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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冲陆壳和洋壳对华北克拉通中生代岩石

圈地幔改造的氧同位素记录

郭 锋
（中国科学院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同位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7;$）

摘 要：来自华北克拉通山东省中生代镁铁质岩石及地幔包体的橄榄石氧同位素组成显示，早白垩世岩石圈地幔主

要受到了来自俯冲的华南陆壳不同组分的改造作用，包括镁铁质下地壳和长英质上地壳组分以及少量的海相沉积

碳酸盐岩，而晚白垩世的岩石圈地幔则受到了来自俯冲的太平洋板块的改造。早白垩世受俯冲陆壳改造的岩石圈

地幔橄榄石相对正常地幔高"%<-（7=$>!?=">），而晚白垩世被俯冲洋壳改造的局部地幔则相对正常地幔低"%<-
（;=%>!#=!>）。板块俯冲作用是导致华北克拉通岩石圈地幔破坏的重要深部机制，三叠纪华南陆壳深俯冲导致了

华北克拉通地幔强烈富集相容组分而转变为易熔的岩石圈，早白垩世大规模幔源岩浆的侵位很可能与俯冲大陆板

片的整体断离或拆离作用相关；晚中生代以来的太平洋俯冲作用则引发了岩石圈地幔的置换和增生作用，形成了目

前新、老地幔共存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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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克拉通东部显生宙以来发生了强烈的岩石

