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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宝石是绿柱石质宝石的通称
。

它通常包括

以下六个受种
,

即 祖母绿
、

海 蓝 宝

石
、

金色绿宝石 黄绿宝石或黄

透绿柱石
,

或
、

红绿宝

石
、

绿色绿宝石
、

无色绿宝石 纯绿宝石
, 。

由于这类

宝石橙碧苍翠
,

璀璨晶莹
,

故很久以来
,

在我国

就
“

宠爱人寰之 中
,

而辉煌廊庙之上
” 《天工

开物》
。

在国外
,

这类宝石中的佼佼者 —祖母

绿
,

则在往往被视为稀世之珍而价值连城的同时
,

还享有
“
恢复视力的宝石

”
之美称

。

上述六种绿宝石中
,

除祖母绿另有其独特的

产出条件外
,

其余五种
,

在现阶段几乎无例外地

都主要与花岗伟晶岩和气成一热液型矿床有关
。

在花岗伟晶岩中有绿宝石产出 这是人们所

熟知的
。

然而
,

由于在花岗伟晶岩中
,

无论是交

代作用还是晶洞的发育 这二者通常与绿宝石矿

化密切相关
,

都往往难得普遍
,

故在多数情况下
,

绿宝石只是花岗伟晶岩型绿柱石矿床的一种很不

经常的副产品
,

而很少有可能成为独立的绿宝石

矿床
。

相反
,

对于在成因上属于气成一热液的变花

岗笔卜一云英岩型绿柱石矿床来说
,

情况就完全不

同了
。

在这类矿床中
,

由于绿柱石的富集程度高
,

绿宝石在绿柱石中占的比例大以及晶洞的较为发

育
,

就使得它很有可能成为独立的绿宝石矿床
。

鉴于当前对宝石类矿物原料需要的迫切性
,

扼要地介绍一例这类绿宝石矿体 探讨其成矿作

用机理
,

揭示其赋存规律
,

对于发现更多的这类绿

宝石矿床来说
,

其意义将是不言而喻的 一 这就

是撰写本文的目的
。

一

将要介绍的绿宝石矿体
,

是作为一个变花岗

岩 云英岩型绿柱石矿床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因

此
,

在对绿宝石矿体本身进行叙述之前
,

有必要

先对整个绿柱石矿床予以简单的说明
。

矿床出现于海西地槽褶皱系近中央处之复背

斜的轴哉 在矿床周围三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

除少量奥陶纪石英黑云母片岩的残山外
,

以

上是侵入岩
一

其中
,

形成较早的是海西早期的辉长

岩类
,

零星分布 出露面积有限
,

而占总面积

以上的
,

则主要是一种同位素年龄为 、 沪年

的片麻化黑云母花岗岩
。

此外
,

还有一种同位素

年龄为 沪年的斑状花岗岩
。

后者与将要介

绍的矿床在成因上密切相关
。

斑状花岗岩以岩钟形态侵入于片麻化黑云母

花岗岩中
。

在现阶段浸蚀面上
,

其出露面积约
’,

又 可进一步分为斑状二云母花岗岩
‘岩钟的 主体

,

内部相
、

中一粗粒白云母花岗岩

边缘相
,

图上未表示 和钠长石化细粒白云母

花岗岩 位于岩钟顶部 三个相 图
、 。

位于斑状花岗岩岩钟顶部的钠长石化细粒白

云母花岗岩
,

由于它本身就具有不同程度的绿柱

石矿化 使它的一部分成为绿柱石矿体
,

而另一

部分则是矿体的围岩
乙

钠长石化细粒白云母花岗岩在平面上大致呈

不规则的椭圆形
,

其长轴长约 加
,

短轴长约
,

平均走向 在剖面上呈不对称的楔

状
,

最大厚度
,

倾向北东
,

倾角上盘为
,

下盘为
,

沿倾斜延伸约
。

在外观上
,

钠长石化细粒白云母花岗岩为洁

白
、

致密
、

坚硬的块状岩石
,

具变余花岗柱粒变

晶
,

似斑状或微文象结构
。

矿物粒度一般为 一

。

矿物成分主要为石英
、

钠长石
、

微斜长

石和白云母
,

其次有绿柱石
、

石榴石
、

辉锑矿
