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海 洋 地 质 与 第 四 纪 地 质　　　　　 Ｖｏｌ．３６，Ｎｏ．５

第３６卷 第５期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Ｏｃｔ．，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６２／ｊ．ｃｎｋｉ．０２５６－１４９２．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６

西菲律宾海表层沉积物稀土元素地球化学
特征及物源指示意义

褚征１，２，胡宁静１，２，刘季花１，２，高剑峰３，４，朱爱美１，２，高晶晶１，２，张辉１，２

（１．国家海洋局 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２６６０６１；　２．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青岛２６６０６１；

３．中国科学院 地球化学研究所，贵阳５５００８１；　４．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贵阳５５００８１）

摘要：西菲律宾海地质作用复杂，其 表 层 沉 积 物 稀 土 元 素 地 球 化 学 特 征 对 其 沉 积 物 来 源 具 有 明 显 指 示 意 义。

基于西菲律宾海吕宋岛至九州帛琉洋脊之间海域表层沉积物样品的常量元素和稀土元素组成，通过对不同类型沉

积区稀土元素组成、配分模式和稀土元素Ｌａ／Ｙｂ和Ｓｍ／Ｅｕ比值进行研究发现，研究区沉积物中稀土元素组成受沉

积物类型和物质来源控制，沉积物中黏土矿物、铁锰氧化物自生颗粒和磷灰石是稀土元素的主要富集相；吕宋岛与

本哈姆高原之间海盆的沉积物含有来自吕宋岛蛇绿岩的物质，而中央裂谷以西海盆区和含结核黏土区沉积物主要

由陆源风尘物质、海底火山物质和自生组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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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底沉积物物质组成复杂，包含陆源、生源和火

山源等不同来源的物质，其元素特别是稀土元素组

成记录 了 一 定 的 物 质 来 源 信 息，可 以 作 为 物 源 指

标［１－７］。中国学者对菲律宾海的海洋 沉 积 物 已 经 有

了较多研究［１－２，５－６，８－１５］。研究结果显示菲律宾海沉积

物中包含着火山源、陆源、生源物质和自生矿物等不

同来源的组分。石学法等对菲律宾岛弧以东的沉积

物的研究表明，该处包含着来自邻近岛弧、亚洲大陆

的陆源物质、海底火山物质和生物源物质［１，８－９］。鄢

全树等对分布在吕宋岛至九州帛琉洋脊的表层沉积

物的轻碎屑矿物进行了分析，显示此区域海底碎屑

矿物受到生物物质、海底火山物质和陆源碎屑物质

的 影 响，轻 碎 屑 矿 物 的 分 布 呈 现 一 定 的 分 区 特

征［１０］。徐兆凯等 的 研 究 显 示 东 亚 季 风 对 西 菲 律 宾

海的本哈姆高原的沉积物的沉积速率和黏土矿物组

成都有影响［１４］。周 宇 对 帕 里 西 维 拉 海 盆 的 沉 积 物

的同位素组成的研究表明，该处沉积物中的黏土粒

级组分主要由来自亚洲大陆的风成物质组成，沉积

物全岩则是 由 火 山 物 质 和 陆 源 物 质 组 成［１５］。对 于

西菲律 宾 海，目 前 较 为 缺 乏 对 大 范 围 的 表 层 沉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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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元素地球化学，特别是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和物源指示的认识。本文分析了吕宋岛至九州帛琉

洋脊之间海区的表层沉积物的常量元素和稀土元素

组成，探讨了稀土元素配分模式、空间分布规律及其

对物源的指示意义。

１　地质背景

菲律宾海海底地形复杂，发育海盆、洋 脊、海 底

高原、裂谷等多种海底地貌形态［１６］（图１）。西菲律

宾海盆位于菲律宾板块西部，是一个弧后盆地，经历

了从早始新 世 到 早 渐 新 世 的 盆 地 扩 张 过 程［１７］。研

究区西邻菲律宾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吕宋岛，岛上火

山活动 较 为 发 育，如 吕 宋 岛 东 南 部 发 育 有 马 荣 火

山［１８］。吕宋岛以东为本哈姆海底高原，呈近东西向

椭圆形分布，其 基 底 为 拉 斑 玄 武 岩［１９］，主 体 部 分 形

成于４０Ｍａ，可 能 与 热 点 引 发 的 火 山 作 用 有 关［１７］。
本哈姆海底高原以东为西菲律宾海中央断裂带，位于

西菲律宾海中部，北东东－南西西向伸展，最大水深大

于７　０００ｍ［１６］，是西菲律宾海盆扩张轴遗迹［１７］。研究

区最西侧的九州帛琉洋脊处于菲律宾海的中央位置，
近南北走向分布，全长约２　７５０ｋｍ，宽达９０ｋｍ，是一

列狭长的链状山脊［１６］，形成于约１５Ｍａ，是由帕里西

和维拉海盆的扩张形成的［２０］。
此外，研究区还受到太平洋北赤道流和黑潮等

洋 流 的 影 响（图１）。太 平 洋 北 赤 道 流 自 东 向 西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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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区和样品分布（根据文献［１０］、［１３］、［２１］修改）

Ｆｉｇ．１　Ｍａｐ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动，将低生物营养成分的水团带入菲律宾海；黑潮起

