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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幔热流和!"#相关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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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幔的热液主要通过海底的喷气孔喷入到海洋中。2$世纪4$年代科学家发现这些热液中含有高的356／#56比值，

约为大气的356／#56比值（!(）的7倍，和洋中脊玄武岩（89:;+）的356／#56比值类似。而且，其热流量与原始热液中的356
含量成线性正比关系。例如，<6-=)-+（!"47）等曾观测到加拉帕戈斯裂谷海低热气喷气孔中356的浓度与温度之间明显的相关

性，求得356／>6(?@!0A4B!$C!4’D*／<。另外从2!EF东太平洋山脊喷气孔的3A$G热水中的356含量为饱和水中的22$$
倍，但求得的356／>6(?比值同加拉帕戈斯裂谷的值相近似。这表明356／>6(?比值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的温度范围内大致保持恒

定。热量和356的相关性表明，喷出的氦和流出的热量可能属于同一来源。

依据现在的观点，认为356是原始的，即地球生成时就存在于地球内部。地球内部的热能是在地球生成后期或生成后产

生的，归因于放射性核素237H，23AH，232I>和#$J衰变。但是从放射性衰变看不出356与热流的直接关联。

此外，在大洋的玄武岩和喷出的火山岩等来自地幔的岩石中，除了含有较稳定的高356／#56比值（约7:(）外，地幔原始

水中氘有低"K值，约为&7$，即水的K／5比值较标准的大洋水（L89M）的K／5比值低约7$N。目前将这低的"K值看作地

球生成时地幔中的原始水成分。

根据上述事实，笔者认为地球内部可能存在核聚变，即K（O，P）I（#）356或Q（O，$）356反应。通过核聚变可以使热液能量

与356成正比关系，高的356／#56比值，以及低的"K值三者相互统一起来。通过对地球内部核聚变可能性进行初步探索，计

算了由"#$反应产生的热量，结果总热流量为307B!$48M。这一数据支持<6-=)-+等和L1*(?6/等估算的从地幔流入海洋热

流量分别为R0AB!$R8M和#02B!$R8M，也表明笔者的数据是合理的。另外，对假设Q（O，$）356的反应率作了计算，其值

为A07B!$&!"／K·+61。

是什么核反应机制促使地球内部可能发生这种核聚变？笔者认为，地幔中的核聚变是在某种条件下促使氢分子中的两

原子间发生，很可能主要是"#$反应，目前正在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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