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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两列成矿岩体标型特征

及 成 因 类 型

李逸群

钨矿和朝矿是江西重要的金属矿产
。

钨矿床

主要与燕山期黑云母花岗岩一二云母花岗岩一白

云母花岗岩有密切的时空成生关系 本文称钨列

岩体
。

铜矿床主要与燕山期花岗闪长斑岩一二

长花岗斑岩一斜长花岗斑岩有密切的时空成生关

系 本文称铜列岩体
。

这两列成矿岩体虽然都

或主要 是燕山期小型花岗质侵入体
,

但它们

却有显著的差异
。

主要标型特征

一
、

岩体产出特征 钨矿床多分布在翰南
,

隶属于南岭钨锡成矿带
。

铜矿床多分布在赣北
,

隶属于长江中下游铁铜成矿带
。

钨列岩体与区域性花岗质岩基脉络相联
,

呈

继承发展的亲缘关系
,

它们往往产于岩基周围或

其中
,

呈面型分布
,

由于同时受一定的线性构造

制约
,

因而又有
‘

面中有线 ” 的特点
。

铜 列岩体

常与区域性火山作用有较密切的关系
,

往往分布

于火山盆地的外缘
,

且有些岩体伴有隐蔽爆发角

砾岩
。

它们明显受深断裂带制约
,

在宏观上呈线

型分布
,

多产于两组构造的交汇部位
,

且成群产

出
,

显示出
“

点线交织成片
”

的特点
。

由于侧立机制不同
,

岩体规模及产状形态有

显著差异
。

钨列岩体多为主动式侧立
,

定位深度

较大
,

岩体多为 平方公里左右的岩株
,

有些规

模较小的岩体
,

在深部互相呈指状相连
。

岩体形

态多为岩钟状
,

接触面比较平整
,

在断裂发育部

位局部形成少量的岩枝
。

接触热变质作用较发育
,

常形成较完整的接触热变质圈
。

铜列岩体多为被

动式侧立
,

定位深度较浅
,

岩体多为一平方公里

左右的小岩株
,

多呈上大下小的花瓶状
、

倒喇叭

状或柱状
。

接触面不平整
,

边缘形成许多岩枝
。

接触热变质作用不发育
,

只有少数规模略大或定

位较深的岩体才发育较好的接触热变质带
。

二
、

岩石化学特征 钨 列 岩体 含量

高
,

富含钾
、

钠
,

一般钾高于钠
,

属酸性一超酸

性富碱岩石
。

各种造岩氧化物含量比较稳定
,

变

化率较小
,

离散度较低
。

在标准矿物中
,

石英
、

钾长石及钠长石偏高
,

钙长石偏低
。

铜列 岩 体

硅
、

钾及钠含量较低
,

一般钠 高于钾
,

属中酸

性一弱酸弱碱性岩石
。

各种造岩氧化物含量不稳

定
,

变化率较大
,

离散度较高
。

在标准矿物中
,

石英
、

钾长石
、

钠长石偏低
,

钙长石偏高
。

钨列岩体多属铝过饱和
,

在标准矿物中常出

现刚玉
,

不或很少出现透辉石 在实际矿物中常

出现石榴石
、

白云母等高铝矿物
。

铜列岩体多属

两 列 成 矿 岩 体 岩 石 化 学 成 分 对 比

岩岩体体 岩体体 统计计 主 要 暇 化 物 含 量
“、

类类型型 数数 项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

钨钨钨 〕

列列列列 口
。

〔
。

岩岩岩岩 犷犷
· 。 。 。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铜铜铜
。 。 。 。 。 。

列列列列 口
。 。 。 。 。 。

岩岩岩岩 犷犷
。 。 。 ·

“ ⋯⋯“ ,
·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万 一算术平均值 口 。

一标准差 厂 一变化率
,

犷 二 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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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系列
,