源于菲律宾以东，是北太平洋亚热带边界流，水质清

澈［２１－２２］。同时，菲律宾海处于东亚季风区内，受季风

影响十分明显，冬季盛行东北季风，夏季盛行南风及

西南风［２３］。这些 海 洋 营 力 影 响 了 研 究 区 沉 积 物 物

质供给和迁移。

２　样品和实验方法

本研究所用７１个表层沉积物样品为国家海洋

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于２００４年的菲律宾海综合调查

航次中使用箱式取样器所取。多数样品位于西菲律

宾海海盆区，少量位于本哈姆高原和九州帛琉洋脊

的海山区（图１）。
首先，取少量沉积物样品制作涂片，在偏光显微

镜下观察其黏土组分、碎屑矿物、生物组分和自生组

分的形貌特征 和 相 对 含 量，并 根 据Ｄｅａｎ的 分 类［２４］

进 行 分 类。９种 常 量 元 素 Ａｌ２Ｏ３、ＴＦｅ２Ｏ３、ＣａＯ、

ＭｇＯ、Ｋ２Ｏ、Ｎａ２Ｏ、ＭｎＯ、ＴｉＯ２、Ｐ２Ｏ５ 和１４种 稀 土

元素Ｌａ、Ｃｅ、Ｐｒ、Ｎｄ、Ｓｍ、Ｅｕ、Ｇｄ、Ｔｂ、Ｄｙ、Ｈｏ、Ｅｒ、

Ｔｍ、Ｙｂ、Ｌｕ的测 试 分 析 工 作 在 国 家 海 洋 局 第 一 海

洋研究所海洋沉积与环境地质重点实验室测试中心

完成。样品测试方法采用高晶晶等的方法［２５－２６］。精

确称量０．０５ｇ沉积物冷冻干燥、过２００目筛后放入

聚四氟乙烯坩埚中，加入１．５ｍＬ　ＨＮＯ３ 和１．５ｍＬ
ＨＦ，将其置于烘箱中高温分解，随后冷却后蒸干，加
入１ｍＬ　ＨＮＯ３ 蒸 至 湿 盐 状，再 加 入３ｍＬ　５０％的

ＨＮＯ３ 和０．５ｍＬ　Ｒｈ内标溶液（１×１０－６），在 烘 箱

中恒温加热。随后将样品冷却，定容至５０ｍＬ，待进

行常量元素测试。从中取出１０ｍＬ再次定容至２０
ｇ，待进行微量、痕量元素测试。每隔１０个样品测试

一个标样（ＧＢＷ０７３０９）和一个重复样。常量元素测

试所 用 仪 器 为 美 国 Ｔｈｅｒｍｏ　Ｆｉｓｈ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 司

生产的ｉＣＡＰ６３００型ＩＣＰ－ＡＥＳ。稀土元素测试使用

Ｔｈｅｒｍｏ　Ｆｉｓｈ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 司 Ｘ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Ｉ型ＩＣＰ－
ＭＳ。ＳｉＯ２ 含量由山东省第四地质矿产勘查院实验

测试中心用重量法测得。本文分析了标样和重复样

的测试结果。ＩＣＰ－ＯＥＳ测得的主量元素数据，标样

的相 对 误 差 为０．０４％～２．７６％，相 对 标 准 偏 差 为

０．５２％～１．８５％；重 复 样 的 相 对 双 差 是０．０４％～
２．８３％。ＩＣＰ－ＭＳ测 得 的 稀 土 元 素 数 据，标 样 的 相

对误差为０．０３％～５．４１％，相对标准偏差为１．０３％
～２．８７％；重复样的相对双差是０．０１％～３．９％。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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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

