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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j5违山的岩柴活动及变赞作用

小

、 一、邡违山岩石研究筒史

祁洼山地质翻查，有正式言己载的开始于前一世耙70年代，以后陆稽有不少中外学者

在这一带进行工作。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着重在地理、地层和区域地质等方面，岩石学的

研究靓载不多。解放以来，随着国民艇济的发展，对于与矿产有关的岩．系进行了重点研

究，特刖是在超基性岩和某些火山岩方面。

1893m1899年，在施俊仪(Bela Szechenyi)的‘冻亚旅行报告”中，和匈牙剃地质学家

L．洛采(Loczy)描述过兰州附近的变质岩c．
’

1934年，侯德封、孙健初也对兰州地区的变质岩进行了观察，提出“皋兰系”变质岩属

元古界。，

1940年，杜瑞兹(T。du Rietz)发表了关于邡遵山中西段一带的岩石资料，对北雨f5蘧

山加里东期岩浆岩的标本，按岩类进行系，铳的薄片及化学成分的研究，井把这一地区的岩

浆岩与斯堪的那稚亚的同期岩浆岩作了对比。。
’

1946年，李树勤研究了古浪西L【J堡的妥山岩和集块岩、古浪峡老君山系中的美山岩

和景泰小营盘水的火山岩，指出喷发时代为下石炭系己。

1948年，宋叔和研究了皋兰杂岩，提出皋兰系乃泥盆系变蜃产物的看法。指出变质

岩有分带现象，由西北向东南可分为绦泥石带、黑云母带、石榴子石带和富岩脉带：他猷为

变质作用与岩浆活动有关。在最近的文章中(1959)他改变了这种看法，他同意把皋兰系

划入前震旦系。

1948年，陈梦熊研究了甘肃中部的皋兰系。他根据变质程度、褶微形态、混合岩化和

花商岩活动等将皋兰系和南山系作了比较。他指出皋兰系包括了片岩和片庥岩，其时代

可能为前震旦系己，可与华北的五台系相对比。

1948年，宋叔和指出白银厂变质火山岩可能属泥盆耙，井孰为伎入岩有两种：一为花

筒丙长岩，一为变质辉长岩。前者略晚于后者，但均属海西期。

1948年，李树勤在茂藏寺一带发现变质花岗岩，南LU系上部及属于稚宪期的臭牛沟

航不整合于其上，因此，推断为加里东期产物。

1949年，宋叔和研究了白银厂的火山岩及其变质作用，指出其成分变化是由中性到

· 1 。



酸性，又复酸性(两次喷发)。

1950年，陈梦素翼言寸蒜了甘肃中部的南山系和皋兰系，指出皋兰系为区域变质产物，南

山系为动力变质产物，二者嗣应有不整合。

解放以来，随着大量矿产资源的寻找和勘探工作的开展，对邴遵山的超基性岩和火山

岩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大部分地质工作者都同意火山岩系是海底喷发产物，井相当于釉

