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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埃达克岩的术语 Q,R问世以来，在全球已经发现了许多

具有埃达克岩特征的不同时代岩石，最新的如,’’"年喷发的

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最老的为太古代的JJD。研究表明，许

多埃达克岩具有不同的特征，来自不同的源岩，产于不同的

环境，具有不同的成因，显示出多样性。探讨埃达克岩的多样

性，了解其形成的构造背景及成因，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

, 埃达克岩的多样性

据作者的初步认识，埃达克岩大体可分为下列几种。

（,）典型的埃达克岩（4S4T5PU）

例如阿留申群岛的埃达克岩，是由俯冲的板片熔融形成

的 。 与 岛 弧 正 常 的 钙 碱 性 岩 相 比 ， 这 类 埃 达 克 岩 具 高 铝

（H6!E)V,%W）、高 钠（V)@%W，-!E X K4!EY"@%）、高 锶（0ZV#""[
,"$&）、贫重稀土元素和\（\]Y,@’[,"$&，\Y,<[,"$&）、无 明 显

的负铕异常 Q,N!R的特点（表,）。上述地球化学特征表明它们可

能来源于消减板片^E_+的部分熔融Q,N)R。通常解释为年轻的

（Y!% ^4）热洋壳消减至("N’" T3的 深 度 时 发 生 部 分 熔 融 形

成的，留下的残留物为含石榴子石角闪岩或榴辉岩 Q,N&R。然而，

在 环 太 平 洋 地 区 目 前 已 发 现 的 埃 达 克 岩 中 ， 除 了*CCT岛 、

*UZZ4 ‘43?4、美国的0P@ MU6U9A山和巴拿马的26 O466U等少数

实例外，绝大多数埃达克岩处于老（冷）的（,"N%" ^4）消减带

之上 Q%N<R。于是相继提出了“冷板片缓消减地幔加热熔融”模

型 Q’R、“撕裂板块边缘熔融”模型Q,"，,,R等。

实际上，典型的埃达克岩并非仅限于板块俯冲带环境，

野外考察和实验研究表明，只要原岩是贫-的拉斑玄武岩，在

足够大的压力条件下，即可产生具有上述地球化学特征的岩

石，详见后述。

（!）高镁埃达克岩（M^H）

与正常的岛弧安山岩和埃达 克 岩 相 比 ， 高 镁 埃 达 克 岩

以 富^:a（^: X〈^:bLU〉V"@%）和*Z、K5为 特 征 Q,!，,)R。 高 镁 埃

达克岩有!种成因：!高温富水条件下亏损地幔岩的 部 分 熔

融 Q,#N,(R；"板片熔融的（埃达克质）熔体与上覆地幔楔发 生 交

换作用Q,<N!,R。前者类似玻安岩（]C9595PU）或赞岐岩（A49cT5PU）的

特征，̂ :E含量较高（赞岐岩^:E含 量 为%WN,!WQ!!R；玻 安 岩

^:E含 量 更 高 ，达’WN!%WQ,#R），而 后 者 更 接 近 埃 达 克 岩 的 地

球化学特征。虽然前者在总的地球化学特征上也类似埃达克

岩 ，如 富 集FGF2（0Z、+4、J8、‘等 ），亏 损M_22，F4 X \]、0Z X _]
和0Z X \比 值 较 高 ， 但 不 同 的 是 ， 埃 达 克 岩 通 常 是 低 ^: 的

（^:EY)W，通常不大于 &W），而高镁安山岩富^:E，通常具

有原始岩浆的性质。

埃达克岩的多样性

张 旗,，许继峰!，王 焰)，肖 龙#，刘红涛,，王元龙,

（,d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d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广州 %,"&#"；)d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香港；#d中国地质大学，湖北 武汉 #)""(#）

摘要：埃 达 克 岩 具 有 多 样 性 ，大 体 可 分 为 下 列 几 种 ：!典 型 的 埃 达 克 岩（4S4T5PU），源 于 贫-的 拉 斑 玄 武 岩 ，大 多 是

