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8 +
矿 床 地 质
MINERAL DEPOsITs 第 17卷 增 刊

关于伟晶岩矿床成因

冯钟燕
艹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北 京)

提 要 :通 过对滇西伟晶岩矿床实例探讨伟晶岩矿床成因。伟晶岩矿床成因有两派主要假说 ,

残余岩浆说和残余岩浆-气水溶液说。争论聚焦在引起伟晶岩广泛蚀变矿化的气水溶液来 自何处以

及它们进人伟晶岩的方式。滇西龙陵花岗岩岩基伴有多处伟晶岩脉群。黄连沟地区的岩脉结晶分

带很差,气 液交代现象广泛强烈。在小田坝,同 组伟晶岩脉的结晶分带程度差别很大,反 映在岩

脉固结前从岩基深处得到挥发组分补充程度不同。在茅草寨,结 晶分带很好,微 弱的交代现象只

发生在邻近石英核的微斜长石中。岩浆逐步冷却结晶,较 早形成的矿物不含水或含水较少,水 在

岩浆中越来越多,岩 浆为水饱和。这种现象不时发生。过饱和水常常形成微小的气泡向压力较小

的部位浮动,进 人未结晶的伟晶岩,也 会沿着岩基和岩脉中的晶隙通道,进 人已固结的伟晶岩中,

引起蚀变矿化。气水溶液进入伟晶岩的时间和数量往往很不相同,结 果伟晶岩的特征也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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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伟 晶岩矿床成因争论

伟晶岩脉虽然不大,但 关于伟晶岩脉成因的论文很多,据 50年 代初统计,较 重要者已

超过 TO0篇 。就观点来看,火 成的水成的和变质的都有,大 致可归为 14种 派别。

假说中最有影响的是以费尔斯曼为代表的残余岩浆说和以 Landes为 代表的残余岩浆-气

水溶液说。

残余岩浆说认为,伟 晶岩是从岩浆槽房分出的富含挥发性组分的残余岩浆 (伟晶岩岩

浆)凝 固的产物,首 先从残余岩浆中结晶出高温矿物,后 来在挥发性组分的作用下,岩 浆结

晶的矿物发生变化。伟晶岩形成过程相当长,从 母侵人体凝固的最后阶段开始到形成低温热

液矿物为止。学说的要点是特殊伟晶岩岩浆在封闭条件下逐步演化。这一假说遇到的主要困

难是水在岩浆中的溶解度有限,难 以解释在伟晶岩内大规模发生的交代作用。

残余岩浆-气水溶液说认为伟晶岩形成过程可分为岩浆和气水两个独立阶段。在岩浆阶

段,熔 浆填满裂隙,矿 物依次结晶,形 成了分带的伟晶岩。在气水阶段,由 深部来的气水溶

液作用于早期结晶的矿物,生 成由钠长石、白云母、石英和稀有矿物组成的交代矿物集合

体。其要点是经历封闭条件下岩浆结晶和开放条件下气液交代两个阶段。这一假说必须说明

为什么交代作用只发生在伟晶岩内,以 及来自深部的气水溶液如何进人伟晶岩内。

2 滇 西伟晶岩矿床实例

在云南西部龙陵等地出露燕山期花岗岩大岩基。在黄连沟、小田坝、茅草寨、小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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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亢、回欢、达摩山和孟昌等地都有伟晶岩脉群与龙陵岩基相伴。不同地区的伟晶岩脉的地

质特征和形成过程有明显差异。下面以黄连沟、小田坝和茅草寨为例说明。

黄连沟地区的伟晶岩脉都出现在岩基顶部隆起部位,大 部分在火成岩体内,少 数出现在

接触带附近的变质沉积岩中。大多数岩脉呈板状,形 态简单,厚 度稳定,长 数百米,厚 数

米,脉 壁平直,与 围岩界线清楚。根据岩脉主要造岩矿物的粒度和相互关系,可 以分出4种

结构类型:① 细粒结构。主要矿物为微斜长石和石英,粒 径均一,一 般小于 2mm;② 文

象似文象结构。微斜长石和石英镶嵌形成楔状连晶,文 象结构两种矿物比例稳定,石 英同时

消光,似 文象结构则无稳定的比例,也 不同时消光;③ 伟晶花岗结构。微斜长石呈半 自形

粒状与石英共生,与 花岗岩的结构特点相似,但 粒度粗大;④ 小块体结构。主要由微斜长

石大晶体组成,石 英数量不多。岩脉的分带性很差,近 一半的岩脉无分带现象,岩 脉具伟晶

花岗结构,向 内粒度变粗。另一半岩脉略有分带现象,一 般可看到细粒结构的边缘带,宽 度

不大,向 内是伟晶花岗结构的内部带,在 其中出现文象似文象结构的团块或粒度粗大的伟晶

花岗结构的团块,偶 尔也出现微斜长石小块体。岩脉内部的气液交代现象很普遍,至 少可以

分出在先的钠长石化和在后的白云母石英化两大阶段。钠长石化造岩强烈,波 及范围广泛,

形成细粒状白色钠长石集合体。在伟晶岩脉中找到 30多 种矿物,矿 物形成作用和顺序归纳

如下:① 岩浆结晶作用。形成微斜长石、正长石、钠长石、白云母、黑云母、石英、磷灰

石、钛铁矿、绿柱石、锆石、金红石、榍石、石榴石和磁铁矿等;② 气液交代作用。形成

钠长石、石英、绿柱石、电气石、黄玉、萤石、褐帘石、辉钼矿、辉铋矿和锡石等。黄连沟

是个很好的绿柱石矿床。

在小田坝地区,伟 晶岩脉群也产在岩基顶部隆起部位。多数岩脉呈板状,厚 度比较稳

定,长 数百米,厚 数米,脉 壁一般平直,与 围岩界线清楚。岩脉有分带现象,但 不同岩脉分

带程度相差较大,在 分带最好的岩脉中可以看到四个带,有 外向内依次为细粒带,矿 物为微

斜长石和石英,粒 度细小均一;文 象似文象结构带,微 斜长石和石英镶嵌形成楔状;伟 晶花

岗岩结构带,微 斜长石呈半自形粒状与石英共生,与 花岗岩的结构特点相似,但 粒度粗大;

