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1 峨眉山大火成岩省典型镁铁-超镁铁岩体的橄榄石成分 (图中灰色椭圆区域为与地幔橄榄岩

相适应的橄榄石成分分布范围,据 Sobo lev et a l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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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橄榄石是镁铁 -超镁铁岩中最重要的造岩矿

物,我们通过对峨眉山大火成岩省中包括云南弥

渡县金宝山、元谋县朱布、热水塘、四川会理县力

马河、杨合五等成矿岩体橄榄石成分的分析,结合

有关苦橄岩中橄榄石的研究成果, 探讨了不同矿

化类型的成矿岩体在橄榄石组成特征上的异同及

其成因意义。

橄榄石成分分析在美国 Ind iana大学完成,采

用 CAMECA SX50电子探针仪波谱定量分析, 分

析电压为 15 kV,主量元素分析电流 20 nA、计数

时间 20 s,橄榄石中微量元素 N i的测定运用 100

nA波束强度下测定、计数时间 50 s,检出限为 120

@ 10
- 6
。不同岩体橄榄石的镁橄榄石分子百分数

( Fo)及镍含量如图 1所示。

成矿岩体橄榄石的 Fo及镍含量显著低于苦

橄岩中的橄榄石, 峨眉山苦橄岩中橄榄石 (据

Zhang等, 2006)镁橄榄石分子百分数 ( Fo )很高,

Fo= 8618~ 9116, 镍含量也很高, N i= 2500 @ 10
-6

~ 3000 @ 10
-6

,估计母岩浆镍含量 250 @ 10
-6

~ 300

@ 10
-6

,其组成基本处在与地幔橄榄岩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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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石成分范畴附近, 为地幔橄榄岩高程度部分

熔融形成;成矿岩体中的橄榄石可能是苦橄质岩

浆分异演化的产物。

典型铂族元素成矿岩体金宝山、典型铜镍矿

成矿岩体力马河及铜镍铂族元素成矿岩体朱布岩

体的橄榄石在 Fo-N i组成上无显著的成份间隔,

橄榄石镍含量 1500 @ 10
-6

~ 2000 @ 10
-6

, 估计母岩

浆镍含量 150 @ 10
-6

~ 200 @ 10
-6

,模式分析显示可

由苦橄质岩浆 10%左右的橄榄石结晶形成。不

同矿化类型岩体经历了不同的成矿岩浆演化过

程,而橄榄石成份大致相似,分析认为矿石硫化物

和成矿岩体中橄榄石不一定是同期岩浆的直接衍

生物, 可在岩浆储运系统中被混合。

虽然金宝山、力马河岩体的橄榄石 Fo-N i组

成大致分布在基本相近的区域内, 但金宝山岩体

橄榄石镁橄榄石分子百分数 ( Fo)及镍含量集中

在一个较狭窄的范围内, Fo= 8217~ 8316、N i=

1619 @ 10
-6

~ 1973 @ 10
-6

, 金宝山岩体中的橄榄石

均一化程度很高,认为橄榄石形成于深部大规模

的岩浆房系统, 与成矿作用分析认为金宝山铂钯

矿为峨眉山大火成岩省 N -iCu-PGE成矿序列上早

阶段成矿相协调;力马河岩体橄榄石镁橄榄石分

子百分数 ( Fo)及镍含量范围较宽 Fo= 78 ~ 86、N i

= 1289 @ 10
-6

~ 2154 @ 10
-6

,反映橄榄石主要形成

于成矿岩浆演化系统后期较局限的岩浆体系, 与

成矿岩浆经历多阶段演化的认识相符合 (陶琰

等, 2007)。另外, 力马河岩体橄榄石 N i含量与

Fo的关系存在负相关和正相关两种不同的情况,

负相关表明橄榄石与硫化物熔体发生了 Fe-N i平

衡交换作用,存在负相关和正相关两种不同的情

况表明有不同形成阶段的橄榄石的组合, 是经历

了与熔离硫化物平衡的橄榄石和未经历与熔离硫

化物平衡的橄榄石相混杂的结果, 表现了成矿岩

浆演化的多级岩浆房储运过程。

会理小关河岩群中杨合五岩体和元谋岩群中

热水塘岩体的橄榄石严重亏损镍, 镍含量 700 @
10

-6
~ 1000 @ 10

-6
, 估计母岩浆镍含量 70 @ 10

-6
~

100 @ 10
-6
。杨合五和热水塘岩体与金宝山、朱布

及力马河岩体中的橄榄石在钙、锰含量上并无显

著成份间隔 (图略 ),镍含量上显著的差异可以认

为是硫化物熔离作用的效果, 其橄榄石形成于硫

化物熔离后镍亏损岩浆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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