由俯冲板片熔融形成的；"高镁埃达克岩（85:8 ^: 4S4T5PU，M^H），以富^:a和*Z、K5为特征；#JJD岩套，不 同

于典型的4S4T5PU，太 古 宙 的JJD更 富05和 贫^:；$高 钾 钙 碱 性 埃 达 克 岩（85:8$- B46B$46T4659U 4S4T5PU，M-*HH），

以富-和贫^:、*Z、K5为特征；%高钾和镁的埃达克岩（85:8 - 49S ^: 4S4T5PU，M-^H）；&钾质埃达克岩（0c?UZ -
4S4T5PU，0-H）。研究表明，只要达到形成埃达克岩所需要的高压条件，有足够的热源使源区物质发生部分熔融，所形

成的熔体即具有埃达克岩的特征。而埃达克岩的多样性则是由于构造环境的差异（消减带或下地壳）、源岩性质的差

异（基性岩或酸性岩）、压力的差异（地壳厚度的大小）以及围岩的差异（与地幔或地壳发生混合作用）造成的。

关键词：埃达克岩；多样性；高镁埃达克岩；JJD；高钾钙碱性埃达克岩；高镁和钾的埃达克岩；钾质埃达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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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埃达克岩的对比

!"#$% & ’()*"+,-(. #%/0%%. 1,22%+%./ /3*%- (2 "1"4,/%

典型%&’(的%)*约为+"，它所产生的岩浆的%)*应远

低于+"。实验岩石学证明，玄武岩部分熔融产生的熔体的%)*

小于#,-!./。因此，一些新生代与俯冲有关的具有低01&!（2+,3）

和 高%)*（4#565"）的 埃 达 克 岩（高 镁 安 山 岩 ）即 被 解 释 为 板

片熔体被地幔橄榄岩混染的结果 -.，$"，$7，!#/。89)9:;1<=>1等 -$"/在

阿留 申 群 岛 的 中 新 世—晚 更 新 世 岛 弧 火 山 岩 中 鉴 别 出!种

类型的高镁安山岩，分别称为埃达克型高镁安山岩 （?:@>A
BCDE F%?）和皮普型高镁安山岩（G11DABCDE F%?）。与正常

的埃达克岩相比，上述!类高镁安山岩（埃达克岩）的共同特

点是富%)&、HI和J1，因而其%)*值也高。埃达克型高镁安山

岩含单斜辉石斑晶（无橄榄石斑晶），岩石具高K@ L 8M比值及

异常高的0I含量，但FN0O丰度很低，其0IAJ:同 位 素 组 成 与

%&’(相似。89)9:;1<=>1等-$"/认为，埃达克型高镁安山岩可能

是初始板片熔体受地幔橄榄岩混染或同化作用形成的。与埃

达克型高镁安山岩相比，皮普型高镁安山岩含橄榄石斑晶，

%)&、HI、J1、H9含量和%)*值更高，而P和KQKO含量较低，尤

其是K@ L 8M比值和0I含量比埃达克型低得多。推测有可能是

板片熔体交代地幔橄榄岩形成的，也可能是与地幔楔混染的

埃达克质熔体与正常岛弧玄武岩混合的产物-!"/。RS等 -!#/解释

出露在勉略蛇绿岩带中的三岔子高镁埃达克岩是板 片 熔 融

的熔体与上覆地幔楔交换作用的产物。’@DD等-!,/-的高压实验

也证实，埃达克质熔体与地幔橄榄岩反应可以使埃达克质岩

浆中的%)、J1和HI含量明显增加，%)*增大。0BEI<等-!$/的研究

表 明 ，H99>岛 高 镁 埃 达 克 岩（%)*T+U）仅 需 要$"36!"3地 幔

橄榄岩的加入。’@DD等-!,/的实验岩石学研究认为，添加$"3的

