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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球粒陨石 R E E 丰度

( 据 W
。

E
。

C a m e r o n 等
,

1 9 5 3 ) i一 2 1 为 样 品 号
,

样 品

2 9 8 1采自博宁岛
。 a一富集 L R E E的样品 , b一具有 近 于 对

称的 U形模式
; c一亏损 L R E E 的样品

H i e k e y等
,

1 9 8 2 , J
.

B
.

G i l l
,

1 9 8 1 )
,

这些元素对蚀变 作 用

极敏感
。

样品6和样品 n 中 rS 以

及样品8中B a
的异常值

,

也可能

反映了蚀变作用 的 过 程
。

据

J
.

A
.

P e a r e e
等 ( 1 9 7 3 ) 的研究

,

高场强离子 Z r 、
H f

、
N b 和 T i

在岩石遭受中等变质条件下是

稳定的
,
在玻 安岩 内 iT / Z r

比之的变化 较 大
,

自 22 一50

(为第三纪玻安岩 )变至球粒陨

石值以上 ( 新西兰和塞浦路斯

样品值为中生代 )
,

而洋中脊玄

武岩
、

球粒陨石
,

其值约为 1 1。
。

球粒陨石标准 化 的 R E E

丰度投绘于图 2中
。

C a p e V o g e l

和新喀里多尼亚的强斑状玻安

岩为富 L R E E 型 ( L a N
/ Y b N =

5
.

4 一 2
.

9) ; 而具斑晶斜方 辉

石的第三纪玻安 岩 为 U 形 图

案
,

且稍富 L R E E ( L a N
/ Y b N 二

1 一 1
.

5 ) , 新西兰 和 塞 浦 路

斯的样品除 1 0外
,

L R E E型 ( L
a N

/ Y b N = 。
.

3 一 。
.

6 )
,

而 10 号样品的模式与 b 组的模式相似 ( 图 2b )

在实验误差内
,

缺失 E 。 异常
,

这也许恰好是玻安岩稀土模 式的一个特点
。

为 亏 损 的
。

图 2 表明

… …·
地质新知

.

… …
宁夏微细浸染型金矿特征

近年来宁夏地矿局第二地质矿产调查队
,

坚持从实际出发
、

反复实践
,

进行了地质
、

化探以及新技术
、

新方法应用等综合找矿
。 ,

于昆仑一秦岭地槽褶皱系走廊过渡带东端的宁夏境内
,

发现一微细浸染型金矿
。

该矿明显受层位和构造控制
。

矿床住往分布在东西向及北东向两组褶皱与断裂复合叠加地带
,

而矿体

则赋存在东西向
、

近东西向挤压破碎带及其相关的北东向断裂中
。

含矿围岩为下石炭统哮酸盐岩一碎屑岩
建造 中的 破 碎 砂 岩

、

粉 砂者
、

泥岩及碎裂岩中
。

其次是泥盆统碎屑岩
。

金矿体常与石英闪长 扮岩岩脉

紧密伴生
,

主要矿体展布方向与脉岩走向一致
。

矿石中金主要以单体自然金状态赋存
,

皇显 微粒 状一次

显微粒状 ( 0
.

0。。 n一 0
.

04 m m ) 或各种不同形态微粒金的集合体嵌布于褐铁矿 , 右英和粘土矿 物 中
。

其品
:

位变化较均匀
,

平均品位 x 克 /叱
。

伴生有益犷物为银
、

稀土矿物 ( 磷铝 饰 矿 ) 等
,

有 害 组 分 是 硫 ( 黄
.

铁矿
、

毒砂
、

黄铜矿等硫化物 ) 和砷 ( 主要赋存在毒砂
、

辉砷镍矿中 )
。

金银矿化与赤铁 矿 化
、

褐 铁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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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的前弧分布
,

此种岩浆形成及其水的导入当与聚敛板块边缘的俯冲作用有关
。

W
.

E
.

