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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题

摘要：

      宁芜早白垩世火山岩由中基性成分组成，与碱性玄武岩比较，火山岩贫Ti,Fe，富K和LREE，Na2O/K2O近似等于1，在SiO2-K2O图中

龙王山组的全部和大王山组的大部落入橄榄玄粗岩区域，属于橄榄玄粗岩系列，为富集LILE和水的地幔部分熔融的产物。宁芜火山岩产于板

内环境，富钾质岩浆的形成可能与软流圈地幔上涌和岩石圈的伸展－减薄或裂谷作用有关。宁芜火山岩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亏损高场强元

素，Ti,Nb(Ta)具负异常。宁芜火山岩底部的龙王山组和主体大王山组具有不同的地球化学特征：与大王山组相比，前者更富Rb,Ba,K，而相

对贫LREE（La,Ce,Nd),Eu,Sr,Isr较高，εNd(t)较低。由于龙王山组层位低，大王山组层位高，不可能解释为分离结晶作用的结果，而只能

说明在火山岩喷发的早期阶段（龙王山组），岩浆穿过陆壳上升过程中与围岩发生过混染作用，从围岩中带入较多的K、Rb,Ba等大离子亲石

元素，从而使得Isr较高和εNd(t)较低。龙王山组SiO2-K2O不具相关性也说明陆壳混染的影响。至宁芜火山岩喷发的极盛时期（大王山

组），岩浆与围岩的混染程度降低，Isr和Nd(t)值更接近岩浆的初始组成。据了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有许多晚中生代的埃达克质岩出露，

埃达克质岩来自加厚的陆壳底部，需要很高的温度才能使下地壳基性岩发生部分熔融。宁芜一带火山岩的大规模喷出，表明在早白垩世初期该

区地幔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可能有大量橄榄玄粗质岩浆底侵到下地壳底部，烘烤下地壳使之熔融形成埃达克质熔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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