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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坝玄武岩中熔体 捕虏体相互作用初步研究

杜星星，樊祺诚
（中国地震局 地质研究所，北京 %$$$!"）

摘 要：汉诺坝新生代玄武岩捕获的地幔橄榄岩及其解体矿物橄榄石、单斜辉石、斜方辉石捕虏晶，普遍发育反应边

结构，提供了玄武岩浆在上升穿越岩石圈地幔过程中橄榄岩 熔体相互作用的重要信息。橄榄石和单斜辉石捕虏晶

反应边的成分变化一致，由核部富镁向边部富铁变化，趋同于玄武岩中相应斑晶的成分。斜方辉石捕虏晶反应边一

般由橄榄石=单斜辉石=玻璃构成，多为双层结构，反应边矿物橄榄石、单斜辉石较相应的地幔矿物富铁，其富硅、

碱的中酸性玻璃成分，为中国东部地幔矿物包裹体中存在的富硅、碱熔体的来源提供了重要信息。同时发现橄榄岩

捕虏体中尖晶石颜色、成分的变化与温度的关系。地幔矿物捕虏晶反应边结构（非平衡结构）得以保存，暗示了玄武

岩浆的快速上升。而大规模的熔体 捕虏体相互作用，改变着岩石圈地幔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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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玄武岩浆上升穿越岩石圈地幔的过程中橄榄

岩 熔体的相互作用不可避免，也是岩石圈地幔组成

转变的重要方式。I*0*&*"等（JKKL）通过对全球各

种来源地幔橄榄岩捕虏体的岩石学矿物学和主微量

元素的研究发现，橄榄岩 熔体的反应消耗橄榄石生

成辉石，这一现象在古老岩石圈地幔中相当普遍。

这已陆续被中国东部中、新生代火山岩中的地幔橄

榄岩捕虏体研究所证实（韩秀伶等，JKKL；M,’"+!"
#$N，LOOP；汤艳杰等，LOOP；裴福萍等，LOOP；Q!2!"
#$N，LOOR；M,’"+，LOOR；张宏福，LOOS；王微等，

LOOS，LOOT；于宋月等，LOOT）。

华北克拉通北部的汉诺坝地区新生代玄武岩中

含有丰富的地幔岩石捕虏体，有关玄武岩及其中各

种类型捕虏体岩石的岩石矿物学、地球化学研究层

出不穷，可是关于该地区玄武岩浆与捕虏体岩石之

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在对汉诺坝

地幔岩石捕虏体岩相观察的基础上，进行了矿物及

其反应边电子探针分析，初步探讨熔体 捕虏体岩石

的相互作用，揭示华北岩石圈演化的信息。

J 熔体 捕虏体相互作用的岩相学特征

汉诺坝新生代玄武岩中常见地幔岩石捕虏体或

其解体的捕虏晶矿物，它们作为玄武岩浆上升过程

中捕获的偶然捕虏体（或称包体），在手标本上有时

可观察到被高温玄武质岩浆烘烤形成的淬火边。显

微镜下捕虏晶常被溶蚀成浑圆状、港湾状或锯齿状，

并且形成了反应边或反应环带结构（图J），区别于玄

武岩中相对自形、较小的斑晶矿物。

通过显微镜和电子探针背散射观察，发现橄榄

石和单斜辉石捕虏晶具有明显的环带结构，从核部

到边部灰度渐变过渡（图J’、J:、J)、J/），反映了铁含

量的逐渐增加。斜方辉石捕虏晶的反应边相对复

杂，一般可分为内外两层（图J*、J#、J,），内层由细粒

单斜辉石（54=）和橄榄石（<0）垂直于斜方辉石主晶

边界呈齿状交生，其间有少量玻璃（U0’33）充填；从内

层到外层<0逐渐增多，54=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外

层由相对粗大的<0颗粒组成，<0粒间充填有零星细

粒的钛磁铁矿（V(.W43）。

显微镜下，还可观察到采自大麻坪的一块被玄

武岩捕获的尖晶石橄榄岩（XYKRL），由靠近玄武岩

的一侧向橄榄岩内部，尖晶石颜色由深变浅（深棕红

色!棕红色!黄褐色!黄色），寓含受玄武岩浆烘烤

导致了尖晶石成分的渐变。

L 矿物化学特征

捕虏晶及其反应边矿物测试分析在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电子探针实验室完成，电子

探针仪器型号Z[C.\JOO，工作条件为，加速电压JR
1]，电子束流JO"C，束斑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列于表J"表R。

