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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壳元素丰度的计算尚处在探索性研究阶段。 笔者根据岩石测量成果，采用岩层厚度和岩石出露面积加权

平均，计算安徽省域及 ３ 个地层区 ４０ 种元素或氧化物的表壳丰度值。 通过与陆壳丰度值和所在构造区域丰度值

对比，本次计算的丰度值波动范围小，富集元素与省内已发现矿种元素大部分一致，较好地反映了安徽省及 ３ 个地

层区表壳丰度特征，为安徽省地质找矿、环境监测、土地利用等建立了一份地球化学基础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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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表壳丰度的计算，除福建［１］、新疆［２］ 等省

外，相关研究发表较少。 黎彤［３］、 鄢明才、 迟清

华［４］、易见斌、单业华、解庆林［５］ 等对地壳丰度值统

计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以面积加权和地壳结

构模型为主。 省级地球化学元素背景值多数为区域

性岩石测量或水系沉积物测量成果数据，分别选择

平均值加 ２ 倍、２．５ 倍或 ３ 倍标准离差，采用循环剔

除离群值的方法计算。 受岩石类型及样品数量的影

响，计算结果差别很大，与剔除前的算术平均值或几

何平均值也有较大差距，说明计算结果未考虑到各

地质体的分布范围和厚度，受个别或部分离群值干

扰较大。 本次采用的层状地层组从各岩性段开始，
按厚度逐步加权平均；块状地质体（如岩浆岩）按出

露面积（或推测覆盖面积）加权统计，计算的表壳丰

度值通过对比，较好地反映了省域及三个地层区 ４０
种指标的背景特征。

１　 地质背景概况

１．１　 地层

安徽省地层分属华北、秦岭—大别和扬子地层

区，图幅面积分别为 ５９ ０１９．２９、２１ ７７６．９３、５９ ３６３．８０
ｋｍ２，分别占 ４２．１％、１５．５％、４２．４％。 北东向郯庐断

裂带（池太断裂）北西侧，以近东西向六安断裂为

界，分别为华北、秦岭—大别地层区；郯庐断裂带东

南部为扬子地层区。
华北地层区：青白口纪之前为变质岩系基底，主

要有五河岩群黑云角闪斜长片麻岩、角闪岩、大理

岩、浅粒岩、石英片岩，以及凤阳群石英片岩、石英

岩、千枚岩、大理岩等；青白口纪—三叠纪为碳酸盐

岩—碎屑岩建造，主要为灰岩、泥灰岩、白云质灰岩、
白云岩组合等；侏罗纪以后转为陆相盆地沉积，有碎

屑岩、火山岩，砾、砂、泥岩等。
扬子地层区：南华纪之前的变质岩系构成基底，

主要为董岭岩群斜长片麻岩、斜长角闪岩、浅粒岩、
石英片岩组合，溪口岩群千枚岩、千枚状粉砂岩、千
枚状板岩，历口群变质砾岩、砂岩、泥岩、板岩，变石

英砂岩、板岩等。 南华系江北周岗组、苏家湾组为浅

变质的含砾砂岩、砂质千枚岩建造，江南休宁组、南
沱组为砂岩、粉砂岩、泥岩建造。 南华系至三叠系主

要为灰岩、白云岩、砂岩、泥岩、页岩等；侏罗系中

统—三叠系上统为火山岩—火山碎屑岩组合；之后

多为砾岩、砂岩、泥岩组合。
秦岭—大别地层区：新太古界—泥盆系为变质

岩，主要有大别岩群斜长角闪岩、（斜长）片麻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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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岩、浅粒岩、榴辉岩、云英片岩，宿松岩群片麻岩、
角闪岩、石英片岩、白云石大理岩等（张八岭地区为

阚集岩群、肥东岩群），庐镇关岩群斜长角闪岩、变
粒岩、浅粒岩、石英片岩、千枚岩、大理岩（张八岭地

区为张八岭岩群大理岩化灰岩、千枚岩、石英片岩

等），佛子岭岩群（白云石）石英片岩、石英岩、变粒

岩、变泥岩、粉砂岩等。 石炭系为石英砂岩、粉砂岩、
碎屑岩，毛坦厂组为陆相安山岩、粗面质火山岩、火
山碎屑岩，白垩系上统转为砂砾岩、砂岩、粉砂岩、页
岩建造。
１．２　 岩石

