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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扬子地块北缘!;58*<周庵超镁铁质岩体是一个新发现的含铜镍硫化物矿化的隐伏岩体，主要由二

辉橄榄岩组成。文章通过研究周庵岩体中橄榄石、铬铁矿和辉石的矿物成分变化探讨了岩浆演化过程和含矿岩体

成因。根据岩石的矿物组合和蚀变程度，岩体从上到下分为5个部分：上部绿泥石:蛇纹石化二辉橄榄岩相带、中部

二辉橄榄岩相带和下部绿泥石:角闪石化二辉橄榄岩相带。根据岩体中部带橄榄石和铬铁矿的成分，计算得到母岩

浆的*="值为">;5，*=2／?@2摩尔比值为#>6!，!（%)!25）为#">!A!##>6A，!（,(）为$6;B#"C;，说明其为高镁

玄武质岩浆；岩体中部带原生铬铁矿和粒间相铬铁矿核部的D’!25和%)!25呈正相关关系，说明铬铁矿与粒间硅酸

盐熔体发生了平衡交换，铬铁矿的高!（4(2!）和D’"值与拉张环境中层状岩体的铬铁矿特征一致；根据辉石温压计

得到岩体中部单斜辉石和斜方辉石的共结温度为#"#6!#"66E，压力为（5>;!$>8）B#"91<，暗示形成岩体的浅部

岩浆房深度约为#!FG。岩体上部和中部带的橄榄石?H值大部分集中在9"GH)A!98GH)A，!（,(）介于!!88B
#"C;!$$88B#"C;，说明这些橄榄石是从没有经过强烈分离结晶和硫化物熔离的岩浆中结晶出来的。岩体下部带

橄榄石的?H值（;6GH)A!;9GH)A）和!（,(）（#8""B#"C;!!"""B#"C;）都低于岩体上部和中部带的橄榄石相

应值，说明岩体下部带的橄榄石可能形成于演化程度较高、并经历了硫化物熔离的岩浆。因此，笔者认为周庵岩体

是由相对原始的和演化了的高镁玄武质岩浆两期侵位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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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铜镍硫化物矿床的镁铁0超镁铁质岩体中早

期结晶的矿物相主要是橄榄石和铬铁矿。橄榄石的

J’值及/)含量不仅可以提供母岩浆成分，还可以

区分分离结晶以及硫化物熔离等岩浆演化过程的信

息，因此被广泛应用于铜镍硫化物矿床的成因研究

中（_)&$!.‘，Laaa；NDDG；NDDP；/!.#(&$$，Laaa）。

用铬铁矿的成分可以判别成岩环境（\(>)"&，LaFM；

b);[&$!.‘，LaYP；_))@’&$!.‘，LaaX；̂!("&-&$!.‘，

NDDL），也可以用于研究铜镍硫化物矿床含矿岩体的

成因，如金川岩体（ !̂("&-&$!.‘，Laaa）、加拿大的

c,#<,(A岩体（Z%’,&$!.‘，LaaM）、俄罗斯的/’().’-[
岩体（ !̂("&-&$!.‘，NDDD）和金宝山岩体（d!"*&$
!.‘，NDDX）。

周庵岩体是扬子地块北缘新发现的一个隐伏的

大型铂族0铜镍矿含矿岩体。发现航磁异常后经钻

探验证，其金属储量为DEGGXC$镍，DELYDFC$铜

和GGEDG$铂和钯（王建明等，NDDF）。基于勘探工

作，王建明等（NDDF）认为周庵含矿岩体是一个造山

带环境的铜镍硫化物矿床；由于矿体与岩体边缘的

强蚀变带紧密伴生，矿石以浸染状和斑杂状为主，矿

体主要是热液蚀变作用形成的。糜梅（NDDY）发现周

庵岩体中橄榄石的J’值在aD7’.O以上，并有较多

的尖晶石发育，认为周庵岩体可能属于经历了低程

度部分熔融的残留地幔岩构造侵位形成的。糜梅等

（NDDa）分析了周庵岩体的铂族元素和微量元素，认

为岩体具/<负异常，富集不相容元素，并且3345
（e%、3$、3#）相对于\345（H-、\(、e,）富集，说明侵

位后的流体作用是形成矿床的关键，因此认为周庵

矿床可能为岩浆0热液型铜镍硫化物矿床。

含矿岩体的岩浆演化过程对于探讨岩体的成因

模式非常重要，但前人工作对此均未涉及。王建明

等（NDDF）只根据蚀变带和矿化带的伴生关系推断矿

化形成于后期热液蚀变，并未论及岩体成因；糜梅

（NDDY）对周庵岩体的橄榄石化学组成研究不系统，

得到的橄榄石J’值在YL7’.O"YX7’.O之间，远

低于地幔橄榄岩中橄榄石的J’值（YY7’.O"aP
7’.O；4!,.&$!.‘，NDDD），所以岩体是否为残留地

幔岩值得商榷。本次工作系统采集了一条切穿岩体

的岩芯剖面，对主要原生矿物橄榄石、铬铁矿、单斜

辉石和斜方辉石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

周庵含矿岩体的母岩浆成分、岩浆演化过程和成因

模式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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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背景和岩体特征

扬子地块基底为太古宇—中元古界砂质"泥质

沉积岩，被巨厚的南华系、震旦系以及显生宙沉积岩

所覆盖，出露面积有限（#$%&’()*，+,,-；./(0&’
()*，+,!,）。其北缘新元古代岩浆活动形成了大量

-+,!12,3(玄武岩和镁铁"超镁铁质岩体。发育在

扬子地块北缘武当地块中、以变玄武质火山岩（熔

岩、火山碎屑或凝灰岩）为主的耀岭河群曾被认为形

成于4!!3(和!,!53(之间（张本仁等，+,,+），但

最新的锆石6"78年龄结果表明其形成时代为（12+
9!）3(（蔡志勇等，+,,4）。

扬子地块北缘-+,!12,3(镁铁"超镁铁质岩

体根据目前报导的年龄可分为+组：第一组岩体的

年龄集中在-+,!4-,3(（./0%&’()*，+,,+；./(0
&’()*，+,,5；+,!,）；第二组岩体的年龄集中在!
12:3(（凌文黎等，+,,1；洪吉安等，+,,5；薛怀民等，

+,!!）。第一组岩体主要发育在秦岭巴山弧形断裂

以南、扬子地块北缘的汉南杂岩带和扬子地块中部

的黄陵地区。汉南杂岩带中镁铁质岩体以望江山、

碑坝和毕机沟为代表，主要由辉长岩、辉长闪长岩组

成（./0%&’()*，+,,+；./(0&’()*，+,,5）。第二组

岩体主要发育在随（州）"枣（阳）地块中，岩性以辉长

岩和橄榄辉长岩为主，并出露有辉石岩，这些岩体延

长方向与区域断裂带一致，呈北西向展布（图!）。最

近报道的随枣盆地中独崇山岩体的锆石6"78年龄

为（12!;:91;!）3(（薛怀民等，+,!!）。周庵岩体位

图! 扬子地块北缘随枣盆地中新元古代镁铁"超镁铁质岩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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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随枣盆地的西北部（图!），曾报导它的一个全岩