、

辉钥矿
、

辉秘矿
、

闪锌矿
、

磷灰石及少量 十
‘

字了,
、

黑云母和富铁钠闪石等
。

钠长石化细粒自云母花岗岩中的绿于石为他

形或半自形晶体
,

认役染状分布
,

丁〔丰认度
一

般 为



片麻化黑云母花岗岩

斑状 二云母花岗岩及中
、

粗粒 白云母花岗岩

钠 长石化细较白云母花岗岩

块状石英

石 英一 白云母一绿柱石集合体

条带构造的钠长石一石 英一 白云母奥合体

田口困口国画

图 矿床地质平面图

一
,

个别可达 一 ,

其中常可

贝倒钠长石的板状嵌晶以及管状气泡或液泡
。

在钠长石化细 粒白云母花岗岩中
,

穿插有云

英岩
、

石英及黄铁矿的细脉
。

钠长石化细粒白云母花岗岩与 上 毅的 片麻

化黑云母花岗岩呈侵入接触而与其下伏的电 粗

粒白云母花岗岩则为渐变关系
。

在钠长石化细粒白云母花岗岩上盘接触带的

内侧
,

发育有一层厚约 一 ,

以中一粗粒 变

文象为主要结构的花岗伟晶岩异离体的边缘带
,

其矿物成分主要为微斜长石
、

石英
、

酸性斜长石

和白云母
。

此外
,

尚有少量的石榴石
、

辉铂矿
、

磷灰石
、

萤石
、

黄铁矿
、

桔石
、

俐石
、

绢云母及

铿云母等
,

总量仅及
。

后期的云英岩化在本

带有广泛的发嗽 在云英岩化强烈处
,

常见有规

模约 、 ,

矿物粒度为 的白

云母
、

鲤云母
、

萤石巢
,

其中的副矿物有铁锉云

母
、

金红石
、

精石等
。

本带的绿柱石矿化微弱
。

云英岩化伟晶岩与局部位于其下的钠长石化

细粒白云母花岗岩的接触关系是渐变的
。

钠长石化细粒白云母花岗岩的另一个特点是

它的局部 主要是在绿宝石矿体下盘处 的条带

化而形成为条带构造的钠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集

合体
。

经受条带 匕约范围
,

沿走向长约
,

一

般厚度 一 ,

最大可达
,

沿倾斜延伸约
,

产状与下面将要提到的绿宝石矿体一致
。

在条带化钠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集合体中
,

钠长石条带的厚度范围为 一 ,

石英或白

云母或石英
、

白云母条带的厚度范围 为
。

条带化的强度因距绿宝石矿体中石英块

松散沉积

接触关系

一请晰的‘

一
过渡的

图 矿床地质剖面图

其他图例同图



体的远近而晃 愈近愈强
,

愈远愈弱
。

条带化钠

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集合体的矿物成分主要是钠

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和微斜长石 残留
,

其他矿

物有辉相矿
、

石榴石
、

绿柱石
、

担锐铁矿
、

细晶

石
、

铿辉石
、

富铁钠闪石 磷灰石
、

黄铁矿
、

辉

秘矿以及闪锌矿等
。

条带化钠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集合体与细粒

白云母花岗岩间为渐变接触关系
。

受构造作用的

影响
,

该集合体往往被破碎成大小不等的角砾
。

在矿化意义上
,

条带化钠长石
、

石英
、

白云

母集合体是本矿床中绿柱石矿石的一部分
,

但不

是绿宝石矿石
。

二

将要进行描述的绿宝石矿体
,

实际上是本矿

床中丰产粗晶绿柱石的那一部分
。

在矿床的这一

部分中 粗晶绿柱石富集程度之高
,

远非伟晶岩

型矿床所能比拟 这些粗晶绿柱石中的一部分达

到了宝石级的要求
,

遂使得这个矿体在绿宝石意

义上有 了单独的价值
。

空间上
,

绿宝石矿体赋存于变花岗岩的近中

央部位
,

其上盘
‘

围岩
” 主要是云英岩化伟晶岩

,

局部为钠长石化细粒白云母花岗岩 其下盘
‘’

