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岩成分者 深色
,

可暂称次隐晶岩 , 相
当于流纹岩

、

粗面岩成分者 浅色 , 可暂
称次靠细岩

。

待通过化学分析再准确命名 ,

十 百分含量参加岩石命名

的规定
当矿物成分及 含 量符合基

性次火 岩标准时
, 且 含量在

之间
,

则称碱质基性次火山岩
,

如碱质次辉绿岩
。

当矿物成分及 含量符合中

性次火山岩标准时 ,

且 含量在

时
,
则称碱质中性次火山岩

,
如

碱质次钠长闪长岩
。

由于火山管道中的岩石介于喷出相与

脉状次火山相之间
,

其中熔岩状岩石命名方

法同次火山岩
。

对于含同源或异源角砾
、

熔

岩胶结的次火山岩以相应的熔岩作词根
,

前

加 “次角砾 ” 词头
, 如次角砾安山扮岩

、

次

角砾粗面斑岩等
。

角砾的含量 面统计 在

者参加命名
,

小于 者不参加命名
。

角砾含量大于
,

则称熔岩角砾岩
,

以熔岩胶结物的性质作词头 构 成 岩 石的名

称
, 如流纹质熔岩角砾岩

、

次辉石安山质熔

岩角砾岩等
。

角砾的性质不参加命名
, 只详

细描述
。

火山管道 口 的正常火山碎屑状岩石
,

命

名方法同火山碎屑岩
。

对于产状不清的熔岩状岩石 ,

可能

为熔岩或次火山岩
。

在未搞清产状之前
,

暂

按相似岩石定名
。

如外貌似安山岩
、

闪长扮

岩时 , 可分别暂称安山岩
、

闪长扮岩
。

待产

状确定后
,

再正式命名
。

对于具不同结构的次火山岩组成的

同一岩体
,

它们又属过渡关系
,

该岩体以可

见主要结构出露的岩石命名
。

如陕西眉县罗

峪次石英斑岩体
,

中部粒度较粗
、

斑晶明显 ,

边缘有少许粒度较细
、

斑晶不太明显的次靠
细斑岩

,

此岩体即称之为次石英斑岩
。

斑岩
、

粉岩之区别 具斑状结构的

中基性岩石称扮岩
,

酸
、

碱性岩石称斑岩
。

另外还有一种划分方法
,

主要根据斑晶

成分及其含量
。

以斜长石
、

暗色矿物组成斑

晶的叫斑岩
。

在同种岩石中当长石矿物较多

时 ,

其中以斜长石为主的称扮岩
,

钾长石为

主的称斑岩
。

地质系统全国火山岩地区铁铜矿经验交
流会议曾对次火山岩的命名提出了建议

,

可

供参考
。

宁芜中偏基性次火山岩鉴别特征的初步认识

江 苏冶金地质勘探公 司研 究室 段薇心

宁芜盆地中生代陆相火山岩发育广泛
、

种类繁多
,

其中的一些次火山岩与铁
、

铜等

矿产的生成有密切关系
。

因此
,

正确的鉴别

和认识这种次火山岩就是一项有现实意义的

工作
。

一般认为
,

次火山岩是岩浆的超浅成侵
入体

。

它与火山岩除产状有 别 外
,

具 有同

源矛同时
、

同空间
、

同组分
、

同 外 貌 的特

点
。

根据这个概念
,

判别次火山岩主要应弄

清野外产状
,

并确定是否有相关的火山岩存

在
。

但是
,

在覆盖层厚
、

岩石出露不好的情

况下 , 即使投入一定山地工程
,

也不易弄清

产状及其与熔岩的关系
。

这时
,

如何借助于

室内鉴定来确定次火山岩
,

就成为岩矿工作

的一个重要课题
野外产状是判别次火山岩的重要特征

,

国内已有不少论述 , 本文根据我们在宁芜地

区工作的体会
,

重点讨论室内鉴别特征
。

一 次火山岩结构特征

