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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40年来陨石苷粪学坚历了3十发展精段：60~70年代，由根据瞬石的矿糟结构的分类方法发展为球粒陌石的化学一 

岩石学分妻击和铁陨石的化学群舟粪法：70～80牟代．提出了分异型腭石和未舟异型瞬石的概惫。球粒围石被认为是耒9#5围 

石，而其它腽-F(铁陨石、石铁陌石和无球粒暇石)大多被划凡 苛异型瞬石；s0～90皇代以来．陨石氧同位素蛆威威为了陌石戚园分 

粪的一小主要依据．使黼石分类学进^了一十新的成目分类廿段。作者对s0～鲫牟代以来新确立曲R群、K 4、群、CR群和CK群 

球粒般石 丑及撮据氧同位素划势出的厚始型无球粒陨石幕曩：A—I，无球粒服石、Winonahes无球粒围石和Braehinites无球柱啊 

石进行了舟绍。笔者对 石研究和陨石铮妻学的发晨在估算地璋整体成分．探讨地球戚固和早期演化历史方面的重要意义进行了 

说明．并建谊地球科学隶应对陌石学和陨石分类的发展现状挚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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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世纪 6O年代以来陨石学发展迅速。从 l969 

年以来所收集到的南极陨石已近 2万块．其中日本 

南极考察 队所收集的陨石在 l3 0OO块以上。在发现 

和收集大量南极陨石之后，沙漠又成为收集陨石的 

重要地区，在非洲和澳大利亚沙漠中收集到的陨石 

已超过 1 OOO块以上‘ 。与此同时 ，以登月为标志 

的行星探测初获成功，从月球岩石的收集和研究中 

获得了月球物质组成和演化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从 

大量南极无球粒陨石中区别出了月球陨石，对陨石 

的成周和来源有了新的认识。月岩样品的收集和研 

究还刺激了取样技术、防止地球污染技术和分析测 

试技术的发展 这些先进技术在陨石研究 中的应用 ， 

也促进了陨石研究的发展。 

1 陨石分类学的三次跨跃 

1．1 从矿物结构分类到化学群 

60年代以前，陨石学一直沿袭着以矿物结构为 

主的分类方法。根据陨石中含金属 Fe N-和硅酸盐 

矿物的比例，将陨石分为石陨石、铁陨石和石铁陨石 

三大类，再根据结构构造特征将石陨石分为球粒陨 

石和无球粒陨石。根据矿物组成并结合化学成分，将 

球粒陨石和无球粒陨石再细分为若干小类，而铁陨 

石则主要依据结构再作进一步的划分。这种分类方 

法前后 由 Prior和 Mason进行 了系统化 和统 一命 

名is]。6O～70年代，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Wasson 

和van Schmus等“ 分别建立了铁陨石化学群的分 

类方法和球粒陨石的化学一岩石学分类方法。后者 

主要根据化学参数 ”(Fe±t)／n(siO )、n(FeO)／ 

”(Fe± )、橄榄 石 的 F 值 《[一(FeO)／[n(FeO)+ 

月(MgO)]}、n(SiO。) (MgO)将球粒陨石划分为 

E、H、I 、I I 和c等化学群，再根据陨石中矿物成分 

和结构关系将每一个化学群分为 6个岩石类型。化 

学群符号右下角标 出的数字代表岩石类型，如 H。． 

I 等。铁陨石的化学群主要是依据陨石中Ni，Ga， 

Ge，lr的含量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关 系进行 分群 

的。依据这种方法铁陨石被分为 I、Ⅱ、Ⅲ、IV 4个大 

群 ，l5个化学群 。 

实际应用中发现，在 vRn Schmus等 划分的碳 

质球粒陨石各岩石类型之间，成分差别大，因此 c 

群又被分为若干化学群，如CV，CO，CM，CI等化学 

群，而很少使用标有岩石类型(如c ，c ，C。)的分类 

方法。对 E群的研究发现 E～ 和 E 在化学成分上 

有大的差别，因而将 E群分为 EH和EI，两个化学 

群n]。通过球粒陨石化学群和岩石类型的划分能基 

本判断其形成环境的氧化一还原环境(从 E—H—I 

一LL—c群，形成环境由低氧逸度到高氧逸度)和 

在陨石母体中的位置及其热历史(由 l型至 6型，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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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在母体中深度加大．热变质程度加深) 铁陨石不 

