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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南沿海不同类型花岗岩的磁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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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东南沿海不同成因类型的花岗岩磁性特征进行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源岩物质的不同，不同成因类型

花岗岩的磁性差别很大，深源物质越多，磁性越强，反之则磁性越弱。根据磁性的强弱变化来判断其成因类型，对

于东南沿海地区航磁资料的地质解释以及相关的地质研究、指导找矿等都具有重要的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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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中生代岩浆活动非常

强烈，形成长约1 200 km，宽约500 km的中国东南

巨型火山—侵入杂岩带。该岩浆岩带以中酸性岩为

主，其中侵入岩以花岗岩为主。以往在对华南中生

代岩浆岩进行磁性分析时，一般按基性、中性和酸性

3类分别进行统计，但由于该岩浆岩带形成环境、物

质来源和成因的复杂性，致使同一类岩石的磁性仍

有较大的差异，因此，这种分析具有一定的缺陷，尤

其是区内花岗岩明显存在强、弱2类不同磁性的岩

石，因此有必要分别进行研究。

为了东南沿海及海域航磁解释的需要，我们对

浙江、福建和广东三省出露岩石和东海陆架盆地钻

井岩芯进行了磁性测量。结果发现，具有较强磁性

的岩石主要为以中生代为主的岩浆岩。中生代岩浆

岩磁性复杂，变化范围较大，即便同一种岩性的岩石

磁性仍有较大的差别，似无规律可言，但经研究发

现，该带中的花岗岩磁性与其成因密切相关，以壳源

为主的s型花岗岩磁性较弱，而壳幔同熔的I型和

偏碱性的A型花岗岩磁性明显增强，这无疑对航磁

资料的地质解释具有积极意义。

以上地幔或原生地壳物质为主要来源，有少部分再

循环地壳物质参与；A型花岗岩则指浙闽粤沿海地

区中生代岩浆活动最晚期在扩张裂解环境下形成偏

碱性的花岗岩类。具有独特的构造意义。

华南地区的花岗岩具有明显的带状分布特点，

大体以北东向的丽水一政和一大浦断裂带为界，西

侧以s型花岗岩为主，东侧以I和A型花岗岩为主。

在丽水—政和一大浦断裂带以西的武夷区“]，

主要出露印支期和燕山早期的侵入岩，它们主要为

高钾钙碱性系列s型二长花岗岩一黑云母花岗岩一

二云花岗岩，是在挤压环境下形成的，具有面状分布

的特点。

位于丽水一政和一大浦断裂带以东的浙闽粤滨

海区，主要发育晚侏罗世一早白垩世、晚白垩世侵入

岩。早期主要发育高钾钙碱性I型花岗岩，晚期主

要发育A型碱性花岗岩。该区I和A型花岗岩是

拉张环境下形成的，都有深部幔源物质的熔人，具有

点线分布的特点。总体来看，具有从西到东、从早到

晚，幔源物质增多，碱性增强，从I型向A型转变的

趋势。

l 区内花岗岩成因类型及分布 2不同成因花岗岩磁性特征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按物质来源划分花

岗岩的成因类型，到了80年代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

高度重视。根据东南沿海花岗岩的特点。可分成S、

I和A三种成因类型⋯。S型花岗岩即地壳重融型

花岗岩以再循环地壳物质为主要来源，仅有少量的

上地幔物质参与；I型花岗岩即壳幔混合型花岗岩，

通过对浙闽粤出露岩石和东海钻井岩芯磁性测

量发现，不同成因的花岗岩磁性差别较大，为磁测资

料的地质解释奠定了物性基础。

(1)s型花岗岩。在丽水一政和一大浦断裂带

以西的建阳、建瓯、龙泉、松阳等地测量到较多的以

s型为主的花岗岩(表1)。统计结果表明，磁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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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1 s型花岗岩物性点测量统计

