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增刊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

�
�

����
，
���℃条件下块状与

粉末状斜长角闪岩部分熔融实验对比

万 方
，，， ，

周文戈 蒋 玺
‘，� ，

范大伟
’ ，
�

刘永刚 谢鸿森

中国科学院 地球化学研究所 地球深部物质与流体作用地球化学实验室
，

贵阳 ��《�刃��

�
�

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
，

北京 ���洲又�

� 引 言

在现有的岩石部分熔融实验中
，

初始样品的状

态可分为两种
�
粉末样品及块状样品

。

二者各自的

特点
，

前人已有阐述�’
一，〕 ，

大体上说
�
粉末样成分

均匀
，

较块状样品更容易达到化学平衡� 而块状样

品保留了天然岩石的结构
，

更能真实地体现自然界

岩石的熔融过程
。

有关斜长角闪岩块状与粉末状样

品的实验
，

国内外均有报道
。

其中大多数用粉末状

样品实验��
、 ，�

，

较少采用块状样品 〔‘
一，���

。

同时进行

块状与粉末样品实验研究的非常少见
。

�砒 等曾

在 �
�

����
，

最高温度 �。 以〕℃条件下分别做了同一

块斜长角闪岩标本的块状与粉末样品的高温高压熔

融实验�’
一

��
，

得到的结果是在相同的压力条件下粉

末样的熔融温度明显低于块状样�’ 〕 ，

说明粉末状

样品比块状样品更容易熔融
。

那么
，

相同的温度
、

压力条件下块状样品与粉末状样品熔融时究竟存在

那些差别呢�我们采用上下双层实验组装
，

在同一

次实验中 ��
�

����
，
���℃ ，

恒温 ��� �� 对同一

块斜长角闪岩标本的块状与粉末状样品同时进行部

分熔融实验
，

依据实验结果
，

初步讨论了这一问

题
。

� 实验样品及方法

实验样品 ��������采自河北张家口地区宜

化西望山一麻沃坑一带
，

为深灰色斜长角闪岩
，

块

状
，

片麻理发育
。

主要组成
�
斜长石 ���� �

、

角

闪石 ���� �
，

少量辉石 ��� �
，

副矿物磁铁矿

�� �� �
、

榻石 �� �� �等
。

将同一块斜长角闪

岩标本分成两块
，

一块进行粉碎
，

经过棒磨机反复

研磨
，

直至小于 ��� 目
，

制备成实验用的粉末状样

品
。

将剩下的另一块岩石沿平行片麻理方向磨制成

图 � 实验组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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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 �����
、

高 �
�

����� 的小圆柱体
，

制备成实验

用的块状样品
。

实验前所有的样品都放人烘箱中烘

烤至少 �� �
，

以去除吸附水
。

实验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地球深部物

质与流体作用地球化学实验室 ��
一

������压机上进

行
。

实验采用
“
�

”
形石墨样品管

，

以同时进行块

状与粉末状样品实验
。

实验组装见图 �
。

本次实验在 �
�

���
� ，
���℃ ，

恒温时间 ��� �

条件下同时进行了斜长角闪岩块状和粉末状样品的

熔融实验
。

实验细节及过程与周文戈等的实验类

似川

� 实验结果

将回收的实验产物磨制成光薄片
，

在偏光显微

镜下观察实验产物
，

发现实验后
，

块状与粉末样品

中的组成大致相同
，

两者的矿物组成主要有
�
斜长

石
、

辉石
、

石榴子石及熔体
，

均没有观察到角闪石

�图��
。

实验后块状与粉末状样品中各组分的含量

见表 � �用记点法统计
，

每个薄片记点数不少于

�《�刃�
。

图� 实验产物的显微照片 �单偏光�

�。 ��
。
��

�
�为块状

，

���������为粉末
。
��斜长石

�

���
�

单斜辉石
�

�飞
�

石榴子石
，

��
�

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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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 实验后块状及粉末样品各组分统计含， ���

样品 、 单斜辉石 斜长石 石榴子石 熔体 不透明

组分 ��哪� ���� ���� ���� 矿物

块状 ��
�

� �� �
�

� ��
�

� �
�

�

粉末 ��
�

� �� �
�

� ��
�

� �

实验后块状与粉末状样品中各组分的比较如下

�图��
�

��� 斜长石
�
实验后块状样品的斜长石呈残

余晶体产出
，

表现为明显的熔蚀结构
，

其表面麻点

增多 �变脏� �图 � ����
。

而粉末样品的斜长石

相对光洁
、

明亮
，

自形或半自形
，

无明显熔蚀现象

�图� ����
。

��� 辉石
�
块状样品中辉石呈他形团块体

，

褐色
，

边缘不规则
，

并有次生细小晶粒分布 �图 �

�
。
� ����

。

粉末样中辉石多为短柱 �片�状的自

形小晶体
，

褐带浅黄色调 �图 � ����
。

��� 石榴子石
�
块状中石榴子石多产于辉石

与熔体之间
，

自形
，

粒度 �
�

��
一 �

�

�� �� �图 �

�
�� ����

。

粉末样中石榴子石产出于熔体内
，

自

形
，

粒度�
�

���� 左右 �图� ����
。

���熔体
�
二者中熔体均已连通

，

占较大视

域面积
。

不同的是块状中熔体乳白色带淡红色调
，

颜色均匀 �图� ��� ����
。

而粉末样中熔体为深

褐
、

褐红色
，

有深淡起伏
，

不太均匀
，

其中夹杂辉

石和少量石榴子石 �图� �������
。

次实验表明
，

至少在 �
�

����
，
���℃ ，

恒温 ��� �

条件下
，

块状样品熔融产生的熔体比粉末状样品产

生的熔体多
。

也许我们对熔融难易本身的理解需要更新
。

在

熔融的先后上说
，

粉末 比块状容易熔 �同条件下

粉末所需的熔融温度较块状的低�� 而在熔融的效

率上说
，

块状比粉末容易熔 �同一接近平衡的条

件下块状的熔体量比粉末的多�
。

如果此次结论成立
，

那么从自然界岩石部分熔

融产生岩浆的角度看
，

块状样品熔出多熔体将是对

以往多从粉末样熔融角度分析岩浆的产生作一重要

的补充及更新
。

诚然
，

以上的讨论只是依据本次实验结果进行

的
，

这是否具有普遍性还不得而知
。

更深人的成分

分析以及多个实验的系统对比分析
，

正在进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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