同化学群中挥发性元素Ge，Ga和中等挥发性元素 

Ni及难熔元素Ir在丰度上的差异和相关性反映了 

它们形成环境的化学分馏程度的不同。 

1．2 成因分类机制的引进 

Wasson口 首先 提出了分异 型富硅酸盐 陨石 的 

概念，认为这些陨石是行星中的岩石经熔融一结 晶 

形成的。将所有的无球粒陨石和石铁陨石，以及 

IA，IB和 ⅡE铁陨石中的硅酸盐岩包体都划归为 

此类陨石中。当时，Wasson指出顽火辉石无球粒陨 

石和中铁陨石分异成因的证据不够充分，但从岩石 

学和化学特征方面还应划归此类。 

Dodd一 沿用了分异陨石的概念 ，明确把除球粒 

陨石以外的所有陨石——铁陨石、石铁陨石和无球 

粒陨石都划归此类。并根据矿物学特点和微量元素 

分配等方面的相似性，确定了一些有成困联系的分 

异陨石的成岩组合，如 eucr[te成岩组合 (包括古铜 

钙长无球粒陨石 、钙长辉长无球 粒陨石 、奥长古铜无 

球粒陨石和中铁陨石．前三者被简称为HED)、IAB 

铁陨石一橄榄陨铁主群组台等。其余的分异型陨石 

则均被归入未组台的分异陨石中。 

Wasson口 根据铁陨石各化学群微量元素的分 

配特点，认为一部分铁陨石(IAB、ⅡAB、NA化学 

群)是岩浆成因的．另一部分铁陨石(IAB、ⅢcD化 

学群)是非岩浆成因的．它们分别被称为岩浆型铁陨 

石和非岩浆型铁陨石。 

根据氧同位素组成和年龄测定结果确定了一组 

无球粒陨石(简称 SNC)为来自火星的陨石 它们包 

括 了辉熔长无球粒陨石 、透辉橄无球粒 陨石和纯橄 

无球粒陨石一 。这组陨石原先被认为是特殊的HED 

陨石，后 来曾被 Dodd： 划归到 未组台的分异陨石 

中。此外，还通过与月岩样品氧同位素的比较确定了 

十多个南极无球粒陨石是来 自月球 的陨石 J。 

1．3 陨石氧同位素异常的发现与陨石的氧同位素 

成因系列 

氧是一个轻元素，它的 3个稳定 同位素( O． 

”O， O)在平衡过程和动力学过程中发生质量分 

馏。长期以来 ，认为太阳星云的氧同位素组成是均匀 

的，在行星和陨石形成、演化过程中只发生同位素的 

质量分馏。因此在 (17O) ( O)图上，太阳系所有 

的样品(不包括太阳)的 (”O)和 O)的值都应 

落在一个斜率为0 52的质量分馏线上：0(”O )= 

0．52d( O )，这个分馏线被称为地月分馏线(简 

称 TF线)。然而，对陨石氧同位素的分析发现．与地 

球和月球的氧同位素数值比较，CO、CV等碳质球 

粒陨石 中富钙铝包体的氧同位素极端富”0，在 

(”O) 8( O)图上位于TF线左下方．组成了一条 

斜率近似为 l的直线，这条线简称为CAI线一“ 。这 

～ 发现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很大，因此把它们称为陨 