在标准矿物中较多出现透辉石
,

很少

出现刚玉 在实际矿物中
,

基本不出现由岩浆晶

出的石榴石
。

钨 岩体含
、 、 、 、 、 、

、

较高
, , ,

比值多在 以上
。

铜 岩体含
、 、 、 、 、

较高
,

匕
, 、 比值多在 以下

。

三
、

主要造岩矿物特征

长石 钨 列岩体中的钾长石明显多于斜长

石
,

长石斑晶多为钾长石
,

自形程度低
,

且多呈

聚斑晶
。

铜列岩体中斜长石多于钾长石或二者近

等
,

长石斑晶以斜长石为主
,

钾长石斑晶少见
,

在一些岩体中虽产有一些钾长石巨斑晶
,

但多数

认为是交代成因的
。

钨列岩体中的钾长石多为微斜长石
,

格子状

双晶比较发育
,

含 分子较高
,

和 分子较

低
,

三斜度较大
,

均属有序型
。

据西华山等 个

岩体钾长石化学分析结果 平均含 分子
士 ,

分子 士 叭 分子 士

,

平均三斜度为 土 。

铜 列岩体中的

钾长石多为正长石
,

分子偏低
,

含有更多的

和 分子
,

三斜度较小
,

多属过渡型
。

据铜厂等

个岩体费氏台测定结果
,

其平均含 分子

士 叭
、 ,

和 分子为 土 ,

平均三

斜度为 士 。

据中南所报道
,

河

南卢氏一灵宝地区一些斑岩体中的钾长石三斜度

很低
,

多属无序型
,

并出现单斜有序度的透长石

和高正长石
,

具有环带构造 七个岩体中钾长石

分析结果
,

其平均含 分子 士
、

分子

士
、

分子 士 。

铜列岩体中

钾长石的这些特点
,

可能是与成岩定位深度小
、

围压比较低以及高温速冷有关
。

钨列岩体中的斜长石牌号较低
,

多为更钠长

石
,

主要呈基质产出
,

自形程度低
,

有序度比较

大
,

双晶类型比较简单
,

以钠长石双晶为主
。

据西

华山等七个岩体中斜长石 射线粉翻则定结果
,

其平均有序度为 士 。

铜 列岩体中斜长石

牌号较高
,

多为更中长石
,

除呈斑晶产出外
,

也

呈基质产出
。

基质斜长石比斑晶斜长石牌号略低
,

斑晶斜长石 自形程度较高
,

但多熔蚀
,

环带构造

发育
,

以正环带为主
,

且常发育振动正韵律环带
。

有序度比较小
,

双晶类型比较复杂
,

三连晶较多

见
。

据铜厂等七个岩体中斜长石费氏台测定结果
,

其平均有序度为 士

黑云母 铜列岩体中的黑云母斑晶较自形
,

常呈假六方短柱状及塔状等
,

常被熔蚀
,

由于隐

蔽爆发作用或
“
退化沸腾

”

作用的影响
,

常产生
“

岩浆自生碎裂化
”

作用
,

使晶体产生撕裂
、

弯

曲和错断
。

钨列岩体中的黑云母常呈他形叶片状
,

一般不产生
“

岩浆 自生碎裂化
”

作用
。

铜列岩体中的黑云母以高
、 ,

低
、

为特征
,

含镁度 动和含钦度 ‘ 比较大
,

含铁

度 和含铝度
、

较小
,

犬 比值多在

左右
。

钨列岩体中的黑云母以高
、 ,

低
、

为特征
,

其 「和 此较大
,

和 丁

此较小
,

对 比值多在 左右
。

由于其含
‘

和
‘

比

较高
,

就更趋向于由三八面型向二八面型过渡
。

另

外铜列岩体中黑云母的化学成分较稳定
,

主要氧

化物含量变化率较小
,

而钨列岩体中黑云母的主

要氧化物含量变化范围较大
,

变化率较高 表
。

铜列岩体中黑云母的氧化度远小于其岩石的

氧化度
,

仅为其岩石氧化度的 一 左右
,

而

且比较稳定
,

这可能是黑云母形成深度较大及岩

浆原始氧逸度较低的反映
,

可以 作为同种深源物

质的一种判别标志
。

钨列岩体中黑云母的氧化度

变化范围大
,

黑云母氧化度与其岩石氧化度的比

值也很不一致 表
,

这可能 是黑云母形成深

度较小及岩浆原始氧逸度不一致 的反映
,

是成岩

的原始沉积物质不同
,

导致岩浆原始氧逸度差异

所表现的特点
。

铜列岩体中黑云母的微量元素组合相对较简

单
,

以亲硫亲铁元素为主
,

一些亲氧及高温矿化

元素基本不存在
,

显示深源元素组合的一些特点
。

钨列岩体中黑云母的微量元素组合比较复杂
,

钨
、

锡 妮
、

担
、

杭
、

锉
、

忆等元素含量比较高
,

显

示浅源元素组合的一些特点
。

四
、

副矿物特征 钨列岩体中的副矿物组合

较复杂
,

除含有花岗岩中常见的副矿物外
,

一些

稀有
、

稀土元素矿物也普遍存在
,

金属硫化物较

少
,

若金属硫化物含量比较高时
,

则与其伴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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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系 列岩体中燕云母化学成分特点 表

