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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岩石圈
�

火山
、

岩桨作用与深部动力学过程
·

东北地区断裂带内部岩石圈地慢 ���及 ��
一

��同位素研究

—以舒兰和尚志橄榄岩包体为例

于宋月
，

宋谢炎
中国科学院 地球化学研究所 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贵阳 ������

为研究断裂带内部岩石圈的成分及演化过程
，

本次研究选取了东北地区依兰
一

舒兰断裂带上的舒

兰和 尚志两个地区新生代玄武岩中的尖晶石相橄

榄岩包体
，

通过系统的主微量
、
���及 ��

一

��同位

素研究发现
，

虽然两地仅相距约 ��� ���
，

但橄榄岩

结构及地球化学成分表现出明显差异
，

其中舒兰包

体具有糜棱结构
，

矿物直径多小于 ���
�

，

偶见斜

方辉石残斑
，

暗示该区地慢经历 了强烈的剪切变

形
。

而尚志则表现为常见的原生粗粒结构
。

两地区

主微量成分较为相似
，

都表现出相对饱满的成分

���� 大于 �
�

���
，

以及 ����亏损的特征
，

说明

熔融程度较低
，

后期交代作用不明显
。

尚志包体表

现出平坦的 ���分布特征
，

全岩 ��
���与 �及 �叭

�

比值的相关性表明本地区地慢的部分熔融是 ���

和硫化物含量变化的主要控制因素
。

��瓜 比值相对

均一
，

说明 �� 含量没有受到可能的后期交代或蚀

变等因素影响
。 ’“�����“���与 ’“����，”���缺乏相关

性
，

说明 �� 可能受到后期干扰因素的影响
，

而
‘ “
���’ ���� 与全岩 ��

���含量表现出良好的正相关

性
，

说明 �� 同位素主要受部分熔融控制
，

并有效

记录了岩石圈形成的年龄
。

其中最贫瘩的样品 ��
一

�

������为 �
�

����的�� 亏损年龄 �践��为 �
�

����
，

说明本地区岩石圈地慢形成于早元古代
，

这和吉林

的双辽和蛟河地区地慢相类似 �孔 �� ��
� ，

�����
。

舒

兰地区包体的 ��� 含量变化较大
，

其中 �
，
��和

�� 显著亏损
，
�叭

� 比值多小于原始地慢值 �������

����
� ，
�����

，

全岩 �����与 �胡
� 比值无相关性

，

这

些特征说明舒兰包体的 ��� 及 ��
一

�� 同位素不受

部分熔融的控制
，

很可能受到了后期熔体交代或蚀

变等因素的干扰
，

其全岩及矿物的主量成分多与

��� 含量成正相关
，

及 ����多表现为亏损的特征

说明本区地慢基本未受熔体交代作用影响
，

考虑到

本区采集的包体多遭受显著的风化作用
，

笔者认为

舒兰地慢的 ��� 及 ��
一

�� 同位素体系的变化主要

受表生作用影响
，

风化及氧化作用使橄榄岩内部的

硫化物分解
，
��

，
��及大部分 ����丢失

。

由于表

生 作用 发 生 时 间 很 晚
，

因此 可 以推测 不 会对
‘“��扩���� 比值产生重要影响 ��

一

��仍可能记录了

地慢形成的年龄�������� ���������， �����
。

但是本

区地慢包体
‘“�����

“���与全岩 ����含量无明显相

关性
，

大部分样品表现出较高的 ’������ “��� 比值

��
�

���一�
�

����
，

暗示本区地慢可能为新增生的软

流圈地慢
，

仅有的两个低
’“�����

“���比值的样品同

样记录了早元古代的 �� 亏损年龄
，

说明本区地慢

除了新增生地慢外
，

还有元古代地慢的残留
。

结合此前的研究
，

笔者认为东北地区地慢以元

古代年龄为主
，

只在深大断裂带内部有新生软流圈

地慢存在的证据
。

熔体和岩石圈反应过程能够对橄

榄岩的 ��
一

�� 同位素体系产生显著影响 �如永安地

区�
，

但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仍需更多证据
。

东北乃

至中国东部元古代地慢的广泛存在
，

是代表了新生

地慢与古老地慢混合还是其真实的形成年龄
，

或者

是新增生软流圈地慢中的古老难熔组分尚存在争

议 ����� ��
� ，
�����张宏福

，
�����

，

考虑到元古代

地慢的普遍性
，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其代表了真实的

形成年龄
，

说明东北地区乃至中国东部地慢浅部

�尖晶石相 �多以残存的元古代地慢为主
。

而在软

流圈上涌较为强烈的深大断裂带
，

其浅部的岩石圈

地慢则以新增生的软流圈地慢为主 �如舒兰地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