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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西华山钨矿床流体包裹体特征及成矿流体来源”

许泰，李振华
(陇东学院能源工程学院，甘肃庆阳745000)

摘要：本文对江西西华山钨矿床的石英流体包裹体进行了岩相学和显微测温分析，研究了石英流体包裹体的

气、液相组分及碳、氢、氧同位素特征。结果表明，石英中流体包裹体十分发育，包裹体类型有NaCl—H。0(盐水)

包裹体(I)和C0。一H。0包裹体(Ⅱ)，且以前者为主。包裹体均一温度在200℃～280℃，平均249．5℃；盐度为

7．89％～13．95％，平均10．73％；成矿流体密度为o．6289／cm3～o．8959／cm3，平均o．7959／cm3，属低盐度低密度

范畴；压力平均值为64．01MPa，对应的成矿深度平均值为6．45km。成矿热液气相成分以H。0为主，C0：含量低；

液相成分阴阳离子浓度都很低，相对富钠和氯，流体离子类型大致呈Na+一K+一Cl一一S0。2一型。成矿流体基本

来自岩浆水，部分可能有变质水的加入；流体中碳主要由岩浆水提供，少数由地幔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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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西华山钨矿床是产于华南燕山期复式花岗

岩体内的花岗岩内带石英一长石一黑钨矿大脉型钨矿

床，前人对其地质、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有关钨成矿与花岗岩间密切的成因关系基本达

成共识，但对成矿流体的性质、来源、演化一直存有

分歧。通过氢氧同位素研究，有学者认为成矿流体

以岩浆水为主或成矿早期以岩浆水为主，在演化晚

期有大气降水的加入[1。21；也有学者从熔融包裹体和

熔一流包裹体研究人手，认为成矿流体是岩浆一热液

过渡性流体[3]。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对

西华山石英流体包裹体岩相学、显微测温学、成矿压

力、深度、流体成分以及碳、氢、氧同位素的研究，进

一步对成矿流体的性质及来源进行探讨。

1 地质背景

西华山花岗岩体为一小型的复式侵入体，大地

构造位置处于华南加里东褶皱系赣南后加里东隆起

区，南岭东西向构造带的东段北侧。区内有北东向、

北北东向、东西向、南北向和北西向等五个自成系统

的断裂构造带，其中燕山期强烈活动的北东向、北北

东向和东西向构造带是控制区域成矿花岗岩及钨矿

分布的主要构造。区内出露的地层从老到新为中一

上寒武统(∈：一。)、中泥盆统(D：)、上白垩统(K。)和

第四系全新统(Qh)，中一上寒武统在本区分布最广，

中泥盆统不整合覆盖于寒武系之上。区内广泛分布

的岩浆岩以花岗岩为主，中基性岩类次之，具有多旋

回、多期次岩浆(加里东期、海西一印支期、燕山期、喜

马拉雅期)活动的特点。燕山期花岗岩浆侵入活动

最强烈，且与钨成矿关系最为密切。西华山钨矿床

就位于西华山复式岩体的西南部，为石英脉或长石

石英脉黑钨矿大脉型钨矿床。花岗岩体侵入期次分

为三个期次：第一期为斑状中粒黑云母花岗岩，形

成年龄为(152．6±2．1)Ma；第二期为中粒黑云母花

岗岩，形成年龄为(150．3±2．2)Ma[41；第三期为花

岗斑岩，其成岩K—Ar年龄为106Ma[5]。西华山钨

矿床含钨石英脉主要赋存于中粒黑云母花岗岩内。

2流体包裹体岩相学与显微测温

2．1流体包裹体类型及特征

西华山钨矿床的石英流体包裹体十分发育，包

裹体常呈大面积、成群分布(图1一A、图1一B)，少量呈

线状排列；包裹体类型简单，基本以气液两相包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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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气液两相包裹体体积较大，一般为10～20

