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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生 还 是 后 生？
———热 液 矿 床 成 因 研 究 中 争 论 的 焦 点 问 题

胡西顺，朱红周，汪　超，刘新伟
（西北有色地质研究院，西安７１００５４）

摘　要：　秦岭地区钠长角砾岩型矿床、广西大厂锡多金属矿床、广东长坑金银矿床和广东大沟谷

金矿床的成因长期存在着同生还是后生的争议。研究表明，这些矿床中的钠长石岩、硅质岩、重晶

石岩、电气石岩不是热水沉积成因，而是后期流体结晶和热液交代形成，矿床不存在热水喷流同生

沉积成矿作用。矿床成因研究应从 多 个 方 面 综 合 考 虑，野 外 宏 观 地 质 特 征 是 基 础，镜 下 鉴 定 和 分

析测试是辅助手段。层状、纹层状构造和胶状结构、草莓结构不一定是同生沉积的标志，应注意岩

石结构及构造和地球化学判别图解 具 有 多 解 性。地 质 年 代 学 研 究 也 可 作 为 判 别 同 生 与 后 生 的 重

要手段。进行矿床成因对比研究时应选择正确的参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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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１００年来，随着现代地球科 学 和 矿 产 资 源 勘

查技术的迅速发展，矿床成矿理论日益发展和完善。
特别是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矿床学研究更是日新

月异。矿床成因分类的问世、层控矿床成矿理论 的

提出、矿床成矿模式的建立以及成矿系列研究的深

入等等，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矿床学的发展。热水 喷

流成矿理论的提出，很好地解释了部分层控矿床的

形成机制。但是，由于我国在矿床学研究中对一 些

矿床的成因研究存在争议，不仅阻碍着人们对成矿

规律认识的深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同类

型矿床的勘查工作。本文将对热液矿床成因研究中

争议的焦点问题“同生还是后生？”展开讨论，以抛砖

引玉，尽早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

１　热水喷流沉积范畴的扩大

热水喷流岩是指与火山喷发活动关 系 不 明 显、
与热水活动有关并以化学沉积为主在海底形成的非

正常的沉积岩。热水喷流沉积岩与上下部沉积岩石

是连续沉积的，呈整合接触关系。常见的热水 沉 积

岩包括呈层状、透镜状与围岩整合产出的硅质岩、重
晶石岩、毒 重 石 岩、电 气 石 岩、钠 长 石 岩、铁 白 云 石

岩、蔷薇辉石岩以及金属硫化物等。上述岩石 中 若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为同生沉积的，方可判定为热水

喷流沉积岩。以热水喷流沉积方式为主形成成矿物

质聚集进而形成矿体或矿源层的矿床，方可称为热

水喷流沉积矿床或热水喷流沉积－改造型矿床。

目前，国内学界有将热水喷流沉积 岩 的 范 畴 不

断扩大的趋势。有人将火山喷流（喷气）沉积岩（矿

床）划入热水喷流沉积岩（矿床）。一见到硅质岩、重
晶石岩、电气石岩、钠长石岩，未详细研究其产状，就
确定为热水喷流岩；一旦确定矿床中存在热水喷流

岩，就把该矿床归属为热水喷流矿床。还出现 了 热

水喷流富钾长石岩、热水喷流石英钾长绿泥石岩、热
水喷流石英钾长绢云母岩、热水喷流角岩、热水喷流

夕卡岩等概念［１］。应当指出，即使是层状硅质岩，也

可以是火山喷流沉积、生物化学沉积、热液顺层交代

等方式形成。对热水喷流岩的厘定应当慎重，不 宜

随意扩大其范畴。



２　国内几个典型矿床成因的争议

２．１　秦岭地区的钠长角砾岩型矿床

对于秦岭地区的钠长岩、钠长角砾岩、钠长板岩

以及与其有关矿床的认识长期存在争议。二台子铜

金矿床早期被作为微细浸染型金矿（卡林型金矿）的

典型代表［２］，桐木沟锌矿床被认为是受构 造 控 制 的

热液蚀变岩型矿床［３］，双王含金角砾岩最 早 被 认 为

是由与西坝岩体晚期活动有关的气液侵入－隐爆－
震碎形成，随后又出现受断裂控制的热液型矿床、碳
酸盐岩浆热液型矿床［４－５］等观点。

自热水喷流成矿理论兴起以来，众多 研 究 者 倾

向将秦岭地区与钠长岩有关的矿床归为热水喷流形

成，（石英）钠长岩、钠长角砾岩、钠长板岩等钠长石

类岩石被认为是典型的热水喷流岩。如桐木沟锌矿

床成为热水喷流（改造）型矿床的典型代表［６，８］，对于

双王金矿、二台子金矿则有热水喷流沉积、热水喷流

－岩浆热液叠加改造等观点［７－９］。
然而，大量的野外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表明，钠

