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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质流体演化过程中
，

由于物理化学条件的

变化
，

常常出现气�液共存两相
，

近年越来越多的

研究工作证实有相当量的难挥发金属元素可以进人

气相进行迁移川
。

但关于迁移机理和迁移能力的

认识还很有限
。

本文探讨了在饱和蒸汽压条件下
，

金属元素 ��
、
�� 和 �� 在气�液相之间分配行为的

影响因素
。

� 实验方法

实验在一个大容积 ���� ��� 钦合金高压釜

中进行
，

在高压釜的一端连接有气相和液相样品取

样管道
，

实验装置
、

方法与 ����������等�’ �相似
。

该高压釜由两个独立控制的电炉来加热控温
，

温度

波动小于 士 �℃ ，

压力为釜中溶液的饱和蒸汽压
，

由连接在取样管线上的压力表显示
。

取样量一般控

制在 �
�

� ��左右
，

小于总体积的 �
�

��
，

可以假

定取样是在恒温和准恒压条件下进行
。

� 实验结果

实验是在 ���
一 ���℃ ，

水的饱和蒸汽压条件

下进行的
，

初始溶液 ��
� � �� � �� � ���� ����

的 ��控制在 �左右
，
��

、
��

、
��初始浓度均为 �

� ��
一 ’
左右

。

通过取样分析和计算得到金属在气相

和液相中的浓度
，

从而计算得到分配系数 �
，

其中

� � ���口 为金属元素在气相和液相中浓度的比值
。

实验结果 显 示
�
随着温度 由 ���℃ 上 升至

���℃ ，

相应的水的饱和蒸汽压增大
，
��

、
�� 和

�� 的分配系数由 �
�

《��〕�增大至 �
�

���� 实验条件

趋近于临界点
，

气相密度增大
，

金属在气�液相之

间的分配系数增大
，

直至临界点分配系数为 �
。

这

一点与 ��������等 ������和 �����
����等 �������

的实验结果�’
一

�〕相似
。

因此
，

接近临界点的气体有

能力携带足量的金属元素进行迁移
。

从临界点开始

分配系数随着压力的下降迅速变小
，

因此压力的变

化即气相密度变化对金属在气�液相之间的分配行

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

在地质作用过程中当岩浆热液上升
，

超临界流

体压力下降至刚刚出现两相时
，

这时的气相有足够

的能力携带金属继续上升
，

对今后热液矿床的形成

有重要意义
。

因此
，

对临界点附近的气相迁移金属

能力的深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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