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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了济阳拗陷29个第三纪玄武岩的Nd，Sr同位素组成。结果表明，该区早、晚第三纪玄武岩的Nd-Sr同位素组成变化且具有一定

的区别：早经三纪玄武岩的εNd值为0．70481－0．70830；晚第三纪玄武央的εNd值为0．1－2．3，^87Sr/^86Sr比值为0．70421
－0．70530。鉴于εNd与1/Nd有^87Sr/^86Sr与1／Sr之间不存在相关特征，Nb正异常以及SiO2与MgO，Fe2O3 FeO,P2O5呈负相

关，与Al2O3呈正相关，但与K2I为不存在相关特征，因此，地壳混染作用并不是第三纪玄武岩同位素组成变化的主要原因。玄武岩^87Sr/
^86Sr比值的升高是由热液蚀变造成的，而εNd值的变化而归因于源区混合。如果热液蚀变作用没有发生，这些玄武岩的所有数据点在Nd-S
r相关图上将可能位于地幔系列内部。这表明第三纪玄武岩主要是由DMM和EMI两个端员组分不同程度混合形成，EMII的贡献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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