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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中酸性侵入岩
,

根据其地质
、

岩石
、

地球化学和成矿作用等特征
,

将其

分为长江系列
,

江南系列
,

苏州式和大龙山式
。

长石是本区侵入岩中的主要造岩矿物
,

长石的结构状态和成分
,

不仅反映形成时的

物理化学环境
,

而且还反映成岩后的热历史及各种物理化学作用对它的影响
,

而这些作

用同时也影响了成矿作用
。

对本区二十六个岩体四十多件长石样品进行系统 研 究 后 认

为
:
长石的成分

、

结构状态及出溶温度等可以提供岩石的成因信息
,

碱性长石的晶胞形

变与本区岩体的成矿作用有一定联系
。

一
、

斜长石的成分和结构状态

<一> 料长石的成分
:

根据化学分析和旋转台测定结果 ( 麦 1 )
,

斜长石可分五个种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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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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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 二 70 %左右 )
,

仅局限于橄榄辉长岩中 ; <2 >
.

拉长石 ( A n “ 5 3 一 6 8 % )
,

见

于辉长岩
、

辉石闪长岩中 ; < 3 )
.

中长石 ( A n 二 30 一 4 5 % )
,

见于闪长岩
,

石英 闪长

岩及花岗闪长岩中 ; ( 4 >
.

更长石 ( A n = 2 0 一 2 8 % )
,

见于花岗 岩
,

花 岗 闪长 岩

中
; < 5 ) 钠长岩

,

主要见于苏州钾长花岗岩中
。

此外
,

还有常作为苏州钾长花岗岩及

大龙山石英正长岩 中条绞长石的钠相条绞及中
,

更长石的净边
。

本区斜长石中
,

除钙长石分子 ( A n
) 和钠长石分子 ( A b ) 外

,

尚含有一定数量 的

钾长石分子 ( O r
)

。

O r
随 A b增加而增加

,

其含量不 少于 1 %
,

大部分在 6 一 8 %范 围

内
。

这可能与本区中浅成小侵入体形成温度较高而引起的三端元混溶有关
。

<二 > 料长石的结构状态
:

部分样品用 R呈b b l
e

( 1 9 5 0 ) 的用 A n 及 A ( 13 1 )测定 t , 。 一 ( t ,
m ) 的图表定结构态

。

成

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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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岩石中斜长石结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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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样品
,

系根据苏树春
、

叶大年同时测定斜长石成分和结构态图表测定成分
,

在

R i b b l e
图上求出 t ; 。

一 <t , m >
。

〔 1 〕 系收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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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鉴定
,

采 用孙以谏 ( 1 9 8 2) 建立的用

粉晶晶胞确定成分的回归公式
。

部分样

品是用苏树春
、

叶 大 年 ( 19 8 1 ) 的
”

E

函数△2 0 = 2 0 ( 忍0 4 ) 一 2 0 ( 4 0 0 ) 习
一

I其

它函数配合同时测定斜长石成分和结沟

态 的方法
。

为便于对 比
,

笔者将 用后 一

个方法测定的结果投影在 iR b b le 的图丧

上
,

求出 t
l 。 一 < t

,
m )

。

列于表 2 ,

图

1
。

从测定结果
,

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

1
。

不同成因类型侵入岩中
,

斜长

石 A l一 5 1有序化程度 t
, 一 ( t

l
m )不 同

由长江系列一江南系列一苏州式
,

t
, 。

一

灯 t l
m )依次增高

。

2
。

同一杂岩体不 同次侵入的岩石

中
,

斜长石有序程度不同
、

如高资杂体岩

石英闪长岩中斜长石有序程度明显低于

雷巷文象花岗岩
, t 、 。 一 < t

, m )分别为

0
.

4 1和 0
.

63
。

雷巷文象花岗岩为岩浆演

化晚期的产物
,

尽管其侵位高
,

规搜小

但由于早期岩体侵入所造成的热环境及

自身岩浆中挥发分和水 含量高
,

岩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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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斜长 石成分
、

△ ( 1 3 1 ) 与有序程度 t 工。

一 < t ,
m )关系 ( 据K r o u

和 R i b b l e 1 9 8 0 )

1一岩体
一

号
,

代表岩体同表 2 序号
。 0 苏州岩体

F 19
.