橄榄岩即可使%)*从##升高到,,。因此，板片熔融的埃达克岩

与地幔混合产生高镁埃达克岩已经成为众多研究者的共识。

产于板块消减带的埃达克质 熔 体 由 于 在 其 上 升 过 程 中

不可避免地与上覆地幔楔发生物质交换作用，因此，上述!类

埃达克岩往往密切伴生，如?:@>岛、H99>岛和HEII@ G@VD@等

的实例。

（.）WWX岩套

WWX是一套由奥长花岗岩A英云闪长岩A花岗闪长岩组

成的岩石组合，根据?Y!&.含量可分为低铝WWX和高铝WWX
两类（以01&!T5"3时，?Y!&.2$,3或4$,3为标志）。高铝WWX
的主要 地 球 化 学 特 征 为01&!!5"3，?Y!&.4$,3，8M2$Z$"A+，

K@J L 8MJ多数大于."，J@!& L P!&4$，0I和(@4,""Z$"A+。因此，

高铝WWX的地球化学特征与埃达克岩大体类似。实验研究表

明，只有在高压（4$[+ XG@）下玄武岩的部分熔融可以形成类

似高铝WWX的岩石-!+/。因此，许多人认为，高铝WWX是太古宙

拉斑玄武岩向含石榴子石角闪岩或榴辉岩转变 时 部 分 熔 融

形成的 -!，+，!.，!+6!7/。%@IB1<-+/强调太古宙高铝WWX与新生代板片

熔融形成埃达克岩的相似性，认为太古宙WWX产于与现代埃

达克岩相似的板块俯冲环境。他将WWX中普遍低%)和J1、HI
的现象解释为地幔物质贡献小的原因（板片熔融的深度小）。

与之相反，0V1B\1E=-!7/认为太古宙高铝WWX可能是古老的厚的

下地壳部分熔融形成的。与典型的@:@>1BE相比，WWX更富01和
贫%)（表$）。因此，太古宙WWX与现代埃达克岩的形成环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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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不同，前者是增厚的含水玄武质岩石部分熔融的产物，

而后者是俯冲板片熔融形成的’!#(。在!&&!年北京彭罗斯会议

上，)* +,-./0认为，绝大多数太古宙112不是埃达克岩，大多

数112和绿岩形成于大洋高原环境而非传统上认为的岛弧

环境’"&(。

新的研究表明，古中太古代（"*&$"*3 24）花岗岩的567较

低（5678&*9&），而 新 太 古 代 花 岗 岩（!*9$"*& 24），包 括112，

具有较高的567以及更加初始的化学成分特征，如较高的:/
和+.含量，更接近典型埃达克岩的特征，通 常 称 为;4-<=/>,/?

（赞岐岩类）’!#(。对于新太古代;4-<=/>0的成因有不同的认识，

但多数人认为与板块消减带的活动有关，贫56的;4-<=/>0可

能是板片熔融的岩浆与上覆地幔楔混合产生的，与高56埃

达克岩的成因类似；富56的;4-<=/>0则可能是富水的地幔楔

在高温条件下部分熔融形成的（张旗等，未刊）。

（@）高钾钙碱性埃达克岩（ A)+BB）

该类埃达克岩最早是B>C0.>,-等 ’@(报道的富:4质的秘鲁

安第斯带+,.?/DD0.4 ED4-F4岩基（平均的:4!G H)!GI%*"），他们

认为该岩基并非板片熔融的产物，而是在地壳加厚及伸展的

背景下由新 近 底 侵 至 下 地 壳 底 部 的 玄 武 岩 在 高 压 下（J%*9$
!*& 2K4）部分熔融形成的’@，"%(。类似的解释包括北美+4;F4?0地