肛m，有的>20弘m，偶见>70肛m者，气液比一般为

5％～15％，少数达到50％；包裹体形态多样，以长条

形和椭圆形为主。流体包裹体可分为两大类：NaCl-

H。O(盐水)包裹体(I)和C0。一H。O包裹体(Ⅱ)，

其中NaCl—H。0(盐水)包裹体(I)进一步分为富液

相包裹体(I a)(图1一C)、纯液相包裹体(I b)(图1一

E)、富气相包裹体(I c)(图1一D)。C0：一H：0包裹

体(Ⅱ)(图卜F)，本次观察中少见。

2．2流体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和盐度

对35片石英流体包裹体测温，获得两种类型流

体包裹体的268个冰点温度和667个均一温度数据

(表1)。含CO。三相包裹体体积小且数目也少，未

找到适用于测试温度的包裹体。根据获得的冰点温

度和均一温度值作直方图，包裹体的冰点温度范围

为一1．2℃～一17．6℃，冰点峰值在一6℃～一9℃

(图2)，包裹体均一温度范围为125．8℃～461．1℃，

集中在200℃～280℃，平均值为249．5℃(图3)，均

一温度呈正态分布。

对工型流体包裹体，利用NaCl—H。0体系的

冰点一盐度计算公式[63计算：

∞一一1．78T一0．042T2—0．000558T3

琴
：■

。：t巍霹磁’c

(O～23．3％的NaCl溶液)

式中：T为冰点温度(℃)，∞为盐度(％)。计算

流体包裹体盐度范围为2．40％～20．89％，主要在

7．89％～13．95％，平均值为10．73％。成矿溶液盐

度较低，属于成矿作用早期盐度范围‘81。

2．3成矿流体的密度、压力以及成矿深度

由于西华山钨矿床石英流体包裹体中气液两相

包裹体占绝大多数，因此在估算成矿流体的密度和压

力时将成矿流体近似看作NaCl—H：0体系。流体密

度根据刘斌口3实验数值利用数学模型拟合公式计算：

p=A+B·￡+C·￡2

A—Ao+A1·∞+A2·∞2

B—Bo+Bl·c￡，+B2·cIJ2

C—Co+Cl·ccJ+C2·叫2

』D为盐水溶液密度(g／cm3)，￡为均一温度(℃)，cc，为

盐度(％)；A、B、C为盐度函数。不同盐度参数值不

同，西华山钨矿床包裹体含盐度≤26．3％，对应参数

如下：

Ao=O．993531，A1—8．72147×10～，

A2一一2．43975×10一5

B。=7．11652×10一，B1=一5．2208×10一，

B，=1．26656×10_6

I．1一
◇。

■∥-．-
p

．

‘

n1 。，， ．¨

D)托’t中¨也挺作(Ic，1 264剐 (E)纯液1H|也牲件(Ih．1 16二7) (F)(、()、．川也是体(

图1 西华山钨矿床石英流体包裹体类型

Fig．1 IⅥaps showing the types of fluid inclusions of quartz in Xihuashan tungsten de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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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西华山钨矿床包裹体冰点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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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西华山钨矿床包裹体均一温度直方图

Fig．2 Histogram showing the ice point of inclusions in Xi— Fig．3 Histogram showing the homogenization temperatures

huashan tungsten deposit of inclusions in Xihuashan tungsten deposit

表1西华山钨矿流体包裹体参数

TabIe．1 Par锄ete幅of num incl岫io璐in xihu鹕h蛆t岫擎ten dep惦it

样品号类型
冰点／℃ 均一温度／℃ 盐度w(NaCl。)／％ 密度／(g·cm_3)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个

数

1185—7 I a 一2～一7．4—5．29 189．2～267．2 211．01 3．37～10．99 8．25 O．859～O．956 O．853 7

1185—8 I a 一5．2～一8．4—6．59 204．9～238．9 217．6 8．13～12．19 9．97 O．906～O．940 O．844 7

1185—13 I a 一5．4～一9．3—7．3 234．6～287．4 258．22 8．40～13．22 10．86 O．847～O．895 O．779 5

1185—15 I a 一5～一10．5—5．9 196．4～270．2 242．59 2．06～14．52 9．07 O．859～O．907 O．806 7

1185—16 I a 一3．2～一7．2—5．54 177．6～269．2 228．98 5．25～10．74 8．59 O．827～0．955 O．827 15

1185—20 I a 一5．1～一8．6—7．26 244．5～273．5 259．42 7．99～12．42 10．82 O．864～O．879 0．777 5

1124—1 I a 一3．6～一8．8—7．09 251．6～399．3 298．51 5．85～12．76 10．60 O．634～O．892 O．704 11