１．２．１　 岩浆岩

安徽省岩浆活动频繁，主要发生于蚌埠期、晋宁

期、燕山和喜山期，出露面积达 １３ ０００ ｋｍ２，其中侵

入岩占一半以上。 各期火山岩、侵入岩不同程度发

育，侵入岩稍晚于同期火山岩，不同成因、不同岩类

均有发育，以中、酸性岩为主。
华北地层区淮北市北局部出露酸性流纹岩，淮

北市南侧—宿州市—泗县一带多为中性闪长玢岩；
蚌埠市—五河县主要为片麻状花岗岩等。 秦岭—大

别地层区大面积分布变质片麻状花岗岩，上侏罗

统—下白垩统主要为二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石英

闪长岩等。 扬子地层区中酸性花岗岩、花岗闪长岩

在青阳县、旌德县一带大面积出露，自来桥镇、马鞍

山、繁昌、宣州市、庐枞、郎溪等地主要为火山岩分布

区。
１．２．２　 变质岩

华北陆块主要分布除青白口系以外的所有前南

华系变质岩；秦岭—大别造山带还包括古生界北淮

阳地区的佛子岭岩群和石炭系梅山群变质岩；扬子

地块内为除轻微变质的南华系以外的青白口系—中

元古界变质岩［６］。

２　 表壳丰度计算方法

本次省域范围内元素丰度或平均值的计算对象

为狭义地壳［４］，只包含岩石圈的化学成分，不包括

水圈和大气圈。
２．１　 数据来源

测试岩石样主要为原安徽省区域地质调查队 １
∶ ２０ 万区域岩石测量采集的典型剖面和局部区域

性调查岩石，本次有针对性选择了 ３ ７８７ 件（实际测

试 ３ ７９３ 件［７］）样品测试数据，主要测试元素或氧化

物有 Ａｇ、Ａｓ、Ａｕ、Ｂ、Ｂａ、Ｂｅ、Ｂｉ、Ｃｄ、Ｃｏ、Ｃｒ、Ｃｕ、Ｆ、Ｈｇ、
Ｌａ、Ｌｉ、Ｍｎ、Ｍｏ、Ｎｂ、Ｎｉ、Ｐ、Ｐｂ、Ｒｂ、Ｓｂ、Ｓｎ、Ｓｒ、Ｔｈ、Ｔｉ、
Ｕ、Ｖ、Ｗ、Ｙ、 Ｚｎ、 Ｚｒ、Ａｌ２Ｏ３、 ＣａＯ、 Ｆｅ２Ｏ３、 Ｋ２Ｏ、ＭｇＯ、

Ｎａ２Ｏ、ＳｉＯ２ 共 ４０ 种。
２．２　 统计方法

以地层组（有岩性段含量值的，首先采用岩性

段统计地层组平均值）、岩体等为基本统计单元，按
３ 个地层区分别计算各元素或氧化物丰度值。

首先，存在不同岩性段含量值的地层组，按已有

的各时代标准剖面厚度［８］ 统计，采用各岩性段含量

×厚度加权平均的计算方法；不同地区相同地层组

再根据出露面积（按 １ ∶ ５０ 万安徽省地质图图中面

积）加权，得出某地层组平均值；其次，按各地层区

地层柱平均厚度（采用安徽省潜力评价三大岩类建

造图推断的厚度）加权，求得以系为单位的平均值；
同时，侵入岩及变质岩基底等无厚度资料的，按分布

面积（覆盖区按推测基底和钻孔资料统计）加权求

平均值；在上述两部分统计数据基础上，再按各统计

单元面积在地层区所占比例，计算出各地层区中元

素或氧化物的表壳丰度；最后，依据三个地层区面积

比（华北、秦岭—大别、扬子地层区面积比为 ４２．１ ∶
１５．５ ∶ ４２．４）加权地层区表壳丰度值，得出省域表壳

丰度。
２．３　 计算结果对比

将安徽省表壳丰度（表 １）与剔除 ２．５ 倍（或 ３
倍）标准离差后计算的平均值进行对比，４０ 种元素

或氧化物中，除 Ｎａ２Ｏ 略低（比值 ０．９９）外，其他元素

均较高；而将其与陆壳丰度值对比，只 Ａｓ、Ｂ、Ｂｉ、Ｓｂ、
Ａｇ、Ｒｂ、Ｕ、Ｐｂ 略高（比值大于 １．２７），其他均在 １．２３
～０．３５ 之间，在陆壳丰度值上下浮动幅度较小。

