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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腾复式花岗岩体中错石特征及其意义

高艳君 翟丽娜

中国 ,也质科 学研究 院 宜 昌研 究所

对福建省钟腾花岗岩体不同阶段岩石中铅石的物理一化学 性 质
、

稀土元素组成及球粒陨石模式
、

红外光谱特征进行了研究
。

区分 了 花

岗岩的形成期次
,

判别了岩浆的酸度
。

认为该岩体为下地壳或 上 地慢

源
,

属同熔型
。

关锐词 福建 花岗岩 , 错石特征 , 同熔型

岩体地质概况

岩体位于政和一大甫

深断裂带以南 的 钟 腾 地

区
,

是一个侵人于晚侏罗

世地层并 向四周倾斜的环状中酸性花岗岩类

复式岩体 呈 一 走 向的椭圆 形 与

围岩界线呈 圆滑波 状
,

倾 角 一
。

长
,

宽 自外向里依次 由 早 期

云辉闪长岩 , 中期石英二长岩 二长花岗岩

‘ 晚期细粒花岗岩组成
。

其次尚有更晚期与
。 矿化关系密切的石英闪长粉岩 脉

侵人
,

反映了岩浆侵人活动的多期性
。

岩石化学分析说明
,

从早至晚 期
,

岩

体中的基性组 份
、 、 、 。、 、

等 逐渐减少
,

而酸性 全 、 、

等 和碱性
、

组份逐渐增加 ,

而且与 矿化关系密切的石英 闪长

粉岩脉的化学组份同早期云辉闪长岩及中期

石英二长岩具有相似性
。

错石 的晶形和密度

岩体不同阶段岩石中错石的晶形特

征与岩石 中
、

及 的相对含量

关系较为密切 自第一 , 第三阶段
,

岩浆中
、

和 含量逐渐增高
,

错石 的

晶形则 由锥面
、 、

与 柱

面 聚形 , 午目三面 与柱面

或锥面 及柱面
、

聚型 ,

从而说明早期岩浆中 的不足和晚期 岩浆中

的相对富集
。

因为晚期岩浆晶出的铅石面

网中
、

的离子比为 〔其锥面

和柱面
、

及 发育 〕
,

故

晚期岩浆晶出的错石 中
、

的离子浓度近

于平衡
。

而晚期与 矿化有关 的 石

英闪长粉岩脉的化学成分则介于岩体第一和

第二阶段的岩石之间
,

故其铅石的晶体聚形

也介于它们两者之间
。

根据拉森等人 用铅石最佳主轴

对比 岩体中错石

长宽比的意见
,

我们对钟腾岩体中的铅石进

行了数理统计
,

结果表 明 ①岩体第一‘ 第

三阶段岩石中错石的粒度 由大 , 小 其平均

长度
,

平均宽 度 一

②用宽 长 度标淮差求得的三

角函数 及其相应的角度 至错石轴线的

斜度
,

自岩体第一 , 第三阶段岩石 中 的 错

石具有变大之趋势
。

‘
“ ‘ ,

说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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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早期到晚期阶段形成错石的晶体具有 由

