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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西大厂锡矿位于江南古陆西南缘 ，桂西北海西一印支期被动陆缘裂谷盆地北部的断裂凹陷盆地中，是 

中国重要的、以锡为主的有色金属矿床。它主要 由长坡一铜坑和高峰矿床、拉么矿床、大福楼矿床和亢马矿床等组成 ， 

其铟资源量约6 000 t。文章在对长坡一铜坑矿床、高峰矿床以及拉么矿床不同类型围岩(包括花岗岩质岩石)、矿石以 

及不同矿床类型中矿石矿物(硫化物和氧化物)中的In、Cu、CA、Sn、Fe、Zn等微量元素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不同类型 

矿床、不同矿物组合中硫化物的微量元素电子探针测试以及硫同位素分析结果 ，初步认为大厂锡矿岩浆源区是富铟 

的，在正常的沉积岩中不存在铟的初始富集 ；In主要赋存于闪锌矿中，与层状和块状的矿体关系密切。在成矿作用 

过程中，In的分布和富集对矿物组合和矿石类型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大厂铟矿的形成是富铟的岩浆源区重融产生 

含铟岩浆 ，在岩浆侵位冷却过程中，由岩浆结晶所产生的流体携带 In、Cu、Fe、Zn、Sn等成矿元素从岩浆中出溶 ，形成 

含 In的成矿流体。水一岩反应以及在大气降水来源流体的参与下，导致 In、Cu、Fe、Zn、Sn等从成矿流体中沉淀、富集 

成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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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ted in the fault depression basin of the North Hercynian-Indosinian passive continental margin on the 

southwestern margin of Jiangnan orogenic belt，the Dachang tin ore district is an important tin-polymetallic ore 

district with Cu，Zn，Pb，In，Sb and Ag resources．The ore district consists of Changpo—Tongkeng deposit and 

Gaofeng deposit in the west，LaITIO skam deposit in the middle and Dafulou as well as Kengma deposit in the 

east，with total indium resource about 6 000 tons．This paper deals emphatically with the Changpo—Tongkeng 

deposit，Lame deposit and Gaofeng deposit，and analyzes In，Cu，Cd，Fe and Zn concentrations in their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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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s，ores，sulfides and oxides as well as in granite of the ore district
． Based on EMPA data of sulfides and ox— 

ides，sulfur isotope data of sulfides，carbon and oxygen isotope data of host rocks and carbonate，the authors 

have found that the magma source is rich in indium in the Dachang ore district
， whereas abnormal indium con— 

centration exists in the host rocks．Most indium is hosted in sphalerite，and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massive 

and layered ores．Indium was selectively concentrated and distributed in different mineral assemblages and ores 

during indium mineralization．It is held that the indium—rich magma source was a melt，which was subsequently 

emplaced and intruded into the upper crust．In，Cu，Fe，Zn and Sn—bearing fluids were exsolved from the cool— 

ing magma．In was precipitated with Zn，Fe，Cu an d Sn metals because of water—rock interaction and mixture of 

fluids with meteoric water． 

Key words：geochemistry，element distribution，ore-forming mechan ism，sulfur，carbon and oxygen iso— 