圈减薄作用，不仅表现在岩石圈厚度从早奥陶世的

约DEEF)减薄到现今的GE!HEF)，而且其岩石圈

地幔性质也由化学成分难熔、I"4@#同位素富集转变

为现今的化学成分饱满而I"4@#同位素组成类似于

大洋型的地幔（J&*&*#7$*8,$-，KLLD；J&*!"#$M，

DEEE；7$*8,$-!"#$M，KLLN，DEEG；O.，DEEK；

P($*:!"#$M，DEEK，DEEQ；P(&*:!"#$M，DEED，

DEER）。

中生代是连接古生代和新生代的纽带，期间华

北克拉通经历了强烈的镁铁质岩浆活动、构造变形

和成矿作用，标志着强烈的岩石圈减薄。来自中生

代（主体为早白垩世）镁铁质火成岩的岩石学、元素

同位素地球化学资料反映华北克拉通的岩石圈地幔

存在强烈的元素和同位素不均一性（图K，P(&*:!"
#$M，DEED，DEER；J&*!"#$M，DEEG）。克拉通内部，

包括太行山、鲁西地区的早白垩世超镁铁 镁铁质火

成岩 显 示 出 S7K特 征 的I"4@#45/同 位 素 组 成

（T.!!"#$M，DEEK，DEEN；P(&*:!"#$M，DEER；A($*
!"#$M，DEER；U&*:!"#$M，DEEQ），反映熔融源区具

富集VWSS，W/／I"比值中等，低2(、X但高2(／X
比值的特征，与大陆下地壳相似。华北克拉通东南

缘包括大别 苏鲁地区同时代超镁铁 镁铁质火成岩

的I"4@#45/和A46稳定同位素的研究结果显示出

类似S7D的特征，其熔融地幔源区被认为受到了来

自俯冲华南陆壳流体或熔体的改造（Y&(*!"#$M，

KLLL；T.!!"#$M，DEEK，DEER，DEKN&，DEKN/；

P(&*:!"#$M，DEED，DEEN；O.!"#$M，DEER；J&*!"
#$M，DEER；P(&!!"#$M，DEEZ；T&!!"#$M，DEEH；

[&*:!"#$M，DEKD&，DEKD/）。

晚白垩世期间山东省境内零星分布了镁铁质火

山岩，由 东 至 西 包 括 青 岛 劈 石 口 玄 武 岩 脉（约HD
7&）、胶州大西庄玄武岩（约GR7&）和莒南玄武质角

砾岩（约QG7&）（[&*!"#$M，DEEN；[,*:!"#$M，

DEEQ；P(&*:Y!"#$M，DEEH）。这些晚白垩世玄武岩

在地球化学上具有与洋岛玄武岩（6\]）类似的主量

（低I,6D、富 7:6和碱）、微量元素（@/̂2&正异常

和5/负异常）组成，在I"̂@#同位素组成上也总体

与6\]相似（[&*!"#$M，DEEN；[,*:!"#$M，DEEQ；

P(&*:Y!"#$M，DEEH），也与华北东部乃至中国东部

新生代玄武岩非常相似（P(&*:!"#$M，DEEL；O.!"
#$M，DEKD）。

近年来笔者对山东地区早、晚白垩世镁铁质岩

石中的橄榄石开展了原位氧同位素研究，其结果显

示，早白垩世无论是侵位的橄榄辉长岩／苏长岩，还

是玄武岩中的橄榄石都具有相对正常地幔橄榄石高

"KH6的特征（T.!!"#$M，DEKN&，DEKN/；O.!"#$M，

DEKN；[&*:!"#$M，DEKD&，DEKD/），而晚白垩世玄武

岩中的橄榄石捕虏晶和地幔包体橄榄石则显示出相

对正常地幔低"KH6的特点（T.!!"#$M，DEKN’）。由

于橄榄石为镁铁质岩浆早期分离结晶的矿物，能有

效记录初始幔源岩浆的氧同位素组成（],*#$)&*!"
#$M，DEER；T&"’,&!"#$M，DEEH；S,0$"!"#$M，DEKK；

T."$*F!!"#$M，DEKK），因此橄榄石显示出的氧同位

素差异反映了中生代不同时期华北克拉通岩石圈地

幔受到了不同氧同位素组成的再循环物质改造，其

中早白垩世岩石圈地幔主要受到了来自华南陆壳物

质的改造作用，晚期则主要受到了俯冲的太平洋板

片的改造作用。俯冲地壳物质引起的岩石圈地幔富

集和交代作用是华北克拉通岩石圈改造和破坏的主

要机制。

K 区域地质背景概述

华北克拉通是中国大陆最古老的陆块，其地壳

最早年龄为N_HT&（V,.!"#$M，KLLD），岩石圈地幔

的年龄为D_HT&（T&!!"#$M，DEED；P(&*:‘J!"
#$M，DEEH）。其主要由东、西两大古陆块组成，中间

为华北克拉通早元古代过渡造山带（图K&）（P(&!
!"#$M，DEEK）。克拉通周缘为古生代和中生代造山

带，其北缘为中亚造山带，南缘为秦岭 大别 苏鲁造

山带。

中生代，尤其是早白垩世期间，华北克拉通发生

了强烈的岩浆活动、构造伸展变形 变质作用和大规

模金属成矿作用。在鲁西地区包括济南辉长岩体、

邹平镁铁质火山 侵入杂岩、沂南、淄博、莱芜等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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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华北克拉通山东省中生代镁铁质火成岩分布图

"#$%! &#’()#*+(#,-,./0’,1,#234.#2),25’#-674-8,-$9),:#-20,.(70;,)(7<7#-4<)4(,-
图中所标数字为橄榄石的!!=>值，资料来源：济南辉长岩（?4-$!"#$%，@A!@4；B+,!"#$%，@A!C*）；费县玄武岩中辉石岩包体（D+!"#$%，

@A!C）；方城玄武岩及辉石岩包体（B+,!"#$%，@A!C4）；沂南辉长岩（?4-$!"#$%，@A!@*）；邹平辉长岩（?4-$!"#$%，@A!@4；作者未

