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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东玉龙斑岩铜矿床多期流体演化与成矿的

流体包裹体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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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对玉龙斑岩铜矿石英斑晶、辉钼矿石英脉中流体包裹体岩相学、包裹体显微测温分析、包裹体成分的激光拉

曼探针分析及包裹体中子矿物的扫描电镜 Q 能谱分析，发现矿化斑岩石英斑晶中发育多期流体包裹体。斑晶中除流体包裹体

外尚可见少量熔体包裹体。与斑岩期矿化有关的成矿流体以中高温（#>> ^ C@A_）、高盐度（#‘= a ^ BB= A SDb 63[O1U）为特征，

与粘土化蚀变有关的流体包裹体以低温、富 [3 为特征。不同气相充填度的气液两相包裹体与高盐度含子矿物多相包裹体共

存，且具有相似的均一温度，显示不混溶流体包裹体特征。温度、压力降低引起的流体不混溶是造成斑岩型矿化矿质沉淀的

主要因素。斑岩期流体与浅成低温热液期流体形成于统一的流体系统，为同源演化结果。

关键词" " 玉龙斑岩铜矿床；流体包裹体；流体演化

中图法分类号" " <a!?= B!

" " 玉龙斑岩铜（钼）矿床是藏东喜山期玉龙成矿带中最大

的斑岩铜矿床，其不仅发育与斑岩有关的铜（ 钼）矿化，还发

育与浅成低温热液有关的高品位铜矿化，从而形成储量巨大

的铜（钼）矿床。众所周知，斑岩铜矿床的形成与岩浆期后流

体活动关系密切，是成矿的必要条件。深入研究成矿流体演

化和矿质沉淀的机制是进一步探讨矿化富集规律及指导找

矿的重要依据。流体包裹体是保存在矿物中成矿流体的直

接样本，利用流体包裹体的研究不仅可获得有关成矿流体的

温度、压力、成分等重要信息，对研究矿床成因、成矿物质来

源及其演化规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玉龙斑岩铜矿床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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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前人已进行了较细致的工作（ 李荫清等，!"#!，芮宗瑶

等，!"#$），本文在前人工作基础上，通过流体包裹体岩相学、

显微测 温 分 析 及 包 裹 气 液 相 成 分 的 激 光 拉 曼 显 微 探 针

（%&’）分析、包裹体中子矿物的扫描电镜 ( 能谱（)*’ ( *+)）

分析，对与斑岩矿化和浅成低温矿化有关的成矿流体特征、

演化规律及与矿化的关系进行探讨。

!, 矿区地质概况

玉龙斑岩铜（钼）矿床是藏东喜山期玉龙成矿带中最大

的斑岩铜矿床。玉龙铜矿带位于印度-亚洲碰撞带之西藏地

块东缘。矿带长约 .//01，宽约 !2 3 ./ 01，由 $ 个大型铜矿

和众多含矿斑岩体构成，金属铜储量在 !/// 万吨以上，其

中，玉龙铜矿铜储量在 45# 万吨，伴生 67 约 !// 吨，87 品位

/9 "":，67/9 .2; ( <，具有世界级规模（ 芮宗瑶等，!"#$，唐仁

鲤等，!""2）。成矿带分布于碰撞造山带东缘的构造转换带，

呈 ==> 向展布，与印度-亚洲大陆主 碰 撞 带 方 向 斜 交，受

==> 向大规模走滑断裂带控制。玉龙含矿斑岩体为一个复

杂的多次侵入体，侵入时间介于 $5’? 和 .# ’?（ 唐仁鲤等，

!""2；@A7 !" #$9 ，5//.），主要由二长花岗斑岩组成，以高钾、

富碱为特征，地球化学上属钾玄岩和富钾钙碱性岩（张玉泉

等，!""#?，B），与藏南冈底斯斑岩铜矿 带 的 矿 化 斑 岩 相 似

（@A7 !" #$9 ，5//.），但区别于环太平洋铜矿带的钙碱性斑岩

（ )CDDC<AE，!"F5；)CDDC<AE ?GH 8?17I，!""!；8?17I ?GH+CDDEI，
5//!；&CJK?LHI !" #$9 ，5//!），表明碰撞造山环境下的含铜斑