３．１　沉积物类型及分区

研 究 区 沉 积 物 有 远 洋 黏 土 和 钙 质 软 泥 两 种 类

型。远洋黏土主要由黏土矿物集合体组成，含量均

大于９０％，同时 含 有 长 石、石 英 等 碎 屑 矿 物 以 及 硅

藻、放射虫和海绵骨针等硅质生物碎屑。此外，样品

中常见有黑色不透明金属矿物，多为自生铁锰氧化

物矿物，它们在沉积物中多以微结核出现。钙质软

泥主要特点是含有有孔虫碎屑，含量为５％～６０％，
此外，还有数量不等的硅质生物碎屑、黏土矿物和铁

锰氧化物自生矿物。
根据沉积物的特征类型、地形、水深等，我 们 将

研究区分为５个沉积区（图２）。第Ⅰ区是吕宋岛与

本哈姆高原之间的海盆区，水深范 围４　０００～５　６００
ｍ，沉积物是褐色的远洋黏土。第Ⅱ区位于本哈姆

高原和吕宋岛以东的陆坡区，水深范围６９９～４　０００
ｍ，沉积物是淡黄色的钙质软泥。第Ⅲ区大致分布

于本哈姆高原至中央裂谷之间的海盆区，水深范围

４　２００～６　２５０ｍ，沉积物是褐色的黏土 沉 积 物。第

Ⅳ区是 位 于 裂 谷 以 东 的 海 盆 区，水 深 范 围４　２００～
７　２８０ｍ，包括九州帛琉洋脊的部 分 区 域，沉 积 物 是

褐色的远洋黏土，常见微型结核和大型结核。第Ⅴ
区是属九州帛琉洋脊的部分区域，水深范围２　０６０～
４　０００ｍ，覆盖有浅黄色钙质软泥。

３．２　沉积物元素组成

不同区 域 沉 积 物 元 素 组 成 有 明 显 的 差 异（表

１）。Ⅰ区、Ⅲ区和Ⅳ区沉积物类型同属黏土，在主要

元素组成上，其共同特征是ＳｉＯ２ 含 量 最 高（５０．２％
～５６．３％），其 次 是 Ａｌ２Ｏ３ （１３．１％ ～１８％）和

ＴＦｅ２Ｏ３（５．９５％～１０．５％）。其 差 异 表 现 为Ⅰ区 与

Ⅲ区 和Ⅳ区 相 比 ＴＦｅ２Ｏ３（８．９％～９．７％）、ＭｇＯ
（３．７％～６．７％）、ＣａＯ（１．９％～２．７％）含 量 较 高，

Ｋ２Ｏ（１．２％～１．７％）和 ＭｎＯ（０．１％～０．４７％）含量

较低；Ⅲ区ＳｉＯ２（５０％～５６．３％）和Ａｌ２Ｏ３（１３．２％～
１８．４％）含量略高于Ⅰ区和Ⅳ区，Ⅳ区 ＭｎＯ（０．４１％
～１．６９％）、Ｐ２Ｏ５（０．１％～０．４３％）和 Ｋ２Ｏ（１．９６％
～２．６８％）含量高于Ⅰ区和Ⅲ区。ＩＩ区、Ｖ区沉积物

类型为钙质软泥，在主要元素组成上，其共同特征是

ＣａＯ元素 含 量 较 高（５．４％～３６％），差 异 表 现 为 Ｖ
区的Ｐ２Ｏ５／Ａｌ２Ｏ３、Ｋ２Ｏ／Ａｌ２Ｏ３ 和 ＭｎＯ／Ａｌ２Ｏ３ 比值

高于Ⅰ区。黏土类沉积物和钙质软泥类的主量元素

组成差别主要 体 现 在 钙 质 软 泥 的ＣａＯ元 素 含 量 高

于其周围海盆区的黏土类沉积物。
各区沉积物稀土元素都具有一定的Ｅｕ正异常

（表１），钙质 软 泥 和 黏 土 的 稀 土 元 素 含 量 和 配 分 模

式都有显著的差别，钙质软泥的稀土元素含量相对

较低，而且具有Ｃｅ负异常，海盆区黏土一般没有明

显的Ｃｅ负异常。３个 黏 土 分 布 区 的 稀 土 元 素 含 量

有明显差别。Ⅰ区沉积物的特征是稀土元素总含量

较 低（（４５．１～１１０．６）×１０－６）且 轻 重 稀 土 之 比

（ＬＲＥＥ／ＨＲＥＥ）为各区最低（３．１～４．５）；Ⅲ区沉 积

物的 ΣＲＥＥ 集 中 在（１００～１６７）×１０－６；Ⅳ区 的

ΣＲＥＥ含量 最 高，为（１６５．９～２８０）×１０－６，ＬＲＥＥ／

ＨＲＥＥ为 各 区 最 高（４．４～８．２），δＥｕ值１．１～１．４，
为各区最低。同为钙质软泥分布区的Ⅴ区的ΣＲＥＥ
为（７１～２４０）×１０－６，明 显 高 于Ⅱ区 的（４５．１～
１１０．６）×１０－６。

Ⅰ区：黏土；Ⅱ区：钙质软泥；Ⅲ区：黏土；Ⅳ区：含结核黏土；Ⅴ区：钙质软泥

图２　西菲律宾海表层沉积物分区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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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西菲律宾海沉积物元素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区域 Ｉ Ⅱ Ⅲ Ⅳ Ⅴ

沉积物 远洋黏土（５） 钙质软泥（８） 远洋黏土（１６） 含结核黏土（３７） 钙质软泥（５）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ＳｉＯ２ ５１．０　 ０．２１　 ３５．６　 １１．３　 ５２．１　 １．６４　 ５１．３　 ２．１７　 １６．３　 １２．５