碧角斑岩建造，其中赋存有黄铁矿型铜矿以及其他多金属矿。1956--1 958年，李璞等研

究了郦涟LLJ加里东褶皴带中段的超基性岩体，对岩类进行划分井提出铬敛矿常与髓橄髓

岩一斜方辉石橄榄岩杂岩体有关。

总的看来，截至目前为止，本区岩石的研究，主要偏重子火成岩和古老变质岩；对沉积

岩研究不多，也缺乏文献就载。

二、郦遵山区各岩类的分布概况

在1956一1958年之闼，籍合区域地质和成矿规律的研究，我们着重研究了某些地区

的火山岩及侵入岩的分布、类型及其与成矿的关系。对沉积岩只作了一般性的观寮；对变

质岩除茶卡一带作了重点翻查外，并没有进行鞍深入的工作。因此，我们在这一章也以岩

浆岩资料为主。
‘

岩浆岩在时同上的分布

本区从前震旦耙到第三耙初期都有岩浆活动，其中以下古生代和上古生代最为发育。

前震旦耙早期有火山活动及超基性、基性小侵入体；未期件随褶皴隆起有大规模穰岗岩的

侵入，葬有混合岩化现象。震旦，耗时在中邡遵山的西段和中段，由于拗陷幅度牧大，出现

基性火山岩喷发；在野焉河、拉排沟等地，又有超基性岩侵入。整个加里东期岩浆活动非

常频繁，除了有超基性岩直到酸性岩的侵入而外，还有大规模的海底喷发，岩浆活动是多

旋迥的。总的趋势是：每个岩浆旋迎以基性开始而以酸性告耪。寒武耙时在邡遵山西段

以基性喷发为主，东段更Ⅱ件有酸性喷发。奥陶兼己也以喷出为主，侵入体次之。主要喷出活

动可分为两期(如白榻河、阴沟及髋脏沟一带)，基性、超基性侵入鞍发育，井有花岗岩的侵

入(如高崖泉)；志留糸己以醴性侵入为主，火山活动仅兄于中段和东段，但规模远不及塞武

糸己和奥陶系己广泛。在景泰、民乐一带，老君山砾岩下部，常有中基性的喷发岩。

加里东期花崮岩侵入体的规模大小不甚明确，北郝通山南绦及rp邡蘧山都有发育(高

崖泉、陶来山南侧、黑大坂等)。海西期的岩浆活动以酸性侵入为主，但主要发育在南邡速

山(焦卡、茶卡)，走廊北山也有分布(永昌)。海西期的基性、超基性岩及火山活动都鞍微

弱，甘肃永昌、民勤一带的小型超基性岩体可能属于海西期。 燕山期也以岩浆侵入为代

表，但较多见于东南部。总的鬣来，其意义远逊子上述各岩浆活动期。喜焉垃雅期的特点

是基性喷发和基性岩脉的活动，以富合碱质为其特点(如舡柳峡)，与中国东部新生代的喷

癌岩的成分和特征相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岩浆岩在空同分布上的规律(觅都遵山岩浆岩分布图)

在空弼的分布上，同样具有明显的规律，某些岩浆岩往往只在一定的构造一岩相带之

内特删发育。、基性及超基性岩主要是沿稳定程度不同的两个构造单位的邻接部分(自IJ沿

大断裂带)特别发育，而某些酸性侵入岩，除沿上逸断裂带分布外，也常常出现于强烈上升

的地区。
‘

走廊山前拗陷带内只有新生代的基性喷发岩。

在北邡遵山加里东褶皴带的两侧和褶缴带内古老基底与下古生界接触的部分常有侵

入体出现，北币隧建山基性岩和超基性岩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亚带：其一分布于褶缎带的南

稼(陶来山北坡)，作北65。西方向分布；其他两个亚带，沿褶皴带内隆起的两假0或沿褶皴

靴分布，方向也是北西向。较大的酸性侵入体更集中于地槽的南北两侧边禄(永昌一武威

以南，金佛寺及高崖泉)，北侧似尤发育在地槽带之中都是一些小型的顺层侵入体。喷出

岩在褶舷带内普通发育，除正常的玄武岩、妥山岩、流救岩等外，还有富钠基性喷噶岩(釉

碧角斑岩类)为其特点。

r卢邡速山前塞武糸己褶皴带内‘，前寒武糸己花崮岩广泛发育，在疏勒河脑有似环斑花崮岩

不墼合伏子震旦系之下。此外，还兄有极少量的基性岩和超基性岩(上多素山)。中雨B涟

山震旦。己攒陷带的西段，发育了厚达l，200米的基性喷出岩。

南郦蘧山上古生代一中生代拗陷带的东段，常兄有可能为海西晚期一燕山早期的花

岗卷。

南郦连山加里东褶舷带内火山岩、基性岩和超基性岩都不发育，这是它和北郡建山加

照东摺缎带委要区删之一。在下古生代基底上发育的上古生代一中生代拗陷带内，海匿

晚期的花商岩十分发育，岩体大，分布广，其侵入与大区域的隆起有关。

在南'『i：iIj迪山前寒武艴褶皴带(印柴达木北椽隆起)内，前亵武耙和海西期花崮岩同等

发育占特删是沿褶皴带北艨的断裂带澧现更多。此外，基性岩、超基性岩、伟晶岩和糸田tt日lt

岩脉的发育也很普迈。

就岩类而徐，基性岩和超基性岩主要分布在北郡涟山加里东褶皴带和南邡遵山前寒

武糸己褶皴带内，都沿区域性的大断裂带断橱出现，呈袋状分布，而在北部连山鞍南带更为

发育。至于侵入活动，看来也主要有两期，即前震旦藩己和加垦东早期。在拉排沟和野餍河

一带，剐有震旦糸己超基性岩的侵入。

花岗岩类的分布，各构造一岩相带都有，但在不同的地区往往分属于不同的时代i，其

活动时期从前震旦糸己到燕山期，僵多编于每个造山旋迥的晚期，如前震旦系已末期、加里东

末期和海西未期都有大规模的酸性老浆侵入。

喷出卷从前震旦糸己一商箍横到白垦糸己以后，在北郗蘧山加里东地槽内有大规模的裂

隙喷发，特另lj是寒武粑和奥陶兼己。其他各期的喷发活动也有，但多局限于鼓小的范围，规

模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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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脉岩的活动，剥多受小构造控制，在前寒武糸己褶皴带内，伟晶岩脉发育。