岩以高钾和富碱为特征。成矿期斑岩侵位于上三叠统砂质板

岩和灰岩地层中，呈陡倾的筒状，出露面积小，约 /9 4$015。

玉龙铜矿为产于陆陆碰撞环境的斑岩铜（钼）矿床（@A7
!" #$9 ，5//.），它不仅发育斑岩铜（钼）矿化，同时还发育一套

与粘土矿化有关的高品位铜矿化。与世界上斑岩铜矿相似

（’EMEL ?GH @E1DEM，!"4F；%ANEDD ?GH O7CBEL<，!"F/；)CDC<AE，

!"F5；+L711AGH ?GH OAHNCG，!"F4），玉龙斑岩铜矿发育一套

典型的蚀变分带，包括钾硅酸盐化，石英绢云母化，高级粘土

化（芮宗瑶等，!"#$；马鸿文等，!""/；唐仁鲤等，!""2；@A7
!" #$9 ，5//.）和外围的青盘岩化。粘土化蚀变套合在早期钾

硅化和石英绢云母化带之上，广泛发育于斑岩体外围和内

部，以发育高岭石族矿物和低温石英为特征，硫化物以黄铁

矿为主，常呈低温硫化物石英脉出现。玉龙铜矿由斑岩体内

的筒状矿体和围绕斑岩体的环状高品位铜矿体组成。

5, 流体包裹体的产状及岩相学特征

包裹体产状和岩相学特征是包裹体研究的基础，是决定

包裹体测试数据正确性和解释合理性的前提。本次研究样

品主要采自玉龙斑岩铜矿床的钻孔岩芯和矿区及外围地表，

样品包括矿化斑岩、矿化石英脉、无矿石英脉、氧化带矿石

等。通过对双面抛光的包裹体片进行显微镜下观察，发现无

论是石英斑晶还是辉钼矿石英脉中均发育大量流体包裹体，

石英斑晶中尚可见少量熔体包裹体。包裹体形状多样，有负

晶形状、透镜状及不规则状等，大小自 P ! 至几十个微米不

等，多在 2 3 !2 微米，大者可达 2/ 微米。根据包裹体在室温

下的相态特征和包裹体加热过程中的相变可以将其分为三

类：!：熔体包裹体，主要见于晶形较为完好的石英斑晶中，

多呈负晶形状，由于受后期流体活动改造等多已被破坏，故

未进行测温分析。"：气液两相流体包裹体，由气相和水溶

液相组成，根据其气相充填度大小及产状，又可分为两组，

"-!：气相充填度 2 3 !2:（图 !J），气相充填度较稳定，分布

于石英斑晶和辉钼矿石英脉愈合裂隙中，均一温度较低；

"-5，气相充填度在 5/: 3 !//:（ 图 !?，!J），气相充填度变

化较大，具有较高的均一温度。#：含子矿物的多相包裹体

（图 !B，!H），由一个或多个子矿物相，一个液相和一个气相

组成，子矿物有透明和不透明两类，透明子矿物常呈立方体

或浑圆的立方体，有时呈柱状或近菱面体状，包裹体测温及

前人资料（李荫清等，!"#!）表明大多数透明子矿物为石盐和

钾石盐，少数为碳酸盐子矿物，不透明子矿物常呈四面体、立

方体自形晶或不规则状；)*’ ( *+) 分析为黄铜矿和黄铁矿

子矿物。$：纯液相包裹体。

对含矿斑岩中石英斑晶及其中的流体包裹体的成因目

前尚存在不同看法，传统的观点认为斑晶为岩浆早期结晶的

产物，形成于岩浆早期阶段，所以斑晶一般呈自形晶，其中可

见熔体包裹体，也有些学者认为有些斑晶可能是在蚀变过程

中形成。本次通过包裹体岩相学观察发现斑晶中有熔体包

裹体存在，表明斑晶仍为岩浆结晶产物，而其中的流体包裹

体则为后期流体活动形成，它们对于斑晶来说是次生的，但

对于钾硅化和石英绢云母化蚀变来说仍具有原生包裹体的

研究意义。

., 流体包裹体的显微测温分析

笔者对石英斑晶、石英脉中多种类型流体包裹体进行包

裹体显 微 测 温 分 析，结 果 列 于 表 !。测 试 仪 器 为 %CG0?1
Q@’)4// 冷热台。由于多期流体活动的叠加、石英斑晶中原

生熔体包裹体破裂后流体泄漏的参与、包裹体形成后的“ 卡

脖子”现象等原因，造成流体包裹体类型复杂。因此在测温

过程尽量选择那些较为孤立的、受后期流体活动影响较小的

包裹体进行。从表 ! 可以看出，"-! 类包裹体具有较低的均

一 温 度（ !2# 3 5FFR）和 较 低 的 盐 度（ 59 # 3 #9 2 N<:
=?8DES）；"-5 类均一温度较高（5// 3 2.FR），但盐度较低

