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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碱质火 山岩中石榴石斑 晶矿 物 的 存

在
,

就全球范围来说并不常见
。

迄今仅在澳

大利亚
、

美国
、

英 国
、

苏 联
、

日 本
、

意 大

利
、

西班牙
、

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极半岛等的

局部地区有过报导
,

而国内尚属首次
。

由于

钙碱质火山岩不同于某些碱性玄武岩
,

很少

有高压斑晶矿物或色体以证明其具有深层位

来源的地质证据
。

因此火山岩 中石榴石晶体

的出现
,

引起岩石学界的极大兴趣
。

一些实

验岩石学家如格林
、

林伍德
,

享森 ( H e
lls

e n )

等
,

对火山岩中石榴石的生成和稳定性 作了

多次的实验研究
。

国内首次发现的含石榴石斑晶钙碱质火

山岩
,

出露于甘肃南部的合作镇和青海同仁

县黄南州等地的中生代陆相火 山岩盆地中
。

主要的岩石类型是含少量黑云母
、

石英的角

闪安山岩
、

安山质角砾熔岩和火 山角砾岩
。

一
、

石榴石晶体在岩石中的斌存状态

石榴石呈深红色
,

常见 粒 度 为 .0 5~ 2

m m
,

粗粒者可达 4 m m
。

岩石中 含 量 低 于

l %
。

熔岩中斑晶石榴石裂纹发育
,

其
’

间为

绿泥石充填 ; 晶体普遍遭受熔蚀
,

呈不规则

蚀湾状颗粒
,

乃至呈礁岛状残晶
。

波熔蚀的

石榴石晶体 周边几乎没有例外地被一个
“

斜

长质外壳
”

所包围
。 “
外壳

”

或由聚生 的 细

粒斜 长石集合体构成
,

或由若干个具清晰环

带构造的粗粒斜 长石联斑组 成
。

有 时 可 见

,’y 卜壳
”

是一个完整而自形的斜长石单晶
。

这 一现象表明
,

石榴石早于斜长石结晶
,

在

其晶出后由于压力环境的改变而遭受强烈熔

蚀
,

并在适于斜
一

长石晶出的温压条件下
,

成

了晶出矿物的结晶中心而被保存下来
。

石榴石晶体内部可见磷灰石雌晶和大量

微细包体
,

包体均为玻璃质而未见气液相存

在
。

火山碎屑岩中的石榴石色调较浅
,

呈棱

角和尖棱角状
、

粒度小于 0
.

s m m
,

一些被包

裹的针状磷灰石雏晶随石榴石碎裂而被折断

现象清晰可见
。

二
、

石榴石化学组成及同源结晶相证据

石榴石的电子探针成分分析及端员分子

组成的计算结果列于表 1
。

结果表明
,

西秦岭中生代陆相火 山岩 中

石榴石的端员组分中含铁铝榴 石 ( A lm
a n d i -

t e )分子为 5 9~ 6 4 %
,

镁铝 榴 石 ( P y : o P e )

为 10 ~ 21 %
,

钙铝 榴 石 ( G r
os 弧l a r ) 和 锰

铝榴石分别为 16 ~ 21 % 和 2 ~ 4 %
。

不难 看出

它们属于富铁铝榴石的石 榴石 ( A lm a n id t e -

八 C h g a r n et )
,

并以贫锰为特征
。

这一成分

特点可与国外已知资料进行对比
。

主义制度和广泛发动群众
、

组织群众的丰富

经验
,

开展群众性的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

害监测
、

防治
。

( 二 ) 尽快制定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

害防治法规
,

加强政府的监督
、

管理
。

最大

限度地避免或减少人为诱发地质 灾 害 的 发

生
。

(三 ) 解决地质灾害防治的经费渠道
。

除采取
“

谁诱发
、

谁治理
” “

谁 治 理
、

谁受

益
”
的奖惩办法解决一部分防治经费外

,

对

大部分地质灾害的防治
,

国家应有专门的经

费投人
。

( 中国地质灾害研究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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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为熔岩中石榴石
, 3

.

4为火山角砾岩中石榴石

6为角砾熔岩中石榴 石
。 A I。

、

p y r 、

G r o s
、

s p o s 分别为

石榴石中铁铝榴石
、

镁钥榴石
、

钙铝榴石和锰铝榴石

端 员分子的百分数
。

样品 1~ 2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

所杨 明明分析 3~ 6由中国科学院地质所韩秀伶分析
。

石榴石即可在变质程度较高的变质相中

出现
,

也可在深成的花岗质侵入岩内晶出
。

因此由深部上升地表的喷出岩内的石榴石
,

可以通过火山作用从上述岩类中捕获所得
,

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涂的
。

为此
,

长期以来

对火 山岩中存在的石榴石
,

有岩浆同源结晶

相和异源捕获晶的不同认识和争论
。

西秦岭安山岩中的石榴石晶体
,

有如下

证据表明它是岩浆早期的同源结晶产物
。

1
.

如果由于火山岩桨活动
,

从 围 岩中

捕获石榴石
,

那么在火山岩 中
,

理应有该捕

获晶赖以生成的 中高级变质岩或 深 成 岩 岩

屑
。

但在安山岩中只见浅部层位的砂岩碎屑
。

2
.

石榴石晶体中除有雏晶磷灰
.

石 外
,

还有多量硅酸盐玻璃质包体
,

表明它经历过

硅酸盐熔融的液相环境
。

3
.

