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作为花岗岩类含矿性指示矿物的黑云母

花岗岩 岩浆可以认为是可能的矿质来源之一
。

因为绝大多数各种成因类型的稀有元素矿床在室间

上都与花岗岩类有关
。

但是
,

尽管在岩石或构造方

面具备稀有金属矿化富集的有利条件
,

也不是所有

的花岗岩类都伴随产生矿床或矿点
。

看来
,

这与花岗岩岩浆的产生及其随后结晶的

不同条件有关
。

这些条件决定着分散于其中的稀有

元素形成岩浆期后富集的可能性
。

如果说用来判断

对花岗岩类含矿性有影响的区域性特点或年龄特征

方面的资料还不足的话
,

那么大里的地质
、

岩石方
面的考察都导致一种看法 这种看法认为

,

就含矿

性的意义来说
,

最有前景的往往是多期侵入体晚期

的淡色花岗岩类
,

以及规模不大而成份复杂的花岗

岩类岩体
。

这种岩体均赋存于区域性断裂带
,

一般

称之为裂隙侵入体
。

然而这几种标志 也不是昔遍适用的
。

因为无论

是晚期淡色花岗岩类
,

还是裂隙侵人体的花岗岩
,

常常并不含矿
。

也许关于含矿可能性的充分资料在

于花岗岩类本身的地球化学恃征之中
,

也就是在于

金属元素在岩石及其组成矿物中的分布性质
。

金属元寮在花肖岩类中的含

首先就是平均含量 , 因为一般总是根据它来少

断花岗岩类是否属于含矿类型
。

但由于平均含量并

不能反映岩石中金属元素分布的均匀程度或是在构

成岩石的各种矿物当中的分布情况
,

所以它只能提

供一个抽象的概念
。

平均含量有什么成因上的意义
,

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解释
。

从一种 可以认为是传 统 的 观 点 来 看
,

高于克拉克值的稀有元素与金属元素的含量
,

是在

成矿方面具有专属性的岩浆的固有特征
。

这种岩浆

在结晶过程中可以产生 含矿侵入体
。

的确也有不少

实例可以证明
,

与花岗岩伴生的某些元素的矿点
,

元素的含最可以超过克拉克值 、 倍
。

但是
,

如果要说含矿岩体中某种元素的含氢高

于 克拉克值
,

就必须掌握从大量样品中计算得出的

平均值
,

而这些样品又应该充分地代表或是花岗岩

类的某一岩石种类
,

或是整个岩体
。

后者的情况特

别盆要
,

因为金属元素含量往往较高的云英岩或伟

晶岩
,

常延伸到花岗岩体的顶部
。

这种由气体运移

造成的局部富集与整个岩体的平均含量毫 无共同之

处
。

此外
,

若要对含矿浸入体中的金属元素作出高

含量的结论
,

还必须以未蚀变或蚀变极弱的花岗岩

的分析为依据
。

这是因为含矿花岗岩一般均受到不

同程度的岩浆期后蚀变
。

由于对上述的测试条件不甚垂视
,

以致到现在

还把金属元素的高含蟹看作是区分含矿与不含矿花

岗岩的一个重要标志
。

接照较新的一种观点来看
,

花岗岩类的含矿性

与其说归因于花岗岩岩浆稀有元素最初的 富 集 程

度
,

不如说是若干有利条件结合在一起的作用
。

这

些条件妨碍了稀有元素在主要的结晶阶段不分散
,

而在更晚一些的伟晶岩或热液期形成堆积
。

证明这

种看法的是愈来愈多地在含矿花岗岩中发现稀有与

金属元素含量远比克拉克值为低的现象
。

的确
,

金属元素含里接近或低于克拉克值的现

象已见于外具加尔东部含锡花岗岩
,

外员加尔东部

和哈萨克斯坦中部含钥花岗岩
,

远东
、

外具加尔东

部与西部及阿尔泰的含钨 花岗岩 , 以 及含绿柱石
、

含金
、

含祖 的侵入体
。

年
,

施瓦茨等人曾经描述过锉 辉石伟晶岩

与片岩围岩的接触带
,

发现伟晶岩中贫磷
,

但较富

集于片岩中 , 伟晶岩富铿
,

但未发现理被带入片岩

的明显迹象
。

据此得出一个结论
,

认为伟晶岩的成

份与它带入片岩的物质之间没有依存关系
。

周期
,

洛多契尼柯夫提出了一个极化法则
。

他说

如果认为是偶然的话
,

但却是相当经常地 在 便 入

岩
、

喷出岩及其对围岩的作用中见到一种现象
。

根

据这种现象的反复出现
, ’

