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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界的大多数造岩矿物是由两种或多种组分混合而成的固溶体。因此 ，在矿物 、岩石和矿床等地质体的 

平衡热力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固溶体矿物热力学行为的问题。河南省西峡县杨乃沟红柱石矿泥质片岩中仅 

出现红柱石而没有蓝晶石 和夕线石，红柱石矿物包裹体测温结果为 420～600℃。通过矿物共生平衡 p-t曲线所计算 

出的片岩形成温度和压力条件也应位于上述岩石学和岩相学等特征所限定的范围内。以此为基础 ，通过构筑矿物共 

生 p-t平衡曲线的方法，对片岩中若干固溶体矿物理想性／非理想性问题进行 了研究。其中斜长石必须以非理想 固 

溶体处理 ，而石榴子石 、黑云母和白云母视作理想固溶体的计算结果同片岩的岩石学和岩相学等特征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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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自然界的大多数造岩矿物是 由两种或多种组分 

混合而成的固溶体 Ï。几乎所有发生在地壳中的化 

学反应有固溶体矿物的参与。因此在研究矿物 、岩 

石和矿床的形成温度和压力等条件时不可避免地要 

涉及固溶体矿物的性质问题。 

早在 20世纪 50年代初期，人们就开始认识到 
一

种组分在处于化学平衡状态的共存固溶体 中的分 

配遵循热力学定律 I。由于矿物的热力学性质和参 

数都是以端员矿物的形式给出的 ～I，固溶体矿物 

的热力学性质常常是把固溶体视为不同比例的相关 

端员组分性质的组合计算而来 ，̈ ， _8】。而理论预测 

固溶体性质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固溶体矿物是理想 

溶体还是非理想溶体。本文拟以 A1zSiO 体系 p-t相 

图和红柱石包裹体测温数据为参考标准，论述河南 

省西峡县杨乃沟红柱石矿泥质片岩中某些固溶体矿 

物理想／非理想性 的处理对矿床形成温度和压力条 

件计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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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乃沟红柱石矿矿物共生组合及 

其意义 

杨乃沟红柱石矿产于下古生界二郎坪群小寨组 

的泥质片岩中。其化学体系为 SiO ．A1 0 ．FeO．MgO． 

CaO．Kz0．Tiz0．Hz0。片岩由九种矿物组成 ：黑云母 

(Bi)、石英 (Q)、石榴子石 (Gar)、红柱石 (And)、十字 

石 (St)、白云母 (Mus)、斜长石 (Plag)、石墨 (C)和钛 

铁矿 (Ilm)。其 中除石墨 、石英和红柱石可视为端员 

矿物外 ，其余皆为固溶体矿物。岩石学 、矿物学和矩 

阵代数投影分析研究显示，上述矿物在片岩中形成 

的主要矿物共生如下 】： 

(1)Q+Mus+Bi+Plag+Gar+Ilm 

(2)Q+Mus+Bi+Plag+Ilm 

(3)Q+Mus+Bi+Plag+St+Gar+Ilm 

(4)Q+Mus+Plag+And+St+Gar+Ilm 

(5)Q+Mus+Bi+Plag+St+And+Ilm 

(6)Q+Mus+Bi+Plag+And+Gar+Ilm 

各共生中矿物的成分分析用电子探针完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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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矿物共生有 6组 ，每组测试 3～8个矿物个次 

