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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北花岗伟晶岩类型划分及稀有元素赋存规律

鲁德实
只龙江省地质矿产科学研究所

·

哈尔滨市

文中介绍了萝北花岗伟晶岩田的地质背景
、

伟晶岩的类型
、

分异

作用
、

交代作用
、

稀有元素矿物赋存规律及稀有元素地球化学演化特

征

关健词 花岗伟晶岩 类型 稀有元素矿化

萝北花岗伟晶岩田是黑龙江省两大伟晶

岩 田之一
。

在 范围内
,

现 已发现

条伟晶岩脉
,

其中含矿伟晶岩 条
,

具
、 、 ’ 、 、

矿化 见图
。

岩田地质概况

萝北伟晶岩田位于佳木斯中间地块北

段
,

七马架复式背斜中
。

区内出露地层为下元古界麻山群变质

岩
、

混合岩
,

元古代混合花岗岩及下白奎统

猴石沟组粉砂岩
。

麻山群下部为西麻山组
,

由各类

混合岩
、

黑云斜长变粒岩
、

矽线红柱黑云斜

长变粒岩
、

含石榴矽线黑云片岩夹大理岩透

镜体组成 中部为柳毛组
,

由石墨

片岩
、

含石墨变粒岩夹多层大理岩
、

厚层状

石墨大理岩夹辉石角闪岩及透辉斜长变粒岩

组成
,

·

局部发育斑状混合岩及条痕状混合

岩 上部十字山组
,

由含石榴黑云斜

长变粒岩
,

含石榴二云石英片岩及各类混合

岩夹大理岩透镜体组成
。

伟晶岩主要分布在

十字山组中
。

白翌系下统猴石沟组仅在区内东北角出

露
,

由长石石英砂岩
、

硬砂岩夹流纹质凝灰

岩
、

泥质岩
、

粉砂岩组成
,

局部夹薄煤层
。

七马架复式背斜呈北西向展布
,

属四方

本文 年 月收到
,

张旭明编辑

山复式背斜的次一级横跨褶皱
,

平面上为
“

之
”

字型
,

核部由麻山群西麻山组 , 组

成
。

其两翼由麻山群柳毛组 厂 十字

山组 , 组成
,

伟晶岩脉主要发育在北东

翼
。

区内断裂发育
,

有北西向
、

东西向
、

北

东向
、

南北向
,

以北西向
、

东西向较为明

显
。

北西向构造控制含电气石混合花岗岩及

混合花岗岩的分布
。

南北向和东西向构造控

制伟晶岩群的分布
。

而控制单个伟晶岩脉的

为区域性 组节理
、

裂隙 即 ①走向
。 ,

倾角 一
。

②走向 一
“ ,

倾角 一
。

③走向
“ ,

倾

角 一
“ 。

岩田内分布有混合花岗岩和含电气石混

合花岗岩
,

两者呈相变关系
。

含电气石混合

花岗岩与伟晶岩成分接近
,

并为渐变过渡关

系
,

微量元素
、 、

的含量较高
,

故

认为是伟晶岩之母岩
。

伟晶岩类型的划分

区内伟晶岩以云母
、

长石为标志
,

并考

虑矿物组合及分异交代程度的差异
,

分为

种类型 表
。

伟晶岩的分异交代作用

本区分异完善
、

交代强烈的伟晶岩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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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在 条伟晶岩中
、

分异
、

全分异型伟 带
,

②文象 或准文象 石英长石带
,

③中粗

晶岩有 余条
,

具交代作用的 余条
。

在

划分的 种类型中
,

工
、

类型不具分异交

代作用
,

类型有分异有交代
, 、

类型

则分异完善交代强烈
。

综观全区伟晶岩内部结构
、

枚造
,

由分

异作用形成了 个结构带 ①细粒石英长石

粒石英长石带
,

④块体状长石带或块体状石

英长石带
,

⑤石
一

英核体带 由交代柞用形成

了 个集合体带 ①白云母交代集合体带
,

②

钠长石交代集合体带
,

③锉云母交代集合体

带
,

④云英岩交代集合体
,

⑤电英岩交代集合

体带
。

份
、

冰电

一丫
刀口夕

四子山 二
妙势

,

厂
警叠炭‘又续二

丫

①了 犷须
下番

丫毛
甲

物
,

刚本山

久分买
粗一 、

一
。

护一了

婴
、

一画卧
一

田

,

、︸,︸﹃尸

冻

一﹄、、一、、内

‘

二

新呀光
口 ‘

广 ”

