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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构造环境下形成的花岗岩侵入体和内生矿化的特征

侵入体的形成过程
,

与产生侵入体的介质的动力学有很大关系
。

围岩的动力学
,

不仅影响到侵入体的形态及各种脉岩的侵入和分布特征
,

而且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着伟晶岩的存在和特点以及各种热液矿脉的赋存规律
,

同时它对侵入休的围岩中各

种新生地质体的发育也有影响
。

构造作用强度的差异
,

决定着侵入体体系的封闭程度及其发育的独立程度
。

独 立 的 环

境
,

是平静构造条件下形成的侵入体所固有的
。

在围岩剧烈运动时生成的侵入体中 , 独立过

程有很大改变并被掩盖
。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 , 在内因影响下或在外部条件 首先是构造条件 作用于侵入体的过

程中形成的侵入体的差异
,

但却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侵入体特征的外部条件 主要是裂隙
,

而对其产生机理则研究不够
。

对于诸如岩浆岩体的热收缩
,

含矿流体的分离等重要过程
,

实
际上都未曾涉及

,

至于侵入体对围岩中裂隙构造发育的影响以及矿化与裂隙的关系等成因方

面的问题 ,

也只作过一些极粗略的探讨
。

平 构造环境中形成的住入休 侵入体内部和围岩当中出现大量 “
自由 ” 空间

,

结果产

近年来
,

苏联生产了三种合成聚晶体

即人造金刚石 型聚晶
、

以金刚石粉为基

础的 型聚晶
、

以金刚石与立方氮化硼粉

混合物为基础的 型 聚 晶
。

用 聚

晶镶制的 型钻头
,

于 年 投产
, 至

年月产量达 个
。

据说
,

这种钻头的钻进性能不次于成批生产的天然

金川石钻头
。

最近苏刊报道
,

用 型 聚 晶

镶制的 型 钻 头业已研制成功
。

型

聚晶具有较高的耐磨性和耐 热 性
。

用 型

聚晶镶制成的 型钻头适用于顶 级

研磨性岩石
。

室内与生产试验结果表明
,

其主

要技术经济指标在某些情况下可超过同类型

成批生产的天然金刚石钻头
。

钻头进尺提高

了 倍
,

机 械 钻 速提高
, 回

次进尺增加
。

这种钻头 」前正投入

成批生产
。

另外
,

苏联还研制成用立方氮化

硼 镶制的月 型钻头
。

在租

级岩石中试钻结果表明
,

机械钻速比成批生

产的天然金刚石钻头高 倍
。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 ,
瑞典新型高速硬

合金钻头的使用
,

扩大了现有硬合金钻头的

钻进范围
,

大有取代普通硬合金钻头和表镶

天然金刚石钻头的趋势
。

苏联则致 力 于 人

造金刚石与其它超硬材料的研制
。

最 近 研
制成功并投产的 型钻头

,

有 可 能 逐

步取代已经成批生产的天然金刚石 钻 头
。

瑞典和苏联在新型钻头方面的发展 动向值得

探讨
。

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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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备种位移和空洞
,