*N+ 橄榄石

根据橄榄石捕虏晶从核部到边部的的成分变化

特征（表J、图L），可以将橄榄石反应环带分为以下

两种类型。

第一类为常见的橄榄石正环带，从核部!幔部

!边部，_*<含量先缓慢增加再大幅度升高，V+<
含量变 化 反 之，-!<L 含 量 和 ‘!<含 量 逐 渐 减 少，

V"<含量和5’<含量总体趋势增加。在主量元素

对_$的相关图（图L）上可以看到，-!<L、V+<和

‘!<对_$呈良好的正相关关系，而_*<、V"<和

5’<含量和_$则呈良好的负相关关系。矿物成分

由核部（_$\\"KO）和幔部（_$\̂ "\R）的贵橄榄石

变为边部的透铁橄榄石（_$S\"TL），趋近于玄武岩

中橄榄石斑晶成分（_$S\"SK）。

另一类橄榄石反应环带较少见，是一种复杂环

带（O\Z-aOJ.J，L），橄榄石从核部!幔部!边部，_*<

\T̂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LK卷

 
 

 
 

 
 

 
 

 
 

 
 

 
 

 
 

 
 

 

 

 

 

 

 

 

  

 
 

 



图! 熔体 捕虏晶反应关系显微照片（"、#、$）和电子探针背散射图像（%、&、’、(、)）

*+(,! -+#./0)/1/(."()2（"，#，$）"3&%"#42#"11$.$&$5$#1./3+6"($2（%，&，’，(，)）/’1)$.$"#1+/3.$5"1+/32)+0
%$17$$36$51"3&8$3/#.9212

"、%—橄榄石反应边；#、&—单斜辉石反应边；$、’、(、)—斜方辉石反应边；)中:;为测试的线剖面

"，%—.$"#1+/3.+6/’<5；#，&—.$"#1+/3.+6/’=08；$，’，(，)—.$"#1+/3.+6/’<08；:;+3)2)/721)$"3"59>$&0./’+5$

含量先大幅度增加后再有所降低，-(<含量变化反

之，?+<@ 含量和A+<含量逐渐减少，-3<含量和

="<含量变化为先增后减。矿物成分由核部的贵橄

榄石（*/BC!CD）突变到幔部的透铁橄榄石（*/EC!
F!），边部的*/又增大变化为贵橄榄石（*/FG!
FF）。橄榄石反应边成分的波动推测与玄武岩浆成

分的波动有关，可能反映了后期原始岩浆的再补给

过程（黄小龙等，@DDF）。

!,! 斜方辉石

斜方辉石捕虏晶的反应边组成为<5H=08H玻

璃，捕虏晶及其反应边电子探针分析结果列于表@
和表I。反应边内层和过渡层的橄榄石成分为贵橄

榄石（*/BJ!BF），低于地幔橄榄岩中的橄榄石成分

（一般*/CDK）；外层橄榄石与玄武岩中橄榄石斑晶

成分相当，均为透铁橄榄石（*/EF!FG，一般!FD）。

斜方辉石反应边内层的单斜辉石为顽透辉石，较地

幔橄榄岩中的透辉石富?+<@、-(<和*$<，贫="<、

:5@<I；过渡层单斜辉石成分变化较广，但都趋近于

玄武岩中次透辉石斑晶成分（图I）。斜方辉石反应

边中的橄榄石和单斜辉石成分变化都具有明显的

*$<和-(<相关关系（图J）。对斜方辉石捕虏晶

（DBL?;D!）的线剖面（图!):—;）分析，发现捕虏晶

内部成分无变化，同时也证实了上述反应边矿物的

成 分变化。另外发现当玄武岩浆沿裂隙灌入捕虏体

CFI第J期 杜星星等：汉诺坝玄武岩中熔体 捕虏体相互作用初步研究

 
 

