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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川川川目目日目日属工邢划拓用公于汾冲却侧饭翅刃除补搜冲钾长湘华铜矿 区同化混染作用的初 步探讨

华 铜 铜 矿
辽宁冶勘一 二队地质综合研究组

华铜酸性侵入岩 斑状花岗岩 与围岩 白云石大理岩及

黑云母角岩 的同化混染 现象
,

在矿区各井田屡屡出现
,

是接

触带上的一种普遍现象
。

它不仅使岩浆岩发生不同程 度 的 变

异 ,

而且与早期镁夕卡岩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
。

因此要详细划

分区内镁
、

钙夕卡岩的世代
,

探讨它的成因 , 就不能不涉及同

化混染所起的作用
。

这里所 讨论的同化混染作用
,

系指岩浆岩与围岩接触部的

所谓边部同化混染现象
。

一
、

岩体与日岩的化学成分

岩体属 于富碱的钙喊性正常系列
,

贫铝并为硅酸所饱和

的岩石 表
。

白云石大理岩富 含 甲
、

〔 微量元素富 硼
,

与岩体

化学成分差异较大
。

黑云母 角闪石 角岩 则 富 含
、 、 、

,

微量元素中以 钦
、

镍
、

铬
、

钻
、

钒含量较高
,

可见其化学

成分与岩体很接近
,

经尼格里数位计算
,

并恢复原岩
,

应定名

为细碧岩
。

二
、

同化混染现象的证据

斑状花岗岩的边部有边部相斑状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

出现
,

其化学成分与内部相相廿
协

表
, 、

减少 ,

而
、 、

增加
,

岩性偏 基性
,

颜 色由肉红色变灰 白色
’

结构变细变致密
,

钾长石大斑品消失
,

而正长石
、

奥长石
、

石

英减少 , 斜长石
、

角闪石 等暗色矿物增多 表
、

并往往

集中为团块状
。

副矿物 稻石
、

磷灰石 增多
。

边部时常保留有匡岩捕房体
。

同化混染带在结杭
、

构造
、

产状等方面均与原 岩 不 同

或不保留原岩的结构
、

构造
、

产状等
。

常出现抖长石 的反

环带结构及暗色矿物集合而成的斑杂构造
。

同化混染带在化学成分上与原岩呈渐变过渡关系
。

三
、

同化混染作用及其产物

图 为矿区岩体接触带上普遍存在的同化混染现象的一个

实例
,

它们是早期镁夕卡岩的原始分带
,

由内向外为 正常斑

状花岗岩一边部相斑状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 一辉石透辉石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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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岩一镁橄榄石磁铁矿夕卡岩一斑花 镁榄

橄石化 大理岩一白云石大理岩
。

一大井 中段 掌子而

斑状花岗彩同化 犯争实例 友

一 弓 一

斑状花岗岩

一︸
几

内
国噩罗

斑状花岗岩

。

、
一

斜 瞬度
,

毫米
, ”

长 —
一 一 一一 一

—因竺乌一石 粒度
,

毫米
,

。

弓‘
。

一

含盈

粒度 屯米

一 一
。 一

二 兰多二些 里

英一角闪

粒度
,

毫米 。

一

含量
,

终

。

黑云母

淡肉红色
,

中细粒结淡灰绿色 结构
,

斑晶主要为正长密
,

斑品不明显

岩 性 特 征 币
·

也有斜长石
,

石暗 色矿物较多而

英多沿长石颗粒 呈
’