流体发生运移
,

并形成各种矿体 包括有工业价值的矿体
, 由此而引

起侵入体的热收缩
。

这是侵入体独立发育的最重要的过程
。

由于热收缩是贯穿于侵入体形成

的整个时期 从液态的岩浆
、

岩浆的结晶到固态岩石的冷凝
,

则热收缩的所有表现也是在

上述各个时期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

并且依次有规律地发生更替
。

但平静环境下的花岗岩侵

入体的典型特征
,

还在侵入岩浆开始冷凝
、

体积缩小之前即在侵入的当时 已经出现
。

因此
,

我们将从岩浆岩体发育的最早期开始叙述
。

佳 入体内的过程 所述侵入体的形态较简单
,

以岩盖状
、

弯窿状为代表
。

这种侵入体通常

产生子区域发展的造山晚期和造山期后
,

即向地台条件过渡的时期
。

该过程在浅部和中等深

度下 公里 在能量上是最有利的
。

同化过程和混染作用不发育
,

大量捕虏体不具代表

性
,

混染边缘相较罕见
。

深部岩脉也较少
。

囊状伟晶岩常见
,

主要发育于侵入体的上部
。

在

侵入体的垂直剖面上
,

见有侵入体的成层分布现象
。

侵入体内部的熔浆贯入体
,

常形成近于平行的成层排列的层状和蘑菇状附加侵入体或早

期的脉状花岗岩体
。

这些岩体也仅分布于花岗岩侵入体的上部
。

如果裂隙不与侵入体内部尚未固结部分的熔浆连通
,

则它们就可能被已固结岩浆的颗粒
间中残留的残余熔浆所充填

。

在此情况下
,

就产生脉状伟晶岩
,

同样产于侵入体弯状突起的

顶部地段
。

上述裂隙和矿体
,

几乎在所有前述侵入体中均有发育
。

此时
,

依据侵入体或其个别地段
生成的局部条件以及岩浆的原始成分 , 同一类型的裂隙和矿体可能要比其他类型古优势

。

岩浆期后 热液 矿床也常常利用花岗岩晕入体弯状突起内部的缓倾裂隙
。

这些裂隙通

常被石英 有时含锡石和黑钨矿等 充填
。

较早期的囊状伟晶岩和层状脉岩贯入体
,

也同样

是一上一下地成层产出
,

但只是对侵入体弯状突起的最顶部才是典型的、 裂隙一般都不延续

到弯窿以外
,

而在边缘硬化带附近就尖灭
。

在平静构造环境下冷凝的侵入体中
,

含有热液充填的裂隙的数 目
,

总地说来不 是 很 大

的
。

但近于水平的枕状节理裂隙却广泛发育
,

并且延伸 也 稳 定 图 和 的
、 、 、 、

、 、 、 。

洲

区习, 至 暮巨习 三习‘

图 额尔齐斯挤压带和 乌斯奇一卡缅诺哥尔斯克西北部卡尔宾杂岩体花岗岩侵人体的形态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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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马 花岗岩侵人体的形态