 
 

 
 

 
 

 
 

 
 

 
 

 
 

 
 

 

 

 

 

 

 

 

  

 
 

 



表! 橄榄石捕虏晶反应边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 ’%&()*+,-.(*+/*+$&#,#%01&1+2)3&*&#().+,*.-+24%5&,+(*01)1

样品号 #$%& ’$%& ()&%* +,&%* -.% /0% /1% (2% 3$% ’452, -4

678#!69

9:; <9=6> 6=6> 6=66 6=69 96=*? 6=9& <7=<6 6=6? 6=<9 966=>& 7?=&
9:@ *A=&? 6=9& 6=96 6=99 &B=B6 6=>& **=7A 6=<7 6=9B ??=*> A7=>
9:) *B=7* 6=6& 6=66 6=6* &6=?& 6=&B *?=6* 6=97 6=&9 ?7=<? BA=?
&:; *?=7A 6=6* 6=6A 6=69 ?=9* 6=9> <7=<< 6=6A 6=*7 ?7=9& ?6=<
&:@ *B=B& 6=6> 6=66 6=6A &A=AA 6=<B *>=?< 6=*? 6=97 969=<B B6=A
&:) *B=A> 6=66 6=6< 6=6* &&=?B 6=<6 *7=<* 6=*< 6=9< 966=66 B<=?
*:; *7=>< 6=66 6=9> 6=6& 96=7* 6=97 <A=A< 6=6? 6=<6 ?A=7> 77=>
*:@ *?=7A 6=6& 6=66 6=6> 9<=>9 6=99 <>=96 6=6> 6=&B ??=?B 7<=B
*:) *A=*9 6=6& 6=66 6=69 &A=&B 6=<7 *<=>? 6=<* 6=6> ?7=9A B6=9
C *A=76 6=6A 6=69 6=6* &7=96 6=*? *>=96 6=<* 6=67 969=66 A?=6

(8?>A

9:; <6=B9 6=66 6=6> 6=66 99=9B 6=9* <B=<9 6=6< 6=<> ??=?A 77=*
9:@ *?=A& 6=66 6=66 6=6& 9>=?6 6=9* <<=*9 6=6< 6=*A 966=*7 7*=&
9:) *A=>? 6=96 6=6& 6=6* &>=&* 6=<? *>=BB 6=<& 6=99 ?7=BA B9=A
C *B=>9 6=6> 6=66 6=6< &7=77 6=<< *<=9? 6=<6 6=99 969=A& AB=7

DEFB

9:; <9=*> 6=66 6=66 6=6* ?=B? 6=6? <?=99 6=6> 6=** 966=B> 7?=?
9:) *A=B> 6=&B 6=69 6=6& &7=96 6=<A **=9A 6=*& 6=9* ??=&& AB=7
&:; *?=*? 6=66 6=<& 6=6* 7=77 6=9* <>=9A 6=6< 6=*7 ?<=<* ?6=9
&:@ *7=9> 6=6< 6=*> 6=66 9<=6> 6=9> <&=97 6=6> 6=&7 ?>=&> 7<=*
&:) *A=?& 6=66 6=&& 6=6> &B=*B 6=<B *&=?& 6=<< 6=6? ?7=<7 A7=&
C *B=99 6=6& 6=66 6=6< &B=9A 6=<< *<=6< 6=<A 6=6A ??=** A?=9