围

岩
”
为条带化钠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集合体与钠长

石化细粒白云母花岗岩 矿体与
’

围岩
”

接触清晰

矿体在
一

平面上呈不规则的透镜状 在横剖面

上为不对称的楔状
,

在深部有分枝
,

矿体沿走向

长
,

最大厚度
,

沿倾斜延伸 ‘ 一 ,

平

均走向
,

倾向巧
,

盘倾角平均为
,

下盘

倾角在膨胀处为 一 ,

向深部逐渐变陡
,

几十

米下已变为 一 ‘, 。

矿体由内部块体及边缘环带两部分组成
。

内翻映体位于矿体中心
,

其成分比 较 单一
,

主要为石英
。

此外
,

在内接触带约一米的范围内
,

还见有微斜长石
、

黄铁矿
、

绿柱石及少量的闪锌

矿
、

辉秘矿
、

石膏及重晶石等
。

在人工重砂中
,

还见有刚玉
。

石英为乳白色或浅玫瑰色
,

当为黄铁矿风化

物所污染时呈黄褐色 在接近外部环带处则往往

变为烟色
,

其 含量为
“ 。 ,

有波状 消光
。

绿柱石仅偶尔见于 白色 和烟色石英的交界

处
,

自形晶
,

浅蓝或浅绿色
,

半透明或不透明
,

长轴 一 ,

短轴 一‘ 绿柱石的光宁

栩正及结晶习性为 一一 了
,

一
’ 一

、

川 均完整
。

个别晶体可作为绿色绿宝石
、

无色绿宝石或海蓝

宝石
,

只是含量甚微
。

边缘环带主篓由石英
、

自云母
、

绿柱石三种

矿物以二元组合 ‘即石英白云母
、

白云 仁录柱石

或石英绿柱石 或全组合 即石英
、

’云 珍
、

绿

柱石 方式形成
,

故可以把它稍之 为石英
,

白云

母
、

绿柱石集合体 或伟晶结构的绿柱石云 英岩
。

这是一个发育于块体石英及其先前的围岩之接触

空间并
‘

胶结
”

了条带化钠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

集合体的很不稳定的矿带 图 其位于块体石

英下盘的部分是连续的
,

厚度大
,

矿化强 而位

于块体石英上盘的那
一

部分 ‘限 于比例尺 图中

未示 则有间断
,

厚度小
,

矿化也相对较弱
。

本

万扮
布 典

、乓
、

升二石户‘婆一 一 ‘‘‘之通缸又 ⋯生岌乡

图 石 英
、

一
‘

皿 云 褚
、

辣扫 石集 合体
’
条带化钠 长

石
、

石 英
、

一
’

石 奋, 及块体 石 英 知 的接触 关 系 水描

‘川例 川

图 石 英
、

自 云 毋
、

绿村 石集合体的 对称带状构选



图 石英
、

白 云毋
、

绿柱 石集合体的 非对称带状构造

带的一般厚度为
, 一 ,

最厚处可达
。

石英
、

白云母
、

绿柱石集合体的内部构造有

对称带状与不对称带状两种
。

前者 图 出现

在以条带化钠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集合体或钠长

石化细粒白云母花岗岩为围岩的情况下
,

由两侧

的白云母和中间的由石英
、

白云母
、

绿丰石三种
矿物的二元或三元组合三个蒂构成

。

后者 、图 ,

见于一侧以块体石英而另一侧以条带化钠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集合体或钠长石化细粒白云尹幸花岗