孟

四
‘

口 图 因 因
口 困 回 回

,

困
回
回

‘

萝北花岗伟晶岩田脉体分布图

卜现代河床堆积 一阶地堆积 一猴石沟组 一 字山组 , 一柳毛组 一西麻山组 , 一含电气石

混合花岗岩 泥一混合花岗岩
一伟晶岩及其编号 一层理产状 一地质界线 一角度不整合界线 一断层线 一黑云

毋型伟品岩 一二云母型伟晶岩
一白云母微斜长石型伟晶岩 一分异全分异 白云母微斜

一

长石型伟品岩 一铿云 毋钠长石

型伟晶岩 一绿柱石矿化 铿云母矿化毛 一钥担矿化 一白云母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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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花岗伟晶岩类型表

特特 征征 黑云母型型 二云毋型型 白云毋微斜长石型型 分异全分异白云母母 锉云母钠长石型型

微微微微微微斜长石型型型

一一

上 要 矿 物物 斜 长 石
、

微 斜 长长 斜 长 石
、

微 斜 长长 斜 长 石
、

微 斜 长长 同左
,

含黄玉玉 微 斜 长 石
、

石 英
、、

石
、

石英
、

黑云母母 石
、

石 英
、

黑 云云 石
、

石 英
、

钠 长长长 钠 长 石
、

锉 云 毋
、、

毋毋毋毋
、

白云毋毋 石
、

白云母母母 黄玉玉

次次要矿
‘

物及及 「匕气 石
、

石 榴 石
、、

电气 石
、

石 榴 石
、、

电气 石
、

石 榴 石
、、

电气 石
、

石 榴 石
、、

同左左

副副矿物物 兰盗红石石 磷灰石
、

钦铁矿矿 磷 灰 石
、

金 红 石
、、

锡石
、

磷灰石石石

钦钦钦钦钦铁矿矿矿矿

稀稀有及放射射 独 居 石
、

褐 帘 石
、、

独 居 石
、

褐 帘 石
、、

绿 柱 石
、

褐 帘 石
、、

绿 住 石
、

钥 铁 矿
、、

绿 住 石
、

理 云 毋
、、

性性矿物物 浩石石 钻 石
、

相 石
、

铜铀铀 俐石
、

错石石 错石石 钥铁矿
、

担锡矿矿

云云云云母
、

钙铀云母母母母母

伟伟伟 原始结结 细粒石英长石带 细粒石英长石带 细粒石英长石带 细粒石英长石带 同左左

品品品 , 告带 带带 文象带 文 象 或 准 文 象象 文象或准文象带 文象或准文象带

岩岩岩 括号老老 中粗粒石英长石石 带 中粗粒石英长长 中粗 粒 石 英长 石石 中粗粒 石 英 长 石石石

内内内 不常见 带带 石带 带 带 块体长石带

部部部部部部 块体长石带带 石英核体带带带

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构构构 交交交 白云母交代黑云母母 蕃白云 毋 化
、

钠长长 白云 母交代集 合合 白云 母 交代集合合

构构构 代代代代 石化化 体 小板状钠长石石 体 钠长石交代集集
造造造 带带带带带 交代集合体 个别别 合体 锉云毋交代代

见见见见见见见糖 晶状钠长石 交交 集合体 云 英岩岩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交代集合体体