678#!69和(8?>A采自接沙坝，DEFB采自大麻坪；;—核部，@—幔部，)—边部，C—斑晶，下同。

图& 橄榄石捕虏晶反应边成分变化图

-$1=& (G.@$;2,H2)$25$40I4J5G.).2;5$40)$@4J%,K.04;)LI5I

岩石内部，只形成斜方辉石单层结构反应边（图91），

其矿物组成依然为%,M(CKM玻璃，反应边中*种矿

物交替排列。反应边中%,成分高于双层结构反应

边内层的%,成分（-4!7B），为最富镁的贵橄榄石

（-4"77），其他反应产物与双层结构反应边内层的

相同。

反应 边 内 层 零 星 填 隙 的 玻 璃 成 分 富 #$%&、

+,&%*、32&%和 N&%（分 别 为A<"!AB"、97"!
9?"、>"!B"、A"!?"），特别富N&%且N&%"
32&%，这类似于早先报道的中国东部地幔矿物包裹

体中 的 富 硅、碱 熔 体 的 成 分（-20"#$%=，9??B，

&66A），暗示了它们之间可能具成因联系。反应边外

层中零星细粒钛磁铁矿的’$%&、-.%、/1%含量分

别约为&A"、A?"和*"，与玄武岩中钛磁铁矿成分

67*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表! 斜方辉石捕虏晶剖面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 ’%&()*+,-.(*+/*+$&#,#%01&1+2)3&1&().+,(+-/+1.).+,+24/55&,+(*01)1

矿物 #$%& ’$%& ()&%* +,&%* -.% /0% /1% (2% 32&% 3$% ’452, -4／/1! 64／+0 70／+8 -9／%)

: %,;4 *<=>> >=>? >=>* >=>& &@=?? >=?> *?=*A >=?: >=>& >=>B AB=B* <A=:
& %,;4 *C=@: >=:? >=&: >=?C &@=*B >=?< **=@? >=*A >=>: >=:& AB=<: <B=@
* /5;DE9 >=*> &?=C< :=A< &=B< <C=A& >=C? ?=>B >=>A >=>: >=:C :>>=?@
? (EF;5 ?B=C< &=*B >=?: C=A> @=@: >=:> :&=BA &:=AA >=<> >=>* :>>=C@ @?=A ?@=B *A=> :*=&
C (EF;$ C?=C: >=:> >=A< >=C& ?=*< >=:A :B=<@ :A=:@ >=<& >=>& AA=:& BB=? *A=? C*=* @=*
< %EF C<=&< >=>< >=C* *=?B C=@& >=:: **=&@ >=@* >=>C >=:: :>>=*& A:=& :=? BA=B B=B
@ %EF C<=>A >=>< >=?@ *=?< C=@A >=:? **=*> >=@* >=>A >=:> :>>=&* A:=: :=? BA=< A=>
B %EF C<=:: >=>? >=C* *=*: C=@@ >=:C **=>B >=<C >=>A >=>@ AA=B> A:=: :=* BA=@ A=>
A %EF CC=B* >=>: >=<? *=*< C=@A >=:? **=@? >=@> >=>@ >=:< :>>=?? A:=& :=* BA=B B=A

:> %EF C<=?: >=>< >=<? *=C: <=>: >=:> **=&C >=@C >=>@ >=:> :>>=A> A>=B :=C BA=* A=&

:: %EF C<=&? >=>B >=CC *=?? C=A< >=:& **=&@ >=@? >=>@ >=:* :>>=<> A>=A :=? BA=? A=&

:& %EF C<=*& >=:> >=C: *=?C C=@& >=:& **=&* >=@? >=:> >=:* :>>=?& A:=& :=? BA=@ B=B

:* %EF C<=>* >=>A >=C@ *=?: <=>* >=:> **=*C >=@* >=>< >=:? :>>=C: A>=B :=? BA=? A=&

:? %EF C<=?: >=>C >=<: *=*B C=@? >=:> **=&C >=<< >=>@ >=>* :>>=*> A:=& :=* BA=A B=A

:C %EF C<=<> >=>& >=C: *=?B C=AA >=:> **=&? >=<B >=>C >=:: :>>=@B A>=B :=* BA=C A=&

:< %EF CC=AA >=>& >=?B *=?@ C=B< >=:@ **=>@ >=@A >=>C >=:: :>>=>: A:=> :=C BA=* A=:

:@ %EF CC=>> >=>> >=C? *=<> C=*? >=:C *?=>? >=@< >=>B >=>B AA=CA A:=A :=? A>=? B=&

:B %EF C<=CC >=>C >=C& *=C& C=@@ >=:@ **=*? >=<B >=>A >=:& :>>=B: A:=: :=* BA=@ A=>

:A %EF C<=&* >=>& >=C? *=C& C=@< >=>A **=C> >=@> >=>B >=>C :>>=?A A:=& :=* BA=A B=B

&> %EF C<=>B >=>& >=C? *=?@ C=A? >=:: **=&> >=<@ >=>< >=>B :>>=:@ A>=A :=* BA=C A=&

&: %EF CC=AA >=>? >=C? *=*@ C=B* >=:: **=*B >=CB >=:> >=:: :>>=>C A:=: :=: BA=A A=>

&& %EF C<=*> >=>B >=C& *=?* C=AB >=:: **=:* >=<C >=>@ >=>B :>>=*C A>=B :=* BA=C A=&

&* %EF C<=*A >=>> >=C& *=?A C=@: >=:? **=:> >=@> >=>@ >=:@ :>>=&A A:=& :=? BA=@ B=A

&? %EF C?=?B >=>B >=A& *=@< C=A& >=:? *:=@@ >=@C >=>B >=:@ AB=>@ A>=C :=C BA=> A=C

&C %EF C?=B? >=>? >=<& *=?: C=?B >=:> **=&C >=@> >=>@ >=:& AB=<* A:=C :=? A>=: B=C

&< %EF CC=AA >=>: >=C> *=?* C=@? >=:A *&=A* >=<B >=>@ >=>A AA=<* A:=: :=* BA=< A=:

&@ %EF C<=?B >=>: >=C: *=&B C=B< >=:& **=&? >=<B >=>< >=:: :>>=*C A:=> :=* BA=< A=:

&B %EF CC=?@ >=>* >=@A *=?@ <=>@ >=:B *&=?> >=<C >=>B >=>@ AA=&: A>=C :=* BA=: A=<

&A %EF CC=@< >=>A >=C* *=CC C=A< >=:& *&=@? >=@* >=>B >=>B AA=<? A>=@ :=? BA=* A=*

*> %,;$ ?>=?: >=>* >=?< >=&B :&=<A >=:C ?@=?B >=:A >=>? >=&< :>:=AA B@=>

*: (EF;$ C?=@> >=:? :=CB >=@> ?=*: >=:C :A=A< :B=:B >=@< >=>> :>>=?B BA=& *<=B C<=& @=>

*& (EF;5 ?A=AB :=<A >=?C ?=*& @=>B >=>< :*=CA &&=:? >=C? >=>> AA=BC @@=? ?@=C ?>=C :&=>

** %,;4 *C=<C >=BA >=&> :=:* &@=B@ >=?? *&=CB >=*B >=>* >=:& AA=&A <@=<

*? %,;4 *<=&? >=>B >=>? >=>> &@=<< >=?B **=B? >=?A >=>? >=>B AB=AC <B=C

+—!分析剖面见图:G，相应测点:"*?。

表6 单斜辉石捕虏晶反应边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6 ’%&()*+,-.(*+/*+$&#,#%01&1+2)3&*&#().+,*.-+27/55&,+(*01)1

样品号 #$%& ’$%& ()&%* +,&%* -.% /0% /1% (2% 32&% ’452, 64 70 -9 /1!

>BH#!>:

:;I C:=*< >=<A >=*@ C=?C &=AC >=:> :<=>< &>=&& >=BA AB=>@ ?C=> ?A=@ C=* A>=@

:;) ?C=>& *=>* >=:> <=@B @=?@ >=>B ::=AA &&=&B >=<> A@=*? ?A=@ *@=& :*=: @?=:

&;I C*=>: >=CC >=A: *=B< &=B@ >=>@ :C=&C &:=@: :=>> AA=&C ?B=> ?<=A C=: A>=?