地地地 岩岩

。州州统统统 主 要 氧 化 物 含 量 《 特 征 参 数数 注注

区区区 体
‘‘‘‘‘‘

计
’’’’’’’’’’’’’’’’’’’’’’’’’’’’’’’’’’’’’’’’’’’’’’’’’’’’’’’’’’’’’’’’’

类类类类 岩岩 贫贫项项 】 〕〕 了

型型型型 体体 数数 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江江江 鸽鸽
。 。 。 。 。 。

吸少少
。

〔

西西西 列列列列 口口
。 。 。 。 。

岩岩岩岩岩岩 犷犷
。

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体

切切切切
。 。 。 。

列列列列列列
。 。 。 。

岩岩岩岩岩岩 犷犷
。 。 。

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日日日 性性
。 。 。

据 穆拉卡卡
本本本 铁铁铁 口口

⋯ 米
东东

··

矿矿矿
。 。 。 。

南南南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盆盆盆盆
。 。 。 。 。 。

〔 ,,,

铁铁铁铁铁 口口
。 。 。 。

足二

矿矿矿矿矿 犷犷
。

, 心、‘ , 弓弓
。 。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苏苏苏 性性
。 。 。 。

帕帕
。 。 。

刃 据 「 ” 斯捷捷
联联联 铁铁铁

。 。 。 。 。

《
。

潘诺夫
,

东东
··

矿矿矿 犷犷
。 。 。 。

北北北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盛盛盛盛
。 。 。 。 。 ,,,

铁铁铁铁铁
, 。 。

矿矿矿矿矿
。 。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牙
一

算术平均值 。一标准差 犷一变化率
二 护

‘一含性度
二 ,

, “ 。

“ 。 一氧化率
二 ,

·

。

万 ‘

一含铝度
二 一

「一含钦度
· ‘, 。

十 “

》 含镁度
一

”。

江 西 两 列 成 矿 岩 体 中 邢 云 母 及 岩 石 的 权 化 度 表

岩岩 体 类 型型型 铜 列 岩 体体 钨 列 岩 体体

岩岩 休 名 称称 畜畜 城城 武武 帮帮 辛寸寸 卢卢 西西 姜姜 早早 海海 下下 四四 曾曾
家家家家 门门 山山 彦彦 前前 溪溪 华华 坑坑 叫叫 毖毖 场文文 四四 家家
坞坞坞坞 山山山 坑坑坑 岭岭 山山 里里 山山山 滩滩滩 垅垅

燕燕云母氧化度度
。 。

》
。

吸 峨 】冬孙孙 吸
。

岩岩石权化度度
。 。

〔 魂 《

熟熟云母暇化度度 砚
。

理 吸
。

心卜 《川川

岩岩石暇化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铜矿化也较强
。

铜 列岩体中的副矿物组合较简单
,

一般不超过十种
,

而且以磁铁矿为主
,

金属硫化

物较发育
,

稀有
、

稀土元素矿物基本不存在
,

但

它们的含量较高时
,

往往伴随有钨锡等矿化
。

钨列岩体中的磷主要呈独居石
、

磷忆矿产出
,

磷灰石不发育
,

可能与其含稀土元素较高及含钙

较低有关
。

铜 列岩体中的磷呈磷灰石产出
,

丛本

不含独居石和磷忆矿
。

钨列岩体中含钦虽较低
,

但钦的独立矿物却

较发育
,

钦铁矿分布较普遍
。

铜列岩体含钦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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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但大部分是呈类质同象赋存于黑云母
、

