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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相填图法 也称超单元

填图法 是花岗岩区填图的一种

新方法
。

年 月由国外传入

我国
。

有意义的是
,

同年 月在江

西新干县举行的有地质矿产部
、

部分地质院校及地质科研单位参加的 万区

测图幅验收会议上
,

在所提交的图幅中已有二幅

地质图清楚地展现了矿物相的丰富内容
。

它在传

统的单一的结构相之上
,

又叠加了矿物相
。

这是

一项突破
。

它在深入研究岩体的演化规律
,

以及

矿化规律方面
,

迈 出了重要的一步
。

对此
,

评审

员们为国内首次成功使用的这种填图方法
,

给予

了高度评价
。

笔者作为其中一个图幅 竹山幅

的设计编写者一一矿物相填图法的提出者与组织

实施者
,

现将具体工作方法做一简介
,

以供同行

们参考
。

矿物相填图法的提出

众所周知
,

花岗岩区填图历来都是以岩石结

构分相的
。

根据造岩矿物的粒径将岩体分为细粒

结构一一边缘相 中粒结构一一过渡相 粗粒结

构卜一一内部相
。

多年来
,

特别是 年以来
,

随

着 万区测工作的结束
,

万区测工作

的陆续展开
,

如何进一步提高花岗岩等侵入岩的

研究程度
,

在研究岩浆演化
、

成岩规律的同时
,

为找矿提供更多的地质信息
,

已成为一个重要的

课题
。

笔者在 万区测工作中
,

首先面临的是

一个出露面积近 平方公里的多期复合侵入岩

体
。

在前人的地质图件中
,

岩体按结构分为边缘

相
、

过渡相与内部相三个岩相带
。

其边缘相仅沿

岩体与围岩的接触带呈狭窄带状分布
,

出露宽仅

几十到百余米 内部相小范围零星出露 而过渡

相在平面分布上基本占据了整个岩体范围
。

若仍

按单一的结构相填图
,

可以预见
,

今后所提交的

图件与前人相比
,

不过是岩体的边界线匀绘得更

准确了
,

而岩体内部
,

依然是一大片单调的过渡

相
。

显然
,

要提高其研究程度
,

必须改进现有填

图方法
,

增加填图单位
。

在分析研究前人资料过程中我们还发现
,

司

一岩体内
,

同一岩相带 结构相 出现两种以上

不同元素的矿化
。

而且
,

这些矿化在平面上具面

状分布特征
,

而不受断裂构造制约
。

这是否意味

着在结构构造相同的岩相带内
,

岩石还存在其他

方面微妙的差异呢 具体说
,

是否与局部岩石的

造岩矿物及副矿物组合特征及其含量上的变化有

关呢 若是
,

则用什么方法来把握住这种面上的

变化规律呢 这很 自然地引出了矿物相填图法
。

矿物相填图法

矿物相填图法是一种简便的工作方法
,

是一

种结构相与矿物相二者叠加的双重填图法
。

按工

作程序大至分 四个阶段

岩体剖 面测 制与矿物 相划分方案的拟 定

在充 分 分析 研究前人 资 料 的基 础之 上
,

必须

对岩体进行认真地踏勘
,

以选择代表性强的部位

进行大比例尺剖面测制
。

剖面测制中
,

除一般详细地观察记录外
,

尤

其要注意岩相上的变化特征
,

从岩石的主要造岩

矿物特征
,

以至副矿物共生组合特征
,

都要认真

观察
、

详细记录
,

并根据野外具体情况粗略地圈

定不同的矿物相
。

测制中
,

必须系统采集各种样

品
,

不管岩相变化与否
,

薄片标本要有一定数量

的控制
。

在室内薄片鉴定工作完成之后
,

需全面统计

矿物种类与含量
,

然后
,

拟定出矿物相划分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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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拟定矿物相划分方案时
,

