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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母是花岗岩常见的暗色矿物之一。黑云母

化学成分变化是寄主岩浆固结成岩时不同的物理

化学条件下所对应的结果，因此，黑云母化学成分

很好地记录了寄主岩浆的属性，对黑云母开展矿物

化学成分的研究可以有效地反演寄主岩岩浆演化

和成岩过程的物理化学条件，指示岩石的成因类

型、岩浆物质来源等信息（Wones and Eugster,1965）。
华南早古生代构造运动又称为武夷—云开造

山运动（张垚垚等，2023），赣西北地区麦斜岩体

位于武夷—云开造山带核部，同时也是华南早古生

代花岗岩的典型分布区域。前人对该岩体进行了系

统的年代学和岩石地球化学，以及 Sr—Nd—Hf 同
位素研究（农军年等，2012；王帅等，2018），但

仍然缺乏矿物学的研究工作。笔者等利用电子探针

对麦斜岩体中的黑云母进行系统的矿物化学研究，

并探讨其形成的物理化学条件，为岩体岩石成因研

究提供矿物学约束。

麦斜岩体岩石以灰白色中细粒等粒黑云母花

岗闪长岩为主，花岗结构，块状构造，岩体局部可

见大小不一的暗色包体，呈浑圆状，直径约 0.5~20
cm。农军年等（2012）通过高精度锆石 U-Pb 年代

学分析方法获得麦斜岩体形成时代为 437~434 Ma。
王帅等（2018）获得麦斜岩体锆石 U-Pb 年龄为

433.4~431.8 Ma，表明其为加里东期岩浆活动产物。

本次研究的样品选自麦斜岩体中新鲜代表性

黑云母花岗闪长岩样品。岩石主要造岩矿物为石英

（20%~25%）、钾长石（20%~25%）、斜长石

（35%~45%），以及暗色矿物黑云母（5%~7%）和

少量细颗粒状角闪石（<1%），副矿物主要为锆石、

磷灰石、榍石与铁钛氧化物等。其中斜长石主要呈

半自形—自形板状，可见环带结构、聚片双晶，部

分已经绢云母化，可见少量斜长石细颗粒被黑云母

矿物颗粒所包裹；钾长石呈半自形—他形板状，见

格子状双晶与卡式双晶，可见较大的钾长石包裹有

斜长石、黑云母矿物颗粒；石英主要呈他形充填于

其他矿物颗粒之间；黑云母呈板状、叶片状，多呈

半自形—自形，浅黄绿色—深黄褐色，多色性强，

显示岩浆黑云母特征。化学成分特征显示麦斜黑云

母花岗闪长岩中黑云母成分变化较小， Fe2+/
（Fe2++Mg）值比较均一（0.47~0.53），暗示几乎

没 有 遭 受 后 期 热 液 流 体 的 改 造 ， 同 时 XMg

（=Mg/(Mg+Fe)值介于 0.43~0.49之间，Mg/Fe 变化

于 0.75~0.95之间，明显区别于热液黑云母特征（XMg

﹥0.55; Mg/Fe﹥1.5），也显示岩浆黑云母特征（陶

继华等，2024）。研究发现，麦斜黑云母花岗闪长

岩中黑云母以镁质黑云母和铁质黑云母为主，MgO
含 量 介 于 8.81%~10.69% 之 间 ， FeOT 含 量

18.94%~21.27%，黑云母矿物化学成分特征指示麦

斜黑云母花岗闪岩属于 I型花岗岩并具有壳幔混合

特征，黑云母结晶温度 492~645℃，平均 595℃，

岩浆氧逸度 Log(ƒO2)为-15.8~-13.7（陶继华等，

2024）。综合地质特征和矿物化学特征，以及前人

岩石地球化学研究成果，认为幔源基性岩浆底侵作

用提供热能，导致下地壳以岩浆岩为主的源区物质

发生部分熔融，同时伴有少量幔源基性岩浆混入直

171



地质论评 2024年 70卷 增刊 1

接参与了岩浆作用，并形成麦斜黑云母花岗闪长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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