区的L>* A0D0-;山、新西兰南岛、南极半岛和)D4M4>C山’"!$""(。

中国东部晚侏罗世—早白 垩 世 的 许 多 火 山 岩 和 侵 入 岩

具有埃达克岩的地球化学属性 ’"@$@N(，如高L/G!和BD!G"含量，高

O4 H PQ和L. H P比值，富集ORSS，亏损ARSS、P和ATLS。然而

中国东部的许多埃达克岩较与俯冲有关的富钠埃达 克 岩 更

富钾，其:4!G H )!G比值接近%，属于高钾钙碱性系列。此外，

与典型的埃达克岩相比，中国东部埃达克岩的相容元素56、

+.和:/含量较低，ARSS部分（A,—O<）通常显示较为平坦的

分布，通常有弱的负S<异常，表明残留物中可能有角闪石（U
斜长石）存在，或有斜长石分离结晶作用的影响。推测是加厚

的下地壳部分熔融形成的，但是，其厚度可能不太大。这些

“埃达克质”花岗岩被称为“大陆型”或“+型”埃达克岩 ’"@V"9(，不

同 于 与 俯 冲 有 关 的 富 钠 的 “大 洋 型 ” 或 “G型 ” 埃 达 克 岩

（:4!G H )!GJ!*&）。如果中国东部富钾埃达克岩也来自含石

榴子石、含水基性源区的部分熔融，那么它们在成分上有别

于埃达克岩的原因可能是源区的不同，或者是岩浆结晶分异

和同化混染过程（BT+）的不同’"@V"9V@"V@W(。

对于高钾钙碱性埃达克岩的形成有下列"种模型：!底

侵至下地壳底部的玄武质岩浆的部分熔融 ’@(；"加厚的下 地

壳 底 部 基 性 岩 的 部 分 熔 融 ’"@，"9(；#拆 沉 的 下 地 壳 沉 入 地 幔 ，

受 到 下 部 软 流 圈 地 幔 的 加 热 V 导 致 部 分 熔 融 形 成 埃 达 克 质

岩浆 ’@3(。增厚下地壳的熔融已获得许多实验岩石学资料的证

实，许多研究者 ’9，!9，!N，@#(分别在不同压力条件下对变玄武岩、高

BD玄武岩、天然低)钙质角闪岩、角闪岩等进行了高压熔融实

验。结果表明，高压（J%2K4）条件下当石榴子石为残留相时，

熔体出现强烈的重稀土亏损和诸多类似埃达克岩的 地 球 化

学特征’9&(。

中 国 东 部 类 似 岩 石 的 高)!G特 点 可 能 是 源 区 成 分 的 差

异、富钾幔源熔体的大量参与和壳源物质混染造成的 ’@"(。续海

今等 ’9%(认为，中国东部高钾埃达克岩可能形成于%*&$%*N 2K4
和3&&$%%!9X条件下，源岩为偏碱性的玄武岩。肖龙 ’9&(指出，

中国东部大范围高钾钙碱性埃达克岩的形成可 能 起 源 于 被

小比例软流圈熔体交代富集的底侵增厚的下地壳层，其岩浆

事件与地幔柱上涌导致的区域岩石圈减薄、燕山期岩浆大爆

发和深部构造体制的转换密切相关。

（9）高钾和镁的埃达克岩（A)5B）

该 类 埃 达 克 岩 由 于 富56G、:/、+.和567（表%），可 与 前

述的高镁安山岩（A5B）对比，但由于其明显富)而区别于前

述高镁安山岩。其富56是与第Y@Z类比较而言的，带 有 明 显

的地幔印记。有人解释为拆沉的下地壳被地幔 加 热 后 的 再

熔融形成的，本文认为可能为玄武质成分的下 地 壳 在 高 温

和高度富水的条件下 部 分 熔 融 形 成 的 。)4[等 ’@3(提 出 ，当 地

壳厚度足够大时，下地壳岩石将向榴辉岩转变，由于榴 辉 岩

的 密 度 大 于 地 幔 岩 ， 榴 辉 岩即可能与岩石圈地幔一道因重

力差异脱离地壳而沉入软流圈地幔中（拆沉作用）。拆沉的榴

辉 岩 相 下 地 壳 在 热 的 地 幔 物 质 作 用 下 可 能 发 生 部 分 熔 融 ，

产生埃达克岩，熔出的埃达克质岩浆上升时与 地 幔 橄 榄 岩

发生交代混染，从而产生与俯冲板片熔融更为接近的岩 浆 ，

即高)、56和低L/的安山岩。\<等 ’@W(、许继峰等’9!(、24,等’9"(和

王 强 等 ’9@(也 尝 试 用 拆 沉 的 模 式 解 释 江 苏 安 基 山（567I&*"W$
&*93）、西藏羌塘新生代火山岩 （567IN@$N3）、辽西火山岩

