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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琼锑金矿床位于措美县西约 17 km，大地构

造位于青藏高原南部的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带东

段，地处于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缝合带（IYZS）与

藏南拆离系（STDS）大断裂之间。由于印度板块

与欧亚板块碰撞之后，导致印度洋持续扩张，造成

印度大陆不断向北挤压，形成喜马拉雅造山带（尹

安，2000），该地区近东西向的断裂自北而南依次

为 EW延伸的藏南拆离系主拆离面（STDS）、主中

央逆冲断裂（MCT），主边界逆冲断裂（MBT）（Spratt
et al., 2005）。

1 矿区特征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为侏罗系中下统陆热组

（J1-2l）、侏罗系中统遮拉组（J2z）及第四系（Q4）。

侏罗系中下统陆热组地层（J1-2l）为深灰色、灰黑

色薄板状含碳钙质板岩，夹灰色、灰白色中厚层状

泥晶灰岩；含碳钙质板岩为变余泥晶结构，板状构

造；泥晶灰岩为泥晶结构，块状构造；该套地层矿

区出露厚度大于 100 m，在矿区南侧大范围出露，

为拉琼矿床主要含矿地层。主要控矿构造由南西角

的控矿（Ⅰ、Ⅱ、Ⅲ）断裂 F1、F2和 F3，以及北

东侧的近南北向 F4断裂构成格架。

2 流体包裹体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流体包裹体类型分为富液两相

包裹体（WL型）、富气两相包裹体（WV型）、含

CO2-H2O三相包裹体（C型）、纯液相包裹（L型），

同一视域内可见 CO2-H2O 三相包裹体和水溶液包

裹体共存，且有相近的均一温度，指示存在流体不

混溶现象。从早期到晚期各阶段流体特征发生一系

列变化，平均均一温度 Tav分别为 259.4℃、206.8℃、

170.0℃、120.1℃，盐度（NaCleqv）依次为 3.87％～

8.41％NaCleqv、2.07％～8.23％NaCleqv、2.07％～

7.45％NaCleqv、1.91％～4.35％NaCleqv，估算密度整

体为 0.79～1.05 g/cm3，成矿压力为 25～64 bar，平

均成矿深度为 0.365 km（图 1）。

3 激光拉曼分析

对拉琼锑金矿床各成矿阶段石英脉中的流体

包裹体气相与液相成分进行了显微激光拉曼光谱

峰值扫描，结果显示研究区矿床中不同阶段流体包

裹体中气液相成分有所差异（图 2）。
热液期第一阶段 C型包裹体中，VCO2和 LCO

2相成分主要是 CO2、H2O以及少量 CH4，LH2O相

为 H2O、CO32−以及少量 HS-（图 2a、图 2b、图 2c）；
热液期第二阶段WL 型包裹体中，VH2O相主要成

分是 CO2和 H2O，LH2O相为 CO32−和 H2O（图 2d、
图 2e）；热液期第三阶段 WL 型包裹体中，VH2O
相主要成分是 CO2和 H2O，LH2O相为 H2O和少量

HS−（图 2f、图 2g）；表生期阶段WL型包裹体中，

包裹体主要成分以 H2O为主（图 2h、图 2i）。根据

各阶段拉曼光谱成分扫描图显示由早期阶段到晚

期阶段，成矿流体中的 CH4和 CO2逐渐降低，由早

期的 NaCl-H2O-CO2-CH4体系，最后演变成为 NaCl
-H2O体系。

mailto:397695764@qq.com


地质论评 2019年 65卷增刊 1

224

4 结论

拉琼锑金矿床整体流体温度由早期阶段到晚

期阶段平均均一温度 Tav分别为 259.4℃、206.8℃、

170.0℃、120.1℃，盐度（NaCleqv）依次为 3.87％～

8.41％NaCleqv、2.07％～8.23％NaCleqv、2.07％～

7.45％NaCleqv、1.91％～4.35％NaCleqv，估算密度整

体为 0.79～1.05 g/cm3，成矿压力为 25～64 bar，平

均成矿深度为 0.36 5 km。包裹体成分以 H2O和 CO2

以及少量 CH4组成，具有中低温、低盐度、低密度、

富 CO2的特征，属于浅成—超浅成矿床。

图 1 流体包裹体（a）均一温度、盐度、密度关系图据和（b）成矿压力估算图

图 2 拉琼锑金矿床流体包裹体激光拉曼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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