），而不可能来自花岗岩，这也从另一个

侧面证实马鞍桥金矿床成矿与花岗岩岩浆侵入并无直接关

系。

２３　碳氧同位素

不同碳储库之间的δ１３Ｃ差别较大，使碳同位素成为示踪
成矿流体来源的重要手段之一。一般认为成矿热液中碳的

主要有３种可能来源，①地幔射气或岩浆来源，其碳同位素
组成δ１３ＣＰＤＢ变化范围为 －５‰ ～－２‰和 －９‰ ～－３‰
（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６）；②沉积岩中碳酸盐岩的脱气或含盐卤水与泥
质岩相互作用，这种来源的碳同位素组成具有重碳同位素的

特征，其 δ１３ＣＰＤＢ的变化范围为 －２‰ ～３‰，海相碳酸盐

δ１３ＣＰＤＢ大多稳定在０‰左右（Ｖｅｉｚ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０）；③各种岩

石中的有机碳一般富集１２Ｃ，因而碳同位素组成很低，其
δ１３ＣＰＤＢ变化范围为 －３０‰ ～－１５‰，平均为 －２２‰（Ｈｏｅｆｓ，
１９９７；魏菊英和王关玉，１９８８；Ｏｈｍｏｔｏ，１９７２）。由于不同来源
的碳同位素组成差别较大，当来自不同碳储库的碳混合在一

起时，其 δ１３ＣＰＤＢ也往往可集中在 －５‰左右（Ｏｈｍｏｔｏａｎｄ

Ｇｏｌｄｈａｂｅｒ，１９７９）。由此可见，即使成矿流体 δ１３ＣＰＤＢ约为 －
５‰，成矿流体来源也有如下两种可能：流体来自地幔或岩浆
或岩浆岩或源自不同端元储库的流体混合（李晶等，２００７，

７３４朱赖民等：陕西省马鞍桥金矿床地质特征、同位素地球化学与矿床成因



图６　马鞍桥金矿床碳同位素组成与不同碳储库的对比
（底图据肖晓牛等，２００８）

Ｆｉｇ．６　δ１３Ｃｖａｌｕ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ａｎｑｉａｏ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ｎｄｍａ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ｂａｓｅｍａｐａｆｔｅｒ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马鞍桥金矿床不同地质体的碳同位素组成变化很大
（图 ６）：其中石英流体包裹体的 δ１３ＣＰＤＢ介于 ０３０‰ ～
１９０‰之间，具有沉积岩中碳酸盐岩的脱气碳的富重碳同位
素的特征，显示流体中的碳主要来自沉积地层，并非来自来

自地幔或岩浆岩；金矿石和断层泥的δ１３Ｃ介于 －１７４０‰ ～
－４００‰ 之 间，低 于 地 层 岩 石 如 大 理 岩 的 δ１３ＣＰＤＢ
（－２３０‰），而高于各种岩石中的有机碳的 δ１３ＣＰＤＢ平均值，
指示矿石和构造岩的碳具有混合来源的特征，而且沉积地层

中有机碳是必须的碳来源之一；晚期脆性构造中石英方解
石脉中方解石的 δ１３Ｃ变化于 －７４２‰ ～ －８８１‰，其 δ１３Ｃ
低于地层岩石如大理岩的δ１３Ｃ（－２３０‰），但显著高于沉积
地层中有机碳，考虑到晚期脆性构造中石英方解石脉中方
解石系由大气降水热液沉淀而成（后文），岩浆和深源碳可以

排除，则可以推断晚期成矿热液中的碳可能由地层岩石和地

层中的有机碳的混合而成。马鞍桥金矿床含矿带岩石、矿石

中有机质含量高，一般有机碳含量为０１１‰ ～０６２‰，部分
高达１９９‰～２１８‰（李福东等，２００１），含碳千枚岩中甚至
发育碳质夹层（图４ｆ），显然当含矿岩系遭受变形改造和变质
时，有机质分解可产生 δ１３Ｃ值较低的 ＣＯ２或 ＣＨ４；含矿地层
岩石中大理岩发生去碳酸盐化作用时，碳酸盐的溶蚀和运移

