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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东地区侵入岩磁化率的矿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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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化率是表征岩石受磁化难易程度的物理

量，其相关研究在 20 世纪上半叶就已开始（张

世红等，2005），最初主要用于研究沉积岩与沉

积物。一般认为岩石磁化率大小与矿物的类型、

含量、颗粒大小与结构，以及温度压力有关。其

中矿物磁性大小对岩石磁化率影响很大（郎元强

等，2011；刘天佑，2007）。藏东地区在区域构造

上处于特提斯一喜马拉雅构造域的东南部，属南

北向“三江”构造岩浆带的中北段，是重要的成矿

区域。 

藏东地区侵入岩磁化率的变化范围很广，弱

磁性和中磁性为主，含少量强磁性。弱磁性岩石

磁化率在 17~86×10-5SI 之间变化，主要为花岗岩、

花岗斑岩等，其主要由石英、长石等弱磁性和逆

磁性矿物组成。中磁性岩石磁化率在 906×10-5～

1365×10-5 SI 之间，岩石类型主要有二长花岗岩、

花岗闪长岩、闪长岩等，其矿物成分以石英、长

石为主，黑云母、角闪石含量较弱磁性岩石高。

强磁性物质为纯橄岩，磁化率达 4000×10-5 SI 以

上，其矿物成分几乎由橄榄石组成，含少量磁铁

矿。 

 选取室内进行了详细矿物分析的二长花岗

（斑）岩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探寻二长花岗（斑）

岩的磁化率矿物来源。选取了二长花岗斑岩中的

石英、长石、黑云母、角闪石、黄铁矿、黄铜矿

等矿物进行分析，角闪石、黑云母矿物磁化率接

近，将黑云母、角闪石含量之和作为一个自变量，

至于黄铁矿和黄铜矿的选择，是由于在室内研究

的二长花岗（斑）岩中，均发现了少量的黄铁矿

和黄铜矿，因此一并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拟合函数形式为： 

κ 岩石=a1V 角闪石、黑云母κ 角闪石、黑云母+a2C 长石κ 长石+ 

a3V 石英κ 石英+a4V 黄铁矿κ 黄铁矿+a5V 黄铜矿κ 黄铜矿+C     

（1） 

式中，κ 岩石代表岩石磁化率，κ 代表各矿物磁化

率值，黑云母与角闪石 κ=50（磁化率单位为 10-5 

SI，下同），长石 κ=0.5，石英 κ=-1.3，黄铁矿 κ=5.4，

黄铜矿 κ=3，V 为各矿物在岩石中的体积含量（已

测量），C 为常数，ai 为相应系数（待定量）。根

据（1）建立 ai（1，2，…5）的方程，采用最小

二乘法，最后求得各项系数 ai，并代回（1）式得： 

κ 岩石= 1.23×102 V 角闪石、黑云母κ 角闪石、黑云母+ 

    8.14×104 C 长石κ 长石–4.68×102 V 石英κ 石英+ 

     2.72×102 V 黄铁矿κ 黄铁矿+ 2.99×102V 黄铜矿κ 黄铜矿

–9.0×103                           （2） 

由统计学知识可知：需要对（2）式进行显

著性检验。采用 F 检验，用 SPSS 计算的

Fo=20.663〉F（5，9）=3.48，因此，回归方程总

体上是显著的。然后对回归系数进行 t 分布显著

性检验，结果表明只有角闪石、黑云母通过显著

性检验，说明角闪石、黑云母与岩石磁化率线性

关系显著，其他矿物与岩石磁化率线性关系不显

著。图 1 为岩石磁化率拟合值与实测值的对比图，

可以看出拟合效果良好。 

 
       图 1 实测磁化率与拟合磁化率对比 

为了得出各矿物含量对岩石磁化率贡献的

大小，对系数进行标准化，系数越大，贡献越大。

标准化后的各矿物系数大小为角闪石黑云母

（0.933），长石（0.303）、石英（-0.327），黄

铁矿（0.104），黄铜矿（0.067），由此可知，

角闪石黑云母含量对岩石磁化率影响最大。 

为进一步验证黑云母角闪石含量对岩石磁

化率的影响。单独对黑云母角闪石含量与岩石磁

化率进行回归分析（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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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角闪石黑云母含量与岩石磁化率关系  

角闪石、黑云母含量与岩石磁化率的回归决 

定系数达 0.869，说明二长花岗（斑）岩磁化率

主要受强顺磁性矿物角闪石、黑云母控制。岩石

中黑云母、角闪石含量最高不超过 10%，显著低

于石英和长石的含量，但其含量的微小变化，能

显著的改变岩石的磁化率，是控制岩石磁化率的

主要因素。 

此外，苦橄岩中含有极少量磁铁矿，但其磁

化率却显著高于不含磁铁矿的侵入岩，说明苦橄

岩磁化率主要受磁铁矿含量控制。 

综上认为，藏东地区侵入岩磁化率主要受控

于岩石中的强顺磁性或铁磁性矿物（如磁铁矿、

黑云母、角闪石）含量，而诸如石英、长石等弱

磁性矿物尽管含量高，对磁化率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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