中 呈团块状

到
集

于

不规则分布
,

角闪石 晶以斜
一

长石为主
,

品粒 。,大 方解石沿长石品粒

间充填

图 一大井六中段 掌 子而同化混染实例

一斑状花岗岩 灰白色 斑状结构
,

长石斑品白色
,

少众肉
红色 ‘花岗闪长岩 黑灰色

、

细位状
,

结构致密
、

无
斑晶 暗色矿物多 一石榴石 粉红色 一透辉石

一镁夕十岩 针 橄榄石
、

蛇坟石
、

方解石 吕一 往橄榄
石化大理岩 一白云石大理岩

上述早期钱夕卡岩的矿物组合系中深
、

高温
、

高压条件下 的产物
,

故其矿物分带可

用 一 一 三元系相 图 来 解

释
。

即斑状花岗岩岩浆与白云石大理岩同化

混染时
,

岩浆中的
、

与围岩 分

解所产 生 的
、 、 、

在新

条件下
, 形成新 的浓度平衡 图

。

高温时首先析出镁橄榄石
‘ ,

此时由于大显 的存在
,

促使环婉趋向强

氧化的性质
,

因此
,

早期磁铁矿就伴随镁橄

榄石而产生
,

形成了镁橄榄石磁铁矿的矿物

组合
。

一律︷规
一

魏一石
︸

灰

磷

同 化 混 染 作 用 岩 相 变 化 特 征

。 。 。 ,
,

。 矿物含盆变化特征 终

品 厂 一万 下 一一于一一

—一、一
岩 相 岩石名称 颜 色 及 , 粒 ,

‘

反 奥长石 正 长石 石英 角闪石 黑云母 书月

表

叫引斑状花岗岩黑云母斑伏
内红色

红褐色 ‘ 、 、
中心相 花岗岩

中祖粒花岗斑状

结构
、

斑晶明显

含肉红色钾长石

淡肉红色及灰白色钠长了

斑 品

‘

石 基

、

、
,

一‘

⋯

斑晶

以 正 长

石
、

奥长

石
、

石英

为主

一斑

黔﹃
多

石

斑状花岗岩

边部相

⋯么
只石带结

花岗闪长岩

二长岩

闪长岩

浅灰色

灰白色

黑灰鱼

⋯细粒结构
·

致密
·

斑晶不明显
·

无

大钾长石斑晶

正长石
、

奥长石

、
有灰白色斜长

斑晶
,

具反环

构造及无斑晶

、 ’ ’ 、 、 增 多 增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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鳍石英

多乍吕红柱石

氏矛 划
‘。

·

育。

丈冲 儿
‘ 一

’止、

,’’’
二

。 ,

、
二介

⋯
石沈卜

幻
卜戈坛 飞

了 、,

升

图

一
、

二
、

三大井斑状花岗岩

与围岩同化混染作用实例

一 。一 三元系相图 郎金和米尔文

表

坑坑坑 中中 地地 同 化 带带 镁夕 牙岩带或或

口口口 段段 点点 厚 度度 矿 化 情 况况
米

无 矿 化化

镁镁镁镁镁镁镁镁镁镁镁镁镁 夕
一

仁君
,

米米

,, ,

,, ,,

米米

,, ,,

无 矿 化化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夕
一

寺之装 。。

米破碎碎

””” 。

米米

镁镁镁镁镁镁镁镁镁镁镁镁镁夕卡粉 矿化 米米

,, ,, 二二二

,, ,,,

,

,, ,, ” 。米米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万一厂面若瘫丛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艺艺
‘

一 一

芜
一 。于

一

‘艺一触

无 矿 化化,,

诀夕卡岩
,

矿化 。米米

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岩接触触,, ,,

,, ,

镁夕 万岩 。米米

。

米米的的的

”””

随着温度的逐渐下降
,

镁橄榄石不稳定
,

而与熔融状态的 发 生 反 应 , 并形成
。

与此同时
,

由于
、 、

的大量存在
,

也就形成了普通辉石
、

透辉石

类犷物 —此即辉石
、

透辉石 的矿物分带
。

在

上述过程中
,

由于温度的一再下降
,

矿物不

断晶出
,

粘滞的残余组分活动性大大降低
,

在近岩浆一侧
, 铁

、

镁
、

钙得不到补充
,

上

述夕卡岩矿物就不再产生
, ,

而残余的 。、

、

混染了岩浆
,

形成富钙矿物及 暗色

铁镁矿物
,

促使岩浆趋向偏基性
,

形成了边

部相的花岗闪长岩
。

同理
,

在近围岩一侧
,

由于
、

八 】 ,

得不到补充
,

浓 度不断

下降
,

残余的
、

入 混染了大 理 兴
,

形成

了斑花大理岩带
。

由此可见 镁橄榄石磁铁矿带与辉石透

辉石带
‘

是同化的结果
,

而边部相花岗闪 长岩

与斑花大理岩带则是混染的产物
。

同化混染现象在

由表
、

中的一些统

岩体与围岩同化混染作用的强度及其

位置 的深浅和接触面形态有关
,

即深部比浅

部
、

凹部比凸部 或平直处 易于优先聚集

热量
,

利于同化混染的发育
,

可见构造条件

是同化混染强度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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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岩与不同围岩的同化程度 表