长角砾岩 具 有 浅 成 隐 爆 特 征［１０－１８］。对 于 钠 长 板 岩

仍有认识上的 分 歧，汪 昭 祥［１９］、胡 西 顺［１３－１５，２１］认 为

是与钠 长 角 砾 岩 同 时 形 成 的 热 液 交 代 岩，张 作 衡

等［１７］、藤道鹏 等［１８］则 认 为 是 同 生 沉 积 的 热 水 喷 流

岩。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与钠长岩有关的 矿

床划归隐爆角砾岩型矿床［１２，２０－２２］。另外，还有岩浆

－热液角砾岩控矿、流体致裂角砾岩控矿等其他观

点，这些观点大都属于后生成矿观点。
钠长岩及其有关矿床是同生还是后生？成因与

形成机制是怎样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２．２　广西大厂锡多金属矿床

广西大厂锡多金属矿床自上世纪５０年 代 开 展

勘查工作以来，早期的成因认识无一例外地认为是

与燕山期岩浆热液有关的后生矿床［２３－２６］。１９８５年

陈毓川等发表的“大厂锡石－硫化物多金属矿带地

质特征及成矿系列”［２５］一文可谓大厂矿床早期研究

的经典之作。文中提出，大厂矿带的成矿作用主 要

与燕山期花岗岩有关，多期次的成矿作用与构造活

动、岩浆活动相互协调，形成了与燕山期浅成花岗岩

有关的锡、铅、锌、铜、锑、砷汞、（钨）成矿系列，建立

了铜坑－长坡矿床分带模式，认为脉状矿体多为热

液充填形成，而层状、似层状矿体（包括似层状产出

的拉么夕卡岩型锌铜矿体）则是热液交代的产物。

自热水喷流理论兴起以来，大厂矿 床 的 喷 流 成

因观点也随之提出，主要有热水喷流沉积观点和热

水喷流沉积－岩浆热液叠加观点［２７－３０］。韩发等［２９］

在大厂矿田条带状硅质岩中发现了纹层状、层状电

气石岩，这套岩石被认为是典型的热液沉积岩建造。
进而根据铜坑、长坡矿区锡石硫化物纹层与硅质岩

纹层互层组成的条带状构造发育，认为大厂９１号、

９２号矿体具有热水沉积成矿成因特征。随后，越来

越多的研究 者 支 持 这 一 观 点。正 如 涂 光 炽［３１］先 生

指出，“随着大厂矿床下部层状、似层状锡石块状硫

化物矿体的发现及开采，喷流沉积成矿形成主体矿

床的理论逐渐占了上风”，“沉积喷流导致块状硫化

物矿床的生成是大厂非常规超大型矿床形成的重要

因素之一”。
然而，同位素测年研究资料越来越 多 地 支 持 大

厂锡多金属矿床的岩浆热液成因。对大厂地区与锡

多金 属 成 矿 关 系 密 切 的 侵 入 岩 的 研 究，获 得 了

１３８．６０～７２Ｍａ的 年 龄 数 据［２５－２６，３２］。近１０多 年，
在大厂锡多金属矿成矿年代学的研究中，陈毓川等

１９９３年用Ｋ－Ａｒ法测得铜坑矿区最早期矿化阶段钾

长石蚀变岩的年龄为１１７．８９Ｍａ，矿 石 晶 洞 中 最 后

形成的伊利石年 龄 为９０．９２Ｍａ；王 登 红１９９２年 测

得拉么矿区顺层交代花岗质岩石的Ｋ－Ａｒ法年龄为

９３．９８Ｍａ［３２］；王登 红 等［３２］获 得 铜 坑—长 坡 矿 床９１
号层状矿体石英４０　Ａｒ／３９　Ａｒ坪年龄９４．５２Ｍａ，透 长

石的激 光４０　Ａｒ／３９　Ａｒ等 时 线 年 龄９１．４Ｍａ，龙 头 山

１００号块状矿体石英４０　Ａｒ／３９　Ａｒ坪年龄９４．５６Ｍａ；蔡
海明等［３３］获得 亢 马 脉 状 矿 体 石 英Ｒｂ－Ｓｒ等 时 线 年