导致大量ＣＯ２从碳酸盐地层中释放出来并进入流体系统，释

放出的ＣＯ２应具有较高的δ
１３Ｃ值。因此，有机碳的加入可以降低

马鞍桥金矿床成矿流体的δ１３Ｃ，使流体δ１３Ｃ值介于海相碳酸盐
与其它碳储库之间（图６）。

与碳同位素相对应，马鞍桥金矿床地层岩石、矿化岩及

矿石δ１８ＯＳＭＯＷ值变化于６７１‰～１６２‰之间，且主体分布于
１４４‰～１６２‰之间（表２），与低级变质作用的千枚岩或片
岩的δ１８Ｏ值（１１‰ ～１３‰）相类同（郑永飞和陈江峰，

２０００）。主矿体中变质分异石英脉体的δ１８ＯＳＭＯＷ值为１４１‰

～１５３‰（表２），明显高于正常花岗质岩石的 δ１８ＯＳＭＯＷ值

（７‰ ～１０‰）（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６），而与浅变质岩中石英的
δ１８ＯＳＭＯＷ值（１３‰ ～１５‰）（郑永飞和陈江峰，２０００）相近似，
暗示变质作用而非花岗岩浆作用是成矿的主要因素。

综上所述，马鞍桥金矿床碳氧同位素特征显示，成矿流
体绝非岩浆或地幔流体，而应来自地壳物质的改造或变质，

且海相碳酸盐地层和有机质是不可缺少的源区物质成分；上

泥盆统桐峪寺组可能是马鞍桥金矿成矿流体中碳的主要来源。

图７　马鞍桥金矿床硫同位素组成直方图

Ｆｉｇ．７　δ３４Ｓ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ａｎｑｉａｏ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

２４　硫同位素

地球上硫有三个储存库，一是幔源硫，其同位素组成为

δ３４Ｓ＝０～３‰（ＣｈａｕｓｓｉｄｏｎａｎｄＬｏｒａｎｄ，１９９０），二是海水硫，其
在泥盆纪的同位素组成为δ３４Ｓ＝２０‰左右，第三种是沉积物
中还原硫，这种硫的同位素主要以具有较大的负值为特征

（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３）。由于热液矿物硫同位素组成取决于源区
物质δ３４Ｓ值和含硫物质在热液中迁移沉淀时的物理化学条
件，而本区含硫矿物均为硫化物，且矿床形成于还原环境，流

体中硫主要以 ＨＳ－和 Ｓ２－形式存在，则本区热液黄铁矿的
δ３４Ｓ应与整个流体δ３４Ｓ近似，其δ３４Ｓ值可代表流体的 δ３４Ｓ值
（ＯｈｍｏｔｏａｎｄＲｙｅ１９７９；Ｏｈｍｏｔｏ，１９７２）。马鞍桥金矿床硫同
位素组成总体相对富集３４Ｓ（表３），并且以离散性较大为特
征（δ３４Ｓ＝０６０‰ ～＋１２３０‰）（图７）。一般认为硫同位素
组成较分散，与成矿过程可能存在多个硫源或不同成矿阶段

的物理化条件有较大的差异有关。马鞍桥金矿床矿石中硫

化物的δ３４Ｓ变化于０７８‰ ～１１８９‰；蚀变岩的δ３４Ｓ变化于
４３０‰～１２３０‰；石英脉的δ３４Ｓ变化于０６０‰～３２８‰；地
层岩石如碳质片岩中呈星点状或草莓状产出的硫化物的 δ３４Ｓ
变化于８６４‰～９９８‰。从矿床硫同位素组成和分布直方
图可以看出（表３，图７），由地层岩石→变质分异程度弱的蚀
变岩→变质分异程度高的石英脉，硫同位素值由高到低并向
“０”值靠近，说明硫同位素随着变质分异脉体的增多逐渐发
生均一化，而偏向“０”值（李福东等，２００１），显示成矿流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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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马鞍桥金矿床成矿流体的δ１８Ｏ及δＤ组成图解（底
图据Ｓｈｅｐｐｅｒｄ，１９８６）