tope，sphalerite，indium，Dachang 

在过去的十几年问，由于液晶显示器和太阳能 

薄膜电池板需求的不断扩大，铟在现代高技术产业 

中的需求量 日益增加。世界上铟的资源主要来 自块 

状硫化物矿床(Ishihara，2005)及与花岗岩有关的脉 

状矽卡岩和浸染状矿床，而金属铟主要提取 自这些 

矿床所含的闪锌矿中(Ishihara et a1．，2006a)，如，加 

拿大太古代 Kid Creek矿床(In品位<50X 10_。。，In 

金属量 3 400t，下同)、加拿大元古代 Sallivan 矿床 

(50×10_ 。，8 000 t)、加拿大奥陶纪 Brunswick矿床 

(50 X 10 ，8 000 t)、俄罗斯乌拉尔地区泥盆纪 

Gaiskoye矿床 (24 x 10 ，7 200 t)、葡萄牙 Neves 

Corvo矿床(18×10 ，7 000 t)(Schwarz—S et a1．， 

2002)，以及 日本东北部脉状矿床(含有 6 000 t的 

In)和 日本岛弧西南部的脉状矿床(大约含有 3 000 t 

的 In)(Ishihara et a1．，2006a)。另外，在中国的南部 

也含有大量的 In，如广西大厂锡矿含 In约 6 000 t， 

云南都龙锡锌矿含 In 4 000 t等。 

大厂锡矿 田位于广西壮族 自治区西北部，是中 

国重要的、以锡为主的有色金属矿床。它主要由东、 

中、西 3个矿带组成，其中西矿带有长坡一铜坑矿床 

和龙头山矿床，矿石矿物组合以锡石一硫化物一硫盐类 

矿物组合为特征；中矿带主要产出矽卡岩型锌铜硫 

化物矿床，主要代表矿床有拉么矿床，矿石矿物组合 

以锡石一硫化物为主；东矿带主要有大福楼矿床和亢 

马矿床，矿石矿物组合以锡石 磁黄铁矿类型为主。 

除了 Sn之外，该矿 田还开采 Cu、Zn、Pb、In、Sb和 

Ag。前人已对大厂锡矿的成矿地质背景、矿田构造、 

同位素地球化学、成矿年代学以及岩浆岩的演化进 

行了研究(Fu et a1．，1991；1993；陈毓川等，1993；卜 

国基，2001；Pagava et a1．，2003；Fan et a1．，2004；王 

登红等，2004；李华芹等，2008)，但是，对与铟有关的 

成矿作用研究还比较薄弱(李锡林等，1998；卜国基， 

2001；李万青，2001)。文章在对大厂锡矿不同类型 

围岩、矿石、以及矿石矿物硫(氧)化物中 In、Cu、Cd、 

Sn、Fe等微量元素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全岩和方解 

石的碳氧同位素分析结果，初步揭示了大厂锡矿 In 

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赋存规律，探讨了大厂锡矿铟 

的来源及其成因机制。 

1 地质背景 

大厂锡多金属矿 田位于华南丹池成矿带的中 

部，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处于江南古陆的西南缘，海西 

一 印支期被动陆缘裂谷盆地北部的断裂凹陷盆地中 

(陈毓川等，1993；图 1)。出露地层主要为泥盆系和 

石炭系，其中，上泥盆统榴江组和五指山组是大厂锡 

矿主要的赋矿层位。 

NW 向的龙箱盖背斜和龙箱盖断裂以及与之平 

行的大厂背斜、大厂断裂为矿区内的主要构造。其 

中，背斜构造总体向NW倾伏，主要表现为 NE翼平 

缓、SW 翼陡立的不对称褶皱。NW 向的断裂构造倾 

向NE，产状上陡下缓，具有“犁式”逆冲断裂特征。 

龙箱盖花岗岩是大厂锡矿田出露的主要岩体，出露 

面积 0．5 km2，主要由黑云母花岗岩和斑状黑云母花 

岗岩[锆石 SHRIMP U-Pb年龄(93±1)Ma，蔡明海 

等，2006]组成，副矿物主要有钛铁矿、锆石和独居 

石。黑云母花岗岩的盯Sr／，8。Sr初始值为 0．7099± 

0．0020(Fu et a1．，1991)。此外，在铜坑一长坡矿床的 

东、西两侧还发育有近 SN走向的花岗斑岩脉(锆石 

SHRIMP U—Pb年龄 91 Ma)和闪长玢岩脉(锆石 

SHRIMP  U—Pb年龄 91 ma；蔡明海等，2006)，分别 

被称之为“东岩墙”和“西岩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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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厂锡矿田区域地质简图(陈毓川等 ，1993) 

Fig．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the Dachang tin ore district(after(；hen et a1．，1993) 