龄９４．１Ｍａ，铜坑—长坡矿床９２号矿体Ｒｂ－Ｓｒ等时

线年龄９３．４Ｍａ，８７Ｓｒ／８６Ｓｒ初 始 比 值 的 一 致 性 表 明

成矿作用与黑云母花岗岩有明显的成生关系［３３］；锆

石Ｕ－Ｐｂ法获得龙箱盖岩体含斑黑云母花岗岩的成

岩年龄为９３Ｍａ，斑状花岗岩和石英闪长玢岩脉（西

岩墙）、花 岗 斑 岩 脉（东 岩 墙）的 成 岩 年 龄 均 为９１
Ｍａ［３４］。这些研 究 资 料 表 明，大 厂 锡 多 金 属 矿 床 形

成于燕山期，无论是脉状矿还是层状矿均为后生矿

床，与区内 的 岩 浆 侵 入 活 动 有 着 密 切 的 成 因 关 系。
对于大厂锡多金属矿床的成因认识最终将无可争议

地回到早先的观点。

２．３　广东长坑金银矿床

广东长坑金银矿床产于华南褶皱系粤中拗陷三

洲上古生代沉积盆地的西北缘，金矿体和银矿体相

对独立，均呈似层状、透镜状产于下石炭统与上三叠

统间的构造破 碎 蚀 变 带 中。金 矿 石 主 要 矿 物 为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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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伊利石、黄铁矿、辉锑矿、雄黄、雌黄等，见少量重

晶石、方解石、萤石以及极少量的闪锌矿、方铅矿和

毒砂。银矿石中主要为石英、方解石、黄 铁 矿、闪 锌

矿、方铅矿以及少量的绢云母、水云母和重晶石，矿

体围岩为含碳泥岩、泥灰岩、生物碎屑灰岩、泥质粉

砂岩以及少量砂砾岩。岩石蚀变显著，以硅化为主，
次为黏土化和重晶石化。交代结构构造明显，蚀 变

岩与正常岩石的界线不规则。
对于该矿床成因，主要通过与矿化关 系 密 切 的

硅化岩石（硅质岩）的认识来确定，主要有２种成因

观点：
（１）热液交代成因：认为赋矿硅质岩和矿体均是

后期热液交代而成，金矿为微细浸染型［３５－３８］。根据

金银矿石全岩Ｋ－Ａｒ法年龄分别为（１３２．２±２５）Ｍａ
和（１３６．８±１１．８）Ｍａ，郭新生等［３６］、庄文明 等［３７］认

为金银矿床为同一成矿作用过程形成，郭新生等认

为燕山期岩浆活动提供热源，庄文明等则认为长坑

金银矿床为岩浆热液矿床。
毛晓冬等［３８］根据金矿石全岩和石英测定的Ｒｂ－

Ｓｒ等时 线 年 龄 均 为（１２８±３）Ｍａ，认 为 金 矿 成 矿 作

用发生在早白垩世晚期（燕山晚期）；银矿石石英包

裹体的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为（６６±１２）Ｍａ，认为成矿

作用发生在晚白垩世末期到古新世早期（喜山期）。
进而提出，长坑金银矿床是不同时代的２期成矿作

用形成的产物。金矿床为沉积盆地流体大规模迁移

过程中萃取 地 层 中 的 金 而 形 成 的 浅 成 低 温 热 液 矿

床，而银矿床属构造岩浆叠加改造热液交代的产物。
（２）热 水 喷 流 成 因：根 据 金 矿 硅 质 岩 中 的 层 纹

状、多孔状及角砾状构造，细粒结构和石英环、石英

圈等似生物结构，以及微量元素比值的对比，认为长

坑金矿床为同生的热水喷流沉积成因［３９－４１］。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同生成因观点 受 到 了 越