不等。为尽可能地避开可能的局部平衡对热力学计 

算结果的影响 ，探针分析 的点位都打在矿物的边 

部。探针分析结果见文献[1O]。 

野外地质观察和室内矿物学 、岩石学和岩相学 

的综合研究还显示 ，片岩是区域变质作用的产物，其 

岩石结构和构造都很稳定 ，没有交代和穿插等后期 

变质作用的迹象。这表 明片岩的矿物共生可代表变 

质高峰的产物 ，所有矿物共生应形成于相同的温度 

和压力条件下。 

片岩中 A1zSiOs体系仅出现了红柱石一种矿物 ， 

而没有蓝晶石和夕线石。这一事实表明，片岩形成 

时的温度和压力条件必然处在 A1 SiOs体系 p-t相 

图中红柱石的稳定区间内。换言之 ，由不同矿物共 

生所构筑的 p-t平衡曲线都应通过 A1 SiO 体系 p-t 

相图中红柱石的稳定区间。此外 ，片岩中红柱石斑 

晶气液 包裹体 的三次均 一温度测定 结果分别 为 

420℃、425 o【=和 430℃，而所作的一次爆裂温度测 

定结果为 600 o【=[101。均一温度可代表包裹体被捕获 

时的近似温度或是含包裹体矿物形成时温度的最低 

极限，而爆裂温度可指明含包裹体矿物形成时温度 

的最 高极限。因此 ，片岩形成 的温度 区间应位于 

420～600℃之间。由此进一步缩小了矿物共生 p-t 

平衡曲线的温度范围。上述事实为片岩形成温压条 

件计算中固溶体矿物是否可作为理想溶体处理提供 

了判据。 

2 A12Si05体系 p-t相图 

A1 SiO 体系 p-t相图 目前 尚未 唯一确定 (图 

1)。原因有二 ：一是该体系相平衡反应的标准摩尔 

焓 变△ (To=298．15 K) 和 标 准 摩 尔 熵 变 △ 

(To=298．15 K)都较小 ，因此平衡各相的标准摩尔 

焓△ (To)和标准摩尔熵 ( )的微小不确定度 

就会引起该体系单变 p-t曲线 的显著变化 ⋯’ ；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杂质组分的影响。Fë 含量对该 

体系各相问 p-t平衡 曲线影响较大  ̈ H’。但也有 

研究认 为杂质组分对该体系相平衡的影响可以忽 

略  ̈ 1 61。实际情况可能是在获取 A12SiO5各相的热 

力学数据时原始物质中的杂质组分可能对结果影响 

较大，而在实际的应用计算中，A12SiOs矿物中杂质 

组分的影响程度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由于杨乃沟 

红柱石矿物中的杂质组分含量远低于文献[15]的报 

道值 ，所以有理由把它作为纯矿物处理。 

图 1 A1 SiOs体系 p-t相图 

Fig．1 Some P—t phase diagrams of AhSiO5 system 

And．红柱石；Ky．蓝晶石；Sil1．夕线石；H．Holdway的三 

相点 ⋯ ；RGB．Richardson et a1．的三相点 ⋯ ；HP．本文中 

由 Holland etⅡ1．数据【 1计算的三相点 。 

And． Andalusite； Ky．Kyanite； Sil1．Sillimanite； H． The in— 

variant point in Holdway ‘ 【： RGB
． The invariant point in 

Richardson et a1．⋯ ：HP．The invariant point calculated from 

the data 0f H01land et 0五【 ． 

本文中 A1zSiOs体系 p-t相 图计算 中各矿物相 

的标准热力学数据采用文献 [5]公布的结果。在他 

们的数据表中，A1zSiOs各矿物的热力学数据属可信 

度最高之列，用该数据计算的 A1zSiOs体系三相点位 

置是 (610 oC，525 MPa)，如图 1中的实线相图所 

示 。 

由于杨乃沟泥质片岩是区域变质作用的产物 ， 

所 以其压力下限不应低于 200 MPä ，而上限不超 

过三相点 (525 MPa)；低温不低于 420 o【=，高温不超 

过 600℃。因此 ，由片岩中不同的矿物共生所构筑的 

p-t曲线应该通过这一温度和压力区域。 

3 矿物共生 p-t曲线的构筑方法 

矿物共生遵从质量守衡定律和热力学定律 。由 

质量守衡定律可写出共生矿物的质量平衡式 ： 

0=∑BuBB (1) 

