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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 １ ３
： 成矿作 用过程 、 成矿末端效应及找矿预测 ？

黔西南泥堡金矿黄铁矿和 其他硫化物的结构

和微量元素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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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铁矿 （ ＦｅＳ
２ ） 是沉积岩赋存 金矿床 中 最 常 见矿流体发生硫化作用可能是水银洞 卡林型金矿金沉

的硫化 物 ， 是很 多微量元素 的 重要载体 ， 包括 Ａ ｓ
、淀的最重要机制 ＾Ｈｏｕｄ

（ ２０ １６ ） 进一步研究灰

Ｎｈ Ｐｋ Ｃ ｉｕ ＣＸ Ｍ ｃＫ Ｓｂ
Ａ
Ｓｈ Ａ

ｇ Ａ
ＢＫ Ｔｈ Ｃｄ 和 Ａｕ家堡背斜黄铁矿的 共生次序 、

Ｓ 同位素和微量元素

（
Ｇ ｒｅ

ｇ
ｏ ｒ

ｙ ，

２０ １４
） 。 黄铁矿在盆地历史的几个关键点地球化学 ，

认为 Ａｕ 和 Ｓ 可能来源于地层 ，
由 岩浆流

形成和发展
，
包括沉 积 、成岩 、变质和热液蚀变等阶体带人 。

Ｘ ｌｅＭ‘
（
２０ １ ７

） 通 过岩相学工作 ，
结合扫

段
，使得它可 以很好地记录盆地系 统中 的沉积条件描 电镜 （

ＳＥＭ
） 和 ＥＭ ＰＡ 分析 ， 确定了 中 国贵 州 卡林

和流体演 化 （ Ｆｒａｎ ｃｈ ｉ
ｎ

ｉｅ ｔａ Ｚ ．

，

２ ０１ ５
；Ｌａ ｒ

ｇ
ｅｅ ｔａ Ｚ ．

，型金矿和美 国 内华 达卡林型金矿的 矿物生成顺序 ，

２ ００７
；Ｍ ｅｆｆｒｅ，

２０ １ ５ ） 。 很早 以前 ， 沉积岩赋存并在此基础上运用 ＬＡ －

ＩＣＰ Ｍ Ｓ 分析技术对成矿期矿

金矿 中 的黄铁矿 已 经成为很 多研究者 的研究兴趣 ，物和成矿晚期矿物进行进一步研究
，
认为成矿流体

但是近年来随着一些原位微区技术 的发展 （如 ＬＡ －中 的硫主要为岩浆来源
， 但在不 同矿床 中 混人 了不

ＩＣＰ Ｍ Ｓ
） ， 使得单颗粒黄铁矿 中微量元素 的检测 限达同程度的地层硫 。 基 于 Ｘ 射线粉晶 衍射半定量分

到 ｐｐｂ 级 ，
又使黄铁矿的地球化学分析重新成为研析技术

，
得 到 泥堡金 矿全岩 中 的 黄铁 矿含量 高达

究热 点 （ Ｄｅｄ ｉ ｔ ｉｕ ｓｅ
ｔａ Ｚ ．

，

２０ １ ４
；Ｌａｒｇｅ ｅ

ｔａ Ｚ ．

，

２００７
， １６％

 （ 韦东 田等
，

２０ １６
） 。 然而

，
在泥堡矿床和多数

２ ００９Ｋ 前人一些研究局 限于电子探针 （ ＥＭ ＰＡ ） 和／其他卡林型矿床中 ， 全岩的高 黄铁矿含量 并不 意味

或 Ｘ 射 线 背 散 射 电 子 成像 技术 ， 而没 有 像 ＬＡ －着高的矿石品位 ， 即使 黄铁矿是矿床 中 最重要 的载

ＩＣＰ Ｍ Ｓ 这种具有 ｐｐｂ 级的检测 限和多元素接收的能金矿物 （
Ｇｒｅ

ｇ
ｏ ｒ

ｙ
ｅ ｔ，

２０ １ ５
，２０ １６

） 。 因此 ， 黄铁矿

力
，所 以

，

ＬＡ －

Ｉ ＣＰ Ｍ Ｓ 分析技术对黄铁矿微量元素化的丰度 不 能 用 来 划 分 矿 体 的 边 界 （ Ｈ〇ｕｍＷ ．

，

学研究 已 经至关重要 。２０ １６
） 。 所 以

，
对矿床 中 黄铁矿 的结构 进行详细 的

在中 国贵 州西南地区有很多沉积岩赋存 的金矿研究
，确定其生成顺序 ，

并划分不同 的 黄铁矿类型 ，

床
，
如水银洞金矿 、 烂泥沟金 矿和泥堡金矿

， 其 中 黄指 出 适合金沉淀的黄铁矿类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

铁矿是最常见的含金矿物 。
Ｓｕｅ ｆ‘

（
２〇 １ ２

） 通过 电本次研 究 结 合 反 射 光 显 微 镜 、 ＳＥＭ 和 ＬＡ －

子探针分析 （ ＥＭＰ Ａ ） 以水银洞 卡林型金矿的含金砷Ｉ ＣＰＭ Ｓ 对泥堡金矿 中 的 黄铁矿及其他 硫化物进行

黄铁矿为研究对象研究了金 的沉淀过程 ，
发现砷黄综合研究 ，取得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

铁矿 中 的 Ａ ｓ 和 Ｓ 呈负 相关 ，

Ａ ｓ 在砷黄铁矿结构 中（ １ ） 泥堡金矿 中 的黄铁矿可 以 划分为沉积成 因

取代 Ｓ 的位置 ，
并且不可见金可能 以 Ａｕ

＋

的 形式均的草莓状黄铁矿 Ｐｙ ｌ 、成岩阶段 自 形 －半 自 形的较为

匀分布在砷黄铁矿结构 中
，
指 出 砷黄铁矿 中 的铁可粗粒的黄铁 矿 Ｐｙ２ 、热液成 因 的 海绵状黄铁 矿 Ｐｙ３

能来 自 沉积地层 中 含铁矿物的溶解 ，
与富 Ｈ

２
Ｓ 的成以及热液成因 的狭窄 而平滑 的黄铁矿边缘 Ｐｙｔ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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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不可见金不同程度地集 中在各种黄铁矿类型之Ａｕ 、 Ｈｇ 、Ｔ ｌ 、 Ｐｂ 和 ｍ
， 但是在热液流体 的演化过程 中

中
，但 只有 Ｐ ｙ４ 中 的金含量达到具有经济价值 。这些微量元素在不 同的热液阶段含量不 同 。 ４ ．泥堡

（ ２ ） 黄铁矿 中 的 （： 〇 、 见 和 Ｍ ｏ 含量以 及与世界矿床中 的金 、砷等微量元素可能来 自沉积盆地 ， 在沉

范 围 内 的沉积黄铁矿的对 比表明泥堡金矿是沉淀在积和成岩阶段被部分的带人黄铁矿 。 在成矿热液事

富有机质 、缺氧的静海环境 中 。件 中
，金 、砷等元素在盆地深部被活化带 出

，
并人热

（ ３
） 热液流体 中 富含 Ｃｈ Ｎ＾ Ｃ ｉ＾ Ａ＾ ＳｈＡ

ｇｊｂ 、液流体 ，
最后在 Ｐ

ｙ
４ 中沉淀成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