来越多方面证据的挑战。有岩浆热液参与的热液交

代成因将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受。

２．４　广东大沟谷金矿床

粤北大沟谷钠长石岩型金矿床产于震旦系乐昌

群变质碎屑岩建造中，地层岩性主要由黑云母石英

片岩、二云母石英片岩和变质砂岩组成。其中发 育

３条大致平行的高角度韧－脆性剪切断裂和近于平

行岩层产状展布的低角度滑移断裂，高角度断裂位

于低角度滑移断裂下盘并与之相连通。断裂带由片

理化带、糜棱岩带和碎裂岩带组成。沿２组断裂均

发育钠长石岩，金矿体主要产于陡倾斜碎裂黄铁矿

化钠长石岩中，缓倾斜钠长石岩中仅局部见有金矿

化。钠长石岩带主要由钠长石岩、碳酸盐及少 量 围

岩残留体组成，钠长石岩与围岩界线清楚。钠 长 石

岩主要由钠长石、石英、碳酸盐、金红 石、磷 灰 石、黄

铁矿组成，另外还含有微量的黄铜矿、自然金、辉银

矿、磁黄铁矿、黑铋金矿、闪锌矿、氟碳钇矿等金属矿

物和电气石、黑云母、正长石、绢云母、高 岭 石、石 墨

等非金属矿物。在矿区东南部出露有燕山期新洲花

岗岩体，岩性为中－粗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Ｒｂ－Ｓｒ
等时线年龄为１９１Ｍａ，属重熔型花岗岩［４３］。

该 矿 床 成 因 有 ２ 种 观 点：① 交 代 充 填 成

因［４２－４４］：金矿为剪切带型金矿，钠长石岩由碱性 岩

或碳酸岩分异形成的富钠流体交代充填形成，成矿

期钠长石岩全岩Ｒｂ－Ｓｒ等时线年龄为１７５Ｍａ，成矿

时代为燕山期，矿床为后生矿床；②热水喷流沉积成

因［４５］：根据大沟 谷 上 部 钠 长 石 岩 为 层 状，与 地 层 产

状基本一致，且具条带、条纹状构造，认为其具典型

热水沉积岩特征，下部钠长石岩为热水喷流通道相，
矿床为同生的热水喷流沉积矿床，成矿时代为震旦

纪。
通过对含矿钠长石岩特征分析，该 矿 床 不 具 同

生特征，而应为燕山期形成的剪切带型矿床。彭 少

梅［４２］关于新洲 推 覆 断 裂 系 统 的 研 究 与 厘 定 使 这 一

问题十分明朗。燕山期新洲花岗岩体与成矿的关系

值得重视。

３　矿床成因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从前述对矿床成因的争议可以看 出，矿 床 研 究

工作中往往存在重室内测试数据而轻矿床宏观地质

特征研究的现象，对测试资料的解释也存在先入为

主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３．１　含矿岩石（矿体）与地层（围岩）接触关系的认

定

要确定矿床成因是同生还是后生，首 先 要 判 断

含矿岩石（或 矿 体）与 上 下 地 层 是 否 为 整 合 接 触 关

系。如果含矿岩石（或矿体）是切穿地层层位的，或

虽然顺层但与围岩是断层接触、侵入接触或交代接

触关系，则可肯定含矿岩石（或矿体）是后生的。例

如秦岭地区钠长石岩，从区域上看，岩体由内向外存

在石英钠长岩或铁碳酸盐岩→钠长角砾岩→震碎角

砾岩→钠化岩（钠长板岩或钠化灰岩）→正常围岩的

分带现象［１３－１６］。正如马国良等［６］所描述，桐木沟石

英钠长岩“为不规则脉状，宏观上切层，与池沟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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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粉砂岩等成交代关系”，钠长角砾岩“在走向和延

