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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 

羊坪湾金矿为陕西石泉-汉阴-旬阳金矿整装勘

查区东部的一个重要的金矿，前人曾在该地区开展

过大量勘探和综合研究，并取得一定的认识成果

（李会民等，1997；李福让等，2009；任小华等，

2015）。本次研究通过采集羊坪湾金矿中 S2 和 S3

不同期次的石英脉，对其进行流体包裹体测温研

究，分析总结不同期次的石英脉包裹体特征，并对

探讨其同金矿之间的关系。 

1  地质背景 

羊坪湾金矿位于南秦岭南部逆冲推覆系迎丰-

搁河口推覆体岩片。北邻留凤关-金鸡岭褶皱束，西

邻扬子准地台汉南凸起，南接北大巴山弧形褶皱

带。矿区出露地层由南西向北东依次为洞河群

（Z2-O），下志留统梅子垭组（S1m）。其中洞河群

主要分布于矿区的西南部，呈北西向展布，总体北

东倾，倾角 15°～45°。主要为硅质板岩，含少量炭

质等。下志留统梅子垭组倾向北东，倾角一般 15°～

50°，局部由于褶皱作用倾角最高可达 75º，地层沿

倾向及走向具波状起伏的特征。梅子垭组绢云石英

片岩、二云石英片岩、含炭绢云石英片岩为主体，

以及灰岩、大理岩条带等岩石组合，与下伏洞河群

（Z2-O）平行不整合接触。该区金矿均赋存于梅子

垭组内，矿石类型可分为二云母石英片岩型和含炭

二云母石英岩型两类，其中以前者为主，占的 90%

以上。 

金矿化受韧性逆冲推覆剪切带控制，原始沉积

泥、砂质薄层互层地段为金矿化有利岩性段，硅化、

黄铁矿化、黑云母变斑晶化与金的关系密切。 

矿区内岩浆岩仅呈规模较小的岩浆岩呈脉状

产出。其中花岗岩及花岗伟晶岩主要为大脉和复脉

状、透镜状侵入在北部绢云石英片岩段和南部含炭

绢云石英片岩中，长几米至几十米，宽 0.5～10 余

米；黑云母钠长岩脉和云煌岩脉主要发育在金矿化

蚀变带内或其旁侧，多为 0.2～4.5m 宽的脉状，沿

片理带侵入，与金矿化在空间上关系较密切。 

2  分析方法及测试结果 

流体包裹体显微测温在长安大学流体包裹体

实验室完成。显微冷热台为 Linkam THMS600 型，

可测温度范围为-196～600℃，该冷热台在-120～

+70 ℃温度区间的测定精度为±0.5℃，-70～+100℃

区间为±0.2℃，在 100～500℃区间为±2℃。测试升

温速率一般为由 20℃/min、递减至 10 ℃/min 再递

减至 5℃/min。在进行有关的包裹体实验室测温之

前，首先在显微镜下对流体包裹体进行全面的观

察、记录和照相，并从中选择部分有代表性、可用

于分析、测温的包裹体样品在 LinKam THMS600

型显微冷热台上进行了显微测温。包裹体测温方法

是在详细观察和辨认包裹体中含流体的各种物相

基础上，通过升温或冷冻来测量各种瞬间相变化的

温度。显微测温主要是在冷-热两用台上进行，是均

一温度测定和冰点温度测定的主要仪器。 

流体包裹体盐度和密度数据的获得，主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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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法。冷冻法测定流体体系及盐度的主要仪器是

显微冷冻台。测完均一温度后，开始自动降温，直

至温度降到室温后，再开始手动降温。降温速度为

20℃/min。在包裹体完全被冷冻成固体冰后，开始

升温，升温速率开始为 20℃/min，此时需仔细观察

固体的变化。冰开始融化时，记下温度，此温度为

冰始融温度，可用来确定液体成分。之后将降温速

度降为 10℃/min，冰不断融化，临近相变点时，将

速度降为 5℃/min，以准确记录他们的相转变温度。

在最后一块冰融化时，记下温度，即为冰点温度。

具体测试和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羊坪湾金矿石英脉流体包裹体特征统计 

羊坪湾矿区 

石英脉期次 S2 S3 

项目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均一温度（℃） 135.20～351.60 259.74 259.70～440.00 335.46 

冰点（℃） -16.60～-0.20 -4.67 -7.50～-0.30 -3.92 

盐度（NaCl）（％） 0.35～19.92 6.72 0.53～11.1 6.03 

密度（g/cm³） 0.63～1.00 0.83 0.61～0.80 0.72 

成矿压力（Mpa） 31.04～95.06 66.45 48.46～121.79 86.44 

成矿深度（km） 1.15～3.52 2.46 1.79～4.51 3.2 

 

3  讨论与结论 

隗合明等（2006）用均一法对邻区长沟矿区石

英包裹体进行了测温，温度范围为 141.4～288.6℃，

平均 209.3℃，主要集中于 180～220℃之间，表明

为低-中温成矿。包体盐度（NaCl）0.18％～18.96％，

变化较大，不仅超过海水正常盐度值 3.5％，而且

很多都超过红海中层热卤水值 13.1％，表明本区金

成矿有较多热卤水参与，可能是深部来源。成矿经

历了沉积变质、岩浆期后热液参与成矿和后期弱的

低温热液改造叠加成矿的特点，与该区沉积、构造

变形、变质作用及岩浆热事件叠加地质演化相对

应。 

本次实验结果显示，S2 期石英脉流体包裹体测

温显示其有两个峰值，即 120～200℃、260～320℃，

基本符合长沟矿区前人对成矿流体包裹体研究结

果，在 141.4～288.6℃变化区间内，符合该区低-中

温成矿（隗合明等，2006）结论，而 S3期次石英脉

流体包裹体测温结果明显低于该区成矿流体温度

值，已属低温。两期次石英脉流体包裹体盐度的计

算结果相近，且与长沟矿区前人对成矿流体包裹体

研究结果的范围基本一致。故认为，S2 期次石英脉

形成环境条件与成矿流体所处环境基本一致，与成

矿流体密切相关，可作为找矿预测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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