C a m e or (n 1 9 8 0) 的基本结论是
,

玻安岩熔体是在与洋中脊或边缘海盆扩张 中 心岩

石熔体不同的 P一 T一
a H

:
O 条件下形成的

,

在后来的研究中 ( 1 9 8 3 )
,

他对玻安岩的岩 浆

成因进行了模拟
,

认为是 由已经亏损的橄榄岩渊源熔融而派生的 L R E E 亏损的岩浆 和 含水

的 L R E E 富集的液体两种组分的混合
。

持这种观点的还有 S u n 和 N e s b i t t ( 2 9 7 5 , 1 9 8 0 )
,

他们认为玻安岩是由亏损的 M O R B 型渊源与富集 L R E E 组分混合而产生 的
。

据报道
,

G er
e n ( 1 9 7 6 ) 曾对上慢岩饱和水的部分熔融进行了实验研究

,

他在 12 00 ℃和

10 千巴条件下获得了显然属于玻安岩类的液体
,

认为玻安岩可能是在大洋板块破裂初期阶段

由俯冲板块上的橄榄岩在有水情况下部分熔融形成的
。

M e ij e r ( 1 9 8 2 ) 还认为存在这样的可

能性
,

即有些辉石安山岩和英安岩可能是玻安岩液体演化的产物
。

七
、

结论和认识

1
.

玻安岩这种在世界上少有
、

在国内尚未见及实际报告的岩石
,

就目前所知
,

主要分布

于西太平洋岛弧地区
,

其次也见于特提斯蛇绿岩带的某儿个杂岩体中
,

前者为第三纪
,

后者

为中生代
。

它们是聚敛板块边缘岛弧火山发展演化的产物
,

与海沟
、

岛弧环境关系密切
。

2
.

玻安岩一种由橄榄石
、

淬火辉石和玻璃基质组成的斑状岩石
,

是一种高M g O
、

N i
、

C r

低 A I
:
O

。
和 N a :

O + K ; O 的安山岩
,

其 R E E 模式有
:

( 1 ) L R E E 富集型 , ( 2 ) L R E E亏

损型
;

( 3 ) R E E 呈 U 形
。

详尽地研究此类岩石对火山岩岩石学的发展
,

对确定 蛇 绿 岩的

形成环境都具有甚为重要的意义
。

3
.

与玻安岩在化学成分上相近似的岩石有马利安岩
、

高镁安山岩和科马提岩
,

其 中关系

最密切的为马利安岩
,

可称作马利安岩一玻安岩系列
,

但是马利安岩这个术语尚未得到广泛承

认
。

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
,

例如高M g O
、

N i
、

C r ,

低 A I
:
0

3

及碱金属
,

但它们之间却 有 着

一些明显的不 同和差异
。

到目前为止
,

岩石学家虽对它们作了岩石学和地球化学方面的比较研

究
,

但其成因上的内在联系仍无更多的探讨
。

4
.

人们普遍认为
,

自然界存在形成玻安岩的独立母岩浆
,

这种岩浆具地慢成因
,

以含原

生水为特征
,

并由实验证实有玻安岩类液体的存在
。

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岩浆的形成与板块的

俯 冲作用有关
,

至于它是由混合作用生成的
,

还是地鳗的高度部分熔融
、

水的 导 入 而 产生

的
,

笔者 认为其均属探讨性质
,

可以说仅属一种假设
,

然而这种探讨对此类岩浆的形成 以及

岩浆演化的认识均会有一定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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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黄铁矿化
、

黄钾铁矶化
、

硅化
、

高岭土化
、

碳酸盐化及重晶石化等蚀变有关
,

尤其是各种蚀变叠加出

现时
,

对成矿更有利
。

金银矿化常产于热液一次生淋滤铁矿及铜矿化附近
。

其地球化学标 志
,

金 矿 化 与

A s 、

S b
、

A g等元素有关
,

银矿化与 A u 、

S b
、

A s等元素有关
。

经初步工作认为
,

该矿与卡林型金矿有些类似
,

属新的金矿类型
。

具有一定的工业价值和成矿远景
。

这 一 发 现 对扩大找矿视域具有实际意义
。

( 宁夏地质矿产局张寿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