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马衔山混合岩岩石特征及成因探讨

甘肃省地质局第四地质队 顾 鹏

前人对马衔山地层构造先后作过不少工作
,

但对马街山混合岩的岩石特点及成因很少作

过详细的研究
。

.

笔者根据甘肃区测一队 1 ,

20 万区域地质侧里所获资料
,

写成此文
,

不妥之

处
户
请批评指正

。

(一 ) 岩 石 特 征

本区棍合岩
,

按其成因可分两种
,

即区域性混合岩和花岗岩边缘带混合岩
。

区撼性棍合岩
,

主要由钾长混合岩
,

二长混合岩和斜长棍合岩组成
。

钾长棍合岩主要出露在马衔山背斜轴部
,

岩石呈肉红色
、

浅红色
,

主要由微斜长石
、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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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斜长石和黑云母组成
,

花岗结构
,

眼球状构造 (照片 1
,

照片见封三
,

下同 )
。

微斜长石

大都呈眼球状产出
,

斜长石由奥长石组成
,

具强烈绢云母化
,

含量约在 10 书左右
。

二长混合岩的结构
、

构造和矿物组成
,

与钾长混合岩相同
,

所不同者
,

斜长石 的含量增

加
。

其与钾长石的含量相近似
。

斜长混合岩呈灰白色
,

亦为眼球状构造
,

斜长石的含量超过钾长石
,

同时斜长石的组成

主要属中长石的范畴
。

微具绢云母化
。

无论是钾长混合岩
、

二长混合岩或斜长混合岩
,

组成眼球的成分绝大部分由微斜长石和

条纹长石组成
,

一般大小在 0
.

5 x l厘米
,

最大的为 3 x 3 厘米
,

呈定向排列
,

与区域构造线

一致
。

在上述混合岩中可见黑云母角闪片岩和大理岩的夹层
,

大理岩和角闪片岩 的构造线方向

与眼球混合岩的眼球排列方向完全一致
,

二者在空间关系上是和谐的
,

产状是一致 的
。

彼此

没有冲击
、

排挤现象
。

花岗岩边缘带混合岩
,

仅出现在小石马花 岗岩的外接触带中
,

野外可 以清楚的看到该花

岗岩中的肉红色长石呈 自形晶
、

半自形晶
,

无规则的浸染在围岩中
,

常常截穿围岩片理
,

非

常特征的是在外接触带中
,

距侵入体愈远
,

这种长石愈少
,

无疑它的形成与花 岗岩侵入有着

密切关系
。

岩石化学及重矿物特点

该区 区域性混合岩主要由钾长混合岩
、

二长混合岩
、

斜长混合岩组成
,

它们不仅在矿物

含量上差别较大
,

而且在岩石化学特点上
,

也有显著不同
,

即不同的混合岩有其特征的岩石

化学特点
。

现列表于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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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 以看出马衔山混合岩岩石化学特点
:

①钾长混合岩中三氧化二铝
、

氧化镁
、

氧

化钙及氧化铁的含量依次小于二长混合岩及斜长混合岩
。

②与上述相反
,

二氧化硅的含量和

氧化钾的含量依次大于二长混合岩和斜长混合岩
。 、

混合岩化较深的钾长混合岩中
.

氧化钾
、

二氧化硅的含量最高
,

这可能说明
,

花 岗岩化是混

合岩化达于极点所导致
。

当然二氧化硅
、

氧化钾的含量也暗示了混合岩化的强烈程度
。

与二

氧化硅相反三氧化二铝含量较少
,

这可能像张秋生在 《 混合岩化成矿作用几个问题》 一文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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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到的
,

三氧化二铝在混合岩化过程 中是最活动的组分
,

易于迁移所造成
。

,

重矿物特点

马衔山混合岩中重矿物比较复杂
,

这里不详细描述
。

现仅人工重砂中的错石叙述于后
:

错石在马衔山混合岩的重矿物中占绝对优势
,

按其颜色可分为无色
、

淡红色及黄褐 色
。

无

色及淡红色的错石表面有裂纹
,

黄褐色的错石表面无裂纹
,

这表明不同颜 色的错石在物性上

是不同的
,

国外学者研究证明
,

错石的颜色是内在放射能所造成
,

同时用侧定错石陇同位素

年龄来证明
,

·

颜色愈深生成时代愈早
,

随着时间的增加
,

错石的颜色由无色~ 淡红色~ 黄褐

色~ 玫瑰 色
。

由此推想
,

马 衔山混合岩中的错石
,

可能是不同时代的铬石组 合
。

无 论 是 无

色
、

淡红色或黄褐色的错石
,

它们中间绝大部分均受过不同程度 的磨蚀作用
,

呈园形或卵园

形
,

也有棱角比较完整很少磨蚀的 (照片 2 )
。

就其表面性质而言
.