Ｆｉｇ．８　δＤｖｅｒｓｕｓδ１８Ｏｏｆｏ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ｅ
Ｍａａｎｑｉａｏ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ｂａｓｅｍａｐｆｒｏｍＳｈｅｐｐｅｒｄ，１９８６）

硫源主要应来自受改造或变质的地层中硫的混合。因此，马

鞍桥金矿床成矿流体中的硫也主要来自受改造或变质地层

岩石。

２５　氢氧同位素

马鞍桥金矿床成矿流体的 δ１８Ｏ水及 δＤ值如表５和图８

所示。从成矿前阶段、成矿主阶段到成矿晚阶段热液水的

δ１８Ｏ及δＤ值表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１０６０‰→－９８７‰）；
热液水的 δＤ值也有逐渐降低的趋势 （－６１００‰ →
－９４９０‰）。成矿早阶段矿石δ１８Ｏ数据均较高，投点落入岩
浆水范围的右侧或变质水范围内；主阶段投入盆地建造水范

围内或其边缘，氢氧同位素组成与蜜歇根盆地和阿尔伯塔盆

地地层水的同位素组成相似 （图８），暗示该阶段流体主要来
自盆地沉积建造水；晚阶段投点靠近大气降水线。从图可以

看出，从成矿早阶段和成矿主阶段成矿流体以变质热液或地

层改造热液为主、晚阶段则主要为大气降水。从早成矿阶

段、主成矿阶段至晚成矿阶段，大气降水混入量依次增多，与

成矿深度变浅，围岩压力降低，流体系统开放程度增大，导致

大气降水混入量增多的地质事实相吻合。

需要说明的是，成矿主阶段一个样品落入岩浆水和变质

水的重叠区域内，香沟花岗岩体与金矿体相距仅数百米，有

学者曾认为马鞍桥金矿床成矿流体中存在岩浆热液，但是本

文和我们的相关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上述观点，具体理由如

下；

（１）我们的研究表明（朱赖民等，２００９），马鞍桥类卡林
型金矿床中的花岗岩类岩石与金矿化没有直接联系，香沟岩

体属矿前岩浆岩（ｐｒｅｏｒｅ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香沟二长花岗斑岩岩浆
侵入于２４２Ｍａ的挤压造山环境，而区域金矿化集中发生于
１７０Ｍａ左右的挤压伸展环境，金矿化比岩浆侵入事件滞后约
７０Ｍａ，且香沟二长花岗斑岩的铅同位素组成（表１，图５）、微
量元素和稀土元素分布与矿石差异较大，均支持香沟岩体与

金矿化可能没有直接联系。进一步研究还表明，香沟二长花

岗斑岩中成矿元素含量较高，与其因含金热液作用使花岗岩

发生蚀变使Ａｕ含量大幅度升高有关，显微镜下观测证实二
长花岗斑岩中斜长石发生绢云母化以及热液成因的黄铁矿
方解石脉充填交代于花岗斑岩中（图９）；同时在岩体与围岩
接触的构造薄弱带，局部可见轻微的硅化和少量星点状黄

铁矿，Ａｕ的富集程度达 ２０×１０－９～４０×１０－９（李瑞生，
１９９７），均支持系后期含金热液作用导致岩体中Ａｕ局部升高
的论断。如排除物理化学条件对矿石和其中黄铁矿稀土分

馏的影响，则矿石和含金黄铁矿的稀土元素特征与含矿围岩

接近，而与香沟岩体差异较大（朱赖民等，２００９），从而进一步
证明金矿床的成矿物质和成矿流体与地层存在密切的成因

关系。

图９　香沟二长花岗斑岩矿化蚀变特征（薄片＋）
Ｆｉｇ．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Ｘｉａｎｇｇｏｕｍｏｎｚｏｎｉｔｉｃｇｒａｎｉｔｅｐｏｒｐｈｙｒｙ