式中，B表示矿物相 ，un为相 B的化学计量数 ，对反 

应物取负值，对反应产物取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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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热力学定律 ，对任一质量平衡式有 ： 

0=A G +尺 ln (2) 

式中， K=几(aB) (n 表示组分 在相 B中的 

活度 )，△ G 为标准状态下矿物共生的吉布斯 自由 

能 。 

若对于超临界流体 ，选择温度 和 Po=10s Pa 

下的理想气体作为其标准状态，对于矿物相选择温 

度 和 P。=10 Pa下的纯相为标准态，则 ： 

△ GOm=A ， ( )一T AtSo(To)+I A c d T— 
J 7 

r r J A r d T／ + 
[△， ， ( )+A，O／ ． (To)( )】(P一1)一 

(△ ／2)△， ， ( )(P一1) (3) 

式中 O／、 分别为等压热膨胀系数和等温压缩系数 ； 

下标 m表示摩尔变量，s表示固相 ；T、P的单位分 

别为 K和 10 Pa；To=298．15 K；等压热容的计算采 

用公式 C =0+6 +c +d 坨完成 。 

本文计算 中使用的热力学基本参数取 自文献 

[5】。具体计算借助一个 FORTRAN 77程序由计算 

机 利用 迭 代法 完成 。迭 代变 量 为△，G(p，T)，当 

I△，G( )I≤1．00 kJ时，其 P，T可认为代表了平衡 

时的压力和温度。计算中所涉及各矿物端员组分的 

名称及分子式等如表 1所示。 

4 固溶体矿物理想性的处理对计算结 

果的影响 

4．1 石榴子石与黑云母矿物共生 

石榴子石和黑云母是片岩中普遍存在的两个共 

生矿物 ，其质量平衡式为： 

Aim +Phl=Py+Ann 

视二矿物为理想固溶体，同时采用矿物晶格位 

置中元素完全无序混溶 (ideal—mixing—on—sites)模型 ， 

石榴子石矿物晶格的立方体位 (C)、八面体位 (O)和 

硅氧四面体位 (T)中皆有元素的混溶发生，则其两 

端员组分的活度分别为 引̈： 

G
Ala r=( c) ( A1．o) ( s_’T) 
G
Pya『_( ) ( l，o) ( _’T) 

黑云母矿物晶格中硅氧四面体位 (T2)、八面体位(0) 

和层间 12次配位阳离子位置 (A)皆有元素的混溶 

发生 ，则其两端员组分的活度别为 】： 

Bi
= 4(XK， )( ，o) (Xs_IT )( ·， ) 

P hlBi=4(XK，A)( Mg．o) ( )( A1．T ) 

把上述活度值和式 (3)代人式 (2)中，即可计算出 
一 条平衡 p-t曲线。因分析误差原因，不同样品甚至 

同一样品中的石榴子石和黑云母的化学成分稍有不 

同，故而端员组分的活度也有差别 ，所构筑的平衡曲 

线也有差异。因此 ，由一组共生矿物可构筑一条平衡 

P—t曲线 ，而多组共生即可给出一组 p-t曲线 (图 

2)。 

从计算结果可见，把石榴子石和黑云母视为理 

想固溶体矿物并没有得出与岩石学观察相矛盾的结 

果：曲线经过了 A1 SiOs体系中红柱石矿物的稳定区 

间且温度范围在 500 oC左右。Hodges et a1．̈ 在研 

究美国新罕布尔什 Mt．Moosilanke地区泥质变质岩 

时，把上述二矿物作为理想固溶体计算的温度压力 

值同他们的野外地质观察结果也是吻合的。这说明 

热力学研究中把石榴子石和黑云母视为理想固溶体 

是 可行的 。 

4．2 斜长石 、石榴子石、红柱石和石英矿物共生 

该矿物共生的一个质量平衡式为： 

3An=Gross+2And+Q 

红柱石和石英以纯相处理，故二者的活度都为 

1。石榴子石仍视为理想固溶体 ，则其钙铝榴石端员 

组分的活度为  ̈： 

cGa r =(Xc ，c) ( ，o) ( _’T) 

