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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斑岩与某些热液矿床关系新探

—兼论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的分异演化
¹

孙丰月
(长春地质学院 )

石准立
(中国地质大学 )

提 要 本文指出了煌斑岩与某些热液矿床之间在大的时
、

空尺度上密切相关
,

而在小尺度上则具

有明显的独立性
。

提出并论证了煌斑岩及某些热液矿床形成过程中的慢源 C
一

H 一

0 流体的分异演化

模式
,

即溶解了大量常量及微量元素的高温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上升进入地壳后
,

因压力降低及挥发

分组成的变化发生分异作用
,

形成相对富含铁镁质的硅酸盐流体及相对富含硅碱质的 C
一 H 一

O 流

体
,

前者在地壳浅部定位形成钙碱性煌斑岩
,

而后者则引投并参与了地壳中的某些热液成矿作用
。

关键词 煌斑岩 热液矿床 慢源 C 一H 一

O 流体
‘

类岩浆
’

自 R os en bu sc h 于 18 8 7 年提 出煌斑岩这个术语至今 已经 100 多年了
。

但长期以来人们对

这类岩石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其它岩石
,

无论是对煌斑岩成因还是煌斑岩与热液矿床关系的研

究都存在大的争论
。

本文在分析煌斑岩与某些热液矿床关系基础上
,

结合对慢源 C
一

H
一

0 流体

活动的研究
,

创造性地提出了慢源 C 一

H
一

0 流体的分异演化模式
,

为研究深部地质作用对煌斑

岩及某些热液矿床形成的影响提出了一条新的途径
,

并从理论上探讨了煌斑岩的找矿意义
。

1 煌斑岩与某些热液矿床的时
、

空关系

1
.

1 与煌斑岩有关的热液矿床

直到近 10 年来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一些热液矿床与钙碱性煌斑岩有关
。

起初
,

主要发现 A u

和 U 矿床与煌斑岩有关
,

Bo yle ( 19 7 9) 曾指出
“

一些勘探者中流传着一个谚语—煌斑岩是金

的 良好标志
” 。

八十年代至今一些研究者强调 A u 矿床与煌斑岩具有密切的时
、

空关系 , 一‘〕
,

杜

乐天川曾指出我国华南地 区 W
、

Sn
矿 化之后

,

U 矿化之前存 在煌斑岩 的侵入 活动
,

金景福

等闭
、

王学成等川也先后认为煌斑岩与花岗岩型 U 矿化时
、

空关系密切
,

向茂木 〔, “二则提出贵州

¹ 该项研究受博士 后基金资助

收稿 日期 19 9 4
.

12
.

7 改回日期 19 9 5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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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g 矿床也与煌斑岩有关
,

R oc kll
‘〕在其煌斑 岩的专著中指出

,

除 A u 、

u 矿床外
,

世界范围内许

多 w
、

s n 、

M 。 、

c u 、

P b
、

z n 、

A g
、

Be 等矿床也与钙碱性煌斑岩关系密切
。

总之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已经发现了一些热液矿床与煌斑岩有关
。

1
.

2 煌斑岩与一些热液矿床间的独特时
、

空关系

目前人们在描述煌斑岩与某些热液矿床的时
、

空关系时多用
“

两者具有密切的时
、

空关系
”