&;) ?<=B* &=AB >=>< <=C* @=CC >=:> :&=&* &&=*& >=C& AA=:: ?A=* *@=< :*=& @?=*

E ?<=:A *=&? >=>? <=B* B=?& >=>B ::=@< &:=A@ >=C< AA=:> ?B=A *<=? :?=B @:=*

*B*第?期 杜星星等：汉诺坝玄武岩中熔体 捕虏体相互作用初步研究

 
 

 
 

 
 

 
 

 
 

 
 

 
 

 
 

 
 

 

 

 

 

 

 

 

  

 
 

 



表! 橄榄岩捕虏体（"#$!%）中尖晶石电子探针分析结果 !!／"
&’()*! +)*,-./012,./3./(*’0’)45*5/65320*),/13/52-2/0203*.27/-2-*8*0/)2-95

序号 颜色 #$%& ’(&%) *+&%) ,-% ./% .0% 12&% 1$% #342+ ’(!

5 深棕红色 67)) 58788 9:785 67&6 675) &57;< &768 679< 56676) 5:7<
& 棕红色 67&: 5;7:9 ;6755 =789 67&8 &57<8 &766 6756 ==7== 5<7;
) 黄褐色 67&6 5&7<: ;&7:5 =75; 6766 &&7&: 57<: 67;9 ==7;9 5976
9 黄色 676= =7;6 ;87)& =7)= 6766 &)76< 57<: 67&; 566796 567&
; 黄色 6755 =7)5 ;87;& :78; 6766 &&7:) 57<6 67;= ==7<5 =7=

5";表示尖晶石从靠近玄武岩一侧向捕虏体内部颜色、成分的逐渐变化；’(!>566’(／（*+?’(）。

图) 斜方辉石捕虏晶反应边单斜辉石成分

,$07) ’@AB3C@3D$4$3/3E4F-(-2B4$3/($C3E%@AA-/3B(GD4D
*—透辉石；!—次透辉石；’—顽透辉石；H—普通辉石

*—I$3@D$I-，!—D2+$4-，’—-/I$3@D$I-，H—2J0$4-

一致。除成分相同外，岩相学的观察也发现钛磁铁

矿在玄武岩中分布广泛，因此可以确定它来自玄武

岩浆。

%7: 单斜辉石

与橄榄石相比，单斜辉石捕虏晶从核部!边部，

同样显示了明显的,-%含量增加和.0%含量减少

（表9）。在主量元素对 .0!相关图上，K$%&、.0%、

12&%与.0!呈较好的正相关关系，#$%&、*+&%)和

,-%呈负相关，与’2%的相关性不明显。单斜辉石

.0!值从核部约=6变化到边部约<9，矿物成分由透

辉石变为次透辉石，趋近于玄武岩中次透辉石斑晶

成分（图略）。

%7; 尖晶石

我们观察到被捕获的尖晶石橄榄岩捕虏体中尖

晶石颜色、成分的逐渐变化（表;）。从靠近玄武岩一

侧向捕虏体内部（表;中5!;），尖晶石颜色从深棕

红色（具磁铁矿黑色边）!棕红色!黄褐色!黄色变

化，其 化 学 成 分 呈 现 明 显 的 ’(&%)（58L88" !
5;L:9" !5&L<:" !=L;6" !=L)5"）、,-%

（56L&6"!=L89"!=L5;"!=L)="!:L8;"）降

低和.0%（&5L;<"!&5L<8"!&&L&:"!&)L6<"
!&&L:)"）、*+&%)（9:L85"!;6L55"!;&L:5"!
;8L)&"!;8L;&"）升高，相应的从富’(!尖晶石向

