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铂 的 地 球 化 学

研究火成岩中相 及与其伴生的金属元素

的分布得以 查明
,

在岩浆作 用发展过程 中
,

在每个构造一 岩装旋 回 范围内
,

铂 和 铀聚集

于晚期 的酸性 岩浆分异物 中
,

铜 则集 中在早

期 的基性 岩浆岩内
。

许多情况下
,

弱减性 的

晚期 分异物 中相
、

铜
、

袖的含量增 高
。

在岩

浆演化过程 中
,

可能由 于沉积 岩 如 富含有

机物和硫化物硫 的 页岩
、

拈土和 生物灰 岩

富含相
、

袖和铜而 使 岩装岩 也 富 含 这 些 元

素
。

计算地壳中酸性
、

中性
、

基性和超基性

岩铂
、

抽
、

铜 的克拉 克值
,

分别得 出 铂一
。 , ,

和 克 叱 铂一
, ,

和 克 叱 铜一
, ,

和 克 吨
。

地壳火 成岩相 的平均克拉 克值 为
、

袖 为
,

铜 为 克 叱
。

花岗岩 多 花岗闪

长岩 形 和 闪长岩 形 中的大部分

相赋存在长石 内
, 而 在辉 长岩内则赋存于暗

色矿物 中 多
。

甘岩浆 主要是 离子硅 酸盐熔 浆 相和

伴生金属元素以 及成矿 元素
、

卤素所作的物

理化 学和 热力学分析表明
,

在岩浆过程 中
,

每个元素都具 有严格 固定的迁移能力
。

某一

元素与硅 酸和硅铝 酸骨架
,

即熔 浆的主要构

造情节在能量上 结合得越弱
,

它所具 有的迁

移能 力也越 大
。

以 能量特征和聚集 系数 为基

础拟定的元 素聚集序列是彼此类似 的
。

按照

酸性岩浆岩中运移能 力和聚集趋势增 高 由

左至右 的顺 序
, 元素在聚集系列 中可 以排

成以 下形式 , ” ” 和 ,

和 净 和 , ” ” ” ”
。

根据
一 化学健 的断裂能值 , 相在伴

生金属中处于中间地位 铂和钨比相 的

健能要大 , 但 比匆要小 , 因此 , 在桂酸戴

熔浆中
,

铜比相具 有较低 的运移能 力
,

因而

主 要集中在基性成分的早期 分异物 中
, 而 钨

和袖则有很 高的运移能 力
,

因而 富集于酸性

和 弱碱性 的最晚期 的分异物 中
。

在各种成 因的 内生矿 床 中
,

金属元素的

工业含量与严格 固定 的热液一 交代建造有共

生关 系
。

在相 矿床中
,

相和 伴生 金属的富集与

下列热液一 交代建造有共生 关 系 由早期 的

高温建造到晚期 的低 温建造 长石一 石 英建

造
、

和 , 云英 岩建造
、

和 石 英一 绢 云毋 建造 和

黄铁细 晶岩建造 和
。

岩浆和 构造活动强 烈
,

因而 形成不 同系

列 的火成岩
、

小 侵 入体带
, 以 及深断 裂和 线

形
、

环状构造 的地 区 ,

是寻找相 矿床 的远景

区
。

而 相 矿 化赋存 的有利地 区 ,

多半是构造一

岩浆旋 回 范 围内火 成岩分异明 显 的地 区
,

这

里 生成晚期 的酸性和 弱碱性 岩浆分异物
,

并

有富含铂和 伴生金属的火成岩
、

沉积 岩及 变

质岩存在
。

某一地 区 ,

如果在其范 围内
,

长

石一 石 英
、

云英 岩
、

石 英一绢云毋
、

黄铁细

晶岩建造等热液 交代岩广泛 发育
,

则是相 的

成矿 专属性 的重要标志
。

据苏《金属矿床地质
、

岩石学

和矿物学 一书
,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