来表示
。

但笔者认为这过于笼统
,

有必要从不同的时
、

空尺度上作进一步的分析
。

时间上
,

若从区域地质演化 出发
,

世界上许多矿区煌斑岩的形成时代变化范围不大
,

且与

成矿年龄接近
,

两者应属同一构造岩浆活动期的产物
。

但当分析具体的成岩
、

成矿年龄及其相

互穿插关系时
,

它们又有明显的先后关系
,

可分出成矿前
、

成矿期及成矿后三种煌斑岩
。

对不同

矿种来说有所差异
,

如我国华南地区煌斑岩多形成于 W
、

S n
矿化之后

,

U 矿化之前
。

金矿区内

往往三种煌斑岩都有
,

成矿年龄被包含在煌斑岩成岩年龄的变化范围内
,

如胶东地 区煌斑岩成

岩年龄在 83 一 149 M a 之间
仁‘

,

’2口,

而金矿化年龄则在 1 00 一 1 35 M a 之间
。

加拿大地盾 中的绿岩带

型金矿床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 仁‘〕

从空间关系看
,

在一些热液矿床的成矿带和矿化集中区内往往发育与矿化同期的煌斑岩

脉群
,

矿 田和矿床范围内同期煌斑岩也较发育
。

在西澳
、

加拿大
、

我国的胶东及小秦岭等金矿化

集中区都存在这种现象
,

反映出在较大 的空间尺度上煌斑岩与金矿化具有密切的空间相伴性
。

但当进一步分析矿脉
、

矿体与煌斑岩脉的关系时
,

除了有些岩脉与矿脉 (体 )共用相同的构造空

间 (断裂 )而表现出密切的空间关系外
,

多数情况下两者独立存在
。

首先
,

煌斑岩与矿体的产状

多不一致
,

除走向和倾向常有差别外
,

岩脉以近直立产出为最多
,

而矿脉 (体 )的倾角变化很大
;

其次
,

大部分煌斑岩与围岩界线截然清楚
,

其边部矿化或蚀变作用不明显
,

许多煌斑岩都切割

矿化蚀变带 (图 1 ) ;
第三

,

虽然煌 斑岩中成矿元素含量往往较高
,

但岩脉边部的围岩中成矿元

素含量与岩脉不发育地段并无差别
。

如王学成等二9二在研究华南铀矿时
,

通过 系统的取样分析发

现
,

虽然煌斑岩中的铀含量较高
,

但岩脉两侧的围岩中并不存在铀的升高或降低
。

胶东地区金

矿床中这种情况普遍存在
。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
,

煌斑岩与某些热液矿化之间表现为在大

尺度上密切相伴
,

而在小尺度上则相互独立
。

2 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与煌斑岩的成因

2. 1 煌斑岩简介

煌斑岩与其它类型岩石相 比富含挥发分及不相容元素
、

其它成分变化较大
,

为中到暗色脉

岩
,

具煌斑结构
。

R oc k 巨
‘’二在 St re ik se n( 1 9 7 9) 分类基础上

,

依据岩石的矿物及化学成分划分 出五

类煌斑岩
,

并把金伯利岩作为煌斑岩的一类
,

它们是
:

钙碱性煌斑岩
、

碱性煌斑岩
、

超镁铁质煌

斑岩
、

钾镁煌斑岩及金伯利岩
,

这些岩石除各有特点而相互区别外
,

又具有共同的特点而 区别

于其它类型岩石
。

2. 2 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分异与煌斑岩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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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山东招远罗峰金矿煌斑岩切割矿脉

F ig
.

1 L a m p r o p hy r e s er o ss eu t tin g q u a r t z 一 p y r ire v e in s in

L u o fe n g g o ld m in e ,

S h a n d o n g p r o v in e e

煌斑岩成因一直存在大 的争论
,

虽

然人们已经做了各种探索
,

但仍存在难

以解决 的矛盾
。

对此
,

笔者等二‘3二曾做过

专门论述
,

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

结合煌

斑岩特征及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的活动
,

提

出了煌斑岩的
‘

类岩浆
’

成因机制
,

合理

地解释了煌斑岩的形成
。

所谓
‘

类岩浆
’

(p a r a 一m a g m a )是 指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在

上升过程中分异出的饱和挥发分的硅酸

盐流体
,

因并非地慢物质直接熔融的产

物
,

故引入了
‘

类岩浆
’

一词来表示
。

为了

便于以 后的论述
,

以下对此作一简单介

绍
。

目前慢源矿物 的流体包裹体资料
、

大陆裂谷及大洋中脊附近的喷气活动以

及广泛发育的地慢交代作用都说明上地

慢中存在独立的 C
一

H
一

O 流体相
。

从现有

资料看
,

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主要有两个来源
:

(1) 洋壳俯冲
,

Ito 等 (1 9 8 3 )
、

Pea c oc k (1 9 9 0) 曾估算

出每年大约有 10
‘Z
k g 的 H

2
0 随洋壳俯冲进入上地慢

; (2) 地核及地慢脱气
。

长期以来
,

人们对岩浆可以分异出 C
一

H
一

O 热液并形成有关矿床这一过程比较熟悉并做了

大量的研究工作
。

但 C
一

H
一

O 流体能否分异出硅酸盐流体却一直是我们认识上的空 白
。

经研究

认为第二种过程在 自然界同样 可以存在
。

目前积累的上地慢温压条件下进行的高温高压实验成果及有关的流体包裹体资料给我们

带来了许多重要启示
。

(1) 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可以溶解大量的常量及微量元素 (表 1 )
,

并非通常

所认为的慢源挥发分流体仅溶解碱质
。

R y a b Chi k ov 等
二‘5卫实验发现在高温高压下流体中溶质总

含量可达 50 % 士
。

N av o n
等

〔‘6习
在金刚石中发现的显微流体包裹体中含 (20 ~ 1 2 7 0) 火 1J

6

的金

属氧化物
,

主要为 5 10
2 、

K
Z
O

、

C aO
、

FeO
、

A 1
2
()

、、

M g O
、

N a Z
O

、

T IO
Z

等
,

并含有 C I和 S 等元素
。

笔

者利用 N av o n
等的资料计算出各种氧化物在流体中的含量达 54 % 士

。

金刚石中的流体包裹体

直接反映了深度 > 1 5 0k m 的上地慢中流体的成分特征
。

(2) 各种元素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溶解

现象
。

如 H
Z
O 与天然铁 I匆石或金云母橄榄岩发生溶解反应时

,

5 10
: 、

A 1
2
O

3 、

K Z
O

、

N a Z
O 等比其

它组分更 易进入溶液中三“〕
,

H
Z
O

一

C0
2

流体在与尖晶石橄榄岩共存时
,

C a 、

N a 、

Fe
、

Ti 比 M g
、

Al

等更易进入挥发分流体中
仁‘’习。

从地慢交代作用及流体包裹体的资料看
,

许多微量不相容元素

在慢源流体中都有较高的含量
。

由于元素在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 中的不一致溶解现象
,

致使这种

慢源流体的成分与周 围地慢及地慢熔体的成分都有很大的差异
。

(3 )H
2
0 和含 C O

:

流体的溶

解能力相差很大
,

前者远大于后者
,

且前者的溶质显过铝性
,

后者则呈过碱性
二“二。

(4 )C
一

H
一

0 流

体的溶解能力是压力的函数
,

一般讲
,

压力 (深度 )越大
,

流体的溶质含量越高
。

二’5
,

’8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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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温高压条件下流体中溶质化学成分表

T a b le 1 C h e m ie a l e o m Po sitio n o f so lu te s in hig h 一 T a n d P so lu tio n s

实验物质

压力 (G Pa )

温度 ( C )

时 l司(小时 )

H ZO / (H
ZO + C O Z )

天然铁闪石 金云母橄榄岩

2
.

0 } 2
.

0

豁州书:
1 1 0 0 } 1 1 0 0

2 4

0
.

9 1

溶质化学成分 矿物化学成分 溶质化学成分 岩石化学成分

5 9
.

0 } 5 7 3 8
.

9 7 1
.

4 士 0
.

1 一7 2
.

2士 0
.

6

1 3
.

1 上 0
.

1 一1 4
.

1 士 0
.

2

5 1
.

2

5
.

7

3 6
.

3

4
,

6 5

5.一14一12

1 7
.

6

5
.

8 士 0
.

1 一5
.

3 士 0
.

2O以一一h11一八曰

(% )

5 10 2

T i0 2

A 1
2

0
:

Fe O
’

M g O

C a O

N a ZO

K
Z

O

1 8
.

6

化学分成

6
.