现将币15违山地区岩浆活动列表鬣明于下：

微弱的小型花崮岩侵入 断裂、裂隙 中邴连山前寒武采已翻徽带边绦

海 西 期
辉长岩小侵入体及殖烈的 上升作用和 南邡建山上古生代L中生代拗陷带
花岗岩类侵入及大量岩脉 断裂活动 中jiii5建山前寒武杞稽徼带北邡癌山边绦及中部

微弱的火山作用 ， 构造裂隙 北祁洼山加里东褶皴带边绦

基性中基性和酸性火山喷 下沉期构造 北邡洼山加里东褶徼带边绦
发。 裂隙

志留耗晚期 大规模的酸性侵入作用和 地槽褶皴通 北祁建山加里东裙教带北稼的．中部和东段，如
小型的基性、酸性和超基 返末期 永昌一武威以及“旱峡系”中的脉岩
性岩脉岩侵入

加
中基性岩脉及顺层小侵入

上升期 北邴淫山加里尔褶徼带，如航脏沟体

小型中基性喷发 下沉期
‘

同 上

里

小型基性孽入和漤成磺出 第二次迥返
北郦洼山加里东褶皴带、如狠豺沟、柳沟泉、吊
7C敬

奥陶耗
第二灰下沉‘

东 中基性和中酸性火山活动 同 上
(中奥陶采己)

基性、超基性及中酸硅侵
第一夹迥返

、北面B渣山加里东褚皴带及加里东地槽南艨，如
入体活动 高崖泉

期

强烈的基性海底喷发
第一夹下沉 北邡逮山加里东裙皴带，如阴沟、自榻河、珠龙
(下奥陶杞) 关、阳源

强烈的基性和中酸性的火
中、下寒武杞 山喷发井件随基性及超基 下沉期

北祁迪山加里东褶皴带，如黑沟、照壁山、白泉、

性侵入
白银厂等地

小型花岗岩侵入 褶皴期
● 。

震 旦 祀 ● 屯邡连山震旦祀(?)拗陷带的西殴及中段
基性及中基性火山喷发 下沉期 ●

。从表中我们不难看出，褶皴带肉的岩浆活动显示了基性岩的喷发总是与基底的拗陷

紧密相连，而大规模的酸性岩侵入，不谕在时蠲上和空蠲上都与隆起有关。

已知岩类的规模、大小、形态

邡蘧山地区的岩浆活动极为频繁，从超基性到酸性，从侵入到喷出都很发育，特刖是

使入岩；它们常常沿两个不同地履穑构及活动性不同的构造一岩相带之翩，或沿大断裂带

分布。因此，决定了这些侵入体是长的鲢状分布，其轴向与北西西构造嵇方向一致，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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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类的岩体，往往成荤出现，断横相连，祖成特殊的装带。