"#$%&等时线年龄为（!’’()*(）+,（糜梅，-’’.），

而笔者最近得到的锆石/$01年龄为（23245)646）

+,（未发表资料），与耀岭河群时代相同。

周庵岩体被新生代沉积物覆盖，地表上几乎无

露头，初步勘探工作表明，岩体不整合侵入于中$新

元古界朱家山群大雀山组（王建明等，-’’2）。岩体

的平面形态为西窄东宽的不规则三角形（图-7），在

不同的等深面上矿体的形态变化较大，越向下，岩体

在等深面上的面积越小，如8--’9深度的水平投

影面积为-4-5:9-，而82’’9深度的水平投影面

积为!463:9-（王建明等，-’’2）。岩体的横截面形

态在不同的勘探线上差异较大，如!(勘探线为竹笋

状或岩墙状，32勘探线则显示为不规则的盆状，而

-’勘探线为椭圆状（图-;）（王建明等，-’’2）。样品

采自控制周庵岩体最长的-’勘探线中一条切穿岩

体且保存较完整的钻孔（<=-’’.），孔深.-(9，控制

岩体的总厚度为2’-9，采样位置见图->。

- 岩相学特征

根据岩石的矿物组合和蚀变特征，整个岩芯剖

面从上至下可分为3部分：上部绿泥石$蛇纹石化二

辉橄榄岩相带（厚约!6’9）、中部二辉橄榄岩相带

（厚约3!.9）和下部绿泥石$角闪石化二辉橄榄岩相

带（厚约!669）（图->）。

上部绿泥石$蛇纹石化岩相带部分橄榄石边部

发生蛇纹石化，辉石发生绿泥石化；在局部蚀变强烈

的地方，岩石完全变成绿泥石岩，只保留原生矿物假

象。变余结构／构造是进行变质岩原岩恢复最有力

的证据，岩体上部蚀变较强烈的样品保留有明显的

变余堆晶结构，滑石集合体取代了原生橄榄石，其粒

间被辉石蚀变矿物绿泥石充填，所以岩体上部岩石

的原岩应该也与岩体中部一样是二辉橄榄岩。

中部二辉橄榄岩相带蚀变微弱并被多条基性岩

脉侵入，主要由原生橄榄石、单斜辉石和斜方辉石组

成。橄榄石体积分数介于25?!*5?之间，多呈自

形$半自形粒状，明显不同于经历变质作用改造的地

幔岩 中 他 形 橄 榄 石 的 特 征（=,9#@#A&:B#A,CD，

-’’2）。橄榄石粒度变化较大，介于’45!599之

间。橄榄石以堆晶方式产出，并常常完全被辉石包

裹构成“包橄结构”（图37、3;），说明橄榄石相对辉

石结晶较早。橄榄石沿内部裂隙常常发育蛇纹石

化，围绕橄榄石边部偶尔可见到滑石化（图3>）。辉

石中单斜辉石和斜方辉石均有发育，各占!5?左右，

呈橄榄石粒间相产出，粒度介于3!599之间。单

斜辉石常被包裹在斜方辉石中（图3E），说明单斜辉

石比斜方辉石结晶早。铬铁矿含量不足5?，呈自形

$半自形粒状，他形者较少，且粒度介于-’!6’’"9。

原生铬铁矿常被包裹在橄榄石中，说明其结晶早于

橄榄 石。铬 铁 矿 也 呈 橄 榄 石 粒 间 相 产 出（图3F、

3G），呈粒间相产出的铬铁矿由于后期热液作用发生

蚀变，多形成次生磁铁矿边（图3H）。

下部绿泥石$角闪石化岩相带的蚀变程度相对

上部岩相带更加强烈，橄榄石几乎全部蚀变成为滑

石，只保留堆晶的粒状橄榄石假象，辉石已完全蚀变

成绿泥石和角闪石。铬铁矿含量不足3?，主要呈粒

间相产出，粒度介于-’!!’’"9。硫化物主要见于

下部岩相带，发育在硅酸盐矿物粒间（图3I），含量

不超过3?，主要由磁黄铁矿、镍黄铁矿和黄铜矿组

成。下部岩相带的原岩恢复方法与上部的方法相

同，根据残留的与中部岩相带相同的“包橄结构”，笔

者认为下部岩相带中蚀变岩石的原岩也应该是二辉

橄榄岩。根据周庵岩体中各矿物相之间的关系，确

定其相对结晶顺序为：铬铁矿!橄榄石J铬铁矿!
橄榄石J单斜辉石!橄榄石J单斜辉石J斜方辉石

!硫化物。

典型上地幔岩石的矿物组合如下：在高压$低温

条件下为橄榄石J辉石J石榴子石；在高温$低压条

件下为橄榄石J辉石J斜长石；而在过渡带上述6
种矿物相均会出现（"K@LMNNO，!(2-）。周庵岩体的

矿物组合与典型地幔岩的矿物组合明显不同，因此

不太可能是残留的地幔岩。

3 分析方法

矿物成分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

所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的PF%QPRS
7$.!’’型电子探针上进行。实验条件为：加速电压

!5:T，测试电流-’@7，束斑直径为!"9，大部分元

素的计数时间为-’&，但在橄榄石中>,和UK的计

数时间为3’&，U,和=分别为*&和.&。分析橄榄

石采用的标样为：VK、+L、G#和UK为橄榄石；WK为金

红石；7C和>,为石榴子石；U,为长石；+@为+@%。

VK、G#和 +L的分析误差-?，其他元素分析误差

5?。分析铬铁矿采用的标样为：VK、7C、G#、+L和>,

-.!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岩体$!!%&深度平面投影图；’#!%号勘探线剖面图；(#钻孔)*!%%+剖面图及采样位置

（"和’根据王建明等，!%%,）

-./#! "#"0123240456789.535:9;7.394<=.53!!%&.3>709;#’#"045:.175:9;7.394<=.532153/?5#!%045=0789.3/1.37#
(#"851<&35:@547;517)*!%%+23>=2&01.3/15829.53（"23>’2:974A23/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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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石 榴 子 石，!"、#$和 %&分 别 为!"’(、#$(’) 和

%&’；*+为长石；*"为橄榄石。#$、,-的分析误差

(.，其他元素分析误差/.。分析辉石采用的标样

为：0"、,-、%1和#+为透辉石，2为长石，*+和34
为硬玉，*"为橄榄石，#$、!"和 %&分别为#$(’)、

!"’(和%&’。0"、,-、%1和#+的分析误差(.，其

他元素分析误差/.。数据利用53,方法进行校

正，排除测试过程中的噪音和干扰。

6 分析结果

!7" 橄榄石

根据橄榄石的成分可将其分为高,8值和低,8
值两种类型。高,8值橄榄石产出在上部和中部岩

相带，而低,8值橄榄石发育在下部岩相带。上部和

中部岩相带橄榄石的!（%1’）在)/9:.!6/9;.
之间；!（,-’）在<)9/.!((9(.之间；!（#+’）主

要在=!=9).之间，最高可达<9>.。上部岩相带

中的橄榄石,8值为?6@84.!:6@84.，略低于中

部岩相带中的橄榄石（:=@84.!:/@84.）（图6左

图，表<）。橄榄石的!（*"）普遍较高且变化较大，介

于((//A<=B>!66//A<=B>之间（图6右图，表<）。

下部岩相带由于蚀变强烈，只在一个样品（53C
>6）中 发 现 一 些 蚀 变 程 度 不 高 的 橄 榄 石 颗 粒，其

!（%1’）为)(9:.!)69>.，!（,-’）为(:9/.!
(;9>.之 间，!（#+’）小 于=9=<.，,8值 介 于>?
@84.!>:@84.之间（图6左图，表<），橄榄石的

!（*"）为</==A<=B>!(===A<=B>，远低于高,8
值橄榄石的*"含量（图6右图，表<）。

橄榄石的,8值均明显小于地幔岩中橄榄石的

相应值::@84.!;6@84.（D+E4-F+47，(===）。岩

体中 橄 榄 石!（#+’）偏 低，与 地 幔 岩 中 橄 榄 石 的

!（#+’）相似，这有可能是橄榄石在浅部岩浆房中的

缓慢结晶引起的（0"@G"&-F+47，<;?=）。

图6 钻孔52(==:剖面橄榄石的,8值（左）、!（*"）（右）变化图

,"176 ,8H+4E-（4-IF）+&J!（*"）（$"1KF）H+$"+F"8&8I84"H"&-+48&1FK-L$8I"4-8IM8$-K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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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周庵岩体中代表性橄榄石的成分

"#$%&! ’()*(+,-,(.(/(%,0,.&(/12(3#.,.-43+,(.