表 1 端员矿物名称及分子式一览表 

Table 1 Names，abbreviations and the formulae of the end—members in the study 

矿物名称 代号 分子式 矿物名称 代号 分子式 

空 晶石 And A1 SiOs 白云母 Mus KV(Al2)Si2[SiAl】O。o(OH) 

钙长石 An ca[Al si：】Os 铁云母 Ann KFe(Fe2)Si2[SiAl】O。0(OH)2 

铁铝榴石 Ahn Fe 3A12Si 3O。2 金云母 Phl KMg[Mg2】Si2[SiAl】O,o(OH)2 

镁铝榴石 Py MgsA1,．Si 30~2 铁十字石 st Fe Al。s(SiO ) ，O。 (OH) 

钙铝榴石 Gross Ca3A12Si 3Ol： Ⅱ一石英 Q SiO2 

注：表中矿物分子式显示了不同的晶格位置，“()”内的元素占有相同的位置，“【J”表示硅氧四面体中的品格位置。白云母矿物中，v代表品格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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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 2 石榴子石与黑云母矿物共生平衡 p-t曲线 

Fig．2 p-t diagram for paragenesis of garnet and biotite 

，(℃ 1 

图 3 斜长石 、石榴子石 、红柱石和石英矿物共生平衡 p-t曲线 

Fig．3 P·t diagram for paragenesis of plagioclase， 

garnet， andaluzite and quartz 

图中虚线和实线是把斜长石分别当作理想固溶体和非理想固溶体 

(活度系数为 1．28)时的计算结果。下同。 

Dashed lines result from the ideal mixing—on-sites model of plagioclase 

while the solid lines from the non—ideal solid solution with the activity 

coefficient of 1．28．The same with the following graphs． 

如果把斜长石也看成理想固溶体 ，其硅氧四面 

体中的 Al和 si为有序混溶。则由这一矿物共生计 

算的一组 p-t曲线如图 3中的虚线所示。这组曲线 

与红柱石和蓝晶石的平衡曲线非常接近。假若实际 

的变质温度和压力条件是在这组曲线上的某个点 

上 ，则在有红柱石矿物相出现的同时，很可能会伴随 

有介稳状态的蓝晶石矿物。由此看来斜长石以理想 

固溶体处理是不适当的。 

根据 已有的实验研究，牌号为 30的斜长石在 

700 c【=和 200 MPa条件下，其钙长石端员组分的活 

度系数 ( )约为 1．28t 。考虑到在较低温度下 ，晕 

长石互溶性 间隙的效应 ，对于钠质斜长石而言 ，其 

活度系数在 420～600 oC时很可能会大于 1．28。杨 

乃沟泥质片岩中斜长石的牌号为 35，因此可采用活 

度系数yP =1．28，这样，上述矿物共生中钙长石端 

员组分的活度应为 Hn=1．28X 由此而重新计算 

的斜长石 一石榴子石 一红柱石 一石英共生的 p-t曲 

线如图 3中的实线组所示。与虚线相比，相同压力 

下其 温度要 高 出近 100 cC。这组 曲线 完全位 于 

A1 SiOs体系中红柱石矿物的稳定区间内，这与岩石 

学的观察结果是一致的。由前述可知，杨乃沟泥质 

片岩的形成温度不可能达到 700℃，所以y 要小 

于 1．28，因此这一矿物共生的 P—t曲线实际上还应 

向高温侧偏移。 

4．3 石榴子石 、白云母 、斜长石和黑云母矿物共生 

该共生有两个质量平衡，即铁端员和镁端员。 

4．3．1 铁 端 员组分 的平衡 

Alm +Gross+Mus=3An+Ann 

白云母活度按下式求出 1： 

K
Mvus s s。At)oln(oH)：=4(XK，A)( v)(XAI、o) ( s。 )( Al'T ) 