（59 $ 3 49 $ N<: =?8DES，李荫清等，!"#! 数据为 P 5$ N<:
=?8DES），其气相成分中除 @5T 外还含有一定量的 8T5，测得

8T5三相点点温度为 U 2F9 5 3 U 2#9 2R，表明除 8T5 外可能

还含有少量的 8@$ 等其它气 体；#类 包 裹 体 均 一 温 度 高

（5!$ 3 $5"R），盐度也高（5"9 " 3 $$9 F N<:=?8DES）。石英斑

晶中和辉钼矿石英脉中均发育大量的 VVV 类包裹体，但其均

/!$! %&"# ’!"()$)*+&# ,+-+&#, 岩石学报 5//2，5!（2）



图 !" 不同类型包裹体的显微镜下照片

#$ 石英斑晶中气液两相包裹体（!%& 类）；’$ 辉钼矿石英脉中含子矿物多相包裹体（"类）；($ 石英斑晶中呈线状分布的富气相包裹体群

（!%&）与富液相包裹体群（!%!）；)$ 辉钼矿石英脉中含子矿物多相包裹体群，*%液相；+%气相；,#-%石盐

./0$ !" 123435 36 6-7/) /8(-75/385 78)9: ;/(:35(3<9
#$ =>3 <2#59 #?79375 6-7/) /8(-75/38（!%& 4@<9）/8 <2983(:@54 ?7#:4A；’$ B7-4/%<2#59 6-7/) /8(-75/385（" 4@<9）/8 C9/8 ?7#:4A；($ D:355/80 36 4>3

54#09 6-7/) /8(-75/385（!%! #8)!%&）/8 <2983(:@54 ?7#:4A；)$ E 0:37< 36 ;7-4/%<2#59 6-7/) /8(-75/385 /8 C9/8 ?7#:4A；*%-/?7/) <2#59；+%C#<3: <2#59；

,#-%2#-/49

一过程略有差别，石英斑晶中"类包裹体以气液相均一温度

大于子矿物溶化温度占优势，而辉钼矿石英脉中的"类包裹

体多为子矿物溶化温度大于气液相均一温度。不同气相充

填度的!%& 类包裹体与"类包裹体共存，且具有相似的均一

温度范围，其间可见一系列的过渡类型，显示了不混溶流体

包裹体的特征。!%! 类中可见含液相 DF& 和气相 DF& 的三

相包裹体，其中 DF&相部分均一温度为 &G$ G H &IJ，均一为

气相 DF&，该类包裹体冰点温度常低于 K#D-%,& F 体系的低

共溶点，故为非 K#D-%,& F 体系，其低共溶点温度可低至 L
G&J，表明其中可能含较高 D#D-&，属 DF& %,&F%D#D-& 体系，该

类包裹体主要产于石英斑晶和石英脉中的低温石英细脉中，

或呈次生包裹体产于愈合裂隙中，主要与粘土化蚀变有关。

从包裹体中子矿物的类型上看除可溶盐类外，有些子矿

物加热至 GMMJ以上仍未消失，推测为碳酸盐子矿物。碳酸

盐子矿物的存在，也表明流体富 DF& L
N ，与流体包裹体中 DF&

的发现吻合。辉钼矿石英脉样品中大量发育含不透明子矿

物的多相包裹体，后经 OPB Q PRO 分析主要为黄铜矿，少量为

黄铁矿子矿物（详见下文）。

S" 包裹体中子矿物的扫描电镜 Q 能谱分析

扫描电镜 Q 能谱（OPB Q PRO）不仅可以对打开的包裹体

及其中的子矿物进行形貌分析，同时还可以直接分析打开包

裹体中固相的成分特征，在流体包裹体中子矿物的成分分析

和熔体包裹体成分分析中取得较好的效果（ 范宏瑞等，!TTU；

谢玉玲等，&MMM；单强等，&MM&；V/9 W* !" #$，&MMS）。由于子

矿物相在包裹体打开后易于保存，因此可以直接通过能谱进

行成分分析。玉龙斑岩铜矿石英斑晶和石英脉中发现大量

含子矿物多相包裹体，前人曾通过包裹体岩相学、包裹体显

微测温分析等报导了石英中的石盐、钾石盐和硫化物子矿物

（李荫清等，!TU!）。本次主要对辉钼矿石英脉中包裹体的子

矿物相进行 OPB Q PRO 分析，扫描电镜 Q 能谱分析在北京科技

大学 新 金 属 材 料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进 行，扫 描 电 镜 型 号：