2 典型矿床地质 

大厂锡矿田主要由3个金属矿化带组成(图1)， 

东矿带(以大福楼矿床和亢马矿床为代表)、中矿带 

(以拉么矿床和茶山矿床为代表)和西矿带(以长坡一 

铜坑矿床和高峰矿床为代表)。其中，铟的成矿作用 

主要发育在西矿带和中矿带，因此，本文的工作集中 

于长坡一铜坑矿床、拉么矿床和高峰矿床，各矿床主 

要地质特征分述如下。 

2．1 长坡一铜坑矿床 

长坡一铜坑矿床位于大厂背斜的NE翼、大厂断 

裂的上盘。该矿床主要由脉状矿体和层状矿体所组 

成，其中脉状矿体又分为大脉带和细脉带。其中，大 

脉带位于矿床的上部，赋存于长坡倒转背斜轴隆部 

的横张断裂及其旁侧裂隙中。细脉带位于大脉带下 

部，细脉带出露最宽处可达 130 m，向下延伸到中泥 

和页岩 

盆统的小扁豆灰岩中变窄，再往深部至 91号矿体附 

近，逐渐尖灭。 

层状矿体可以分为 3类：第一类为充填产出的 

矿体，以 79号矿体为代表；第二类为以沿层交代产 

出为主的矿体 ，以91号矿体为代表；第三类以网脉一 

细脉及沿层浸染状产出为主的矿体，以硅质页岩中 

的92号矿体为代表。另外还有产于泥灰岩层与扁 

豆状灰岩层间的 16号和 80号矿体、扁豆状灰岩与 

细条带状灰岩问的75号矿体、细条带状灰岩与宽条 

带状灰岩问的77号矿层。其中，91号矿体和 92号 

矿体是长坡一铜坑矿床最主要的 2个矿体，也是主要 

的富铟矿体。91号矿体以与锡石共生的磁黄铁矿为 

主，闪锌矿、黄铁矿次之，含极少量毒砂；而 92号矿 

体主要由纹层条带状矿化、细脉状矿化以及结核状 

矿化组成，该矿体中与锡石共生的硫化物以黄铁矿 

为主，闪锌矿次之，磁黄铁矿较少。 

有关不同矿体之间的空间展布关系参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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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毓川等，1993)。 

2．2 拉么铜锌矿床 

拉么矿床位于大厂锡矿田的中部，靠近龙箱盖 

花岗岩体(图 1)，赋矿地层主要是上泥盆统灰岩和黑 

色页岩。该矿床由多个矿体组成，其中0、1、3、4和5 

号矿体为矿区的主要工业矿体。矿体主要分布于岩 

体西侧的外矽卡岩带中。矿体呈似层状、大脉状和 

小脉状产出。 

围岩蚀变主要有矽卡岩、云英岩化、萤石化、绿 

泥石化、闪石化和碳酸盐化等。该矿床的矽卡岩分 

为内矽卡岩和外矽卡岩，其中，内矽卡岩主要由钙铝 

榴石 +符山石组成；外矽卡岩主要发育于上泥盆统 

扁豆灰岩、条带状灰岩层位内，宏观上呈层状产出。 

主要成矿作用可以划分为 2个阶段：①矽卡岩硫化 

物阶段：主要矿物组合是锡石和毒砂，交代矽卡岩， 

形成似层状含 Sn和 Cu—Zn矿化，但不形成工业矿 

体；②硫化物阶段：磁黄铁矿和铁闪锌矿大量产出， 

稍晚有黄铜矿、方铅矿产出，形成硫化物 Zn、Cu矿 

体。 

2．3 高峰矿床 

高峰矿床位于龙箱盖花岗岩体东南 5 km处，是 

大厂锡矿田最主要的含铟矿床。该矿床以规模大、 

埋藏深、厚度大、品位高而著称。赋矿围岩为中泥盆 

统马家拗组下部生物礁灰岩，矿化厚度可达近 1 

km，愈向深部硫化物愈富集。该矿床主要由100号 

矿体和 105号矿体组成。其中，100号为主要矿体， 

也是产铟的主要矿体，由于乱采乱挖，100号矿体已 

经开采完毕；105号矿体位于 100号矿体东侧下部， 

与 100号矿体从形态、产状、矿物成分以及围岩等方 

面有很多相似 的地 方，应 属 同一矿体 (邱华安 ， 

1987；宁洪峰，2003)。该矿床矿石类型主要以锡石一 

硫化物为主，矿物组合以锡石、磁黄铁矿、铁闪锌矿 

为特征(陈毓川等，1993)。 

3 样品采集与测试分析 

分别采集了大厂矿区长坡一铜坑矿床的上泥盆 

统条带状灰岩中的 91号矿体、硅质岩中的 92号矿 

体、扁豆状灰岩与细条带状灰岩问的 75号矿体、大 

扁豆灰岩与小扁豆灰岩间的79号矿体、高峰矿床中 

泥盆统生物礁灰岩中的 105号矿体、拉么铜锌矿床 

中的矿体以及长坡一铜坑矿床 95号矿体、96号矿体 

的矿石样品及其围岩样品，分别进行了岩石化学、微 

量元素以及硫同位素的测试分析以及对不同矿(石) 

