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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高压和不同氧逸度条件下斜方辉石电导率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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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O～4．0GPa和1073～1423K及不同的氧分压条件 

下，借助YJ一3000t紧装式六面顶高压设备和Sarltron一1260阻 

抗／增益一相位分析仪，就位测定了斜方辉石的电导率。氧逸 

度控制由 Ni+Ni0、Fe+Fe304、Fe+Fe0和 Mo+MoO2四种 

固态氧缓冲剂完成的。实验结果表明：① 在所选择的频率范 

围内(10I1～10。Hz)，复阻抗对频率有很强的依赖性}② 随 

着 温度 (T)升高，电导率 (d)增大，logo与1／T之 间符合 

Arrenhius关系；⑧ 在 Fe+Fe。O 氧缓冲条件下，随着压力升 

高，电导率降低，活化焓增大，并获得了斜方辉石中主要载流 

子的活化能和活化体积，分别为(1．715士0．035)eV和(O．O3 

士0．01)cm。／mol；④ 在给定压力和温度下，电导率随着氧逸 

度增加而增大，并在给定压力下，活化焓随着氧逸度增加而 

降低；⑤ 小极化子导电机制可为斜方辉石在高温高压下的 

导电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 

粤北盆地晚古生代流体系统及其成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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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粤北盆地晚古生代成矿流体系统为研究对象，基 

于详细的矿床地质、流体包裹体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等多方面 

系统研究，通过成矿元素分布趋势及盆地演化各阶段流体热 

力学和动力学的模拟与分析，揭示了盆地成矿流体系统的时 

空演化规律，探讨了其成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粤北盆地晚 

古生代成矿流体系统包括4种基本类型：① 海底火山喷流系 

统，发生在中、晚泥盆世早期盆地快速拉张一走滑阶段，作用 

范围在大宝山一带，形成大宝山式 Cu—Pb—Zn—Fe海底火山一 

喷流沉积矿床；② 压实流体系统，发生在中一晚泥盆世盆地 

稳定扩张、热沉降一压实阶段，作用范围几乎遍布整个盆地， 

形成渗入充填交代矿床，如红岩式黄铁矿矿床和凡口式 Pb— 

Zn—S矿床的黄铁矿层 ；③ 海底热水循环系统，发生在早石炭 

世末期一中石炭世盆地隆升及微型裂陷阶段，作用范围在凡 

口一带，形成 MVT矿床，如凡 口式 Pb—Zn—S矿床的主矿体； 

④ 重力流体系统 ，发生在中三叠世一侏罗纪盆地褶皱隆升 

消亡阶段，形成地下水热液矿床，如凡口式 Pb—Zn—S矿床的 

Pb—Zn一方解石细脉状矿体。盆地成矿流体系统的运移和聚集 

主要受其流体势的时空分布状态制约。同生断层不仅聚集流 

体系统向上运移，而且在其下部或不同岩性接触界面，成矿 

流体往往横穿断层向盆地边缘运动，甚至沿断层面 自上而下 

运移，可能是导致层控矿床主体沿盆地内缘同生断层带集中 

产出的根本原因之一。盆地内同生断层和成矿流体系统多期 

次活动导致叠加成矿，可能是形成超大型层控矿床的基本因 

素之一 。 

松辽盆地油田地下水化学场的形成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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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沉积盆地地下水化学性质的因素较多，如大气水下 

渗淡化作用、泥岩压实排水淡化作用／渗滤浓缩作用和粘土 

矿物脱水淡化作用等，它们对地下水化学性质的影响作用垂 

向上具有阶段性，平面上具有选择性。前者导致地下水化学 

性质的垂直分带性，结合松辽盆地实际情况，从浅到深可以 

划分出：① 大气水下渗淡化带；② 近地表蒸发浓缩带；⑧ 泥 

岩压实排水淡化带(C1)一压滤浓缩带(C2)；④ 粘土矿物脱 

水淡化带；⑤ 渗滤浓缩带等五个水化学剖面单元类型。后者 

则决定了松辽盆地地下水化学场的平面分区性 ：盆地边缘的 

大气水下渗淡化区，盆地中央的泥岩压实排水淡化区，越流 

区为过渡 区，越流一蒸发 区为浓缩区 在泥岩压实排水形成 

的离心流方向上，矿化度、Na 、CI一浓度和盐化系数升高， 

(C0；一+HCO~-)、so2,一浓度和变质系数、脱硫系数降低。在大 

气水下渗向心流方向上，矿化度、离子浓度和变质系数、脱硫 

系数和盐化系数一致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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