就目前所知，侵入岩以酸性岩分布最广，除前寒武耙花赢岩和部分海西期的花岗岩而

外，一般都是不大的岩栋或小型岩株，井且主要是长透镜状，很少有等鲫状或不规更U形状

的，超基性岩体尤其如此。酸性岩体分布面积较大，有的在几百平方公里以上。基性岩和

超基性岩均呈鲢锁状透镜体，长轴j=匕短轴显然要大得多，有时甚至呈脉状。就出露的规模

和大小来看，显然比酸性崭为少，除个刖岩体舜，一般都在lo平方公里以下，有不少岩体甚

至不到I平方公里。

喷出活动在某些地区是十分剧烈的，规模也很大，常常厚达l，000米以上，它们常呈透

镜状和似层状，夹在由碎屑岩粗成的复理层中。在砦性和岩相上，变化剧烈，沿走向常有

相变，逐渐过渡为火山碎屑岩。有些火山岩体，基长度往往超过几公里甚至可达几十公

里。从岩石的成分和构造来分析，它们应孩是海底裂隙喷出的产物。

三年来，随着路棱地质翻查，对全区岩石有了概括了解。以后在个别地区，也做了一

些点的工作，但漫有全面地加．以研究，只对著千地区的基性一超基性岩、酸性岩和火山岩进

行了一些重点工作，在室内大豹做了两千片的薄片研究和莉两百个样品的岩石化学分析。

至于沉积岩和变质岩，剐很少进行室内的研究工作。下面仅就观察得鞍多的三种岩类(超

基性岩、酸性岩和喷出岩)分遗子后，基性岩在邡遵山也有分布，在不少地区，它同超基性

岩的关系很密切，井往往出现在同一岩带内。

、



超基性岩和基性岩

， 北郡遭山超基性岩和基性岩
，

雨f5遵山区超基性岩的发现很早，唐诗中所鬣的“葡萄美酒夜光杯”中的一夜光杯”，据推

瀚就是由北雨fj迪山采来的蛇牧岩所凿成的j．1935年，中瑞考察团发现舡水垠河上游三岔

河一带的超基J性岩体。1940年，杜瑞戴在他的“南山火成岩”的著作中曾加以描述。1952

年，佟戳指出在黑河金秒中含有铂金与区内超基性岩有关。1954年，地质部的普查队相糕

在民乐三岔及祁迪黑河流域发现一系列的超基性岩体，井在三岔岩体中发现铬铁矿，自此

以后对邡迪山区超基性岩及基性岩的飙查研究及找矿工作才逐步开展起来。 几年来，在

南北帝f5渣山发现的超基性岩体近百处，较大的如三岔、百异墨寺、三岔河、玉石沟、三岔石、吊，

大坂、寺大隆及沙柳河、椽梁山等岩体，井在许多岩体中进行过普查找矿及研究工作。

中国科学院地履研究所、兰州地质研究室(现为兰州地魇研究所)及地质部矿物原料

研究所、西北大学地质系管于1955--1957年与地质部各勘探队共同进行过三铉、三岔河、

玉石沟、三岔石、惫卡、沙柳河及椽梁山等岩体的研究，井对黑河流域的超基性岩带进行了

戡广泛的蠲查。

超基性岩在币fj逵山区的分布主要有两带：一带在南郦建山南侧，岩体分布于前震旦系己

辖晶片岩之中，东起茶卡以南的沙柳河断横西廷至惫卡绦粱山，侵入时期可能为前震旦系已

(?)；一带分布于北部渣山加里东褶皴带肉，井大致可分为三个亚带，郎陶来山超基性岩

亚带、走廊南山南坡超基性岩亚带及走廊南山北坡超基性岩亚带，北西延长各构400一

450公里，侵入时期主要为加里东期。 在郦洼县东北舡沟兄到超基性岩成脉状切穿含植

物化石痕迹的舡色岩层(可能相当于泥盆耙)，这是目前在郦潼山区所知道的唯一的例子，

而它在侵入的时期上也此鞍晚(海西早期)。在其他构造一岩相带内，如南郡遵山加里东褶

皴带及中郦遵山前裘武箱褶教带，虽然也有超基性岩体出现，但分布极为零星。

关于示15洼山区基性侵入岩的嗣查研究仅限于少数的岩体，在地质普查及路彼稠查中

所发现的一些岩体大都未疆过群釉工作，因此从筒。

超基性岩体的分布与构造的关系，可以根据以下几个事实来分析：

(1)岩体多成牵的分布井局限于狭窄的地带内；

(2)岩体多呈长形透镜体状或脉状，长轴方向与围岩构造方向一致；

(3)在北币Ij遵山的曼个超基性岩亚带或接近于加里东地槽与前寒武，祀摺缴带的邻界

跤附逝，或接近地槽内部的地堑和地垒的两侧。

这些事奚都表明超基性岩体的侵入主要是与深大断裂有极密切的关系(图IV—I—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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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与围岩的接

触关系，一般是与围

岩的片理或层理或构

造方向一致，接触变

质现象的明显程度不

同，但都可以兄到：滑

石化、滑石菱镁岩化、

绦泥石化、蛇救石化

是最主要的接触变质

葙现象。

茹 根据我们研究得

藕上匕鞍弹釉的一些超基

4罂性岩体，可以按岩体
篷所合主要岩石成分把

竹岩体划分为三个类

÷ 型：

荨 l·斜方辉石橄避

岩型——三岔河型：

分异现象不明显，岩

性筒单，以斜方辉石

橄榄岩为主，其中仅

有极少量舟肫橄榄

岩。

2．斜方辉石橄谎

岩一髓橄蕊岩杂岩

型——三岔型：分异

现象鞍三岔河型明显些，斜方粹石橄榄岩与糸屯橄榄岩互相交错；二者在岩体内所占面积比

例有时相近，有时以其中之一为主，而另一岩相呈异离体状出现，井有较晚期的独立的单

斜辉石岩或角丙岩存在。

．3．髓橄榄岩一斜方辉石橄榄岩一橄榄岩一辉长岩型——玉石沟型：分异现象显著，不同

岩类在岩体内或独立分布或相互交错出现。辉长岩(有时为闪长岩)的侵入较早或较晚于

超基性岩部分。

一、陶来LIJ基性一超基性岩亚带

这个基性、超凄性岩带分布子祁遵河、黑河、舡水埙河、球龙关河以南，陶来山脉分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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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的北坡，沿4tllj遵山加里东褶锻带和中祁迪山前寒武糸己褶皴带之踌的深断裂作豹北西

