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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包裹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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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石金矿床的矿石成因类型有三种，分别

为石英脉，构造蚀变岩型和石英斑岩型。分别从

金马石金矿床的 3 个矿段（Pasr Manggu、Cipirit、

Cibak）共选取了 8 块含金矿石样品，用 Linkam 

THMSG 600 型冷热台进行石英包裹体实验。通

过岩相观察和测温观察发现，石英中的流体包裹

体属于 NaCl-H2O 体系。利用测出的冰点值，根

据 Bodnar（1993）的冰点与盐度关系表得出水溶

液包裹体的盐度。利用 Flincor 软件（Brown，

1989），在 NaCl-H2O 体系下，选用 Brown 和 Lamb

（1989）计算公式算出流体密度。根据刘斌和段

光贤（1987）提出的等容式，利用流体包裹体均

一温度和盐度值计算成矿流体的压力。实验结果

如下： 

（1）普穗蒙古矿段（Pasr Manggu block），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石英包裹体的类型较单

一，主要有气液两相和极少数纯液相包裹体，气

液两相包裹体是富含液相的，个别两相包裹体的

气泡在常温下跳动缺乏含CO2包裹体和含子矿物

包裹体。包裹体分布不均，有呈线状分布、群聚

状和孤立状等。形状多不规则。大小差异很大。

石英包裹体均一温度值变化于 230.8～350.8 ℃，

峰值温度在 270.0～330.0 ℃，均一温度平均值为

290.65 ℃，均一温度值变化不大，为中低温。石

英包裹体的盐度 w(NaCl)为 14.87%～17.34%，主

要集中在 15.25%～16.35%。流体密度在 0.874～

0.961 g/cm3，平均为 0.907 g/cm3。成矿流体的压

力值介于 3.84～7.86 MPa。 

（2）金盆维特矿段（Cipirit block）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石英包裹体的类型较单

一，几乎全为富含液相的气液两相包裹体，缺乏

含 CO2 包裹体和含子矿物包裹体。包裹体分布不

均，有呈线状分布、群聚状等。形状少有规则者，

大小差异很大，以较小者（<10 μm）居多。石英

包裹体均一温度值介于 237.8～332.5 ℃，集中在

275.0～305.0 ℃，均一温度平均值为 287.83 ℃，

均一温度值与普穗蒙古矿段相似，变化不大，为

中低温。石英包裹体的盐度 w(NaCl)在 14.87%～

17.79%。流体密度在 0.897～0.947 g/cm3，平均为

0.912 g/cm3。成矿流体的压力值介于 3.65～7.71 

MPa。 

（3）金巴克矿段（Cibak block）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本矿段石英包裹体的类

型除了富含液相的气液两相包裹体，还有数目可

观的纯液相包裹体，部分两相包裹体的气泡在常

温下跳动。仍缺乏含 CO2 包裹体和含子矿物包裹

体。包裹体分布无规律，分布形式呈线状、交叉

状、群聚状和孤立状等。形状以不规则者居多，

但有部分呈椭圆、豆状或负晶形。大小差异很大，

有少数较大者（>20 μm）。石英包裹体均一温度

值变化于 146.8～447.0 ℃，超过 70%均一温度在

235.0～325.0 ℃，均一温度平均值为 289.29 ℃，

均一温度值变化较大。石英包裹体的盐度

w(NaCl)在 10.73%～17.70%，各个盐度区段频数

相差不大，盐度 w(NaCl)平均值为 14.49%。流体

密度在 0.646～0.999 g/cm3，绝大多数在 0.850～

0.945 g/cm3，平均为 0.985 g/cm3。成矿流体的压

力值介于 0.49～27.2 MPa，在 3.5～12.5 MPa 区

间占多数。 
根据以上测定结果做以下讨论：浅成低温热

液成矿系统的流体包裹体组合极为简单，主要发

育水溶液包裹体，偶尔可见含子晶的水溶液包裹

体，缺乏含 CO2 包裹体。水溶液包裹体，均一温

度多在 100～280 ℃，盐度 w(NaCl)<10%，估算

的流体捕获压力多小于 30 MPa（陈衍景等，

2007）。低硫型与高硫型浅成低温热液矿床的流

体包裹体有可分差别（江思宏等，2004；Heinrich，

2005）。斑岩型矿床与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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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各种时空关系和内在联系，他们的包裹体特

征具连续性，很多学者提出了斑岩型-浅成低温热

液型成矿体系或类似成矿系统（江思宏等，2004；

Heinrich，2005；毛景文等, 2010；缪宇等, 2007）。 

西爪哇处于印尼典型的浅成低温热液金、银

多金属成矿带，成矿带内的 Cikidang、Jampang、

Cirotan 等金矿床都被认为是低硫型浅成低温热

液型矿床，它们的流体包裹体信息显示具有中低

温、低盐度（w(NaCl)< 7%）的特点（Marcous and 

Milesi，1994；Rosana and Matsueda，2002）。对

比可知，金马石矿床均一温度较高，盐度高很多，

不是同一个类型。 

普穗蒙古矿段和金盆维特矿段均一温度值、

盐度值接近，说明流体来源相似及到矿床位置距

离相近，这可能与他们都处于石英安山岩带有

关。金巴克矿段石英包裹体的均一温度、盐度、

流体密度和压力的变化范围较前两个矿段都大，

可能该矿段由不同距离、多种含矿流体通过不同

裂隙运移到上部，与稀流体混合沉淀造成。 

根据流体包裹体特征，结合地质特征，我们

推测含矿高温岩浆热卤水与成矿位置不远，热卤

水通过裂隙上升运移，运移过程中与不同物理化

学性质的围岩交代，改变着流体性质，不同的运

移距离改变了流体温度；在运移到合适的容矿空

间时与低温稀流体（很可能为大气水）相混合，

导致 Au、Ag 等的沉淀，当然上升减压产生沸腾

作用也很重要。所以认为印度尼西亚金马石

（Ciema）金矿床属于距斑岩体系较近的高硫型

浅成低温热液金矿床，或者属于斑岩型-浅成低温

热液型金矿床体系的过渡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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