0 } 6

2
.

9 } 3
.

4 7 } 9
.

7 士 0
.

1 { 8
.

4 士 0
.

4

溶质含量(% )

F eO
译

= Fe ZO
3
+ Fe O

2
.

3 3 } 2
.

7 0 1 1
.

8

(据段 hne
l

de
:

等
〔’‘〕实验资料编制 )

总之
,

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是一种高温高密度的超 临界流体
,

其 中的挥发分主要 为 H
Z
O 和

C 0
2 ,

含少量的 F
、

Cl
、

S
、

P 及惰性气体等组分
,

其中溶解了大量的常量及微量元素
。

在其上升过

程中
,

虽然 自身的温度变 化不会太大 , 9口
,

但随深度的变浅
,

压力降低是必然 的 (减压也可因构

造 因素 引起 )
,

同时 上地慢顶 部因角 闪石 可稳定存在而消耗 H
2
0

,

使 C
一

H
一

O 流体变得更富

CO
Z 。

这些变化都会大大降低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的溶解能力
,

导致其发生分异作用
。

从实验资料

看
,

铁镁质更易脱离流体
。

由于慢源流体的高温特点
,

挥发分流体 中难 以直接析 出固体矿物
,

而

是形成了饱和挥发分且相对富含铁镁质的硅酸盐
‘

类岩浆
’

并使分异后 C
一

H
一

O 流体更富硅碱

质
。

这种
‘

类岩浆
’

可以合理解释煌斑岩的各种特征
,

这里不再赘述
。

笔者 二‘3二还论证了
‘

类岩浆
’

形成深度对煌斑岩类型的影响
。

综合考虑各种煌斑岩特征及其

中所含的岩石包体所反映的深度资料
,

我们推测各类煌斑岩
‘

类岩浆
’

房的深度如下
:

金伯利岩

(> 1 5 o k m )) 钾镁煌斑岩 (> 1 5 ok rn )> 超镁铁质煌斑岩 (6 6 ~ 1 2 o km )> 碱性煌斑岩 (6 6k m ~

莫霍面 )> 钙碱性煌斑岩 (下地壳 )
。

世界范 围内
,

与热液矿床有关的主要是钙碱性煌斑岩
,

笔者

认 为这是 由于钙碱性煌斑岩的
‘

类岩浆
’

房形成于下地壳
,

说明分异出此种
‘

类岩浆
’

的慢源 C
-

H
一

O 流体 已进入地壳之中
,

从而参与成矿
。

但其它四类煌斑岩的
‘

类岩浆
’

房形成于地慢中
,

分

异后的 C
一

H
一

0 流体在上升过程中易于被地慢物质吸收而使其进入地壳中参与成矿的机会大

大减小
。

倪师军等
尸
2饭 的煌斑岩的包裹体资料反映了

‘

类岩浆
’

的富挥发分特点 (表 2 )
。



第十卷 第二期 地质找 矿论丛

表 2 小秦岭地区煌斑岩的岩浆和流体包裹体成分 (摩尔分数 ) 〔纵

T a b le 2 C o m Po s itio n o f m a g m a a n d flu id in e lu s io n s in la m Pr o Ph yr e s in X ia o q in lin g a re a

液相成分 气相成分
包裹体成分

i
引普一竺书兴巴一生伴

岩浆包裹体
L一 1 } 8 5

;洲不、 3 } 2 6
.

9 下
流体包裹体隆一子}L一 6 」 5 4 一 36 } 10 } 一 } { }

3 钙碱性煌斑岩与某些热液矿床的成因联系

3
.

1 现有的几种观点

3
.

1
.

1 强调两者同源 刘辅 臣等
仁, 二
指出玲珑金矿 的中基性脉岩 (含煌斑岩 )与金都来自深

部
,

但未做进一步分析
。

刘连登等
扭2二则认为花岗岩一脉岩一金矿化并非结晶分异作用形成

,

而

是地壳深部同一岩浆源分离结晶序列
。

3
.

1
.