石的氧同位素异常。此后，大量分析结果表明，几乎 

所有陨石的氧同位素数据都不在 TF线上。可见，所 

谓的“陨石氧同位素异常”只是相对于地球而言。 

为了解释上述现象，Clayton一” 提出了混台模 

式．认为太阳系以外极富“0物质的混入是引起陨 

石氧同位素异常的原因，此后，科学家们企图在陨石 

中寻找来 自太 阳系以外的极 富“o的颗 粒．以进一 

步证明混合模式的合理性。然而，研究发现，在陨石 

中发现的前太阳颗粒(根据其它同位素异常确定为 

太阳系以外成因的)都不富”0，有的甚至是富集 0 

而贫 0一”J。为此，有的学者又从太阳系内部寻找产 

生陨石氧同位素异常的原因，例如，Thiemens[t43指 

出，如果太阳星云中存在非平衡条件下某些气体的 

化学反应，可能会产生类似于 CAI线的氧同位素分 

馏现象。这种观点虽然有一些实验依据，但目前还没 

有被多数学者接受 ，尽管陨石氧同位素的成因问题 

目前还没有解决．但实际上大家已经公认了以下的 

事实：陨石和行星的来源——太阳星云的氧同位素 

组成是不均匀的．陨石和行星的形成、演化过程也不 
一 定都与地球相同。基于这一理念．近十多年来氧同 

位素组成已经成为陨石分类的重要参数，例如 R、 

K、CR、CK等新的球粒陨石化学群的划分都与其独 

立的氧同位素组成有关。Clayton等[103根据陨石氧 

同位素特征 ．划分出若干个成因系列．还将原先划归 

为分异陨石的一些无球粒陨石确定为原始型陨石 

总之．由于氧同位素参与了陨石分类．使陨石分 

类学进入了更高水平的成因分类阶段。 

2 近年来确定的新的球粒陨石化学群 

2．1 R群球粒陨石和 K小群球粒陨石 

R群和 K小群是 80～90年代以来才确定的新 

的非碳质球粒陨石化学群。R群目前有陨石 lO个， 

由该群唯一观察到降落的Rumuruti陨石(1934年 

陨落于肯尼亚)而命名。5个陨石以上才能确定为 

群 ，5个以下称为小群。K小群球粒陨石 目前只有 3 

个陨石，由1 890年降落于印度的 Kakangari陨石而 

命名．其它两个陨石均为发现陨石 。 

R群球粒陨石含金属 Fe—N1极少，在Rumuruti 

陨石中统计金属 Fe— i含量为 0．005 。硅酸盐矿 

物主要是富铁的橄榄石， 为 37 ～4O ，还有少 

量的低钙辉石。硫化物较丰富( 一11 )主要为磁 

黄铁矿和镍黄铁矿，表明形成环境具有高的氧逸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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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粒与基质的体积比为 0．2～1．1．体积比为1．1的 