65。方向分布，断横延长达400余公里，包括大小超基性岩体25个以上，基性岩体至少在

5个以上，=者在空回上有极密切的件生关系。超基性岩倦以斜方辉石橄攫岩为主，常合

、相当数量系屯橄榄岩；单斜辉石橄榄岩及辉石岩在一些分异得鞍好的岩体中亦常出现。

l。玉石沟超基性岩体位于黑河南岸陶来山分水岭北坡，在肃南县西南豹80公里东

距郦遵县豹100公里，岩体出露地区拨海高度在4，000米左右。由未艇蛇救石化的超基性

．岩所粗成的山举高达4，500米。岩体南部界校几乎与山脉的分水袋相一致，冰川及常年

积雪复盖着岩体相当大的一部分露头(图Iv一卜2．)。 。

岩体侵入于下古生代(寒武一奥陶，祀)地槽相杂色板岩、千枚岩及石灰岩所粗成的岩系

中。在岩体北部下古生代地层只出现很少的一部分，然后就与石炭一二迭系己砂岩系成断层

接触。岩体南部西段为千枚岩及石灰岩所围撬，但有时夹中基性火山岩，东段剧与辉长岩

^及辉长一辉绦岩接触。所有地层几全部向西南倾斜，倾角构70。，局部有随岩体外形而变

动的趋势毛岩体产状与上进地层产状基本一致。由于岩体是顺层侵入体，因此，在岩体中

(主要是岩体北部)常有石灰岩、千枚岩等围岩的夹入。在主要岩体之南，叉有一个独立的

长形扁豆状的蛇牧石化箍橄渣岩一斜方辉石橄澄岩体，其中合透镜状铬敛矿及脉状硫化

矿。两个岩体之蠲为辉长岩所分隔。下面分刖叙逋岩体的主要特点。

(1)北部岩体：岩体呈一个向南凸出的透镜体，东西延长达6公里以上，最嵬处2．5

公里，占有6．5平方公里的面积。以斜方辉石橄髓岩为主，但包括施橄榄岩、单斜辉石橄榄

岩、辉石岩以及辉长岩，具盼显的分异性。在岩体的北部分异现象表现得特别清楚，各类岩

石成似层状作有规律的递变，在许多剖面中都能看到如下的分异系列：蛇敉岩或含柏石蛇

救岩(系屯橄横岩或斜方辉石橄缆岩)一单斜辉石橄榄岩一辉石岩一辉长岩。除辉长岩与超

；基性岩之蔺具明显界彼外，其余各类均为比较急剧的过渡渐变关系。岩体中部及南部，成

分渐趋稳定，主要为斜方辉石橄榄岩及局部的髓橄褫岩；单斜辉石橄榄岩只在玉石沟以东

比鞍常兄。根据岩类在岩体肉的分布及岩体形状，推测北部代表岩体下部可以称它为“强

烈分异带”，南部为岩体上部，分异性减弱。各岩带的分布方向均与岩体走向一致，岩体内

部蛇敝石化条带以及原生条带构造的方向，亦均与岩体长轴方向相符，这种隋形正如李璞

在研究三岔岩体时所指出的，是在有动力作用参与的情形下超基性岩浆在穑晶过程中原

地分异而成的。 。。

， 施橄髓岩(蛇枚岩)成独立的透镜体或与斜方辉石橄榄岩(捐石蛇枚岩)相混杂，分

布宽度很少超过100米，但长达数百或数千米，它们在岩体中只占次要地位(在岩体北部

分布较多)0
’

。 手标本显示不同程度的蛇枚石化，呈黄绦色，块状，有时保存粒状秸构。镜下，撖攫石

或蛇枚石呈极清楚的网状秸构(照片Iv-l-t)，蛇枚石颗粒之圈为尘点状磁铁矿所充填。

露屯橄髓岩的矿物成分主要为蛇牧石(秆鹅鸵校石及咬状蛇枚石)及橄榄石残晶，少量尘点

状磁铁矿和副成分铬尖晶石。橄麓石殪晶占24％，蛇枚石占70％，铬尖晶石占l％。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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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f 89
‰．二

石含量很少，一般均在5％以下，偶尔可以兄刮极少量的绦泥石及水镁石。在岩体东部的

露屯橄渣岩(或其他超基性岩中)几乎无例外地都含有狗2—5％的碳酸盐矿物，’芭佣交代蛇

敝石或沿微釉裂陈分布，表明进行蛇救石化的残液中有CO：的存在。根据两个薄片的测

定，橄榄石的光学常数Nm—1．669一1．670，2V一(+)8s。--89。，斜方辉石的2V=(+)