岩为围岩的情况下
。

由于在与块体石英接触处缺

少白云母带的发育
,

故它只有两个带
。

不论是对

称成带或不对称成带
,

其边缘白云毋带中自云毋

的 晶面总是垂直于脉壁而形成刷状
,

其厚

度一般为 一 。

与此同时
,

当有绿柱石存在

时
,

其长轴也往往是垂直于脉壁的
。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
,

晶洞的发育也是本带在

内部构造上的一大特点和使本带成为一个绿宝石

矿体的重要因素
。

本带中有大小两个晶洞
。

大的一个大致从长

方形
,

长
,

宽 斜高平均
,

其产状

与石英
、

白云母
、

绿柱石集合体一致
。

在这个品

洞的壁上
,

发育有绿宝石和水晶的晶簇
。

此外
,

还有棕
、

黄或乳白色的蛋白石以及黄铁矿的风化

产价
一褐铁矿

。

产于晶洞壁上的绿宝石为浅绿或

浅蓝色
,

纯透明 绝大部分透明或部分透明
。

其

晶形有的完整 多为小晶体
,

有的则上部晶莹
、

参差 而 卜部则浑浊
、

完整
。

绿宝石晶体的长轴

垂直或近似地垂直于晶洞壁
,

长轴最长达
,

短轴最长达 一 。

水晶晶体较绿宝石稍小
。

另一个晶洞规模较小 其中除水晶外
,

别无

所见
。

本带的矿物成分主要为自云 毋
、

石英
、

绿柱

石
、

微斜长石和黄铁矿
。

自云毋浅绿色
,

人小由儿厘米至 一 却翅米

品形不完枯
,

多裂纹
。

其产出形式
,

仁要是以刷

状带位 边缘部位 或者
,

以零从片
、

束散
、

聚

于石英
、

绿柱石中
。

个别情况 卜 也有认放射状

分布或作为被构造作用破坏 的绿柱石的胶结物

而存在
。

石英以充填物出现 于其他矿 物 之 间
,

有时

也呈条带出现 于作为刷状边缘的白云母之内
,

其

颜色是绿柱石含量的函数
。

绿手几石含量多时呈烟

色
,

反之则变淡以至于在完全没有绿柱石时变为

自色

绿布石嗽巢
、

资
、

带或团块状分布 在矿带

的膨胀
、

缓倾或产状突变处
,

其含鼠可高达邪
“ ,

而在另
一

些地段则含量甚微或完全没有
。

绿柱石

多为浅绿
、

淡疏
、

黄绿或海蓝色
,

个别因被黄铁

矿风化物所染而旱黄褐色或粽色
。

受成矿过程中

构造作用的影响
,

在有的绿乎 了占吞体中 见有受

破坏后又被石英或白云 毋胶结的现象
。

绿柱石多

半是半透明的 也有一部分因其透明度高和品形

完整而使之当之无愧地跨入宝石之歹叹
‘

已们之
‘ , ,

仁要是绿色绿宝石
、

海蓝宝石 金色绿宝石和无

色绿宝石 其产出情况 除在品洞中有所集中外
,

一般多散见于石英
、

自云毋
、

绿季几石集合体电
比较起来

,

以本带的位 块体石英 ,盘的那一部

分中为多 此外所产 仁要为绿色绿宝石 , 八体人

小一般 为 一 一

按品出时
、

本带中的绿柱石人致 , ,
‘

确定有

两个世代
,

分别与烟色石英和自云毋共生 它们

之间
,

无沦在光学特征
、

结青习性和矿化强度上

均有所不同 表

除 上述矿物外
,

本带中尚见有片状或雪花状

的辉钳矿和辉秘矿
、