样品号 点号
!（!）／"

#$%& ’$%& ()&%* +,&%* -.% /$% 01% 02% +3% /3&% 总和
"（-4）／"

5(&678 9: 8:;*< :;:& :;:7 :;:8 7=;89 :;*> :;&? 8:;7= :;&? :;:8 7::;:9 =:

5(&678 97 *?;79 :;:= :;:7 : 7<;9? :;*= :;7> 87;?* :;>& :;:7 ??;?* =7

5(&67> 9& *?;8< :;:> :;:* :;:7 79;9= :;*> :;7< 8&;*> :;7& :;:& ?=;7= =*

5(&67> 9* *=;?= :;:& :;:& :;:8 7<;<8 :;&? :;&: 8&;*< :;:? :;:< ??;=& =7

5(&67< 98 *=;<= :;:= :;:* :;:> 7=;97 :;*9 :;&7 87;=: :;7* : ??;?9 =:

5(&67< 99 *=;>& :;:7 :;:& :;:9 7>;<= :;8* :;7< 8&;*& :;7* :;:* ?=;9> =&

5(&67= 9> *?;:* :;:* :;:> : &&;7? :;*< :;*7 *9;<9 7;9> : ??;*: <8

5(&67= 9< *=;>7 : :;:7 :;:& 7=;=< :;*? :;&7 87;77 :;:= : ??;*: =:

5(&67? 9= *?;:9 :;:* :;:7 : 7<;7> :;89 :;&> 8&;>: :;7: :;:& ??;>= =&

5(&67? 9? *=;8= :;:= :;:* :;:* &7;<& :;8: :;*7 *?;:& :;7* :;:9 7::;&9 <>

5(&6&: >: *=;<: :;:* :;7* :;&9 7=;?7 :;97 :;&= *?;7& 7;>8 :;:8 ??;>7 <?

5(&6&: >7 *?;<7 : :;7* :;:7 78;<? :;8& :;7? 8*;*? :;87 : ??;:9 =8

5(68 7 *?;:= : :;:* : 7>;98 :;8? :;7> 8*;<* :;:< :;:& 7::;7& =&

5(68 & *?;*= :;:& :;:7 : 79;>& :;8* :;&8 8*;?= :;7: :;:& ??;=: =*

5(68 * *?;&> : :;:9 :;:7 7>;7< :;89 :;7? 88;*9 :;:& :;:7 7::;97 =*

5(68 8 *?;:= :;:8 :;:7 :;:7 7>;8& :;*? :;79 8*;<> :;:& :;:7 ??;=? =*

5(68 9 8:;*8 :;:* :;:* : 7>;?< :;8> :;7* 8&;8& :;7& :;:& 7::;9& =&

5(67: > *=;>7 : :;:7 : 7=;>8 :;87 :;77 8&;&* :;:8 :;:8 7::;:? =:

5(67: < *?;:? : :;:& : 7=;9< :;8< :;79 8&;:: :;*& :;:< 7::;>? =:

5(67: = *=;<* : :;:> : 7=;77 :;97 :;&: 8&;*= :;:: :;77 7::;7: =7

5(67: ? *7;=> :;:& :;:* : 7=;>< :;8* :;7? 87;?9 :;7= :;:& ?*;*9 =:

5(67> 7: *=;=< :;:8 :;:7 :;:7 79;=: :;9: :;79 88;=: :;:< :;:9 7::;*: =*

5(67> 77 *=;=7 :;:> :;:& :;:& 7>;99 :;8? :;7& 88;:* :;7: :;:9 7::;&9 =*

5(67> 7& *?;:= :;:8 :;:7 : 7<;77 :;8= :;7> 8*;99 :;7* :;:9 7::;>7 =&

5(67> 7* *?;8: : :;:* :;:7 7>;:7 :;8& :;7* 88;:< :;78 :;:8 7::;&9 =*

5(6&& 78 8:;7? : :;:7 :;:& 78;?< :;8: :;7< 8*;?= :;79 :;:9 ??;?8 =8

5(6&& 79 8:;9: :;:* :;:7 :;:8 78;?> :;8& :;7* 88;9> :;:8 :;:= 7::;<< =8

5(6&& 7> *?;*> : :;:7 : 79;7? :;98 :;7* 89;:: :;7: :;:7 7::;*8 =8

5(6&& 7< 8:;&7 : :;:8 : 7>;&7 :;8> :;7* 8*;9: :;7= :;:? 7::;=& =*

5(6&& 7= *?;&* : : :;:& 79;>= :;9: :;7* 89;7= :;7* :;:9 7::;?& =8

5(6&? 7? 8:;:? :;:8 :;:7 :;:8 79;*? :;8< :;79 8*;?< :;:> :;:7 7::;&* =8

5(6&? &: *?;&9 : :;:& :;:7 78;=< :;9& :;78 88;?& :;&9 :;:7 ??;?? =8

5(6&? &7 8:;7? : :;:< : 79;*: :;9: :;7> 88;*8 :;7< :;:> 7::;<? =8

5(6&? && *?;?? : :;:8 :;:7 78;<? :;88 :;7= 88;>9 :;7* :;:* 7::;&> =8

5(6&? &* *?;7< : :;:& :;:* 79;:8 :;89 :;7* 88;:& :;&& :;:> ??;78 =8

5(6*> &8 *?;9* :;:* :;:& :;:& 79;== :;8< :;79 8*;?= :;7: :;:* 7::;&7 =*

5(6*> &9 8:;&: :;:7 :;:& :;:< 79;9> :;8> :;7* 8*;9: :;** :;:8 7::;*& =*

5(6*> &> 8:;97 : :;:7 : 79;&9 :;9& :;79 8*;?9 :;7& :;:= 7::;9? =8

5(6*> &< 8:;7< :;:9 :;:* :;:9 79;97 :;*> :;79 88;:< :;77 :;:& 7::;9& =8

5(6*> &= *?;<9 :;:7 :;:7 :;:9 78;7= :;8* :;79 88;=> :;&& :;:& ??;>= =9

5(68& &? *=;=< : :;:8 : 78;=9 :;9< :;78 89;&< :;&& :;:* ??;?? =8

5(68& *: *=;=: :;:* : :;:7 7=;&? :;8& :;7& 8&;&& :;78 :;&* 7::;&> =:

>=7 矿 床 地 质 &:7&年

 
 

 

 
 

 
 

 



续表!
"#$%&’()*+!

样品号 点号
!（!）／"

#$%& ’$%& ()&%* +,&%* -.% /$% 01% 02% +3% /3&% 总和
"（-4）／"