次火山岩具有多斑
、

细斑
、

碎斑等结构

照片
、 ,

基质结构常具不均匀性和



突变性
,

还会出现一些较特殊的结构
。

本区次火山岩中斑晶含量均大于
,

多者可达 ,

具有明显的多斑特征 ,

而熔岩中斑晶一般少于
。

次火山岩

中斑晶粒度较小
,

本区以最长晶棱计变化范

围在
。

毫米 , 熔岩中斑晶一般大于
毫米 ,

大者可达 一 毫米
。

故次火山岩常

呈细斑结构
。

次火山岩体边缘还常出现碎斑

结构 , 斑晶呈梭角状碎屑
。

好
,

而另一些部位结晶程度不比浅成侵人体

差的现象 对比照片 与
,

与
。

照片 钠长石介辉石闪长粉岩
,

示全晶

质半自形
、

它形晶粒结构
,

似斑状结构
。

吉

山次火山岩
,

原编号 一
,

照片 一 辉石安山粉岩
,

示多斑
、

细斑结

构
。

吉山次火山岩谁原编号 一
,

照片 辉石安山粉岩
,

示玻基多斑结

构‘ 其林山次火山岩
,

原编号 一
,

次火山岩体不同部位基质结晶程度变化

较大 , 同一岩体可兼有玻璃 基 质
、

玻 晶基

质
、

隐晶一显晶基质等多种结构
,

分布亦不

规律
。

如吉山 孔中的辉石闪长份岩玻璃
基质和显晶基质多次交替出现

。

其林山钻孔

岩心出现深部比浅部结晶程度差的现象
,

在

米以下局部见有玻璃基质
。

这种结构的

不均匀性与深成侵入体的相变不同
,

没有由

中心向边部逐渐变细的规律
,

反映了超浅成

条件下次火山岩体内挥发分 含 量 分 布不均

匀 , 导致各部位结晶速度的差异
。

因此经常

可见次火山岩体某些部位结晶程度不比熔岩

照片 辉石闪长岩 , 示全晶质不等粒半自
形结构

。

其林山次火山岩
,

原编号 一
,

在其林山辉石闪长岩中出现一种富含斑

晶 总量达 以上 的玻基多斑结构 见

照片
。

这种结构由粒度 毫米的

自形
一

半自形板 条 状斜长石近于交织状分布

而成
, 长石粒间有时为玻璃基质

,
有时为气

孔或杏仁体 杏仁体的形态就是长石间隙的

形态 ,
其外壁就是长石晶面

。

在岩体内这种

较特殊的结构与全晶质半自形结构有逐渐过

渡的现象 见照片
。

在一般情况下
,

熔

岩中的斑晶含量少于基质的含盘
。

可以认为
,

上述结构的出现反映岩浆曾
经历了不稳定的突变结晶环境

。

当岩石中形

成大最细粒半自形
一

自形长石的时 候
,
表明

岩浆经历着比较稳定的缓慢冷却过程
,
相当

于浅成结晶环境
。

随着岩浆向超浅部位的侵

人
,

稳走条件遭到突然破坏
,

残留在长石粒
间中的熔浆迅速冷却

,

不及结晶而呈玻璃产

一 一



出 , 富含挥发分的某些部位
,

由于挥发分的

迅速逸出
,

形成气孔
。

这种反映岩浆结晶过

程中环境不稳定
、

具突变特征的结构
,

我们

暂称之为 “ 特殊突变性结构 ” ,

即斑晶远远

多于基质的似间隙或间孔结构
。

迄今为止 ,

这种结构还仅见于次火山岩中
,

似可作为一

个鉴别特征
。

二 次火山岩的矿物特征

次火山岩与熔岩的矿物成分比较相似 ,

但在基质矿物中前者可出现挥 发 分 的 矿物
如角闪石

、

黑云母等
。

在不出现上述两

种矿物时
,

可参考斜长石的有序度及氧化铁

含 比
,

作为区分两类岩石的辅助标志
。

本
区次火山岩中斜长石的有序度为 。 ,

而熔岩中一般小于 , 次火山岩中 。

