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煌 斑 岩 与 矿 化

地质人员一直都非常注意岩脉与矿化的

成因关系及其性质
。

关于这个问题 已经发表

了许多著作
。

有些人认为
,

研究岩脉的特殊

的岩石和地球化学性质
,

有助于弄清岩浆活

动与成矿的联系问题
。

在这一方面
,

对属于

火成岩独立建造的煌斑岩岩脉的研究
,

已经

积累了大量资料
。

煌斑岩建造的基本岩石特征是 呈非

常复杂的形态的脉体发育
,

产状要素和厚度

变化剧烈 , 岩石成分十分复杂 云煌岩
、

云料煌岩
、

闪斜煌斑岩
、

方沸碱煌岩
、

斜闪

煌岩
,

闪辉正煌岩
、

云辉扮岩
、

黄 长 煌 斑

岩
、

拉辉煌斑岩等 , 存在着向辉绿扮岩

和闪长扮岩的逐渐过渡
,

并与酸性岩形成复

杂的岩脉 , 存在深部岩石的捕虏体 石英

岩
、

片麻岩
、

花岗岩类
、

麻粒岩和榴辉岩相

的结晶片岩 化学成分接近碱性辉长岩

类 , 属于地槽条件和构造
一

岩浆活化 阶 段

岩浆旋回发育末期最晚形成的岩浆岩
。

煌斑岩脉广泛分布于许多矿 区
,

尤其是

花岗岩类岩浆活动出现的地区
。

许多人曾不

只一次地从岩石学和成矿作用的理论方面 ,

探讨了煌斑岩与含矿构造和花岗岩类的空间

关系
,
但煌斑岩的成因问题至今仍 未 得 解

决
。

然而不弄清煌斑岩的成因
,

就不能揭示

出它与成矿作用的关系
。

关 于 煌 斑岩的成

因
,

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 把煌斑岩看作

花 岗岩类和碱性岩浆的二分分离产物 , 煌

斑岩熔浆生成于上地慢 煌斑岩熔浆产生

于地壳不同层位的深断裂带内 煌斑岩是

在碱交代作用过程中改造了的玄武岩浆的衍

生物
。

多数研究者都赞同煌斑岩与花岗岩类有

成因联系的结论
。

下面以一个地区的新资料

来说明这个问题
。

南吉萨尔的煌斑岩脉
,

在二迭纪一早三

迭世的南天山地槽发育末期的造山阶段大量

出现
。

它们形成于造山期岩浆活动的最晚期

阶段 , 在此阶段
,

火山
一

深成建造系列 的 岩

浆岩和热液产物是依下列顺序 相 发育的

一一粗面安山岩
、

粗面玄武岩 , 二一浅色黑

云母花岗岩 , 三一含稀有金属矿化的变花岗

岩 , 四一霏细斑岩 凝灰熔岩 , 五一英安

斑岩 , 六一流纹斑岩 七一流纹
一

英安斑岩
、

花岗闪长斑岩 , 八一安山岩
、

粗面安山岩 ,

九一石英斑岩 , 十一碱性正长岩和花岗岩

十一一石英脉 十二一钠长岩
、

正长斑岩 ,

十三一煌斑岩 , 十四一碳酸岩
一

萤石
一

硫化矿

化
。

前十相侵入和火山活动的岩石
,

是统一

的花岗岩成分岩浆的派生物
, 在岩浆分异过

福中除酸性岩外
,

主要是弱酸性岩发育
。

第

一相粗面安山岩的出现
,

可能说明产生于花

岗一变质层的岩浆源边缘带内的同化作用
。

早

期花岗岩 二相 和石英斑岩 九相 的岩

石化学成分几乎一样 表
,

这就有力地

证明原始岩浆的花岗岩性质
。

造山 侵 入
一

火

山活动 , 以花岗岩浆分异为一系列成分明显

不同的转生岩而告结束
,

这些转生岩技其团

聚状态相当于熔浆和溶液
。

在岩浆的这个分异过程中
,

由于硅酸溶

液 可能以 。形式出现 的分离
,

而

使花岗岩熔浆的成分发生很大变化
。

浓度很

高的硅酸溶液 按其相态接近于熔浆 含有

少量挥发份
, 、 、 、

和成矿 组

份
、 、 、 、 。

上 述 硅 酸

溶液 熔浆 形成南吉萨尔分布很广的石英

脉
,

其长可达 公里
,

厚几米至

米
。

石英脉中发现多金属和萤石矿化
。

由于硅酸分异产物的分离
,

使残余熔浆

具有基性
、

碱性更高的成分
,

按其主要组分

的含量接近于十二相的岩石 —
正长斑岩和

钠长岩 为
,

近 ,

近
。

下一步
,

富挥发份和成矿组份的碱性熔

浆分离为不同成分的煌斑岩转生岩和热液
。

在此过程中
,

煌斑岩脉的生成略早于热液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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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南吉萨尔造山岩石 一 细粒花岗岩 二相的补充畏入 一喷出石英斑岩 九相 一脉石英 十一相