微斜长石小块体结构带,主 要由 10~sO cm的 微斜长石大晶体组成。小田坝地区的伟晶岩脉

群,尽 管形态相似,产 出深度相同,但 不同岩脉内部结构相差很大,约 有一半岩脉存在细粒

和文象似文象两个结构带,四 分之一有细粒、文象似文象和伟晶花岗岩 3个 结构带 ,剩 下的

四分之一在岩脉中部发育微斜长石小块体带。交代作用都比较微弱。部分伟晶岩脉中开采长

石,做 陶瓷原料。

在茅草寨地区,有 几条伟晶岩脉,也 出现在岩基顶部隆起部位。岩脉中部膨胀。岩脉非

平衡条件下的分离结晶作用进行得比较完全,使 贯人裂隙中的熔浆成分随时间逐步发生变

化。存在细粒、文象似文象、伟晶花岗岩和长石块体四个结构带,在 中部还有石英核,紧 临

石英核的微斜长石局部遭受钠长石化.形 成白色细粒钠长石集合体。岩脉中找到过绿柱石和

铌钽铁矿,但 数量不多。

黄连沟、小田坝和茅草寨三地的伟晶岩脉都与同一个燕山期黑云母花岗岩岩基相伴,都

出现在岩基顶部的隆起部位,三 地相距也不远。三地的伟晶岩的形成过程有明显差异。

在黄连沟,残 余岩浆贯人,结 晶后形成分异很差的简单伟晶岩。残余岩浆中挥发组分不

很多。交代作用强烈。交代溶液来 自龙陵岩基的深处。至少有两次气水溶液注入,钠 长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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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白 云母石英化在后。

在小田坝,残 余岩浆贯入,结 晶后形成分异程度不同的岩脉。最初贯人的残余岩浆含挥

发组分不很多。不同脉体与岩基深处的连通情况不同,有 些岩脉从岩浆深处继续得到挥发性

组分,气 水溶液以微小的气泡进人尚未固结的岩脉,含 水多的岩脉结晶分异程度高,分 带明

显。交代作用比较弱。交代溶液来 自龙陵岩基的深处。一些岩脉中存在钠长石化。

在茅草寨,残 余岩浆贯人。贯人裂隙的岩浆与岩基深处连通良好,气 水溶液可以充分补

给,伟 晶岩分带很好。交代作用微弱。交代溶液来自伟晶岩内。部分溶于岩浆,部 分以微小

气泡散布于岩浆内。

3 伟 晶岩矿床成因讨论

伟晶岩分布很广。大侵人体通常都伴生着较晚的晶粒粗大的岩脉。每类侵入体都有特殊

的伟晶岩脉。与花岗岩侵人体伴生的花岗伟晶岩脉特别多。伟晶岩的产况、成分、形态、大

小、结构和交代现象等等变化可以很大。从不分带的到分带很明显的,从 不见交代现象的到

交代作用极强烈的都有。

残余岩浆说认为残余岩浆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交 代作用的意义很次要,交 代溶液来源于

伟晶岩内,伟 晶岩系统是封闭的,岩 浆中挥发组分的溶解度很大。

残余岩浆-气水溶液说认为岩浆的作用是重要的,交 代作用的意义更重要,交 代溶液来

自岩体深处,伟 晶岩系统是开放的,岩 浆中挥发性组分的溶解度不一定很大。

茅草寨伟晶岩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残余岩浆以及伟晶岩凝固之前气水溶液的补给作

用。此时伟晶岩是开放的,在 结晶之后 ,伟 晶岩系统变成封闭的,不 再从岩体深处得到气水

溶液补充。

小田坝伟晶岩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残余岩浆以及伟晶岩凝固之前气水溶液的补给作

用,不 同岩脉的补给有差异,伟 晶岩浆结晶之后,伟 晶岩系统开放程度不高。

黄连沟伟晶岩的形成残余岩浆的作用是重要的,交 代作用的意义更重要,岩 脉从岩体深

处得到了大量气水溶液。

岩浆冷却矿物逐步结晶,较 早形成的矿物是不含水或含水较少的。随着结晶作用的进

行,水 在岩浆中的含量会逐渐增多,最 后岩浆为水饱和。岩浆工旦过饱和就出现了独立的水

相,水 就会呈很小的气泡,向 压力小的地方浮动。有人计算过,如 果岩浆的粘度为 106洎 ,

气泡的半径为0,1cm,移 动的速度大约是一年 125cm。 从地质角度看,这 种速度是够快的,

可以使水相在岩基的隆起部位或沿裂隙贯人的伟晶岩脉中富集。岩基的冷却是逐步的,过 饱

和现象不时地出现,微 小的气泡不断地向上移动,进 入尚处于岩浆状态的或已经结晶的伟晶

岩脉,产 生各种效应。

花岗岩岩基上部的晶隙通道和伟晶岩脉内的晶隙通道之间的连通情况,有 时好,有 时

坏,且 常常会变化,使 气水溶液向伟晶岩的补给,出 现不同的情况。一般来说,在 伟晶岩未

固结之前的充分补给,有 助于形成很好的分带现象,在 伟晶岩结晶之后的补给往往产生广泛

的蚀变矿化现象。

上述观点有助于认识伟晶岩的成因和形成过程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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