1124—3 I a一5．3～一10．6—8．18 272．2～393．8 333．9 8．27～14．62 11．93 O．684～O．868 O．628 5

1167—3 I a 一5．1～一8．3—6．75 215．1～249．6 224．95 7．99～12．07 10．18 O．885～O．929 O．833 13

1167—6 I a 一2．1～一6．9—5．03 236．8～285．8 273．69 3．53～10．37 7．90 O．826～O．853 O．752 12

1167—7 I a 一1．4～一7．4—5．16 196．6～306．8 253．03 2．40～10．99 8．08 O．805～O．922 O．789 15

1167—10 I a 一5．4～一9．2—8．17 185．6～354．9 264．1 8．40～13．10 11．92 O．827～0．947 O．769 13

1167—11 I a 一6．5～一8．2—7．43 239．9～293．1 275．08 9．86～11．95 11．02 O．836～O．896 0．750 6

1167—15 I a一7．6～一11．4—9．76 184．6～292．4 226．58 11．23～15．45 13．72 0．843～O．974 O．831 10

230一1—1 I a 一1．9～一9．2—6．27 150．4～316．5 222．42 3．21～13．10 9．56 O．719～O．971 O．837 6

431—1—2 I a一2．8～一12．4—9．04 152．6～203．5 178．85 4．63～16．43 12．92 O．953～O．994 O．895 8

431—3—2 I a 一8．5～一9．8—8．78 237．8～260．5 246．94 11．47～13．77 12．63 O．881～O．909 O．798 5

1264—1 I a 一3～一11．2—5．76 179．4～258．9 202．83 3．53～15．24 8．89 O．887～O．961 O．865 7

1264—4 I a 一5～一6．8—5．86 253．8～289．7 269．92 7．85～10．24 9．02 O．880～O．828 0．759 5

1264—8 I a 一3．8～一8．8—6．74 218．9～366．8 285．36 6．14～12．65 10．16 0．729～O．922 O．730 5

1184—1 I a一5．4～一12．4—7．53 192．4～400．2 259．16 8．4～16．43 11．15 O．773～O．956 O．778 9

1184—2 I a 一2．5～一8．2—5．38 203．7～261．4 231．13 4．17～11．95 8．38 O．824～O．937 O．824 6

1184—4 I a一4．5～一10．2—6．87 236．4～342．4 282．18 6．14～14．20 10．33 0．712～O．912 O·736 6

1262—2 I a 一4～一17．6—7．67 211．4～256．3 229．24 6．43～20．89 11．32 O．880～O．930 O．827 7

1262—6 I a一3．3～一10．6—6．83 215．1～273．2 246．63 5．40～14．62 10．28 0．858～O·922 O·799 9

1262—7 I a 一3～一9．4—6．89 185．1～433．6 247．3 4．94～13．33 10．35 O．612～0．938 O．798 7

1262—8 I a一7．7～一12．4—9．55 220．8～320．1 270．75 11．35～16．43 13．49 O．801～O．929 0·758 6

1262—10 I a一8．3～一12．9—9．97 159．3～230 199．59 12．07～16．91 13．95 O．918～O．990 O．870 7

1262—12 I a一7．8～一15．60一13．14 211．2～226．4 217．02 11．47～19．29 17．13 O．926～0．943 O·845 5

1246—5 I a一7．3～一12．9—9．33 235．4～318．8 287．6 10．86～16．91 13．25 O．794～O．917 O-725 3

1246—6 I a 一2．1～一7．4—5．2 219．6～306．5 253．5 3．53～10．99 8．13 O．813～O．899 O·788 9

1246—7 I a 一2．8～一7．9—6．01 206．4～236．8 224．9 4．63～11．59 9．22 O．863～O·930 O·833 7

1246—8 I a 一2．5～一9．1—5．51 188．3～318．5 241．74 4．17～12．99 8．55 O．803～O·935 O·807 11

1246—9 I a 一5．6～一8．5—7．22 199．4～262．8 235．23 8．67～12．99 10．77 O．865～O·949 O·818 6

1202—2 I a一7．8二二!!：!=!：!! !!!：竺!竺!：!!!!：!!!!：!!=!!：!! !!：!! !：!!竺旦：塑 !：!!! !．
-__-_—-I__________●_—————●_________———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一

测试单位：东华理工大学核资源与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1

舳∞加加∞踟印∞如0

z＼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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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一一3．4997×10一，Cl一2．12124×10 r。，

