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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岩中有结核状千酪根产出，并指出花岗岩和

沉积岩中的干酪根与约2 300 Ma以前盆地中

的一次成油事件有关，轻的碳氢化合物迁移进

入沉积地层下伏的花岗岩以及邻近的花岗岩，

由于富铀相的存在，辐射作用使碳氢化合物转

化成千酪根。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情况。

文献[6]指出，不同地体中的碳质物完全

石墨化的温度不同。例如，L丑ndi一4]根据新英

格兰和日本的变沉积岩中的碳质物的x射线

衍射研究结果推测变质条件下可能在温度高

于400℃时形成真正的石墨。GrewL5 J指出，

Narragan鳅t盆地中良好有序的石墨大概是在

660～690℃和450～500~Ⅱ’a时形成的。

Luque等Ⅲ1根据西班牙Central Range板岩中

碳质物的x射线衍射结果推测完全有序的石

墨大约在温度500℃左右出现。

尽管有关结晶石墨形成温度的估计差异

较大，不过一般认花岗岩的形成温度高于或接

近上述结晶石墨形成的温度，因此花岗岩中的

碳应成结晶石墨存在。有关区域变质作用中

碳质物的石墨化机理研究【1，5，35J表明，石墨化

过程受温度和压力、含O一、H一、s～和N一气

体的逸度以及围岩的孔隙度、变质作用的时

图2残渣含碳物质的红外光谱

F谴．2 Infr丑删SFe吐mm of铀d目rIac。吼B matt甘in商due

间、变质流体等因素影响，甚至还受原始有机物和沉积岩岩性的影响。据此本文作者设想了原始沉积物中

的有机质在s型花岗岩形成过程中转化、最终成碳质物残留的模式。造山运动期间，沉积岩层迅速埋人地

壳深部，并在高温高压下部分熔融产生花岗岩浆，与此同时原岩中的有机质逐步降解、转化，如果粘稠的花

岗岩浆在相对封闭的岩浆房中结晶，有机质转化产生的含H，o，N，s等杂原子的气体难以逸出，这将抑制

或延缓有机质的降解、转化为碳质物以及碳质物的进一步石墨化，使得少量的碳质物得以最终保存。

前已指出S型花岗岩中存在再生生物成因地幔碳氢化合物[1“，另外Price等m1曾报道某些高温的变

质岩中生物成因的碳氢化合物具有很高的热稳定性。因此可以设想西华山花岗岩中也可能存在碳氢化合

物。

5结论

西华山花岗岩中少量碳质物的产出不仅提供了证实其源岩是沉积物的新证据，而且指示该花岗岩体

是在较低的温度、较高的压力和相对封闭的条件下结晶的，这与有关西华山花岗岩体地质地球化学研究的

成果吻合。s花岗岩中碳质物的结构状态和成分有可能指示花岗岩形成时的强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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