体中的闪锌矿、黄铁矿、毒砂和脆硫锑铅矿等硫化物 

进行了电子探针分析。同时，也对大厂铜坑一长坡矿 

床内的东、西岩墙以及龙箱盖细粒黑云母花岗岩和 

斑状黑云母花岗岩进行了全岩化学和微量元素分 

析，以便对比。 

岩石化学和微量元素分析在国家地质测试中心 

完成；硫化物硫同位素在国土资源部同位素地质重 

点实验室完成。全岩化学分析采用 x荧光光谱分析 

(3080E)，S采用红外碳硫仪分析。矿石中的 As、 

Cu、Zn、Pb和 Fe采用等离子光谱分析(IRIS)，其余 

微量元素(包括 In)采用等离子质谱(Excel1)分析，测 

试方法和依据参见国标 DZ／T0223—2001和 JY／ 

T015—1996。硫(氧)化物的电子探针成分分析在国 

土资源部同位素地质重点实验室完成。 

4 分析结果 

4．1 不同类型岩石、矿石、硫化物中微量元素 In的 

含量 

4．1．1 不同类型围岩中 In的含量 

大厂锡矿不同岩石类型围岩微量元素测试结果 

列于表 1。由表 1可知，不同类型正常沉积岩中， 

叫(In)均低于其在地壳中的丰度(0．1 N 10 )，如 

硼(In)在条带状灰岩中为 0．04 N 10 ，在扁豆灰岩 

中为 0．07 N 10 ，泥岩中为 0．05 X 10-6～0．08 X 

10 ，硅质岩中为 0．05×10 ～0．07×10 ，生物 

礁灰岩中为0．1×10 。龙箱盖细粒黑云母花岗岩 

和斑状黑云母花岗岩中 训(In)分别为 0．05×10 

和 0．08 X 10 ，也低于其在地壳中的丰度。在靠近 

矿体的围岩中，In的含量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如 92 

号矿体围岩硅质岩中 叫(In)为 37．8 X 10 (样品 

Dc一5)，大扁豆灰岩 中 'LU(In)为 34．5 X 10-6(样 品 

Dc一6)；靠近矿体硅质岩和硅质灰岩中 "LO(In)分别为 

0．39X 10-6(样品Dc一3)和 0．72×10-6(样品 Dc一4)， 

75号矿体上盘小扁豆灰岩 (In)为 0．26 X 10 (样 

品De08—8)。另外，在东、西岩墙 中 In的含量也较 

高，如东岩墙 中 叫(In)为 0．17×10 ～0．22 X 

10 ，其东岩墙的包体中 7．o(In)为 0．12×10-6；西 

岩墙中 (In)为 0．14 X 10—6。 

4．1．2 不同类型矿石及硫(氧)化物中 In的含量 

通过对大厂不同类型矿石(如长坡一铜坑层状和 

脉状矿石、拉么矽卡岩型矿石和高峰块状矿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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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厂锡矿田不同类型矿体矿石中微量元素含量 

Table 2 Trace elements concentrations of ore bodies in the Dachang tin ore district 

测试来看(表 2)，不同类型矿石中 In的含量有较大 

的差异。In含量最高为高峰 105号矿体中的矿石， 

其 (In)为 283×10 ～781×10 ；其次是长坡一 

铜坑 的 91号和 92号层状、脉状矿体，其矿石 中 

叫(In)为 2．39×10 ～331×10 ，而在脉状铜锌矿 

体的矿石 中 砌(In)则 较低 (2．13×10 ～26× 

10 )。拉么矽卡岩型 Cu—zn矿体矿石中 训(In)变 

化较大，变化范围在 1．69×10 ～6．2×10-6之间。 

铟在不同硫(氧)化物中分布也是不均匀的(表 

3)，其中闪锌矿 中 叫(In)最高，为 14．9×10-6～ 

1 432×1O ；而毒砂 (In)变化范围也较大，为 

0．41×10 ～23．8×10一。不同类型矿石中，黄铁 

矿、锡石和磁黄铁矿中 硼(In)相对均一，分别变化于 

2．64×10一 ～ 9．9×10-6 2．27×10— --5．15×10—6 

和 5×10 ～13．13×10 。所测试的一个拉么矿 

床黄铜矿样品中 硼(In)为 14．34×10 ；长坡一铜坑 

91号脉状矿体中脆硫锑铅矿中叫(In)为238．2× 

10-。。。 

4．2 不同硫(氧)化物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在对不同硫化物进行单矿物 In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对不同矿石类型中不同硫化物中 In的含量进 

行了电子探针分析(表4)，结果显示In在不同矿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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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不同硫化物中分配也极其不均匀，大部分闪锌矿 