（567I9"$N9）和湖北铜山口（567I&*@3$&*9&）的 高 钾 和 镁 的

埃达克岩。\<等’@W(和许继峰等’9!(强调是下地壳单独拆沉到下

伏地幔中。赖绍聪’99(认为，青藏高原埃达克质岩的高镁特征可

能与高原地区广泛发育的新生代幔源钾质和超 钾 质 岩 浆 活

动及其在加厚陆壳底部的底侵作用有关。

作者认为，关于高钾镁埃达克岩的成因，可 以 借 鉴 玻 安

岩形成的机制加以解释。玻安岩是在高温低压富水和高程度

部分熔融条件下产生的，其56G含量可达#]$!9]，567可达

&*3’%@，9N(。推测高钾和镁的埃达克岩是否也可能在高温、高氧逸

度和富水的条件下由基性的下地壳经较高程度 部 分 熔 融 而

形成。这个假设能否成立尚需要实验岩石学资料的证实。氧

逸度的高低能改变变价元素以何种状态存在，例如铁。岩石

中T0 "̂与T0!^的相对比例取决于结晶后形成的矿物相，因此，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567。对于喷出岩，通常有钛铁氧化物

出现，其成分随氧逸度升高分别形成T0G（T0"G@、T0!1/G@、T0_
1/G"、T01/!G9、T0!1/G9）、T0!G"或1/G!等，通常以固熔体形式

存在。对于侵入岩，上述矿物将出现在副矿物相中，而含铁的

主要矿物相中，黑云母的成分较角闪石更能反映氧逸度的变

化。因此，氧逸度的升高肯定会影响567，至于是何种因素导

致氧逸度升高，目前了解还不够。洋壳玄武岩在蚀变过程中

发生氧化会提高岩石的氧逸度；而下地壳底侵玄武岩的熔融

是如何产生高氧逸度岩浆的，其机制尚不清楚，在非常 还 原

的源岩组合（A!‘A!G氧化缓冲线以下）中，也 许 富 水 和 高 温

张旗等a埃达克岩的多样性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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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氧逸度升高的主要因素（肖龙等，未刊）。

（$）钾质埃达克岩（%&’）

例如新生代可可西里埃达克岩的& ( )*+,（表,），部分&
含量高的埃达克岩甚至落入-./-./0123的范围，其成因是最不

清 楚 的 。 可 可 西 里 新 生 代 火 山 岩 的&!4含 量 平 均 为56789，

)*!4 ( &!4:,6"（%14!平均为$,689;87<），而滇西北的富碱斑岩，

据 谢 应 雯 等 ;8=<和 邓 万 明 等 ;8><的 报 道 ，其&!4含 量 高 达89?$9
（%1!4为$"9左右）。据高建国等;$"<的统计，滇西北,>>件新生代

富碱斑岩样品的%14!:$$6!!9，&!4:86=89。而据薛步高 ;$,<的

资 料 ， 云 南 宾 川 小 龙 潭 ,5件 石 英 二 长 斑 岩 样 品 的 %14!:
$#6"89，&!4含量高达$6!=9。当然，含矿斑岩的蚀变作用普