９３４朱赖民等：陕西省马鞍桥金矿床地质特征、同位素地球化学与矿床成因



表５　马鞍桥金矿床与造山型、卡林型和阳山金矿床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对比
Ｔａｂｌｅ５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ａｎｑｉａｏ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Ｙ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ａｎｄ
Ｃａｒｌｉｎｔｙｐｅｓｇｏｌ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对比项目 造山型金矿床 卡林型金矿床 阳山金矿床 马鞍桥金矿床

构造背景 造山带 弧后伸展区或造山带 碰撞造山带 碰撞造山带

赋矿地质体 变质地体 沉积地体 浅变质沉积建造 浅变质沉积建造

岩性控制 任意岩性 钙质粉砂岩
碳质千枚岩、钙质粉砂

岩、花岗斑岩

碳质千枚（糜）岩、二云母石英

千枚（糜）岩

控矿构造 韧脆性剪切带 层间或正断层 剪切带和顺层断层 剪切带和顺层断层

矿体形态，矿体边界 脉状，边界清楚 脉状，似层状，边界模糊 脉状，边界模糊 脉状，似层状，边界模糊

矿石类型 石英脉，蚀变岩 蚀变的沉积岩
石英脉，蚀变千枚岩，蚀

变花岗斑岩
石英脉，蚀变千枚岩

矿石矿物组合 黄铁矿为主 黄铁矿、毒砂等 黄铁矿、毒砂等 黄铁矿、毒砂等

矿化元素组合
Ａｕ，Ａｇ（±Ａｓ，Ｓｂ，Ｔｅ，Ｗ，
Ｍｏ，Ｂｉ，Ｂ） ＡｕＡｓＳｂＨｇ ＡｕＡｓＳｂＨｇ ＡｕＡｓＳｂＨｇ

自然金粒度 较粗，可见明金 较细，无明金 较细，偶见明金 较细，偶见明金

包裹体类型 ＣＯ２，含ＣＯ２，水溶液 水溶液 ＣＯ２，含ＣＯ２，水溶液 ＣＯ２，含ＣＯ２，水溶液
流体ＣＯ２含量 ＞５ｍｏｌ％～３０ｍｏｌ％ ＜１０ｍｏｌ％ ７３ｍｏｌ％～２１５ｍｏｌ％ ＞１０％ ｍｏｌ％
流体盐度 ＜６％ＮａＣｌｅｑｖ ＜８％ＮａＣｌｅｑｖ ＜５％ＮａＣｌｅｑｖ ＜９％ＮａＣｌｅｑｖ
起始流体来源 变质流体 建造水或大气降水 变质流体 变质流体、建造水和大气降水

主成矿温度 ２００～５００℃ １６０～２５０℃ ２１０～３７５℃（捕获） １３９～２８３℃
成矿压力 ５０～４００ＭＰａ ２５～６５ＭＰａ ８５～２２２Ｍｐａ（捕获） ３５～２００ＭＰａ
流体压力系统 ＞静岩＜静岩（静水） 静水（静岩） 静水（静岩） 静水（静岩）
流体不混容 有 无 有 有

　　马鞍桥金矿床为实际观测资料；其他资料引自李晶等（２００７）

　　（２）流体包裹体研究已证明成矿流体主体属于变质热
液，而非岩浆热液。马鞍桥金矿床流体包裹体研究表明（未

刊资料），纯ＣＯ２相包裹体与含 ＣＯ２三相包裹体分别占包裹
体总数的 ７０％和 ２０％左右。成矿流体为低盐度的碳质流
体，ＣＯ２含量＞１０％ ｍｏｌ％，富含ＣＯ２，可见Ｈ２ＯＣＯ２不混溶，
盐度通常低于１０％ＮａＣｌ，因此具备变质热液矿床流体包裹体
的标志性特征（陈衍景等，２００７）。马鞍桥金矿床流体包裹体
与岩浆热液矿床的包裹体特征截然不同，岩浆高温热液型矿