DEBXYZR[P O&GM%B\&，电镜分辨率 ]8;，加速电压：NM\+；

最大放大倍数：NM 万倍；能谱仪型号 *ZK\U]M，工作电压：

!\+ HNM\+，电流最小束斑：GMM8;，分析直径：! H!M#;，!! 号

!!S!谢玉玲等：藏东玉龙斑岩铜矿床多期流体演化与成矿的流体包裹体证据



表 !" 流体包裹体显微测温结果

#$%&’ !" (’)*&+) ,- ./01,+2’1.,.’+13 ,- -&*/4 /50&*)/,5)

样号 矿物及产状 包裹体类型
温度（6）

范围（次数） 平均

盐度（7+89$:&’;）

范围（次数） 平均

<=>?=! 石英斑晶 !=! ?@! A ?BC（?@） ?!?D > ?D C A CD E（>） ED ?

<=>>=! 石英斑晶 !=! !EC A ?FF（F） ?!BD @

<=>?=? 石英斑晶 !=? >>E A >FE（!@） >E>D G ?D B A HD B（H） BD G

<=>?=> 石英斑晶 " ?F? A B@C（H） >B!D ? ?GD H A >ED G（F） >?D F

3=>?=B 石英斑晶 # ED @ A HD F（B） ED H

3=>>=? 石英斑晶 " ?FE A B!E（E） >EGD ? >ED ! A >CD C（E） B?D F

3=>>=> 石英斑晶 !=? BC! A B!@（B） >GED E

<=EE=! 辉钼矿石英脉 " ?C? A B?G（E） >>@D C >>D C A BBD F（E） >FD G

<=EE=? 辉钼矿石英脉 !=? >?? A E>F（B） B?CD E

<=EG=! 含铜石英脉 " ?!B A >B@（!@） ?EHD ? >@D G A B@D C（E） >ED B

<=EG=? 含铜石英脉 !=? ?@@ A B@B（E） ?G!D H

3=! 氧化矿中残余石英 " ?C> A ?GH（>） ?CGD F >HD C A >FD H（>） >FD ?

<=?=! 氧化矿中残余石英 !=! !GB A ?F>（C） ?>@D >

<=?=? 氧化矿中残余石英 !=? ?HE A >EC（G） >>>D G

<=H? 辉钼矿石英脉 " ?CH A B@E（!H） >HBD E >!D F A BHD E（!F） B?D B

图 ?" 辉钼矿石英脉中流体包裹体中子矿物的扫描电镜照片

$D 包裹体中黄铜矿及石盐、钾石盐子矿物；%D 包裹体中石盐子矿物；0D 包裹体中钾石盐子矿物

:I=黄铜矿；J$&=石盐；K3&=钾石盐；L=石英，寄主矿物

M/ND ?" KOP I2,+,) ,- -&*/4 /50&*)/,5) 7/+2 4$*N2+’1 ./5’1$&) /5 ;*$1+Q
$D M&*/4 /50&*)/,5 0,5+$/5/5N 02$&0,I31/+’，2$&/+’ $54 )3&R/+’ 4$*N2+’1 ./5’1$&)；%D M&*/4 /50&*)/,5 0,5+$/5/5N 2$&/+’ 4$*N2+’1 ./5’1$&；