1 C o r r o l a t i o n o f P l a g i o e l s e

e o rn P
o s i t i o n w i t h i t s o r d e r

i
n g s t a t e

t 1 0 一
< t l m ) e a l e u l a t e d b y ( 1 3 1 )

晶温度降低
,

冷却缓慢
,

有利于斜长石 中硅侣替代
,

有序程度增高
。

3
。

同一岩体不 同相带
,

斜长石结构状态亦不同
。

如安基山岩体
,

由于边缘相岩浆

冷却速度快
,

斜长石有序程度低于中心相 ( 表 3 )
。

衰 3

T a b l e
3

安签山岩体不同相带斜长石有序程度

O r d e r
i

n g s t a t e o f p l a g i
o e l a s e s i n A n

j i s h a n i n t r u s i v e b o d y

样 品 号 岩石类型 t 1 0 一
< t i

m >

Z K 1 7 O
`

l
一

1 4

Z K 1 6〕 1一 2 1

石英闪长珍岩

花岗闪长斑岩

0
.

3 3 7 0
.

5 0 9

0
.

小 10 0
.

6 4 8

相相缘心边中

二
、

碱 性 长 石

碱性长石在本区 各类岩石中分布不及斜长石 )
、 ’

泛
,

在各类岩石 中的相对含 鼠以碱长

石系数 K = A / A
一

卜 P 火 1 00 %来表示 (表 4 )
。

可见碱长石系数 K 随岩石酸性程度增加而增

力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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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4

T a b l e

各类岩石中喊长石系教 ( K )

4 A l k a l i
一 f e l d s p a r e o e f f i e e n t ( k ) o f v a r i o u s r o e k s

岩 类 闪 长 岩 }石英闪长岩 花岗闪长岩 石英二长岩 二长花岗岩 钾长花岗岩

7一 1 0

少数 20 以上

可达 2,8

10一 2 0

少数 20 以上

可达 34

2 0一 3 0

主要为 25一 30

个别 < 20 或 > 30

4 3一 5 4

个别 < 40

4 5一 5 0 > 7 5K值(%)

< 一 )
.

碱性长石的成分和种属

1
.

成分
:
碱性长石单矿物化学分析和 X 光衍射分析结果 ( 表 5

,
6 ) 表明其成分

有如下特点
:

( 1 )按长江系列
、

江南系列
、

苏州式
、

大龙山式的次序
,

O r 、
A n
含 量 逐 渐 降

低
,

而A b含量增加
。

在 S m i ht 分类图中 (图 2 )由钾长石端元向钠长石端元过渡
。

( 2 )碱性长石中 B a 、

rS 含量与主成分关系密切
。

B a 、

S r
含量分别随碱性长 石 中

的 O r 、

A n
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

2
。

种属
:
据 X 光衍射分析结果 ( 表 7

、

图 2 ) 长江系列岩石中碱性长 石 属 正 长

石
,

江南系列及苏州式
、

大龙山式
,

特别是太龙山式岩石中
,

主要为中间微斜长石
,

并

有少数接近最大微斜长石
。

表 5

T a b l e
s

不同类型岩体中喊性长石的成分 ( % )

C o m p o s i t i o n o f a l k a l i 一 f e l d s P a r s i n

i n t r u s i v e b o d i e s

v a r i o u s t y P e o f

类类 型型 长江系列列 江南系列列 苏 州 式式 大龙山式式

化化化 O rrr

范围围 5 5
.

7一 7 4
.

444 4 8
.

000 5 9
.

3二二 3 3
.

8一5 8
.

333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分分分分 平均均 6 5
.

1 7
.

( 1 1 ))))))) 4 5
.

7 5 ( 4 )))

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

结结结 A bbb 范围围 2 1
.

8一 4 1
.

555 4 6
.

000 3 8
.

555 3 9
.

9一 6 6
.

777

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果

平平平平均均 3 0
.

8 0000000 4 0
.

6 333

AAAAA nnn 范围围 1
.