,

侵入体内部和围岩中的裂隙及各种矿体
,

其生成是较平静构造环境
下的侵入体独立发育过程造成的

、 、 、 、 、 、 、 、 、 、 、 。

构造活化 条 件
丫

·

‘

下生成的侵人体所特有的侵入体的形态
、

裂隙和矿体
、 、 。 、 、 、

主一火山沉积岩
、

灰岩 一不同成分和时代的花岗岩 一脉状花岗岩 一与花岗岩体无成因关系的不

同成分的岩脉 一伟晶岩 一矿脉
、

交代脉和另外形状的矿体 了一云英岩化 一节理裂隙 和断裂



侵 入体周 围空间的过程 由于没有构造运动作用于正在形成中的侵入体
,

使得独立过程

在围岩中也得以发展
。

下面所谈的仅是岩浆岩体热收缩所造成的一些新生地质体
。

由于热收缩的结果
,

侵入体上面覆盖的岩石发生沉降
, 同时在有利条件下在上覆岩层中

产生特殊的
、

相当有规律的附加构造
。

在侵入体的上方
,

形成夸形的裂隙带
。

这些裂隙带
,

从侵入体表面开始
,

离心式地逐渐离开侵入体
,

是周期性地发生的
。

弯窿以其陡倾的端部与

岩浆岩体连通
。

但越是向上
,

其产状越变得近于水平
,

并失去了与侵入休的联系
。

在规模不

大或中等的侵入体上方
,

裂隙带的发育幅度可以达到几公里
。

这种侵入体上方的特殊构造的
,

发育
,

对覆于侵入体之 上的岩石中各种矿 化的产生起着重要作用
。

现将其中重要者 简 介 如
一 。

来自
·

岩体内部的岩浆 附加侵入体
、

脉体
,

常侵入到侵入体上部接触带平面
。

但由于

特殊的裂隙体系是在侵入体上方和更上部形成的
,

所以它们也能够容有岩浆贯入体
。

著名的

环状侵入体和岩脉
,

就是该过程的一个结果
。

当然
,

此类岩体对粘性小的 如基性的 岩

浆更有代表性
。

就是涉及到花岗岩岩体
,

这也是一种较常见的现象
,

尽管常常是以片断的形

式出现 图
、 、 、 、 。

一

随着侵入体上部结晶硬壳的坚固程度增加
,

侵入体上部裂隙带被岩浆岩贯入体充填的可

能性减小
。

从而开始了裂隙带被矿物充填的一个时期
,

这是由较晚期的流体如热依造成的
。

由子裂隙是依次产生的
,

相对于侵入体是离心式排列的
,

所以最初的热液体是在侵入体附近

生成的
,

常常是直接产在接触带平面么 这种热液体有时是大的石英透镜体 , 在花岗岩侵入

体弯形突起的最顶部伴随有云英岩 图
、 、 。

有时则在花岗岩弯窿面上形成块状的

石英 “ 外套 ” 图
。

稍后
,

在位置更高的侵入体上部裂隙带中
,

产生了热液脉体
。

在有利条件下 ,

这些脉体

和环状岩脉一样
,

也能形成特殊的矿层和透镜体
。

再晚
,

在其上方产生与前述类似的其他弯

形裂隙体系和矿体 图
、 、 、 、 。

因为形成时间最早并靠近侵入体的裂隙带是与岩浆岩体连通的
,

所以它们被基本上是侵

入体产生的流体所形成的矿物充填
,

这在矿体的成分上总能得到反映
。

例如
,

与此种侵入休

有关的 , 其中就有弯窿之上广泛发育的云英岩体
,

锡
、

钨
、

铝矿床 这些元素都是被花岗岩

岩浆带进的
。

离侵入体越远
,

裂隙带与它的联系就越小
。

内生的溶液也失去了沿裂隙带渗

透的可能性
。

这就是在侵入体上方各带的顶部几乎不存在上述矿床的原因之一
。

上筱岩石的特殊陷落构造的发育特点
,

造成了此类侵入体附近同一类型的矿化 分 带 现

象
。