Ａｌ２Ｏ３ １５．９　 １．８８　 １２．０　 ３．６０　 １７．１　 １．１１　 １５．９　 ２．３２　 ５．３５　 ４．３１

ＴＦｅ２Ｏ３ ９．１９　 ０．３３　 ６．１１　 １．８２　 ８．４５　 ０．６１　 ８．８４　 ０．８７　 ３．０２　 ２．１３

ＣａＯ　 ２．１７　 ０．３２　 １７．１　 １０．４　 １．５６　 ０．３６　 １．４８　 ０．２６　 ３４．４　 １１．８

ＭｇＯ　 ４．７７　 １．１９　 ２．８５　 ０．８２　 ３．３８　 ０．２７　 ３．１５　 ０．３１　 １．２０　 ０．８５

Ｋ２Ｏ　 １．５６　 ０．１８　 １．２１　 ０．４７　 ２．３８　 ０．２３　 ２．６７　 ０．２３　 ０．９２　 ０．７１

Ｎａ２Ｏ　 ３．２２　 ０．２４　 ２．６５　 ０．６１　 ３．５０　 ０．３５　 ３．７９　 ０．４８　 １．６２　 ０．９６

ＭｎＯ　 ０．３３　 ０．１４　 ０．２１　 ０．０７　 ０．５８　 ０．１５　 １．０７　 ０．８１　 ０．４０　 ０．２８

ＴｉＯ２ ０．７６　 ０．０４　 ０．５４　 ０．１６　 ０．７７　 ０．０６　 ０．７６　 ０．０６　 ０．２５　 ０．２０

Ｐ２Ｏ５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０７　 ０．１７　 ０．０８

Ｌａ　 １０．３　 ２．３１　 １３．８　 ５．１９　 ２６．４　 ５．４８　 ３９．６　 １２．９　 ２９．２　 １１．９

Ｃｅ　 ２１．８　 ４．１７　 ２３．３　 １０．０　 ５６．７　 １１．６　 ８９．７　 ２２．６　 ３５．０　 ２６．１

Ｐｒ　 ２．８８　 ０．５２　 ３．４０　 １．２３　 ６．５７　 １．３５　 ９．８４　 ３．０３　 ７．０８　 ３．１６

Ｎｄ　 １２．１　 １．９０　 １４．０　 ４．６２　 ２５．９　 ５．２８　 ３９．１　 １３．２　 ２９．４　 １２．６

Ｓｍ　 ３．０１　 ０．３４　 ３．１２　 ０．９２　 ５．４９　 １．０９　 ８．３２　 ２．９９　 ６．３４　 ２．７１

Ｅｕ　 ０．９１　 ０．１０　 ０．９３　 ０．２３　 １．４４　 ０．２５　 ２．１２　 ０．７９　 １．７８　 ０．８１

Ｇｄ　 ２．７２　 ０．２９　 ２．８４　 ０．７９　 ５．０７　 １．０５　 ７．６０　 ２．７０　 ５．８４　 ２．６１

Ｔｂ　 ０．５５　 ０．０４　 ０．５３　 ０．１３　 ０．８９　 ０．１８　 １．３４　 ０．５１　 １．０４　 ０．４４

Ｄｙ　 ３．６３　 ０．２３　 ３．３９　 ０．７５　 ５．５０　 １．０７　 ８．２７　 ３．２０　 ６．４５　 ２．６２

Ｈｏ　 ０．７１　 ０．０５　 ０．６６　 ０．１４　 １．０６　 ０．２１　 １．５７　 ０．６０　 １．２３　 ０．４９

Ｅｒ　 ２．０９　 ０．１３　 １．９２　 ０．４０　 ３．０８　 ０．５９　 ４．５２　 １．６９　 ３．４７　 １．３６

Ｔｍ　 ０．３４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６　 ０．４８　 ０．０９　 ０．７０　 ０．２５　 ０．５３　 ０．２１

Ｙｂ　 ２．２０　 ０．１５　 １．９６　 ０．４０　 ３．０８　 ０．５４　 ４．４３　 １．５２　 ３．２５　 １．２９

Ｌｕ　 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７　 ０．５０　 ０．０９　 ０．７３　 ０．２６　 ０．５２　 ０．２０

ΣＲＥＥ　 ６３．６　 １０．０　 ７０．５　 ２４．７　 １４２　 ２８．５　 ２１４　 ５２．２　 １３１　 ６４．２

ＬＲＥＥ／ＨＲＥＥ　 ４．０３　 ０．５４　 ４．７９　 ０．７８　 ６．２２　 ０．３２　 ６．６４　 ０．８４　 ４．８４　 ０．８５

δＣｅ　 ０．９２　 ０．０３　 ０．７７　 ０．０９　 ０．９９　 ０．０５　 １．０７　 ０．１６　 ０．５３　 ０．２１

δＥｕ　 １．４９　 ０．０２　 １．４９　 ０．０５　 １．３０　 ０．０６　 １．２５　 ０．０５　 １．３８　 ０．０２

　　注：括号内为样品数，主量元素氧化物单位为％，稀土元素单位为×１０－６，δＣｅ＝ＣｅＰＡＳＳ／ ＬａＰＡＳＳ＊Ｐｒ槡 ＰＡＳＳ，δＥｕ＝ＥｕＰＡＳＳ／ ＳｍＰＡＳＳ＊Ｇｄ槡 ＰＡＳＳ（下

标ＰＡＡＳ表示样品／澳大利亚后太古宙平均页岩），ＬＲＥＥ＝∑（Ｌａ，Ｃｅ，Ｐｒ，Ｎｄ，Ｓｍ，Ｅｕ），ＨＲＥＥ＝∑（Ｇｄ，Ｔｂ，Ｄｙ，Ｈｏ，Ｅｒ，Ｔｍ，Ｙｂ，Ｌｕ）

４　讨论

４．１　元素的组合特征

海洋沉积物元素组合常常用来进行沉积物元素

地 球 化 学 特 征 研 究 和 物 源 示 踪。本 文 应 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 件 对７１个 样 品 的 主 量 元 素 和 ΣＲＥＥ
进行了因子分析，分析的结果如图３所示，Ｆ１和Ｆ２

二个主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８０．８％。

Ｆ１因子方差贡献率为６０％，是最主要的因子。
正载 荷 主 要 有ＳｉＯ２、Ａｌ２Ｏ３、ＴＦｅ２Ｏ３、Ｋ２Ｏ、Ｎａ２Ｏ、

ＴｉＯ２、ＭｇＯ，负载荷为ＣａＯ。ＳｉＯ２ 是远洋黏土中平

均含量最高的元素，在黏土类矿物和碎屑矿物中都

有赋存，放射 虫、硅 藻 等 硅 质 生 物 是 硅 的 另 一 个 来

源。Ａｌ２Ｏ３ 与ＴｉＯ２ 一般被认为 是 典 型 的 亲 碎 屑 元

素，是陆源物 质 的 代 表［３－４］。Ｆ１因 子 的 正 载 荷 主 要

代表了黏土矿物组分和碎屑矿物，以及硅质生物碎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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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ＣａＯ代表 了 以 碳 酸 盐 为 主 要 成 分 的 有 孔 虫 碎