1一 8
.

000 6
.

000 2
.

222 0
.

3 3一 3
.

6 444

平平平平均均 4
.

0 3333333 1
.

6 333

SSSSS m i t il分类类 钾透长石一钠透长石石 钠透长石石 钠透长石石 钠透一歪长石石

XXXXX o r

变化范围围 4 2
.

2一 9 2
.

111 6 0
.

4 1一 6 5
.

111 4 4
.

6一 6 6
.

222 3 7
.

0一 5 8
.

999

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

分分分 o r
平均值值 6 4

.

6 5 ( 1 9 ))) 6 2
.

9 ( 4 ))) 5 6
.

7 2 ( 6 ))) 4 4
.

6 3 ( 5 )))

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析
结结结 K相 / N a相相 0 6 7一 5

.

7 111 1
.

6 9一 2
.

000 0
.

7 1一 2
.

1 888 0
.

5 666

果果果果果果果果

`

括号内为计算样品数
。

, !

碱性长石中包裹斜 长石导致 A b
、

A
n

增加
,

O r

偏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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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6

T a b l e 6

玻性长石中 B a 、
S r

含 ,

B a
.

S r e o n t e n t i n a l k a l i
一 f e l d s P a r s

样 品 号 { B a ( p p m ) S r ( P P m ) O r ( m o l% ) } A n ( m o l % )

石 马

高 资

洪 镇

大 龙 山

8 4宁
一 1 1

Z K 1 0 1一 1 8

8 3 y
一

1 8

8 3 y一 1 6

2 7 3 9

4 1 0 9

2 7 6 0

3 7
.

4

3 3 7

…
“ 7

·

5 5 8

1
了3:

3 6 3 { 4 8
甲

6
.

0 1 3 3
.

0

2
.

6

4
.

0

6
.

0

0
.

3

.

X光分析 O r总为 65
.

1 1%
。

é乙Z勺了

r Jlr

卜梦尹 J产; JJ矛̀
-
r̀ J
月
I

1

龚
声
.台

.

1 : 长石区

Z
产 /

. 2 .

、 ~ ~
, 。

绒
夕爹豁履我石姗杀

K。

图 2 长石分类 ( 据 S m i t h 1 9 7 4 )

·

长江系列
。

江南系列 。 苏州式
、

大龙山式

F 19
.

2 C l a s s i f i e a t i o n o f f e l d s p a r

据镜下及 X 光分析
,

本区绝大多数碱性长石为条纹长石
,

条纹晶粒大小及钾相 与钠

相的相对含量
,

在各类型岩石中亦有差别
。

长江和江南系列岩石中
,

为 隐纹一微绞长石
,

K相 / N a
相分别为 0

.

6 7一 5
.

7 1 ( 平均 2
.

2 7 ) 和 1
.

6 9 一 2
.

0
。

苏州花岗岩中为条 纹 长 石
,

K相 / N a
相 = 0

.

71 一 2
.

18 ( 平均 1
.

50 )
。

大龙山石英正长岩中则为反 条 纹 长 石
,

K 相

/ N a
相

二 0
.

56
。

碱性长石中条纹发育程度及钠长石组分含量
,

按上 述 次 序
,

逐 渐 提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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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T a b l e 7

碱性长石结构状态及形变指数

5 t r u e t u r e s t a t e a n d s t r a
i n e d e o e f f i e i

e n t o f a l k
a l i

一 f e l d s p a r s

{
长 江 系 歹”

1 { 】
类 型

成铁 ( 铜 )

岩体

江南系列 } 苏 州 式 大龙山式
成铜岩体 无矿岩体

ttt zzz
范围围 0

.

6 6 6一 Q
.

7 9 333 0
.

7 0 4一 0
.

7 9 ]]] 0
.

7 0 9一 0
.

7 9 333 0
.

7 3一 0
.

9 2 888 0
.

7 5 5一 0
.

9 2 888 0
.

78一 0
’

9 1(((

}}}}} 平均均 0
.

7 16 ( 7 ))) 0
.

72 8 ( 4 ))) 0
.

7 3 6 ( 8 ))) 0
.