C2=一4．52318×10一9

经计算西华山钨矿床成矿流体密度变化范围为

O．628 g／c优3～O．895 g／f拂3，平均为O．795 g／c班3，

为低密度流体。

成矿压力根据邵洁涟嘲经验公式计算：

To一374+920·∞

P。一21．9+262·∞

P—Pj·TtfT。

式中T。：初始温度；叫：成矿溶液的盐度；P。：初始压

力；P：成矿压力；T。：矿区实测成矿温度。

计算所得其成矿压力31．70 MPa～129．32

MPa，集中在59．93 MPa～76．26 MPa，平均64．01

MPa。

成矿深度是研究矿床成因和勘查潜力的重要依

据。目前，多是根据流体包裹体捕获压力来估算成

矿深度口0I。对于断裂控制的脉状热液矿床而言，成

矿流体系统可为静岩压力，也可为静水压力，拟或二

者交替。一般认为，在深度<5 km或脆性变形带，

流体为静水压力；在深度>16 km或韧性变形带，流

体为静岩压力；在深度为5～16 km或脆一韧性变形

带，流体出现静水一静岩压力的交替。因此，根据断

裂带流体压力的垂直分带性或非线性关系，孙丰月

等口13拟合了一组流体压力一深度关系式来计算成矿

深度。

(1)当测得流体压力≤40 MPa时，用静水压力

梯度来计算，即用压力除以压力梯度(10 MPa／km)

(2)当测得流体压力为40～220 MPa时，

y一0．0868／(1／X+0．00388)+2

(3)测得的流体压力为220～370 MPa时，

y一11+exp[(X一221．95)／79．075]

(4)测得的流体压力大于370 MPa时，

y—O．0331385X+4．19898

以上公式中y和X分别代表成矿深度／km和

所测得的压力值／MPa。根据已求得的成矿压力值

利用上述公式计算成矿深度平均为6．45 km。

3流体包裹体成分分析

3．1流体包裹体气相成分特征

本次对西华山钨矿石英流体包裹体采用四极质

谱仪进行气相成分分析。包裹体气相成分测定(表

2)结果表明，气相成分中N：和C。H。的含量很少，

以H。O为主(占96％以上)、CO。含量(低于4％)和

南岭地区W、Sn矿床包裹体中的CO。含量(一般<

5％)一致。CO。／H：O比值多在o．03以下，说明成

矿流体中并不富含CO。，这和实际观察到CO：包裹

体较少一致。还原参数R值除个别样品外，基本都

小于o．18，说明成矿是在弱还原环境下进行的[1 2】。

对气相成分数据进一步统计分析发现，C0。含

量远大于CH。+C。H。的含量，说明热液系统中

CO：是主要含碳物质。

3．2流体包裹体液相成分特征

包裹体液相成分测定(表3)结果表明，阴离子

表2西华山钨矿流体包裹体气相成分(％)