2 煌斑岩从深部带来成矿金属 R oc k 等
二5二
认 为煌斑 岩是深部物质熔融的产物

,

煌斑

岩岩浆从深部带来了金
,

并强调煌斑岩可以与地壳物质发生强烈反应形成中酸性岩浆岩
。

我国

一些研究者也相继认为煌斑岩可以为金矿化提供金或部分金
。

3
.

1
.

3 两者无成因联系仅共用相同的构造空间 M c N eil 等
二3二和 W ym an 等困指出没有证

据显示加拿大地盾中的金矿化直接因煌斑岩的侵位而形成
,

两者只是共用了相同的构造条件
。

3
.

1
.

4 煌斑岩主要为成矿提供沉淀富集场所 王学成等
二9二
认 为华南铀成矿过程 中

,

煌斑岩

不能为成矿提供铀源
,

主要为铀提供 了沉淀富集场所
。

同时认 为煌斑岩所代表的构造
一

岩浆活

动还可为铀活化转移创造条件
。

3
.

1
.

5 煌斑岩为成矿提供热液 金景福等阳〕研究希望铀矿时认为煌斑岩岩浆贯入过程中

分异出的富 CO
Z

流体是成矿热液的主要来源
,

铀来 自花岗岩
。

倪师军等:20 二认为小秦岭金矿区

中基性脉岩反映了地壳的拉张环境
,

这有利于形成热液体系
,

金则来 自矿源层
。

以上观点虽都有其合理性
,

但并不能说明不同时
、

空尺度上煌斑岩与某些热液矿床间所表

现出的独特关系
。

有的强调了两者时
、

空关系的密切性
,

忽视了其相互独立性
,

而有的则相反
,

从而得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
。

3
.

2 慢源 C
一

H
一

0 流体的分异演化模式

3
.

2
.

1 模式的具体含义 前 已述及
,

煌斑岩与某些热液矿床之间在大的时
、

空尺度上密切

伴生
,

而在小尺度上相互独立
。

同时
,

除煌斑岩的慢源特征明显外
,

大量资料表明许多热液矿床

中有慢源物质加入
,

女口许多脉状金
、

铀矿床中方解石的 合
3
C 值与慢源岩浆碳酸岩一致

,

矿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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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斑岩的硫
、

铅同位素反映两者 同源
,

比
8

,

2 。
,

2 ‘〕矿石和煌斑岩中都富含 C r 、

c 。
、

Ni
、

v 等深源元

素川
。

为了合理解释这些现象
,

并结合煌斑岩的
‘

类岩浆
’

成因机制
,

笔者提出了慢源 C
一

H
一

Q 流

体的分异模式
,

即高温
、

高密度的慢源 C
一

H
一

0 流体上升进入下地壳中
,

因压力的降低且流体变

得更富 CO
Z ,

导致其溶解能力降低而发生分异作用
,

形成钙碱性煌斑岩质的
‘

类岩浆
’

及密度降

低但相对富含硅碱质的 C
一

H
一

O 流体
,

两者虽源于同一流体
,

但在地壳中经历了相互独立的演

化过程
。

首先
,

C
一

H
一

O 流体的活动性大于硅酸盐流体
,

故
‘

类岩浆
’

的上升往往滞后于 C
一

H
一

0 流体
。

其次
,

分异后的 C
一

H
一

O 流体在地壳中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
。

这种流体可直接从地慢带来成

矿元素并在地壳不同层次上成矿
,

如 G ro ve s山〕最近研究指出太古代脉状金矿的分布可以贯穿

次绿片岩相到麻粒岩相的范 围
,

成矿温度可从小于 1 80 C变化到 7 00 ℃
,

反映了地壳垂 向上的

连续成矿特点
,

并指出这需要一个巨大的
、

统一的深源热液体系参与成矿
。

另外
,

这种 C
一

H
一

O

流体在地壳某一层次上富集时可以产生强的热力场
、

化学场和动力场
,

从而使地壳物质发生交

代
、

重熔作用
,

笔者
仁2 3二
认为至少部分壳源长英质岩浆活动及有关矿床的形成与这种机制有关

。

第三
,

上述
‘

类岩浆
’