则斜长石按理想和非理想固溶体处理时的 P—t曲线 

分别如图 4中虚线和实线所示。若斜长石按理想溶 

体处理 ，则所构筑的 p-t曲线在红柱石稳定范围之 

外。计算过程中，铁铝榴石的活度多在 0．34左右 ，假 

如考虑其非理想性所引起的正偏差 ，如令活度系数 

为 2．65(这是相当大的估计!)，则平衡曲线仅稍向 

低温侧偏移 。而若令斜长石的活度系数为 2．65(相 

当于其活度为 1)，则计算结果强烈地 向高温侧偏 

移。所以，把石榴子石视为理想固溶体矿物对计算 

结果的影响远低于斜长石。 

4．3．2 镁端 员组分的平衡 

Py+Gross+Mus=3An+Phi 

各端员组分活度处理同铁端员组分 ，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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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图 4 石榴子石 、白云母 、斜 长石、黑云母矿物共生铁端员组分 

的平衡 p-t曲线 

Fig．4 p-t diagram for Fe end-members of plagioclase， 

garnet，muscovite and biotite 

“ ℃ 1 

图 5 石榴子石 、白云母 、斜 长石、黑云母矿物共生镁端员组分 

的平衡 p-t曲线 

Fig．5 p-t diagram for Mg end-members of plagioclase． 

garn et， muscovite and biotite 

显示 出，斜长石作为理想溶体 (图 5中虚线 )和非理 

想溶体 (图 5中实线)的 p-t平衡曲线相差悬殊，表 

明该平衡 的温度和压力对斜长石的活度变化很敏 

感 ，尤其表现在高温高压部分。因此，该平衡 中考虑 

斜长石的非理想性尤其必要。 

4．4 石榴子石 、白云母、黑云母 、红柱石和石英矿物 

共生 

该共生的质量平衡式为 ： 

Aim+Mus：Ann+2And+Q 

该矿物共生中不涉及斜长石 ，各端员组分都视 

作理想固溶体 ，其实际计算的 p-t曲线(如图 6)都通 

过了红柱石的稳定区间。 

“ ℃ 1 

图 6 石榴子石 、白云母 、黑云母 、红柱石和石英矿物 

共生平衡 p-t曲线 

Fig．6 p-t diagram for paragenesis of garnet， muscovite， 

biotite，andaluzite and quatz 

5 讨 论 

不同矿物共生的 p-t平衡 曲线的对比研究显示 

出，固溶体矿物可否视为理想溶体首先要视矿物本 

身的性质而定，其次与矿物共生类别和矿物共生形 

成的温度和压力条件有关 。 

斜长石是钠长石和钙长石两种端员组分形成的 

固溶体矿物，具架状结构 ，T．0 四面体通过共角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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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度空间连接成 架状。T位置 占据的是 Si 和 