床发育富ＣＯ２流体包裹体，但其盐度较高，甚至出现多类子
晶矿物（陈衍景等，２００７）。马鞍桥金矿床流体包裹体与改造
型矿床流体包裹体特征也有差别，后者基本不发育富 ＣＯ２包
裹体（涂光炽，１９８８；陈衍景等，２００７）。因此，马鞍桥金矿床
总体是变质热液作用的产物。

（３）根据矿物水的氧同位素分馏方程（郑永飞和陈江
峰，２０００），在岩浆热液从６００℃降温至３７５℃或更低时，一旦
发生矿物沉淀，流体的 δ１８ＯＷ就进一步降低，即低于 ６‰ ～

９‰的初始岩浆热液的 δ１８ＯＷ范围（李晶等，２００７）。因此，在
成矿流体的氢氧同位素判别图（图８）中，一旦样品点位于岩
浆水范围的右侧，就无法解释为岩浆水（陈衍景等，２００３；
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２００６）。马鞍桥金矿早阶段成矿流体

δ１８ＯＷ值最高者达１０６０‰，且样品点位于岩浆水范围的右侧
（图８），故可以排除岩浆热液作为成矿早阶段主导流体成矿
系统的可能性，指示成矿流体很有可能主要来自含矿地层的

变质或改造脱水。

３　矿床成因归属

陕甘川金三角的卡林类卡林型金矿床分布在我国大
陆内部的造山带中（图１）。秦岭造山带在印支晚期转入以
陆内俯冲、陆壳推覆叠置、块断走滑、岩浆贯入、变质变形等

为特点的陆内造山作用阶段（张国伟等，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已有
测年数据也支持卡林类卡林型金矿床发育于秦岭古特提斯
洋闭合的最后阶段，即伴随扬子板块沿勉略带向南秦岭板块

之下的俯冲和勉略洋盆闭合，原有的断裂构造进一步复活，

与陆内俯冲有关的花岗岩和多级别、多规模的逆冲推覆构造

广泛发育，可能造就了本区大规模热液成矿系统，陆内俯冲

作用使俯冲板片变质脱水、熔融，派生成矿流体上升到仰冲

板片次级构造带形成，这些流体沿大断裂运移并在逆冲断裂

带上盘沉淀成矿（陈衍景等，２００４）。秦岭造山带在印支期
陆陆碰撞和陆内造山作用过程中形成一系列推覆构造，在
逆冲推覆过程中岩石发生了强烈的脆韧性剪切变形，形成
了脆韧性剪切带（张国伟等，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已有研究一致表
明，印支期陆陆碰撞和陆内造山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
推覆构造及相关的脆韧性剪切带，是陆内俯冲的标志（张国
伟等，２００１；陈衍景等，２００４）。卡林型类卡林型金矿床主要
分布在秦岭造山带的龙门山断裂与商丹断裂之间，在两个断

０４４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０９，２５（２）



裂之间则发育一系列倾向北的陆内俯冲带（图１）。马鞍桥
金矿床发育一条近东西向延伸的脆韧性剪切带，金矿化受
该剪切带控制明显（图２，图３），金矿体定位于剪切带中剪切
变形强烈部位（图３）。含矿带中与脆韧性剪切作用相伴的
宏、微观构造发育，构造透镜体、石香肠、雁列脉、膝折脉、无

根褶皱、不对称碎斑、ＳＣ组构、糜棱构造和矿石矿物的拉长
定向构造等可做为该脆韧性剪切带控矿的定性佐证（图４）。
马鞍桥金矿床矿区地层岩石发生变质和强烈变形产生的变

质分异石英脉体普遍存在。由此可见，马鞍桥金矿床以及西

秦岭类卡林型金矿床成矿事件是碰撞造山作用的结果，成矿

时间同步于或尾随于造山事件，成矿系统发育在造山带内部

或受到造山事件影响强烈的地区（图１）。显然，马鞍桥金矿
床具备造山型金矿床的关键地质特征（陈衍景等，２００７）。

前述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表明，马鞍桥金矿床早阶段成

矿流体为变质热液，矿体以发育次生交代变质成因石英脉
为特征（图４ａ），且石英脉多遭受构造变形而破碎或呈角砾
状构造，成矿流体以富ＣＯ２为特征。马鞍桥金矿床成矿主阶