分分异交代程度度 无分异交代代 略有分异交代代 有分异有交代代 分异完善
,

交代较较 分 异完善
,

交代强强

普普普普普普遍遍 烈烈

规规 模模 长 儿到 几 十
,

宽宽 长 几 十 到 一一 长 个 别别 长
,

宽 长
,

宽

几
,,

长
,

宽

宽宽宽宽

阮阮状 混 合 岩 为 主
,,

同左左 片岩
、

变 粒岩
、

片片 同左左 黑云斜长变粒岩 片片

封 岩 其
‘

已混 合岩及 大理理理 麻 岩
、

大理 岩
、

含含含 麻岩
、

大理岩 含电电

岩较少少少 电气石棍合花岗岩岩岩 气石混合花岗岩岩

代代表性脉体体体 脉脉
、 、 、、 、 、 、 、、 、

号脉脉
、

等脉脉 等脉脉脉

仁仁要稀有放射性性
、 、 、 、 、 、 、 、 、、

矿矿化化化化化化

仁仁业价位位 无价值值 铀可接近工业品位位 无工业怠义义 可 为工 业 利用
, 、

可为 业利利

为为为为为为 乃 刀 用用

区内伟晶岩交代作用比较发育
,

计有白

云母化
、

钠长石化
、

锉云母化
、

云英岩化
、

叶蜡石化和绢云母化
。

其中白云母化最为普

遍
,

大致可分 个时期
,

早期白云母化主要

发育在块体石英 与块体微斜长石接触带
。

为

气成岩浆阶段形成的白云母
。

白云母呈薄

片
,

无色透 明
,

片径 一
,

可为工业

利用 中期白云母化
,

常与小板状钠长石共

生
,

呈鳞片状集合体发育在块体石英周围或

块体长石带 与准文象带内
,

常含绿柱石
、

钥

铁矿 晚期 白云母化
,

呈细鳞片状与叶钠长
·

石
、

铿云母共生
,

仅在 号脉块体带发育
。

钠长石化
,

在本区也很普遍
,

表现有

期
,

第一期为小板状钠长石化 成分接近更

长石
,

呈板状
、

板柱状晶形交代原始结晶

各带
,

但主要交代中粗粒带
、

准文象带
、

块

体带
,

细晶绿柱石及一部分粗颗粒绿柱石与

之共生
,

有时也见妮铁矿
、

黄玉
。

第二期为

叶片状钠长石化 更钠长石
,

常交代块体

石英周围的块体长石及中粗粒石英长石带
,

常与理云母组成集合体
。

第三期为糖晶状钠

长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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锉 云母化
,