Al 等小半径四价或三价离子，而 T—O 四面体之间 

的大空隙 (M)填充以 K 、Na 和 Ca 等较大半径的 

阳离子。大多数 自然界的长石矿物 ，其 M和 T位置 

是以多种元素混溶的方式存在，若 M位置主要充填 

以 Na 和 Ca“，即形成斜长石系列。Na 和 Ca 之间 

的置换是异价的，必须伴随着 T位置 Si 和 Al̈ 的 

置换才能保持电价平衡。这种 Na 和 Ca 的置换作 

用会造成斜长石性质的一系列变化 ：如 T—O 四面体 

结构的畸变 ；T—O和 M—O键长的变化 ；Si“一A1 有序 

无序的变化以及晶体的对称性等 · 。Carpenter et 

a1．[23 曾对斜长石固溶体的有序 ／无序变化的生成 

焓效应作过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斜 

长石有序 和无序之 间生成焓 的差别 在 (1～4)× 

4．184 kJ／mol之间。加之斜长石中 Na 和 Ca 的置 

换并非连续 ，二者的置换会牵动矿物各晶格离子间 

作用力的变化。所有这些造成了斜长石晶体结构和 

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 自然地也导致矿物熵 、焓和 自 

由能等热力学性质的变化，因此 ，使斜长石偏离理想 

溶体的特性。 

石榴子石族矿物为岛状结构硅酸盐 ，其化学式 

A，Bz[SiO ]，。T—O 结构单元中 T的位置仅由 Si 占 

据 ，A中占据二价阳离子 Mgh、Fe 和 Mn 等，B中 

充以三价阳离子 Al̈ 、Fe 和 C 等 。本文研究中 

所涉及的石榴子石主要为铝榴石族 ，其 A位置的 

类质同像置换发生在 Mg“、Fe 和 Mn 之间。这种 

置换不会涉及 B位置的离子特征，更不会影响 T—O 

四面体的性质。且对 以该三元素中任一种元素为主 

的铝榴石而言 ，另外两元素的原子数之和都小于主 

要元素原子数。即镁铝榴石、铁铝榴石和锰铝榴石三 

端员组分之间的互溶很接近理想溶体的特性 ，可作 

为理想溶体处理。因此 ，对主要元素而言，其他二元 

素的加入具有稀溶液的性质 ，符合 Henry定律。钙榴 

石矿物中元素之间的互溶发生在 B位置，也不会影 

响到 A位和 T—O 四面体 ，因此也可视为理想溶体。 

云母 矿 物 为 层 状 结 构 ，其 通 式 可 表示 为 

x{Y 一，[Z O 。](OH)z)，SiO 四面体 连 接 成 层 。由 

SiO 四面体角顶相对所形成的八面体层中的六次配 

位位置为 Y，其中主要充以阳离子 Al (白云母 )和 

Fë 、cr) (黑云母 )。相背的 SiO 四面体层间充填以 

大半径阳离子 x，主要是 K ，Na 。白云母的类质 

同像多发生在 x位 ，而黑云母的类质同像主要发生 

在 Y位，它们都是以一种元素为主，替代元素的原 

子数量有限，因此各端员组分之间的混溶也接近理 

想溶液的特性 ，可作为理想固溶体处理。 

上述论述并非说明同一类固溶体矿物的理想或 

非理想性质是一成不变的，这主要应视互溶组分之 

间的混溶特性而定。比如类质同像主要发生在 x位 

的白云母和发生在 Y位 的黑 云母可视为理想固溶 

体处理，但白云母亚族的钒云母和金云母 一黑云母 

亚族的锰铁云母就不可视为理想固溶体处理。这些 

矿物中类质同像替代复杂，常有异价元素的替代存 

在 ，因此 ，一个位置替代的发生往往需要其他相关 

位置的替代相伴 ，这种混溶会导致矿物相关性质的 

变化。 

某些固溶体矿物的非理想性对 p-t平衡曲线的 

影响因矿物共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从斜长石对 

4．2和 4．3节中所展示 的不同矿物共生 p-t平衡 曲 

线影响的对 比中可以得 到证明。而对同一矿物共 

生，也因平衡端员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同为石榴石 一 

白云母 一斜长石 一黑云母矿物共生 ，斜长石溶体的 

非理想性之所以对镁端员平衡的影响大于铁端员平 

衡 ，是因为钙长石活度的变化对镁端员平衡的影响 

大于铁端员。这一现象从两个平衡标准状态的反应 

焓变对比中可以得到证明。镁端员平衡的标准焓变 

为 一6．73 kJ，而铁 端员平衡 的标 准焓 变为 40．24 

kJ。前者平衡两端的生成焓之和近于相同，因此平衡 

端员组分活度的波动会对其平衡产生较显著 的影 

响。在这种情况下，以矿物的浓度代替其活度，即把 

矿物视为理想固溶体，会给平衡计算带来较大的误 

差甚至错误结果。 

一 个固溶体矿物可否视为理想溶体还与该矿物 

形成的温度和压力条件有关。本文研究中的石榴子 

石 、白云母 、斜长石和黑云母矿物共生以及石榴子 

石 、白云母、黑云母 、红柱石和石英矿物共生中的 P—t 

平衡曲线都显示 ，在低温低压下 ，由矿物共生中不同 

的组分浓度或活度所计算出的一组 P—t曲线较为接 

近 ．但向高温高压一侧逐渐散开。这表明在高温高 

压条件下 p-t曲线对组分浓度或活度的变化较为敏 

感。因此 ，假若某固溶体矿物在低温低压条件下形 

成的矿物共生热力学研究 中可作为理想溶体处理 ， 

那么在高温高压条件下的矿物共生热力学研究中未 

必可行。Saxena研究元素在某些矿物中的分配行为 

时发现，高级变质麻粒岩相中，Fe“、Mg“、Mn 和 

Ca 在石榴子石矿物中接近理想混溶 ，而在低级变 

质的绿帘石角闪岩相中，Fe“、Mn 和 Ca 在石榴 

子石矿物中可达到理想混溶 。这也证明了矿物固 