0D M&*/4 /50&*)/,5 7/+2 )/&R/+’ 4$*N2+’1 ./5’1$& /5 ;*$1+Q；:I=02$&0,I31/+’；J$&=J$&/+’；K3&=K3&R/+’；L=;*$1+Q，2,)+ ./5’1$&

元素（9$）以后，测定极限为 @D ! A @D >8 。样品制备方法和

测试步骤详见谢玉玲等（?@@@）。扫描电镜下观察发现，在辉

钼矿石英脉样品中可见大量打开的包裹体，其中有些可见子

矿物相，从子矿物的形态和能谱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透明子

矿物以石盐为主（ 图 ?$，?%，>4），少量为钾石盐（ 图 ?$，?0，

>%），表 明 流 体 富 钠、钾。硫 化 物 子 矿 物 多 呈 四 面 体 晶 形

（图 ?$），能谱图中除主矿物石英的峰值外，还显示有明显的

:*、M’、K 峰值（ 图 >$），结合其四面体晶形应为黄铜矿子矿

物，另外还发现有黄铁矿（图 >0）和菱铁矿子矿物。

E" 包裹体气液相成分的激光拉曼探针分析

（S(P）

包裹体中气、液相成分的激光拉曼探针分析表明，高盐

度含子矿物包裹体（"类）中气、液相成分均以 J? T 为主

（图 B$），气液两相包裹体（!类）中液相成分以 J? T 为主

（图 B$），气相成分除 J?T 外还含有较高的 :T?（ 图 B%，B0），

?!B! !"#$ %&#’()(*+"$ ,+-+"$" 岩石学报 ?@@E，?!（E）



图 !" 流体包裹体中子矿物的能谱图

#$ 黄铜矿子矿物；%$ 钾石盐子矿物；&$ 黄铁矿子矿物；’$ 石盐子矿物；主矿物均为石英

()*$ !" +,- ’)#*.#/0 12 ’#3*456. /)76.#80
#$ &4#8&19:.)56；%$ 0:8;)56；&$ 9:.)56；’$ 4#8)56；<46 4105 /)76.#8 )0 =3#.5>

图 ?" 流体包裹体气液相成分的 @AB 谱图

()*$ ?" @AB 096&5.1*.#/ 12 283)’ )7&830)170
#$ 液相中 CDE；%$ 气相中 FED ；&$ 气相中 FC?和 FED；’$ 液相中 FED G

! （HHIJ$ I &/ GH 为主矿物石英峰）

#$ CDE )7 %.)76 94#06$ %$ FED )7 ;#91. 94#06；&$ FC? #7’ FED )7 K#91. 94#06&；’$ FED G
! )7 %.)76 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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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含有较高 !"#（图 #$）。无论是气相、液相成分，其拉曼

谱图中在 %&’’ ( %&)%$* +%处常存在明显峰值（ 图 #,），表明

流体中含有 !-. +
/ 。结合包裹体的显微测温结果和包裹体中

子矿物的扫描电镜 0 能谱分析结果，认为包裹体液相成分中

阳离子以 1 2 、34 2 、!4. 2 为主，阴离子以 !5 + 为主，并含少量

!-. +
/ 。钾硅化和石英绢云母化阶段流体以高温、高盐、富钾

为特征，为典型的岩浆热液型流体。

’6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石英斑晶、辉钼矿石英脉中流体包裹体的岩相

学、显微测温分析、包裹体成分的激光拉曼探针分析和包裹

体中子矿物的扫描电镜分析，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玉龙斑

岩铜矿与斑岩矿化有关的成矿流体以高温、高盐度、富钾为

特征，为典型的岩浆热液型流体。钾硅化、石英绢云母化蚀

变阶段成矿流体中气相成分以 ".-、!-.为主，个别样品测出

较高的 !"#；液相成分中阳离子以 34 2 、1 2 为主，其次为

!4. 2 ；阴离子以 !5 + 为主，其次为 !-. +
/ ，菱铁矿子矿物和黄

铁矿子矿物的出现表明，流体中 78. 2 含量也较高。与粘土化

蚀变有关的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较低（%9: ( .));），气相成

分中以 !-.为主，可见含气相 !-.和液相 !-.的多相包裹体，

!-.相部分均一温度在 .9< 9 ( .);，包裹体冷冻法盐度测定

发现其冰点（ + .9< . ( + /.;）常低于 34!5=1!5=".- 体系的

共结点温度，表明流体并非属 34!5=1!5=".- 体系，可能含较

高的 !4!5.，与粘土化蚀变有关的流体以富 !4 为特征，34!5、
1!5 含量明显低于钾硅化和石英绢云母化，应属 !4!5. =". -=
!-.体系。从钾硅化、石英绢云母化到粘土矿化，成矿流体的

温度、压力明显下降，流体中 1、34 含量降低，而 !4 含量升

高，气相成 分 中 !"# 减 少，成 矿 流 体 从 34!5=1!5=". -=!-.

