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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马关都龙锡锌多金属矿床中鲕状黄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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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龙锡锌多金属矿床位于云南省马关县都龙镇境内。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南褶皱系西端与哀牢山

褶皱系、印支地块的交汇部位。矿区主要出露新元古界-下、中寒武统地层。岩浆岩主要有矿区北部的

燕山期花岗岩和东部的加里东期花岗岩。变质岩主要为矿区东南部的元古界猛硐岩群。矿体主要为层

状、似层状。虽然其开采及研究较早，但关于矿床是否存在热水喷流沉积成矿作用和成矿物质来源问

题尚存较大争议。本文以矿床中的鲕状黄铁矿为研究对象，通过扫描电镜观测其矿物微形貌结构特征，

并利用电子探针分析其化学成分，为认识该矿床成因及其成矿作用提供矿物学依据。 
SEM 分析结果发现，矿床中黄铁矿鲕粒主要由黄铁矿微晶组成，在其鲕环之间的纹层中，成群分

布有体积大小一致、形态等特征上与微生物极为相似而与无机成因的矿物差异明显的丝状体、杆状体、

球状体。此外，所发现的丝状体、杆状体、球状体与海底热液喷口、热泉及古代喷流沉积硫化物矿床

中的微生物化石（Juniper et al., 1988; Li et al., 2007; Jurgen et al.,2002; Robert et al. 1990; Maryn. et al. 
2008）具有相似的形态特征。由此推测，黄铁矿鲕粒中丝状、杆状及球状体的出现可能是热液环境中

的微生物被矿化的结果。这些微生物可通过还原海水中硫酸盐、分解 H2S，为黄铁矿鲕粒的形成提供

硫源。发生热液脉动作用后，早期沉积而又未固结的沉积物悬浮在海水中，成为鲕粒的结核，同时，

微生物在结核表面生长并黏结黄铁矿微晶，如此的长期热液喷流作用便形成鲕状黄铁矿矿层。 
电子探针背散射图像及能谱分析发现，具有一定变质重结晶现象的鲕粒沿其环外边缘分布有含 Zn

矿物相亮边。线分析及 X 射线面分析发现其 Zn 含量由内到外呈逐渐增加。在块状闪锌矿和细脉状闪

锌矿与鲕状黄铁矿接触边界，并未出现这种特征的富 Zn 亮边，表明 Zn 亮边并非后期闪锌矿交代鲕状

黄铁矿的结果，而可能是在后期黄铁矿鲕粒重结晶过程中由于温压条件的改变，其中 Zn 自内向外的

迁移所致。此外，我们对重结晶弱的鲕状黄铁矿和重结晶黄铁矿进行了电子探针波谱定量分析发现：

重结晶较弱的鲕状黄铁矿 Zn 含量均大于 0.1%，最大值达 1.5%，平均值为 0.41%；而重结晶黄铁矿 Zn
含量基本低于检测线。其 X 射线面分析图像也显示，鲕状黄铁矿中 Zn 含量明显较重结晶黄铁矿高。

这说明热水沉积作用形成的鲕状黄铁矿可能是都龙锡锌矿床中 Zn 的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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