可以叫作同一种岩浆的岩

浆期与岩浆期后矿物极化法则
。

它可用下面的一句

话来表述 火山期后过程所携带的某些元素或氧化

物
,

在决定这一过程的岩石本身当中含里极少
”

作为例证
,

他举出了与花岗岩接触的岩石之中镁
、

铁 黑云母 有所富 集
,

但这些元素对花 岗岩本身

并不起多大作用
。

辉 长岩与辉绿岩将大摄的钠 钠

长英板岩
、

绿色板岩 带入围岩
,

但木 身所含这种

元素却甚少
。

年
,

科纽克上注 含到成岩元素在天山花岗

岩侵入体形成 时期表现出来的极化习性
。

外具加尔

西部的博姆
一

戈尔洪岩体所含
、 、 、

的

量超过克拉克值
,

而这些并不是岩浆期后呈现的特

征元素
,

尽管伴随有脉状钨矿化和网脉状铂矿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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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岩体的花岗岩类当中 与 。的含量均甚低
。

因此想起斯米尔诺夫在 年写的一 句话
,

他

说
“

我们还不十分确定地知道
,

铜
、

锡及其它一

些元索在含铜
、

含锡和类似地区岩石中的含量
,

究

竟是高于
、

还是低于克拉克值
。 ”