长柱状 , 短柱状变化之特征
。

错石的晶体构造表明 当岩浆中 的含

欣减少和错石 中
、

离子比为 时
,

错

石的形态为长柱状 因为在一 轴的切面上

每有 个 离子才有 个 离子
,

故在 含

量减少的岩浆中错石晶体易沿 轴 方 向 生

长
。

在岩浆演化灼晚期阶段
,

因为共中
、

相对常集
,

而错石品体易沿平行 轴 面

网密度大的方向 堆积生长
,

此时形成的错

石为短柱状 晶体
。

岩体各阶段岩石中错石的密度 以

静水力学法测得 平均值为
,

与 岩头

二 长花岗岩错石 及海南 玄 武岩错

石 等密度位接近
,

而与西华 山 改

造型黑云母花岗岩错石的密度 相

差忿
。

殊随着钟腾岩体 由第一 , 第三阶段
,

省

石 中浩石的单位晶胞棱长增大 。 二 一

一 人
, 。 一 一

人
,

错石的密度具有变小 一

一 的趋势
。

错石 的化学组份

和稀土元素特征

化学分析表 明 ①钟腾 岩 体 不 同

阶段岩石 中 错 石 的 含 量 为

平均
·

,

砰均 ,并含有
、 、 、 、

及 等元素
。

②随着第一 , 第三阶段岩石

的酸度增加
,

错石 中
、 、

及 等

微 准元素含量也相应递增 〔其 中
、

含
一

毫与 不日 关于花岗

岩中错石的
、

含量

札当 〕
。

③从 旱 , 晚期阶段岩石 中 铅 石 的

值 〔 一 ‘ 一

〕具有降低的趋势
。

④与 矿

化 床有关的晚期石英闪长份岩脉中错石

的
、

及

含量最低
,

但

的含量急剧增高 故错石中的微量元素可作

为探讨共矿物成因的指示剂和判别岩石 体

形成期次的参考标志之一
。

因为错石有时在岩浆结晶作用的早

期阶段开始结晶而使其中痕量元素的丰度可

以提供早期液相性质的信息 一般 来说
,

基

性岩中副矿物的 要比花岗岩中 同 类 矿

物的 含量低 一
,

反映出某 些基

性岩
一

与花岗岩在化学性质上的差异
,

故可以

作为区分辉长岩建造 中花岗皆的依据
。

钟腾

岩体不同阶段 岩石中错石的稀土元素及共球

陨稀土分量比值等结果 表 说明

① 钟 腾 岩 体 错 石 的 稀 土 总 量
,

略高于 日本九州 英

安岩中错石的 〔 〕,

而远低于西

华山改造型花岗岩中错石 拍
,

表

明形成钟腾岩体的原始岩浆应属 于 基 性 岩

浆 其不同阶段岩石中错石的稀土总量具有

从 旱‘ 龙 期
,

由低 高 ,
·

寸 〕的变化 规 律
。

其中第三阶段岩石中错石的稀土总量急剧增

大 的原 因
,

可能与岩浆晚期错石的结晶程度

降低而较易接纳稀上有关
。

② 二 。 指 出 “ 在
、 、

和 的矿物 中相对富较 轻 的稀

土 滇大
,

而在
、 、 、 。和 的

矿物中富较重的稀土 值 小 〔 〕” 。

钟 腾

岩体错石中的稀土球陨模式呈左低右高的不

对称 “ ” 字型
,

钻 负异常较为明显
,

显示

出重稀土富集型特征
。

此模式与 日 本 九 州

英安岩的错石较为相似
,

而 与西

华山改造型花岗岩的错石差别较大 图
,

说明形成钟腾岩体的岩浆应是来 自下地壳或

上地慢的丛性岩浆
。

③ 由钟腾岩体错石的稀土与其全 岩稀

土之比 表 可知 共 中重稀土的配分系

数显著升高 特别在 处
,

并有 向轻稀土

方向快速降低之特点 这与西华山改造型花

岗岩全击石相比较
,

其总 的配分系 数 均 偏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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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从而说明钟腾岩体铅石 对 其 母

岩稀土摄取小于西华山改造 型 花 岗 岩之错

石 这也是导致错石中稀土元素较低的一个

原因
。

钟腾岩体不同阶段岩石中错石的稀土元

素特征的差异性
,

反映出岩浆 自早 , 晚 期

的贫化过程 虽然与 矿 化 关 系密

切的石英闪长份岩脉晚于岩体的形成时间
,

但因其错石的许多特征均 与岩浆早期的错石

相似
,

故其亦应属于早期岩浆的派生产物
。

恤

圈 钟腾岩体错石稀土模式与西华山及

日本九州岩体错石稀土模式对比

错石 的红外光谱特征

研究表明
,

花岗岩类岩石 中错石的红外

光谱特征
,

可以区分或判别其岩石的成因类

型 〔 〕。

而钟腾岩体中错石的红外光 普 特征

表明

岩体不同阶段岩石中错石的红外光

谱均出现有 〔
‘
〕四面体的 变 形 振动带

下月 一 ‘ 一 ’

和 一 , ,

〔
。

〕四面体的伸展振动带 下

一 ’和 一 一 ‘以及 分子的

协巨创舒、捧车

钟腾岩体与西华山岩体中错石稀土分 与其岩石稀土分 比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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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振动带 一 ‘ 与 分 子的

伸展振动带 一 ’ 表
,

而且

与南岭地区某些同熔型花岗岩错石的数据特

征有其相 当明显的一致性〔 〕,

故钟 腾 岩体

的成因类型应归属于同熔型
。

钟腾岩体三个阶段岩石中错石的红

外吸收谱的强度 和 值
,

以

及 △ 值均有 自岩体第一阶段‘ 第三阶段逐

渐减小的规律 而 △ 值及 。 。则有

增加的特征 表
。

并且
,

此种变 化 也与

南岭地区同熔型花岗岩中的错石相似
。

错石的 △ 值 与 及

含量变化关系 图 说明
,

其有随着

及 含量增加而减小的 特 征
,

两 者



岩体各类岩石中错石的红外吸收

谱罄频振动位皿 表
△

‘‘ 丫 ,,

云辉闪长岩岩

石英二长岩岩

二二二长花岗岩岩岩岩岩

细粒花岗岩岩

平平 均均
。

同同熔型花岗岩岩

改改造型花岗岩岩

艺 〔

、

图 , 错石的△ 值与 十 及 含 ,

关系图

一云辉闪长岩 , 一石英二长岩 , 一二 长 花 岗

岩 , 一细拉花岗岩

错石的红外吸收谱强度 与乙值 表

阶
段

岩石名称 △
△

, 。

全。。。一 , 。

‘ ”‘ 乙 , 、

云辉闪长岩

石英二长岩

二长花岗岩

细粒花岗岩

·

。

“

艺艺艺

。 。

。 。

一⋯工小
州州一别一引飞

平均

作用 是导致错石结晶程度降低的一个重要

因素
”〔 〕

。

石 英闪长纷岩脉 中

错石 的特征

错石的晶形为
、 、

锥面和 柱面之聚形
,

均呈长柱 状 晶

体
,

说明形成岩脉的应属于贫 岩浆
。

铅石

的轴线斜率 角为
“ 矛

比 重

较小
,

甚至低于岩体第三阶段细粒花岗岩错

石的比重值
。

错石含 较 低
,

其 值 较高
, 、 、

、

等元素含量高于岩体各阶 段 岩 石中

错石之含量 而 及 较低 见表
。

但是其中 的含量高达
,

可为铜 钥

矿床存在的标志 而 的含量高达

则是较为基性岩浆 岩 的标志之一
。

错石 中稀土总量较低
,

但其轻稀土

比各阶段岩体的错石更为富集
,

其轻重稀土

的比值 较大 见表
。

这同样说明
,

形成岩脉 的物质应来 自下地壳或上地慢
。

卜

同 ””“““

⋯旱
一

“ 造型“ 岗岩

罕
一

① △ ,

为平均高度 峰 底 的 切 线至峰

顶的线
,

为半高宽度
。

② 底 高 为水分子面积
。

呈反消长关系
。

因为钟腾岩体铅石的结晶程

度具有 自早 , 晚 期
、

由高 , 低变化的规律

性
,

而进一步说明 “ 错石中 和

的存在及其放射性辐射 有晶体破坏构造之

一 , , 一

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