石榴石
、

磷灰石
、

钠长石
、

粗锐铁矿
、

锉云母以及偶有所见的闪锌矿
、

方铅



旅旅柱石世代代 光 学 特 性性 结 晶 习 性性 其 他他

翻翻翻 色色 折 光 率率 长短轴比比 晶 面面面

绿绿 材‘ 、 完整整 矿 化 强强

目目目目一 , 不显显显

蓝蓝 目 。 、

完帷帷 矿化弱
,

多气泡泡

一 具 晶面面面

矿
、

胆矾等
。

三

在本矿床中共发现有 类
、

种矿物
,

它

们是

硅酸盐类 种 微斜长石
、

酸性斜长石
、

白云母
、

锉云母
、

黑云母
、

铁铿云母
、

锰铝榴石
、

馒辉石
、

富铁钠闪石
、

电气石
、

桐石
、

错石
、

十

字石
、

绿柱石
、

褐帘石
、

绿帘石
、

斜黝帘石
、

绿

泥石
、

方沸石
、

斜方沸石
、

片沸石
。

氧化物类 种 石英
、

尖晶石
、

磁铁矿
、

饮铁矿
、

金红石
、

刚玉 揭铁矿
、

秘华
。

硫化物类 种 黄铁矿
、

辉秘矿
、

辉铝

矿
、

闪锌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

卤化物类 种 萤石
。

倪祖酸盐类 种 担优铁矿
、

细晶石
。

礴酸盐类 种 碑灰石
、

独居石
。

硫酸盐类 种 重晶石
、

石膏
、

黄铁钾

矾
、

蓝铜矿
、

胆矾
、

绿铁矾
。

碳酸盐类 种 菱铁矿
、

菱锌矿
。

抓氧化物类 种 土状氯秘矿
。

自然元素类 种 硫
。

上述 种矿物中
,

能作为矿床中之主
、

次要

矿物的只有 种
,

即 石英
、

微斜长石
、

酸性斜

长石
、

白云母
、

黄铁矿和绿柱石
。

它们在组成矿

床各地质单位中的分布情况如表
。

据矿物成分及光谱分析结果
,

求得矿床中各

地质单位的化学成分如表
。

四

综上述
,

不难看出
,

作为本矿床之组成部分

的
,

主要有六种形成机 按照它们之间的接触关

系
,

矿物组成秘吉构
、

构造等情况
,

可以把这

种形成物的生成顺序确定如下 钠长石化细粒白

云母花岗岩一花岗伟晶岩异离体一钠长石化细粒

白云母花岗岩中的云英岩细脉一块体石英一条带

化钠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集合体一石英
、

白云母
、

绿柱石集合体
。

这六种形成物中
,

前三种的生成

时间大致相同
,

故可列为一纸 在后三者中
,

条

带化钠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是另一种作用 接触

变质分异 的产物
,

它具有从属
、

过渡的性质
〕

剩下的两种形成物中
,

块体石英和石英
、

绿宁石
、

裹

地地 质 单 位 名 称称 主 要
、

次 要 矿 物 含 灸
‘, 。

石石石 英英 ⋯
, “长““ 酸性斜长石石 白云 母母 黄铁矿矿 绿柱石石

绿绿 企主 石 矿 床床
。

活 ,, 才 弓弓 召召

其其中 钠 长石化 细粒白云母花岗岩岩
。 。 。 。

云云 英岩化 花岗伟晶岩岩
。

〕〕 硬

⋯
”