有的有毛玻璃现象
,

有

的表面 凹凸不平
,

也有的 比较新鲜
。

上述特点表明
,

它们是经过搬运沉积的
。

正像苏联岩石学

家赫鲁晓夫所指出
,

错石 可作为鉴定结晶片岩和片麻岩是沉积岩变质或是火成岩变质而成的

主要标记
。

另外在马衔山混合岩中和大理岩伴生的角闪片岩中的错石
,

按其颜 色仍然可分出

上 述三种 类型
。

依其磨蚀程度和表面性质均与上述棍合岩中的错石相似
,

这就更加说明马衔

山棍合岩是由沉积岩或是由火成岩变质而成的
。

混合岩基体
、

脉体特点及其交代作用
,

在本区绝大部分的混合岩中基体与脉 体 难 以 区

分
,

但在部分地区仍然 可以分出
。

组成基体的矿物主要有斜长石
、

右英及黑云母
。

斜长石在

斜长混合岩中呈变晶产出
,

颗粒较小
,

经油浸折光率测定为 A n3 5一40
,

属中长石
。

但 在 二

长混合岩中斜长石为 A n
24 一 28

,

属奥长石
。

在钾长混合岩中斜长石晶体很小
,

蚀 变历害
,

很

难侧定其排号
,

可能属钠长石或钠更长石
。

从上述斜长石的变化规律来看
,

随着混合岩化的

加深
,

斜长石是逐渐变为酸性的
。

组成脉体的成分
,

主要是微斜长石
、

石英和少量奥长石
。

微斜长石主要交代生成粗大的

眼球
,

经费氏台测定微斜长石 Z V为 7 7
”

一了8
“ 。

’

上述基体与脉体之间出现复杂而广泛的交代作用
,

其中最主要的是钾钠交代
,

如微斜长

石交代斜长石
,

常使斜长石呈不规 则状
、

锯齿状
、

葫芦状
,

残留在微斜长石的眼球中 (照片

3 )
。

微斜长石交代角闪石常使自形晶的角闪石边缘变成参差状的接触线 (照 片 4 )
,

微 斜

长石交代黑云母
,

常使六边形的黑云母变成筛状结构
,

微斜长石与斜长石接触处也可见到净
边结构 ( 照片 4 )

`

。

微斜 长石交代石英形成缝合线构造 (照片 5 )
,

斜长石交代眼球状的微

斜长石形成蠕虫结构 (照片 6 )
。

从上述交代特点可以看出
,

马衔山混合岩的形成不是一次

完成的
,

而是多次作用的结果
。

(二 ) 斜长石在混合岩化过程中变化规律及混合岩化作用

马衔山混合岩形成过程中
,

斜长石的变化是在矿物含量上
,

棍合岩化愈 深
,

斜 长 石 的

含量愈少 , 从斜长石的成分上
,

混合岩化较深的钾长棍合岩和二长混合岩
,

斜长 石 属 钠 长

石 衬 钠吏长石
。

这些斜长石强烈泥化
、

绢云母化
,

而在斜袂混合岩 中
,

斜长 石 属 更 长 石 到

中长石
,

它们仅轻微绢云母化
,

或次生变化不明显
。

人们知道斜长石的去钙长石化过程
,

也

正是泥化
、

绢云母化过程
, 正像 B

·

H
·

洛多奇尼柯夫所指出
, 易于溶解的钙长石分子

,

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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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替
,