为
,

熔岩中为
。

此外
,
熔岩中

还常出现高温淬火矿物
, 如透 长 石

、

鳞 石

英
、

白榴石等
。

照片 蚀变又代型囚长君质用称君 , 不
可拼合的角砾状构造

。

胶结物为磁铁矿
、

怕长

石
、

钠柱石等
。

吉山次火山岩
,

手标本

三 “次火山角砾岩 , 的特征及其与矿

化之关系

宁芜地区与成矿有关的次火山岩体经常
伴生有角砾岩

,

其貌似火山角砾岩而成因木
同

。

这是一套与次火山活动直接有关
、

成因

及空间上与次火山岩紧密伴生
、

形态上呈面

形分布的角砾岩
。

按照次火山角砾岩的形成

条件可以分为四种

隐蔽爆发角砾岩 角砾成分较单一 ,

颗胶为被炸碎岩石本身
,

呈棱角状
,

殊
,
粉末状岩屑 岩粉 较多

。

粉或次生热液矿物 如氧化铁
、

酸盐
、

石英等 照片
。

磁铁矿
、

碳

了声

洲民厅 肠献润踌勺吸 八找子万皿用 妈习‘孑万 , 刁、

角砾一碎屑状结构
,

大小角砾均为闪长岩
,

黑色为载化铁
。

其林山次火山岩
,

这种角砾岩是次火山岩浆在近地表封闭

条件下
,

处于高温低压状态
,

熔浆中挥发分
急剧熔离

,

气液逸出
,

产生 巨大爆炸力
,

将
岩石炸成碎块堆积成岩

。

产于其林山
、

凤凰

山等地的次火山岩中
。

震碎角砾岩 性 变交代角砾岩 角砾

呈不规则之多边形
, 被交代后呈次棱角状或

次圆状
。

成分单一 ,

砾度不等
。

胶结物为热

液 气成 矿物
,

如绿泥石
、

阳起石
、

钠柱
石等

,

并常有磁铁矿
。

角砾一般无位移 , 可
以拼合

,

局部见错位现象 照片
。

这种角砾岩系潜在裂隙发育的岩体受间

接爆炸力之影响震裂胶结而成
。

岩体距爆炸
中心有一定距离

,

受力后裂隙扩张并为一些

气成热液蚀变矿物充填胶结
。

吉山地区有这

种角砾岩
,

角砾为辉石闪长扮岩
,

胶结物为

钠长石
、

绿泥石
、

钠柱石及磁铁矿等
。

顶部塌陷角砾 岩 角砾棱角清晰
,
大

小不一
,

分布杂乱 , 角砾间隙大
,

并为粗晶
阳起石

、

磷灰石
、

磁铁矿等充填
,

晶洞较发

育
。

角砾成分简单
, 为次火山岩本身

, 受矿

液充填胶结 , 可构成角砾状富矿石
。

这种角砾岩是地下浅部次火山岩浆顶部
边缘冷缩后

,

外缘凝固
、

硬壳脱陷而成
。

凹

山的部分角砾岩即属此类
。

侵入角砾岩 角砾成分复杂 , 形态
、

大小不一
, 分布无规律

,

被次火山岩胶结
。

这种角砾岩系次火山岩浆侵人过程中携带了

围岩角砾冷却固结而成
,

通常分布于岩体边

部或前缘
。

这四种角砾岩的形成与分布都与次火山
岩浆活动密切相关 , 多呈 面 型 分 布 如吉

一 一



山
、

凹山等地
。

而构造角砾岩是沿构造线

分布
,

前者不具与位移方向一致的磨碎物及

假层理
。

本区次火山角砾岩多与铁矿体伴生
,

磁

铁矿充填于角砾间隙中
,

构成脉状
、

角砾状

或块状矿石
。

衬成矿方式与矿液性 质的认识

矿体是以充填方式形成的 , 野外观察
表明

,

磁铁矿脉 及磁铁矿
一

磷灰石脉 沿岩
石裂隙充填

,

岩石角砾与铁矿石界线清楚
,

矿脉与脉壁间不见交代现象
。

矿液系次火山岩浆自身分异的产物
,

矿液成分简单
,

含矿浓度较高
。

矿石结构多

呈半自形晶粒
、

似斑或聚斑状结构