金旧元众在一云母 中的含

是否原因就在于类质同象的赋存形态
。

平均含量 要判断矿物中某元素的含量高低
,

测定金属元素在岩石 中的总含量并不能提供有
关其赋存状态的认识

。

但掌握总含量又是十分重要

的
, 因为只有通过它才能判断花岗岩类岩体的矿化

程度
。

实际上
,

岩石中元素含量高的原因
,

或由于

其本身以类质同像为主的赋存形态
,

或由于其大部

份集中于某种独立矿物 当中
。

它们反映出花岗岩岩

浆可有极不 相同的产矿能力 在一种情况下不形成

矿床
,

在另一种情况 〕诚 矿作用很明显
。

因此
,

稀有元素和金属元素矿物本身在花岗岩

中的含最以及这些元素在造岩矿物 特别 是 黑 云

母 中的含量
,

都应作为花岗岩类含矿性的补充标

志
。

同时可以认为
,

金属元素在一定的矿物中含量

骤增 如黑云母中的锡
、

斜长石中的铁
,

也属于

含矿傻入体的一种典型特征
。

不少人十分倾向于把黑云母当作花岗岩类含矿

性的指示矿物
。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在花岗岩类

造岩矿物当中
,

各种伴生元素含量最高的首推黑云

母
。

这是因为黑云母特有的成 份和结构最利于一系

列元素进入它的晶架
,

而且它本身析出的 时 间 较

晚
,

即正当金属元素在熔融体中相对富集的时候
。

可以说
,

正像对花岗岩类一 样
,

黑云母中金属元素

的高含且也可以看作是担
、

锡
、

彼
、

钨等 元素含矿

性的一个指标
。

但是要查明导致产生这种高含量的原因
,

一方
面应考虑黑云母析出的时间或成份上的特点 这两

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

而且对稀有元素进入黑云母

晶架的数全也有影响
,

另一方面还要研究这些因

素究竟能使黑云母中某种 元 素的平均含量 提 高 多

必须知道它的平均含量
,

而可信的平均含量应该以

相当数量的分析结果为基础
。

某些元素的平均含量

列于表
。

在进一步比较研究黑云母中稀有元素和金属元

素的局部含最和平均含量时
,

我们确信存在两种现
象

。

一种是含矿花岗岩类的黑云母所含金属元素的

量超过平均值
,

另一种则低于平均值
。

具体的例证

是 。的高含量为 克 吨
,

低 含量为 克 吨

钨是 克 吨 高 。克 吨 低 锡是 克 吨

高 克八 低 等等
。

不 含矿 的花 岗 岩

类 黑 云 母 所 含 金 属元素的量往往高于平均值
。

例如
,

吉 萨 尔 山 脊 花岗岩类当中的黑云母含祖

克 吨
,

蒂尔内阿乌兹花 岗岩 中 的 黑云 母 含 锡

克 吨
。

小包体 对上述资料可以求得一种解释
,

即设

想黑云母中金属元素含量高的原因不仅在于元素赋

存的类质同像形态
,

而且也在于它的矿物形态
。

换

言之
,

就是与金属元素纯矿物的小包体有关
。

实际

上
,

造岩矿物中副矿
一

物包体可能很多
,

所以当我们

断定黑云母中稀有元素与金属元素含量的大小时
,

要十分慎重
,

因为不能确信其中是否 没有这些元素

的矿物包体
。

举例来说
,

在光
、

薄片上的 计 数 表

明
,

阿尔泰花岗岩中有 多、 多的 揭 策 石
、

错

石
、

磷灰石
、

桐石
、

磁铁矿和绿帘石是以小包体的

形式存在于黑云母中
。

在乌克兰的前寒武纪花岗岩

中
,

黑云母里面独居石等副矿物的分布密度比在其

它造岩矿物中高两级
。

椒石和磁铁矿是黑云母中最普通的包体
,

它们

对于黑云母中担
、

铁含量的影响通过两组分析结果

的对比可以确定 一是分析仔细挑选出来的自然大

小的黑云母晶体 另一是分析经过磨碎和离心分选

的样品
。

后一组的分析结果是 的含量由 拓

降为 多
,

由 终降到 拓
。

苏联称俄纪后花肖岩类任入体燕云母中 月与称有元紊平均含
,

克 吨 裹
‘补尸、

元元 素素

入入

花 岗 闪 长 岩

心

, 凌

。

⋯
一 一 ⋯

一

试‘任壶不
,

,
、

’
·

“
⋯

·

·

“‘

了
·

‘ “
·

, ,

⋯
·

,

⋯ ,
·

川 ⋯
·

⋯
’

·

’
罗之 ’

·

‘ , ’
·

’
·

, 吕 , ’‘
·

, , ’
·

‘ ,

表中 括 号内的数字为分析的次教 从中求得平均值 以下各表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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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母中因有错石的小包体而 使 其 含 里 高 达