深方向上有尖灭、再现和分支复合。由呈过渡关 系

的层状、似层状和透镜状的钠长角砾岩、方柱大理岩

和方柱黑云角岩组成总体厚约６０ｍ的角砾岩带”，
“角砾以石英钠长岩为主，尚有方柱黑云角岩、绢云

千枚岩和大理岩”，“另一些地段则很难找到角砾，岩
石过渡为方柱大理岩 和 黑 云 方 柱 角 岩”。可 见 秦 岭

地区钠长石类岩石并非层状整合产出，而是呈脉状、
岩株状产出，在其上下盘和周围均存在热接触交代

岩———方柱大理岩、黑云方柱角岩，根本不存在热水

喷流沉积岩的单侧蚀变现象。千枚岩角砾的存在和

变形反映角砾岩的形成发生在区域变质作用之后。
在广东大沟谷碎裂钠长石岩型金矿床和广西大厂锡

多金属矿床所谓层状矿体中，也同样存在类似的现

象。

３．２　层状、似层状岩石是否为同生沉积的判断

在国内若干矿床中出现了似层状、层 状 产 出 的

钠长石岩（如双王金矿床、二台子铜金矿床、桐木沟

锌矿床、大谷沟金矿床等）、硅质岩（如大厂锡多金属

矿床、长坑金银矿床、江西金山金矿床等）、电气石岩

（如大厂锡多金属矿床等）、夕卡岩（如大厂锡多金属

矿床、陕西小河口铜矿床、青海肯德可克金矿床等），
并被作为热水喷流沉积的标志性岩石。研究表 明，
并非所有的似层状、层状产出的岩石或矿体都是同

生沉积形成的，热液顺层交代或流体沿顺层断裂构

造充填交代也可形成顺层产出的现象；因此，不能单

纯从局部产出特征轻率地把似层状、层状产出的岩

石和矿体判定为同生沉积的产物。

３．３　岩（矿）石结构构造所反映的信息

对于秦岭地区和大沟谷矿床钠长石岩中存在的

层状、似层状、条带状构造，大厂、长坑矿区硅质岩中

的纹层状构造，二台子金矿石中黄铁矿的草莓结构、
胶状结构，以及长坑金矿硅质岩中的石英环、石英圈

结构等类似信息，它们能否作为同生沉积的依据也

需认真分析。层状、纹层状构造可以是交代残余 构

造，似层状构造、粒序构造也可以是局部地段蚀变和

粒度的分带性造成，似生物结构可以是热液胶体沉

淀形成，也可以为后期热液交代地层中的生物化石

形成。因此，单纯依靠岩（矿）石结构构造来确定矿

床是同生还是后生也是欠妥的。

３．４　地球化学证据的应用

稀土元素地球化学是区分热水沉积与非热水沉

积的重要标志：热 水 沉 积 物 稀 土 总 量 低，Ｃｅ呈 负 异

常，重稀土相对富集；非热水沉积物稀土总量较高，

Ｃｅ呈正异常，重稀土不富集［４５－４６］。经判别对比，桐

木沟锌 矿 床 方 解 钠 长 岩 和 石 英 钠 长 岩 的 ＬＲＥＥ／

ＨＲＥＥ＝１．５２８～３．２０９［６］，表现为轻稀土相对富集，
不符合热水沉积岩特征。同样，广东长坑金矿 床 和

广西果提金矿床赋矿硅质岩、广东大沟谷金矿床钠

长石岩稀土元素特征为轻稀土显著富集，Ｃｅ负异常

不 明 显 （前 二 者 ＬＲＥＥ／ＨＲＥＥ＝７．４５～３６．６３，

δ（Ｃｅ）＝０．８５５～１．０１８［４１］；后 者 ＬＲＥＥ／ＨＲＥＥ＝
１．３２～６．７０，δ（Ｃｅ）＝０．９５～１．０［４５］），也不符合热水

沉积岩的特征。
岩石化学投影图解作为判别标志，首 先 是 以 岩

石为同生沉积作为前提条件的，即它能区分岩石是

热液的还是正常水体沉积的，但不能判定是热液交

代的还是热水沉积形成的。即使如此，长坑矿 区 硅

质岩应用Ｆｅ／Ｔｉ，（Ｆｅ＋Ｍｎ）／Ｔｉ，Ａｌ／（Ａｌ＋Ｆｅ＋Ｍｎ）
比值判定［３９］，前２个比值不符合热水沉积岩特征的

样品占２２％，后１个比值不符合热水沉积岩特征的

样品占２／３；在Ｆｅ－Ｍｎ－（Ｃｕ＋Ｎｉ＋Ｃｏ）×１０三角

图解中，也还有样品落在热水（热液）沉积区外，充分

表明长坑矿区硅质岩不符合热水喷流岩特征。大沟

谷金矿床钠长石岩样品全部落入三角图解热水沉积

（热 液）区 范 围［４５］，也 只 能 作 为 热 液 成 因 的 佐 证

之一。
判别矿床（岩石）是否为同生热水喷流沉积成因

必须收集多种地质地球化学信息综合分析，流体包

裹体和地质年代学研究也可作为判别同生与后生的

重要手段。

４　结论

（１）广西大厂锡多金属矿床、秦岭地区与钠长岩

有关的矿床（双王金矿床、二台子铜金矿床、桐木沟

锌矿床等）、广东的长坑金银矿床和大谷沟金矿床的

成因经历了同生还是后生的长期争论。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这些矿床都是后生的，不存在热水喷流同