5(67& *8 *9:&* ; ;:;& ;:;7 8<:<= ;:78 ;:8< 77:>8 ;:&8 ;:;< 8;;:*; =7

5(67& *& *9:87 ; ;:;7 ; 87:<9 ;:78 ;:87 7<:8? ;:&8 ;:;= 99:?= =<

5(67& ** *9:** ; ;:;< ;:;< 87:8& ;:77 ;:88 7<:=9 ;:;= ;:;> 8;;:8* =<

5(67> *7 *9:&& ;:;? ;:;7 ;:;8 8>:=7 ;:7& ;:8= 7*:>? ;:8; ;:;7 8;;:<9 =&

5(67> *< *9:9< ;:;& ;:;8 ;:;< 8>:*; ;:7? ;:8* 7*:*& ;:&; ;:;< 8;;:< =*

5(67> *> *9:7? ;:;* ;:;8 ;:;8 8<:*8 ;:77 ;:8= 77:7; ;:8* ;:;< 8;;:;* =7

5(67> *? *9:79 ; ;:;& ;:;& 8<:>< ;:<& ;:8> 7*:>< ;:8& ;:;< 99:>= =*

5(6<* *= *9:8< ; ;:;& ; 8?:<7 ;:7< ;:89 7&:9? ;:8< ;:;< 8;;:<& =8

5(6<* *9 *9:8& ; ;:;* ; 8?:8< ;:7< ;:8? 7*:=* ;:;? ;:;< 8;;:=? =&

5(6<* 7; *9:7* ;:;9 ;:;* ; 8<:&& ;:7& ;:8? 77:*8 ;:89 ;:;= 99:97 =7

5(6<* 78 *9:&= ;:;8 ;:;7 ;:;< 8<:79 ;:7& ;:8? 77:7& ;:&7 ;:8; 8;;:&& =7

5(6<= 7& 7;:>> ; ;:;& ;:;7 87:?* ;:7> ;:8; 77:&7 ;:87 ;:;> 8;;:7< =7

5(6<= 7* *9:<9 ; ;:;< ;:;* 8<:7& ;:7< ;:8* 77:?< ;:8* ;:;* 8;;:<= =7

5(6<= 77 *9:=; ;:;7 ;:;& ;:;< 8<:<; ;:79 ;:8? 7*:?> ;:87 ;:;7 8;;:;8 =*

5(6<= 7< 7;:&; ;:;8 ;:;& ;:;& 8*:<7 ;:7> ;:8> 77:>7 ;:>; ;:;> 99:?8 =<

5(6>7 7> *>:?? ;:;< ; ; &=:<8 ;:&< ;:*9 *7:<< ; ;:;* 8;;:<< >=

5(6>7 7? *?:7= ;:;7 ; ; &=:<7 ;:&; ;:7; *&:=* ; ;:;9 99:<= >?

5(6>7 7= *>:?> ; ;:;* ;:;8 &9:<< ;:&& ;:78 **:&8 ; ;:87 8;;:** >?

5(6>7 79 *>:>7 ; ; ;:;7 &9:8= ;:&* ;:*9 **:<* ;:;8 ;:*9 8;;:78 >?

注："（-4）为8;;02／（02@-.&@）的摩尔比。

,:- 铬铁矿

中部岩相带中原生铬铁矿和粒间相铬铁矿的核

部具有与粒间相铬铁矿边部不同的成分特征。原生

铬铁 矿 和 粒 间 相 铬 铁 矿 核 部 具 有 相 对 较 高 的

!（()&%*）（9A>"!8<A;"）、!（+,&%*）（*;A&"!

78A<"）、!（02%）（&A8"!7A&"）和低的!（-.%B）

值（*9A>"!<;A?"）（图<(!+，表&），02"值〔8;;
02／（02@-.&@）〕为88!&8，+,"值〔8;;+,／（+,@
()）〕为>7!?;（图>，表&）；而粒间相边部蚀变较强

的铬 铁 矿 具 有 较 低 的 !（()&%*）（;A7!<A*"），

!（+,&%*）（&7A*!*9A8"）、!（02%）（;A7!8A9"）

和高的!（-.%B）值（<<A&"!?>A?"）（图<(!+，

表&），02"值为&!9，+,"值为=8!99（图>，表&）。

中部岩相带中全部铬铁矿的!（’$%&）介于8A;"!
&A;"，不同类型铬铁矿之间差异并不大，个别原生

铬铁矿的!（’$%&）可高达=A&"（图<C）。

下部岩相带中粒间相铬铁矿核部和边部均具有

低的!（()&%*）（;A&"!8A;"）、!（+,&%*）（&*A*"
!*<A9"）、!（02%）（;A7" !;A>"）和 高 的

!（-.%B）值（>;A="!?7A>"）（图<(!+，表&），

!（’$%&）介于8A>"!8A9"（图<C），02"值为&!
*，+,"值为9>!99（图>，表&）。下部岩相带中粒间

相铬铁矿成分与中部岩相带中粒间相铬铁矿边部化

学成分相似，所以将二者划入同一类中。

,:. 辉石

由于岩体上部和下部的辉石几乎都发生了蚀

变，所以分析的辉石全部来自岩体中部。单斜辉石

的!（02%）为8?A&"!&;A;"，!（+3%）为8&A7"
!&8A9"，!（-.%）为<A8"!>A&"，!（()&%*）为

;A<"!>A="（表*）。计算出的辉石端员组分比例

为：D1（顽火辉石）E7="!<<"，-F（斜铁辉石）E
="!88"，G4（硅灰石）E&?"!7*"，为普通辉

石。

斜方 辉 石 的 !（02%）为&9A7"!*;A>"，

!（+3%）为8A="!&A*"，!（-.%）为9A&"!
8;A*"，!（()&%*）为8A&"!&A8"（表*）。端员组

分比例为：D1E=;"!=&"，-FE87"!8>"，G4
E*"!7"，为古铜辉石。

?=8第*8卷 第&期 王梦玺等：扬子地块北缘周庵超镁铁质岩体矿物学特征及其对铜镍矿化的启示

 
 

 

 
 

 
 

 



 
 

 

 
 

 
 

 



图! 铬铁矿元素相关图解（其中"图参考区域据#$%&’($)*，+,,!）

-.&*! /%(’01’)’2’%($)0’)$(.3%45.63785032.(’（0’7’0’%8’7.’)94.%"$7(’0#$%&’($)*，+,,!）

! 讨 论

!*" 热液蚀变作用对矿物成分的影响

周庵岩体遭受了不同程度热液蚀变作用的影

响，表现为靠近岩体边部的岩石发生了不同程度的

蛇纹石化、绿泥石化、滑石化和角闪石化。岩体上部

岩相带发生了蛇纹石化和绿泥石化蚀变，蛇纹石化

橄榄石的-3值在:;23)<!=!23)<之间变化，但

大部分集中在=,23)<!=+23)<之间（图;左图，

表>），说明蛇纹石化对橄榄石成分变化影响不大（?.
’($)*，+,,:）。因此，这些橄榄石的成分特征可以大

致代表其原始组成。

往岩体中部热液蚀变作用逐渐减弱，表现为中

部二辉橄榄岩相带基本保留了原生矿物组合，橄榄

石和辉石几乎未发生蚀变，可用于讨论形成岩体的

岩浆 演 化 过 程 和 岩 体 成 因。铬 铁 矿 中@0+AB 和

C)+AB含量表现为正相关（图!C），不同于一般岩浆

成因铬铁矿负相关的趋势（D).44’($)*，>E:!），这可

能是两种原因造成的：一种是铬铁矿和粒间硅酸盐

熔体发生了平衡交换而造成@0+AB含量降低，这对

于粒间相的铬铁矿是完全可能的。包裹在橄榄石中

的铬铁矿也可能通过橄榄石的微裂隙与晶间硅酸盐

熔体 发 生 反 应 造 成@0+AB和 C)+AB含 量 同 时 降 低

（F3’9’0’($)*，>E=!）。另外，这些改造的铬铁矿也

有可能是蛇纹石化过程中铬铁矿核部与次生磁铁矿

边部再平衡的结果（D).44’($)*，>E:!），这种再平衡

作用会造成更多的-’+G和-’BG进入改造的铬铁矿

晶格中，从而造成同一晶格位置中@0BG和C)BG的同

时降低，因此，表现出铬铁矿@0+AB和C)+AB含量的

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粒间相铬铁矿的边部具有相

对较低C)+AB、而核部相对均一的原因（图!C!@）。

岩体下部岩相带蚀变较强，大部分原生矿物都

已经蚀变，只留下少部分残余。残留橄榄石的-3值

集中在H:23)<!H=23)<之间，相对上部和中部岩

相带中橄榄石的-3值降低了>:23)<左右。造成

这种-3值降低的一种可能原因是后期热液蚀变使

橄榄石向富-’端员转化而导致-3值减小（?.’(
$)*，+,,;）。前人对于金川岩体蚀变作用对橄榄石

成分的影响曾进行过详细研究，结果表明，代表中级

变质作用的阳起石化造成橄榄石的-3值降低了大

约=23)<（?.’($)*，+,,;）。考虑到周庵岩体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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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周庵岩体中代表性辉石的成分〔!（"）／#〕