克 吨
,

但去掉这些包体之后 ,

错石含量只有

‘ 克 吨
。

黑云母所以具有较高的放射性
,

一般

认为原因不在于其结晶格架中铀
、

杜的含蟹高
, 而

在于铃石
、

晶质铀矿或铜抽云母中的小包体
。

正是

这些放射性矿物的小包体才使乌克兰与哈萨克斯坦

花岗岩中黑 云母的铀
、

社含量增多
。

此外
,

黑云母

平均含有 形的稀土
,

大部份看来也是来自独居石

或磷忆矿小包体
,

它们即是多色晕圈的中心
。

这种

情况也适合于妮
、

担 ,

因为天河石花岗岩中的云母

富集了岩石中大部份的担铁矿
一
妮铁矿

。

山上例证是有关稀有元素矿物小包体的
,

但 已

确定它们对一系列金属元素也有影响
, 比如说

,

沿

解理斌存于 云英岩化未蚀变花岗岩云母中的辉钥矿

薄片
。

为了查明含矿花岗岩中黑云母的金属元素含盆

偏高与存在这些元素纯矿物小包体之间可能的依存

关系
,

曾经从
、 、 、 。矿床的花岗岩类

当中分离黑云母
。

每份称样分为两组
,

一组磨碎后

再经离心分选
,

另一组保持原来自然状态的大小
。

两组的分析结果见表
。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
,

含矿花岗岩某些金属元素
、 、 、 、

。、

的含量
,

在经过离心分选的黑云母 中降

低 形 拓
。

这是因为去掉了上述元素的独立矿

物小包体
,

诸如祖铁矿
一

泥铁矿
、

黄铜矿
、

辉钥矿
、

黑钨矿
, 以及其它一些以硫化物为主的金属矿物

。

光谱分析证明在离心分选后的黑云母中
, 、 、

。 、 、

的含量显著降低
。

黑云母中所含金属矿物小包体对其成份产生的

污染影响
,

文献中已有记载
。

磨碎后经过离心分选

的白云母
,

其含锡量比纯手选的要低 多
。

从外员加尔东部花岗岩分离出来并磨 碎 为
。

毫米的黑云母
,

含钥 克 吨基 磨碎为
。

毫 米 再

经离心分选之后
,

含钥盆只有 克 吨
。

有时经离

心分选以后含钥量为 ” 克 吨
。

因此
,

含矿花岗岩类黑云母中稀有元素的含

‘︸“﹄尾︸不 同 研 较

试 样 号

度 云

、。

母 中

⋯
月 元 素 含

,

克 吨

含 锡 花 岗 岩 楚 科 奇

一一功一血山一弓曰一介自﹄‘
。

一一一︸月咭﹄通兮七一一,山

含 担 花 肖 岩 外 加 贝 尔 东 部

鱼』 卫旦一 】一丝旦匕 卫生旦
·

。 “ “‘
·

鱼卫 一互丝 少遇生一 一丝丛生
‘

·

‘ 。 ‘ , ,
、

’“

一 铂 花 岗 岩 阿 尔 明 尼 亚

︸一一一︸内甘吸‘一亡口月吸︸心‘几“︸﹄八一︸︸︸‘︸﹄心自一几︸‘
﹄

,自一‘,,曰
。

。

。

。

铂 一 钨

⋯
铜

。

一
·。

一
。

一
·

花 岗 岩 北 加 高 索

一 旦 卫卜些一 止鱼工 止燮一 一丝旦一 卫翌二
“ ‘

· ·

“ ‘
·

‘ ,
·

一
一

里里一 一 里一 一互卫 一峨卯
“ “

·

“
·

“

注 分子为手选黑云母的分析数谊
,

分母为离心分选后黑云母的分析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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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过平均含量 见表
,

具体情况是 以克 吨

计算 滨海区含锡花岗岩黑云母的锡含量为
,

外具加尔东部为 。。,

啥萨克斯坦为 外具加尔

东部含祖花岗岩黑云母的担
、

泥 含量相应为

北高加索含铂花 岗岩黑云母的钥含量为
。

以上的数据看来都应归因于这些元素的独立矿物小

包体
。

金属元素赋存的类质同像形态与其矿物形态之

间的相互关系 根据一系列的情况确定存在一种

依存关系
,

它表现为花岗岩中任和了一种金属元素独

立矿物的出现都对该元素在黑云母中的含 量 有 影

响
。

例如
,

含有大量
、

矿
一

物 钦担 泥矿
、

黑稀

金矿
、

妮铁矿
一

铁祖 矿 的含担 花岗岩
,

其黑云母

的含祖里比祖
一

泥酸盐类副 矿物较少的 不 含祖花 岗

岩中的黑云母要多九倍
。

在苏萨梅尔岩基淡色沱岗岩类当中存 在 油 牡

石
,

这 种 花 岗岩类的黑云母中含 。克 吨
、

克 吨
,

但在该岩体的未查出存在 油牡石的黑

云母
一

角闪石花岗岩中
,

黑 云 母 所 含
、

只有

和 克 吨
。

前边已经提到
,

近儿年的工作确定

黑云母中的多色晕圈是因为存在晶质油矿
、

社 石
、

独居石等放射性强的副矿物小包体
。

同样的依存关系也见于图瓦次碱性侵入体的钻

石
。

这种关系表现为错石中存在的各种杂质元素在

质和盆上直接取决于与错石共生发育的有关副矿物

在岩石中的含量
。

比如
,

铃石中钉的含量随着岩石

中黑稀金矿含且的增高而加大 社 与社石的出现有

关 妮
、

祖则与岩石中存在烧绿石
、

泥铁矿或黑稀

金矿有关
。

但是
,

矿物中金属元素含量增高与花岗岩中这

些元素的独立 矿物数量之间类似的直接依存关系远

非经常可见
。

往往会发现另一种 相反的依存关系
,

即花岗岩中金属元素的独立矿物的低含量与其在矿

物中的高含量相适应
。

这是因为该元素或以类质同

像杂质的方式在造岩矿物和副矿物结晶格 架 巾 分

散
,

或是形成另一些矿物
。

譬如说
,

在乌拉尔约花

岗岩类当中
,

慕尔金花岗岩含大量的磷铭矿
,

但其

中的石榴石含铭里却很低 科赤卡尔 花岗岩含有粗
一
倪酸盐类

,

但其中的钦铁矿含妮甚少
。

此外
,

依

里缅诺戈尔斯克
、

札只卡拉盖依的花岗岩类实际上

不含祖
一

妮酸盐类
,

但其中的爪石与钦铁矿的含妮

且则较高
。

最近的研究工作还证明
,

黑云母中的邻
、

祖 含

量超过平均值时
,

花岗岩中担
一

泥酸盐类的数量往往

低于平均含量 前者若低于平均值
,

后者则较高
。

在这方面最明显的是科坦苏依岩体的黑云母和淡色
花岗岩 黑云母的含 量比平均值 大 涪

,

而花

岗岩 中的祖
一

妮 酸盐类含量则 比平均值低
。

苏萨梅尔岩基花岗岩类所 见的川社石是零星少

量的
,

褐 流石平均 个测试 结 果 含

克 吨
,

包括了岩石中 、 拓的社
。

含有大量泊

杜 石 副矿物 的罕答乌岩体的花岗岩类是 另外一

种情况
。

该处褐夜石含牡 景极低
,

只有 。克 吨
,

仅包活岩石中全部牡 的 万
, 」 多的

’