生沉积成矿作用。
（２）矿床成因研究应从多个方面综合考虑，野外

宏观地质特征是基础，镜下鉴定和分析测试手段可

提供佐证信息；但应注意岩矿石结构构造和地球化

学判别图解具有多解性。
（３）矿床成因研究一定要尊重客观实际，选择的

对比参照标准应可靠无误。现在有许多矿床确定为

热水喷流矿床是以大厂锡多金属矿床、双王金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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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木沟锌矿床、长坑金矿床等作为对比标准的，如果

这些参照标准是不可靠的，因此就很难得出正确的

结论。
（４）目前国内许多矿床成因研究还存在类似的

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与甄别。

参考文献：
［１］　薛春纪，祈思敬，郑明华，等．热水沉积研究及其相关科学问题

［Ｊ］．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２０００，１９（３）：１５５－１６３．
［２］　王俊发，张复新，炎 金 才，等．秦 岭 泥 盆 系 层 控 金 属 矿 床［Ｍ］．

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　王清 廉．陕 西 山 阳 桐 木 沟 锌 矿 床 地 质 特 征 及 矿 床 成 因 研 究

［Ｊ］．地质找矿论丛，１９８７，２（２）：５４－６４．
［４］　古貌 新，戴 安 周．陕 西 双 王 金 矿 床 地 质 特 征［Ｊ］．陕 西 地 质，

１９８３，１（２）：２３－３１．
［５］　石准立，刘谨璇，樊硕诚，等．陕西双王金矿床地质特征及其成

因［Ｍ］．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
［６］　马国良，薛春纪，祈 思 敬．陕 西 桐 木 沟 锌 矿 床 钠 质 喷 气 岩 的 岩

石学及地球化学特征［Ｊ］．矿物岩石，１９９３，１３（３）：３０－３５．
［７］　祁思敬，李英．南秦岭泥盆系成矿带热水沉积成矿系列［Ｊ］．西

安地质学院学报，１９９７，１９（３）：１９－２６．
［８］　炎 金 才，梁 金 哲．论 双 王 金 矿 床 的 成 因［Ｊ］．西 北 大 学 学 报，

１９９２，２２（增刊）：２２１－２３０．
［９］　陈 革．陕 西 省 太 白 金 矿 矿 床 成 因 探 讨［Ｊ］．地 质 找 矿 论 丛，

１９９６，１１（４）：５７－６４．
［１０］　汪昭祥．简论双王金矿地质［Ｊ］．贵金属地质，１９９２，１（２－３）：

１６７－１７３．
［１１］　谢茂祥．山阳—柞水隐爆角 砾 岩 与 金 矿 化 关 系 及 其 成 因 初 探

［Ｊ］．河南地质，１９９４，１２（４）：２９０－２９３．
［１２］　胡西顺．陕 西 柞 山 地 区 钠 长 碳 酸 角 砾 岩 的 成 因 及 形 成 机 制

［Ｊ］．有色金属矿产与勘查，１９９８，７（６）：３５６－３６２．
［１３］　胡西顺．陕西柞山地区钠长石碳酸盐角砾岩的地质特征与矿

产［Ｊ］．西北地质，１９９８，１９（４）：８－１３．
［１４］　胡西顺．陕西柞山地区钠长石碳酸盐角砾岩的成因探讨［Ｊ］．

矿床地质，１９９８，１７（增刊）：６１９－６２２．
［１５］　李勇，苏春乾，刘 继 庆．东 秦 岭 造 山 带 钠 长 岩 的 特 征、成 因 及

时代［Ｊ］．岩石矿物学杂志，１９９９，１８（２）：１２１－１２７．
［１６］　张作衡，毛景文，李晓峰．双王角砾岩型金矿床地质地球化学

及成矿机制［Ｊ］．矿床地质，２００４，２３（２）：２４１－２５２．
［１７］　腾道鹏．陕 西 双 王 角 砾 岩 型 金 矿 床 成 因 与 矿 化 规 律 再 研 究