$%&’(! )*+,*-./.*0*12’.0*,34*5(0(（),5）%06*4/7*,34*5(0(（8,5）*197*:%0.0/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1,- .,12* .)1-3 .)1*3 .,1*) .*14. .*1.) .21(3 ..1(, ..1+2
50$- *1(. *1,4 *1(, *1.- )1-- *1.- )1*( *1(4 *1*. *1,( *1-.
&6-$, -13* -1)) )13, -14* -1*+ -1)( -13* +13) *1(3 )122 )1+-
78$ .1(+ .1(, +1*2 .1)* .1(3 .1*4 .1(, +1-* (1+- )*1,) 41,.
9:$ *1). *1)- *1*2 *1*. *1)- *1)- *1*2 *1*2 *1)) *1)3 *1)(
9;$ )21,- )31+, )4142 )21.+ )21)+ )31)2 )21)+ )31-. -)1.4 -41() -414.
!<$ -)1). )41(2 )2133 -)1.. -)14) -*1(- -)12) )-144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4 *1*) *1*,
><-$ *1-2 *1-. *1-- *1-2 *1,4 *1-, *1-2 -1.+ *12* *1*. *1)*
>0$ *1*, *1*+ *1*, *1*3 *1*( *1)* *1)) *1*, *1)* *1*( *1))
!?-$, *134 *1.+ *1(2 *12- *1,3 *1., *1++ *1** *1*, *1,( *1,3
总和 441+( )**1,+ )**1+2 )**1*, 4413. )**1,, )**1-* 42142 421+* )**1*) 4413.

@:／AB6C (4 .- .. (4 (3 .) (3 .4 +. 3* 3)
7D／AB6C 4 4 )* 3 4 3 4 )) 3 )+ )(
EB／

!!!!!!!!!!!!!!!!!!!!!!!!!!!!!!!!!!!!!!!!!!!!!!!!!!!!!!!!!!!!!!!
AB6C (, ,4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4 %&’-4 %&’,+ %&’(+ %&’(+ %&’., %&’.3 %&’.3

/0$- ..14( ..1+2 ..1-. .+1)) ..14( .(134 .+1-* .+1+- .+1)3 ..14+ .+1*3
50$- *1,3 *1,3 *12) *1(, *1-. *1.4 *1.4 *1.. *1(- *1.. *1(,
&6-$, )1.. )1.- )1,4 )1.4 )1(, *14- )1)+ *144 )1.2 )1,( )1(4
78$ 41., 41(+ 4142 41,+ 413( 4142 413( 413, 41-, 41(. 41(,
9:$ *1)+ *1)2 *1)( *1)) *1)( *1-* *1)+ *1), *1)( *1)( *1)2
9;$ ,*1*( ,*1*2 -414+ ,*1)- ,*1*+ ,)1*, ,*1.3 ,*1+) ,*1,* ,*1+) ,*1,(
!<$ -1)3 -1), )123 -1-) -1)3 )13- )13+ )122 -1-) -1)* -1-(
=-$ *1** *1*) *1*- *1*- *1*- *1** *1** *1*, *1*- *1*- *1*)
><-$ *1*2 *1)* *1-- *1*( *1*4 *1*3 *1*2 *1*4 *1)- *1*( *1**
>0$ *1)* *1)4 *1)- *1*4 *1)) *1)- *1), *1), *1)- *1), *1).
!?-$, *1,. *1,( *1-2 *1,. *1,) *1)+ *1-( *1*4 *1(, *1,. *1-3
总和 )**1,* )**1*( 4413, )**1(, )**1,2 44123 )**13, )**13( )**12( )**1+4 )**1+-

@:／AB6C 3) 3) 3) 3) 3) 3- 3- 3- 3- 3- 3)
7D／AB6C ). ). ). )( ). ). ). ). )( )( )(
EB／AB6C ( ( , ( ( , ( , ( ( (

岩相带的蚀变矿物组合为绿泥石和角闪石代表中’
低级变质组合，说明热液蚀变作用很可能降低了下

部岩相带橄榄石的7B值，但与上部和中部岩相带橄

榄石7B值)2AB6C的差别可能不单单是蚀变作用

造成的。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下部岩相带的橄榄石

本身就是从相对演化的岩浆中结晶出来的，因此，结

晶出的原生橄榄石本身的7B值就比较低，而后期热

液蚀变作用使橄榄石向富78端员转化，造成7B值

进一步降低。

;1< 母岩浆的性质

利用橄榄石的成分可以对母岩浆的成分进行估

算。橄榄石在分离结晶作用过程中与硅酸盐熔体存

在9;’78交 换，该 反 应 的 分 配 系 数 !FG（78$／

9;$）岩浆／（78$／9;$）橄榄石 G,H,（IB8J8?8K<61，

)42*）。假定周庵岩体中部岩相带具最大7B值（7B
G3.AB6C）的橄榄石代表最早从岩浆中分离结晶

的橄榄石，该橄榄石的78$／9;$比值（*H)3）可用

来计算与之平衡的母岩浆的78$／9;$比值，计算

出的母岩浆78$／9;$比值为*H.4，相应的母岩浆

的9;!值为*H+,，与高镁玄武岩的 9;!相当（/L:
8K<61，)44)）。

母岩浆的>0含量可以采用瑞利（I<680;M）方程

计算得到。瑞利方程的公式为：

"NG!B7
（F’)） （)）

其中"N代表结晶分异后残余岩浆的>0含量，

!B代表结晶分异前原始岩浆中的>0含量，7为部分

*4) 矿 床 地 质 -*)-年

 
 

 

 
 

 
 

 



图! 铬铁矿"#!$%&!投图（参考区据’()#*+(,-，.//0）

12#-! "#!3*&454%&!6789&6:2+*（&*7*&*)8*
72*,;4(7+*&’()#*+(,-，.//0）

熔融程度，!为橄榄石和硅酸盐熔体之间的分配系

数，可利用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 橄榄石／熔体
<2 =>/-!?@A,)［"

熔体
二价离子

"熔体
B2C.