角闪

石和磁铁矿等铁镁矿物中
,

钦铁矿不发育
,

梢石

和金红石虽较普遍
,

但多是由黑云母
、

角闪石等

矿物蚀变而成
。

磁铁矿在两列岩体中普遍存在
,

但在钨列岩

体中含量不高
,

而在铜列岩体中含量较高
,

一般

占岩体中琶扩物总量的 以上
。

钨列岩体中普遍发育有石榴石
,

而在铜 列岩

体中不含由岩浆结晶的石榴石
。

根据岩体中矗扩物特点
,

将钨 列岩体琳为钦

铁矿一独居石一石榴石复杂组合型
,

铜 列岩体称

为磁 铁矿一磷灰石一俐石简单组合型
。

五
、

某些金属矿物的特征

辉相矿 在两列矿床中均广泛分布
,

具重要

标型意义
。

目前国内外对辉钥矿标型特征的研究

着重其多型性结构及微量元素特征等方面
。

辉铂矿是一种层状结构的硫化物
,

据

威克曼 进行理论推导的结果
,

二至六层

的多型结构可能有 种
。

但在矿床中目前尚只发

现 型和 型两种
,

且以 型为主
,

少数为

的混合型
,

型只是极少数
。

型的

辉钥矿只出现在斑岩型矿床中
,

而在脉钨矿床中

尚未发现 型的辉钥矿
。

在斑岩铜铝矿床中
,

不

是所有的 辉 钥矿 都是 型
,

据 雷因纳等

所报道南北美洲 个斑岩铜矿的 个样

品中
,

只有 个样品含有不同程度的 型成份

占总数的
,

甚至有的矿床全为 型
,

如锡尼达斑岩铜矿床中的 个样品皆为 型
。

因

此
,

目前只能说含有 型辉钥矿的矿床是属于

铜列矿床
,

而不含 型辉铝矿的矿床
,

则不一定

都属钙列矿床
。

锌是辉钥矿 中 一 种 主要附生元素
,

具有明

显的标型意义
。

不同成因类型矿床中的辉钥矿
,

其

含徕量及 。 比值都有显著不同
。

钨列矿床

中的辉钥矿含徕量低
,

一般在 以下
,

远低

于其矿物克拉克值
,

据 伊凡诺

夫
, ,

厂 比值大
,

一般都大于
,

据赣南 个脉钨矿床统计
,

平均含锌 士

,

比值为
。

产于铜 歹旷床中的

辉钥矿
,

一般含锌量比较高
,

扣 比值小 其

中斑岩铜矿床中辉钥矿的含徕量又比斑岩铂矿

高
。

据 国外 个斑岩铜矿床统计
,

平均含锌量
士 ,

个斑岩钥矿床中辉钥矿的平均

含徕量只 士 我国亦是如此
,

如铜厂

斑岩铜矿中的辉钥矿含徕
,

比值

为 城门山的辉钥矿含徕
,

阳储岭斑

岩钨铝矿床中的辉钥矿含徕
,

比

值为 大宝山斑岩体中的辉铝矿含徕
,

。又 比值为 河南奕川地区的辉铝矿平均

含徕仅
。

因此
,

据现有资料表明
,

斑岩铜

矿床中辉钥矿的含锌量 一般要大于其矿物克拉

克值数倍
, ‘

比值小于
,

斑岩铂 钨

矿 床中辉相矿的含锌量
,

多数略低于其矿物克拉

克值
, 。

‘

比值在 左右
,

而脉钨矿床中

辉钥矿的含徕量都远低于矿物克拉克值
,

多在

以下
, ,‘

比值大于
。

辉钥矿的含锌量与其结晶构造有一定的关

系 含锌量高的辉钥矿一般都是 十 型
,

但

辉铝矿的含徕量并不与其 型的含量有明显 的

相关性
,

如据 ,’因纳等 所报道的资

料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
,

获得如下 回 归

方程 飞 ‘ 又 ,

相

关系数低
。

黄铁矿 是一种 型结构的硫化物 有

多种晶体形态
,

不同晶体形态的标型意义 各研

究者的意见尚不一致
,

甚至完全相反
。

黄铁矿中的微量元素有标型意义
。

铜列矿床

中的黄铁矿富金贫银
,

比值小 多小于
。

据铜厂等 个矿床 点 个样品化学分

析结果 平均含金 士 ,

银 土

衡
,

比值为 钨列矿床中的黄铁矿富

银贫金
, 一 比值大

,

多大于
。

据西华山等

个矿床 个样品化学分析
,

平均含金 土

, ,

银 士
一

,

比值为
。

铜列矿床中黄铁矿的钻镍含量较高
,

比值

略大
,

据铜厂等 个矿床 点 个样品化学分

析
,

平 均 含 钻 土 今 镍 士

,

比值为 钨列矿床中黄铁

矿的钻镍含量较低
,

『 比值略小
。

据西华山

等 个矿床 个样品化学分析
,

平均含钻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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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
,