是 R群中唯一不具有角砾结构的Carlisle I akes陨 

石。球粒的粒度较小 ，平均为 0．4 iilm。根据这些基 

本特征，R群属 于具有高氧逸度的非碳质球粒陨石。 

表明此群形成时的氧逸度介于普通球粒陨石和碳质 

球粒陨石之间 。 

K小群球粒陨石的金属 Fe Ni含量(仇为 6 
～ 1O )与 H群球粒陨石接近。硅酸盐矿物富镁， 

Kakangari陨石橄榄石的平均 F 一2．2 ，辉石的F 

一4．4 。基质中硅酸盐比球粒更加富镁[辉石的F 

一3．0 ]，表明其形成的氧逸度低于 H群而高于 E 

群。球粒(以及球粒碎片)与基质的体积比为 0．3～ 

0 4。球粒粒度平均为 0．25～0．50 miil，最大的可达 

S．3 mm： 

表 1列出了包括 R群陨石和 K小群陨石在内 

的所有非碳质球粒陨石各群的主要参数值。从表 1 

可以看出，从 EH到 R．氧逸度由低至高．前 4行参 

数基本上按顺序变化+后 4行参数变化比较复杂，说 

明除氧逸度外 ．还有其它因素造成了这些化学群的 

差异。 

表 1 非碳质球粒陨石的各种参数 ̈ 

Table 1 Par~vtleters of non—carbonace0us chondrites 

2．2 CR群和 CK群碳质球粒陨石 

CR群陨石是以 Renazzo(1824年陨落于意大 

利)而命名的，最初 Weisberg等 将 8个碳质球粒 

陨石确定为CR群陨石。后来，Weisberg等 将其扩 

大为CR族。CR族由5个组(群)的21个陨石组成 

CR族的成分和结构特点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陨石 

中有含水矿物存在．除基质(以及黑包体)有含水矿 

物外，球粒也遭受过含水矿物不同程度的交代，表明 

陨石形成时在太阳星云中有水化作用发生。全岩氧 

同位素在 (”O) d( O)图上可拟台成一条斜率约 

为 0．7的直线，位于地球分馏线之下和 CM 线之 

上 】。比较球粒和基质的氧同位素．发现基质明显比 

球粒富重氧同位素 这些特点决定它们属于碳质球 

粒陨石。另一方面此类陨石又都含有相当多的球粒 

( 为4O ～7O )和相当丰富的金属Fe—Nl和硫化 

物 ( 为 7 ～60 )：无水硅酸盐矿物 的 FeO含量 

低，橄榄石的 F 和辉石的F 的标准化值为 1 ～ 

4 ，这些特点又与顽火辉石球粒陨石类似。这些成 

分和结构特点表明，CR群陨石的无水矿物在类似 E 

群球粒陨石的还原条件下凝聚形成后，又在与碳质 

球粒陨石类似的低压、低温和氧化环境下遭受星云 

水化作用- 。 

CK群陨石 以 Karoonda命 名，所有 的 CK 陨石 

都受到了热变质作用，为 4～6型，一些陨石包含有 

冲击脉。所有的陨石都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变黑，可能 

是由硅酸盐中的极细粒分散状的硫化物和磁铁矿颗 

粒造 成的。难熔 的亲石元 素丰度 (为 CI群 丰度的 

1．21倍)类似于CO和CV群碳质球粒陨石；挥发性 

元素模式类似 CV群，但比 CV群低。氧同位素与 

CV和 CO群接近。因此认为 CK群 陨石是一个与 

CV和CO群接近的、新的碳质球粒陨石化学群-“j。 

2．3 特殊球粒 陨石——Kaidun陨石的发现 

Kaidun陨石于 1 980年 10月 3日落于也门。该 

陨石具有角砾状构造+它的主体是 CR陨石，其中包 

裹了顽火辉石球粒陨石(EI 、EH)的角砾，以及 CM、 

cI、R群球粒陨石的角砾。对于每一种角砾 ，其成分 

也有变化 “J。Kaidun陨石所具有的这种特殊组 

成，使陨石学家对于其类型的划分和成因解释都耀 

感 困惑，至今 没 有统 一 的意 见。Ivanovn 一认 为 

Kaidurl陨石可能是位于太 阳系非 常偏心的轨 道上 

的星体，这种星体像一个拖网通过整个太阳系的不 

同区，吸附和保存了在太阳系所遇到的各类物质。 

3 陨石氧同位素成因系列 

在 (”O)一 ( o)图上，陨石和行星样品的氧 

同位素与 TF线的关系大致有 3类 ①在 TF线上， 

完 全与 TF线重合 ，如月岩 ，说 明月球 源区(源区即 

太阳星云某处，以下同)的氧同位素与地球相同，月 

球也经历了与地球相似的氧同位索的质量分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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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行星形成后经历过熔融和同位素均一化的过程． 