都含 In，如 91号矿体中闪锌矿 (In)在 0．03％～ 

0．12％之间，75号矿体中闪锌矿 (In)为 0．19％， 

105号矿体中闪锌矿 叫(In)在 0．05％～0．09％之 

间，96号矿体中闪锌矿 训(In)为 0．O1％；锡石、脆硫 

锑铅矿以及黄铜矿都未检测出 In，部分黄铁矿和毒 

砂中检测出 In，如，东岩墙包体黄铁矿中侧(In)为 

0．002％，91号矿体黄铁矿中 叫(In)为 0．003％，毒 

砂中 硼(In)为 0．006％。 

4．3 不同硫化物硫同位素 

长坡一铜坑、拉么和高峰矿床不同矿体中闪锌矿 

和黄铁矿的硫同位素列于表 5。由表5可知，不同矿 

床的硫同位素有较大的差异。长坡一铜坑矿床中闪 

锌矿和黄铁矿的 s值分别变化于一9．0％。～1．8％o 

和一4．4％。～0．7‰；拉么矿床中闪锌矿 S值变化 

于一2．0％。～4．5‰之间；高峰矿床中闪锌矿和黄铁 

矿的 S值分别变化于 1．1％。～10．1％。和 8．7％o。 

5 讨 论 

5．1 铟的分布、分配与赋存状态 

Briskey(2005)曾对 16个国家 12个矿床类型中 

的 16个矿物进行了铟含量的分析测试，结果显示富 

铟的矿物主要是闪锌矿(5×10 ～12 500×10 )、 

黄铜矿(5×10 ～9 800×10 )和黝锡矿(400 X 

10 ～2 100×10 )，而黄铁矿(100×10 )和锡石 

(200×10 --700×10 )中铟的含量则稍低。富铟 

的矿床(1 000×10 ～12 500×10 )类型主要有： 

(~)Cornwall类型的锡矿床；②斑岩铜矿、脉状、交代 

和接触蚀变矿床中的闪锌矿；③富Au—Ag贱金属脉 

中的闪锌矿。而 Mississippi河谷型铅锌矿床、火山 

成因的块状硫化物矿床、斑岩铜矿、沉积岩中的铅锌 

矿床以及脉状、交代和接触蚀变的贱金属和贵金属 

矿床中的叫(In)在100×10 ～1000×10 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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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地区，金属铟赋存的矿床类型以及赋存的 

矿物是有差别的，不同类型矿床中，铟的品位和吨位 

之问没有明显的关系。 

铟在大厂锡矿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从表 2可 

以看出，高峰矿床 In的含量最高，其次是长坡一铜坑 

矿床的 91号矿体，其中，91号层状矿体矿石中的 In 

的含量大于脉状矿体矿石中 In的含量。拉么矽卡 

岩型矿体和长坡一铜坑矿床中的脉状矿体矿石中In 

的含量最低(如 94号、75号矿体)。因此，在大厂锡 

矿区，层状矿体或者说块状矿体是金属铟的主要来 

源。105号矿体中 In的含量最高，其中 S(31．9％～ 

34．9％)和 FeO(17．3％～43％)的含量也较高，相 

反，其他矿床(体)In的含量较低，其中的S和 FeO 

的含量也较低，这说明在铟的成矿作用过程中，In的 

富集与 S和 Fe的沉淀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铟在不同硫化物中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在不同 

类型矿石的黄铁矿和锡石中，其 硼(In)相对均一，分 

别变化于2．64×10 ～9．9×10 和 2．27×10 ～ 

2．29×10_。。，而毒砂中 W(In)的变化范围则较大，为 

0．41×10 ～23．8×10 ；而闪锌矿中 叫(In)为 5 

×10 ～238．2×10一。但是最显著的特点是，不同 

硫化物和氧化物中，叫(In)和 W(Sn)与 W(Cu)总体 

上呈正相关关系(图2)。 

在不同矿物组合的矿石中，不同硫化物之间 In 

的分配也是不均匀的。如在黄铁矿、毒砂和闪锌矿 

等矿物组合中，In和Cu主要分配于闪锌矿中(如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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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大厂锡矿田不同类型矿体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组成 