发表数据）；莒南和青岛玄武岩地幔包体和橄榄石捕虏晶（B+,!"#$%，@A!C2）

E70-+3*0)’80-,(0(70!!=>:4F+0’,.,F#:#-02)G’(4F’.),334.#234$34’,)H0-,F#(7’；84(4’,+)20’：I#-4-$4**),’（?4-$!"#$%，@A!@4；B+,!"
#$%，@A!C*）；JG),H0-#(0H0-,F#(7’#-"0#H#4-*4’4F(’（D+!"#$%，@A!C）；"4-$270-$*4’4F(’4-8JG),H0-#(0H0-,F#(7’（B+,!"#$%，@A!C4）；?#-4-
$4**),’（?4-$!"#$%，@A!@*）；K,+J#-$$4**),’（?4-$!"#$%，@A!@44-8+-J+*F#’70884(4）；J0)#8,(#(0H0-,F#(7’#-I+-4-4-8L#-$84,*4’4F(’

（B+,!"#$%，@A!C2）

辉长岩、辉长闪长岩，还有费县和方城高镁玄武岩；

在鲁东地区的莱阳盆地出露了广为分布的玄武岩、

玄武粗安岩、基性脉岩、煌斑岩等。晚白垩世期间沿

着五连 烟台断裂带有零星的玄武岩喷发，从东到西

包括青岛、胶州和莒南玄武岩，并含有地幔捕虏体。

@ 早白垩世镁铁质岩浆橄榄石的氧同

位素组成

!%" 济南和邹平辉长岩

济南辉长岩主要由橄榄苏长岩和辉长岩组成

（B+,!"#$%，@AA!，@A!C*），主要矿物包括橄榄石、

紫苏辉石、普通辉石、斜长石组成。通过对橄榄石的

原位氧同位素和激光氟化法分析，获得其!!=>值为

MNAO"MN!O（B+,!"#$%，@A!C*），相对?4-$等

（@A!@4）获得的济南和邹平岩体橄榄石的!!=>值变

化范围略小（PN=O"MNMO），但整体上较地幔橄榄

石的!!=>值（PN!O"PNQO）高（<741,(!"#$%，

!RRS），反映其熔融地幔源区受到了来自再循环富

!=>地壳物质的贡献。邹平辉长岩橄榄石的原位!!=>
值为PNQO"MNCO，平均值为PN=O，与激光氟化法

分析的橄榄石单矿物!!=>值相一致（作者未发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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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略低于济南辉长岩的橄榄石，但高于正常地幔

橄榄石的!!"#值（$%&’()!"#$*，!++,）。

!*! 方城玄武岩及辉石岩包体

我们对方城玄武岩及其辉石岩包体中的橄榄石

开展了原位氧同位素分析，方城玄武岩中橄榄石的

-(值变化较大，甚至最高可达+.；其!!"#值变化在

/0/1",021之间；相对于玄武岩中的橄榄石斑晶，

辉石岩橄榄石的!!"#值变化较小，在30/1",041
之间（56(!"#$*，24!.&）。总体上，无论是玄武岩

中的橄榄石斑晶还是辉石岩中的橄榄石，总体较地

幔橄榄石的!!"#值高。最近76等（24!.）报道了费

县辉石岩橄榄石的原位氧同位素组成也显示出高

!!"#的特点。类似地，8&9:等（24!2;）报道了沂南

辉长岩橄榄石的激光氟化法氧同位素组成，也具有

相对地幔橄榄石高!!"#的特点。

总体上，华北陆块早白垩世镁铁质岩石中橄榄

石氧同位素反映的岩石圈地幔以相对正常地幔富

集!"#为特征，显示其受到了再循环富!!"#地壳物

质的改造作用（图2）。

图2 白垩纪山东地区镁铁质岩石橄榄石的!!"#值和全岩#<=（"）对比图

->:*2 $(?@&A>B(9;C)DCC9!!"#(E(F>G>9C&9=D%(FCHA(IJ#<=（"）(E)%C$AC)&IC(6B?&E>IA(IJB&9=KC9(F>)%B>9L%&9=(9:
MA(G>9IC

除苏鲁带超高压橄榄岩外，其它资料来源同图!：大别 苏鲁带超高压橄榄岩（N%&9:!"#$*，!++"；N%C9:!"#$*，244.）；地幔橄榄岩

（$%&’()!"#$*，!++,）；O#PQ和#RQ（S&A?(9&9=S(CEB，!++/；T>FCA!"#$*，!++,）*
=&)&B(6AICB&AC)%CB&?C&B>9->:*!CKIC@)E(A：U&;>CHL6F6VSM@CA>=()>)CB（&E)CAN%&9:!"#$*，!++"；N%C9:!"#$*，244.）；9(A?&F?&9)FC