这种分带是距离岩浆岩体越来越远的裂隙带逐渐产生所造成的
。

更晚期的
、

成分完全不

同的内生溶液
,

相应地进入更远的构造 “ 圈闭 ” 。

其结果
,

在这种侵入体的附近
,

就能见到矿体和矿床分布的相当清晰的重复出 现 的 情

况
。

正如前述
,

在侵入体附近是纯 “ 花岗岩 ” 型的钨
、

锡矿
,

稍远为钥矿
,

再远为铜
、

铅
、

锌矿等
。

在后者的组成中
,

看来围岩的组分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

与上述侵入体有关的矿床中
,

矿化阶段的出现是有规律的
,

而且有时是同类型的
。

在侵

入体上部岩层周期性的多次陷落以及与侵入体的冷凝同时发生的裂隙的恢复过程中
,

含有高

温矿物的较早期的细脉被晚期的低温矿物代替
。

以上就是形成于平静构造环境下的淡色花岗岩侵入体独立发育的概略情况
。

它有助于我

们预测矿化的富集部位
。

据 人。 ” ,

在弯斑的垂直剖面上形成的岩浆岩体
,

称之为环状侵人休



区城发展的构造活化期生成的任入体 如果说在比较平静的构造环境下冷凝的侵入体中

是独立过程占优势的话
,

那么在围岩强烈运动条件下生成的侵入体中
,

除了大规模地出现岩
浆岩体的独立发育之外

,
也发生由于旁俪运动作用于岩体而引起的某些过程

。

构造作用能够

明显地改变甚至几乎完全掩盖独立过程
。

所以总体上岩浆岩体的生成情况与前述情况是不同

的
。

由于区域构造运 动无论是冲击力量还是应力场都是极不相同的
,

所以侵入体的发育也就

无规律可循
。

侵 入体 内的过程 在侵入到大型活化断裂带的情 况下
,

由于侵入通道具线形特征
,

仗八

体常呈延长状
。

侵入体的特点是 接触带的形态复杂
,

有大量类似于省休的走向很长的陡倾

岩枝 , 后者侵入到由断裂派生的断裂中
。

值得指出的是
,

在这个时期
,

不存在使 巳经侵入 上

来的侵入体的形状和状态得以保持的条件
,

这些侵入休被破碎
,

被改变
,

但尚未 固结
,

这就

使得其形成的总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

但侵入体形成的复杂程度及形态是不同的
,

因为构造作用的强度
,

侵入通道的形态等是各

异的
。

例如
,

如果岩浆岩体直接侵入断裂带
,

它便为拉长状
。

在离开断裂的某侧侵入的同一

岩体的附属岩枝或杂岩体的独立岩体 那里的环境较为稳定
,

则可能是圆形的 图
。

所述侵入体有时呈弯窿状
。

但既便是它也形成弯窿状突起的话
,

那也远不及平静构造环

境下那么发育
。

这种突起通常被大量陡倾裂隙分割
,

沿裂隙有许多岩枝及岩脉侵入
。

这方面

的实例示于图
、 、 , 、 、

组成侵入体的岩石
,

常常 但不一定都是 具有斑杂的成分和结构
、

构造特征
,

证 明有

过较强烈的词化
、

混染作用
。

在许多情况下
,

侵入体含有大量围岩和更深部岩石的捕虏体
。

这种岩体的组成
,

一般比前述造山晚期和造山期后侵入体更偏暗 色
。

尽管暗色花岗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其淡色变种有规律的代替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