按剔除法统计的平均值大多明显低于表壳丰度

值或陆壳丰度值。 受不同地质体采集样品分布均匀

性的影响，部分元素变化巨大，如剔除 ２．５ 倍、３ 倍标

准离差后的 Ｂ 平均值分别为 ７． ７３ × １０－６、２３． ７５ ×
１０－６，ＣａＯ 平均值分别为 ０．３１％、９．１９％。

如果将两种剔除方法计算的平均值以及表壳丰

度值分别与陆壳丰度值比较，４０ 种元素或氧化物的

比值分别在 ０．０６～１．３８，０．２６～２．１５，０．３４～３．３３，而 ４０
种元素比值的平均值分别为 ０．６６４、０．８１６、１．０１６。 显

然，计算的表壳丰度值与陆壳丰度值更接近。

３　 省域及地层区元素丰度特征

将安徽省域及地层区岩石表壳丰度与陆壳丰

度［９］对比，华北、秦岭—大别、扬子地层区 ４０ 种元素

的比值平均值分别为 １．１１９、０．８７２、０．９７０，在全省平

均值（１．０１６）上下浮动的幅度不大。 按全省表壳丰

度与陆壳丰度比值由大到小的元素顺序排列，省域

及三个地层区元素丰度变化有以下特点（图 １）。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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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安徽省域及地层区表壳丰度