8 0 3 ( 6 ))) 0
.

8 2 9 ( 9 ))) 0
.

8 3 1 ( 1 1 )))

ZZZZZ

范围围 0
.

3 3 2一 0
.

5 3 444 0
.

4 0 9一 0
.

5 8 222 0
.

4 1 8一 0
.

5 8 555 0
.

4 9 7一 0
.

8 5 555 0
.

5 1一 0
.

8 555 0
.

6 0 6一 0
.

8 333

平平平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0000000
.

4 3 333 0
.

4 5 666 0
.

4 7 222 0
.

6 0 666 0
.

6 5 888 0
.

6 6 333

yyyyy 0
.

0 0 111 0
.

0 0 111 0
.

0 0 111 0
.

0 0 1一 0
.

5 5 111 0
.

0 0 1一 0
.

72 000 0
.

0 0 1一 0
.

7 3 :::

△△ aaa 一 0
.

0 0 666 0
.

0 7 4一 0
.

0 9 000 0
.

0 7 6一 0
.

1 333 0
.

0 7 6一 0
.

1 3 111 0
.

0 6 5一 0
.

] 4 111 0
.

14 9一 0
.

1 9 (((

一一一 0
.

0 6 7777777777777

括号内为参加计算的样品数
。

货
弓名n勺

2 9 5 1

C u K“ 2 0 t Z时`少
、

图 3 碱性长石 X
一

射线衍射结果 (据 W r i g h t 1 0 6 8年 )

z一 2 5
、

3凌为长江系列 ; 1 9一 2 3
、

苏州岩体 , 2 4一 2 7一黄山岩体 ;

2 8一 5 2大龙山岩体 ; 3 3
、

3 5一 3 8江南系列
·

长江系列
。

江南系列 0 苏州式
、

大山龙式 . 原作者标准样品 O原作者标准样品

F 19
.

3 X r a y d i f f r a e t i o n d a t a o f a l k a l i 一 f e l d s p a r

< 二 ) 碱性长石的结构状态
:

碱性长石结构态参数的测定是根据品胞参数及其倒易
,

用以谏 ( 1 9 82 ) 建立的统计

公式计算 t
, 、

八 t
、

O r ,

并换算成汤姆逊系数 Z
、

一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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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碱性长石铝占位度 t
, 、

汤姆逊系数 Z
、

Y 在不同类型岩石中的分布
,

由表 7
、

图 4 丧明
,

由长江系列一江南系列一苏州式
、

大龙山式
,

依次增高
。

长江系列不同成矿

岩体内碱性长石的 t
, 、

Z值亦有差异
,

无矿岩体明显高于成矿岩体
,

而成矿岩体中
,

成

铁岩体又高于成铜岩体
。

t
, 、

Z 与熔浆成分之间存在较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

用一元线性回归计算 t ,

一 51 0 : 、

t
,

一 I) I
、

Z一 5 10
2 、

Z一 D l其相关系数均大于 0
.

7 ( 表 s )
。

,

……{
` 2。

…蓝
0

.

6 {) 丁 0
.

吕 〔 J
.

9

!!!!!!!!!!!沁沁沁沁
{{{

诱诱诱诱诱
万万了了了了

二二乞乞乞乞

笼笼笼笼笼

葬葬葬葬葬

图 4 碱性长石铝占位度 t l
在不同类型岩石中分布频率

长江系列 14 个岩体 江南系列 4 个岩体 苏州式
、

大龙山式 4个岩体

F 19
.

4 F r e q u e n e y o f a l u m i n u m o e e u P a n e y ( t l ) o f a l k a l i一 f e l d s P a r

i n v a r
i o u s t y P e o f r o e k s

表 8

T a b l e

长石结构有序程度与全岩化学成分指标相关系傲

C o r r e l a t i o n e o e f f i
e e n t o f f e l d s p a r s s t r e t u r e w i t h b u l k

e o m P o s i t i o n o f r o e k

, 一 ( t i m >

5 1 0 2
0

.

7 3 ( 2 1 ) 0
.

7 0 3 ( 2 1 ) 0
.

