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锭和含锭矿床生物成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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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床定义和馆作为有色金属矿床伴生有

益组分综合回收利用要求等技术指标
，

尝试性定义

馆矿床
�

佗矿床是指在含馆矿石 中佗含量大于

解 ��
一，，

在矿石中赋存形式清楚
，

有佗独立矿物
，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可选冶利用
，

能圈出佗矿体或工

业块段
，

具有一定规模可供开采利用的矿床
。

到 目

前为止
，

世界各地除中国外
，

尚未见有独立铭矿床

的报道
，

更没见有馆矿床生物成矿方面的专门研

究
。

我国佗矿床先后发现在贵州
、

云南和安徽三省
，

己报道的佗矿床有滥木厂
、

南华和香泉 �个
。

含铭

矿床是指一些矿床 目前还不够铭矿床的工业要求
，

但佗的储量可观
，

矿石中蛇含量已达到伴生有益组

分综合回收利用要求的矿床
。

云南兰坪金顶含铭铅

锌矿床
、

广东云浮含铭黄铁矿床
、

美国含铭卡林型

金矿和希腊阿尔察含佗铅砷矿床等就是含蛇矿床

实例
。

中国佗矿床虽然各自产出地域
、

赋矿层位
、

矿化时限有所差异
，

但它们产出围岩
、

矿体形态
、

矿物组合
、

矿化元素
、

矿石品位
、

矿床规模
、

围岩

蚀变以及生物 �有机质�参与成矿储多地质地球化

学特征相似
。

其中尤以佗矿床及其矿化层中的蛇矿

物
，

含佗的硫化物和硫砷化物矿物的矿化都与生物

碎屑岩层密切相关
，

并在佗矿石中出现不同程度的

生物组构
。

如铭矿物和含铭矿物呈现生物化石铸型

和草墓状黄铁矿组构等
。

铭矿物和含馆矿物的生物

组构和生物化石铸型鉴证着佗矿床成矿经历沉积

和改造两个成矿阶段生物 �有机质�均参与铭矿床

成矿的地质历史
。

通过贵州省兴仁县滥木厂佗矿床两类生物成

矿铭矿石研究
，

进而阐明在一些低温热液矿床中均

普遍或不同程度的有生物和有机质参与铭矿床和

含佗矿床的生物成矿作用
。

在滥木厂馆矿床成矿过

程中
，

由于海水中成矿元素供应丰富和拥有大量生

物
，

特别是微古生物活体存在
，

为生物摄佗和富集

成矿创造了条件
，

形成生物成因铭矿石
。

生物成因

馆矿石在后期热液改造成矿阶段
，

由于岩矿石中生

物死亡体或生物残骸吸收含蛇矿液
，

使沉积成矿时

形成的佗矿石变得更富
，

形成热液改造型铭富矿

石
。

根据生物两种摄蛇方式和佗成矿经受两个成矿

阶段
，

将佗矿石分为两种类型
，

即生物沉积富集型

和生物热液改造型佗矿石
，

且两类铭矿石均与生物

成矿作用密切相关
。

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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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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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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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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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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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等系列的佗和含佗矿床中普遍见有生物和有机

质参与成矿的现象
。

各矿床中有机质不仅赋存于岩

矿石中
，

而且更在岩矿石的单个包裹体中多见
。

有

机质的赋存形式多样
，

既有固态的干酪根
、

液态的

沥青和原油
，

也有气态的烃类
。

在成岩成矿过程中
，

在地质热力作用下
，

使与岩矿石共伴生的有机物也

随之演化
，

逐渐成熟
，

从活体生物
、

死亡遗体
、

生

物聚合物
、

地质聚合物
、

直至最终产物石墨
，

滥木

厂佗矿床中生物和有机质曾经历这一演化全过程
。

生物和有机质广泛参与成矿地质现象
，

除地质观

察
、

生物组构研究
、

同位素测定
、

生物标志物分析

和生物成矿模拟实验等研究外
，

研究佗和含铭矿床

中有机硫和有机砷对探讨生物和有机质参与佗和

含佗矿床成矿亦有重要意义
。

铭矿床生物成矿研究
，

不仅对丰富成矿理论
，

而且对扩大地质找矿实践均有重要意义
。

蛇矿床生

物和有机质参与铭成矿其意义远不只 限于馆矿床

本身
，

而对一些与佗矿床成矿条件相类似的上述含

铭矿床的生物成矿研究同样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

随

着生物成矿研究的逐步深入
，

随着测试手段的不断

提高
，

随着地质观察潜心细致
，

佗矿床和含佗矿床

生物成矿研究愈来愈会被广大地质工作者重视
，

对

其生物成矿的理论研究也将会上新台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