指标

安徽省域 安徽表壳 上地壳［４］ 出露地壳（含碳酸盐岩） ［４］

剔除
２．５ 倍

剔除
３ 倍

华北
地层区

秦岭—大别
地层区

扬子
地层区

安徽
省域

中国
东部

华北
地台

中国
东部

华北
地台

秦岭—大别
造山带

扬子地
台（东）

陆壳［９］

Ａｇ ６０．５８ ６３．３３ ９８．４４ ６１．２１ １００．０３ ９３．３４ ５６ ５７ ６０ ５３ ５７ ６３ ７０
Ａｓ １．１１ １．６５ ６．９５ １．７６ ５．８０ ５．６６ ２．８ ４．２ ４．３ ２．２ ５．０ ５．２ １．７
Ａｕ ０．９５ １．０６ １．０８ ２．０８ ０．９７ １．１９ ０．７７ ０．８０ ０．８１ ０．６４ １．１６ ０．９３ ２．５
Ｂ ７．７３ ２３．７５ ４１．３３ １７．６６ ２６．９２ ３１．５５ １６ １１ ２０ ２１ ２９ ４３ １１
Ｂａ ５３６ ６２８ ６６４ １０４７ ４５０ ６３３ ６４０ ５０５ ５７７ ５３８ ６２０ ５０３ ５４８
Ｂｅ １．８３ １．８７ ２．０２ ２．１０ １．７５ １．９２ １．９ ２．３ ２．１ １．５ １．６ １．８ ２．４
Ｂｉ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０９ ０．２２ ０．１７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１２ ０．１７ ０．２４ ０．０８
Ｃｄ ４４．１０ ４８．１４ ７８．０３ ４３．０１ ８２．８４ ７４．６４ ７５ ７５ ８５ ７７ １１０ ８８ １００
Ｃｏ ７．４５ ８．１２ １０．４４ ９．１７ ６．０５ ８．３８ １２ １０ ９．１ １２ １２ ８．７ ２４
Ｃｒ ３３．９４ ３６．３７ ２０１．８７ ３８．８９ ３０．９７ １０４．１５ ４４ ３５ ４２ ４７ ５２ ４７ １２６
Ｃｕ １２．６５ １５．１６ ３２．９８ １２．４９ １８．９４ ２３．８５ １７ １３ １５ １６ ２６ １９ ２５
Ｆ ３８０ ４０１ ４６６ ４１０ ４００ ４２９ ４８０ ３７０ ４７１ ４９８ ５３２ ５６６ ５２５
Ｈｇ １７．５４ ２０．８０ １８．７３ ２０．７２ １７．４６ １８．５０ ９ ９ １３ ８．９ ２７ ２０ ４０
Ｌａ ３０．４４ ３１．６５ ４０．２０ ４１．８８ ２９．６８ ３６．００ ３３ ２６ ３６ ３５ ３１ ３４ ３０
Ｌｉ １３．８４ １７．７６ １６．２６ １８．２２ ２２．５８ １９．２４ ２０ ２２ ２１ １７ ２３ ２９ １８
Ｍｎ ３９９ ４５５ ５１５ ５５９ ４７８ ５０６ ６００ ７００ ５６０ ６０８ ５８１ ４７１ ７１６
Ｍｏ ０．４１ ０．４８ １．１２ ０．７４ ０．８４ ０．９４ ０．６ ０．５ ０．６２ ０．４８ ０．６３ ０．７１ １．１
Ｎｂ １０．０１ １０．３１ １１．６１ １１．３９ １０．２３ １０．９９ １３ １１ １４ １３ １２ １３ １９
Ｎｉ １２．７９ １４．８０ ２５．３３ ２１．２４ １５．１３ ２０．３７ ２１ １６ ２２ ２４ ２４ ２２ ５６
Ｐ ４０４ ５６１ ５６７ １１１５ ７２４ ７１８．６４ ６００ ６１０ ５１４ ６１７ ５７０ ４２３ ７５７
Ｐｂ １４．７６ １５．２２ ２０．９４ １９．０８ １６．７２ １８．８６ １８ １６ １８ １６ １９ １８ １４．８
Ｒｂ ８０．３１ ８４．９１ ９１．５１ ８５．９３ １１８．５４ １０２．１１ ９５ ９２ １０１ ８４ ８４ ９８ ７８
Ｓｂ ０．１４ ０．１８ ０．６４ ０．１４ ０．４７ ０．４９ ０．２２ ０．２６ ０．３３ ０．２１ ０．４０ ０．５１ ０．３
Ｓｎ １．９５ ２．０５ ２．２９ １．９２ ２．１８ ２．１９ １．８ １．８ １．９ １．４ １．８ ２．３ ２．３
Ｓｒ ９５．０２ １８０ １３５．２５ ３２５．７５ １２１．３５ １５８．８８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３２ ２９０ ２６４ １８６ ３３３
Ｔｈ ８．５１ ８．８０ １１．４３ １０．９３ ９．３１ １０．４５ ９．５ ９．５ １０ ８．４ ９．３ １０ ８．５
Ｔｉ ３０１８ ３２００ ２９２１ ３７１９ ３５１８ ３２９８ ３０７０ ３２００ ２８８０ ３１３０ ３４２０ ３０５０ ４０１０
Ｕ １．８０ １．９０ ２．００ １．９９ ２．４７ ２．２０ １．８ ２．０ ２．２ １．５ １．８ ２．５ １．７
Ｖ ５６．６５ ５９．３５ ６６．７２ ５８．７４ ５２．６９ ５９．５３ ７０ ７３ ６３ ６２ ８１ ８２ ９８
Ｗ ０．５１ ０．７９ １．２０ ０．５３ １．２１ １．１０ ０．８ ０．５ ０．９１ ０．６８ ０．９８ １．３４ １
Ｙ １９．８１ ２０．３６ １９．２４ １９．４９ ２４．３０ ２１．４２ １８ １８ １９ １６ １６ ２０ ２４
Ｚｎ ５１．２７ ５２．８２ ５６．３３ ５１．６２ ４８．３９ ５２．２３ ６３ ６３ ６３ ５８ ６２ ６２ ６５
Ｚｒ １５６ １６１ １８９ ２０１ １９０ １９２ １７０ １６５ １７９ １７０ １５５ １７０ ２０３

Ａｌ２Ｏ３ １１．７４ １１．７５ １３．３５ １２．８１ １１．６８ １２．５６ １４．１５ １５．１２ １２．８４ １２．０５ １１．２７ １１．０９ １５．０３
ＣａＯ ０．３１ ９．１９ ５．７８ ２．３２ ４．４１ ４．６６ ４．８７ ３．９５ ６．１８ ８．８９ １２．２２ ９．５８ ５．３９
Ｆｅ２Ｏ３ ３．２４ ３．４３ ３．５５ ３．４１ ３．２６ ３．４１ ２．０７ １．６４ ２．１９ ２．４７ １．８３ ２．０３ ６．１７
Ｋ２Ｏ ２．６０ ２．６４ ２．９６ ３．１８ ２．２５ ２．６９ ２．９５ ２．７６ ３．０４ ２．６７ ２．２４ ２．５３ ２．５７
ＭｇＯ １．１９ １．３３ １．７０ １．８０ １．１８ １．５０ ２．３１ １．９１ ２．１５ ２．９９ ２．８４ ２．５４ ３．６６
Ｎａ２Ｏ １．８６ １．９１ ２．１９ ３．０８ １．０５ １．８４ ３．１４ ３．６５ ２．５６ ２．４５ ２．０３ １．２８ ３．１
ＳｉＯ２ ５８．９５ ５８．９５ ６３．７８ ６４．０６ ６３．５４ ６３．７２ ６３．２７ ６４．６９ ６１．７１ ５６．５０ ５２．５８ ５７．３１ ６１．７