溶体的理想与否与其形成的温压条件有关。杨乃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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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质片岩属低级区域变质作用的产物 ，因此把石榴 

子石视为理想溶体是合理的。 [8】 

6 结 论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看 ，固溶体矿物在地质热力 

学研究中可否视作理想溶体处理至少 由以下三个因 

素决定 ： 

(1)矿物本身的晶体化学特性 ； 

(2)端员组分活度对共生中平衡端员组分间标 

准反应 自由焓或 自由能的贡献大小 ； 

(3)固溶体矿物形成的温度和压力条件。 

如果 固溶体矿物的各端员组分之 间作用力较 

强 ，或者说矿物各晶格离子间的相互作用力较强，使 

固溶体远远偏离稀溶液的特性 ，则此种矿物必须 以 

非理想溶体处理；若固溶体矿物的端员组分活度变 

化对矿物共生平衡影响较大，则此矿物也需要以非 

理想溶体处理 ；高温高压条件下形成 的固溶体矿物 

常比低温低压条件下形成的固溶体矿物更易偏离理 

想混溶。杨乃沟泥质片岩矿物共生平衡计算中，斜 

长石必须以非理想溶体处理 ，而石榴子石 、黑云母和 

白云母视作理想溶体的计算结果同片岩的岩石 、岩 

相特征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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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 solution m inerals：Influence on P and t of the andalusite ore deposit 

in Xixia，Henan Province，China 

LI Xin—qing(LEE Xin—qing) ，YIN Hui—an ，WEN Lu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iyang 550002 

China：2． Department of Appl&d Chemistry,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3·Analytical Center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 610059，China) 

Abstract：Most natural minerals are solid solutions that comprise two or more end—members．Reconstruction of the 

P and t conditions for minerals． rocks or ore deposits，therefore， entails inevitably the solid solution，the ideality 

or non—idealitv of which is the most concern of the researchers．Through constructions of equilibrium P—t curve for 

some mineral parageneses in pelitic schist in Yangnaigou，Xixia County，Henan Province，China，whiefi consists of 

on1v andalusite for the system A12SiO5 and forms between 420～600 oC， thus suggesting the P—t curves must pass 

through the brackets。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plagioclase in the schist is a nonideal mixture of the end—members． 

W hereas P and 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trology and lithofacies when garnet， biotite and 

muscovite are treated as idea1 solutions．There are three factors to determine the ideality of the solid solutions．They 

are(1)crysta1 chemistry，(2)influence of activity variations of the mineral on the reaction enthalpy or free energy， 

and(3)P and t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mineral was formed． 

Key words： solid solution； mineral； thermodynamics； geologic thermometry and barometry； andalusite； 

geochemistry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