形成绢云母
,

于是就得到比较酸性的斜长石
,

从这里可以推知
,

马

衔山钾长混合岩
、

二长混合岩中
,

斜长石泥化
、

绢云母化非常强烈
,

而在斜长混合 岩 中
,

斜

长石泥化
、

绢云母化很微弱
,

为什么 ? 很有意义的是
,

这种变化所导致的斜长石与油浸 拆 光

率测定斜长石排号是一致的
,

这就更加证明上述变化的可靠性
。

至于混合岩化作用的说法很多
,

故不讨论
,

现仅将马衔山混合岩形成过程叙述于后
,

马衔山混合岩形成之前
,

是经过广泛的区域变质作用
,

从混合岩的基体均呈花岗变晶结

构
,
以及混合岩中沉积岩地层呈片岩

、

大理岩便可推出
。

在区域变质的基础上
,

出现 了大 t

的硷交代
,

生成了一套眼球状混合岩
,

从眼球状微斜长石
、

条纹长石中
,

因交代残留的斜长

石存在便可证明
。

由于混合岩基本形成
,

由热液带来的斜长石组分
,

又交代巳经形成的钾长

石眼球
,

同时生成大量懦英石
,

至于混合岩化晚期也出现斜长石的净边结构
。

综合上述混合岩化过程可知
,

混合岩化过程是一特殊的交代过程
,

它的形成不是一次作

用的结果
,

而是多次作用的结果
。

(三 ) 原 岩 恢 复

马衔山混合岩主要 由一套沉积碎屑岩变质混合而来
,

其理由如下
。

1 、

从区域构造而言
,

马衔山钾长混合岩
、

斜长混合岩
、

斜长角闪片岩和大理岩均呈对

称分布
。

2
、

从沉积岩夹层而言
,

在马衔山混合岩中可见到大理岩和角闪片岩
。

3
、

从空间关系而言
,

组成马衔山混合岩主要是一套眼球状混合岩
,

混合岩与夹在其申

的大理岩在空间关系上是和谐的
,

产状是一致的
,

二者 没有冲击排挤现象
。

4
、

从重矿物而言
,

马衔山混合岩中错石占重矿物的绝对优势
,

含量范围 60 一90 %
。

从

颜色
、

表面性质
、

磨园度可分几种不同类型
,

这些特点很可能反应出它们的来源 不 是 单 纯

的
,

而是复杂的
,

更有意义的是与大理岩伴生的斜长角闪片岩中的错石
,

不论 是 颜 色
、

晶

形
、

表面性质
、

磨园度
,

均与眼球混合岩中的错石完全一样
。

5 、

从化学成分而言
,

马衔山斜长混合岩中 A I: o 。的含量最多可达 1 8
。

1 5%
,

这是 一 般

花岗岩类很难出现的含量
。

综合上述
,

马衔山混合岩应是一套碎屑沉积经再生岩浆影响而成
,

它应属程裕琪同志所

划分的典型区域混合岩
。

结 论

1 、

过程
。

2
、

3
、

马衔山混合岩的形成过程
,

实质上就是以硷质交代为主的生成各种类型的硷性长石

马衔山混合岩中的眼球长石主要是交代而成的
,

充填作用很次要
。

由沉积岩混合岩化
、

花岗岩化生成的岩石中
,

错石的颇色
、

物性
、

表面性质
、

磨蚀

情况是各种各样的
,

不会是单纯的
。

4
、

斜长石在混合岩化过程中
,

是由基性向酸性逐步转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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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地质局区测一队第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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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东中部地质构造的初步认识

青海省地质局第七地质队 黄伟国 李乐贤

青东中部
,

即指以东经 10 1度
,

北纬 3 5度为中心
,

包擂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余境
,

西 跨

海南州黄河地域
,

东濒甘
、

青交界
,

南北备至黄河的地区
。

湛称黄河上游之河曲地区
。

一
、

沉 积 建 造

出露地层有前震旦系
、

上古生界
、

中生界和新生 界等
。

前震旦系 分布在北部尖扎一循化一带
,

岩性为一套深变质的花岗片麻岩
、

混合岩
、

变粒

岩及大理岩
、

结晶片岩等
。

并有酸性和少量基性岩的侵入
,
由于岩石遭受强烈的构造 变 动

,

区域变质作用及花岗岩化十分强烈
,

对其原岩性质的分析一般较困难
,
根据化障亚曲地区大

理岩的存在
,

至少在这套深变质岩的东部地区
,

其原岩应为海相沉积岩
。

前震旦系在构造形态上构成晚元隆起的古老地块
,

上古生界 分布于西倾山的东南部李卡如山一带 , 北 部为双朋喜一石脑亥地区
,

以浅海

相碳酸盐岩建造为主
。

现分述如下
。

(一 ) 河南县李卡如山

1 、 泥盆系 ?

出露于待富松滩
,

露头不好
,

工作程度差
。
1 9T 0 年间

,

我们和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黄

南组的同志在测制剖面时
,

在待富松河北侧的深灰色块状灰岩地段
,
从转石中发现泡沫珊瑚

化石
,

推测存在中泥盆统
,

其上覆与下伏地层的关系都不清楚
,

2
、

石炭系

该系分布于李卡如山南坡
,

据古生物化石仅发现下石炭统
. 由于断裂的发育

,
地层出露

。

其岩性为暗灰
、
灰黑色灰岩

,
中间夹有黑色缝石绮核少圣假而状灰岩

、

黑色页岩
,

串全不

露厚度达 1 2 0 0米
。

在乌梯沟至待富松剖面上采到化石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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