见于 号及 号伟晶岩

脉
。

大致可分两期
,

早期为大片状锉云母

片径
,

晚期为细鳞片状锉云母
,

与

其共生的为浅色绿柱石
、

妮铁矿
、

担锡矿
、

黄玉等
。

最后发育的为叶蜡石化
、

绢云母化
,

为

晚期气水溶液作用于伟晶岩而成
。

被交代的

矿物为微斜长石
、

黄玉
、

绿柱石
。

尤其是黄

玉被交代的更强烈
。

除上述交代作用外
,

有些脉体的文象

带
、

粗粒结构带还具电英岩化
。

电英岩具细

粒
、

中粒结构
,

成分 由 一 电气石
,

石英及少量绿柱石
、

长石
、

磷灰石组

成
。

电英岩形状不规则
,

且规模小 个别延

长达
,

可达
。

稀有元素矿物赋存规律

将本区铁
、

妮
、

担
、

锉矿物的赋存规律

说明如下

绿柱石

早期原生绿柱石 在伟晶岩的文象
、

准

文象带及中粗粒石英长石带中开始出现
,

含

量极低
,

为草绿色
、

浅绿 白色短柱状
,

长
,

直径 一
,

不能形成矿化
。

产于石英核体带周围及块体长石带内的

绿柱石一般呈浅绿白色
,

为晶形完好的六方

柱状
,

直径
,

最大有 新

号 脉
,

长 一
。

绿 柱 石 一

。

晚期绿柱石 分布普遍
,

与钠长石化
、

白云母化
、

锉云母化
、

电英岩化共生
。

绿柱

石直径 ,
,

长
,

但以直径

居多
。

小板状钠长石常与细晶绿柱石密切共

生
,

常呈连续的钠长石化带交代中粗粒石英

长石带
、

准文象带及块体石英长石带
。

绿柱

石矿化强烈
,

呈浸染状均匀分布
,

最

高可达
。

与叶片状钠长石化和锉云母化有关的绿

柱石呈浅色
、

白色
,

晶形不规则
,

直径
,

部 分 可 达 一
,

长 一
,

矿 化 带 中 最 高 品 位 可 达
。

与晚期白云母化有关的绿柱石赋存于石

英白云母交代集合体中
,

其规模较小 呈囊

状出现
,

绿柱石呈针状浸染于其中
。

妮担矿物

锐铁矿 发现于 号
、

号及 号

伟晶岩脉中
。

见于 号脉的锉云母化
、

叶钠

长石化石英长石块体带内
,

与黄玉
、

铿 云

母
、

叶钠长石
、

锡石
、

担锡矿共生
,

尤其与

叶钠长石紧密共生
。

在 号伟晶岩中
,

产

于云英岩化交代集合体中
,

与锡石
、

锉云母

共生
。

在 号伟晶岩
,

产于石英核体带

周围的钠长石化微斜长石中
,

与白云母
、

绿

柱石
、

黄玉共生
。

妮铁矿含量很少
,

不能形成矿化
,

颗粒

在 以 下
,

人 工 重 砂 含 量

八
。

妮铁矿为灰黑色
,

斜方晶系
,

板状晶

体
,

晶面有纵纹
,

条痕灰红色
。

经 射线

粉晶分析为妮铁矿 表
。

表 妮铁矿 射线粉晶分析结果表

入入 乃

担锡矿 发现于 号伟晶岩的叶钠长石

锉云母集合体及石英铿云母集合体中
,

与锡

石
、

钥铁矿共生
,

含量可达 八
。

担锡矿为单斜晶系
,

呈 四方柱的聚形
,

为棕褐色
、

棕色
,

透明至半透明
,

脂肪至玻

璃光泽
,

条痕为黄色带绿
,

经 射线粉晶

分析确定为担锡矿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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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担扬矿 射线粉晶分析结果表

入入 泌 刃 名 石

‘。。 噩
锉云母

锉云母见于 号及 号伟晶岩脉
,

为

紫红色大片状及细鳞片状
,

与叶钠长石
、

石

英
、

自云母密切共生
,

含
。

稀有元素地球化学演化特征

根据本区伟晶岩的内部结构
、

构造及矿物相

互关系
,

可分为 个地球化学阶段

原始结晶阶段

交代阶段

钙一咋内阶段

钾阶段

钠阶段

晚期钾阶段

晚期锉 钾铆 洲绝阶段

钙一钠阶段

主要析出含稀上 的矿物褐帘石
、

独居

石
、

错石
、

相石及金红石
、

钦铁矿
、

磁铁矿

等
,

它们 与含钙
、

钠
、

铁
、

镁的硅酸盐矿物

斜长石
、

黑云毋
、

石榴石
、

绿帘石
、

透辉石

共生
。

钾阶段

主要析出绿柱石
、

妮铁矿与微斜长石共

生
,

后期长石发生水解可形成工业 白云母
。

该阶段开始有含锗的气成矿物黄玉析出
。

钠阶段

为本区稀有元素的主要赋集阶段
,

此时

形成大量的绿柱石及少量的锭铁矿
。

本区伟晶岩原始结晶阶段
,

可能由于锉

的浓度低而缺失锉阶段
,

也可能是原始结晶

的锉辉石为锉云母完全交代的缘故
。

晚期钾阶段

未见晚期微斜长石出现
,

仅见少量冰长

石及小片绿色白云母集合体
。

云母及长石中

有锉
、

铆
、

艳的类质同象混人
。

晚期锉阶段

特点是锉云母的析出
,

有妮铁矿
、

祖锡

矿赋集
。

, ,

自
, ,

, , ,

、叮马 葛户穿厂 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