［Ｃ］∥第九届全国矿床会议论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６３－１６４．
［１８］　汪昭祥．对 陕 西 凤 县—商 南 泥 盆 系 中 钠 化 特 征 的 初 步 认 识

［Ｊ］．陕西地质，１９８７，５（２）：６８－７３．
［１９］　胡西顺．陕西双王金矿床成因的再认识［Ｊ］．黄 金 科 学 技 术，

２００９，１７（２）：１７－２２．
［２０］　唐菊兴．含金热液隐爆角砾岩的特征及研究意义［Ｊ］．成都理

工学院学报，１９９５，２２（３）：５９－６４．
［２１］　罗镇宽，苗来成，关康．角砾岩型金矿床———一种值得重视的

金矿床类型［Ｊ］．地质找矿论丛，１９９９，１４（４）：１５－２３．
［２２］　胡西顺，李领军．陕 西 省 原 生 金 矿 类 型 的 划 分 与 金 矿 成 矿 的

若干问题讨论［Ｊ］．黄金科学技术，２００１，９（１）：１－８．
［２３］　章振根，李锡林，陈国玺．广西某矿田磁黄铁矿的研究及其区

别特征［Ｊ］．地球化学，１９７６，（１）：５４－６３．
［２４］　叶绪孙．大厂锡多金属矿田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Ｊ］．地质与

勘探，１９８５，２１（５）：１－７．
［２５］　陈毓川，黄智民，徐 珏，等．大 厂 锡 石－硫 化 物 多 金 属 矿 带 地

质特征及成矿系列［Ｊ］．地质学报，１９８５，５９（３）：２２８－２４０．
［２６］　徐文忻，伍勤生．大 厂 锡 多 金 属 矿 田 同 位 素 地 球 化 学 初 步 研

究［Ｊ］．地质矿产研究院学报，１９８６，（２）：３１－４１．
［２７］　曾允孚，王正瑛，田洪钧．广西大厂龙头山矿区矿床成因新探

［Ｊ］．成都地质学院学报，１９８２，（３）：１５－２６．
［２８］　蔡宏渊，张国林．试 论 广 西 大 厂 锡 多 金 属 矿 床 海 底 火 山 热 泉

（喷气）成矿作用［Ｊ］．矿 产 地 质 研 究 院 学 报，１９８３，１（４）：１３－

２１．
［２９］　韩发，哈钦森 Ｒ　Ｗ．大厂锡－多金属矿床热 液 喷 气 沉 积 的 证

据———含矿建造及热液 沉 积 岩［Ｊ］．矿 床 地 质，１９８９，８（２）：

２５－４０．
［３０］　雷良奇．广西大厂矿田长坡－铜坑超大型锡－多金属矿床矿

石组构与矿床成因［Ｊ］．广西地质，１９９１，４（２）：１９－２８．
［３１］　涂光炽．试论非常规超大型矿床物质组成、地质背景、形成机

制的某 些 独 特 性———非 常 规 超 大 型 矿 床［Ｊ］．中 国 科 学（Ｄ

辑），１９９８，２８（增刊）：１－６．
［３２］　王登红，陈毓川，陈 文，等．广 西 南 丹 大 厂 超 大 型 锡 多 金 属 矿

床的成矿时代［Ｊ］．地质学报，２００４，７８（１）：１３２－１３８．
［３３］　蔡海明，梁 婷，韦 可 利，等．大 厂 锡 多 金 属 矿 田 铜 坑、长 坡９２

号矿体Ｒｂ－Ｓｒ测年及其地质意义［Ｊ］．华南地 质 与 矿 产，２００６
（２）：３１－３６．

［３４］　蔡海明，何龙清，刘 国 庆，等．广 西 大 厂 锡 多 金 属 矿 田 侵 入 体

ＳＨＲＩＭＰ锆 石 Ｕ－Ｐｂ年 龄 及 其 意 义［Ｊ］．地 质 论 评，２００６，５２
（３）：４０９－４１４．

［３５］　杜均恩，马超槐，张国恒．广东长坑 金、银 矿 成 矿 特 征［Ｊ］．广

东地质，１９９３，８（３）：１－８．
［３６］　郭新生，杜均恩．广 东 长 坑 金 银 矿 床 流 体 包 裹 体 及 同 位 素 地

球化学研究［Ｊ］．矿产与地质，１９９６，１０（３）：１８７－１９３．
［３７］　庄文明，陈国能，林 晓 明，等．广 东 长 坑 金 银 氧 同 位 素 组 成 特