但

原因之一可能是岩浆的混染作用和围岩被岩浆的同化作用逐渐减弱
。

而这本身又与构造
一

岩浆

旋回期间构造运动的逐渐衰减有关
。

上述侵入体有时具有带状构造
,

表现在最暗色岩石广阔

的同心带沿着岩体的周边分布
。

而捕虏体也常产于边缘地段
。

如果说平静构造环境下生成的侵入体中
,

岩浆岩熔浆外来的即从较深的层位侵入的情况

较少见的话
,

则构造活动条件下的侵入体中却极为常见
。

这常是一些成分各不相同的岩脉如

辉绿岩
、

闪
一

长岩
,

可能是从深部另外的来源侵入到巳固结的侵入体中
,

而不是与侵入体同源

的

一般认为
,

深部岩脉是在花岗岩侵入体及其脉岩生成之后侵入 的
。

但作者对一些地区的

研究表明
,

深部岩脉 独立的小侵入体 是在断裂生存的整个期 形成的
,

而与花岗岩岩浆

作用可能并无直接关京
。

我们所发现的岩脉
,

有的是在大型花岗岩侵入体生成之前侵入 的 ,

也有的是在其生成期或其后侵入的
。

看来也有可能是同时侵入的
,

但直接的地质关系尚难以

确定

岩脉呈穿过侵入体的带分布
, 依据容有岩脉的断裂的不同情况

,

可延展几
一 一

乃至几百公

里
。 一

各带范围内
,

岩脉常多次侵入到同一裂隙中
。

在活动环境下生成的侵入体中
,

一般不生成圆囊状的典型汽泡伟晶岩
,

这是一条规律
。

因为产生这种伟晶岩必须平静的环境
,

侵入体内部要与外部构造作用隔绝
。

构造活动条件下生成的侵入体中
,

伟晶岩通常为长条状的异离体甚至岩脉
。

异 离体常是

暗色成分的 如以黑云母为主 和淡色的石英
一

长石成分
。

我们认为
,

淡色的伟晶岩异离体最

初可能是由于收缩而产生的
,

这与平静构造环境下生成的侵入体中的连状和脉状伟晶岩的情
·

况一致
。

但构造运动作用于伟晶岩的独立发育 , 因此其后来的形成机理发生了变化 它们具



‘、,

一

有弯曲的和阶梯形状
,

并常常过渡到典型的脉状体
。

由此而使异离体相互穿插
。

异离体状的伟晶岩
,

一般没有平静构造环境下生成的侵入体中伟晶岩所特有的那种明显

的环状构造
。

其中
,

发育完好的
、

特别是壁上有大型晶体的等轴状伟晶岩洞也是难 以 产 生

的
。

由于没有岩洞 ,
有时热液矿化阶段就得以发育

。

构造运动给文象结构和与其类似构造的

形成造成了困难
,

而条带状构造却得以发育
。

条带沿异离体的长轴排列
,

与容有正结晶的熔

浆的运动总方向是一致的
。

条带经常被含氢氧化物的矿物 主要是云母 所重复
。

在钩造活化带的侵入体中
,

也不形成近于平行的
、

成层排列 的层状和蘑菇状附加侵入体

及脉状体
,

即从母岩体内部侵入到育窿内部收缩裂隙和重力剥落裂隙中的熔浆贯入体
。

这也

是由于不具备侵入体独立发育条件而造成的
。

陡倾
、

斜切和走向稳定的岩脉是此类侵入体的

特点
。

但典型的岩脉是在侵入体形成的晚期即侵入体上部和边部已有足够厚大的固体 岩 石 壳

后才产生的
。 ‘ ’

而构造运动则可以在岩浆侵入开始后的任一时间作用于侵入体
。

显然
, 只要岩

浆还处于正常的液态 ,
侵入体内部的典型脉状体就不会产生

。

但从岩浆具有了非牛顿液体性

质时起
,

它即可对连续断裂产生的动力脉冲起反应 , 从而产生所谓 “ 热 ” 裂隙
。

这种裂隙的

形状常是离奇古怪的
,

并常在重复的构造运动中改变形状
。

所有上述原因 ,

便造成了在与构造活化有关的侵入体中
,

除直线形的岩脉侵入体外 , 。还
出现极不规则的岩浆岩体

。

实际上
,

从侵入体外接触带那怕是产虫不大的硬化壳时开始
,

’

在

已凝固的侵入体中就能见到这些贯入体
。

运动时
,

此硬化壳被破碎成大小不等的碎块 , 后在

原地被成分相同的岩浆胶结
。

结果就产生了并非局部的接触界线清楚的岩体
,

而是产生被称

之为火成角砾岩的岩体
。

这种角砾岩在上述侵入体范围内分布十分广泛
。

在俊入体生成的不同时期产生的岩浆岩体的许多断裂
,

使围岩具有高度的活性
,

’

这对岩

浆流体的分离和运移到侵入体以外的过程
,

有很大影响
。

如所周知
,

从正在冷凝的结晶体中运移出来的诸如热液和气体这样的活动相
,

沿整个岩

体所产生的数量不是很大的
。

这不仅在地质体上可以观察到
,

而且在工厂和实验室条件下也

能见到
。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 明显数量的内生流体运移到侵入体范围之外

,

绝不是在侵入体

表面的任何一点都能发生
。

为此
,

在所有倩况下都要具备弱化带和断裂
,

这 已是多次得到确

认的事实‘

在产生裂隙的情况下
,

气体分离不是均匀地
、

而是脉冲式地发生的
,

其明显的峰值相当

于裂隙最大开放
、

尤其是瞬息开放的时期
。

这些现象
,

在气体从冷凝和龟裂的火山弹及其他
火山岩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中

,

都能得以确定
。

在生产玻璃时
,

在炽热的熔渣铸物龟 裂 过 程

中
,

也能见到同样情况
。

从这个角度讲
,

构造平静和活化环境下生成的侵入体 , 是处于绝然

不同的条件之下的
。

在平静的独立发育过程中
,

侵入体边缘存在着结晶外壳
,

它使侵入体内部 尤 其 是 守

窿 处于某种封闭状态
。

如前所述
,

许多断裂都未超出此种岩浆岩体范围之外
,

也不是沿整

个侵入体发育
,

而主要是在其上部
。

在这种侵入体中
,

如果跑 公里的路线
,

只能发现单

调重复出现的近于水平的层状节理和同样单调的岩石结构
。

构造活化环境下生成的侵入体
,

情况则较为复杂
。

此时
,

不存在使侵入体外壳隔绝的稳
定外壳

。
,

在有强大的运动作用时
, 侵入体沿任一方向并穿过其整个厚度裂开

。

构造运动可能

接二连三
,

使岩浆岩体的很大一部分都卷进去
,

并大量地被破碎
。

此时 , 运动可在所有时期

从液态到完全冷凝和冷却 都作用于侵入体 , 这种侵入体中各种异离体 , 流痕
、

不同方向

的构造
、

变晶及片理的存在
,

就是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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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体周 卧空间 的过程 在构造活化带的侵入体中