理 岩

较大凹带 岩 技

、 米 米

弓“ 米 较 小

角岩接触

、 米

无

同化为主 昆染为主

灰白色
、

有斑状结

构
,

斜长石斑晶为

主
,

暗色 矿 物 增

多
,

石英
、

正 长

石
、

奥长石
‘

成少

来说明
。

后者表现在岩体与黑云母角岩 两

种硅酸盐 的同化现象上
。

两者接触时
,

均

表现为接触面产状由陡变缓
,

或岩体伸入围

岩之中
,

这里除构造条件外
,

不能否认它们

之间的熔蚀侵蚀现象
。

但因化学成分极为相

近 ,

故其产物组合简单
, 只驱使岩体变得较

为扶性
,

而不能产生一整套镁夕卡岩矿物组

合
,

故不易引起直观的重视
。

,

就岩休本身来说
,

硅酸饱和程度及挥

发分含量的多少
,

对同化作用也有明显的影

响
。

因为它实质上加剧了岩体与围岩化学成

分的差异
,

和起了加强剂 的作用
。

本区花 岗
‘

岩与斑状花岗岩查氏数位计算表明
,

后者的

值较前者高 , 因此
, 后者在实际上所 控制

同化混染作用的强烈程度
,

决定了同

化混染带的厚度及其规模
。

同化作 用 愈 强

烈 , 则同化带规模愈大
,

所以镁夕卡岩体的

规模也愈大
。

同化混染现象的明显与否
,

取决于岩

体与围岩化学成分的差异性
。

两 者 差 异愈

大
,

同化混染带矿物组合愈复杂
,

同化现象

亦明显
。

反之
,

则同化带矿物组合简单
,

同

化混染现象也就不易察觉
。

前者可以岩体与

白云石大理岩同化产生的一系列镁夕卡岩带

的镁夕卡岩体
,

也远远超过了前者
。

五
、

同化混染作用的找矿意义

据矿区已采出的 个矿休的统计
,

含铜

磁铁镁夕卡岩类型的矿石量占全区总矿石量

的 而磁铁镁夕卡岩的面积
,

占全区

铜 铁矿化总面积的
,

这两点巳充分说明

了铜
、

铁矿化与镁夕卡岩的密切关系
。

因此
,

除镁夕卡岩外
,

边部相斑状花岗

岩 花岗闪 长岩 与斑花大理岩
,

均是找矿

的良好标志
,

此点已为多年的大量实践所反

复证实
。

且‘‘‘,‘苦,,叭‘‘巴
一︷直咪一光⋯业庄︸心汰

,﹃,,叭获眯一
︸

一整一喊继心咪汗
一

肋她撇绝肤蹄
︸

洲澳一
“

一平一叼一加司城秋一嘿翻讹初湘川阮一

︷
﹄

一护一沙或︷同︷灰纪次舒翻扭不一

旨
、

办一近岩一式艺愁
﹄

乞节
、

一度嵌笔一防自净讹围叙堪一扩一勒咔度一彩眼汤勿孰摊︸
、

咚一鸿夕一染带成犯、

盆嚼︸
,

伞
、

一滞免一娜倡枷娜
从

、

色
、

一副诚厚︷叱同矿邹卜
洲一炸形一同﹄

卜
旧

国外注意从钦矿中回收杭

杭是最昂贵的稀有金属之一
。

目前国外

杭的年产量大约为几十公斤
。

自然界中一般

没有杭的独立工业矿床
,

其他金属矿中杭的

含量也很低
。

含抗的主要矿物和矿石是黑钨

矿
、

锡石以及铀矿和铝土矿
。

据外刊最近报道
,

在所有类型的工业认

矿床中
,

杭的含量较高
,

其中杭主要富集 在

钦铁矿 克 吨
,

单位下同
、

磁

钦铁矿
、

金红石 一
、

白钦

矿 中
。

钦妮钙钦矿含杭不超过
。

辉岩
、

辉长岩和辉长角闪岩中的钦铁矿以及 由墓性

岩生成的砂矿中的钦铁矿
,

含抗最富
。

有些砂矿和风化 壳 矿 物
,

如 水 错 石

、

铅石
、

独居石
、

磷灰

石
、

斜错石 含杭也很高
,

可能

有回收价值
。

工业上处理钦铁矿精矿可采用

硫酸法和氯化法
。

前者杭富集于水解酸溶液

中 , 后者则残留于熔融物巾
。

考虑到钦铁矿

和金红石的产量较大
,

从中可回收的抗
,

数

量是很可观的
。

据估计
,

如果钦精矿含杭

克 吨的话
,

国外每年可从中回收

吨钒
。

除伉之外
,

钒
、

祖和泥也有实际价值
,

如 钦 铁 矿 含 钒 一
,

白钦矿一
。

用 中子活化分

析测定钦 矿 中 的

抗
,

灵敏度可达
一 “克 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