屑等生物源物质，这类物质主要分布在洋脊区和海

底高原。

Ｆ２因 子 方 差 贡 献 率 为 ２０．８％。正 载 荷 是

ＭｎＯ、Ｐ２Ｏ５ 和ΣＲＥＥ。沉 积 物 中 的 铁 锰 相 组 分 对

ＭｎＯ的 富 集 作 用 非 常 明 显［６，１１］。Ⅳ区 沉 积 物 的

ＭｎＯ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区域，指示该区沉积物中富

含的微结核 等 自 生 铁 锰 矿 物 影 响 了 沉 积 物 整 体 的

ＭｎＯ元素含量。海洋沉积物中磷元 素 主 要 富 集 在

磷灰石和磷质鱼牙和骨屑中，是高生物生产力和热

液 活 动 的 证 据 之 一［２７］。结 核 区 黏 土 的 Ｐ２Ｏ５ 和

ＭｎＯ高于其他区域，指示该区可能有较高的生物生

产 力。图４展 示 了 不 同 区 域 的 远 洋 黏 土 沉 积 物 中

图３　西菲律宾海沉积物元素因子分析

Ｆｉｇ．３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图４　西菲律宾海黏土类沉积物中 ＭｎＯ和

Ｐ２Ｏ５ 含量相关关系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ｎＯ　ａｎｄ　Ｐ２Ｏ５ｏｆ

ｐｅｌａｇｉｃ　ｃｌ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ＭｎＯ与Ｐ２Ｏ５ 的含量，只有含结核黏土（Ⅳ区）显示

出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远洋沉积物中稀土元素在

铁锰相中相对富集［５］，研究区沉积物ΣＲＥＥ与ＭｎＯ
也有较明显的相关关 系。Ｆ２因 子 代 表 的 可 能 是 铁

锰氧化物自生矿物组分。

４．２　稀土元素的富集机制及配分模式

远洋沉积物中稀土元素有不同的富集机制，例

如太平洋中富含沸石矿物的沉积物因沸石很强的吸

附能力，富集稀土元素［７，２８］，东菲律宾海沉积物中铁

锰氧化物相 是 稀 土 元 素 富 集 的 重 要 因 素［１１］。研 究

区沉积物中稀土元素含量首先与沉积物类型有关，
钙质软泥沉积物中，稀土元素与ＴＦｅ２Ｏ３ 元素类似，
在钙质生物碎屑中含量低，在黏土矿物和铁锰质自

生矿物中富 集。Ⅳ区 沉 积 物∑ＲＥＥ明 显 高 于 其 他

区域，指示远洋黏土沉积物中黏土矿物和铁锰氧化

物自生矿物是稀土元素重要的赋存相。
此外，沉积物中稀土元素的配分模式图也常常

用来指示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的差异和其富集机

制。图５展示了不同沉积区的稀土元素配分模式，
其中Ⅳ区的位于九州帛琉洋脊及邻近区域的黏土沉

积物因较独特的配分模式被单独列出。从图上可以

看出，Ⅰ区稀土元素总量低，ＬＲＥＥ亏损明显，弱Ｃｅ
负异常，明显正Ｅｕ异常。Ⅱ区稀土元素含量低，Ｅｕ
正异常明显，有明显的Ｃｅ负异常，原因是沉积物中

的钙质生 物 碎 屑 从 海 水 中 生 成，继 承 了 海 水 的Ｃｅ
负异常［２］。Ⅲ区沉积物配分曲线相对平缓，没 有 明

显的Ｃｅ异常，有弱正Ｅｕ异常。Ⅳ区黏土的许多沉

积物有正Ｃｅ异 常，稀 土 元 素 含 量 相 对 较 高。Ⅳ区

位于洋脊附近的黏土类沉积物稀土元素含量高于其

他区域，大 多 没 有 明 显 的Ｃｅ异 常，个 别 显 示 出Ｃｅ
负异常 其 轻 稀 土 略 显 亏 损，与 常 显Ｃｅ正 异 常 轻 稀

土相对富集的结核区黏土有一定区别。海洋中的自

生沸石矿物有富集稀土 元 素 的 作 用 且 有 明 显 的Ｃｅ
负异常［２，２８］，Ⅳ区洋脊部分的黏土显示Ｃｅ负异常的

原因可能是此处沉积物中含有较多的沸石矿物。Ｖ
区钙质 软 泥 类 沉 积 物 均 显 示 明 显 的Ｃｅ负 异 常，轻

稀土相对亏损，指示钙质生物碎屑继承了海水中稀

土元素Ｃｅ负异常的特点。

４．３　稀土元素的物源指示意义

从稀土元素的含量和配分特征来看，Ⅱ区和Ⅴ
区的沉积物的稀土元素特征主要受自生的生物碎屑

的影响，而对于主要由黏土组成的Ⅰ、Ⅲ和Ⅳ区沉积

物来说，稀土元素的特征则主要受到非生物成因的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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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源的影响。前人的研究显示，菲律宾海黏土沉积