可上升至地壳浅部定位形成钙碱性煌斑岩
,

同时也可与地壳物质相互作用

而形成与之有成因联系的其它中基性脉岩
,

当然并非所有这类脉岩都以这种机制形成
。

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的分异演化见图 2
。

该模式
「

和慢源 C
一

H
一

0 流体与成矿热液有何关系呢 ? 因慢源 C
一

H
一

0 流体可直接从上地慢

带来成矿物质
,

故它本身就是一种成矿热液
。

同时
,

高温的慢源流体在地壳中活动会产生异常

高的地热梯度而加强地表水的深循环
,

或两者形成混合热液矿床
,

或地表水本身形成浅成低温

热液矿床
。

由此可见
,

许多热液矿床的氢
、

氧同位素组成反映有地表水加入与本模式并不矛盾
。

另外
,

当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引发地壳中的长英质岩浆活动时
,

有关的热液矿床则显示岩浆热液

的特点
。

那么成矿物质的来源是什么呢 ? (l) 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可以直接从上地慢带来金属元素及

硅碱质参与成矿
。

对金矿来说
,

虽然各种资料显示上地慢的金丰度 (1 又 1。一 9
)低于地壳的金丰

度 (3 x l o 一 ’
)

,

但 M itc he n 等
三24 口
研究发现

,

世界范 围内上地慢二辉橄榄岩中的金仅少部分赋存

于主要造岩矿物中
,

而 60 % ~ 80 %的金产在主要矿物颗粒间的显微硫化物颗粒中
。

由此可见
,

上地慢 中金多呈易活化状态
,

高温高压的 C
一

H
一

0 流体理应可以从上地慢中搬运大量金
。

另外
,

在金伯利岩中所发现的一系列矿物如自然铁
、

铜
、

锡
、

硅铁石
、

二硅铁矿
、

碳化钨等哪口
,

说明这

些元素在上地慢中某些条件下也呈易活化状态
。

D 盯as ov
a
等嘟二实验发现

,

上地慢温压条件下
,

H
2
0 蒸汽对 S n 和一些亲铜元素的搬运能力 比在近地表条件下大的多

。

N av on 等
口6 口
发现金刚

石的显微流体包裹体中含有较多的 T h
、

U
、

R E E 等
。

总之
,

慢源 C
一

H
一

0 流体可以从上地慢带来

一些金属
。

(2) 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在改造地壳物质形成中酸性岩浆岩过程 中
,

可使地壳中原有的

金属元素发生活化转移而参与成矿
。

(3) 地表水循环过程中淋滤地壳浅部物质成矿
。

综上所述
,

在地壳中存在某种金属 (如 A u) 的矿源层时
,

对成矿有利
,

但在没有矿源层的条件下
,

同样可以

成矿
。

3
.

2
.

2 慢源 C
一

H
一

0 流体分异模式的研究意义

(l) 可以合理解释煌斑岩与某些热液矿床间在大的时
、

空尺度上密切相伴
,

而在小尺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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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表水 (大大
,,
、水或海 水 )))

钙钙 碱性性性 部分与煌 斑岩岩岩 热 液矿 {术 从从从 岩浆热液液液 花岗质质

煌煌 斑岩岩岩 有联 系的 中墓墓墓 低温 (< 1 8 (J〔 JJJJJ 或 了比台热热热 侵 入体体

性性性性脉 岩
.

如 有有有 到高温 ( 7 0 。 〔 ,,, 液矿床床床床

些些些些先军绿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某某些 壳源长英 质质

岩岩浆活动动

钙钙碱性 煌斑 岩岩岩 相对 富含硅碱 )贡的的

质质
.

类岩浆
’’’

( 一 H 一 ‘一流 (冲
··

高高密度 怜源 L 一 H 一 () 流 体体

((( 含大量常 量及微最 元素 )))

图 2 祖源 C
一

H
一

O 流体在地充中分异演化流程图

F ig
.