被熔蚀的石榴石周边赋存着 斜 长质
“
外壳

” ,

不仅反映出石榴石晶 体 从一个深

成的高压结晶环境转移到浅成低压环境后
,

遭受岩浆消融的特征
,

而且残 留晶体成了低

压结晶相斜长石的结晶中心
。 “

外 壳
”
中 斜

长石的清晰环带构造否定 了斜长石是石榴石

与岩浆反应的
一

平衡产物
。

4
.

从国外所有已发表的资料 来看
,

富

铁贫锰的化学性质几乎是火 山成因石榴石所

共同具有的特征
,

并为实验岩石学所证实
。

5
.

从甘南的合作到青海的黄南相 距 约

百余公里
,

两地同类安山质岩类中石榴石成

分的稳定性只能是相似成分岩浆结晶所致
。

因此
,

结论是肯定的
,

即本文中的石榴

石不是异源外来晶
,

而是寄主火山岩岩浆早

期阶段的结晶相
。

三
、

钙碱质火山岩中石榴石研究的意义

在流纹英安质和具有标准透辉石的安山

质液相中
,

在 9 ~ 3 6 k b压力和 2 4 0 0~ 5 0 0℃的

实验条件下均可晶出石榴石
。

一系列的实验

表明石榴石组分不仅受岩浆成分的影响
,

而

且受结晶温度
、

压力和湿度的明显制约
。

因

此
,

通过石榴石成分的研究
,

能为寄主岩石

成因提供信息
,

`

而具有成分分带结构的石榴

石
,

更能反映岩桨演化过程中物化条件的变

迁
。

一般认为
,

从基性到酸性火山专内所含

石榴石成分中
,

镁含量依次减少而铁
、

锰相

对增高
。

在压力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

石榴石

晶出时可产生正向分带现象 (即核部富镁
,

边部富铁 ) ; 当温度降低
、

压力升高条件时
,

则可能出现逆向分带
。

石榴石中钙的含量有

随压力增大
,

岩浆湿度的降低而 有 增 高 趋

势
。

锰含量的多少
,

将影响岩浆上升到浅部

层位时石榴石的稳定性
。

(下转第 28 页 )



矿产开发管理

关于矿管机构建设的若干建议

习二 人
, ~

坛毛
~咬二 门 、 厅瑞

目前省以 下矿管机构形式多种多样
,

这

与繁重的矿若任务不相适应
,

贩待改变
,

现

就其中若干问题提出如 卜建议
:

一
、

矿管机构应坚持实行政企分开
。

矿

管机构不能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
,

也不要直

接管理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

实践已经证

明
,

政企不分
,

往往无法秉公执法
,

依法办

事
,

难以完成矿管任务
, .

矿管机构的权威 也

就无法树立
。

因此
,

应当把它作为矿管机构

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

二
、

矿管机构建设的重点
,

应放到省
、

县两级
。

因为这两级矿管工作很重
,

而当前

的状况与矿管任务又不相适应
。

因此
,

应从

人财物力诸方面来加强这两级机构的建设
。

三
、

把地区 ( 州
、

市 ) 矿管机构作为省

级矿管部门的派出机构为好
。

省 级 矿 管 机

构
,

担负着对省内各勘查单位
、

国营矿山企

业及省属以上国营矿山 (矿区 ) 范围内的 乡

镇矿 山企业的直接监督管理
,

任 务 相 当 繁

重
。

把地区 ( 州
、

市 ) 矿管机构作为省级矿

管部门的派出机构
,

协助省级矿管部门对勘

查单位
、

国营矿 l月进行监督管理更为适合
。

至于县属国营矿区范围内的乡镇矿及国营矿

山 ( 区 ) 范围以外的 乡镇矿
、

个体采矿
,

由

县级矿管机构统一管理
。

县级矿管机构
,

应

纳人地方政府序列
,

实行省级矿管部门与地

方政府双 重领导
,

县矿管机构的负责人
,

应

根据省级矿管部门提名
,

由县人大常委会任

免
。

四
、

应拥有否决权
。

为了全面准确地贯

彻 《矿产资源法 》 ,

有效地克服地方主义
、

本

位主义
,

及时纠正工作 中的错误
,

上级矿管

部门对下级矿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有明显错

误的决定
,

有权进行否决
。 ’

保证执法的严肃

性
、

公正性
、

科学性
。

丘
、

矿产储量管理应纳人矿管工作
。

矿

产资源的储量管理应是矿管工作的一个重要

环节
,

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从长远 看
,

储

量管理机构应与矿管机构合成一体
。

六
、

成立矿管科研机构
,

建立矿管信息

系统
。

目前
,

矿管科研任务十分 繁 重 而 紧

迫
,

应迅度组建矿管科研机构
,

开展有关重

大问题的研究
。

还应迅速建立矿产资源管理

信息系统
,

有计划地把监督重心从
“

三率
”

指标考核
、

单纯的报表统 计
, ·

转移到宏观管

理上来
,

使矿管工作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

(湖南省地矿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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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外同类火 山岩中石榴石比较
,

西秦

岭地区所发现的石榴石钙含量明显地偏高
。

结合地质构造背景有根据推断
,

西秦岭中生

代钙碱质火山岩的原始岩浆
,

起源于 30 公里

深度以下的下地壳
,

以至更深的部位
。

原始

岩浆相对偏
“

干
” 。

目前所见安山岩 中含 经

基矿物 (黑云母
、

角闪石 )
,

很可能 是 岩浆

晚些时候在湿度显著增大的情况下晶出的
,

或 由其它矿物转变而成
。

此外
,

如能获取石榴石中显微玻璃包体

的组分
,

那 么对 了解原始岩浆性质和源区物

质组成等
,

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

(地质部 地质研 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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