物主要由来自陆源物质和海底火山物质组成，其中

陆源物质包括来自亚洲大陆的风成物质和来自菲律

宾岛弧的物质，海底火山源物质可能来自洋底玄武

岩［１，５，８－１０，１２－１４］。参照 前 人 的 研 究，本 文 采 用 中 国 黄

土［２９］代表来自亚洲大陆的风成物质，用吕宋岛上的

Ｍａｙｏｎ火山［１８］和 Ｔａａｌ火 山［３２］代 表 吕 宋 岛 的 火 山

物质。研究区靠近吕宋岛的沉积物有富 ＭｇＯ的特

点，因此，选择吕宋岛东部的Ｃａｓｉｇｕｒａｎ蛇绿岩［３０］作

为研究区蛇 绿 岩 物 质 端 元。选 择 本 哈 姆 高 原［３３］和

九州帛琉洋 脊 区 海 底 火 山 岩［３４］作 为 海 底 火 山 物 质

端元。由于Ⅳ区沉积物中含有微结核，本文选择东

太平洋微结核［２］作为参照。中国黄土的稀土元素配

分曲线平缓，没有明显Ｅｕ异常，轻重稀土分异不明

显。火山岩 与 蛇 绿 岩 的 稀 土 元 素 特 点 是 有 明 显 的

Ｅｕ正异常，轻稀土相对亏损。因此，选 择 稀 土 元 素

对比值Ｌａ／Ｙｂ和Ｓｍ／Ｅｕ作为指标，将研究区沉 积

物与它们对比（图６）。
相对而言，中国黄土具有最高的Ｓｍ／Ｅｕ值（＞

４．５）和Ｌａ／Ｙｂ值（约１０～１２．５），Ｃａｓｉｇｕｒａｎ蛇绿岩

有相对最 低 的Ｓｍ／Ｅｕ值（约２．５～３）和Ｌａ／Ｙｂ值

（约０．７～３．２）。吕宋岛火山岩Ｓｍ／Ｅｕ值集中在３
～３．７，Ｌａ／Ｙｂ集中在６～１０。本哈姆高原和九州帛

琉洋脊区火山 岩Ｓｍ／Ｅｕ值 集 中 在２．９～３．１，略 低

于吕宋岛火山岩，高于Ｃａｓｉｇｕｒａｎ蛇绿岩；本哈姆高

原的火山岩Ｌａ／Ｙｂ值集中在５．６～６．２之间，九 州

帛琉洋脊火山岩Ｌａ／Ｙｂ值变化范围较大（约５．６～
１１）。中 国 黄 土 的 Ｌａ／Ｙｂ 约 为 １０～１２．５。在

Ｌａ／Ｙｂ－Ｓｍ／Ｅｕ图解上，吕宋岛火山岩和海底火山岩

大体上位于Ｃａｓｉｇｕｒａｎ蛇绿岩和中国黄土之间。东

太平洋微结 核Ｌａ／Ｙｂ比 为７．５～１０．７６，Ｓｍ／Ｅｕ值

为３．６１～３．８６。

配分曲线为澳大利亚后太古宙平均页岩［２９］标准化，吕宋岛蛇绿岩数据来自文献［３０］，中国黄土数据来自文献［３１］

图５　西菲律宾海表层沉积物稀土元素配分模式

Ｆｉｇ．５　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ｂｙ　ＰＡＡ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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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Ｃａｓｉｇｕｒａｎ蛇绿岩据文献［３０］，吕宋岛

火山岩据文献［１８，３２］，本哈姆高原火山岩据文献［３３］，

九州帛琉洋脊火山岩据文献［３４］，东太平洋

微结核据文献［２］，中国黄土据文献［３１］）

图６　西菲律宾海黏土类沉积物及

可能物源的Ｌａ／Ｙｂ及Ｓｍ／Ｅｕ

Ｆｉｇ．６　Ｌａ／Ｙｂ－Ｓｍ／Ｅｕ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ｌａｇｉｃ　ｃｌａｙ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非钙质 类 型 沉 积 物 以 黏 土 和 铝 硅 酸 盐 碎 屑 为