@CA>=()>)C（&E)CA$%&’()!"#$*，!++,）；O#PQ&9=#RQ（&E)CAS&A?(9&9=S(CEB，!++/；T>FCA!"#$*，!++,）

. 晚白垩世镁铁质岩浆中地幔捕虏体

橄榄石的氧同位素组成

我们选择晚白垩世莒南和青岛玄武岩中的橄榄

石捕虏晶和地幔包体橄榄石开展了原位氧同位素研

究。

"*# 莒南玄武岩橄榄石捕虏晶和地幔包体橄榄石

莒南玄武岩橄榄石的-(值变化在""0,""+0/
之间，考虑到寄主玄武岩为L>不饱和岩浆，其 O:$

在33",!之间，由岩浆自身结晶的橄榄石-(值应

在,4""4之间，因此这些自形程度高的橄榄石为捕

虏晶，而不是斑晶。原位氧同位素分析显示其!!"#
值变化在W0!1"/0.1之间，平均值为W0,1（56(
!"#$*，24!.I），相 对 正 常 地 幔 橄 榄 石 的!!"#值

（/0!1"/0W1）明 显 偏 低（$%&’()!"#$*，!++,）。

地幔包体橄榄石的-(值变化在",0/"""0W之间，

总体相对正常地幔橄榄岩（熔融残留体的-(值通常

!+4）低，其!!"#值变化在W0/1"/0.1之间，平

均值为/041（56(!"#$*，24!.I），略低于地幔橄

榄石的!!"#值。

"*! 青岛玄武岩中地幔包体橄榄石

该玄武岩中地幔包体橄榄石具典型的碎斑结

构，-(值变化在"+04""+0+之间，与前人报道的低

3+/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2卷

 
 

 
 

 
 

 
 

 
 

 
 

 
 

 
 

 
 

 

 

 

 

 

 

 

  

 
 

 



!"#橄榄岩成分相当（$%&’"!"#$(，)*++），其!+,#
值变化在-.)/"0.1/之间，平均值为-.2/（345
!"#$(，)*+16），低于地幔橄榄石的!+,#值。

