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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苗龙金锑矿床方解石微量元素、Sr-Nd
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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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龙金锑矿床位于贵州三都-丹寨金锑汞成矿带，矿体赋存于上寒武统三都组海相碳酸盐岩中。长

期以来，研究者多关注于苗龙金锑矿床中金的赋存状态，而对其成矿流体来源和演化方面的研究甚少，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其矿床成因和成矿机理的认识。方解石是苗龙金锑矿床最主要的脉石矿物，

与辉锑矿密切共生。本次对该矿床的成矿期方解石微量元素（尤其是稀土元素）特征、Sr-Nd 同位素

组成进行了系统研究，以期示踪其成矿流体的来源和演化。 
苗龙金锑矿床成矿期方解石样品稀土元素含量变化较大，ΣREE 最低为 6.15 μg/g，最高可达 139 

μg/g。这些方解石样品(La/Yb)N为 0.33～11.68，一般大于 1，ΣLREE/ΣHREE 为 1.28～9.22，表明轻、

重稀土分馏明显，大多数样品富集轻稀土；其(La/Sm)N 为 0.22～1.74、(Gd/Yb)N 为 1.47～8.15，指示

轻稀土元素内部的分馏不明显，低于重稀土元素内部的分馏程度。成矿期方解石样品 δEu 值变化范围

为 0.63～1.80，指示其形成于低氧逸度条件下；且无铈异常（δCe=0.97～1.19）。成矿期方解石的球粒

陨石标准化曲线存在一些差异，大多数样品具有轻稀土富集特征，少量样品表现为中稀土富集特征。

在 Y/Ho-La/Ho 图解中表现出相同的水平分布的趋势，表明这些方解石沉淀自同一成矿流体。 
苗龙金锑矿床成矿期方解石的锶含量较高，且变化范围大（730～2110 μg/g）。这些方解石样品

87Sr/86Sr 变化范围为 0.7108～0.7144，明显高于赋矿围岩同时期海水的 87Sr/86Sr 值（约 0.709），表明

成矿流体相对富放射性成因锶，不可能主要由赋矿的三都组灰岩提供，而是来自或流经富放射性成因

锶的前寒武纪基底。 
该矿床成矿期方解石的 Sm 含量为 0.305～13.5 μg/g，Nd 含量为 1.44～30.6 μg/g；147Sm/144Nd、

143Nd/144Nd 变化范围分别为 0.1073～0.2674、0.5118～0.5122。在 147Sm/144Nd-143Nd/144Nd 图解中具有

明显线性相关关系，但所获的等时线年龄无地质意义，这种假等时线现象可能是由成矿流体初始
143Nd/144Nd 不均一造成的。此外，方解石 εNd(0)（-14.02～-9.48）远小于 0，指示成矿流体中的 Sm 和

Nd 来源于陆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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