Table5 Sulfurisotope composition of sulfideminerals 

in the Dachang tin ore district 

号矿体、95号矿体、92号矿体等)；在脆硫锑铅矿、毒 

砂和锡石等矿物组合中，In和Cu主要分配于脆硫锑 

铅矿中；而在毒砂、黄铜矿和闪锌矿等矿物组合中， 

In和 Cu主要分配于闪锌矿和黄铜矿中，显示了 In 

与 Cu的相关性。从不同硫化物组合中，硫化物中 In 

的分配来看，In优先富集的矿物依次是闪锌矿、脆硫 

锑铅矿和黄铜矿等，即在成矿作用过程中，In的沉 

淀、富集和分布具有选择性。在不同的矿石矿物组 

合中，In选择分布的有利矿物是不同的。 

不论是高峰矿床、还是长坡一铜坑矿床和拉么矿 

床，In主要赋存于闪锌矿中(表 4)，虽然在黄铁矿和 

毒砂中也有少量的 In被检测出来。脆硫锑铅矿全 

溶法分析表明，该矿物含有一定量的 In，但是电子探 

针分析结果却显示其不含 In。这有可能是脆硫锑铅 

矿中In的分布不均匀造成的，或者是其含量低于电 

子探针的检测限。 

图 2 不同硫(氧)化物中 In与 Cu、Zn的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In concentration and Cu，Zn 

concentrations in sulfide and oxide minerals 

目前为止尚未在大厂锡矿发现 In的独立矿物。 

元素 In具有显著 的亲铜性，In3 的离子半径 为 

0．92A，与 sn4 (0．74A)、Fe2 (0．83A)、zn2 

(0．83A)等相近，因而可广泛进行类质同象替换，产 

于具有四面体结构的矿物 中(如闪锌矿、黄锡矿)。 

从已有的分析结果来看，In最有可能的赋存状态就 

是以类质同象的方式赋存在硫化物中，它主要赋存 

于闪锌矿中，其次是脆硫锑铅矿和黄铜矿中。 

从图3可以看出，不同矿体中，闪锌矿中 In与 

Zn、Cu、Fe、Sn和 Cd等元素的相关关系明显不同， 

如，铜坑一长坡91号矿体中In与zn、Cu、Fe、Sn和Cd 

等元素之间的关系不太明显；92号矿体中 In与 Zn、 

CA呈负相关，与 Sn呈正相关，而与铁的关系则比较 

复杂。拉么矿床和高峰矿床中，闪锌矿中 In与 Zn 

呈正相关，与 Cd、Fe呈负相关，与 Sn成正相关。 

根据 Fe的含量，长坡铜坑矿床的 92号矿体中 

的闪锌矿可以分为铁闪锌矿[ (Fe)≥8％]和含铁 

闪锌矿[叫(Fe)2％～7％]，而该矿床中的其他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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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矿床闪锌矿中 In与 Fe、zn、Sn、Cu、Cd的相关关系图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In and Fe，Zn，Sn，Cu，Cd in sphalerlte 

和高峰矿床以及拉么矿床中的闪锌矿均为铁闪锌 

矿。92号矿体中的两类闪锌矿在化学成分上有着明 

显的不同：铁闪锌矿以富铁为特征，含铁闪锌矿以 

富Zn为特征。铁闪锌矿以富铟为特征，还含有一定 

量的Cu、sn(表 4)。铁闪锌矿和含铁闪锌矿中的微 

量元素表现出不同的地球化学行为，如长坡一铜坑矿 

床 92号矿体含铁闪锌矿中In的含量随着Fe的增 

加而增加，而铁闪锌矿中，随着 In含量的增加，而 Fe 

有降低的趋势(图3)。91号矿体闪锌矿随着 In含 

量的增加，Fe的含量基本保持不变；而在拉么和高峰 

矿床则有降低的趋势(图 3)，这说明 In在不同矿体 

中，由于闪锌矿中Fe含量的差异，导致 In在不同类 

型的闪锌矿中的类质同像的替代方式或置换位置可 

能是不相同的。 

5．2 铟的来源 

Ishihara等(2006a)通过对比分析与钛铁矿系列 

和磁铁矿系列有关的2种类型的铟矿床，提出钛铁 

矿系列花岗岩和磁铁矿系列花岗岩的混合作用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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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日本超强度铟矿化的主要因素，沉积物源区性质 

