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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岗伟晶岩的含矿特性
,

决定了它不失为铿
、

披
、

担
、

艳等稀有元素的重要矿床类型之

一
。

笔者结合 自己以往的工作实践
,

仅就花岗伟晶岩的犷化作用和找矿标志等问 题讨 论 如

后
,

不当之处
,

诚望批评指正
。

一
、

花岗伟晶岩的分类

关于花岗伟晶岩的分类问题
,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志提出的方案多达二
、

三

十种
。

其中影响较大和比较重要的有 A
。

E
.

费尔斯曼按物理化学条件的分类
, K

.

A
.

弗拉索夫

的共生构造分类 ; H
.

A
.

索洛多夫的主要造岩矿物共生分类
; A

.

H
。

李西村按交代作用的分

类 ; 郭承基的云母矿物分类等
。

这些不同的分类法在花岗伟 晶宕的地质研究和找矿工作中
,

都程度不同地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但也发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一些问题
,

还需要给续讨论
。

花岗伟晶岩乃是花岗质岩浆分异演化的派生物
。

由于花岗质岩浆分异演化的总趋势是朝

着
“
碱性

” 的方向发展
,

这就有可能派生 出富含钙 ( 钠 ) 质
、

富含钾质和晚期富含钠质的各

类伟晶岩
。

花岗伟晶岩的研究结果表 明
,

作为碱质 ( C a 、

K
.

N a 等 ) 标志的长石类矿物随着

伟晶岩作用的发展演化
,

有严格一定的晶出顺序
:

斜长石
、

微斜长石
、

钠长石
。

另外
,

就 含量而言长石类矿物乃是花岗伟晶岩最重要的造岩矿物
。

它不但种类多
,

而
_

巨

变化大
,

其共生组合关系既反映着花岗伟晶岩原始物质成分的基本地球化学特性
,

又标志着

花岗伟晶岩的结晶分异和交代作用的特点
。

因而
,

长石类矿物及其共生组合也就共有
“
找矿

标志
” 的意义

。

由于长石类矿物具有以上的重要特性
,

加之又容易鉴别
、

估最和实用等优点
,

我们可以

采用长石类矿物共生组合差异这个原则
,

把花岗伟晶岩划分为斜长石型 ; 斜
一

长石一微斜长石

型 , 微斜长石型
;
微斜长石一钠长石型

; 钠长石型五个基本类型
。

花岗伟晶岩中锉辉石虽不普遍
,

但其含量有时可达造岩矿物的程度
,

而且
.

主要于伟晶岩

的原生结晶期继微斜长石之后析出
。

找矿工作的实践表 明
,

锉辉石的出现和发育既是重要的

锉矿化
,

更是花岗伟晶岩交代作用和担
、

艳
、

锻等稀有元素矿化良好的标志
。

为此
,

在花岗伟晶岩长石共生组合类型的基础上
,

再 依据锉辉石的有无和多寡
,

自微斜长

石型起又将各型 区分为含锉辉石和不含铿辉石的两个亚型
。

如此
,

花岗伟 晶岩的分类系统简

要图示如下
:

云母类矿物对稀有元素矿化有一定的指示性
。

实际工作中视需要和可能还可以在花岗伟

晶岩的长石类型基础上
,

再按云母类矿物进一步细分
,

如黑云母
、

二云母
、

白云母
、

铿云母

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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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并研究花岗伟晶