低’(!尖 晶 石 变 化（5:L<!5<L;!59L6!56L&!
=L=）。

) 讨论与结论

本文的捕虏晶为地幔橄榄岩捕虏体的解体矿

物，较玄武岩中的斑晶矿物大得多，并且形态不规

则，常被熔蚀成浑圆状、港湾状或锯齿状，具反应边

结构。相比，玄武岩斑晶则大多表现为半自形 自

形，无反应边结构。成分上捕虏晶与斑晶的.0!也

有很大差异，前者极富.0!（约=6M），后者.0!大

多变化于<6M。12N2CJ(2（5==;）研究表明高温条

件下橄榄石中的,-O.0扩散速率很快，如果要保存

完好的橄榄石环带结构则要求反应进行的时间很

短，即玄武岩浆的上升速度很快。在本文的研究当

中不仅见到橄榄石反应环带，还保留有单斜辉石反

应环带，这些不平衡结构的存在都说明反应时间并

不充分，未达到矿物成分的平衡，从而间接暗示了玄

武岩浆的快速上升。

橄榄石和单斜辉石捕虏晶反应边的成分变化一

致，由核部富镁向边部富铁变化，同时钙也略有增

加，表明矿物与玄武岩浆之间仅发生了元素的交换，

并未产生新的矿物，反应的结果造成捕虏晶边部成

分趋同于玄武岩斑晶成分。斜方辉石捕虏晶的反应

边组成（%+?’@A?玻璃）与KF2P和H$/0P-++（&668）

的观 察 结 果 一 致，并 得 到 了 实 验 岩 石 学 的 支 持

（KF2P，5===；KF2P2/IH$/0P-++，&66:），即高温条

件下不饱和的硅质熔体与地幔岩会发生反应，反应

的结果使橄榄石形成反应环带，斜方辉石生成反应

边（%+?’@A?玻璃）。同时，他还提出地幔橄榄岩捕

虏体 不 同 结 构 部 位 产 出 的 熔 体 成 分 不 同，富 硅

碱 熔体只见于%@A反应边中，这从本文的研究结果

9:)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卷

 
 

 
 

 
 

 
 

 
 

 
 

 
 

 
 

 
 

 

 

 

 

 

 

 

  

 
 

 



图! 斜方辉石捕虏晶反应边橄榄石、单斜辉石成分变化图

"#$%! &’()*+,-./01#.(’2(3#(4#5)6574/030(.4#5)3#157&,--0)5.38646

也得以证实。具双层反应边结构的斜方辉石捕虏

晶，其反应边内层矿物成分与橄榄岩内部斜方辉石

单层反应边的矿物成分相当，揭示了熔体 捕虏体相

互作用产生的反应边结构与反应边矿物成分变化受

控于两者接触的温度和成分交换关系，外层矿物成

分更趋同于相应的玄武岩斑晶成分。

汉诺坝以及中国东部许多地区不同类型的地幔

岩矿物中都陆续发现有富硅、碱的中酸性硅酸盐熔

体包裹体（"()!"#$%，9::;，<==>；樊祺诚等，<==?），

这些熔体的成分与玄武质熔体相差甚远，但与本文

斜方辉石反应边中的熔体成分相当。由此推断这些

富硅 碱熔体的形成可能就是玄武质岩浆与地幔岩

中斜方辉石反应的结果，即玄武质岩浆（贫硅熔体）

@&,-!富硅熔体@&’@+,-，之后富硅熔体又被捕

获到矿物晶格中封存起来。这与A/(B（9:::）提出

的富硅、碱的玻璃包裹体的成因为&,-与玄武岩浆

反应的结果相一致。至于这些富硅 碱熔体是如何

重新进入地幔矿物晶格当中并被封存起来形成包裹

体，是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

玄武岩浆在上升过程中与上覆岩石圈地幔橄榄

岩的反应十分普遍，最终结果造成了岩石圈地幔由富

镁向富铁转变。如果这种反应大规模的存在，势必会

改变岩石圈地幔的性质（由亏损地幔转变为富集地

幔），这已成为近年来华北克拉通减薄讨论的热点。

致谢 感谢在样品电子探针分析过程中中国科

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电子探针实验室毛骞和

马玉光热情的帮助；感谢两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

宝贵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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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FG，GEH，!"#$%9::;%I#*J(.#*#.6#’#.(4010’47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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