2 T he d iffe r e n tia tio n m od
el o f m a n tle 一 d e riv ed C

一
H

一

0 flu id s in th e e r u s r

相互独立
。

(2) 合理解释了脉岩与矿石 (如金矿石 )在 S
、

Pb
、

C 等同位素组成上的一致性
。

(3) 对某些与煌斑岩有关的热液成矿作用的热源
、

流体源及矿源做出了新的系统解释
。

(4) 可以合理解释热液矿床
、

钙碱性煌斑岩及壳源中酸性岩浆活动三者间的关系
。

某些热

液矿化虽与煌斑岩同源
,

但仍可与中酸性岩浆活动有成因联系
,

二者并不矛盾
。

同时
,

因
‘

类岩

浆
’

的上升多滞后于 C
一

H
一

O 流体
,

因此钙碱性煌斑岩常切割花岗质岩体
。

(5) 从理论上确定了煌斑岩的找矿意义
,

打破 了以前仅把成矿前和成矿期脉岩作为找矿标

志的认识
,

成矿后煌斑岩同样是重要的找矿标志
。

但煌斑岩对矿脉和矿体并无直接的找矿意

义
,

主要是作为区域成矿潜力评价的重要标志
。

3
.

3 成矿评价时煌斑岩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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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煌斑岩发育程度的研究
,

这可用来推测慢源 C
一

H
一

0 流体在地壳中的活动强度
。

(2) 注意煌斑岩含矿性的区域性特点的研究
。

从 目前资料看
,

不同矿种的成矿 区内煌斑岩

的含矿性也不同 (表 3 )
。

笔者认为这反映了地慢源区的不均一性
。

表 3 不同矿区钙碱性煌斑岩的含矿性

T a ble 3 C o n te n ts o f so m e e le m e n ts in la m Pr o Phy r es o f d iffe re n t o r e d is trie ts

矿矿 区名称称 A uuu H ggg UUU T hhh 资料来源源

胶胶东金矿区区 5
.

7 (6 ))))))))) 季海章等
,
1 9 9 222

33333 3
.

5 (1 5 )))))))))
一 罗天明

,

19 9222

辽辽 南地区金矿矿 2 5 (3 ))))))) 彭金起等
,

1 9 8 888

华华南铀矿 区区区区 2
.

6 555 5
.

8 444 王学成等
,

1 9 9 111

222222222
.

3 777 8
.

3 222 王学成等
,
1 9 9 111

贵贵州汞矿 区区区 0
.

3 1 5555555 向茂木
,
1 9 8 555

西西澳 Y ilg a r n
地块块 7 (3 8 ))))))))) R o e k

,

N
.

M
.

S
,
1 9 9 111

加加拿大 A rro w 金矿 区区 2 8 1 (3 ))))))))) M
eN e il

,

A
.

M
. ,

K e r r ie h
,

R
. ,

1 9 8 666

西西南苏格兰兰 9 9 (9 ))))))))) R oc k
,

N
.

M
.

5
.

1 9 9 111

玄玄武岩平均含量量 444 0
.

0 999 0
.

555 333 维诺格拉多夫
,

1 9 6 222

注
:
A

u

为 又 1 。一 , ,

其它为 只 1 。一 “ ,

括号 内数字 为样品数

(3) 应加强成矿元素在 C
一

H
一

0 流体和
‘

类 岩浆
’

之间分配系数的研究
,

以便通过煌斑岩的

含矿性而定量估算 C
一

H
一

O 流体从地慢带来的成矿物质的数量
。

总之
,

虽然参与成矿的慢源 C
一

H
一

O 流体目前 已不复存在
,

但煌斑岩则为我们认识这种流

体提供 了重要实物标志
。

但需要指出的是
,

热液成矿作用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

且并非全与煌

斑岩有关
,

故该文主要是对与煌斑岩有关的一些热液矿床的形成所作的一种新的探索
,

不当之

处
,

敬请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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