以下同)；②不在TF线上．但在与TF平行的分馏线 

上，如火星陨石，说明火星源区的氧同位素与地球不 

同，但火星经历了与地球相似的氧同位素的质量分 

馏过程；③分馏线(或延长线)与TF相交．如所有的 

碳质球粒陨石，说明它们源区的氧同位素与地球不 

同，也没有经历过与地球相似的氧同位素的质量分 

馏过程。根据以上观点，可将陨石和行星划分为若干 

成困系列(主要依据 Clayton等一 ’” 的资料。笔者作 

了一些归纳)。 

(1)分异型陨石(以及行星)包括了以下成因系 

列 ：①地球一月球；②火星陨石；⑧HED无球粒陨石 
一 中铁陨石一橄榄陨铁主群一 ⅢAB铁陨石一普通 

辉石无球粒陨石 。 

(2)原始型陨石包括了所有的球粒陨石群，其中 

有两个群的球粒陨石与铁陨石可以组成成因系列： 

①H球粒陨石一 IE铁陨石；②I (或 I I )球粒陨石一 

I 铁陨石 。 

(3)原始型陨石还包括 以下主要 由无球粒陨石 

组成的成因系列 ：①顽火辉石无球粒陨石一顽火辉 

石球粒陨石；②橄辉无球粒陨石 ；⑧A—I 无球粒陨 

石；④Winonaites无球粒陨石一 lAB一ⅡcD铁陨石； 

⑤Brachinites无球粒陨石 

对上述在中文文献中出现不多的几个原始型无 

球粒陨石作简要说明。①A—I 无球粒陨石是acapul 

coite—lodranite无球粒陨石的简称，这两类无球粒陨 

石在化学成分上非常相似，都含较多的金属 Fe N ． 

硅酸盐矿物的n(FeO)／ (FeO)+n(MgO)]的比值 

介于E和H球粒陨石之间。lodranite陨石过去曾被 

译为橄榄古铜陨铁- (属于石铁陨石)。它们的主要 

区别是 acapulco[te陨石颗粒较细 lodranite陨石颗 

粒较粗口 -。②W[nonaites无球粒陨石的矿物组成 

与 lAB铁陨石中的硅酸盐包体接近，硅酸盐矿物的 

”(FeO)／Fn(FeO)+ (MgO)]的比值也在E和 H球 

粒陨石之间(1～10)，更靠近 E群 。③Braehinites 

无球粒陨石富含橄榄石(74 ～98 )，矿物组合近 

似于球粒陨石，具等粒结构，硅酸盐矿物的 n(FeO)／ 

[ (FeO)+ (MgO)]的比值较高，接近 I 群球粒陨 

石 Ⅻ 

根据 cI陨石的元素丰度和结构已确定 cI陨石 

是陨石母体没有经过分异的、最接近原始太阳星云 

成分的陨石。对于cI陨石的全岩氧同位素数据落在 

TF线的延长线上的原因，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解释。 

此外 ，顽火辉石球粒 陨石和顽 火辉石无球粒陨石的 

全岩氧同位素数据也落在 TF线上，而顽火辉石球 

粒陨石中球粒的氧同位素形成了斜率为 0．7的分馏 

线与 TF线相交。还根据顽火辉石球粒陨石和顽 火 

辉石无球粒陨石在微量元素方面的特点，认为它们 

是未发生分异的陨石 

4 陨石分类研究的地球科学意义 

陨石特别是球粒陨石已经被公认是太阳星云早 

期演化的产物．因而也是唯一与原始地球相近的地 

外物质。随着陨石分类的发展．估算地球整体成分所 

选用的陨石的成分数据不同，估算结果也在变化。50 

～ 70年代估算地球整体成分时使用过的陨石成分数 

据 主要是碳质球 粒陨石的、普通球粒陨石的，也有普 

通球粒陨石+碳质球粒陨石+铁陨石的-”．az3。80年 

代 Wasson 提出与地球成分最接近的陨石是H群 

球粒陨石和 lAB球粒陨石(是一种假定与 lAB铁陨 

石硅酸盐包体成分相同的球粒陨石)。90年代， 

Javoy[”一认为顽火辉石球粒陨石是唯一的氧同位素 

和氧化还原条件与地球接近的陨石，并提出了一个 

代表地球整体成分的顽火辉石球粒陨石模式。侯滑 

等t“ 认为原始地球由以下物质组成：顽火辉石球粒 

陨石 +顽火辉石无球粒 陨石+CR球 粒陨石 +铁 陨 

石．并对地球中这些物质的相对比例进行了估算。 

目前关于太阳星云的凝聚过程 ，以及行星的吸 

积形成过程都还存在多种不同观点。因此关注陨石 

分类学的发展，了解新陨石的特点对于我们最终认 

识地球的形成和初期演化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i] Takeo H C~talag oJ the Antarctic Metteorites[M]Tokyo~Na— 