6 7 ( 1 4 )

0
.

7 6 ( 1 4 ) 0
.

7 6 2 ( 1 4 )

.

括号内为参数计算的样品数

2
.

碱性长石晶胞形变指数△a
与成矿的关系

:

根据 S t e r w ar t和W .iJ g llt ( 19 74 ) 提出的形变指数△a
计算公式计算了本区 30 个碱性

长石的△a
值 ( 表 7

、

图 5 )
。

由表 7
、

图 5 表明
,

不同类型岩石中
,

碱性长石的△a
值有差异

,

其中大龙山 式 △a

最大
,

长江系列△a
最低

,

而长江系列各岩体中
,

成铜岩体△a
绝大部分小于 0

.

肠入
,

成

铁岩体△a 为 0
.

07 4一 0
.

09 入
,

无矿岩体么
a 为 0

.

0 76 一。
.

13 入
。

上列数值可以得出如 下 认

识
: △a

值的差异可以作为岩体含矿性的判别标志之一
,

成铜矿咨体△a
值小于 0

.

05 入
。

必须指出的是△a
值作为含矿性判别标志

,

是根据本区情况统计得出的结 论
,

仅 是

一种探索
,

有待进一步系统验证
。

tS e 1’\ a\ lt 等认为△a
< 0

.

肠入者
,

齿占胞无形变
,

而八 a > 0
.

05 入时则晶胞异常
,

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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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胞异常的原因
,

一是碱性长石的共格出溶
,

一是碱性长石 中某 些 元 素如 B
、

F e 、

N H且
十 、

H 。 O
十

等的存在
。

本区成铜岩体碱性长石△a < 0
.

05 入的原因
,

尚有待进一步工

作查明
。

:弓冬 . }几
. 几 .l

~ ~ -~ -` 匕~ ~ ~ ~ ~ ~
品 -

`

-
一 ~ ` ~ - 一一一

△△ a 昌 a l 厂 a r ` ttt

。。 划划

、、 2 。 : 。
、

。 “

工
。 川川

一一 二 l 曰曰
000 引 , 口 ,l ` .川 川川

... 丁 . , “ 一

么
。

聆
工工

。。 2 、 ` ’ . ’

戮刀
””

曰曰 — — — — 一一一 一
~ ~ 尸 . ~

— ——
... ” 少少

... 一一

... 习习

:弓冬 . 卜 ,

. 几 .l

4 0 乃( ) l , ( ,

o r ( r1 10 19石

图 5 碱性长石形变指数△a一 o r
图解 ( 据 S t e r w a r t和W

r i g h t 1 9 7 4

1一宝山
, 2一武山

,
5 一天鹅抱蛋山

,
7 一金 口岭

,

8 一铜官山
,

9一冬瓜山
,

15 一安基山
,

3 4一贵池铜山
。

·

长江系列
“

江南系列 0 苏州式
、

大龙山式

F 1 9
.

5 S t r a i n e o e f f i e e n t (△a ) v s
.

O r o f a l k a l i一 f e l d s p a r

三
、

二长石晶出温度
、

条纹长石出溶温度

及影响长石结构的因素

长石的成分大致上可以反映岩浆结晶时的温度
,

而长石的结构态则基本上反映了岩

浆结晶时和结晶后的热历史
。

( 一 )二长石晶出通度
:

据Q一 A b
一

O r
相图分析

,

本区各类岩体形成时的压力
:

长江系列 0
.

5一 I k b , 江南系

列 1一 Z k b , A 型 0
.

5一 Zk b
。

根据W h i t h e y和 S t o r m e r
( 19 7 7 ) 推导的低温二长 石 系列

温度计算表达式
,

计算压力为 k] b 和 Z k b时的晶出温度 ( 表 9 )
。

可以看出当压力相差

kI b时
,

对温度的影响在 20 ℃ 以内
。

苏州岩体晶出温度低
,

大龙山式最高
,

长江系列晶出温度变化范围大
。

( 二 )碱性长石中钠相条纹的出溶温度

在较高温度下结晶的碱性长石
,

随着温度的降低
,

当达到固溶线后
,

应由混溶态向

离溶态转变
,

固溶体分解形成条纹长石
。

本区条纹长石
,

据镜 下观察条纹形态特征及 X 衍

射粉品资料
,

初步认为多为非共格出溶
。

至于大龙山石英正长岩中条纹长石
,

由于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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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b l e g