均 在

袖社 石中
。

表现在花岗岩类的黑云子小戈其
‘

自查岩矿物
、

副

矿物 中金属元素含最与这些 , 匕索的独 认矿物之间

反的依存关 系
,

原因在于某种 匕索在 某一 组 共生矿

物之间严格不变的分配关 系
。

与黑云 毋 了卜夺某种金

属的矿物一出现
,

一般均 使这种金属在黑云母中的

含量明显降低
。

因此上述的黑云母中金属 〔求含最

与花 岗岩中这些元素的独立矿物数量之 间的直接依

存关 系
,

常常要 因于黑云母中存在 这 比 矿物的小

包体
。

金属元系 的分布性质 根据黑云母的成 份特

征来 评价花岗岩可能的含矿性
,

特别是用末查明导

致其中金属元素含量增高的原因时
,

分析 这些元素

在黑云母中的分布性质会育很大 帮助
。

在 这方面
,

对比 淮库梯自治共和国扬
一

布鲁拉赫区含矿
、

花岗岩类黑云母的成份与苏联花 岗岩类黑云母

的平均成份
,

卜

可以得到颇有意义的资料
。

首
一

先可以 明确的是
,

这 查花岗岩类当中黑 毋

的金属元素平均 含量
,

总是高于平均值 很多 见表
。

因此会使人感到 目前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似

乎是合理的
,

即认为 含矿花 岗岩中黑云 母的特点就

是相应金属 元素的含量高
。

但是如 果仔细 匆 析这些

元素在黑云母中的局部含最
,

就会很容易 他把它们

分为两组
,

而且两组当中都有金属 元素含量近似的

黑云母
。

含量高的一组
,

一般却是测试出现的次数

比较少
,

然而正是这一组极大地提高了平均含量
。

假如没有该组
,

杨
一

布鲁拉赫区含矿花岗岩中黑云毋

的金属 元素平均含最会比平均值低百分之五十
。

黑云母的金属元素含量所以会出现大小不同两

组的原因
,

看来就是与其本身所含这些元素的独立

矿物小包体有关
。

上述地区花岗岩类矿物成份的特

点也可以证实这种看法
,

该地花岗岩类所含
、

矿物和
、

矿物分别比平均含量高 、 倍

和 倍
。

通过频率多边形的分析还 可似证明这种高 含里

仁 卜由于黑云母中的类质同像杂质
。

例如
,

根据表

的数据可以列出黑云母中出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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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库禅自治共和国扬 一 布翻拉幼区花肖岩类照云母中金属元素含 克 吨 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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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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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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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一妮酸盐类