　 　 注：Ａｕ、Ａｇ、Ｈｇ 含量单位为 １０－９，氧化物为％，其他为 １０－６

图 １　 安徽省及三地层区表壳丰度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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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期 赵华荣等：安徽省域及地层区表壳元素丰度特征

　 　 （１）安徽省区域内，统计表壳丰度值显示，Ａｓ、
Ｂ、Ｂｉ（比值＞２）强烈富集；Ｓｂ、Ａｇ、Ｒｂ、Ｕ、Ｐｂ（比值为

１．２５～２）较富集；Ｔｈ、Ｌａ、Ｂａ、Ｗ 呈弱富集（比值 １．１ ～
１．２５）；Ｌｉ、Ｋ２Ｏ、ＳｉＯ２、Ｃｕ、Ｓｎ、Ｐ、Ｚｒ 与陆壳丰度接近

（比值 ０．９～１．１）；Ｙ、ＣａＯ、Ｍｏ、Ａｌ２Ｏ３、Ｃｒ、Ｔｉ、Ｆ、Ｚｎ、Ｂｅ
显示弱贫化（比值 ０．８ ～ ０．９）；Ｃｄ、Ｍｎ、Ｖ、Ｎａ２Ｏ、Ｎｂ、
Ｆｅ２Ｏ３ 较贫化（比值 ０．５ ～ ０．８）；而 Ｓｒ、Ａｕ、Ｈｇ、ＭｇＯ、
Ｎｉ、Ｃｏ 呈强贫化特征（比值＜０．５）。

（２）华北地层区除 Ａｓ、Ｂ、Ｂｉ 强烈富集（比值＞
２）外，Ｓｂ 也明显富集；Ｃｒ、Ｐｂ、Ａｇ、Ｔｈ、Ｌａ、Ｃｕ 较富集

（比值 １．２５ ～ ２），Ｃｒ 较全省及其他地层区明显高；
Ｂａ、Ｗ、Ｕ、Ｒｂ、Ｋ２Ｏ 呈现弱富集（比值 １． １ ～ １． ２５）；
ＣａＯ、ＳｉＯ２、Ｍｏ、Ｓｎ、Ｚｒ、Ｌｉ 与陆壳丰度值接近；Ａｌ２Ｏ３、
Ｆ、Ｚｎ、Ｂｅ、Ｙ 为弱贫化（比值 ０． ８ ～ ０． ９）；Ｃｄ、Ｐ、Ｔｉ、
Ｍｎ、Ｎａ２Ｏ、Ｖ、Ｎｂ、Ｆｅ２Ｏ３ 较贫化（比值 ０．５～０．８）；Ｈｇ、
ＭｇＯ、Ｎｉ、Ｃｏ、Ａｕ、Ｓｒ 较陆壳丰度值明显偏低（比值＜
０．５），呈强贫化。

（３）扬子地层区 Ａｓ、Ｂｉ、Ｂ 强烈富集（与全省一

致）；Ｓｂ、Ｒｂ、Ｕ、Ａｇ、Ｌｉ 较富集；Ｗ、Ｐｂ 弱富集；Ｔｈ、
ＳｉＯ２、Ｙ、Ｌａ、Ｐ、Ｓｎ、Ｚｒ 达陆壳平均水平；Ｔｉ、Ｋ２Ｏ、Ｃｄ、
Ｂａ、ＣａＯ、Ａｌ２Ｏ３、Ｍｏ、Ｆ、Ｃｕ、Ｚｎ、Ｂｅ、Ｍｎ、Ｎｂ、Ｖ、Ｆｅ２Ｏ３