镍 士 乡。 , ‘

比值为

铜列矿床中黄铁矿的硒蹄含量较低
,

厂

比值较小
。

据钢厂等 个矿床 点 个样品分

析
,

平均含硒 土 ,

啼 土

,

比值为 钨列矿床中黄铁 矿

的硒蹄含量较高
,

比值大
,

但变化范围广
。

据西华山等 个矿床 个样品分析
,

平均含硒

土 华乞
,

蹄
,

士‘, ,

比值为
。

同一矿床的不同矿化部位及不同矿化阶段
,

货铁矿特征元 含 , 》 对 比衰

类类型型型 人
、 、 、

统统统计橄橄 人 统计数数 统计数数

栩栩列列 土
。

士 士 土 竺几“资资
士 士

雾雾妈妈列列 士 士
。

士 士
一

土 士

注 筑计数的分母为矿区 点 数
,

分子为样品数
。

黄铁矿的徽量元素特点亦呈某些规律性的变化
,

因此
,

它不仅可以作为矿床成因类型的标型特征
,

而且可以作为矿化分带
、

分期的标志
,

同时还可

为探讨成矿流体的运移方向
、

演化规律以及成矿

体系的物理化学条件提供信息
。

花岗岩类的成因类型

一
、

花肉质岩石成因分类的研究现状 花

岗质岩石的成因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
。

在各种

成 因理论和学说中
,

大体可归纳为
“

水
” 、 “‘

火
”

两

派 观点的争执
。

在
“

水
” 、 “

火
”

两派的长期争

论中
,

花岗岩类的成因理论得到不断发展
,

现在

愈来愈多的人认为
,

世界上广泛分布的花岗质岩

石是多成因的
。

多元成因的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

的
。

许多学者从多元成因的观点出发
,

从不同角

度研究不同成因花岗岩的判别标志 并提出各自

的划分意见 表
。

二
、

江西两列花岗岩的成因类型 成岩物质

类型是当前花岗岩多成因论分类的基础
。

成岩物

质有深源和浅源两种基本来源 但它们并不是绝

花 岗 岩 类 成 因 分 类 对 比 略 表

作 者 分 类 名 称

查查佩尔等
, , 型型 型型

石石原舜三
,

钦铁矿系列列 班铁矿系列列

池池田 , 尾
,

彻底 , 受地壳物质混染的的 墓本无地壳物质混染的的

秦秦 勒 群群 群群

库库诺达
,

一 平衡类型型 非平衡类型型

塔塔乌松
,

减性系列列 钙碱 系列列

托托马析
,

一 ,, 非贫化系列列 贫化系列列

申蕊
,

硅铝层 电熔和再生作用形成的的 硅镁层龟熔 作用形成的的

资资阳地化所 系列 系歹

胡胡 受 井等
,

, 钾 质系列列 钠质系列列

徐徐 克 劫 等
,

来撅于硅铝质花岗岩化
、

混合岩化化 来源于 上地怪或硅镁层层

徐徐 克 肠 等
, 一 改 造 型型 同 熔 型型 授 源 型型

价价尔什塔节尔
,

无盛铁矿系系 含生铁矿系系 磁 铁 矿 系系

普普 平
,

地壳成因因 地壳 加地恢成因因 地 授 成 因因

本本本 成 岩 系 列列 浅 派 再 生 岩 浆 系 列列 深 源 原 生 岩 浆 系 列列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系系系 列 名 称称 性铁矿一独居石一石榴石组合型花岗岩岩 班铁矿一麟灰石一俐石组合型花岗岩岩

成成成 岩 类 型型 浅抓重熔 再再 浅源混熔花花 深源
、

浅源源 深源混染花花 深源岩浆分分

造造造造花岗岩岩 岗岩岩 馄合花岗岩岩 岗岩岩 异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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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独立的
,