75。一76。。三个触橄横岩的化学分析如表IV一卜l所示。 ·

不渝在辘橄榄岩或斜方辉石橄榄岩中，常可以看到蛇救石的网格呈“环带”构，秸“环

带”中心部分颜色较浅(无色或灰白色)向外逐渐具淡黄及浅黄色而折光率刖向外圈渐增，

这种情形可能表明蛇救石化作用管耀历过若干次髑歇，或进行蛇救石化作用的溶液的性

质和温度，前后亦略有变化。 表Iv一1—1髓橄榄岩(蛇教石化)的化学成分

l 2 3

Si02 34．90 36．20 33．79

Ti02 0．04 O．08 0．19

A1208 0．61 0．68 1．17

Cr20a 0．16 0．1F 0．27

Fe20a 5．8B 6．96 4．86

FeO 0．90 0．87 2．18

Mno O．07 0．5l 0．12

Nio O．02 O．05 0．10

Mgo 42．40 41．67 44．49

CaO 0．47 0．74 1．39

Na20 0。02 0．05 0．06

K20 0．02 0．Ol

H20七 13．72 10．1l 10．15

H20— 0．64 0．35
7

0．65

P205‘ 0．15 O．20

C02 O．5l 0．04

总 种 100．5l 99．68 99．42

MgO／FeO 12．4 10．7 10

与岩相带方向一致，好象蛇救石化溶液是 1·(玉一190)，玉石沟枣部岩体施罄蠼岩。
2．(玉一418)，玉石沟北部岩体翘橄橇岩。

烦着原生的构造裂隙进行的。在岩体北部 3．(218—10)，玉石沟北部酱体耗橄榄岩。

与髓橄谎岩交错产瞄。 新觯斜方辉石橄淹岩呈浅黄或灰黄，微带浅橡色嗣，由85～90％

的橄榄石及8一15％的斜方辉石所粗成。 副成分铬品尖石在一个薄片中，只能兄刮几个

颗粒，大多为自形。橄攫石成自形或牛自形互相密接，大小在l～4毫米之蠲；对撖攫石及

铬尖晶石来鬣，斜方辉石总是他形晶(照片IV-卜2)。

根据七个薄片的测定，橄税石的光学常数Nm亍1．669一1．672，2V一(+)88。一

(一)s9。；斜方辉石Nm—1．667，Ng—1．675，2V一+76。一78。。根据光性常数制断
， 橄榄石仍系黉橄攫石，与辘橄攫岩中所产一样。料方辉石属顽火辉石，它们的光性常数表

现得都相当徽，但2V鞍艴橄髓岩中斜方辉石有某些增大的趋势。曾对檄攫石及斜方
辉石进行过化学分析，桔果如下：

／

·1l·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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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Cr=OalFe20a FeO MnO Nio MgO CaO K20 Na20 H20+ H20一 总甜 分子式矿淤 Si02 Ti02 A1208
／

礅槐石 39．36 0．05 0．47 0．05 2．58 7．33 O．05 0．98 4B．43 0．05 0．25 0．33 0．31 100．2珥
(MgI．slFeo．20)

——

Sio．9904

斜方辉石 52．63 _—— 0．71 0．21 1．99 4．55 0．10 0．30 34。48 0．79 O．05 0。10 2．58 0．24 98．73
(Mgo．9ssFeo．o蛔)

Sio．97108

两个斜方辉石橄髓岩的化学分析如表IV-l-2所示。其中标本4蛇救石化微弱，标本5蛇

、牧石化较强。从化学成分分析所得数据看来，在蛇糸文石化的过程中，H：o和COz超很大的

作用，Fe2+部分被移走，部分氧化成为Fe3+，形成次生的磁敛矿。

单斜辉石橄榄岩主要分布于岩体东=i匕边部井且在空厢上总是件随辉石岩或．辉长

岩，因此我佣管楹怀疑单斜磨石橄楗岩及辉石岩都不属同一的超基陛岩浆直接分异的产

物，丽是由载晚侵入的辉长岩对原有超基性岩进行交代的牿果，但是从野外及室内观察都

没有获得有力的莅据。单斜耀石在岩石中的含量常在15％以上，个刖高达60％，少数辉

石遭受次生变化(照片Iv—l一3)，在薄片中，可以看到辉石具有一锯齿状或秆稚钭状的次

坐变化边，即已变为透阴石一阳起石。根据三个薄片的测定，单斜辉石的光学常数2V一

(+)58。一60。，c八Ng一380一42。，应属于透辉石类。 、

∥

表IV-1—2斜方辉石撇谎岩化学成分 爱IV-1-3单斜簿石澉溉岩化学成分 ·

4 5

Si02． 珥3．72 39．15

Tioo O．10 疫迹

A1zOa l?ll 0．74

Cr。08 0．29 0．16

Fe203 2．39 5．89

Feo 6．3斗 2．89

Mno 0．12 痕迹

Nio 0．13 ， 0．12

Mgo 42．48 38．54

CaO l。10 0．49

N820 O．18 痕迹

K20 0．04 痕迹

H。o+ 1．47 7．86

M2Q1 O．34 0．82

P205 0．13 0．19

C02 0．3l 2．43

总 静 i00．25 99．28

MgO／rFeO
’