遍，通常有比较强烈的硅化和钾化，使%14!和&!4含量不同程

度地增加，并非原始岩浆之所为。

实验研究表明，在非常高的压力和非常低程度的部分熔

融时，源区强烈富水和富@A@B（包括&），可以形成高度富钾的

埃达克岩;#5<。

! 讨 论

（,）4型和C型埃达克岩

张旗等 ;5#，58<曾经按照埃达克岩的)*!4 ( &!4比值、%DE)F
同位素特征和产出位置把埃达克岩分为4型（)*!4 ( &!4+!，

产 于 洋 内 ，取 了/G3*0这 一 词 的 词 头 ）和C型（)*!4 ( &!4!,
或+,，产于陆内，取了G/0210302这一词的词头）!类，似乎4型

代表典型的与板片俯冲有关的埃达克岩，而C型为大陆下地

壳熔融形成的。按照本文的划分，上述（,）?（5）类属于4型埃

达克岩，（#）?（$）类为C型埃达克岩。C型埃达克岩产于加厚

陆壳的底部，而4型埃达克岩并非统统产于板块消减带环境，

典型的埃达克岩（第,类）和高镁埃达克岩（第!类）与板块俯

冲有关，但HHI（第5类）则不然，HHI是4型的，它 很 可 能 是

加厚下地壳部分熔融形成的;!><。同样，显生宙产于陆壳底部的

埃达克岩也可以具有4型埃达克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如西天

山阿吾拉勒、辽西以及安徽沙溪的埃达克岩 ;$!<。看来，4型和C
型埃达克岩并没有固定的构造含义，而主要受源区物质组成

的制约，只要源岩为低钾拉斑玄武岩，所熔出的岩浆即具有

明显低钾富钠的特征。

（!）埃达克岩的成因

埃达克岩的成因主要考虑基性源岩（大洋岩石圈或基性

下地壳）、较高的压力（,6!?# IJ*）、热源以及区域地球动力学

背景;$5<等因素。其中，热源和区域地球动力学背景是诱发源区

熔融的动因，但不同地区其作用的方式可能会有很大差别。

只有源岩和源区压力才是决定埃达克岩地球化学特 殊 性 的

基本控制因素，不论是热洋壳还是冷洋壳的熔融，或是加厚

陆壳的基性下地壳熔融，只要源区压力足够大，使得源岩中

大部分斜长石和一定量角闪石发生分解，石榴子石在残余固

相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含角闪石的榴辉岩和 ( 或无斜长 石 的

石榴子石角闪岩、麻粒岩或榴辉岩），通过脱水熔融即可形成

具有埃达克岩地球化学特征的岩石;8，!$，#5，$5?$$<。

（5）埃达克岩形成的构造背景

不同的埃达克岩形成于不同的构造背景，同样的埃达克

岩也可以形成于不同的背景，关键在于原岩性质。

!典型的埃达克岩（*F*K123）主要产于板块消减带环境，

也可以产于大陆内部，如果板块内部加厚下地壳底部的原岩

明显贫&，其部分熔融形成的岩浆也可以具有典型埃达克岩

的特征。

"高镁埃达克岩（LM’）通常解释为俯冲板片熔融的产

物，当其上升与地幔发生混合时，即产生富MN、CD、)1和贫%1
的高MN埃达克岩。

#太古宙（主要指古中太古代）的HHI比典型的 埃 达 克

岩更加富%1和贫MN，可能来自加厚的下地壳底部，并非板块

消减作用的产物；而部分新太古代（O56" I*）的HHI较富MN
和贫%1，相当于-*0PK123，则可能产于板块消减带环境。

$高钾钙碱性埃达克岩（L&C’’）产于大陆内部，为加

厚下地壳底部部分熔融的产物，表明源区基性岩和 ( 或中酸

性岩的&!4含量较高或部分熔融程度较低或压力较大。

%高钾和镁的埃达克岩（L&M’）指的是富MN、CD、)1和
贫%1的高钾钙碱性埃达克岩，也形成于板块内部环境，暗示可

能与地幔发生过物质交换作用。

&钾质埃达克岩（%&’）也产于大陆 内 部 ，可 能 是 富&质

的原岩在更高的压力和更低的部分熔融程度下形成的，主要

出露在青藏高原。

5 结 论

（,）埃达克岩具有多样性，大体可分为下列几种：!典型

的埃达克岩（*F*K123），源于贫&的拉斑玄武岩，大多是由俯冲

的 板 片 熔 融 形 成 的 ；"高 镁 埃 达 克 岩（.1N. MN *F*K123），与

正常的埃达克岩相 比 ，以 富MNQ（MN ( RMNST3U+"68）和CD、)1
为特征，是板片熔融的埃达克质熔体与上覆地幔楔混合的产

物；#HHI岩套，不同于典型的*F*K123，太古宙的HHI更富%1
和贫MN，可能是加厚地壳底部含水玄武质岩石部分熔融形