岩的 带状构造
,

是阐 明

伟晶岩 分异作 用的 基本

方法和手段
。

正如前面指

出的随着结晶分异作用的

进行
,

花岗伟晶岩原生期

主要造岩矿物的结晶顺序

是斜长石
、

微斜长石
、

铿

辉石
,

最后以块体石英带

的形成为标志而宣告原生

期结束
。

图 1

三
、

花岗伟晶岩的

交代作用

继原生结 晶期之后伟

晶岩作用进入了热液交代

期
,

这在花 岗伟晶岩的发

展史上是另一个重要的演

化阶段
,

也是稀有元素另

一个极为重要的 成 矿 时

期
。

按照主要的交代矿物种类
,

交代作用可以区分为钠长石化
、

白云母化和铿云母化等
。

实

践证明
,

花岗伟晶岩的交代作用是循钠长石
、

白云母
、

铿云母这一基本程序演进的
。

交代作用对于原生花岗伟晶岩多是叠加改造关系
,

所以交代产物在空间上没有必然一定

的位置
,

但是通常多发育在各原生带的分界附近
,

尤其 以富含微斜长石的粗粒
、

块体结构带

多见
,

形体很不规则
。

依照交代作用的性质和矿物标志
,

交代体可以划分为钠长石
、

白云母和狸云母的三种基

本类型
。

有时由于交代作用在空间上的叠置缘故
,

还出现了复 ( 合 ) 式交代体
,

这时可以按

照主要交代矿物的组合划分为白云母一钠长石
、

铿云母一钠长石交代体等
。

花岗伟晶岩的交代作用与分异作用的关系
,

一般地说分异好交代相对地也要好些
,

分异

不好交代也就差些
;
实际上也有不少分异不好而交代很强的例子

,

所以
,

不可绝对化
。

有人

提出分异与交代不一定是先后关系
,

而可能是并行关系
:

结晶分异的开始就有交代作用
,

只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不够显著而已
,

随着分异作用的进行交代作用也在加强
。

这种看法不是没

有道理的
,

只是还研究得很不够
。

四
、

花岗伟晶岩地球化学演化特征

随着伟晶岩作用的演化发展
,

原生结晶期主要造岩矿物依照斜长石
、

微斜长石
、

鲤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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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绿柱石
、

紫色铿辉石和玫瑰 色石英等
。

( 3 )担元素显著富集
。

出现了许多富含钮的矿物
:

锰钮矿
、

担铁矿
、

细晶石
、

妮担锑

矿和六方钮铝石等
。

所 以
,

以铿云母
、

红 电气石等为标志的晚期锉阶段的发育
,

是担
、

艳
、

铿 的重要成矿时期
。

五
、

花岗伟晶岩的矿化作用

各类花岗伟晶岩的矿化特点不尽相同
,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

花岗伟晶岩熔浆原始物质成 分的地球化学特点
。

就一定类型的花岗 伟晶岩本身发展演化来

看
,

成矿也可以分为原生结晶分异和交代两种情况
:

原生期以白云母
、

铎
、

铰矿化最重要
,

伴

生有妮
,

矿化与结晶分异作用相关
,

产于某些特定的结构带中
; 交代期以担 ( 泥 )

、

埋
、

被
、

物
、

艳矿化为重要
,

成矿与交代作用密切相关
,

产于各种交代体中
。

1
。

被矿化
:

主要呈绿柱石的形式出现
。

有两个基本生成时期
:

( 1) 原生期为不含碱质

的绿柱石 ) 晶出于钾阶段的晚
、

末期
,

多产于粗粒和块状结构的石英一微斜长石带
、

块体微斜

长石带与石英核的接触带附近和石英一白云母集合体中
,

属粗大结晶 的绿柱石
,

常聚集成矿

巢状
,

分布很不均匀
,

成矿与分异作用密切相关
; (2 )交代期形成碱性绿 柱石

,

多世代地产

于各种交代体中
。

各种交代作用均有伴生
,

其中与钠长石 化有关的多是钠或钠一铿绿柱石
,

与铿云母化有关的多是艳一锉绿柱石
。

这些与交代作用有关的碱性绿柱石
,

多呈淡黄绿色
、

白色
、

无 色或玫瑰色
,

晶体呈短柱状
、

板状和不规则粒状
,

颗粒细小
,

分布较均匀
,

是镀的

重要成矿时期
。

2
.

锉矿化
:

当花岗伟晶岩锉的原始浓度较高时
,

于原生结晶期继微斜长石之后将有多量

的锉辉石晶出
。

锉辉石结晶粗大
,

常伴生有磷铝石等
,

它们均嵌生于石英中
,

形成石英一锉

辉石带
,

这是锉矿化最重要的生成时期
。

交代期的铿云母化 ( 伴土有铆
、

艳 ) 是铿矿化的另

一个重要成矿时刻
,

与锉云母化伴生的还有少量针状锉辉石
、

磷铝石等
。

3
。

妮担矿化
:

除了原生期少量厚板状披铁矿外
,

泥担矿化基本上出现在交代期
,

这是花

岗伟晶岩 中妮担成矿的极为重要的时期
。

泥钮矿物成因上与各种交代作用有关
,

空间上产于

各种交代体中
。

其中与钠长石化伴生的主要是泥铁矿
、

妮担铁矿
,

与白云母化伴生的主要是

妮担铁矿
、

钮铁矿
,

与铿云母化伴生的主要是担铁矿
、

细晶石
、

铀细晶石
、

妮担锑矿和六方

担铝石等
。

随着交代作用的演进
,

担矿化明显地趋于富集
。

4
.