,

必然发生体积的热 收缩过程
,

而且
其值与构造平静环境下生成的侵入体相同

。

与构造平静环境下生成的侵入体相 比 ,

活动带中

的侵入体特别是其上部各带的热收缩过程
,

多数情况下表现得不甚明显
,

更重要的是看不出

规律性
。

其原因是 第一 ,

上覆岩石陷落的独立过程
,

常常完全被较强大的区域构 造 所 掩
盖

,

而且其总的应变情况与岩石平静陷落可能发生的情况也不一致
。

所 以就产生了另一种裂

隙
。

第二
,

在这种情况下
,

岩石的陷落更容易沿 已有的区域断裂进行
。

所以
,

要确定哪些运

动是由于侵入体的独立过程产生的
,

哪些是区域应力造成的
,

几乎是不可能的
。

独立发育的

裂隙与区域裂隙交织在一起
。

但由于区域构造占优势
,

故多数裂隙也有相应的成因
。

这种侵入体与平静环境下生成的

侵入体的区别是
,

裂隙通常是陡倾的
,

在侵入体上方岩层中其发育的垂直幅度几乎是无限制

的和不固定的
,

因而是不能估计的
。

一切都取决于构造脉冲的强度
。

无论是在侵入体本身之

内
,

还是在围岩即侵入体上方的带中 , 裂隙都可以延展很远的距 离
,

而且
,

在侵入体外侧
,

更重要的是在其下部 ,

篡数量也极大
。

侵入体的形态常被大量岩枝和岩脉所复杂化
。

厂
岩枝和岩脉的方向

、

形状
,

在一定程度上

还有走向长度
,

也完全是受断裂的特征约制
。

而由于断裂几乎总是呈线形
,

同时延 长 也 很

远
,

所以侵入体的分枝也形成近于垂直的
、

走向很长的岩脉
。

构造活化带的侵入体
,

其周圃
脉岩的发育晕

, 比平静环境下生成的侵入体要宽广
。

岩脉常构成一束束彼此靠近的 平 行 脉

群
。

一

由于构造脉冲多次复活 , 岩脉群可以 由不同世代 的岩脉组成
。

因为构造运动能够在侵入

体固结的不同时期和任一深度上将其张开
,

所以补给上述各种贯入 体的岩浆就可能从深度不

同的侵入体的各个地段侵入
。

看来这就是下述现象的原 因之一
,

即在岩脉 —侵入体的分枝

当中 , 我们常常发现结构和物质成分都不同的岩石交替系列
,

例如等粒斑状 的花岗岩
、

细晶

岩以及伟晶状的岩脉等等
。

在许多情况下也产生形状复杂的脉状岩体
,

但与本类侵入休有关

的弯形
、

平面上呈环状
、

的特殊侵入体却几乎不见 图
、 、

抓 和担
、 、 。

如果说平静构造环境下生成的侵入体的上部带深部成因的岩脉较少的话
,

则对本类侵入
体却是极其特征的

。
’

这些岩脉在构造断裂中也构成彼此靠近
、

数 目又多的脉群
。

但如果 由花

岗岩侵入体派生的岩枝和岩脉发育于母侵入体附近的话
,

那末深部岩脉就可 以脱离侵入体延

续很大距离 几百公里
。

深部岩脉一般为辉绿岩
、

一

辉绿珍岩和闪长岩
。

如果考虑到所产生的裂隙具有线性特征
一

, 同时又延续到岩浆岩体范围以外很远的地方
,

那末岩体的高度排水性能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 不仅对岩浆贯入体如此 , 对较晚期的成犷溶液