］DE.0/#

>FG/. （.）

其中#为开氏温度，"为摩尔百分数，"熔体
二价离子="熔体

"#C

D"熔体
1*CD"熔体

%(CD"熔体
")CD"熔体

%6CD"熔体
<2C（H2*+(,-，./?/）。

根据上述两个公式计算出与最原始的橄榄石平

衡的母岩浆的$（<2）为FI!A?/>!。

假定中部岩相带包裹在橄榄石中、具最高铬含

量的铬铁矿代表最原始的铬铁矿成分，其$（J,.CK）

为?KGKL，而粒间铬含量最低的铬铁矿代表演化程

度最高的铬铁矿，其$（J,.CK）为EG!L。当铬铁矿

与熔体达到平衡时，铬铁矿和熔体之间的J,含量存

在如下关系（"(5&*,*+(,-，?E@.）：

$（J,.CK）铬铁矿=/-/K0A$（J,.CK）.-F.熔体

其中，$（J,.CK）为质量百分数。据此计算出与

原生铬铁矿平衡的熔体的 $（J,.CK）在?/G.L"
??GIL之 间，也 和 高 镁 玄 武 岩 相 当（B5)*+(,-，

?EE?）。

周庵岩体中部带的岩石以包橄结构为主，粒间

相的辉石有可能是岩浆侵位到岩浆房之后结晶的，

晚于早期堆晶的橄榄石。选择岩体中部岩相带未发

生蚀变、并在结晶过程中达到平衡的两种辉石的成

分估算岩浆侵位时的温度和压力。根据单斜辉石$
斜方辉石温度计（M&*N*+(,-，?EE/），得到二辉石共

结温度为?/?I"?/IIO。利用单斜辉石压力计

（<2:24，?EE0；<2:24*+(,-，?EE@）得到岩体中部形

成时的压力范围为（KG!"FG0）A?/@P(，相当于?.
Q:深度范围，反映出周庵岩体是岩浆侵入一个浅部

岩浆房形成的。

!-" 岩浆演化过程

控制橄榄石成分变化的主要因素除母岩浆成分

外，还包括岩浆的分离结晶作用以及硫化物熔离作

用（H2*+(,-，.//F）。因此，可以利用橄榄石的成分

变化探讨岩浆演化过程。在硫不饱和的岩浆中，<2、

"#和1*对于橄榄石为相容元素，1*的相容性较

"#弱，当岩浆中只有橄榄石结晶时，残余岩浆的

1*C／"#C比值会升高，而<2含量会降低。因此，从

残浆中结晶出的橄榄石<2和"#C含量会随着分离

结晶作用的进行而逐渐降低，并呈正相关关系。另

一方面，当原始岩浆达到硫饱和发生硫化物熔离时，

由于<2在硫化物中的分配系数（P*(89*+(,-，?EEK）

远高于其在橄榄石中的分配系数（H2*+(,-，.//K），

<2会进入熔离的硫化物熔体，从而造成残余岩浆的

<2含量迅速降低，但其他主量元素含量却变化不大

（H2*+(,-，.//?）。因此，从早期硫化物熔离的岩浆

中结晶出的橄榄石表现出<2的强烈亏损（H2*+(,-，

.//.）。当岩浆中同时发生橄榄石和硫化物的分离

结晶时，橄榄石的成分还受控于硅酸盐矿物相与粒

间捕获的硅酸盐／硫化物熔体相的亚固相再平衡，这

种亚固相再平衡反应也很有可能会改变之前结晶的

橄榄石组成（H2*+(,-，.//K；M(&)*4，?E@!）。

周庵岩体上部和中部岩相带中橄榄石的16值

和<2含量大致呈正相关（图I），说明岩浆演化主要

是受橄榄石的分离结晶作用控制。模拟结果显示，

小于.L的橄榄石分离结晶作用导致中部岩相带橄

榄石成分的形成，基本不变的橄榄石组成说明不存

在 粒间硅酸盐／硫化物熔体相与结晶橄榄石之间的

?E?第K?卷 第.期 王梦玺等：扬子地块北缘周庵超镁铁质岩体矿物学特征及其对铜镍矿化的启示

 
 

 

 
 

 
 

 



图! 橄榄石的镁橄榄石"#含量和$%含量图解

"%&’! "#()*+(%*+,#-*+-*"#.+()/)$%,#-*+-*
#0#1%.%-+

亚固相再平衡。橄榄石较高的$%含量说明形成上

部和中部岩相带橄榄石的岩浆没有发生硫化物熔

离。值得说明的是，大部分分析结果都投在分离结

晶趋势线的右侧，随着"#值的降低，橄榄石$%含量

的降低趋势也变缓，这可能是因为在橄榄石结晶的

同时，也伴随单斜辉石和斜方辉石的分离结晶作用，

从而影响了$%在硅酸盐矿物和熔体之间的总分配

系数而引起的（2%+*31’，455!）。

周庵岩体下部岩相带橄榄石具有比上部和中部

相对较低的$%和"#值。橄榄石非常低的!（$%）

（67558659:!45558659:）以及岩石中熔离的硫

化物乳珠的出现（图;<），说明形成下部岩相带橄榄

石的岩浆可能之前经历了硫化物饱和阶段，并且在

岩浆通道中发生过硫化物熔离，造成橄榄石中$%含

量降低。由于下部岩相带只有硫化物乳珠的出现，

缺乏稠密浸染状或者块状矿石，所以岩体下部岩相

带的硫化物熔离应该发生在岩浆通道中而不是浅部

岩浆房。下部岩相带单个样品中橄榄石的$%=／"+=
摩尔比值变化小于上部和中部岩相带单个样品中橄

榄石的相应比值，可能是这些橄榄石与粒间含硫化

物的熔体相发生了亚固相再平衡，造成$%=／"+=摩

尔比值趋向恒定（2%+*31’，6>>>；455!）。因此，结

合前面对岩体下部橄榄石"#值的讨论，笔者认为周

庵岩体上部和中部岩相带的橄榄石与下部岩相带中

的橄榄石来自演化程度不同的岩浆。

橄榄石的$%亏损是与岩浆通道系统有关的岩

浆硫 化 物 矿 床 重 要 的 找 矿 标 志 之 一（$3?(+**，

6>>>）。周庵岩体下部硫化物含量普遍低于;@，说

明在岩浆通道中熔离出的硫化物并没有全部随硅酸

盐熔体上升到浅部，大量的硫化物可能富集在岩浆

通道中某个部位。如加拿大的A#%)+B’C3B就是著名

的产于岩浆通道系统的$%DE/硫化物矿床；2%等

（6>>>）根据A#%)+B’C3B矿床不同岩石中橄榄石"#
值和$%含量的变化提出了该矿床的成矿模型。所

以，周庵岩体重要的勘探目标应该是寻找岩体下部

的岩浆通道位置。

!’" 岩体的成因模式

周庵岩体橄榄石和铬铁矿（见图:）的成分特征反

映出其成矿母岩浆可能与高镁玄武质岩浆类似。岩

体中部原生铬铁矿和粒间相铬铁矿核部成分受蚀变

影响较小（F#+?+(+*31’，6>G7），与其原始成分接近。

这两种铬铁矿的H%=4含量明显高于科马提岩和大

洋构造环境下的岩石，与阿拉斯加型杂岩体中的铬

铁矿相当（图7I）。其相对较高的E("值（:J!!5）

和相对较低的 K&"值（66!46）与大陆溢流玄武岩

和金川岩体中铬铁矿的范围比较一致，同时也落在

层状侵入体铬铁矿的范围内（图:），说明周庵岩体可

能形成在与拉张有关的环境中。

不同层位橄榄石的"#值和$%含量变化说明，

形成岩体上部和中部岩相带的岩浆与形成下部岩相

带的岩浆的演化程度不同，因此，岩体有可能是两期

岩浆侵位形成的：形成上部和中部岩相带的高镁玄

武质岩浆分异程度低，没有遭受强烈的地壳混染，基

本保留了原始母岩浆的特征，橄榄石的分离结晶作

用是控制岩浆成分变化的主要因素，造成橄榄石堆

晶的"#值由下向上具有降低的趋势；形成下部岩相

带的岩浆可能是幔源的高镁玄武质岩浆在岩浆通道

中发生了分离结晶D同化混染（L"E）作用，在浅部岩

浆房中形成的橄榄石具有较低的"#值，由于地壳混

染造成岩浆硫化物饱和、熔离，一部分硫化物可能随

着硅酸盐岩浆一起进入浅部岩浆房并被粒间熔体捕

获，由于含硫化物的粒间熔体与橄榄石之间的平衡

交换，造成橄榄石的$%含量降低，而大量熔离的硫

化物可能赋存在岩体深部岩浆通道中某个部位，因

此深部岩浆通道应该作为勘探的主要目标。

: 结 论

扬子地块北缘周庵超镁铁质岩体主要由二辉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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榄岩组成，母岩浆为高镁玄武质岩浆，其 !"!值为

#$%&，!（’()*&）为+#$),"++$-,。岩体中原生铬铁

矿组成与拉张环境中含矿岩体的铬铁矿特征一致。

周庵岩体可分成上、中、下&个岩相带。上部和

中部岩相带中橄榄石./值（0#1/(,"021/(,）和

!（34）（))225+#6%"77225+#6%）较高，说明母岩

浆没有发生强烈的分离结晶作用和硫化物熔离，基

本保留了原始特征；下部岩相带中橄榄石./值（%-
1/(,"%01/(,）和!（34）（+2##5+#6%")###5
+#6%）明显低于上部和中部岩相带，说明岩浆经历了