一煌斑岩 十三相 一恰特卡尔一库拉明带的二迭一三迭纪煌斑岩 一萨克森的二迭纪煌斑岩 一 西伯利亚

地台东北部的金伯利岩和苦橄岩 一份石橄榄岩 一南吉萨尔的辉长岩 卜分析数

物 多金属矿
、

萤石矿和铜相矿等
。

南吉萨尔的煌斑岩建造包括岩石成分极

不相同的一些岩石 方沸碱煌岩
、

橄沸岩
、

闪辉正煌岩
、

云斜煌岩
、

闪斜煌斑岩
、

拉辉

煌斑岩
、

方沸石辉绿岩
、

微煌绿岩
。

所有

这些岩石都是渐变过渡的
,

形成一系列中间

成分的岩石 方沸碱煌岩一橄沸 岩
、

云 斜煌

岩等
。

有时在同一岩脉内见有中间变种的

岩石
。

在许多煌斑岩岩脉和管状岩体中
,

发

现有围岩和深部岩石的捕虏体
。

最常见的深

部岩石有变粒岩
、

片麻岩 黑云母
一

石榴石片

麻岩
、

紫苏辉石片麻岩
、

硅线片麻岩
、

尖晶

石片麻岩等
、

类榴辉岩
、

辉岩和橄榄岩
。

南吉萨尔煌斑岩的一个典型的岩石特征是其

中常有方沸石
、

偶尔还有白榴石存在
。

根据岩石化学成分 表
,

南吉萨尔的

煌斑岩具有两重性
,

它一方面具有玄武岩浆

的特点 含 低
,

含 高
,

另一方

面又具有花 岗 岩 的 特 征 含 大 量 和
。

作者认为
,

南吉萨尔煌斑岩的上述岩石

和岩石化学特征
、

它们在造山流纹花岗岩岩

浆活动演化系列中的固定位置以及其中花岗
一

变质层岩石的存在
,

是煌斑岩与酸性 母 岩

浆有成因联系的有力证据
。

把南吉萨尔
、

恰

特卡尔
一

库拉明地区和欧亚 大 陆海西褶皱其

他地区煌斑岩的平均化学成分与定为玄武岩

层或上地慢派生的岩石成分作一简单比较
,

也能更好地认识上述情况
。

上地慢的派生岩

石 辉石橄榄岩
、

金伯利岩
、

苦橄岩 与煌

斑岩的区别 是含碱 一 , ,

一 、

铝 一 ,

极低
,

并 含 大 量 ,

。

就岩石化学特征而言
,

煌 斑 岩

与发育于地槽条件下的南吉萨尔辉绿岩也有

很大差别 表
。

关于煌斑岩与酸性花岗岩浆的 成 因 联

系
,

除上述岩石化学差别而外
,

存在复杂成

分的岩脉和煌斑岩的特殊地球化学专属性
,

也是一个证明
。

在许多地区 如金山地区

发现了由相互过渡的煌斑岩和石英斑岩组成

的复杂成分岩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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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煌斑岩的地球化学特征
,

对解决煌

斑岩的成因和成矿作用有特殊的意义
。

煌斑

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和岩石化学特征一样
,

也

具有两艰性
。

南吉萨尔的煌斑岩中可划分出

两组元素 一组是基性成分岩石所特征的
,

另一组是酸性岩特有的元素 表
。

‘

第一

组元素
、 、 、 、

在煌斑岩

中的含量接近基性岩中的克拉克值
,

例外的

是铬的浓度增高 倍
。

第二组元素可 划 分

两类元素组合
,

第一类
、 、 、

在煌斑岩中的含量接近于酸性岩的 克 拉 克

值
,

第二类
、 、 、 、

与酸

性岩相比含量要高得多 高出 倍
。

作为煌斑岩的一个典型的地球化学特征
,

是

它富含氟和磷等挥发组份
。

南吉萨尔的煌斑

岩含氟平均
,

变化范围是
, 磷 。一 理 ,

边 界 值 为
。 。

根据煌斑岩的上述岩石化学和地球化学

特征
,

还应强调以下重要特征 二氧化硅

含量低
,

这是基性和超墓性岩的特征 碱

的含量高
, 与花岗岩类的含量差不多 , 一

些杂质元 素
、 、 、 、

和

挥发组份
、

的异常堆积
,

这些 乖萦

通常出现于酸性岩浆的演化过程中
。

上述资料表明 ,

煌斑岩成分的残余熔浆

富含很多成矿组分和挥发份
,

它实际上与含

矿熔浆差不多
。

岩浆进一步演化
,

导致产生

成分极不相同的熔浆分异产物和溶液
。

地槽和构造岩浆活化的造山晚期阶段 ,

脉动式的上地壳断裂破坏的强化
,

促使煌斑

岩熔浆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分离伪许多分异产

物
。

在这种条件下必然会形成煌斑岩各变种

与矿石之间的各种复杂的时间和空间关系
。

详细研究成矿前
、

成矿期和成矿期后的煌斑

岩以及热液产物的地球化学特征
,

得以查明

煌斑岩 含矿 熔浆演化的基本阶段和从中

析出成矿热液的条件
。

因此 , 煌斑岩与矿化

密切成因联系的确定
,

是成矿理论的一个重

要方面 , 必将大大提高成矿预测的可靠性
。

乏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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