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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荐读

岩浆系统中萤石饱和度的实验研究：对于硅酸盐熔体
中氟与阳离子键合机制的启示

李晓彦，张 超，王连训，H. Behrens，F. Holtz

氟（F）是岩浆和热液系统中主要的挥发份元素之一，经常在岩浆晚期演化和流体成矿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

弄清氟的来源及其在完整的岩浆演化阶段中富集和亏损的机制 . 萤石（CaF2）是最为常见的富氟矿物之一，岩浆型萤石的饱和

结晶不仅能够指示熔体中氟的浓度，而且导致氟的突发性亏损 . 然而，萤石的饱和不仅受控于岩浆中氟的含量，还与钙、镁、铝

等其他阳离子密切相关，其内在的控制机制较为复杂，一直未被查明 . 本文综合了文献中报道的高温高压实验模拟富氟岩浆

体系萤石饱和结晶的物理化学条件，以及与萤石共存的硅酸盐熔体中氟和其他阳离子的含量，在热力学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

萤石饱和结晶时熔体中氟的含量与其他参数相关规律的数学表达式 . 此外，本文还报道了作者独立进行的高温高压实验研究

数据，并据此验证了由文献数据得到的规律的可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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