（!"#）体系向 !4!5. =".-=!-.体系转化。粘土矿化期成矿流

体与钾硅化期成矿流体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应为同源流体演

化的结果。

李荫清等（%>:%）认为，从岩浆直接分异出的是一种超临

界流体，这种流体伴随钾硅化蚀变及温度、压力下降，从均一

的超临界态变为两相不混溶流体。本文中所述及的富气相

（!-.、!"#等）流体包裹体和高盐度含子矿物多相流体包裹

体可能代表了流体发生不混溶后的两个端元，其间存在的一

系列的过渡类型，应为非均一捕获的结果。硫化物等在超临

界流体中具有较强的溶解能力，当温度降至临界点之下时，

由于 !-.等组分与高盐度流体发生分离，使流体中矿质的溶

解度大大降低，因此造成黄铜矿、辉钼矿等大量沉淀。含矿

石英脉中大量出现的含硫化物子矿物包裹体应为流体不混

溶后的产物，它们与不同气相充填度的气液两相包裹体共

存，斑岩型矿化主要发生在这一阶段，其成矿温度为 .9& (
/9&;。玉龙铜矿与该成矿带内其它矿床不同，除斑岩型矿

化外还发育一套与粘土矿化有关的高品位铜矿化，在流体包

裹体中表现为一组低温、富液相流体包裹体组合，相对于钾

硅化和石英绢云母化阶段，包裹体均一温度低，流体中 !4 含

量升高，成矿流体属 !4!5. =".-=!-.体系，此阶段形成了低温

石英、黄铁矿、粘土矿物组合，同时伴有铜（钼）金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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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文参考文献

范宏瑞，谢奕汉，王英兰= CPPF= 扫描电镜下流体包裹体中子矿物的

鉴定= 地质科技情报，CW（增刊）：CCC G CCW

李荫清，芮宗瑶，程莱仙= CPFC= 玉龙斑岩铜（钼）矿床流体包裹体及

成矿作用研究= 地质学报，HH（T）：VCD G VTX

马鸿文= CPPX= 藏东玉龙斑岩铜矿带花岗岩类与成矿= 武汉：中国地

质大学出版社，C G CHW

芮宗瑶，黄崇轲，齐国明等= CPFE= 中国斑岩铜（钼）矿床= 北京：地质

出版社，C G THX

单强，牛贺才= VXXV= 扫描电镜—能谱在单个包裹体物质组成研究中

的应用= 岩石学报，CD（E）：WCC G WCE

唐仁鲤，罗怀松等= CPPH= 西藏玉龙斑岩铜（ 钼）矿带地质= 北京：

地质出版社，C G TVX

谢玉玲，徐九华，何知礼等= VXXX= 太白金矿流体包裹体中黄铁矿和

铁白云石子矿物的发现及成因意义= 矿床地质，CP（C）：HE G DX

张玉泉，谢应雯，邱华宁等= CPPF*= 钾玄岩系列：藏东玉龙铜矿带含

矿斑岩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VT（D）：HHW G HDC

张玉泉，谢应雯，邱华宁等= CPPF5= 钾玄岩系列：藏东玉龙铜矿带含

矿斑岩 7+，O.，Q5 同位素组成= 地质科学，TT（T）：THP G TDD

首届亚洲流体包裹体研究国际会议（Y3<Z[\ \）
将于 VXXD 年 H 月 在南京大学召开

Y3<Z[\（ -2, Y&!*" 3%++,"- <,&,*+#2 ’" [$%!. \"#$%&!’"&）是和 83<Z[\（ 欧洲流体包

裹体国际会议）和 QY3<Z[\（泛美流体包裹体国际会议）并列的国际会议，每隔两年在不

同的国家举行。Y3<Z[\ \（首届亚洲流体包裹体研究国际会议）将于 VXXD 年 H 月 VD ] VF
日在中国南京大学举行，旨在为亚洲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科研人员提供一个最新研究成果

的国际交流平台，届时将有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和英国、法国、德国、

美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流体包裹体研究专家与会。会议的正式语言为英语，

主要议题有：热液系统和成矿，岩浆过程，变质流体，沉积作用与石油地质，流体运移与变

形、破裂，实验和分析技术的新进展，地质流体的热动力学等。会后将组织大家前往安徽

黄山进行 T 天的地质考察（H 月 VP ] TC 日）。希望相关专家积极参会，有关此次会议的

其它详细信息，请登录网页 2--/：: : ,&= "B%= ,.%= #" : *#+’(! : *#+= 2-0$ 查看。

Y3<Z[\ \ 会务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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