共存的玻性长石一料长石昌出沮度

C r y s t a l l i z a t i o n t e m p r e t u r e o f e o 一 e x i s t i n g a lk a l i
一 f e l d s p a r

a n d p l a g io e la s e

二 长 石 晶 出 温 度 (℃ )

岩 体
I K b Z K b

7 0 8 一 7 2 2

8̀ 8

…
” 6 4

5 ` 9

…
5 3 0

9了8

…
” 9 5

8 8 8

{
” 0 4

7 6 5

}
7 7 9

8 2 1 } 8 3 7

7 4。
{

7 63

6 1 6 … “ 2 9
’

.

7 3 9 } 7 5 3

山山山
一宝武月

天 鹅 抱 蛋 山

天 鹅 抱 蛋 山

岭马资巷口金石高雷

江长系列

州尖山

梅龙

苏黄大苏 州 式

大 龙 山 式

89 5一 1 0 1 1 . 奉

9 2 8二

.

据电子探针分析结果计算 ;

二 收集资料
,

压力为 1
.

s k b
。

纹形态具典型的 S p e n c e y M型 ( 据 R i b b l e 1 9 8 3 ) 结构
,

而 △a 又 很大 ( A a = 0
.

1 4 9 -

0
.

1 96 )
,

是否系共格出溶
,

有待 X 衍射单晶分析验 证
,

暂 作 非 共格 出溶 看 待
。

据

B r o w n 和 P a r s o n ( 2 9 5 4 ) 低压缓慢冷却条件下碱性长石固溶相 图 ( 图 6 )
。

由 S F S 出

溶线得出碱性长石出溶温度及出溶延续温度间隔 ( 表 10 )
。

按长江系列
、

江南系列
、

苏

州式
、

大龙山式的次序
,

条纹长石出溶温度及延续的温度间隔逐渐增大
。

工型岩石中条

1 00 0

8oo

劣 6 0。

}

`̀日o
月
,2

Z 二了
1

l
_

一 ’

图 6 碱性长石固溶相图 ( B r o w n 和 P a r s o n s 1 9 8 4 ) ( 低压
、

缓慢冷却条件下 )
。

F i g
·

6 S o l v u s p h a s e d i a 琴
r a m o f a l k a l i

一 f e i d s P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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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出溶温度低
、

间隔小
,

形成隐纹或微纹长石
,

有序度低
。

苏州式和大龙山式
,

特别是

大龙山石英正长岩
,

条纹出溶温度高
、

间隔大
,

出溶比较彻底
,

形成条纹长石和反条纹

长石
,

有序程度高
。

表 10

T a b l e 1 0

碱性长石固溶相出溶沮度

E x s o l u t i o n t e m P r e t u : e o f P e r t l一i t e

长
`

了系列 江南系列 苏 州 式 …
曰’

痴
式

.

2一了9
.

9 6

}
6 0

.

4 一 6 5
.

。
4 4

.

6 一 6 6
.

2 3 7
.

0一 5 8
.

9一
43

一

一
围

一
范

一
一

三州二圣二…二二二二
俘一望 卜竺

~

竺旦i里口
一” 。

竺甲
8 -

止里
.

二卫
一 …_ 少罗三

_ _ _ _
_

…
_

_
_
_

一吕兰竺 _ _ _

5

仁二
一

1
44

·

6

二二
9 0

.

0 5一9 6
.

0 5 8 6
.

3 4一 9 5
.

6 6

O r
纹

一
。 3

.