tional Institute of Polar Research Sasaki Printing and Publish— 

ing Co． Ltd ·1 995 1·78·19g一 206 

[2： Kojima H．Kaiden H，Yada T Anmr~t&meg~rit~⋯ r _J： 

Amarcfic Meteorite Research— National lns~itute of Polor 

Research．Tokyo．20()。．13：i一 8 

l3] 王道搏 中国瞬石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 993．5O 

[4] 林杨挺．王道德 沙漠陨石 ]地质地球化学．1994．(3)：43 

48 

[5] Wasson J T a14eteorites Claasijic~tlon and Properttes[M-．N．Y： 

Spr[nger-Verlag．1 974．29 38 

[6 vaD Schmus W R．Wood J A．A chemical—petrolotric classi{ica— 

tion for the chondritlc meteorl 口：．Gee-him．Cosm~him．Ac- 

缸 l 96 ．3l：747 765 

：7] Keil K．EnsratI meteorites and their parent bodies[JZ MeZe- 

ond M ．1989 24：1；5— 208 

：8] Dodd R D．]4eleorite*：Apertrologic CfemicaI nthesis~Ms．Ca- 

mhrid8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 981．192— 235 

[9] Wasson J T Meteorttes：T6eir Record Early Solar一 “删 

HⅢ [M]New York{W H．Freeman and Company．1985 76 

224 

[10]Ctayton R N．Mayeda T K．Oxygen isotope studies acbondri-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1期 侯 渭等 ：陨石分类研 究进展厦其地 学意义 29 

Tes[jj Gecx'hi,mca Cr,~mockamca At -l996．69(11)：l 990 

2 01 7 

：ll：C]ayton R N．Gros smaD L．Mayeda I-K A component of 

primitive nuclear composition in carbonaceous meteorites[J] 

Sc~#71L'e．1973 182：485 一d88 

[12 Clayton R N．Ma veda T K．Correlated oxygen and magnesium 

isotopic anomalies in Allende inclusions(11：oxygen[13 GP 

phy ．Res．Left ．197 7．4 295 298 

E132 Choi B G．Huss G R．Wasserburg G J Preso]ar corundum and 

spinel in ordinary ehondrites：origins fro m AGB ~tars and 

supernova[J]Science．1998．282：1 284 1 289 

[1 ]Thlemens M H Mass-independent isotopic effects in ehondri— 

tes：the pole of chemical processesEA~ In：Hewins R H．Jones 

R H．Scott E R D Chondr~2es ，r the Protoplanetary Di~k[C3 

Cambridge：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6 107 118 

[15]KaHemeyn G W．Rubin A E．Wasson J T．The ecrupostionaI 

dassification of chondrites (V)：the Kar~ nda(CK)group of 

~arbona~t~ous chondrites[j GCA．1991t 5 5：881 892 

[16]Kallemeyn G W．Rubin A E．Wasson J T．The compos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chond rites(Ⅶ)：the R ehondrite group[J] 

GCA．1996，60 2 243 2 2 56 

[17：Weisberg M K．Prinz M．Clayton R N．et a1．The K(Kakangad> 

chondrite groupetEJ~GCA．1996．60(21)：4 253 4 263 

[182 WelshersM KtPrinzMlClayto~R N．et a1．The CR(Rena~o- 

type)carbonaceous chondrhe group and m implications[J ． 

GCA，1993 57：1 567 l 586 

[193 Weisberg M K，Prinz M．Clayton R N The CR ehondr[te clan 

[J]．P，m eedings the NIPR Sympmium册 Antarctic Mete 

~ites．1995．8：11 32 

[20]Clayton R N．Oxygen isotopes in meteorites[]]．d⋯ R ． 

Earth Pla “．Sf ．．1 993．21：119—1 49 

l KaRemeyn G W ．Rubin A E．Wassion J T．The composfional 

elassif~ation of chondrites‘Ⅵ)．theCR carbonaceous choadrite 

gmupEJ]．GCA．1993．58：2 873 2 888 

22：Zolensky M E．Ivanov A V-Yang V．et al The Kaidun mese 

orite：mineralogy of an unusual CM1 lithology[13 Meteorities 

&Planetary Sczentet1996 31：484 493 

[23：Sears D From the Edimrs}is Kaidun really the rosetta stone? 

