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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球层圈热结构特征表明，大陆地壳位于力学边界层（MBL）范围内，其热传递效应受地壳岩石热传导率制约。本文根据热传导理论，采

用与前人相同的热物理参数，计算得出1200℃、500m厚玄武岩浆侵位于初始温度为500℃的地壳岩石中，由底侵作用引起地壳部分熔融产生的长

英质岩浆（850℃）厚度≤250m，且产生长英质岩浆的时间限制在玄武岩侵位到地壳中后短暂的2700年内。江西南部龙南县临江地区中侏罗世余

田群菖蒲组双峰式火山岩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及同位素年代学研究证实，该火山岩组合中的流纹质火山岩是拉班玄武质岩浆底侵作用的产物，符

合上述数量比例和时间条件。我国东南部中生代陆壳（厚度≤50km）位于热传导起主导作用的MBL层内，由玄武岩浆底侵作用产生的长英质火成

岩，在形成的时间及数量上应受地壳岩石热传导机制制约。但在我国东南部大面积出露的中生代火成岩中，花岗岩、流纹质火山岩类占90％以

上，而玄武岩仅有局部零星分布，两者在数量上不匹配，在形成时间上也不一致，因而，我国东南部大面积出露的长英质火成岩可能并不是玄武

岩浆底侵作用产物，其形成的热动力学背景和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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