总体上，晚白垩世地幔包体橄榄石和玄武岩的橄

榄石捕虏晶都显示出相对正常地幔低!+,#特点（图

)），暗示其成因存在再循环高温蚀变洋壳的贡献。

- 华北克拉通中生代岩石圈地幔的改

造机制

中生代镁铁质岩石的橄榄石氧同位素组成可以

明显分为两类：# 早白垩世镁铁质侵入岩和玄武

岩，其橄榄石的!+,#值明显高于正常地幔橄榄岩；

$ 晚白垩世玄武岩中橄榄石捕虏晶和地幔包体橄

榄石，其!+,#值明显低于正常地幔橄榄岩（图)&、图

1）。尽管目前对于地幔氧同位素组成是否存在不均

一性仍存在不同认识（$%&’"!"#$(，)***），但来自

大量的地幔包体、岛弧玄武岩和洋岛玄武岩的橄榄

石氧同位素分析显示，俯冲地壳物质的再循环能导

致地幔的氧同位素组成不均一。由于地幔对流和软

流圈的化学 热侵蚀作用以及氧同位素的扩散分馏

效应，地幔的氧同位素组成不均一性难以长时间被

保存下来。$%7’"（)*+)）提出俯冲隧道的构造模

式，认为俯冲地壳物质在狭长的俯冲隧道内与岩石

圈地幔发生反应，如源自不同性质的俯冲地壳流体／

熔体 橄榄岩反应将能形成具差异性氧同位素组成

的地幔源区：# 当被俯冲的物质主要为富+,#的沉

积物或大陆长英质中上地壳，其析出流体或脱水熔

体 地幔反应将形成富+,#的地幔源区（89’:7;&’!"
#$(，)**0；34<7’=5!"#$(，)*++）；$ 如果被俯冲的

是主要由镁铁质岩石组成的下地壳（如未蚀变大洋

下地壳），由于其!+,#值与正常地幔差别较小，被改

造的地幔源区则+,#富集微弱或不明显（>7;?@5’
&’:A&<;5’，+22)）；% 当被俯冲的是受到高温蚀变

的低!+,#洋壳，被改造的地幔源区将显示出相对低

!+,#的特征（3<7"5<B&’:C&BD5<，+2,+；E4@D9@F!"
#$(，)***）。因此，中生代华北岩石圈地幔显示出的

不同!+,#特点反映其受到的改造过程存在差别。

!(" 早白垩世岩石圈地幔属性与大规模熔融

对于早白垩世华北克拉通岩石圈地幔，其富集

的+,#以及G<HI:HAJ同位素特征主要是受到了再

循环陆壳物质的改造。综合方城、费县玄武岩和辉

图1 中生代镁铁质岩石的全岩&I:（"）!+,#协变关系

K9"(1 L5M&<9&@95’N7@O77’&’:O%5D7H<56=&I:（"）

!+,#5J5D9M9’7
指示不同地区镁铁质岩浆熔融源区可能形成机制的概念性模型，

显示在沂南、方城和费县等具有P!)型同位素特征的早白垩世岩

浆熔融源区存在俯冲的华南上地壳组分的贡献；数据来源：早古

生代岩石圈地幔（Q&’"!"#$(，)**2），早古生代辉石 岩 包 体

（$%&’"R!"#$(，)**,），华南上下地壳（345!"#$()*+1&及其中

参考文献），碳酸岩（Q9’"!"#$(，)**-；345!"#$(，)*+1N）；其

它数据同图+和)；高温蚀变洋壳根据氧同位素分馏原理推测

S65’67?@4&D;5:7DJ5<@%7J5<;&@95’5J@%7;&’@D7T54<675J@%7L<7U

@&6754T;&J96;&";&T&’:?7<9:5@9@7V7’5D9@%T9TT%5O7:(W@9T9’:96&@U

7:@%&@@%7;&’@D7T54<67J5<@%7Q9’&’，K&’"6%7’"&’:K79V9&’;&J96

;&";&T65’@&9’7:&’9;?5<@&’@65;?5’7’@5JT4N:46@7:Q&’"@F74?U

?7<6<4T@(C%7:&@&T54<67T&<7@%7T&;7&T9’K9"(+7V67?@J5<：7&<DB
E&D75F596D9@%5T?%7<96;&’@D7（&J@7<Q&’"!"#$(，)**2）；?B<5V7’9@7

V7’5D9@%T（&J@7<$%&’"R!"#$(，)**,）；Q&’"@F74??7<&’:D5O7<

6<4T@（&J@7<345!"#$(，)*+1&&’:<7J7<7’67T@%7<79’）；6&<N5’&@9@7
（&J@7<Q9’"!"#$(，)**-；345!"#$(，)*+1N）(C%7#&’:I:9T5U

@5?9665;?5T9@95’T5J@%7%B:<5@%7<;&DDB&D@7<7:567&’966<4T@&<7&<N9H

@<&<9DB&TT4;7:9’&665<:&’67O9@%@%75VB"7’9T5@5?7J<&6@95’&@95’

石岩中橄榄石的#和全岩G<HI:HAJ同位素组成，结

果显示俯冲华南大陆的上下地壳都参与了岩石圈地

幔的改造（$%&’"!"#$(，)**)；X4!"#$(，)*+1；

345!"#$(，)*+1&），通过橄榄石氧同位素组成估算

的费县、方城地区岩石圈地幔的!+,#值在Y.*/左

右，远高于正常地幔的0.0/；而更靠近华北克拉通

内部的济南和邹平岩体，其来源岩石圈地幔的!+,#
值在0.,/"Z.)/之间（Q&’"!"#$(，)*+)&；345
!"#$(，)*+1N），可能与来自俯冲的华南表壳海相沉

