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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物探资料表明，中国东部大别苏鲁造山带地下存在低速高导异常现象。前人也开展了一系列

高温高压岩石矿物波速和电导率测量实验，试图找到低速高导异常的成因。主要的成因模型主要有部

分熔融模型、高电导矿物模型、推覆-滑脱构造模型、含盐流体模型、含水矿物模型和名义无水矿物模

型等。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在已有实验数据的基础上，使用波速与温度、压

力以及密度的关系（Kern et al., 1999），岩石矿物电导率与温度的关系，Hashin-Shtrikman 边界

模型（Hashin and Shtrikman, 1963），并结合大别苏鲁造山带温度随深度变化关系（He et al., 

2009; Wang, 2010），分别建立了岩石波速、电导率随深度变化的模型，通过与物探资料对比，进一

步探讨了大别苏鲁低速高导异常的成因。 

  通过研究发现：大别造山带地下的低速异常主要存在于 10~25 km 的深度范围内，而高导异常主要

集中在 15~30 km 的深度范围内。大别造山带整体上热流值不高，对于这些低热流值的区域，低速高导

异常可能与推覆-滑脱构造中的韧性剪切带有关；而对于局部一些高热流集中地区，其低速高导异常可

能对应着矿物熔融或含水矿物脱水熔融。苏鲁造山带上地壳 3~15 km 和下地壳 26~35 km 都有低速层的

存在，高导层主要存在于下地壳以及壳幔过渡带 20~33 km 处。由于苏鲁造山带地下热流普遍较高，我

们认为下地壳的低速高导层可能为矿物脱水或含水矿物脱水熔融所致，榴辉岩、麻粒岩和片麻岩中名

义无水矿物所含的结构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下地壳整体的电导率，而榴辉岩、麻粒岩和片麻岩中

角闪岩相的退变质作用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下地壳整体的波速。苏鲁造山带的中上地壳内没有

观测到高导层，该处低速层的成因推测为经过高压变质的花岗质片麻岩或云英闪长岩发生了脱水作用

继而发生了部分熔融。此外，苏鲁造山带超高压岩片折返时的韧性剪切带也可能是造成中上地壳内存

在低速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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