也是如此‘ 这首先决定着围岩中热液矿体的分布和形态
。

在岩体 自身当中
,

并不形成由花 岗

岩体派生的大规模的矿石堆积
。 。

矿液延展很大的距离
,

直至有利的构造
“
圈闭 ” 、

,

一 多金属矿床 包括规模亘大的矿床 多分布于断裂带内
,

而且一般都不在花岗岩中
,

而

是在离侵入体不同距离的围岩中
。

在构造活化环境下形成的花岗岩岩体的侵入体上部带内
,

矿体和矿床的分带
,

与平静环
、

境下生成的侵入体
,

不是同类型的
。

在这里
,

要想确定内生分带的某种规律性、般 是 困 难
的

。

在矿化阶段方面也是如此
。

这与内生矿液弓进到成矿过程没有什么规律有关
,

而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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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由于侵入体和侵入体上带中与侵入体冷凝同时的裂簇章的产生没有一定次序所造成的
。 一

构造运动产生了裂隙
,

裂隙能使侵入体扩展到任一深度
。

裂隙既打开了侵入体的液态地

段
,

也打开了己经固结的地段
,

这些地段以不同的次序分离出成分不同的流体
。

在这种条件

下
, “ 早期的 ” 和高温流体

,

能够在岩浆期后阶段的气体和溶液之后很客易分 离 出 来
。

例

如
,

如果侵入体已大部固结 , 并分离出某些岩浆期后的流体
,

则贯透很深的裂隙就可以打开

侵入体尚未固结或半固结的地段
,

这些地段提供的是另一种流体
,

其中的矿物将晚于较低温
的岩浆期后阶段发生沉淀

,

而且离侵入体也很远
。

值得指出的是 , 在此种情况下
,

有另一种成因的流体木量地与侵入体分离出来的溶液合

并
。

矿化来源问题
,

其中包括深部成因断裂带中的矿化成因问题
,

需要作专门讨论
。

因此
,

这里只指出矿质的几种可能的补充来源 第一
,

一

是很深处的
、

可能是地壳以下的物质
,

从这
个深度上有大量的基性成分的岩脉侵入

,

但必须有大断裂带存在并证明它们与深部有长期的

关系
。

第二
,

是从断裂周围岩石淋滤出来的组分
。 、

卜

幻
·

公 取 对额尔齐斯挤压带一个矿 田的交代作用和成矿作用进行了多年

的研究
,

她确定 在断裂带岩右的淋滤过程中
,

物中的铁
,

是等量齐观的
。

带到上部层位的铁的数量 , 与矿体中含铁矿

以上就是不同活动条件下的花岗岩侵入体生成机理的重要差别
。

但我们所讲的只是岩桨

岩体生成的平静构造条件和活化条件的最典型的例子
。

在真正的自然条件下
, 这些条件和它

们所固有的过程
,

可能是互相重迭的
,

从而使这种侵入体的发育表现出复杂的情况
。

因此
,

侵入体的形成机理 , 与周围介质的动力学有很大关系
。

物理机械作用的差异 ,

览
论在岩浆岩体内部还是侵入体周 围空间

括成矿过程
,

都有影响
。

依据构造作用对形成中的岩浆岩体的强度
,

其中可能是独立发育过

程为主
,

或是侵入体旁侧的区域因素引起的过程为主
。

围岩的动力学
,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侵

入体体系的封闭程度
,

分离强度与扩散距离上
这表现在侵入体与周围介质的物质交换特征上

,

也表现在成矿流体的

了解侵入体的生成规律
, 在很多 清况下能够预测成矿溶液的迁移途径和可能堆积成矿的

构造 “ 圈闭 ” ,

同时可以推断可能存在的矿体的成因
,

以及内生矿床的可能成分及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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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研究方法的

发展方向

最近
,

国外有人提出了矿物研究

方法的发展途径
,

现摘译如下

一
、

各种矿物分析方法首先是光

学方法的自边化
。、

二
、

提高矿物常数瓣定方法的灵

敏度和精度
·

三
、

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

以获得

单矿物的准确参数

四
、

探索和进一步完善在单独颗

粒的局部区域测定矿物的成分
、

结构和物理性质

五
、

研究矿物︵包括细分散矿

物甲的高效分离方法
。

六
、

研究复杂的多金属矿石的物

理和物理化学快速物相分析方法

七
、

进一步完善和研制新的携带

式仪器
·

八
、

尽量使矿物研究在野外地质

队和就近进行
。

九
、

使各种犷物研究方法以及

矿物方法与核物理方法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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