TabIe．2 Gas∞惦pha辩comp鸺itio璐of fluid incI咂io璐in Xihu嬲han tun铲ten dep惦it

样品号 矿物 H20 C02 N2 Ar* CH。 C2 H。 C0：／H20 C02／CH。 CO：／N2 R

431_1—2 石英 97．25 2．355 o．097 o．007 O．279 O．012 O．024 8．430 24．375 O．12

431—3—2 石英 97．11 2．683 O．079 O．003 O．119 O．006 O．028 22．542 33．927 O．05

230一1—1 石英 94．71 5．010 O．176 0．008 O．085 O．011 O．053 58．903 28．415 O．02

1167—3 石英 97．23 2．470 O．087 O．003 O．201 O．009 O．025 12．303 28．349 O．08

1167—6 石英 97．44 2．327 O．078 O．002 O．146 O．006 O．024 15．902 29．811 O．07

1167—7 石英 96．26 3．031 o．150 o．01l o．529 o．019 o．031 5．733 20．169 o．18

1167—10 石英 97．52 2．253 O．086 O．003 O．130 O．008 O．023 17．355 26．093 O．06

1167—13 石英 98．46 1．374 O．059 O．004 O．097 O．006 O．014 14．158 23．088 O．08

1167—15 石英 98．36 1．463 O．078 O．006 O．081 O．011 O．015 17．975 18．732 0．06

1124—1 石英 94．68 1．205 o．235 o．025 3．809 o．047 o．013 o．316 5．132 3．20

1124—3 石英 95．25 1．389 o．154 O．015 3．162 O．031 O．015 O．439 9．044 2．30

1185—16 石英 96．77 3．031 O．090 O．002 O．100 O．007 O．03l 30．467 33．736 O．04

1223—2 石英 92．57 3．960 O．430 0．064 2．032 O．201 O．043 1．948 9．211 O．56

1264—5 石英 96．92 z．533 O．100 O．002 O．438 o．007 o．026 5．780 25．242 o．18

测试单位：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包裹体实验室，测试者：朱和平。*表示参考结果；0。，He，H：s未检出；

R一(C0+H2+CH4+C2 H6)／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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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西华山钨矿流体包裹体液相成分含量(10“)

TabIe．3 Liquid pha靶comp惦itio璐of nuid incl吣io璐in xihu嬲han tun擎ten dep惦it

测试单位：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包裹体实验室，测试者：朱和平。

主要呈现出Cl一>SO。2_>F一的特点，且F一含量在

所有样品中均低于Cl一和SO。2-。阳离子主要呈现

出Na+>K+，Ca2+和M92+含量甚微的特点。综合

分析发现，西华山钨矿床成矿流体属于低盐度NaCl

—H。O体系，流体离子类型大致呈Na+一K+一Cl一一

SO。2_型。无矿石英脉样品中F一／Cl一最低，钨矿石

中F一／Cl一最高，这表明溶液中钨的浓度和氟的浓

度有正消长的关系；Na+／K+比值远大于1，明显富

Na，可以认为Na+／K+>1的成矿流体基本上为岩

浆成因流体。

4成矿流体来源

4．1氢、氧同位素组成

氢、氧同位素组成是最有效的流体性质和来源

的指示剂。成矿流体可为一种成因水或由多种成因

介质水混合而成，因此成矿流体的氢、氧同位素组成

主要取决于不同成因介质水的氢氧同位素组成及成

矿流体中各介质水所占的比例；另一方面，不同成因

介质水在演化过程中与流经岩石发生氢、氧同位素

交换作用。因此在对成矿流体氢、氧同位素组成的

研究中，必须研究不同成因介质水的初始氢、氧同位

素组成及其演化。为研究西华山钨矿成矿流体的来

源，采用MAT251EM进行如、艿180、艿13C同位素成

分分析。西华山钨矿床石英中流体包裹体C、H、O

同位素分析结果见表4。

由表4发现西华山钨矿床石英中流体包裹体的

艿18 O值在7．4‰～11．99‰，平均值为10．11±

1．55‰。由此可见d18 o值变化范围很小且平均值

大于10‰，这是岩浆衍生物和高180的特征[13]。与

西华山复式花岗岩全岩d18 O平均值(11．94±

o．30‰)相比[1 4|，二者d180值很接近，反映他们的

物质来源具有一致性，且成矿流体以富占180为特

征。

表4西华山钨矿流体包裹体C、H、O同位素分析结果

Table．4 A聃lysis r皓uIt of C．H and O isotop嚣of nuid in-

cIusions in Xihu嬲han tun擎ten dep惦it

测试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

除个别样品外，dD值比较稳定。dD值在一41‰

～一66‰，平均值为一56．14±7．95‰，落在正常花

岗岩的如值(一50‰<如<一85‰)范围内。与现

大气降水(如一一38．7±10．2‰)相差较远，说明成

矿流体基本来自岩浆水。与西华山复式花岗岩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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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值(一57．9‰～一72．38‰，平均值为一63．51±