强烈的分离结晶作用和硫化物饱和、熔离，因此是演

化程度较高、并经历了地壳混染的岩浆。

笔者认为，岩体由两期岩浆侵位形成：形成上部

和中部岩相带的岩浆分异程度低，没有发生过硫化

物饱和和熔离；形成下部岩相带的岩浆分异程度较

高，而且可能在岩浆通道中发生过硫化物熔离，但熔

离出的硫化物可能没有全部进入浅部岩浆房中，而

是赋存在深部岩浆通道中某个部位，因此深部岩浆

通道可能是寻找硫化物矿体的关键部位。

志 谢 野外工作和论文修改过程中得到了赵

太平研究员的悉心指导和帮助；河南省地矿局第一

地质勘察院王国敏、王建明、李胜利、张铁骊和张星

等工程师在岩芯样品的采集过程中提供了大力的帮

助，在此一并志谢。

参考文献／!"#"$"%&"’

蔡志勇，熊小林，罗 红，吴德宽，孙三才，饶帮良，王寿琼8)##-8

武当地块耀岭河群火山岩的时代归属：单锆石9:;<年龄的制

约［=］8地质学报，0+：%)#:%)28

洪吉安，马 斌，黄 琦8)##>8湖北枣阳大阜山镁铁／超镁铁杂岩

体与金红石矿床成因［=］8地质科学，77（+）：)&+:)778

凌文黎，高 山，程建萍，江麟生，袁洪林，胡兆初8)##%8扬子陆

核与陆缘新元古代岩浆事件对比及其构造意义:来自黄陵和汉南

侵入杂岩?@’:AB;!C锆石9:;<同位素年代学约束［=］8岩石

学报，))（)）：&0-:&>%8

糜 梅8)##08河南周庵铜镍铂族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研究（博士论

文）［D］8导师：陈衍景，夏斌8广州：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

研究所8

糜 梅，陈衍景，孙亚莉，王 焰，江合中8)##>8河南周庵铂族:铜

镍矿床的稀土和铂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热液成矿的证据［=］8

岩石学报，)2（++）：)-%>:)--28

王建明，陈衍景，李胜利，王国敏，糜 梅8)##%8河南周庵铂族:铜

镍矿床的地质特征及成因分析［=］8矿物岩石，)%（&）：&+:&-8

薛怀民，马 芳，宋永勤8)#++8扬子克拉通北缘随州:枣阳地区新

元古代变质岩浆岩的地球化学和CEFA!;锆石9:;<年代学研

究［=］8岩石学报，)-（7）：+++%:++&#8

张本仁，高 山，张宏飞，韩吟文8)##)8秦岭造山带地球化学［!］8

北京：科学出版社8-:+%8

GHIJKLC=8+>0%8MNKKOOKPQ/OQIHRRKS(4TU4SPIVLQH((4WHQ4/J/JPU1U(UL

14JKIH(P/1R/L4Q4/JL4J(HVKIKS4JQIUL4/JL［=］8B/JQI4<UQ4/JLQ/

!4JKIH(/"VHJS;KQI/(/"V，>&：2)7:2&+8

GHIJKLC=HJSMHJ"X@8+>>>8BNI/1KLR4JK(LOI/1QNK=4JPNUHJ34:

BULU(O4SKSKR/L4Q，YHJLU;I/Z4JPK，;K/R(K’LFKRU<(4P/OBN4JH［=］8

?P/J8YK/(8，>7：&7&:&2%8

GHIJKLC=HJS[UJ4(/Z\]8)###8CR4JK(LHJS!":4(1KJ4QKLOI/1QNK

3/I4(’L̂ HJSMH(JĤN4JQIUL4/JHJS/QNKI1HO4PI/P̂L/OQNKC4<KI4HJ

O(//S<HLH(QRI/Z4JPK［=］8?P/J8YK/(8，>2：+-#+:+-+-8

GHIJKLC=HJSF/KSKI;@8)##+8MNKIHJ"K/OLR4JK(P/1R/L4Q4/JL4J

QKIIKLQI4H(1HO4PHJSU(QIH1HO4PI/P̂［=］8=/UIJH(/O;KQI/(/"V，7)：

))->:)&#)8

G(4LL3_HJS!HP(KHJ_E8+>-28MNKRHIH"KJKL4L/OW/JKSPNI/14HJ

LR4JK(OI/1PKJQIH(!HJ4Q/<H［=］8YK/PN414PHKQB/L1/PN414PH

’PQH，&>：>-&:>>#8

GIKVY;HJS[‘N(KIM8+>>#8YK/QNKI1/<HI/1KQIV4J./UI:RNHLK

@NKIW/(4QKL#83KaMNKI1/<HI/1KQKIL，HJS;IHPQ4PH(’LLKLL1KJQ

/O?b4LQ4J"MNKI1/<HI/1KQKIL［=］8=/UIJH(/O;KQI/(/"V，&+：+&2&:

+&-08

D4P̂ E=GHJSGU((KJM8+>078BNI/14HJLR4JK(HLHRKQI/"KJKQ4P4JS4c

PHQ/I4JH<VLLH(HJSH(R4JK:QVRKRKI4S/Q4QKLHJSLRHQ4H((VHLL/P4HQKS

(HZHL［=］8B/JQI4<8!4JKIH(8;KQI/(8，0%：27:-%8

YHU(*.，YI4OO4J_@，*’FK4((VC]HJS;KHIL/J3=8)###8!HRR4J"

/(4Z4JKP/1R/L4Q4/J4JQNK(4QN/LRNKI4P1HJQ(K［=］8?HIQNHJS;(HJKc

QHIVCP4KJPK@KQQKIL，+0)：))&:)&28

AIZ4JKM38+>%-8BNI/14HJLR4JK(HLHRKQI/"KJKQ4P4JS4PHQ/I，RHIQ)8

;KQI/(/"VHRR(4PHQ4/JL［=］8BHJHS4HJ=/UIJH(/O?HIQNCP4KJPKL，7：

-+:+#&8

[H1KJKQL̂V\C，?(<UI"!，’IPU(ULFHJSMN/1HLF8)##%8!H"c

1HQ4P/I4"4J/O(/a:BH/(4Z4JK4JLU<SUPQ4/J:IK(HQKS1H"1H：B/:Kb4Lc

QKJPK/OP/JQIHLQ4J"1H"1HL［=］8BNK14PH(YK/(/"V，)&&：&7%:

&2-8

@4BCHJS3H(SIKQQ’=8+>>>8YK/(/"VHJSRKQI/(/"V/OQNK\/4LKV’L

GHV4JQIUL4/J：FKHPQ4/J/O/(4Z4JKa4QNLU(O4SKHJSL4(4PHQK(4TU4SL

［=］8@4QN/L87-：+:&+8

@4BC，!H4KI_DHJSSK_HH(C’8)##+8!H"1HQ4P34:BUZKILUL

;Y?SKR/L4QL：B/JQIHLQ4J""KJKQ4PP/JQI/(LHJSKbR(/QHQ4/J41R(4PHc

Q4/JL［=］8C/UQN’OI4PHJ=/UIJH(/OYK/(/"V，+#7：&#>:&+08

@4BC，F4R(KV?!，!H4KI_DHJSY/1aKM?C8)##)8*(4Z4JKHJS

LU(OUI4L/Q/R4PP/1R/L4Q4/JL/OQNK94Q̂/1LQ34:BULU(O4SK/IK:<KHIc

&>+第&+卷 第)期 王梦玺等：扬子地块北缘周庵超镁铁质岩体矿物学特征及其对铜镍矿化的启示

 
 

 

 
 

 
 

 



!"#$%&’()*，+%,-./01!$2：34!5)"$)0%16,(0,1$%"-2&!"2-!%"2"5

&,(-!’()&2#&2)&’(2$)&)"-6［7］89.)&!$2(:)%(%#;，<==：<>?@

<A?8

B!9+，C!’();3D2"5D2-.)E3/8FGGH8I.))00)$-%0+%"-.)’21J

-!-!%"!"#%0K!L)-M))"%(!4!")2"56!(!$2-)&)(-!"DNCO［7］8

9.)&!$2(:)%(%#;，FG<：F?A@HGP8

B!9+，Q,RS，5)T22(+/，C!’();3D2"5D2!)1TU8FGG>8

9%&’%6!-!%"2(421!2-!%"6%0%(!4!")01%&-.)7!"$.,2"K!@9,6,(0!5)

5)’%6!-，M)6-9.!"2：V&’(!$2-!%"60%1%1)#)")6!6［7］8D!")12(!,&

U)’%6!-2，H?：<A?@<WF8

B!9+，K2(51)--/72"5C!’();3D8FGGW89%"-1%(6%"-.)X%2"5K!

