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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壳幔相互作用对岩浆形成和演化的制约、岩浆岩的时空分布同地质构造的密切关系是地学研究中
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已有的资料证实，在同一构造域内时空关系密切，但产状（侵入、浅成、喷出）、成分（由镁铁质到
硅铝质）、 含矿性都不尽相同的岩浆岩，有可能是同一构造一热事件的产物，或者甚至有可能是同源
岩浆深部分异、化学演化的结果。
因此，考察它们的内在联系、探讨其物质来源和成岩成矿条件等是有科学意义的。
　　按岩浆岩的分类，斜长石含量大于90％的岩浆岩即可称为斜长岩。
Ashwal（1993）把地球上出现的斜长岩分为五类：①太古宙（富Ca）斜长岩；②元古宙岩体型斜长岩
（massif-type anorthosite）；③层状镁铁质侵入体中的斜长岩层；④大洋中的斜长岩；⑤其他岩浆岩中
的斜长岩捕虏体。
　　在上述各类斜长岩中，太古宙斜长岩的特征是在岩石中赋存大量呈浑圆状斜长石斑晶，粒径粗大
（0.5～30cm）、富钙（An>80），有时与镁铁质岩石呈互层，并组成独立岩体。
普遍遭受较强的蚀变或变形，但原生结构仍保存。
Sr同位素初始值低（0.7008～0.7012）。
Ashwal（1993）认为这类斜长岩不能视为层状镁铁质侵人体。
从这些粗大浑圆状斜长石的成分和结构看，它也有别于岩体型斜长岩。
后两类斜长岩分布不多。
大洋中的斜长岩，是用拖网采自洋中脊和产于蛇绿岩中的斜长岩，前者产出情况不明，其特征近于层
状杂岩体的斜长岩；后者可能是蛇绿岩套中的层状堆积岩，与辉长岩呈互层。
有斜长岩捕虏体的岩浆岩包括科马提岩、玄武岩和花岗岩等，斜长岩捕虏体可能与主岩是同源或异源
关系，是在岩浆房内堆积而成的产物。
　　相对而言，元古宙岩体型斜长岩和层状镁铁质侵入体中的斜长岩层较其他类型斜长岩常见，但这
两类斜长岩有明显的区别：层状型斜长岩不构成独立岩体，而只是镁铁质一超镁铁质层状侵人体中的
斜长岩层。
如Stillwater杂岩体中就有厚度分别为350m和570m的两层斜长岩。
这类杂岩体具韵律性，层状构造发育，造岩矿物的成分随层位作有规律的变化，长石均为斜长石。
杂岩体是镁铁质岩浆重力结晶的产物，时代不限，由太古宙到显生宙均有产出。
岩体型斜长岩只产于元古宙，呈巨大岩体，斜长岩中的长石均为反条纹长石，而且同一杂岩体内，斜
长岩中反条纹长石的斜长石主晶的成分保持相对稳定。
尤具特色的是普遍含有粒径粗大的高压矿物巨晶（长石、斜方辉石和单斜辉石）。
在地质位置上主要见于克拉通地区，并常与环斑花岗岩共生（有时甚至共存一个杂岩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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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岩体型斜长岩、环斑花岗岩及与其共生的火山岩和基性岩墙群是地球演化史中很独特的构造一热
事件。
《大庙斜长岩和密云环斑花岗岩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兼论全球岩体斜长岩和环斑花岗岩类的时空分
布及其意义》在阐述我国华北区域地质背景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大庙斜长岩和密云环斑花岗岩的
地质地球化学问题，以及全球岩体型斜长岩和环斑花岗岩类的时空分布及其构造意义、AMCG组合中
矿物巨晶特征与成因意义，最后探讨了岩体型斜长岩和环斑花岗岩类的岩石成因和含矿性，这在基础
研究和应用方面都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大庙斜长岩和密云环斑花岗岩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兼论全球岩体斜长岩和环斑花岗岩类的时
空分布及其意义》涉及岩浆岩岩石学、地球化学、壳幔相互作用等诸多领域，可供地球科学有关研究
人员、高校师生和地质产业部门有关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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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暗色斜长岩遭蚀变后，岩石呈白色或灰白色，故称为白色斜长岩。
杂岩体的西段和中段的斜长岩层均以白色斜长岩为主，局部仍有少量暗色斜长岩，但在铁矿床附近未
见暗色斜长岩分布。
注意到暗色斜长岩与白色斜长岩共存于同一露头，互为过渡关系，并具有完全一致的结构构造，显示
后者系暗色斜长岩热液蚀变的结果。
　　在白色斜长岩中除磷灰石外均已强烈蚀变，但矿物外形轮廓仍清晰。
反条纹长石蚀变后，其中的钾长石片晶消失，而斜长石主晶被次生斜长石等矿物集合体所替代。
在多数情况下不但保持其外形，而且在正交偏光下原生斜长石的双晶仍清晰可见。
以这种斜长石为基底，其上疏密不等地散布着许多细小的黝帘石、绿帘石、绢云母和少量绿泥石以及
闪石类等矿物。
有时还有碳酸盐类矿物。
这些次生矿物的集合体一般沿着反条纹长石的双晶面方向分布。
从次生矿物中有较多的绢云母来判断，其形成显然与反条纹长石中的钾长石片晶有关。
　　原生镁铁硅酸盐矿物蚀变后主要形成纤维状角闪石类，有时仍可分辨原有轮廓，在它同反条纹长
石接触时常发育绿泥石。
这种角闪石一绿泥石组合常与铁钛氧化物矿物和磷灰石共生，分布于长石的晶间。
当岩石强烈蚀变时，铁钛氧化物矿物常只保存由钛铁矿片晶组成的格架，其周围均为绿泥石，并具扇
形消光。
当蚀变产物中的角闪石类矿物减少时，除形成大量绿泥石外，其边部常见斜黝帘石、榍石和细粒自形
金红石集合体。
这种绿色蚀变集合体有时呈球状或花斑状出现在白色斜长岩中，极为醒目。
在应力作用下，绿泥石等次生矿物集合体沿一定方向呈网脉状分布而构成灰白色与暗绿色相间的次生
条带状构造。
从次生矿物的共生组合及分布特征判断，它们是由镁铁硅酸盐矿物和铁钛氧化物矿物蚀变而成，在这
一形成过程中也受到长石组分的控制。
　　杂岩体西段大庙铁矿床附近常见有“碎斑状斜长岩”，它也遭受强烈的钠黝帘化作用，以特征的
结构构造极易与典型的白色斜长岩相识别。
所谓“碎斑状”岩石是“长石斑晶”被由绿泥石、角闪石、磁铁矿和磷灰石等矿物集体所胶结而形成
的一种特殊的岩石。
“斑晶”粗大，整个岩石极似“堆积结构”，并已强烈蚀变，蚀变后的矿物组合与白色斜长岩相同。
因此“碎斑状斜长岩”可视为与矿床伴生的一种脉状体，“斑晶”应为早已固结的斜长岩碎块，被晚
期富Fe、Ti的辉长质岩浆捕虏和熔蚀，在随熔浆运移时作定向排列，当胶结物富Fe、Ti、V时可构成矿
石。
因此它与块状矿石为同一成因，所以在空间上密切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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