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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矿物岩石地球化学
·

华北北部二辉麻粒岩的部分熔融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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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克拉通北缘广泛分布着形成于中生代
，

与 样品为采 自河北张家 口地 区的灰黑色基性二

典型埃达克岩地球化学特征相似的中酸性岩浆岩
。

辉麻粒岩
，
矿物组成为

�

斜长石���
�

���
、

单斜辉石

但由于其产于板 内构造环境以及某些元素异于典 ���
�

���
、

斜方辉石 ���
�

���
、

角闪石 ��
�

���
、

石

型埃达克岩的地球化学特征�表 ��
，

导致了对其命 榴子石��
�

���
，

其他��
�

���
。

在 � 型石墨管两端

名的争议
，

本人更倾向于将其定名为埃达克质岩
。

分别放人烘干的块状和粉末样品
，

用石墨片盖好放

华北北部这些产于板内构造环境的埃达克质 人贵金属囊中焊封好
。

岩存在 �种主要的成因观点
�

���拆沉的下地壳部分 实验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地球深部

熔融形成的熔体与地慢岩交代形成 的 ����基性岩 物质与流体作用地球化学实验室 的 ����� ��� �和

浆通过极端分离结晶作用形成的 ����增厚地壳的 ��
一

� ��� � 压 机 上 进 行
。

实验 温 度 为 ���℃ �

下地壳岩石部分熔融形成的 ����正常厚度地壳的 ����℃
，

压力 �
�

� ���
，

恒温时间为 ��� 小时
。

实

下地壳岩石部分熔融形成的
。

本文 以华北北部代 验产物的主量元素分析是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

表中生代下地壳岩石的地体基性麻粒岩为初始样 研究所 �������电子探针上测试完成的
。

实验熔

品
，

在 �
�

����
，
���一����℃条件下同时进行了基 体的微量元素分析在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地质过

性麻粒岩块状样品和粉末样品的部分熔融实验
，

其 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砰��上完

目的是为了验证正常厚度下地壳岩石的部分熔融 成的
。

此处华北北部埃达克质岩的数值
。

是否能够形成华北北部的埃达克质岩
。

表 � 典型埃达克
、

华北北部�谷嘴子�埃达克质花岗岩和实验结果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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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簇�毛�二，�丹乙簇�簇洲乱脚典型埃达克

华北埃达克

实验熔体

由表 �可 以看 出
，

此次实验 的结果
，
����� 、

���
、

��
、
� 的含量以及 ��� � 的比值都和华北北

部�谷嘴子�的埃达克质岩一致
。

但 ����

含量差别

比较大 �������
�� 比值和地表出露的埃达克质岩

�谷嘴子花岗岩�有差别 ��� 的含量远远低于出露的

埃达克质岩 �������主要是 �� 的含量高�则 比出露

岩石高的多
。

实验结果 中大量残 留的斜长石可能

是导致 ���
� 、

��含量偏低的原因 �实验样品��
����

���、 ���可能是 ������
�� 偏高的原因 �出露岩

石 �� 含量低可能是由于含有富 �� 矿物檐石
。

由于此次实验熔体含量都在 ���以下
，

斜长石

熔融的很少
，

所以可能实验进行的温度较低或者实

验结果未达到平衡
，

并由此导致了 ���
� 、
�� 的含量

严重偏低
。

由实验的结果可以推断
，

华北北部张家

口地区的基性麻粒岩部分熔融在 �
�

���� 的压力下

有可能产生类似于埃达克质的熔体
。

基金项 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 目������
一

�私���� �西部之光项 目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