·

条条带化钠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集合体体 〔,, 〔

绿绿宝石矿体体
。

其其中 块体石英英
。

石石英
、

白云毋
、

姆柱石集合体体
。 。



地质单位位 绿柱石矿床床 钠长石化细较较 云英岩化化 条带化钠长石
、

石石 绿宝石矿休休 块体石英英 石英
、

白云母
、、

元元

命
白云母花岗岩岩 伟 晶 岩岩 英 白云母集合体体体体 绿柱石集合体体

。 。

血血
。

。 。 。

。 。 。 。 。

皿皿 立立
。 。 。 。

加
。 。

沟
。

。 。 , 。 。

。 。 。 。

。 。

。 。

。 。

吸
。 。

心
。

于 贬 《

、、 马、
。

《

叹
。

。

〔〔
。 。 。

。 。 。

飞玉
。

产
。

玉 』
。

、

触触触
自自

。

弱弱弱
。

。

舀舀
,

艺艺艺

白云母集合体虽然在生成时间上是有差别的
,

但 尚未固化的情况下
,

这种含有被的络合物溶液在

比较起来
,

它们与前三种形成物之间的差别更为 已形成矿物的顺粒间向岩体的相对高位置移动
、

明显
,

故也可列为一纵 这两组形成物
,

各自代 集中
,

在有利的上扭围岩一 片麻化黑云母花岗岩

表着一个不同的成矿阶段
。

的栏蓄下
,

一方面
,

在内接触带以聚合再给晶的

在印支运动中形成的富被斑状花岗岩岩钟
,

方式
,

形成了花岗伟晶岩的异离体 另一方面
,

由于结晶分异作用
,

产生了中心 斑状二云母花 又以交代等方式
,

形成了钠长石化细粒白云母花

岗岩
、

边缘 咋卜 粗粒白云母花岗岩 和顶部 细 岗岩和云英岩细脉
,

并同时沉淀出浸染状的绿

粒白云母花岗岩 三个相变种
。

随着岩浆的冷凝 柱石
。

而逐渐分泌和集聚起来了富含
、 、 、

简单的钠长石化作用可能是按下式进行的

及以 为主稀有元素的微呈碱性的气一液溶液
。

一 ,

一
, 一 , 。

由于有较高的温度和压力
,

故此时的气一液溶液 徽斜长石 钠长石

可能是处于超临界状态
。

按勒卜 夏特勒原理
,

当 继钠长石化之后
,

气一液溶液的成分有所改

体系的条件改变时
,

平衡的移动向着减少气体克 变
,

在 的作用下
,

徽斜长石可以被水解而形

分子数的方向进行
,

故这种溶液中的铜
、

酸性阴 成 云英岩 虽然这不是唯一的云英岩生成方式
,

离子以及稀有元素等将会向着形成这些元素的络 其反应式可能是

合物 如 。 的反应方向进行
。

在花岗岩
。

一
一。

微斜长石 白云母 石英



这个反应的现实性
,

大致可以从反应前后的

理论体积关系与实际情况的符合中得到证明
。

研究得知
,

微斜长石的单位晶胞体积为

积每个单位晶胞内有 个 。的
·

分子
”

白云母的单位晶胞体积为 ’,

每个晶胞内有

个 , , 。 〔 」 石英的单位晶胞体

积为 川
,

每个晶胞内有 个
。

将此关系

代入上式
,

得
‘

了 一犷 一 ,

— 乙 代二一

由此可见
,

石英与白云母的理论体积比为

冬
、

李
二

这与实际测到的结果是大致相符的
。

还应指出的是
,

从 上式可见
,

反应前后的理

论体积关系为 一
, ,

而根据 口 柯尔仁

斯基
, “‘

原生岩的按等体积交代是置换作用的重要

条件
,

可知此体积差是要由其他矿物的生成来予

以补偿的
。

这就是为什么在以此种方式形成的云

英岩中
,

总是有绿柱石
、

电气石
、

石榴石
、

磷灰

石等矿物出现的原因
。

一般说来
,

云英岩化出现的时间稍晚于钠

长石化
,

但其间隔不大
。

实际上
,

有时候这两

个作用还 可以是同时进行
,

此时其反 应 式 可

能是

。
一

卜 一, , 。 〔 」

微斜长石 钠长石 白云毋 石英夕

在钠长石化和云英岩化过程中
,

由于不可避 物分解 氟破酸钠的稳定度在气相 中比在液相

免地有液态 的出现而使得原来稳定的络合物 中为大
,

并与硅
、

铝结合而生成绿柱石
,

如 卜式

川 。 穿 一
, 一, 。 , 。 〔 」

微斜长石 钠长石 白云资小
。 。 之 ’

绿柱石 石英

综上所述
,

可见
,

钠长石化细粒白云毋花岗 这个过程是相当长的
。

在这个长时间的块体石英

岩和其中的云英岩 细脉 以及位 于其最上部的 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接触变质分异作用 下
,