∥10—5 sl
物性点号 地点 岩性 年代

测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l 建瓯附近 花岗岩 诟 30 4 18 “

2 建瓯附近 花岗岩 嘏 30 8 20 14

3 建瓯附近 花岗岩 诟 30 2 10 6

4 建瓯附近 花岗岩 诟 31 5 16 ll

5 建阳附近 =云母花岗岩 帕 31 1 15 6

6 建阳附近 二云母花岗岩 柏 29 1 6 3

7 建阳附近 花岗岩 诟 28 7 19 13

8 建阳附近 花岗岩 嘏 31 4 23 11

9 龙泉附近 花岗岩 镌 33 110 1813 565

10 龙泉附近 花岗岩 诟 30 12 26 19

11 龙泉附近 花岗岩 键 30 4 23 13

12 龙泉附近 花岗岩 朽 31 6 13 10

13 松阳 花岗岩 以 30 3 39 18

14 松阳 花岗岩 碡 30 11 19 15

15 云和 花岗岩 诟 3l 8 76 43

16 云和 花岗岩 7； 34 18 116 65

17 上杭县 花岗岩 孵 37 256 7蚰 “2

18 上抗县 花岗岩 诟 38 3 94 36

19 上杭县 花岗岩 碡 35 10 32 18

20 长汀县 花岗岩 以 ” 3 23 12

平均值在100×lO。SI以下者居多，有18个，占

90％；而在(100—l 000)×10。sI之间的仅有2

个，只占10％，显示整体磁性较弱。s型花岗岩的弱

磁性特征与其壳源的磁性特征是一致的，即与元古

宇弱或无磁性的副变质岩磁性相似，说明较少有深

源物质的加入。

(2)I型和A型花岗岩。由于l型和A型花岗

岩在形成环境、物质来源和分布规律等方面比较相

似，且磁性比较一致，因此将两者合并进行分析。

在丽水一政和一大浦断裂带以东的舟山群岛、

溪口、龙岩、福清等地测到I型和A型花岗岩(表

2)。统计结果表明，物性点的磁化率平均值普遍在

500×104sI上(17个，占85％)，单点平均值可达
3 000 x lO。5 SI以上，整体具有较强的磁性。I型和

A型花岗岩磁性明显强于周围元古宇变质岩的磁

性，说明有较多具有强磁性的深源物质的融人，其磁

表2 I型和A型花岗岩物性点测量统计

∥10—5Sl
物性点号 地点 岩性 年代 备注

铡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l 定海岛 花岗岩 镌 3l ”6 1124 672 红色

2 定海岛 花岗岩 诟 34 5S 1156 742 褐色

3 定海岛 花岗岩 诟 35 216 2275 878

4 普陀山 钾长花岗岩 鲥。1 33 113 834 468

5 普陀山 钾长花岗岩 朝4 31 72 293 162

6 衙山岛 二长花岗岩 ，嘏 36 30 1152 532

7 汹礁岛 钾长花岗岩 打； 37 37 457 256

8 泗礁岛 钾长花岗岩 拟 42 126 1831 929

9 嵊山岛 钾长花岗岩 朝 35 487 1682 i059

10 大衢岛 二长花岗岩 槲 32 257 674 53l

11 大衙岛 二长花岗岩 靠 36 823 1573 1208

12 东福山 中粒花岗岩 朝 705 1208 1002 705

13 青浜岛 钾长花岗岩 朝 35 496 612 543

14 象山 钾长花岗岩 鲥 30 2290 5660 3432

15 溪口 钾长花岗岩 扦3 3l 8 76

16 龙海市 黑云二长花岗岩 相 35 1885 3490 2726

17 龙岩市 花岗岩 诟 953 1999 1565 953

18 福清市 花岗岩 谚 30 84 995 732

19 永春县 花岗岩 诟 16 372 5182 1717

20 广东和平县 花岗岩 钥 30 750 1540 10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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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其磁性强弱可大致反映深源物质融人的多少，即

深源物质融人越多磁性越强，反之越弱。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几个认识：①不同

成因的花岗岩磁性差别较大，这种差别是由其源岩

物质磁性决定的；②以壳源为主的s型花岗岩的磁

性，主要取决于结晶基底磁性，元古宇变质岩的磁性

较弱，由其重融形成的花岗岩磁性同样较弱；③有深

源物质加入的I和A型花岗岩，因壳源磁性较弱，故

其磁性变化主要取决于具磁性的深源物质的含量；

④可根据花岗岩的磁性强弱判别成因类型，进而可

提供地质构造研究的必要信息。

3结语

我国华南地区，不同成因的花岗岩磁性差别明

显，这为航磁资料的解释提供了物性前提。可以根

据磁异常形态特征、强弱变化和分布特点，固定不同

成因的花岗岩，并分析其分布规律，这不仅具有深远

的地质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地质找矿指导意义。

中国东南中生代巨型火山一侵入杂岩带是濒太

平洋岩浆岩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地学界研究

的重点。但是到目前为止，对该带形成的动力机制、

构造环境和演变规律等地学问题仍然分歧较大。运

用航磁资料对不同构造环境和力学机制所形成的不

同类型的花岗岩进行区分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为深

入地质研究提供重要线索。中国东部也是重要的成

矿带之一，在全国已发现的33个超大型内生矿产

中，有17个分布于东部，形成于燕山期⋯J，成矿作

用与燕山期岩浆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是强烈的岩浆

活动所引起的“东部燕山期成矿大爆发”。另外不

同矿产往往形成于不同的构造环境，如①在伸展环

境下的巨大岩石圈减薄可形成亲地幔成矿元素的

cu-Nj硫化物矿床；②在挤压环境下的岩石圈巨大

减薄作用可形成斑岩cu多金属矿；③在挤压环境

下的岩石圈巨大加厚作用可形成w-sn-Nb多金属

矿。因此区分不同成因类型的花岗岩无疑对地质找

矿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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