9‘ 8．4

Si02 37．74 42．12

Ti02 0．25 0．02

A1208 3．52 2．24

Cr208 0．17 O．18

Fe20s
5．52 6．97

FeO 3．04 2．09
●

MnO 0．18 0．09

Nio 0．30 0．工8

MgO 33．60 30．90

CaO 4．90 6．73

N820 0．09 0．08

K20 0．14 0．05

H20+ 49．02 8．36

H20— 0．44 0．52

P205 0．21 0．2l

C02
●——

0．13

总 种 99．12 i00．87

MgO／FeO 7．5 6．62

洼： 洼：

4．(219一Ⅱ-40)N_N沟北部岩体斜方辉石橄 6．(218一单2)玉石沟北部岩体单斜辉石橄榄

橇岩，(蛇牧石化微弱)o
， 岩o

5．(218-$41)，玉石沟北部岩体斜方辉石檄 7．(21s咱i 3)玉石沟北部岩体堕斜辉石橄榄
。 搅岩，(蛇权石化强烈)。 岩。

岩石中的橄榄石趣蛇枝石化，在近牛数的标本中蛇敉石大多为胶体均质蛇枝石，它占
。

～

据几乎网格的全部，帝千稚蛇救石只分布在釉小的网状裂隙毕，因此使岩石具有致密的虽状

·12· ．



断口井显曙绦黑色。滑石及碳酸盐有时沿裂隙呈糸Ⅲ脉状交代蛇牧石，有的薄片中可以兄刮

沿单斜辉石解理分布的云雾状钙质，与上速碳酸盐矿物显然不是由相同作用所造成的。

在毂多的标本中可以兑到绦泥石，但为量不多。

副成分铬尖晶石鞍在斜方辉石橄髓岩及肫橄榄岩中更少兄，而且都已遭受变质而不

透明。粉末状磁敛矿仍然是沿着网状裂隙集中。 ，

除磁敛矿及铬尖晶石外，俏可兄到为量不多的金属硫化物，呈釉小的颗粒散布于矽酸

盐矿物颗粒之圈。两个单斜辉石橄搅岩的化学分析如表Iv--l一3。

辉石岩在岩体东北部边艨形成一个厚度不超过25米的“外壳”与单斜辉石橄髓岩

为渐变过渡，而与辉=长岩刖有髓显的界彼。此外，也在艟橄榄岩或斜方辉石橄髓岩中呈透

镜状或脉状产出。岩石墨浅绦微带灰绦色翻，一般均为中粗粒桔构。最大颗粒个刖可达2

厘米，推想辉石岩的穑晶，是在所有上述超基性岩大部均已凝固之后。井且在残浆中富集

着相当量的掉发祖分，使岩石遭受阳起石化及抨冈石化等。

辉石的光性常数与单斜辉石橄禳岩中的透辉石没有什么不同：

2V一(+)60。，CANg一42。。
’

橄长岩只出现于岩体东南边部个别的地段中，代替辉石岩出现于岩体的边绦。岩

石呈晤绦色，由60％的蛇技石(呈翱小网状辖构，网格中心为均质蛇救石，四周为秆稚蛇

救石)，30％左右的长石，8％的单斜辉石，以及少量磁敛矿、硫化物所粗成。斜长石均巳

钙鲣石榴石化、绦据石墨系田脉或晶洞状出现，有时则代替石榴石。

滑石一碳酸盐片岩没有象在三岔石岩体中那样发育，常出现手岩体边部与石灰岩的

内接触带中，但在岩体边，绦的蛇微岩中也有或多或少的滑石一碳酸盐交代蛇救石。

透丙石岩，绦泥石岩以及白色疙瘩状石榴石辉石岩都只局部出现，这里不作群釉描 、

逾。关于岩体中的秆稚蛇牧石棉脉，在非金属矿床中将另作描述。

如前所速，辉长岩是沿着岩体的边部与围岩接触的地方侵入的。在岩体东部它包围

着超基性岩井呈岩枝状伸入于超基性岩中。此夕}．，在岩体中也还可以兑到少数粹长岩脉。

在岩体西北边部，也有辉长岩顺着超基性岩体中的围岩夹层而贯入。大部分辉长岩都巳

艇受变质，斜长石普逦遭到纳黝帮右化、高岭土化或椽泥石化等，有时局部已为钙箱石榴

石所交代。辉石大部仍很新觯，但有时亦变成橡泥石，新觯的耀石最大消光角可达5l。，

属于普通辉石一透辉石类。

在桔束对岩石的简单描述之前，还应当舌寸狳一下岩体蛇系丈石化的情形，前面巳楹就到

过只在岩体中心部分保存完全未艇蛇枝石化的“新鲜岩石”，向四周逐澌蛇纹石化商到完

全不保留橄襁石、斜方辉石等原生矿物。而在这种“新觯岩石”中，也还础现有好几条(宽

50—loo米)蛇救石化的条带，其方向与岩体走向大致相符。在岩体北部，岩石遭受极强

烈的蛇救石化，原生秸构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井普遍或强或弱地片理化，根据上逋事实