成 的 ；$高 钾 钙 碱 性 埃 达 克 岩 （.1N. E& G*VG E*VK*V103
*F*K123），以 富 钾（)*!4 ( &!4比 值 接 近,）和 贫MN、CD、)1为 特

征，推测由加厚下地壳底部的中酸性E基性岩部分熔融形成，

岩浆上升时还可能受陆壳的混染；%高钾和镁 的 埃 达 克 岩

（.1N. & *0F MN *F*K123），通常解释为拆沉的下地壳被地幔

加热后再熔融形成的；&钾质埃达克岩 （%PW3D & *F*K123），

& ( )*+,，部分&含量高的埃达克岩落入-./-./0123范围，可能

是在很高的压力和很低的部分熔融程度条件下形成的。

（!）上述埃达克岩中的第（,）?（5）类属于4型埃达克岩，

第（#）?（$）类为C型埃达克岩。研究表明，只要达到形成埃达

克岩所需要的高压条件，有足够的热源使源区物质发生部分

熔融，所形成的熔体即具有埃达克岩的特征。而埃达克岩的

多样性则是由于构造环境的差异（消减带或下地壳）、源岩性

质的差异（基性岩或酸性岩以及不同成分的基性岩）、压力的

差异（地壳厚度的大小）以及围岩的差异（与地幔或地壳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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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造成的。

（"）产于板块消减带环境的埃达克岩往往带有地幔的印

记，例如第（%）类和第（!）类埃达克岩，并且二者 常 常 相 伴 产

出；而产于板块内部的埃达克岩由于原岩性质、熔融程度、压

力以及其他条件的不同，可以是高钾钙碱性的（第’类）、钾质

的（第(类）甚至钠质的（第%类或第"类），如果有地幔物质参

与，也可以是富镁质的（第)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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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地构造学纲要》简介

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万天丰教授撰写的《中国大地构造学纲要》一书近期已由地质出版社正式出版

发行。该书是在王鸿祯院士的指导下完成的。全书收集和综合了作者近!&年来所积累的原始资料、全国区域

地质调查资料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此书以地质构造演化历史为主要线索，系统地研究了一系列构造

事件，把稳定时期和活跃时期的构造演化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总体上讨论了中国大地构造在各个时期的

主要特征；以地壳和岩石圈的变形、变位为主要研究内容，结合沉积古地理、岩浆作用和变质作用的资料进

行综合的、定量化的探讨。该书大幅度地加强了中生代—新生代大地构造部分，因为中生代—新生代是中国

最主要的内、外生矿床（包括油气资源）形成并定型的时期，而且也是对于近代地理环境和灾害影响最大的

时期。该书还讨论了当前中国大地构造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碰撞带和各类板内变形的特征与

形成机制，地壳与岩石圈厚度变化及其原因，地温梯度的变化与地幔羽的存在问题，构造作用对于中国内、

外生矿床的影响和主要成矿机制，最后讨论了全球板块构造动力学机制假说并提出了一些个人的见解。

该书共计"aD页，插图%"C幅，附光盘%张（内含各时期构造事件图、古构造复原图和沉积古地理图等主要

图件<C幅），附录中包含了各时期各地区的地层厚度、构造变形和主应力方向、古应力值、板内变形速度，以及

古地磁学、岩石形成温度压力和地温梯度等大量数据。全书引用了千余篇参考文献，以利读者进一步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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