积物析出的碳酸岩熔体（熔体比例为*.)["+[）交

代作用有关。来自沂南、莱芜等地辉长岩橄榄石的

!+,#值在0.,/"Z.0/之间，所对应的地幔源区的

!+,# 值 在 Z.1/ "Z.,/ 之 间 （Q&’"!"#$(，

Y20第0期 郭 锋：俯冲陆壳和洋壳对华北克拉通中生代岩石圈地幔改造的氧同位素记录

 
 

 
 

 
 

 
 

 
 

 
 

 
 

 
 

 
 

 

 

 

 

 

 

 

  

 
 

 



!"#!$），反映随着距离俯冲带变远，靠近克拉通内

部，其早白垩世地幔源区受到俯冲陆壳的改造程度

降低，这与%&’()’*+同位素所反映的特点相一致

（,-./0!"#$1，!""2，图#）。

俯冲陆壳物质及其衍生的长英质熔体由于富集

易熔组分、不相容元素和3455，因此这些再循环地

壳物质的大量加入将形成交代辉石岩。这些富含不

相容元素、3455和易熔组分的辉石岩的熔点远小

于橄榄岩，因此在对流软流圈的热烘烤或化学 热侵

蚀作用下将率先发生部分熔融作用，形成富镁的幔

源岩浆，如方城和费县玄武岩和济南、邹平、沂南等

辉长岩。尽管目前对于早白垩世岩石圈的减薄存在

争议，但由于重力不稳定性，俯冲大陆板片的整体断

离或拆离作用可能是导致加厚岩石圈垮塌和去根的

重要机制。近年来对中生代地幔包体的含水性研究

也显示，中生代地幔具有与现代岛弧可类比的高含

水性（67.!"#$1，!"#8；9:;!"#$1，!"#8.），因此俯

冲古太平洋板块析出流体是导致早白垩世岩石圈地

幔软 化 和 不 稳 定 的 原 因 之 一（<7/)=>?!"#$1，

!"#"）。外来俯冲洋壳析出的水促进了加厚岩石圈

的不稳定性而发生断离或拆沉作用，诱发了大规模

地幔部分熔融。

地幔氧同位素不均一性是否能在岩石圈地幔中

得到有效保存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俯冲隧道模

式认为由于地壳富#@A物质的改造能造成地幔的氧

同位素不均一（,->/0，!"#!）。由于不同深度的地

壳的氧同位素组成差异，其中地壳表层的沉积物高

度富集#@A，中上地壳长英质成分中含有大量的沉积

物或变质岩以及由这些原岩熔融形成的花岗质岩岩

石，其!#@A值较高，而下地壳主要由基性麻粒岩组

成，因此其!#@A值较低，但相对正常地幔略高（57=>&
!"#$1，!""#）。近年来对华北内部及南缘大别 苏鲁

造山带的超高压变质岩和中生代火成岩的氧同位素

研究显示，被俯冲的华南陆壳具有变化极大的!#@A
值（,->/0，!"#!及其中参考文献），但是在中生代镁

铁质岩石中普遍观察到相对正常地幔高的!#@A值，

反映被俯冲并改造华北岩石圈地幔的地壳物质主要

为富#@A的中酸性岩石或表壳岩石（9:;!"#$1，

!"#8.）。由于中酸性物质的熔点远低于镁铁质岩

石，深俯冲陆壳的选择性熔融（熔融物质主要为被俯