首先要看岩石在

主要造岩矿物种类上是否有区别
,

若有区别
,

则

按主要造岩矿物种类分相 如黑云母花岗岩
、

白

云母花岗岩
、

二云母花岗岩 若主要造岩矿物种

类相同
,

则以含 上的变化分相 如细粒石英二

云母花岗岩
、

细粒富英二云母花岗岩 中粒斑状

熟云母花岗岩
、

中粒斑状富钾花岗岩
、

中粒斑状

钾长花岗岩
。

前二者反映了石英含量的变化
,

后

三者反映了钾长石含 的变化
。

当矿物含量变化

幅度徽小时
,

就要考虑以副矿物组合特征来确定

矿物相划分方案 如含黄玉钠长石化二云母花岗

岩
、

含倪祖矿钠长石化二云母花岗岩
。

矿物相划分方案确定后
,

将其内容反映到实

侧剖面图中
,

具体岩相分界线的确定应综合考虑

剖面记录
。

宣内准备阶段 按规范与设计要求
,

在花

岗岩区布工好了填图路线之后
,

再按
“

窗口法
”

布工采样点 采集样品为薄片与岩石光谱
,

采样

点应尽 均匀分布
,

以兼顾到面为原则
。

采样点

的密度视岩体规模大小及岩相复杂程度而定
,

一

般大岩荃每 一 平方公里 个采样点 小岩

株
、

岩启每平方公里 个或更多
。

采样点越

多
,

圈出的矿物相也就越精确
。

开外埃图阶段 在进入花岗岩分布区后
,

首先要按结构相填图
,

在矿物相表现明显 以肉

眼昌识别为准 的地区
,

也可同时圈定矿物相范

圈
。

在岩相界线上定地质观侧点
、

详细描述岩石

各矿物含 及特征
。

结构相与矿物相分别用不同

点线形式区分开来
。

路线上逢室内布里的采样点
,

必须采集样品
,

并注愈代表性
。

在矿物相用肉眼

难以区分的情况下
,

则暂进行结构分相
。

路线上

布 的采样点仍然要采样
,

以便为室内圈定矿物

相提供依据
。

宜 内成图阶段 野外填图结束后
,

所得到

的是一张完整的 结构相与矿物相均 已圈定完

毕 或不完整的 结构相已圈出
、

矿物相未完全

圈出 矿物相地质图
。

而且
,

实际上绝大多数属

后一种
。

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是由于人们肉眼的

识别能力有限造成的
。

对于好外已填出完整的矿物相图
,

室内整理

时
,

应根据薄片鉴定成果进一步校正岩相线的准

确性
。

若发现野外圈的矿物相与室内定名不相符
,

一般应以后者为准
,

适当修改岩相线
。

对于不完整的矿物相图件
,

则需根据大量的

面上薄片资料进行室内圈定
。

具体做法是 先看

图上所有采样点的薄片属于剖面所拟定的矿物相

中的哪一种
,

并用临时性符号在图上做好橱计己
,

再将同种符号出现的区域圈定出来
,

即完成 了矿

物相地质图
。

通过面上的工作
,

若发现剖面上未出现的矿

物相
,

应另行圈定
。

样品不齐全
,

需适当补采
。

在最终成图前
,

一般先在相应的透明图或蓝

图上试圈
,

待修改定案后
,

再转绘到正式图件上
。

正规矿物相应以不同的花纹表示
。

圈定矿物相的利弊问题

圈定矿物相必定大大提高侵入岩的研究程

度
,

它不但能把握住岩体的总体规律
,

而且还特

别注意到岩体内不同部位之间的微妙差异
。

如果

承认岩体并非是均一体的话
,

那么
,

矿物相的圈

定就能提供这种不均一性的信息
。

在岩体内部
,

除圈定矿物相外
,

还可以根据

岩石光谱及岩石化学分析成果深入地探讨岩体的

化学场分布和地球化学特征
。

在研究岩浆演化
、

成矿规律方面
,

可以获得更丰富的内容
。

这就是

圈定矿物相的主要优越性
。

圈定矿物相的不利因素又是什么呢 无疑
,

它增加了工作量
,

提高了科研成本
。

但是
,

从长

远考虑
,

今后野外配备有显微镜
,

地质人员自磨

自鉴
,

其成本也就大为降低了
。

存在问瓜

对于矿物相区分不甚明显
,

且岩相变化又

复杂的岩体
,

矿物相的圈定将较多地依赖室内薄

片成果的综合分析
。

在岩体内部圈出的大小不一
、

形态各异的

矿物相有何规律可寻 理论上如何正确解释 这

些问题
,

笔者也在思索之中
,

望读者给予踢教
。

与矿物相划分相应的岩石命名分类方案需

进一步修改
。

这方面许多岩矿鉴定人员在实践中

已经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
,

现在的问题是在逐步

推广的同时
,

应尽快制定出统一的标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