使已

花岗伟晶岩异离体
,

在成因上
,

是岩钟形成后期 的围岩
,

特别是其 下盘的围岩受到改造而产生条

的气一液溶液对细粒白云毋花岗岩作用而产生交 带化
,

于是就形成 了条带丁扫的钠长石
、

石英
、

白

代和聚合再结晶作用的结果
。

或者说
,

它们的形 云母集合体
。

成
,

是由于岩浆后期的自交代和再结晶作用而使 在块体石英形成的后期
,

发生 了成矿过程中

斑状花岗岩小岩钟产生局部蚀变的结果
。

这是本 的构造活动
,

使条带化钠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集合

矿床形成过程上的第一个大的阶段 一晚期岩浆 体受到破坏
,

同时也导致 了块体石英的波状消光
。

自变质阶段
。

与此阶段相伴随的矿化作用
,

主要 继块体石英和条带化钠长石
、

石英
、

白云毋

是浸剿犬绿柱石的形成
,

而无绿宝石出现
。

集合体之后出现的石英
、

白云毋
、

绿柱石集合体

由于钠长石化细粒白云母花岗岩
、

花岗伟晶 标志着本矿床已进入 了一个最后的
、

同时也是最

岩异离体和细脉状云英岩这三种形成物都是岩浆 强的绿柱石矿化和唯一的一个绿宝石矿化阶段
晚期自变质作用的结果

,

故可以把它们统称之 为 这一矿带的生成
,

显然是由
一

于对本矿床来说是最
’’

变花岗岩
。 ”

晚期的
,

因而也是最富含破的岩浆期后气一液溶

绿宝石矿体的出现显示 了本矿床形成过程上 液直接进行充填和交代的结果
。

故也可以说
,

这

的第二个大的阶筑 在这个大阶段中
,

来自岩体 是本矿床中一种晚期的
、

伟晶结构的
、

富含绿柱

的富含硅酸的溶液首先在细粒钠长石化白云毋花 石和绿宝石的云英岩化作用
。

它主要是沿着块体

岗岩与异离体伟晶岩之间的构造有利部位形成 了 石英与其原来的围岩接触处的构造有利空间 进

大块体石英以及极少量的微斜长石和其他矿物
。

行的
。

由
几

在块体石英 卜盘有相对较人以的条带



化钠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集合体存在
,

而这种条

带化钠长石
、

石英
、

白云母集合体又是遭受 了相

当程度的构造破坏
,

同时
,

也由于有块体石英的

阻挡
,

故石英
、

白云母
、

绿柱石集合体在这里发

育得最好
,

相应地
,

矿化程度也最高
。

在石英
、

白云母
、

绿柱石集合体形成过程中
,

在由于气一

液溶液凝固时的体积收缩和挥发性组分的析出而

导致晶洞的形成
,

从而对晶出纯净绿柱石有利的

条件下
,

形成了各种绿宝石
。

至此
,

本矿床的原

生形成阶段遂告完成
。

五

从以上叙述中
,

不难看出
,

对这类变花岗岩

中的绿宝石矿体来说
,

其找矿标志是至为明显的
,

这就是 有利的大地构造和区域地球化学环城
,

年轻的 一般为印支以后 淡色酸性侵入体
,

特

别是小岩株
、

岩钟或岩体的舌状突出等复杂形态

部位的存在 这种小侵入体的上部位置 这意味

着侵蚀面要高 钠长石化
、

云英岩化以及大块体

无矿石英的存在
,

等等
。

这些
,

都是容易掌握的
。

在结束本文时
,

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
,

由于

历史的原因
,

本矿床曾经一直是被作为一个单一

的绿柱石矿床而对待的
。

这就使得以绿宝石为对

象而对矿床
、

矿体的工作做得很不够
。

这是未免

令人遗憾而有待于将来补充的
。

本文在撰写中曾参阅了部分有关报告
。

在这

里
,

笔者谨向报告的作者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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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 国铅锌矿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市召开

【本刊讯 】第 二届 全 国 铅锌 矿学 术 ‘寸沦 会
,

, 年 月 于 徽 月 在南京 市“ 开 会 议的

的 是交流铅锌矿 床的 什夜助探经验及科学研究成 果
,

探索成矿规律 惟 动地 毗找矿 作 以 保证
、

六 五 ”