冲的中酸性组分，镁铁质组分则残留下来）导致了被

交代华北岩石圈地幔具有高的!#@A值特征。

在大别地区同时还存在一些低!#@A镁铁质岩

石（,-.;!"#$1，!""B；C.7!"#$1，!"##），它们的熔

融源区很可能为俯冲陆壳析出流体改造的华北岩石

圈地幔。由于高温热液流体 地幔橄榄岩相互作用，

被改造的地幔源区将获得低!#@A的特征，如在苏鲁

地区发现了低!#@A的石榴子石橄榄岩，其%&’()’A
同位素组成与未受到明显地壳混染的大别地区早白

垩世镁铁质岩石相似。

与俯冲隧道模式有所区别的是岩石圈三明治模

式（D./!"#$1，!""2），认为被俯冲的陆壳岩石在折

返过程中部分超高压岩石仅折返至冷的岩石圈地幔

中，以透镜体或布丁形式存在于岩石圈地幔中。此

外早白垩世俯冲板片断离模式认为在陆壳俯冲过程

中，相对于俯冲洋壳，俯冲陆壳物质由于相对缺水，

因此并未发生大规模的熔融和对华北岩石圈地幔进

行改造。在早白垩世期间，由于俯冲板片的重力不

稳定性而发生断离作用，使大部分的镁铁质板片再

循环到对流软流圈中，而残留的长英质陆壳发生大

规模的部分熔融作用对华北岩石圈地幔进行改造并

诱发大规模的部分熔融作用（9:;!"#$1，!""2），从

而形成了目前所观察到的富#@A的镁铁质岩石，而主

要受到热液流体改造的华北岩石圈地幔熔融则形成

低!#@A的镁铁质岩石。早白垩世板片断离模式则

不需要考虑地幔氧同位素组成不均一性的保存问

题。

这8种构造模式都能较好地解释华北克拉通南

缘地幔氧同位素不均一性的保存问题，但在改造的

空间分布与规模、岩浆演化和地幔富集机制等方面

各有优缺点。如俯冲隧道模式能解释早期的岩浆作

用，但其空间规模受到限制，难以解释早白垩世的岩

浆大爆发过程；三明治岩石圈构造模式成功地解释

了造山带岩浆演化从早期的中酸性向晚期基性演

化，但在解释从造山带到华北内部的源区变化趋势

上遇到困难；早白垩世板片断离模式能解释同时代

的源区富集和岩浆过程，但岩浆的早期演化较少涉

及。综合了前人模式的优缺点，我们重新设想了新

的演化模式（图2."2)），具体见后面阐述。

!1" 晚白垩世俯冲大洋板片改造作用

在晚白垩世，华北克拉通陆续出现了与现今地

幔包体相似的饱满型地幔包体，且这些地幔橄榄岩

显示出明显的低!#@A特征以及亏损的%&’()同位素

组成。显然，这些被地幔改造的物质不可能还来自

于俯冲的华南陆壳（图!）。近年来对华北克拉通东

南部的新生代玄武岩的氧同位素研究也发现了一些

@EB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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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值的具有#$%特征的玄武岩以及华北克拉

