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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古生代峨眉山大陆地幔柱活动形成的峨

眉山大火成岩省（EMLIP）（图 1a），它从壳幔深

部带来了大量成矿元素（张云湘等，1988；

Mahoney et al., 1997；王登红等，1998；侯增谦等，

1999；Song et al., 2001；Xu et al., 2001；张招崇

等，2004；胡瑞忠等，2005），使峨眉山玄武岩

具有高铜背景值（平均 170×10-6）的特征，并在

大火成岩省外带高钛玄武岩中形成了大面积的

自然铜矿化，在区域上展现呈 3 种类型的铜矿：

①玄武岩之上宣威组（乐平组）中与沉积作用有

关的铜矿；②玄武岩中与热液作用有关的铜矿；

③玄武岩（底部）与茅口灰岩接触面上的风化淋

滤作用为主的铜矿（Wang F D et al., 2011）。 

 

图 1  峨眉山玄武岩分布及拉一木铜矿地质图 

3 种类型铜矿中与热液作用有关的铜矿是学

者们较热衷于研究的类型。尽管前人已经先后从

成矿地质背景、矿床地质特征、成矿物质和成矿

流体来源与演化、成矿时代、矿床成因等方面对

热液型铜矿进行过研究（毛景文等，2003；李厚

民等，2004；朱炳泉等，2005；王富东等，2011），

但研究范围均集中在滇黔交界地区，而对四川境

内的研究报道则较少，特别是该类型铜矿的流体

包裹体地球化学研究。 

研究区地属四川省昭觉县辖区，位于县境东

北部，距县城约 30 km，经纬度坐标 N28°07′45″，

E102°57′35″。构造上位于大凉山褶皱带乌坡向斜

北端，铜矿赋存于二叠系峨眉山玄武岩上部，岩

性为灰色杏仁状峨眉山玄武岩及凝灰角砾岩。 

1 流体包裹体特征 

本研究选择川西南拉一木铜矿（图 1b），对

其流体包裹体作了详细研究。研究认为流体经历

了早晚两阶段成矿作用，早阶段石英、方解石中

包裹体为液相、气液相，且以原生包裹体为主，

多以成群分布，另有部分为次生包裹体，沿石英

或方解石裂隙呈线状分布。透明无色―淡褐色，

激光拉曼测定液相和气相均为水。 

晚阶段包裹体类型较为丰富，液相、气液相、

富气相包裹体均分布有（图 2b、d、e），其中液

相、气液相包裹体大多成群分布（图 2b），以原

生包裹体为主，也有少量孤立分布者，短柱状，

透明无色―淡褐色（图 2d）。激光拉曼显示该两

类包裹体液相和气相成分均为水（图 3）。富气相

包裹体为原生或假次生包裹体，较规则，个大，

大者可达 20 μm。孤立分布者为原生包裹体，少

数沿节理裂隙呈不规则分布，为次生假次生包裹

体，轮廓呈褐色，中间为亮白点（图 2e）。 

除此之外，在这阶段气液相包裹体里见有沥

青，沿液相包裹体边部分布，为有机和气液包裹

体，表现为气液四周为暗黑色的固体沥青，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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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小于 30%（图 2f），激光拉曼显示气相成分

为甲烷（图 3），这一特征也是和早阶段包裹体明

显区别的特征之一。 

 

图 2 玄武岩铜矿石英和方解石中各类型流体包裹体 

另外，还观察到了这阶段的烃类包裹体（图

2g、h），荧光显微镜对该类包裹体进行了荧光观

察，结果是该类包裹体的液相发强荧光，气相不

发荧光。根据的前人的资料，石油中的多环芳香

烃和非烃发荧光，而饱和烃和沥青质则完全不发

荧光。由此看来，本矿床存在有液态烃的包裹体，

气泡为甲烷，边部还残留有固体沥青。其形成可

能与玄武岩喷发间隙期形成的有机质降解有关。 

2 显微测温结果 

显微测温的结果显示，早期阶段原生包裹体

的均一温度在直方图中峰值区间集中于 140～

286 ℃范围内，晚期阶段则分别于 70～180 ℃，

整体上来看该其均一温度跨度仍较大，但大多都

在 300 ℃下，表明该矿床流体为中低温热液流体。

盐度变化范围在 0.2%～22.2%之间，主要分布于

3 个区间里，即 3%～9%、11%～14%、22%～ 

24%，集中分布于 4%～8%。结合均一温度，表

明拉一木铜矿床成矿作用至少经历了低温的、高

低盐度成矿流体成矿作用。 

 

图 3 包裹体激光拉曼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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