4．21‰)[143对比，二者的如值的范围都较窄，意味

着水来源是单一的。

表5西华山钨矿地表水的占1‘o、6D分析结果

TabIe．5 AnaI”缸惜un of占1。o蛐d占D of surfa∞water in

Ⅺh啷h柚Tlm擎ten dep惦it

据吴永乐等[1妇

表5为西华山钨矿各种地表水铲80，如值。从

图4中可以明显看出西华山钨矿流体的伊80和品

投影点相对集中，第一期次的投影点落在变质水范

围内，第二期次的投影点均落在原生岩浆水范围内，

这表明成矿流体基本上来自花岗岩浆水，并具有变

质成因水来源，后期有大气降水参与，但是影响不

大。

4．2碳同位素

艿”C值在一5．1±1．4‰，具有深源碳的特点，

接近壳源碳范围(一5‰～一8‰)，同时也在火成岩／

漠
、

l
，

p

吣

岩浆系统内(一3～一30‰)。在伊3C弘PDB一伊80弘驯aW

图(图5)中，给出了地壳流体中COz的三大主要来

源(有机质、海相碳酸盐岩和岩浆一地幔源)的碳、氧

同位素值范围，而且还用箭头标出了从这3个物源

经8种主要过程产生CO：时，其同位素组成的变化

趋势[1¨71。图中样品投点第一期主要落在花岗岩区

边缘，第二期主要落在花岗岩区，少数落在地幔多相

流体，这表明西华山钨矿中的碳可能主要为岩浆水

提供，少数由地幔源提供，且受低温蚀变作用的影

响。

△：西华山钨矿各种地表水Io：第一期次I+；第二期次

图4西华山钨矿床成矿流体伊80一如关系图

Fig．4 艿18 0一如diagram of ore．forming nuids in

Xihuashan tungsten deposit

占“OvsM。。／‰

▲：第一期次；●：第二期次

图5 西华山钨矿床流体包裹体伊3Cv．，。一伊80 v．。oW图解(底图据刘建明等‘153修改)

Fig．5 铲3 Cv．PDB一铲8 0v．sMow diagram of fluid inclusions in Xihuashan tungsten deposit

5 结 论

(1)西华山钨矿床成矿流体的盐度为7．89％～

13．95％，平均值10．73％，流体密度0．628 g／cm3～

O．895 g／cm3，平均o．795 g／cm3，为低盐度、低密度

流体。成矿压力31．7～129．32 MPa，成矿深度

3．17～9．47 km，平均6．45 km。

30

(2)成矿热液气相成分以H。O为主，CO。含量

低。热液系统中CO。是主要含碳物质，成矿是在弱

还原环境下进行的。

(3)液相成分阴、阳离子浓度都很低，相对富钠

和氯，F一／Cl一比值表明溶液中W的浓度和F的浓

度有正消长关系。西华山钨矿床成矿流体属于低盐

度NaCl—H：0体系，流体离子类型大致呈Na+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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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一Cl一一S042-型。

(4)艿18 O和岛值表明成矿流体基本来自岩浆

水，部分可能有变质水的加入，后期有大气降水参

与，但是影响不大，西华山钨矿d13C值表明流体中

碳可能少数由地幔源提供，主要为岩浆水提供，且受

低温蚀变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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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nuid inclusions and origin of ore’forming nuids

in Xihuashan tungsten deposit，Jiangxi ProVince

XU Tai．LI Zhen’hua

(C0玖舻o，既8rg了翰gi以g洲嚣g，Lon∥o强g孤i化"叻，g以g弘恕g，745000，@i，l口)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etrography and micro—thermometry’of the fluid inclusions in quartz from Xi—

huashan tungsten deposit and studies on their gaseous—liquid phase compos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

H，O isotop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uid inclusions are well developed in quartz and the type of in—

clusions are divided into NaCl—H2 0 inclusions(I)and C02一H2 O inclusions(Ⅱ)，with priority of the fo卜

mer． The homogenization temperatures of the inclusions are ranged from 200℃ to 280℃， aVeraged

249．5℃；the salinities of the inclusions are from 7．89％to 13．95％，averaged 10．73％，and the densities

of ore—forming fluids are ranged from O．628 g／cm3 to O．895 g／cm3，aVeraged O．795 g／cm3，belonging to

the low—salinity and low—density type．The average pressure of the ore—forming fluids is 64．01 MPa and the

estimated average ore—forming depth is 6．45 km． The gaseous—phase compositions of ore—forming hydro—

thermal s01ution are mainly composed of H2 O with little content of 002．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anionic．

cationic ions in liquid—ingredients is very low and is relatively rich in Na and Cl，the ion type of the fluids

roughly presents as Na+～K+一Cl一一S04 2-。The ore—forming fluids are mainly originated from magmat—

ic water and part of metamorphic water．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carbon of the fluids is mainly provided by

magmatic water and is less proVided by the mantle．

Key words：Xihuashan tungsten deposit；nuid inclusions；ore-forming fluids；C，H，O isot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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