枷艳矿化
:

铆在花岗伟晶岩中全部分故
,

主要是进入微斜长石
、

白云母和铿云母等含

钾矿物中
。

铆艳均在花岗伟晶岩的晚期铿阶段富集
,

除进入鲤云母外
,

艳还有可能形成艳榴

石
。

花岗伟晶岩的发展演化过程 中
,

L i
、

B e 、

N b
、

T a 、

R b
、

C s等稀有元素和矿物的演化

特征如图 2 所示
。

另外
,

研究花岗伟 晶岩的矿化特征时
,

.

查明泥
、

担
、

铿
、

镀
、

铆
、

艳等稀有元素的赋存

状态是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

实践证明 N b
、

T a 、

L i
、

B e 等稀有元素主要呈独立矿 物的

形式出现
, R b全部分散 , C s主要呈分散状态

,

部分呈独立矿物出现
。

它们的集中系数大 致

如下
:

妮 0
.

6 5一 0
.

8 5
、

祖 0
.

7 0一 o , 9 0
、

锉 0
.

8 6一 0 , 9 3
、

握0
.

7 0一 0
.

9 0 、

铆 0
、

艳 ()一 0
.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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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半干旱地区一多金
,

属矿带的地球化学晕及其找矿意义
白建勋 杨札荣 肖俊峰

( 新疆地质局第五地质队 )

在半干旱地区的气候和地质条件下
,

元素在风化作用中的重新分布和变化有其特殊的规

律
,

查明这些规律对半干旱地区的普查找矿有着重要的意义
。

我们根据在新疆富蕴及青河地

区一多金属矿带的工作
,

在半干旱地区多金属矿床风化壳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化探工作方法

方面有了一些体会
,

现叙述如下
,

洪大家参考
。

本文叙述地区为新疆富蕴
、

青河两县交界处
,

乌伦古河与青格里河之间的三角地区
,

约

东经 8 9
“

J 牙1
“ ,

北纬 4 6
0

一 4 7
0

范围 ( 见下图 )
。

以粗粒
、

块体结构的石英一微斜长石带和以块体微斜长石带
、

块体石英带为标志的强分异和

全分异型伟晶岩
,

是粗晶绿柱石的 良好标志
。

石英一铿辉石带的出现既是 L i矿化的重 要标

志
,

也是交代期 N b
、

T a 和 B “ 矿化的良好预示
。

3
.

花岗伟晶岩的交代作用标志

花岗伟晶岩中交代作用的强烈
、

广泛发育
,

是 T a 、

C s 、

B “ 、

L i等矿化的重要找 矿标

d r

J山、 o

( 1 )钠长石化
:

在一般情况下都是 B e 、

N b
、

T a 矿化的肯定标志
。

其 中糖粒状钠长 石

多是妮铁矿的标志 ; 叶钠长石则是泥担铁矿
、

钮铁矿 的标志
。

与钠长石化相关的绿柱石
,

一

般都是钠质或钠铿质的碱性绿柱石
。

( 2 ) 白云母化
:

有两种基本情况
,

一种是原生结晶期钾阶段末期钾长石水解的白云母
,

呈大片迭层状
,

是工业 白云母的重要对象
,

同时伴生有绿柱石和泥铁矿
; 另一种是交代期的

鳞片状 白云母
,

经常伴生有重要的 N b
、

T a
矿化

。

( 3 )铿云母化
:

铿云母的强烈发育
,

一般情况下都是富 T听口 L i矿化的极好标志
。

妮担

矿物主要为担铁矿
、

细 晶石
、

妮担锑矿等富含钮的矿物
,

同时伴生有 C s
一 L i绿柱石

。

在 锉

辉石系列的花岗伟晶岩中
,

锉云母化发育且伴生有红色
、

彩 色电气石时
,

往往是寻找艳榴石

的良好标志
。

( 4 )钠长石化
、

白云母化
、

锉云母化等交代作用在空间上叠加发育时
,

这是 T a 、

N b
、

B e 、

L i
、

C s
等稀有元素矿化的极好标志

。

4
.

花 岗伟晶岩典型矿物标志

主要指电气石而言
,

其颜色具有良好的找矿意义
。

黑色电气石是泥铿矿化不佳的标志
;

蓝
、

绿色电气石是泥铁矿
、

妮祖铁矿的找矿标志
,

且妮的含量大于担
; 红色和彩色电气石是

担
、

锉
、

艳矿化的良好标志
,

但袒的含量大于妮
。

( 参考文献从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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