心‘月吸臼﹄,盛自石

的频率多边形
,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每一个多边形中

都有分属于不同组合的两个最大值
。

含 盈 高 的一

组 ,
, 来是因为存在这些元素的独立矿物小包休

。

绪 论

俊入体的含矿性不仅休现了岩浆原始成份的

功能
,

而且也反映粉形成侵入体的各种条 件 的 作

用
。

后者决定了造矿元素的赋存状态 或以分散状

态留存在岩石之中
,

或者以某种方式富集起来
。

因此
,

如果把花岗岩岩浆的产矿能力看成是分

散的金属元素在一系列条件配合下于岩浆晚期和期

后阶段积聚形成花岗岩体的一种作用
,

那么这种产

矿能力表现的首要标志就是出现这些元素的独立矿

物
, 即一般所说的副矿物

。

尽管产矿能力的充分表

现擂要一系列因素的有力配合
,

而出现的这些矿物

却圈定于一种新的
、

比类质同像更集中的金属元素

斌存形态
,

即矿物分散形态
。

也就是说
,

岩石中的

稀有元素以分散的微观
、

次微观析出物存在
。

。

关于岩浆产矿能力的上述论断是否确切
,

还

可由黑云母中金属元素赋存的类质同像形态与矿物

形态之间相反的依存关系来证实
。

所列的 数 据 表

明
,

含矿花岗岩类黑云母中稀有元素含量高常常是

因为存在这些元素的独立矿物小包体
。

根据就是此

种元素在离心分选后的黑云母中含量变低 表明存

在不同组合的频率多边形的特征 以及金属元素赋

存的类质同像形态与矿物形态之间的反比关系
。

。

去掉小包体后
,

含矿花岗岩类黑云母的金属

元素含量将低于平均值
。

这不仅说明此种元素以类

质同像分散方式存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

而们 指出

含矿花岗岩中具备使金属元素形成独立矿物的有利

条件
,

后 者 可 能被纳入与它同时形成的黑云母晶

体
,

其中所含的这种元素也往往较多
。

。

因此
,

一方面可以把花岗岩岩浆的产矿能力

着作是其中分散金属元素形成独立矿物的能力
,

同

下转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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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理论在测区必须存在有被电化学

活动性有差异的溶液所饱和
、

或被部分充填

的水平带
。

其分界面通常以地下水面来代表
。

在这两个地下水带之间
,

金属矿必须

是连续导电的 即块状的或者至少是部分呈

脉状的
。

因此金属矿富集部分应穿过地下

水面
。

产生 自然电场的金属矿必须位于深度

不太大的地方
,

以便在地表可测出它所产生

的电场
。

风化层深或覆盖层厚
,

将使自电反

应变模糊
。

自电异常不应受到切割地形引起的过

浦电场所掩盖
,

或是被它严重地歪曲
。

布尔卡山
、

加尔瓦德格尼和布 里 达 尔

本的地面物探和钻探结果
,

证明在莱基兰地

槽内的地质环境
,

对使用 自然电场法是有利

的
。

作者认为莱基兰地槽的地形和地下水条

件以及矿石的类型对成功地使用自然电场法

所需要的条件均能够满足
。

虽然自然电场法
、

磁法或者加上化探
,

对地下金属矿床可能给出很明显的表示
,

但

许多地质和物探人员在没有相应的激发极化

异常的情况下
,

提出钻孔验证可能会感到勉

强
。

布尔卡山的时域激发极化结果
,

确实表

明它有能力圈定出未风化的基岩中新鲜的金

属矿的位置
。

加尔瓦德格尼的频率域激发极

化法资料也同样地取得了效果
, 虽然它与自

然电场法所圈定的矿体位置一样
,

但它比 自

然电场法的勘探深度大
。

在布里达尔本由于

受到电力传输线的千扰
,

在硫化矿上没有提

供有用的资料
,

但这种情况还是罕见的
。

我们并不认为自然电场法比激发极化法

或别的物探方法更有用
。

但是
, 我们认为 ,

如果对决定自然电场法有效性的某些环境参

数没有进行研究
,

就在勘探计划中把自然电

场法排斥在外
,

这是不对的
。

在特定的金属

矿区内和特定地形条件下
,

自然电场法可以

作为一种明确的
、

经济的勘探手段
。

与磁法

和化探一起
,

对于一小块地区作出 初 步 评

价
。

然后
,

对于 自电结果
,

或磁法结果
、

或

化探结果
、

或是这些方法的综合结果
,

以及

对那些用这些方法没有获得效果的地区
,

并

根据地质或其它理由认为有远景的地区
,

再

作激发极化法
。

自然电场法的工作效率高
、

费用低
,

定

性解释容易
,

这种方法是值得勘探部门认真

加以考虑的
。

摘译 自《

》 ,

, ,

尤 启 明译
,

熊光楚校

上接封三

时应当承认它们在黑云母中的高含量并不总是花岗

岩含矿性的一个直接指标
。

这是因为黑云母中稀有

元素含最与花岗岩中这些元素的独立矿物数量之间

常会见到反比的关系
。

作为一种指标
,

很可能黑云

母中金属元素的含量较平均值低的情况更可靠
。

更

能说明这种可能性的一点就是 花岗岩中金属元素

的含最往往低于克拉克值
。

这种情况同时也反映在

对花岗岩岩浆的地球化学特征十分敏感的黑云母的

成份上
。

。

需要指出的是
,

含矿花岗岩中黑云母的金属

元素含量低
,

并不是什么异常的现象
,

而可能反映

了某种更高一级的规律
。

也就是说
,

含矿岩石中某

一相应元素的贫化
,

意味着该元素可能在不同类型

和规模的矿化作用中富集
。

译自 北 皿 。 双 , 从 狱 双 甘皿 业 》
,

沁
,

龚和行译
,

禾江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