：J：Meteorits'~s 81Planetary Science．1996．31：543 54,1 

[2d：Iran。v A V The Kaidun meteorite：space t rawl?[j]，Mete~it· 

& Planetary Se zence 199 7 32(supple )：A65一A66 

[2j]《英汉综台地质诃汇》编订小组 英汉综台地质词汇[Mj．北京： 

科学 出版社 1975 21 3 

[2B]Mitflefehldt D W．Linds~rom M M．Bogard D D et al Acapul 

co—and Lodran-like achondrites： petrology， geochemistry． 

ch ronology and origln~Jj．Ge~'himica et Cosmoch zmica Acta． 

1996，60 C5)：867 882 

[27：McCoy T J．Keil K．Clayton R N．et al A petrologic and iso· 

topic studY of Iodranites：evidence for early formation a par- 

dal melt residues from beterogeneous precursors[J：．Ge~-himi- 

(Ⅱet Cosm~'himica Am ．1997a．61(3)6∞ 637 

28：McCoy T J．Keil K．MU~DOW D W．et al Partial melting and 

meIt migration in the acapMeoite·]odranite parent body[J] 

Ge~'himtca et Cosmochtmica Acta．1997b．61(3)：639— 650 

：293 Zipfel J．PaimeH．Kennedy AK．et a1．ChemiM composition and 

origin。f the Acapuleo meteorite[J3 Ge~'himica et Co~ 'him a 

ca A“d．1995．59(171·3 607 3 627 

：30]Nehruet C E．Prinz M．Wemberg M K．et a1．Brachinites Ⅲ w 

primitive achondrite groupE]]．Mfi~oritics．1992．27：267 

：31]林伍德 A E(杨美娥t何永年t胥怀济．等译)地幔的成分与岩 

石学 M]北京 ：地震出版杜，I981 109 111 

：32]齄西{Murthy)V R(陈庆宣 ．孙 光 ，伍希 正，等选译)地棱 的成 

分 和地球早期化学史．早期的地球[M：．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87．45——55 

[33]Javoy M．The integral enstallte ehondrite model of the Earth 

[]]．GRL．1995，22(16)：2 219—2 222 

[34：侯楫 欧阳白远．谢鸿森．等．太阳星云凝聚过程的岩石学模型 

(Ⅲ)：粪地行星医星云凝聚作用和地球原始成分的估算[jj岩 

石学报 ．1996．12(3)：47l 477 

DEVELoPM ENT oF STUDIES oN M ETEoRITE TAXoLoGY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EARTH SCIENCE 

Hou W e E Xie Hongsen Zhou W enge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yang Guizhou China，550002) 

Abstract：In recent 40 years，meteorite taxology has undergone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In the 1 960— 

1 970s，chemical petrologic classification of chondrites and chemical classification of iron meteorite were es— 

tablished．In the 197O一 1980s，achondrites．stony irons and irons were considered to be from differentiat 

ed meteorite bodies．In the 1980——1 990s，the oxygen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meteorites were taken a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meteorite classification，so meteorite taxology entered a new original classifica 

tlon stage+In this paper—R chondrite．K chondrhe，CR chondrite and CK chondrite are reported to be new 

chemical groups distinguished in recent 2O years，and A I achondrite．W inonaite achondrite and Brachinite 

achondrite，to be primitive achondrites based on the oxygen isotopic compositions．Finally，significance of 

meteorite classification in earth science is discussed．calling earth scientist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 

ments on meteoritics and meteorite taxology． 

Key words：meteorite taxology；chemical petrologic of chondrite；oxygen isotopic of meteo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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