主，因此只选择Ｉ区、Ⅲ区和ＩＶ区沉积物进行研究。

Ⅲ区和Ⅳ区的沉积物在Ｌａ／Ｙｂ－Ｓｍ／Ｅｕ图解上的分

布范围较为接近，Ⅰ区与二者有明显区别。Ⅰ区沉

积物的Ｌａ／Ｙｂ为３．２～５．４，低于中国黄土和东太平

洋微结 核，大 致 位 于Ｃａｓｉｇｕｒａｎ蛇 绿 岩 和 吕 宋 岛 火

山岩之间；Ｓｍ／Ｅｕ为３．２～３．４，低于中国黄土，落在

吕宋岛 火 山 岩 的 变 化 范 围 之 内，高 于Ｃａｓｉｇｕｒａｎ蛇

绿岩。Ⅰ区 沉 积 物 的 Ｌａ／Ｙｂ值 在 Ｌａ／Ｙｂ－Ｓｍ／Ｅｕ
图解上 明 显 低 于 中 国 黄 土 和 多 数 火 山 岩，指 示 有

Ｌａ／Ｙｂ值更低的组分加入，吕宋岛东部的蛇绿岩可

能为该区沉 积 物 贡 献 了 较 多 低Ｌａ／Ｙｂ值 物 质。Ⅲ
区的沉积 物 的Ｌａ／Ｙｂ为７～９．５，落 在 九 州 洋 脊 区

火山的范围，多数样品落在吕宋岛火山岩和东太平

洋微结核的范围；Ｓｍ／Ｅｕ为３．４～４．５，低于中国黄

土，高 于Ｃａｓｉｇｕｒａｎ蛇 绿 岩 和 多 数 岛 弧 与 海 底 火 山

岩，５０％的样品 高 于 东 太 平 洋 微 结 核，约３１％的 样

品落在东太平洋微结核的范围内，个别样品落在吕

宋岛火山岩范围内。Ⅳ区Ｌａ／Ｙｂ值为７．４～１０．２，
落在九州帛琉洋脊火山岩和东太平洋微结核的范围

之内，多 数 样 品 低 于 中 国 黄 土；Ｓｍ／Ｅｕ值 为３．５～
４．２，低于中 国 黄 土，高 于 火 山 岩 和Ｃａｓｉｇｕｒａｎ蛇 绿

岩，约１６％的样 品 落 在 东 太 平 洋 微 结 核 的 范 围 内，
其 余 样 品 高 于 微 结 核。Ⅲ 区 和 Ⅳ 区 沉 积 物 在

Ｌａ／Ｙｂ－Ｓｍ／Ｅｕ图解上 位 于 中 国 黄 土 和 火 山 岩 以 及

东太平洋微结核之间，指示它们的稀土元素特征受

到了亚洲大陆物质、岛弧和海底火山物质以及自生

矿物的影响。
综上所述，沉积物稀土元素特征指示Ⅰ区与Ⅲ

区、Ⅳ区沉积物在物源上存在明显差别。Ⅰ区因距

离菲律宾岛弧较近，可以得到来自菲律宾岛弧的物

质供应，而距菲律宾岛弧较远的Ⅲ区、Ⅳ区可能得到

一部分靠风力搬运的岛弧上的火山喷发产物，而对

于吕宋岛东部的蛇绿岩物质的风化产物，其输运方

式可能主要依靠河流搬运向西菲律宾海输入，其远

距离的输运受到洋流的影响，而影响该区的北太平

洋赤道流的流 向 是 自 东 向 西（图１），对 菲 律 宾 岛 弧

物质向东的输运可能会产生阻碍作用，因此，岛弧上

通过河流搬运的物质对于研究区的影响可能局限于

其邻近区域。

５　结论

（１）研究区主要沉积物类型包括黏土类沉积物

和钙质软泥。根据地形和沉积物类型将沉积物分为

５个沉积区。黏土类沉积物分布于海盆区，１３０°Ｅ以

东的黏土类沉积物中含有较多自生铁锰矿物（微结

核）。钙质软泥主要分布在吕宋岛以东陆坡、本哈姆

高原和九州帛琉洋脊。
（２）研究区沉积物中稀土元素含量和配分模式

受沉积物类型的控制，钙质软泥稀土元素含量最低，
且具有明显负异常；含结核黏土中稀土元素含量最

高。沉积物中黏土矿物、铁锰氧化物自生颗粒和磷

灰石等是稀土元素的主要富集相。
（３）根据非钙质沉积物中稀土元素Ｌａ／Ｙｂ值和

Ｓｍ／Ｅｕ值判断，吕宋岛与本哈姆高原之间海盆的沉

积物Ｌａ／Ｙｂ值和Ｓｍ／Ｅｕ值最低，指示沉积物中 可

能含有来自吕宋岛蛇绿岩的物质。中央裂谷以西海

盆区和含结核黏土区的沉积物Ｌａ／Ｙｂ值和Ｓｍ／Ｅｕ
值介于火山岩、微结核和中国黄土之间，指示其稀土

元素的特征可能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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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存状态［Ｊ］．海 洋 地 质 与 第 四 纪 地 质，２００７，２７（２）：５１－５８．
［ＸＵ　Ｚｈａｏｋａｉ，ＬＩ　Ａｎｃｈｕｎ，ＸＵ　Ｆａｎｇｊｉａｎ，ｅｔ　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ｏｃ－

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ｅａ［Ｊ］．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２７

（２）：５１－５８．］

［１２］　葛淑兰，石学 法，杨 刚，等．西 菲 律 宾 海７８０ｋａ以 来 气 候 变 化

的岩石磁学记录：基于地磁 场 相 对 强 度 指 示 的 年 龄 框 架［Ｊ］．

第四纪研究，２００７，２７（６）：１０４０－１０５２．［ＧＥ　Ｓｈｕｌａｎ，ＳＨＩ　Ｘｕｅ－

ｆａ，ＹＡＮＧ　Ｇａｎｇ，ＷＵ　Ｙｏｎｇｈｕａ．Ｒｏｃｋ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ｅ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７８０ｋ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ａｌｅｏ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Ｊ］．Ｑｕａ－

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２７（６）：１０４０－１０５２．］

［１３］　孙晗杰．西菲律 宾 海２．３６Ｍａ以 来 古 海 洋 学 研 究［Ｄ］．中 国

科学院 研 究 生 院（海 洋 研 究 所），２０１１．［ＳＵＮ　Ｈａｎｊｉ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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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

［１６］　李常珍，李乃胜，林美华．菲律宾海的地势特征［Ｊ］．海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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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ｃｅ，２０００，２４（０６）：４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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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ｐｏｓｅｄ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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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ｅ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Ｌｕｚｏ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４５（６）：１０８９－１１０８．
［１９］　ＭｃＫｅｅ　Ｅ　Ｈ．Ｋ－Ａｒ　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ｅｐ－ｓｅａ　ｂａｓａｌｔｓ，Ｂｅｎｈａｍ　Ｒｉ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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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Ｖｏｌｕｍｅ　３１．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１９７５：５９９－６００．
［２０］　Ｈｉｌｄｅ　Ｔ　Ｗ，Ｃｈａｏ－Ｓｈｉｎｇ　Ｌ．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Ｂａｓｉｎ：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Ｊ］．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１９８４，１０２（１）：８５－１０４．

［２１］　Ｑｉｕ　Ｂ．Ｋｕｒｏｓｈｉｏ　ａｎｄ　Ｏｙａｓｈｉｏ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Ｃ］／／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Ｗａｌｔｈａｍ，ＭＡ，ＵＳ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１４１３－１４２５．