以及氧逸度和硫逸度的变化控制着铟矿床的形成， 

强调铟的地壳来源。然而富铟的矿床主要与有岩浆 

亲缘性的Sn-多金属矿床、富A 的热液贱金属矿床、 

浅成低温 Au—Ag一贱金属矿床、斑岩 Cu(Mo)矿床和 

VMS矿床，以及活动火山系统的喷气 口有关，又显 

示出铟与岩浆的亲缘性。Sn一多金属矿床和贱金属 

矿床 中富铟矿物 的 6 SCDT主要变化于 一3％。～ 

+3％o，也支持了铟岩浆来源的观点(Seifert，1999； 

Schwarz-Schampera et a1．，2002；Jung et a1．，1996； 

Seifert et a1．，2006)。 

不同矿体矿石微量元素表明，高峰矿床和长坡一 

铜坑矿床 In主要形成于 Cu—Zn—Cd—Sn-S等元素沉淀 

阶段，而拉么矿床则主要形成于 Sn—In—Zn—Cu等元素 

沉淀阶段。In的矿化可能主要发生于富 Zn或者富 

Cu的成矿阶段，但 In的成矿作用主要与闪锌矿的沉 

淀相关。大厂锡矿中铟主要赋存于闪锌矿和脆硫锑 

铅矿中，说明铟与闪锌矿或者脆硫锑铅矿有密切的 

成因关系，闪锌矿或者脆硫锑铅矿等矿物的沉淀间 

接指示了铟的沉淀富集规律。 

大厂矿区不同类型正常沉积岩中 In的含量均 

低于地壳的丰度，说明大厂矿区不具备 In的异常背 

景值，即 In不可能来 自围岩；而大厂矿区东岩墙及 

其包体中 硼(In)较高，如东岩墙中 训(In)为 0．17× 

10 ～0．22×10 ，西岩墙 中 Zeal(In)为 0．14 x 

10 ；而东岩墙包体 中的 7．23(In)也高达 0．14 X 

10 ，这说明大厂锡矿铟的来源可能与花岗岩有密 

切的关系，岩浆的源区可能是富铟的。这不同于 日 

本含铟矿床，日本含铟矿床中的铟主要来 自于泥质 

岩。在长坡一铜坑矿床，越靠近矿体围岩中的In含量 

越高，也说明 In是由外来流体带入的。在大厂东矿 

带也有类似的现象，如在大厂锡矿田东矿带的大福 

楼、会乐和亢马矿床，由围岩到近矿岩石，In和Ga的 

含量也逐渐增大，叫(In)分别由0．157×10 增加到 

0．492×10 、由0．039x 10—0增力Ⅱ到 0．381×10—0、 

由0．057 x 10 增加到0．128×10～；而 训(Ga)则分 

另Ⅱ由10．73×10 增加至0 13．24×10一 、由 3．69× 

10— 增加到 19．24×10 、由 0．057×10 增力口至0 

0．128×10一(Pagava et a1．，2003)。 

由于 In是亲铜元素，因此，含铟矿床中的硫的 

同位素对于判断铟的成因来源具有主要的指示意 

义。Ishihara等(2006b)认为含铟矿床中 S值一般 

为负值，其硫源为沉积岩。在大厂锡矿，硫同位素在 

不同矿床的变化却比较大，如拉么矿床硫化物的 S 

值变化于 一3％o～+4％o之间；而长坡一铜坑矿床中 

s值则变化于一7％。～一0．24‰之间，高峰矿床的 

S值最高，变化于+5％。～+12％。之间。从硫同位素 

的数值来看，不同矿床中的硫来 自于沉积围岩和岩 

浆岩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如拉么矿床中的硫主要来 

自于岩浆，而长坡一铜坑矿床次之，而高峰矿床则主 

要来自于地层(图 4)。因此，不同来源的硫的混合作 

用可能是导致铟超常富集的原因。 

5．3 铟的成因机制初探 

铟是一个亲铜元素，在岩浆分馏过程中，属于不 

相容元素。在岩浆结晶分馏的晚期，大部分铟还保 

留在熔体中。传统观点认为，铟的成矿作用与岩浆 

作用密切相关，铟的富集与锡、锌矿化的关系密切， 

在成矿作用过程中，铟的分馏演化过程可能与锡类 

似(Lehmann et a1．，1990)。由于岩浆挥发分富含金属 

离子的载体，因此岩浆挥发分有利于形成稀有元素 

(如In，Sn，Se和Bi)矿床。另外 ，岩浆成因的铟可以和 

划 

长坡．铜坑矿床 

。图 1 ．i．8． ．1。 ．闭⋯⋯．．．罔． 
6 & ％o 

6 S①／％。 

回 闪锌矿 口黄铁矿 园磁黄铁矿 回黄铜矿 囤脆硫锑铅矿 囚毒砂 

图 4 不同矿床硫化物的硫同位素分布图 

Fig．4 Diagram of sulfur isotope distribution in sulfide 

mine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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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元素，如 Zn、As、B、Sn、Mo、Cu、Cd、Ag、Te、As、 