可以作出下列的推谕：岩体蛇救石化主要是由自变质作用所引起，当岩浆凝固的后期，残

余溶液中富集着大量的水及CO：，它们沿着岩体的原生构造及裂隙向上部及两侧逸散，与



橄磷石及斜方辉石发生反应，岩石薄片的观寨裁明，蛇救石化过程决不是没有同歇性的。

至子岩体边绦蛇救石化表现特刖强烈的原因，除了动力作用在这里表现得更强，因而加速

和促进橄攫石和辉石的蛇牧石化外，鞍晚的辉长岩侵入，也引起超基性岩的蛇救石化。

在过去对郦遵山区进行超基性岩体的普查和评价中，售楹有些地质人员孰为，铬铁矿

床是超基性岩体在蛇敉石化改造过程中富集起来的，因而他们把岩体遭受蛇牧石化的程

度作为评价岩体是否可能含矿的标志。这个看法是不对的，而且对于普查和勘探是非常有

害的。 只要举出cr元素在新觯的超基性岩中和在完全蛇救石化的超基性岩中井没有任

何数量上的差刖以及铬敛矿体也存在于未糸至蛇救石化的超基性岩中，就足以莅阴这种渝

断是错禊的。

岩体会矿情况：在现有露头中还没有找到过原生的铬敛矿体，仅在岩体西端坡积物

中，获得铬铁矿鞲石。根据蒋石磨损情形剁断，应当来自附近的蛇微岩(髓澉楗岩)与耦石

蛇救岩的杂岩中。此外，在双岔沟东山脊的相同岩相内，有长仪10余厘米的矿巢，井局部

出现稀疏的铬尖晶石浸染体，它们与合矿围岩的界限都不很清楚。 薄片下铬尖晶石颗粒

呈牛自形或直形，中心部分呈粗棕色。根据产状，孰为这些小矿点稀疏的浸染体是属于岩

浆穑晶作用早期的分泌物。

(2)南部岩体：呈带状包围北部岩体，二者之蠲为辉长岩所分开，岩休出露躺300--
350米，长与北部岩体相近，东段全为耀长岩所围耪，西段剧可以看出是侵入子寒武一奥陶

系己石灰岩和千枚岩系中。

岩体属于以j|：屯橄蕊岩为主的髓橄谎岩一斜方辉石橄礁岩类型，岩体中没有革斜辉石橄

攫岩、辉石岩、辉长岩呈脉状产出，在个刖地方，俏有更晚期的云料煌斑岩脉。和北部岩体

比较起来，其岩相变化不如前者复杂，从图中可以看出髓橄谎岩主要分布于岩体中部及

南部，窟口我们把它当作是岩体的底部，向北为宽豹60米的施橄渣岩与科方辉石橄髓岩的

杂岩带，其中含铬敛矿小凸镜体数处，岩体的北部为遭受片理化的斜方辉石橄榄岩，在局

部片理化微弱的地段，岩石中梢石含量在15形左右。 因此整个看来，岩体仍然具有良好

的分异性。
、

岩石受动力破碎剧烈，箍撖髓岩具淡绦黄色的风化膜，颗粒状箱构，磁铁矿粉末填于

蛇被石假象颗粒(糸千稚蛇敉石)之蠲或沿网状裂隙分布，有的界形成美丽的图橐，在副成分

铬尖晶石颗粒的周围或其裂隙中，分布着粉杠色的铬蛇救石，晶体呈与铬尖品石外边相垂

直的糸千雒状(照片Iv_l一4)。弘粉品照象莅明这种铬蛇救石与叶蛇敉石的籍晶格架相符：

在粉舡色铬蛇被石的外围还分布一圈蛇被石和橡泥石的外衣。我们知道，只有当铬尖品

石的秸晶被破坏时，Al，cr才有可能脱离铬尖晶石而进入蛇敉石或绦泥石的晶格中。旌

一些地方，还看刮铬蛇救石呈脉状出现子蛇枝岩中，藐明他们笛桎成溶液状态集中井发生

某些迁移。

含矿的髓橄髓岩与斜方辉石橄攫岩杂岩带的岩石多具觯黄艨色的蛇皮状，这里的圄

成分铬尖晶石变质程微，不具铬蛇系交石及绦泥石的“外衣”。矿体外层的髓橄澄岩由豹65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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