1 _

卜一三三二

呱一ower

7 2 0一5 10 6 6 0一 6 3 0 7 2 0一 6 1 0 7 3 0一 6 6 0

范围 一一 }

—
一一

4 8 0一 3 0 0 3 8 0一2 8 0 3 8 0一 2 5 0 4 3 0一 2 5 0

平均

6 5 0

3 8 0

2 7 0

6 4 0

3 3 0

止一始
·

止

出溶温度ǎ℃à

_
_

_ 1
_
一 _ _ _

—
_

}

_
—出溶延续温度间隔 ( ℃ )

< 三 ) 长石结构态的影响因素
:

结晶温度对长石结构态的影响
,

在长江系列各岩体中反映 比较明显
。

结晶温度高
,

铝

占位度 t ,

低 ( 如武山岩体结晶温度 8 5 0 c0
,

t
, = 0

.

6 6 6 )
。

结晶温度低
,

t
,

高 ( 如月山和

雷巷岩体
,

结品温度分 l1Z 为 5 2 0℃和 6 2 o cc
,

t
l

为 0
.

7 6 2和 0
.

7 9 3 )
。

一般地说
,

岩浆冷却缓慢
,

使长石中 5 1
、

A l间有充分的条件进行调整
,

形成有序程

度高并向三斜转变的碱性长石
。

例如大龙山
、

黄梅尖岩 体
,

虽然结 晶温 度 度 ( 9 0 0
”

一

一 1 0 10 ℃ )
,

但由于岩体规模大
,

侵位低
,

岩浆缓慢冷却
,

碱性长石有序程度高
,

t
,

)

0
.

8 ,

且出现最大微斜长石
。

长江系列岩体规模小
,

侵位高
,

冷却快
,

碱性长石有 序 程

度低
,

t
l

为 0
.

7 0一 0
.

7 5
。

此外
,

挥发分
,

特别是 F
午

的存在
,

提高了碱性长石的有序程度
,

苏州式和大龙山式

岩体中有较多的萤石
,

岑浆富含挥发分
,

碱性长石有序程度高
。

刁
、 令士

于曰

1
.

斜长石的有序程度 t , 。

一 ( t , m ) ,

由长江系列一江南系列一苏州式
,

依 次 增

高
,

同一杂岩体不同侵入阶段或不同相带岩石 中斜长石的有序程度不 同
。

2
.

不 同成因类型岩石中碱性长石的成分
,

结构态和钠相条纹出溶特征
,

依长江系

列
、

江南系列
、

苏州式
、

大龙山式顺序
,

有如下特点
:

碱性长石中 O r 、

A n
含量递减 ,

侣占位度 t
,

增高 ; 钠相条纹含量递增
、

品粒变粗 ; B a 、

rS 含量分别随 O r 、

A n
增加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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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

3
.

碱性长石固溶体出溶温度
、

出溶程度与长石中 O r
含量及岩体形成时的 冷 却 速

度有关
。

长江系列
、

江南系列岩石中碱性长石出溶温度低
,

出溶过程延续的 温 度 间 隔

小
,

出溶不完全
,

形成隐纹或微纹长石
,

有序程度低
。

苏州式
、

大龙山式岩石中碱性长

石出溶温度高
,

延续时间长
,

出溶 比较彻底
,

形成条纹长石
,

有序程度高
。

4
.

碱性长石的形变指数△a ,

在本区长江 系列岩体中
,

可以作为含铜矿岩 体 的判

别标志之一
。

成铜岩体的△ a
值明显低于无矿岩体及成铁岩体

。

5
.

二长石晶出温度
,

苏州花岗岩低
,

大龙山式最高
,

而长江系列岩体规模大小和

岩石类型不同而有差异
,

变化范围大
。

.6 影响长石结构状态诸因素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岩浆的结晶温度和岩浆 冷 却 的 速

率
,

而岩体规模
、

侵位深度和岩浆成分 ( 包括酸
、

碱度
、

挥发分等 ) 等因素则可以影响

岩浆的结晶温度和冷却速率
。

岩浆成分
,

岩体规模及侵位深度在某种程度上又反映了岩体

形成的物化环境
,

因此
,

长石 的结构态可 以提供岩石的成因及其含矿性等信息
。

样品的 X 衍射测试及化学分析分别由本所矿物波谱组和化学实验室承担
,

绘图组 同

志帮助清绘图件
。

全文承蒙孙以谏同志仔细审阅
,

在此
,

笔者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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