因为在长期复杂的地质作用中
,

它们

是相互渗透的 如深源的高温岩浆在上侧立移和

冷凝成岩过程中
,

必然会融吞数量不等的地壳物

质
。

浅源的再生岩浆在长期再生作用过程中
,

也

可能有深源岩浆的渗入
,

或同熔 了一部分早先侵

入在地壳中而又未遭受表生改造的深源物质
。

笔

者基于上述认识
,

根据成岩原始物质类型划分为

深源原生岩浆和浅源再生岩浆两种花岗岩成岩系

列
,

再根据岩体
、

岩石学及相应的成矿学等特点

推导两种成岩物质的混合程度
,

进一步划分出五

个成岩类型 表
。

在一个岩浆区内
,

两种系列的花岗岩虽然可

主次不同的同时存在
,

但五个成岩类型可能不会

完全发育
。

江西的两列花岗质岩体具有多种不同

成岩类型的特点
。

深源岩浆分异花岗岩
。

在自然界产出不多
,

江西境内是否有目前尚无资料
。

据有关报道
,

广

西本洞岩体可能属此类型
。

以深源物质为主的深源混染花岗岩
。

它是

由深部的原生岩浆或衍生岩浆在上侵位移及停顿

过程中
,

熔吞了较多的围岩物质而成的混染岩浆

所形成的
。

如德兴地区
、

九瑞地区等一些斑岩型

铜 钥 矿床的成矿岩体
。

两种成岩物质近等的深源
、

浅源混合花岗

岩
。

它是由深源岩浆混染了大量地壳沉积物质的

岩浆形成的
,

或者是浅源再生岩浆在再生作用过

程中渗入了大量深源岩浆或同熔 了大量早先赋存

在地层中的深源物质的混合岩浆所形成的
。

如阳

储岭及大宝山
、

卢氏一灵宝地区等一些斑岩型钨

相矿床的成矿岩体
。

以浅源物质为主的浅源混熔花岗岩
。

此类

岩浆的形成机理与第 种相同
,

仅混入的深源物

质较少
,

但岩石学特征和成矿特点
,

与第 种有

区别
,

如白石山
、

下垅及福建的行洛坑等成矿岩体
。

浅源重熔再造花岗岩
。

它是由地壳沉积物

质经多种广义花岗岩化作用形成的
,

如一些大型

花岗质岩基以及与钨
、

锡
、

妮
、

担
、

稀土和铀矿

化有关的岩体
。

几
,

点粗浅看法

江西两列成矿岩体的地质
、

岩石化学及矿

物学等特点
,

均具有较明显的标型特征
。

这些标

型特征从不同角度显示了成岩条件
、

矿化特点以

及岩体与矿床成因等方面的标型意义
。

江西两列成矿岩体系不同成因的产物
。

钨

列岩体主要是由陆壳硅铝层经多次广义花岗岩化

作用形成的
。

铜列岩体的成岩物质主要来自地壳

深部
,

但混染有一定数量的浅源物质
,

属深源混

染花岗岩类
。

两列岩体由于原始物质
、

成岩体系的物理

化学环境不同
,

导致某些组份显示出不同的晶出

特点
。

磷在钨列岩体中以独居石
、

磷忆矿等稀土

磷酸盐为主
,

而在铜列岩体中则以磷灰石为主
。

钦

在铜 列岩体中多以类质同象形式赋存于黑云母
、

角闪石及磁铁矿等晶格中
,

仅少量呈俐石产出
。

钨列岩体中钦含量虽较低
,

但钦的独立矿物却比

较发育
,

且多以钦铁矿产出
。

蔺扩物的特点是成矿岩体的一 彬良重要的

标型特征
,

它可为判别岩体成因
、

成岩条件及成

矿特点等方面提供很有价值的信息
。

但若只以某

一种蔺扩物来划分岩石类型是不全面的
,

因为一

种菌扩物即使它具有某些很独特的标型意义
,

也

很难反映岩体的全面特点
,

况且真正的标型矿物

是不多的
,

所以石原舜三仅以磁铁矿的含量作为

划分成岩系歹哟依据是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
。

因此
,

作者建议用舀扩物组合特征作为划分岩体

成因类型的依据
,

这样能更多地反映岩体特点
,

更符合实际情况
。

近年来国内外报道的花岗岩类成因多数为

两分法的分类
,

虽然简明易分
,

但过于简单化
,

不能概括自然界多种多样的花岗岩
,

致使一些花

岗岩很难适从
,

实用价值受到影响
,

从有利成岩

理论研究和指导普查找矿工作出发
,

建立一个较
细致又简明的分类是必要的

,

因此
,

作者将花岗

岩类划分为两种成岩系列
,

五个成因类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