通东北部代表残留洋壳的低!!"#石榴子石辉石岩

包体，其成因与俯冲太平洋板片的参与有关（&’()*
!"#$+，,--"，,--.；/0!"#$+，,-!!；1()*!"#$+，

,-!!；20!"#$+，,-!,）。来自古太平洋板块的运动

轨迹和相关俯冲带岩浆记录（3(045()67(8(9’:)，

!..,；;0<!"#$+，,--=）显示，东亚大陆边缘至少在

晚中生代受到了来自太平洋板块的俯冲作用。被俯

冲的太平洋地壳岩石经历了高温流体蚀变或变质作

用，从而获得了低!!"#的特征（&’()*!"#$+，,--.；

/0!"#$+，,-!-；20!"#$+，,-!,）；俯冲的低!!"#
洋壳发生部分熔融，形成低!!"#长英质熔体交代上

覆地幔楔橄榄岩，产生低!!"#的地幔源区。地幔楔

发生部分熔融作用，其中的低!!"#超镁铁岩，包括

交代橄榄岩（;0<!"#$+，,-!>?）和石榴石辉石岩

（/0!"#$+，,-!-）熔融产生了低!!"#玄武岩。这些

熔融后的低!!"#地幔楔残留体以及上覆的华北古

老岩石圈地幔———高镁橄榄岩包体同时被寄主玄武

岩捕获带到地表（/:)*!"#$+，,--@；&’()*!"#$+，

,-!!）。

综合前面的讨论，华北中生代岩石圈地幔的演

化可划分为@个阶段（图A）：

（(）三叠纪华南陆壳俯冲阶段：被深俯冲的华南

陆壳（包括长英质的上地壳和镁铁质的下地壳）在

俯冲隧道内析出流体或熔体交代上覆的华北岩石圈

地幔（/()*!"#$+，,-!,(），由于当时的华北岩石圈

厚且冷，难以发生熔融形成类似于大洋俯冲带的钙

碱性岩浆，这些熔体／流体与地幔橄榄岩发生反应形

成了大量的富集B$BC和BDCC和亏损E3FC的同

位素富集辉石岩脉。

（G）俯冲板片折返阶段：由于俯冲陆壳的密度

相对较低和局部的板片断离作用，早先富集的岩石

圈地幔发生小比例熔融作用，形成了,,-",-HI(
的同折返岩浆（&’(<!"#$+，,-!,），部分超高压岩

石折返到地幔深度呈布丁或透镜体形态，与富集岩

石圈地幔构成类似“三明治”的岩石圈结构（3()!"
#$+，,--A）。

（?）持续挤压加厚阶段：受到周边板块相互作用

的影响，华北与华南陆块继续发生挤压和岩石圈加

厚，导致造山带山根的重力不稳定性。

（6）板片断离和地幔大规模熔融阶段：大规模

的俯冲华南大陆板片和一部分华北岩石圈地幔发生

断离作用，断离部分在对流软流圈发生部分熔融形

成类似于(6(J:85的熔体继续改造上覆的华北岩石

圈地幔（;0<!"#$+，,--@），同时软流圈的上涌导致

了早先和正在改造的华北岩石圈地幔发生大规模熔

融作用，形成了区域上广泛分布的早白垩世镁铁质

岩浆。

（5）古太平洋板块俯冲阶段：晚白垩世以来古太

平洋板块向华北克拉通俯冲，受到高温蚀变的低

!!"#下部洋壳熔融形成长英质熔体，与上覆地幔橄

榄岩反应形成低!!"#橄榄辉石岩。

（K）古太平洋板块俯冲后撤阶段：俯冲的古太平

洋板片发生角度变陡和后撤，在低!!"#橄榄辉石岩

与软流圈之间形成了类似板片窗的结构，这些橄榄

辉石岩发生部分熔融作用，其残留部分形成了被玄

武岩携带到地表的青岛和莒南低!!"#橄榄岩。大

洋岩石圈俯冲引起的交代地幔楔增生和“置换”作用

可能是华北陆块中新生代岩石圈地幔演化过程的一

个重要机制。

H 主要认识

通过对华北克拉通早、晚白垩世镁铁质岩石中

的橄榄石氧同位素分析，主要获得了以下主要认识：

（!）橄榄石的氧同位素研究显示白垩纪不同时

期华北克拉通岩石圈地幔存在氧同位素组成差异，

早白垩世岩石圈地幔以高!!"#为特征，而晚白垩世

岩石圈地幔则出现了低!!"#增生型橄榄岩；

（,）综合分析橄榄石氧同位素组成和相关的元

素 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显示，早白垩世岩石圈地幔

主要受到了来自俯冲华南陆壳的改造作用，导致了

当时的岩石圈地幔富集不相容元素和易熔组分；而

晚白垩世岩石圈地幔则受到了来自俯冲大洋地壳的

改造，交代地幔楔导致的地幔增生作用可能是华北

克拉通现今岩石圈地幔的重要增生方式之一；

（>）俯冲陆壳和洋壳的共同改造是导致华北克

拉通破坏的重要机制之一。

致谢 非常感谢夏群科教授的约稿和赵子福教

授与张宏福研究员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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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V第M期 郭 锋：俯冲陆壳和洋壳对华北克拉通中生代岩石圈地幔改造的氧同位素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