$%"-)"-6%0%(!4!")!"+,(0!5)@L)21!"#D20!$／,(-12&20!$!"-1,6!%"6：

Y1!"$!’()6，D%5)(!"#，2"53*2&’()601%&Z%!6);’6O2;［7］832-1.

+$!)"$)X1%"-!)16，<>（A）：<WW@<=A8

B!9+2"5C!’();3D8FG<G8I.)1)(2-!4))00)$-6%0$%&’%6!-!%"2"5

-)&’)12-,1)%"%(!4!")@(![,!5K!’21-!-!%"!"#：+-2-!6-!$2(5)$%"4%(,J

-!%"2"5!&’(!$2-!%"60%1’)-1%(%#!$&%5)(!"#［7］89.)&!$2(:)%(%#;，

FWA：??@<G>8

B!!’%7，Z,%((%7，K;\2")"Z，Y!!12!")"I，Y)\\21!")"B2"5I,%\\%

V8<??A89.1%&!-)601%&-.))21(;Y1%-)1%E%!$N,-%\,&’,@7%1&,2

%’.!%(!-)L)(-：/$%&’21!6%"M!-.$.1%&!-)601%&D)6%E%!$%’.!%(!-)

［7］8B!-.%6，HP：<A@FW8

B!,QD，:2%+，U!M,9C2"5B!"#TB8FGG=8Y1)$2&L1!2"$1,6-2(

#1%M-.%0]2"#-E)912-%"261)4)2()5L;5)-1!-2(E!1$%"6-,5!)6［7］8

/&)1!$2"7%,1"2(%0+$!)"$)6，HG=：>F<@>P=8

D2,1)(92"5D2,1)(Y8<?=F83-,5))*’̂1!&)"-2()5)(25!6-1!L,-!%"5)

V’2(,&!",&)"-1)L2!"6!(!$2-̂L26![,))-6’!")(()$.1%&!0_1)8V&’(!J

$2-!%"6’̂-1%#̂"̂-![,)6：I)"),1)"$.1%&)5)66’!")(()［7］8O,((8

D!")12(8，<GA：<?W@FGF

K2(51)--/78<???8T%1(5$(266K!@9,@Y:35)’%6!-6：\);02$-%1!"-.)!1

#)")6!6［7］8D!")12(!,&U)’%6!-2，H>：FFW@F>G8

K!&!6Y8<??A8/$(!"%’;1%*)")#)%L21%&)-)10%1L262(-!$6;6-)&6L26)5

%"$1;6-2(@6-1,$-,1)&%5)(!"#［7］89%"-1!L,-!%"6-%D!")12(%#;2"5

Y)-1%(%#;，<F<：<<A@<FA8

K!&!6Y2"5‘(&)1Y8<??=89(!"%’;1%*)")#)%L21%&)-1;%0&2#&2-!$

1%$\6，Y21-<：/")*’2"5)56-1,$-,12(#)%L21%&)-)10%12".;51%,6

2"5.;51%,6，L26!$2"5,(-12L26!$6;6-)&6［7］89%"-1!L,-!%"6-%

D!")12(%#;2"5Y)-1%(%#;，<HH：H<>@HFW8

Y)2$.9B2"5D2-.)E3/8<??H8+,(0!5)&)(-@6!(!$2-)&)(-5!6-1!L,-!%"

$%)00!$!)"-60%1"!$\)(2"5!1%"，2"5!&’(!$2-!%"60%1-.)5!6-1!L,-!%"

%0%-.)1$.2($%’.!())()&)"-6［7］8:)%$.!&!$2)-9%6&%$.!&!$2

/$-2，AW：HG<H@HGF<8

C!"#M%%5/38<?PF8/&%5)(0%1-.)‘’’)1D2"-()［7］87%,1"2(%0

:)%’.;6!$2(C)6)21$.，PW（F）：=AW@=PW8

C%)5)1YB2"53&6(!)CX8<?WG8N(!4!")@(![,!5)[,!(!L1!,&［7］89%"J

-1!L,-!%"6-%D!")12(%#;2"5Y)-1%(%#;，F?：FWA@F=?8

C%)5)1YB2"592&’L)((VS8<?=A8I.))00)$-%0’%6-$,&,(,61)2$-!%"

%"$%&’%6!-!%"6%0$.1%&)@6’!")(601%&-.)7!"L)1(2"2V"-1,6!%"［7］8

7%,1"2(%0Y)-1%(%#;，FP（H）：WPH@W=P8

+!&\!"I2"5+&!-.7Z8<?WG8D!"%1@)()&)"-5!6-1!L,-!%"!"%(!4!")

［7］8I.)7%,1"2(%0:)%(%#;，W=（H）：HG>@HFA8

+,"++，T2((2$)U/，S%2-6%"UD，:(!\6%"/]2"5a)2;6CC8

<??<8‘6)%0#)%$.)&!6-1;262#,!5)-%’(2-!",&#1%,’)()&)"-’%J

-)"-!2(%0&20!$@,(-12&20!$1%$\6：3*2&’()601%&-.)M)6-Y!(L212

O(%$\2"5S2((691))\D%L!()R%")，T)6-)1"/,6-12(!2［7］8Y1)J

$2&L1!2"C)6)21$.，AG：<@HA8

T2"#]，R.%, D X2"5R.2%U :8FGGA8D!")12($.)&!6-1;%0

$.1%&!-)01%&-.)Y)1&!2"7!"L2%6.2"Y-@Y5@6,(0!5)@L)21!"#,(-12J

&20!$!"-1,6!%"!"+T 9.!"2M!-.’)-1%#)")-!$!&’(!$2-!%"6［7］8

B!-.%6，=H：>W@PP8

R.2%7S2"5R.%,DX8FGG?8+)$,(21)4%(,-!%"%0-.)K)%’1%-)1%E%!$

(!-.%6’.)1!$&2"-(),"5)1")2-.-.)"%1-.)1"&21#!"%0-.)]2"#-E)

O(%$\，+%,-.9.!"2［7］8B!-.%6，<GW：<AF@<P=8

R.2%7S，R.%,DX2"5R.)"#7Y8FG<G8D)-26%&2-!$&2"-()6%,1$)

2"5$1,6-2($%"-2&!"2-!%"0%1-.)0%1&2-!%"%0-.)K)%’1%-)1%E%!$

&20!$5!\)6M21&6!"-.)"%1-.)1"]2"#-E)O(%$\，+%,-.9.!"2［7］8

B!-.%6，<<A：<WW@<=?8

R.%,DX，B!#.-0%%-Y9，a)2;6CC，D%%1)DB2"5D%11!6%"::8

<??W8Y)-1%#)")-!$6!#"!0!$2"$)%0$.1%&!2"6’!")(601%&-.)+,5J

L,1;V#")%,69%&’()*，N"-21!%，92"252［7］892"25!2"7%,1"2(%0

321-.+$!)"$)6，H>：<>GA@<><?8

R.%,DX，a)"")5;/a，+,"D，D2(’2672"5B)6.)19D8FGGF8

K)%@’1%-)1%E%!$21$@1)(2-)5&20!$!"-1,6!%"6!"-.)"%1-.)1"&21#!"

%0+%,-.9.!"2：V&’(!$2-!%"60%12$$1)-!%"%0C%5!"2［7］87%,1"2(%0

:)%(%#;，<<G：P<<@P<=8

>?< 矿 床 地 质 FG<F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