和 Se 一 样 ，以 氯 络 合 物 (如 InC1、InC13 

和InBr)气态的形式迁移、富集成矿。有关气态迁 

移金属的事实，已经被有关实验数据所证实(张荣华 

等，2001)。 

In在不同类型矿石及矿物中的分布和分配表 

明，大厂锡矿铟主要赋存于闪锌矿、黄铜矿和脆硫锑 

铅矿中，因此，闪锌矿、黄铜矿、脆硫锑铅矿等矿物的 

成因，间接指示了铟的成因机制。大厂锡矿硫化物 

的硫同位素表明，硫主要来源于岩浆和围岩，花岗岩 

包体中 In含量高说明其岩浆源区可能是富铟的源 

区。 

已有的研究表明，大厂锡矿主要成矿元素(如 

Zn、Sn，Cu)主要来源于大陆地壳成因的花岗质岩浆 

(陈毓川等，1993)。因此，结合大厂锡矿 In的地球 

化学特点，本文认为富铟的岩浆源区的重融形成富 

铟的岩浆，岩浆侵位上升到上地壳。在岩浆的冷凝 

结晶过程中，成矿流体携带 In、Zn、Cu和 sn等成矿 

元素从岩浆中出溶出来，由于水一岩反应以及岩浆流 

体和大气降水流体的混合作用，导致 In、Zn、Cu和 

Sn等成矿元素从流体沉淀出来，形成富铟的闪锌 

矿、黄铜矿以及脆硫锑铅矿等矿石矿物，同时，由于 

生物碎屑的吸附和强还原作用以及相对富 S和 Fe 

的特点，可能导致铟的超常富集。富 In的闪锌矿大 

都是富 Fe的，也支持了这一论断。 

6 结 论 

(1)大厂锡矿正常沉积岩中及龙箱盖花岗岩中 

In的含量低于地壳的丰度，而东、西岩墙及其包体中 

In的含量均高于地壳的丰度，说明岩浆源区可能是 

富铟的。铟在大厂不同类型锡矿中的分布也是不均 

匀的，高峰矿床 In的含量最高；其次是长坡一铜坑矿 

床的91号矿体，其中 91号层状矿体矿石中 In的含 

量大于脉状矿体矿石中 In的含量。拉么矽卡岩型 

矿体和长坡一铜坑矿床中的脉状矿体矿石中 In的含 

量最低。In的富集与 S和Fe的沉淀有密切的关系。 

在不同类型矿石中，黄铁矿和锡石中 In含量相对均 

一；毒砂中 In的变化范围则较大， (In)为 0．41× 

10 ～23．8×10 ；闪锌矿中 In的含量变化 比较 

大，73J(In)为 5×10 ～238．2×10 。不同硫化物 

和氧化物中 In的含量和 Sn与 Cu有一定的相关关 

系。 

从不同硫化物组合中，硫化物 中 In的分配来 

看，在成矿作用过程中，In的分布具有选择性，In优 

先富集的矿物依次是闪锌矿、脆硫锑铅矿、黄铜矿 

等，但主要赋存于闪锌矿中。含 In的闪锌矿分富铁 

闪锌矿[训(Fe)为 8．7％～13．8％]和正常闪锌矿 

[ (Fe)]为 2．3％～7．8％]，其中富铁的闪锌矿相对 

富 In；含铟的闪锌矿中含有一定量的铜。 

(2)不同矿床，硫化物硫同位素的变化明显不 

同，如拉么矿床硫化物的 S值变化于 一3‰～ 

+4％。之间；而长坡一铜坑矿床中 s值则变化于 一 

7％。～一0．24％。之问，高峰矿床 S值变化于+5％o 
～ +12％。之间，说明在不同矿床中，岩浆硫和地层硫 

参与成矿作用的比例是不同的。In的富集可能需要 

较多的地层来源的硫的参与。 

(3)大厂锡矿铟的成矿作用与花岗质岩浆作用 

有关，岩浆的源区是富铟的。富铟的源区重融形成 

富铟的岩浆，岩浆侵位上升到上地壳。在岩浆的冷 

凝结晶过程中，成矿流体携带 In、Zn、Cu和 Sn等成 

矿元素从岩浆中出溶出来，由于水一岩反应以及岩浆 

流体和大气降水流体的混合作用，导致 In、Zn、Cu和 

Sn等成矿元素从流体沉淀出来，形成富铟的闪锌 

矿、黄铜矿以及脆硫锑铅矿等矿石矿物，形成含铟矿 

床。 

志 谢 在野外考察过程中，得到了广西华锡 

有限责任公司潘哗华高级工程师、长坡一铜坑矿地质 

科郑阳高级工程师、高峰矿地质科张伟高级工程师 

以及广西 215地质队黄惠民高级工程师等地质同行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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