段流体 δ１８ＯＨ２Ｏ值低于早阶段流体 δ
１８ＯＨ２Ｏ值，高于晚阶段流

体δ１８ＯＨ２Ｏ值，表明随着成矿作用的进行，成矿流体由变质热
液或地层派生的改造热液向大气降水热液演化。岩相学和

赋矿构造性质观察显示，从早到晚赋矿构造由压性向张性转

换（张复新，１９９７）；流体包裹体研究表明，从早到晚成矿流体
系统的温度和压力都逐渐降低（未刊资料），指示从早到晚成

矿流体系统发育在区域压应力逐渐降低的构造背景，即减压

伸展背景。事实上，已有的测年数据表明秦岭造山带卡林
类卡林型金矿成矿年龄集中于 ２２０～１００Ｍａ，成矿高峰为
１７０Ｍａ左右，即中侏罗世，地球动力学背景为陆陆碰撞的挤
压向伸展转变期（陈衍景等，２００４）。秦岭造山带的地壳缩
短、加厚隆升、变质脱水熔融和大规模花岗岩发育等也主要

发生晚三叠世—早白垩世，并以侏罗纪为高峰（陈衍景和富

士谷，１９９２），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挤压造山作用导致了马鞍
桥金矿床流体成矿系统的发育，而且矿床地质和流体包裹体

的研究已经证实马鞍桥金矿发育于韧性脆性过渡带、封闭
开放交替转换的构造体系，是变质流体主导的类卡林型金矿

床。

马鞍桥金矿床与典型卡林型矿床矿化地质特征存在差

异，主要区别在于后者产于未变质的沉积地体中，金较细以

“微细粒”、“浸染状”为特征、无明金，矿区不发育连续性较

好的石英脉，流体包裹体主要为水溶液包裹体，成矿流体为

建造水或大气降水。考虑到造山型金矿的实质是变质热液

矿床（陈衍景，２０００），马鞍桥金矿床初始成矿流体为变质热
液；马鞍桥金矿床与造山型、卡林型和西秦岭阳山超大型金

矿床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综合对比结果显示（表５），其地
质地球化学特征与阳山金矿床相似（李晶等，２００７，２００８；杨
荣生等，２００６），二者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均复杂、独特，部
分特征与造山型金矿一致，部分与卡林型金矿一致，部分特

征兼具造山型和卡林型两类矿床的共同特征，个别特征又与

二者均不相同。因此，马鞍桥金矿床与阳山金矿床均属广义

的类卡林型金矿床，或属介于造山型和卡林型金矿床之间的

过渡类型（李晶等，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４　结论

（１）马鞍桥金矿分布于我国大陆内部的造山带中，金成
矿与秦岭造山带印支晚期转入陆内俯冲、陆壳推覆叠置变质

变形等为特点的陆内造山作用有关，陆内俯冲作用使俯冲板

片变质脱水、熔融，派生变质成矿流体上升到仰冲板片次级

构造带沉淀而成，其初始成矿流体应为变质流体。

（２）马鞍桥金矿床碳氢氧硫铅同位素体系的地球化
学特征表明，成矿流体系统不可能由岩浆热液或地幔流体所

主导，也不可能由大气降水演化而成，而为来自赋矿地层或

相似岩性组合的改造或变质脱水作用，从早到晚、从深到浅，

成矿流体系统的大气降水热液混入量增多，晚阶段流体系统

以大气降水热液为主。

（３）马鞍桥金矿床马鞍桥金矿床的矿化地质及同位素地
球化学特征与阳山金矿床相似，为广义的类卡林型金矿床，

或属介于造山型和卡林型金矿床之间的过渡类型。

致谢　　马鞍桥金矿给予了本文野外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研究过程中陈衍景和张复新教授提出了指导性建议，在

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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