较贫化；Ｈｇ、Ａｕ、Ｓｒ、Ｎａ２Ｏ、ＭｇＯ、Ｎｉ、Ｃｏ、Ｃｒ 呈强贫化

（比值＜０．５）。
（４）秦岭—大别地层区强富集（比值＞２）元素特

征不明显；Ｂａ、Ｂ、Ｐ、Ｌａ、Ｐｂ、Ｔｈ 呈较富集；Ｋ２Ｏ、Ｕ、
Ｂｉ、Ｒｂ 弱富集；ＳｉＯ２、Ａｓ、Ｌｉ、Ｎａ２Ｏ、Ｚｒ、Ｓｒ、Ｔｉ 达陆壳平

均水平；Ｂｅ、Ａｇ、Ａｌ２Ｏ３、Ｓｎ、Ａｕ、Ｙ、Ｚｎ、Ｆ、Ｍｎ、Ｍｏ、Ｎｂ、
Ｖ、Ｆｅ２Ｏ３、Ｗ、Ｈｇ 显示弱贫化；Ｃｕ、ＭｇＯ、Ｓｂ、ＣａＯ、Ｃｄ、
Ｃｏ、Ｎｉ、Ｃｒ 比值＜０．５，呈强贫化。

（５）按全省表壳丰度值与陆壳丰度比值由大到

小顺序，华北、扬子地层区表壳丰度比值的变化趋势

与全省表壳总体一致，仅部分元素略有波动。 秦

岭—大别地层区的变化较大，其中 Ａｓ、Ｂ、Ｂｉ、Ｓｂ、Ａｇ
丰度明显较低，与区域内高温高压变质环境中低温

成矿元素含量低相吻合；另外，Ｗ、Ｃｕ、ＣａＯ 也较低，
但 Ｂａ、Ｐ、Ｎａ２Ｏ、Ｓｒ、Ａｕ 较其他两区明显高，富集特征

较明显。
总之，与陆壳丰度值对比，安徽省表壳中 Ａｓ、Ｂ、

Ｂｉ、Ｓｂ、Ａｇ、Ｒｂ、Ｕ、Ｐｂ、Ｔｈ、Ｌａ、Ｂａ、Ｗ、Ｌｉ、Ｋ２Ｏ、ＳｉＯ２ 等

含量较高，主要由华北地层区和扬子地层区这些元

素的高含量引起，也说明这两个地层区这些元素富

集趋势更明显；而 Ｂａ、Ｌａ、ＳｉＯ２ 在秦岭—大别、华北

地层区含量较高，Ｐ 主要在秦岭—大别地层区富集。

４　 地层区与区域对比特征

对比《中国东部地壳与岩石的化学组成》 ［４］ 里，

中国东部、华北地台、秦岭—大别造山带、扬子地台

上地壳和出露地壳（含碳酸盐岩）对应的元素丰度

值，有以下特点：
（１）安徽省表壳与中国东部上地壳和出露地壳

两个丰度值对比，安徽省表壳与出露地壳（含碳酸

盐岩）的丰度值计算方法类似，计算结果相近，比值

较低。 其中 Ｃｒ 丰度值明显高（比值 ２．４８）；Ｃｕ、Ｂ、
Ｆｅ２Ｏ３、Ａｇ、Ｍｏ、Ｓｂ、Ａｕ、Ｈｇ、Ｐ、Ａｓ、Ｗ 丰度值较高（比
值 １．５９～１．２１）；Ｓｎ、Ｔｉ、Ｙ、Ｂａ、Ｚｒ、Ｐｂ、Ｔｈ、ＳｉＯ２、Ｒｂ 丰

度略高（比值 １．１５ ～ １．０１）；Ｂｉ、Ｌａ、Ｕ 相同；Ａｌ２Ｏ３、Ｖ、
Ｎｉ、Ｃｏ、Ｌｉ、Ｂｅ、Ｆ、Ｍｎ、Ｋ２Ｏ、Ｃｄ、Ｚｎ、Ｎｂ、ＣａＯ、Ｎａ２Ｏ、
ＭｇＯ、Ｓｒ 等略低于中国东部（比值 ０．９８～０．６８）。