［２２］　张 弦，俞 慕 耕，江 伟，等．菲 律 宾 海 及 其 邻 近 海 区 的 水 文 特 征

［Ｊ］．海洋通报，２００４，２３（１）：８－１４．［ＺＨＡＮＧ　Ｘｕａｎ，ＹＵ　Ｍｕ－

ｇｅｎｇ，ＪＩＡＮＧ　Ｗｅｉ，ｅｔ　ａｌ．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

ｉｐｐｉｎｅ　Ｓｅ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ａｒｂｙ　ａｒｅａｓ［Ｊ］．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０４，２３（１）：８－１４．］

［２３］　孙守勋，滕 军．菲 律 宾 海 的 气 候 特 征［Ｊ］．海 洋 预 报，２００３，２０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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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３９．［ＳＵＮ　Ｓｈｏｕｘｕｎ，ＴＥＮＧ　Ｊｕ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ｅａ［Ｊ］．Ｍａｒｉｎ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２００３，２０（３）：３１－

３９．］

［２４］　Ｄｅａｎ　Ｗ　Ｅ，Ｌｅｉｎｅｎ　Ｍ，Ｓｔｏｗ　Ｄ　Ａ　Ｖ．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ｅｐ－

ｓｅａ，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ｅ－

ｔ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５，５５（２）：２５０－２５６．
［２５］　高晶晶，刘季花，乔 淑 卿，等．电 感 耦 合 等 离 子 体－发 射 光 谱 法

测定海洋沉积物中的常、微量元素［Ｊ］．光谱实验室，２０１０，２７
（３）：１０５０－１０５４．［ＧＡＯ　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ＬＩＵ　Ｊｉｈｕａ，ＱＩＡＯＳｈｕｑｉｎｇ，ｅｔ

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ｓｅｄ－

ｉ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ＩＣＰ－ＯＥ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Ｌａ－

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２７（３）：１０５０－１０５４．］

［２６］　高晶晶，刘季花，张 辉，等．高 压 密 闭 消 解－电 感 耦 合 等 离 子 体

质谱法测定海洋沉积物 中 稀 土 元 素［Ｊ］．岩 矿 测 试，２０１２，３１
（３）：４２５－４２９．［ＧＡＯ　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ＬＩＵ　Ｊｉｈｕａ１，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ｅｔ

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ｓ　ｂｙ　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ｌｏｓｅｄ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Ｊ］．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２０１２，３１（３）：４２５－４２９．］

［２７］　Ｄｅｌａｎｅｙ　Ｍ　Ｌ．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ｃｙｃｌｅ［Ｊ］．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ｙｃｌｅｓ，１９９８，１２（１２）：５６３－５７２．
［２８］　Ｄｕｂｉｎｉｎ　Ａ　Ｖ．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ｉｔｅｓ［Ｊ］．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０，３５（２）：

１０１－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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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ｌａｖａｓ　ｆｒｏｍ　Ｔａａｌ，Ｌａｇｕｎａ　ｄｅ　Ｂａｙ　ａｎｄ

Ａｒａｙａｔ　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ｕｚｏ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ｒｃ　ｍａｇｍａ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Ｊ］．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９９４，

２３５（ｓ　１－２）：２０５－２２１．
［３３］　Ｆｌｏｗｅｒ　Ｍ　Ｆ　Ｊ，Ｃｈｕｎｇ　Ｓ　Ｌ，Ｌｏ　Ｃ　Ｈ，ｅｔ　ａｌ．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Ｉｓｌａｎｄ　Ｂａｓａ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ｅａ

Ｐｌａｔ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Ｐｌａｔｅ　Ｍａｒ－

ｇｉ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ｐｌａｔｅＢａｓａｌｔｓ［Ｍ］／／Ｍａｎｔｌ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１３：３６５－３８４．
［３４］　Ｉｓｈｉｚｕｋａ　Ｏ，Ｔａｙｌｏｒ　Ｒ　Ｎ，Ｙｕａｓａ　Ｍ，ｅｔ　ａｌ．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ｒｃ：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　Ｋｙｕｓｈｕ－

Ｐａｌａｕ　ａｒｃ［Ｃ］／／ＡＧＵ　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ＡＧＵ　Ｆａ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２０１０．

１６



　　　　　　　　　　　　　　　　　　　　海 洋 地 质 与 第 四 纪 地 质 ２０１６年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ＥＳＴ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ＣＨＵ　Ｚｈｅｎｇ１，２，ＨＵ　Ｎｉｎｇｊｉｎｇ１，２，ＬＩＵ　Ｊｉｈｕａ１，２，ＧＡＯ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３，４，

ＺＨＵ　Ａｉｍｅｉ　１，２，ＧＡＯ　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１，２，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　１，２

（１．Ｆｉｒ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ｔａｔｅ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０６１；２．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０６１；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８１；４．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ｒ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８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Ｅ）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ｉ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ｃｌｕ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ｅ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Ｌｕｚ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Ｋｙｕｓｈｕ－Ｐａｌａｕ　Ｒｉｄｇｅ．Ｍａｊｏｒ　ａｎｄ　ｍｉ－
ｎ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ａｎｄ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ａｒｅａ，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ＲＥ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ｃｃｕｒ　ｗｉｔｈ
ｃｌａ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ｕｔｈｉｇｅｎｉｃ　Ｆｅ－Ｍｎ　ｏｘｉｄ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ａｔｉｔｅ．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ｕｚ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ｎｈａｍ　ｒｉｓｅ　ｍａ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ｓｏｍ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ｏｆ　Ｌｕｚｏｎ　Ｉｓ－
ｌａｎｄ．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ｉｆ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ｎｏｄｕｌ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ｌａｙ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ｏｌｉａｎ　ｄｕｓ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ｉｇｅｎ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Ｗｅｓｔ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ｅａ

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