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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矿辉长岩液态不混溶作用实验研究 

桑祖南(1,2);夏斌(1);周永胜(3);金振民(2) 

(1)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州 510640 ,中国;(2)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430074 ,中国;(3)中国地震局地

质研究所, 中国地震局构造物理开放研究实验室 ,北京 100029 ,中国 

摘要： 

利用高温高压多功能三轴实验装置对四川省攀枝花辉长岩进行了部分熔融实验研究, 实验的围压为450~500MPa, 
温度区间为900~1200℃. 实验产物的透射电镜研究表明, 辉长岩部分熔融的初始熔体主要分布在不同矿物的颗粒边

界和三联点, 熔体存在明显的不混溶的现象, 两相熔体的成分亦具有明显差异, 基质相富Si, Al, K,贫Mg, Fe, Ca, 
Na, Ti, 而球体相则恰好相反. 辉长岩的部分熔融产生的熔体各相的自由能值计算表明, 本区辉长岩岩浆不混溶是有

其热力学内在原因的, 不混溶作用符合熔体体系向自由能降低方向发展的要求. 野外观察亦证明攀枝花钒钛磁铁矿

的含矿岩浆发生过岩浆不混溶作用.为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成矿机制提供了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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