（２）对比华北地台，安徽省内元素丰度与整个

区域有较大差别，Ｃｒ、Ａｓ、Ｓｂ、Ｍｏ、Ｈｇ、Ｃｕ 丰度值是华

北地台的 ２ 倍以上（比值 ４．３０～２．０６），富集明显；Ｂ、
Ａｇ、Ｗ、Ａｕ、Ｓｎ、Ｆｅ２Ｏ３、Ｔｈ、Ｂｅ、Ｂｉ、Ｕ、Ｐｂ、Ｂａ、Ｙ 丰度值

较高（比值 １． ９８ ～ １． ２０）；Ｌａ、ＳｉＯ２、Ｚｒ、Ｋ２Ｏ、Ａｌ２Ｏ３、
Ｒｂ、Ｖ、Ｎｉ、Ｃｄ 丰度值略高（比值 １．１５ ～ １．０１）；Ｚｎ、Ｌｉ、
Ｆ、Ｔｉ、Ｐ、Ｎａ２Ｏ、Ｎｂ、Ｃｏ、Ｍｎ 丰度值略低（比值 ０．９７ ～
０．８５）；ＣａＯ、ＭｇＯ、Ｓｒ 丰度值较低（比值 ０．６５ ～ ０．４７）。
地层区灰岩、白云岩只在淮北市、淮南市等局部地区

出露，区域上出露并不普遍。
（３）对比省内和整个秦岭—大别造山带，安徽

省内 Ｐ、 Ｆｅ２Ｏ３、 Ａｕ、 Ｂａ、 Ｎａ２Ｏ、Ｋ２Ｏ、 Ｌａ、 Ｂｅ、 Ｚｒ、 Ｓｒ、
ＳｉＯ２、Ｙ 丰度值较高 （比值 １． ９５ ～ １． ２１）； Ｔｈ、Ｍｏ、
Ａｌ２Ｏ３、Ｕ、Ｔｉ、Ａｇ、Ｓｎ、Ｒｂ、Ｐｂ 略高于整个造山带（比
值 １．１８～１．００４）；Ｍｎ、Ｎｂ、Ｎｉ、Ｚｎ、Ｌｉ、Ｆ、Ｈｇ、Ｃｏ、Ｃｒ、Ｖ、
ＭｇＯ、Ｂ、Ｗ、Ｂｉ、Ｃｕ、Ｃｄ、Ａｓ、Ｓｂ 丰度值略低，其中 Ｃｒ
比值在 ０．９６～ ０．７５，其余比值在 ０．７３ ～ ０．３５；ＣａＯ 明

显较低（比值 ０．１９）。
（４）对比省内和中国东部的扬子地台，省内仅

Ｐ、Ｆｅ２Ｏ３、Ａｇ、Ｙ、Ｒｂ 丰度值较高（比值 １．７１ ～ １．２１）；
Ｍｏ、Ｔｉ、Ｚｒ、Ａｓ、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Ａｕ、Ｍｎ 略高于中国东部

的扬子地台（比值 １．１８ ～ １．０１）；Ｃｕ、Ｕ、Ｂｅ、Ｓｎ、Ｃｄ、
Ｔｈ、Ｐｂ、Ｓｂ、Ｂｉ、Ｗ、Ｂａ、Ｋ２Ｏ、Ｈｇ、Ｌａ、Ｎａ２Ｏ、Ｎｂ、Ｚｎ、Ｌｉ
略低（比值 ０．９９７～０．７８）；Ｆ、Ｃｏ、Ｎｉ、Ｃｒ、Ｓｒ、Ｖ、Ｂ、ＭｇＯ
较低（比值 ０．７１～０．４６）。

５　 结论

本次计算的安徽省表壳丰度与《中国东部地壳

与岩石的化学组成》计算的出露地壳（含碳酸盐岩）
丰度比较，总体相差不大，但个别元素富集或贫化特

征较明显，Ａｕ［１０－１１］、Ｃｕ［１２－１５］、Ｍｏ［１６］ 等 １１ 个丰度较

高的元素中，大多数（除 Ｈｇ 不明显外）为省内已发

现的成矿元素。 三个地层区与所在Ⅰ级区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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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类似特征，部分元素在省内较高，且为区内主要

成矿元素。 华北地台、秦岭—大别造山带、扬子地台

总体高含量元素数量逐步增加，而本省三区与之相

比，富集或较高含量元素的个数，自北向南呈现明显

的由多到少的特点，与省域内三地区高含量元素分

布特征一致。 省内 Ｃｒ 高含量主要由华北地台 Ｃｒ 高
含量引起，受区域基性岩、超基性岩控制，在部分铜

镍矿床中具较高含量。
综上所述，本次计算的表壳丰度值，较好地反映

了省域及三个地层区 ４０ 种元素背景含量特征，为省

内地质找矿、环境监测、土地利用等建立了一份地球

化学基础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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