,

八面体

晶形的磁铁矿嵌布于脉石或更细的磁铁矿基

质中
。

由此可以推断磁铁矿是从熔浆或溶液

中直接晶出的
。

与磁铁矿共生的脉石矿物成

分简单
,

含量较少 主要是 磷 灰 石
、

碳酸

盐
、

透辉石及极少量的长石
、

石英
, 反映

了矿液成分及浓度
。

费尔波茨实验 认为
,

在一定条 件下
,

闪长岩
、

磷灰石和磁铁矿共熔后
,

形成两种

不混熔的熔找
,

即磁铁矿
一
磷 灰 石熔浆和闪

长岩熔浆
。

着磷灰石含量达
,

则可形成

三种不混熔的液体
, 即富含磷灰石的液体

、

磁铁矿
一

磷 灰 石熔浆和硅酸盐熔浆
。

这个实

验表明 相当于中
一

基 性 成分的岩浆
,

在一

定条件下可分馏出与硅酸盐不混熔的磁铁矿
, 磷 灰 石熔浆 , 当其运移到适当的空间 如
“次火山岩角砾岩 ” 带

, 充填冷凝即可形

成矿体
。

组分简单
、

浓度高 的 矿 液 或 称 “矿

浆” ,

以充填为主要方式形成矿体
,

是

次火山岩成矿的特征之一 , 也是本区次火山

岩的一个特征
。

四 次火山岩体与脉岩的尖系

本区次火山岩体中未见煌斑岩脉
、

细晶

岩脉穿插
。

一般认为
,

这两种脉岩是浅成条

件下侵入体熔离或分异作用的同源产物
。

在

超浅成条件下形成的次火山岩
, 由于岩浆迅

速冷却
,

分异作用差
,

形成这两类脉 岩的 可

能性极小
。

同样
,

次火山岩与钙质 习岩 习的

同化混染作用也不发育
,

其中的田岩捕虏休

基本上保留了原始结构构造及外貌
。

五 结语

次火山岩是近地表 约 一 公里

岩浆活动的产物
。

这种超浅成条件下的岩浆

活动
,

兼有侵入和爆发作用
,

反映在岩休产

状
、

岩石结构及其与围岩的关系等方面
。

爆发作用形成一套 “次火山角砾岩 ” 。

“次火山角砾岩 ” 的命名
,

按成因冠 以相应

的岩体名称
,

如凤凰山的次火山角栋岩称为
“ 隐爆辉石闪长岩质角砾岩 ” ,

以 , 火山角

砾岩相区别
。

爆发作用的机理是 在近地 友低压条件

下 ,

熔浆的外界热力学条件迅速改变
,

内部

物质状态发生突变
,

过热液体迅速 洲匕
,

挥

发分以沸腾方式逸出
,

释放出巨大 的能 准而

引起爆 发
。

马 尔辛宁
’

计

算
,

熔浆中含有。 重量以上 的水 时
,

爆

发能量为 火 沪 尔格
, 相当于 抛 出 平

方公里的碎屑物所需灼能量
。

实际上
,

熔浆

的含水量远比此多
,

所以
,

当熔浆侵入到超

浅部位时
,

爆发作用乃是不可避免的
。

次火山角砾岩的确定
,

一

可为鉴别次火

山岩提供依据
。

但要注意区别火 角砾岩与

次火山角砾岩
。

在近地表的封闭杀件下
,

熔浆中的含
矿挥发分可利用有利的储矿空间 —次火山

角砾岩带或接触带
,

沉淀成矿
。

宁芜地区次

火山岩体
、 “

次火山角砾岩
”

及矿体在空间上

常紧密伴生
,

时间上有连续性
,

成因联系密

切
。 “次火山角砾岩 ” 的发现

,

可为进一步

寻找矿体提供线索
。

见华东地质研究所编《 国外地质 科技资料选集 》 ,

第六

集 , 年 月
。

份骨见华东地质 研究所编《 国外地质科技资料选染 》,

第

五集
,

年 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