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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大陆与大洋溢流玄武岩在地球化学上表现为从岛弧至板内构造环境。在同位素体系上表现为复杂的端元组分

混合，不是亏损软流圈上地幔与岩石圈的相互作用（=;>?@AB;模式）完全能解释的。以往揭示的地幔“端元”（.C)、.C%、

DECF等）实际上只与溢流玄武岩才有密切的联系，而与一般的GEH没有关系。如果溢流玄武岩与地幔柱相联系，在同位素

体系上必须要有大量原始&略亏损下地幔岩浆组分加入（CB@80;模式）的证据。然而全球极大部分溢流玄武岩省并不能提供

这一方面的证据，而东区峨眉山玄武岩恰恰提供了这一方面的重要证据。

（)）溢流玄武岩中许多拉斑质岩石相似于岛弧玄武岩，具有I3&J0负异常，同位素体系上表现出亏损上地幔与俯冲沉积

物的混合，具有强的I>&’@同位素二元混合特征；如#B27/310［"I>（!）变化在KL#M)L9L］，N0@0;0［"I>（!）变化在KO9,#
M+9P］，!0@BB［"I>（!）变化在KP#M))］、’13?@10［"I>（!）变化在K,#M)-］和西区峨眉山玄武岩［"I>（!）变化在K<9P#
M,9P］。大陆溢流玄武岩常产于大陆边缘环境，并有时代上相近的早期CGQH&E=H火山作用相伴随，如峨眉山溢流玄武岩的

周边存在早二叠的CGQH&E=H火山岩。

（%）与地幔柱头加热引起的岩石圈减压熔融有关的岩浆作用，其同位素体系虽具有壳幔混合特征，但不具有明显的二元

混合关系，同时常具有多端元混合和明显的下地壳组分加入，存在I>&’@同位素相关落在下地壳范围的数据；具有低

%-<N3／%-,N3（!)L）、低PL’@／P<’@（!-9L-,*）的麻粒岩相下地壳特征的玄武岩；"I>（!）值与岩石的 C8$呈反相关。如R?::0;、

IB@S6=S20;S1:、#B27/310、’13?@10、N0@0;0、!?T??;0T和峨眉山玄武岩省等。

（O）地球物理资料表明上、下地幔之间存在刚性层，由存留的榴辉岩相俯冲板片和来原始下地幔的分异产物构成。.C)、

.C%与DECF的同位素信息与过渡带有着密切的联系。规模最大的G;SB;8U0V0、C0;161W1与!?@87?2?;等大洋溢流玄武岩省

和东区峨眉山玄武岩省具有这一方面的典型特征。过渡带成分的加入对由CGQH&GEH产生的RFN=X异常分区（太平洋省

与印度洋&特提斯省）将产生扰动，如G;SB;8U0V0&C0;161W分布的中西太平洋地区。

（,）由于俯冲蚀变洋壳对’@同位素体系扰动很大，而N3同位素的原始地幔值不很明确，因此I>同位素体系具有重要指

示意义。极大部分的溢流玄武岩省的地幔端元均表现为"I>（!）近于KP的强亏损地幔，因此应是来自上地幔软流圈的岩浆。

以原始&略亏损地幔为端元的溢流玄武岩省只有N0@0;0、!?T??;0T和东区峨眉山玄武岩。特别是东区峨眉山玄武岩省在)-%Y
.至)-LY.约%-Z)-,W/%范围内，从苦橄岩、高镁玄武岩到钒钛层状岩体，从拉斑至安山质的低钛与高钛玄武岩系列（C8$

变化在P%#O%）的大量数据表明具有十分稳定的原始&略亏损地幔"I>（!）值（-#KO），N3同位素组成吻合于IDQX。苦橄岩

与高镁玄武岩则具有平坦的Q..和D[’.蜘网图。因此东区峨眉山玄武岩岩浆具有大量原始&略亏损下地幔组分的加入，为

地幔柱的存在提供了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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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T?@/0;S2?0;>S6?S@0;A1S1B;025B;?3?ST??;S6?7̂ ?̂@/0;S2?0;>S6?2BT?@/0;S2?9J6?1ABSB̂1:A18;0S7@?A@?20S?>SBS6?̂@1/1S1V?
B@A2186S2]&>?̂2?S?>2BT?@/0;S2?0;>.C)&DECF:B/̂B;?;SA\@B/S6?S@0;A1S1B;0282B302\2BB>30A02SA0@?1/̂B@S0;S?V1>?;:?\B@1&
>?;S1\]1;8/0;S2?̂27/?A9J6?1ABSB̂1:A]AS?/0S1:A\@B/S6?./?1A60;\2BB>30A02SA1;>1:0S?S60SS6?@??_1ASA/08/0S1A/B\/0;S2?
2̂7/?9
9.-:’86$ \2BB>30A02SA /0;S2?̂27/? /72S1&1ABSB̂1:A]AS?/0S1:A

%--*年+月

%<卷增刊：+%
地 球 学 报

=#J=‘.G’#E.IJE#=’EIE#=
’?̂S9%--*
%<（’7̂9）：+%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