征及矿床成因讨论［Ｊ］．吉 林 大 学 学 报（地 球 科 学 版），２００６，

３６（４）：５２１－５２６．
［３８］　毛晓东，刘云华．广东长坑金银矿床成 矿 模 式［Ｊ］．地 质 科 技

情报，２００４，２３（２）：８２－８６．
［３９］　夏萍，张湖，王秀 璋，等．粤 西 长 坑 金 银 矿 区 硅 质 岩 的 地 质 地

球化学特征及成因探讨［Ｊ］．地球化学，１９９６，２５（２）：１２９－１３９．
［４０］　梁华英，夏萍，王 秀 璋，等．长 坑 金 银 矿 田 金 矿 床 地 球 化 学 特

征及差异性分析［Ｊ］．地质论评，１９９８，４４（２）：１９４－１９９．
［４１］　张湖，李统锦．微 细 浸 染 型 金 矿 床 的 一 种 新 的 亚 类———硅 质

岩型金矿［Ｊ］．地学前缘，２００４，１１（２）：３６１－３７２．
［４２］　彭少梅．粤北新洲地区推覆断裂系统中的碎裂钠长石岩型金

矿床［Ｊ］．地质找矿论丛，１９９１，６（４）：４０－５１．
［４３］　彭少梅．粤北新洲逆冲推覆－剪切带型金矿床的流体包裹体

研究［Ｊ］．地球化学，１９９３，２２（２）：１６３－１７１．
［４４］　朱大岗．粤北大沟谷金矿地质特征［Ｊ］．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

报，１９９６，１５（２）：１２１－１２３．
［４５］　梁华英，王秀璋，程景平．粤北大沟谷热水沉积钠长石岩岩石

１３４第２６卷　第４期 胡西顺等：同生还是后生？———热液矿床成因研究中争论的焦点问题



化学及稀土元素［Ｊ］．沉积学报，２００１，１９（３）：４１５－４２０．
［４６］　徐跃通．广东茂名地区二叠纪层状硅质岩成因地球化学特征

及其沉积环境意义［Ｊ］．西 安 地 质 学 院 学 报，１９９７，１９（３）：２７－

３３．

Ｓｙｎｇｅｎｅｔｉｃ　ｏｒ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ｏｒｉｇｉｎ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ｔｉ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ｏｒｉｇ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Ｕ　Ｘｉ－ｓｈｕｎ，ＺＨＵ　Ｈｏｎｇ－ｚｈｏｕ，ＷＡＮＧ　Ｃｈａｏ，ＬＩＵ　Ｘｉｎ－ｗｅｉ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ｌｂｉｔｅ　ｂｒｅｃｃｉａ　ｔｙｐｅ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Ｑｉｎｌｉｎｇ　ａｒｅａ，ｔｉｎ－ｐｏｌｙ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Ｄａｃｈ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ａｎｇｋｅｎｇ　Ａｕ－Ａ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ｇｏｕｇｕ　Ａｕ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ｒｅ　ｓｙｎｇｅｎｅｔｉｃ　ｏｒ　ｅｐｉｇｅ－
ｎｅｔｉｃ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ｔｉａｌ　ｆｏｃｕ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ｂｔｉｔｅ　ｒｏｃｋ，ｓｉｌｉｃｅｏｕｓ　ｒｏｃｋ，

ｂａｒｉｔｅ　ｒｏｃｋ，ｔｏｕｒｍａｌｉｎｅ　ｒｏｃｋ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ｂｙ　ｌａｔｅ
ｆｌ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ｅ．ｔｈｅｓ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ｄｏｎ’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ｏｒｉｇｉ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ｍａｎ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ｍｏ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ｉ－
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ｍｉｎａ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ｌｌｏｉｄ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ｌｌ　ｓｙ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ｍ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ｓｔｒ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ｇｅ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ｄｉ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ｇｅｏ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ｍａｙ　ｂ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ｎｇｅｎｅｔｉｃ　ｏｒ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ｏｒｉｇｉｎ．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ｈｏｓｅｎ　ｉ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ｒｉｇｉ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ｏｒｉｇｉｎ；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ｅｘｈａ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ｒｅｔｅｒｉａ

２３４ 地　质　找　矿　论　丛 ２０１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