期间 国民经济 建 设 对铅 悴矿的布 要 井 为 以后的经济

发展提供必要的矿 产资源和地质资料作准 备
,

促进我

国铅锌矿地质科学的 发展

应邀今加会 议的代表 共 即 名 他们分 别来 「地质

矿 产都
、

冶 金 工业部 中 国科学院
、

地质院校 等 务 个

方面

会 议 共收到 论 义 稿 论 义摘 要 篇 找 中 人

部分 足生产第
一

线的 中 年科技 人 员 长 期 辛 , 劳动的结

品 研究 单位和 人 专院校也提出 ’内 容 充 实的 研究成

果
、

在收到的 论 文 当 中
,

层控矿床 力
一

面的约 占 毛
,

陆 相 火山 岩矿 床和地梢 试海 杆 火 岩矿 床 方 面的约 , ,

叭
, 。

岩浆期后热液矿 床 方 而的约
‘ 面 ‘,

总的 说

来 论文资料 丰窗 内容 允实 扭论 有据 比较全 而

地反映 了 自 年 第 川铅锌矿 床会 议 以 来我 囚铅锌

矿床 掩俊劫探的 欲要成就
,

以 及 粉锌矿床研究水
、

的

提高 和成矿理论的新 发展

代表们回顾 了我 囚铅锌矿 普作 勘探 事 业发 展的 ,

史
, ·

致 认 为
,

自 训铅锌矿 床 会 议 以 来 我 目铅锌

矿 炸 查 助探 卜作取得
一

很 人 成绩 发现和勘探 了 批

像 金 项
、

厂坝
、

北山
、

人 粱
、

五部和 甲 生盘 等 人 刑

和特 人 型矿床 扩
‘

大 了
·

批象 栖甜山
、

水 曰 等 矿 衣

的储 峨 发现 了 一些新的矿 床 类 恻 如 产在砂岩 中的

金 项矿 床等 开拓 了
一

些象南 架岭
、

内萦 狼山 地区
、

四川
‘

砚 长地区 及 全‘、海 火 ”岩 试 补 件 浅 远 睛区 势的

我 囚 已探明的储 峨
,

锌 占 州 界 第 位 铅 占 第 才众 找

矿的 水 平 也有很人提高 近 几年 来找到的 线 人 矿

有相 当 一 部分是隐伏矿 从 第
一

和铅锌矿 床 会 议到 日

前 为 止 针李锌储 峨琳 长 约 倍
、

这 达 由
几

我们逻渐

明 确 了按 客观地质条 件 找矿的 衍 什 ,, 钊 在 矿 床成 囚

理论 不 拘
一

格 冲破 了 岩浆期后热液成矿的 单 丫

床成因的 束缚
,

从实际 出 发
,

总结成矿 规律的 结 采

也是 夕
’ 一

人地质 工作 者 月 实践
、

片
一

探嗽
,

敢 「举 仆

的结 米

这
·

时 期
,

在铅锌矿的成矿 理 沦研究领 域内 学

术 思想 妇 , 畜占跃 以控矿 床理 沦
、

多成 月理 论
、

热肉

水成矿 理 论
、

海 们 和陆牛 火 成矿 勺‘ 仑等 八 普 夜 助探

咭, 几在 发抖芝作 川 二心们 本 身 也 八 应 月川
, 于悠鑫至 充实 和完

片 会 议 卜介绍的 务 种成因 分 类 和成 叮
一

模 弋 尽 管 都

上才‘尽 完 澎
,

却 造 很 八 意 义的 ”端 它们 “几八 打破

水
、

火
、

变
‘ ’

成矿 作 川的 界限 为 矿 床牛 成因 理 论

的 发展 斤 拓 阔的 前 暇

日护硒沪函尹户产面钾万尸 石, 公沪汤尹户沪启沪 产日沪日尹户公叮护硕沪示沪乡沪云产云产 , 沪 尹舀沪云沪吞产舀沪 , 产 沪‘沪 产协产舀碑 沪

洲洲洲脚棒棒陋陋陋习托亚袱卫叶皿牙牙
弓弓 飞 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