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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布于哀牢山－红河断裂带西南侧的金坪上二叠统玄武岩属于低钛拉斑玄武岩（LT）（Ti/Y＜500）。其地球化学特征总体与洋岛玄武岩

（OIB）相似，根据其岩相学、主量元素，微量元素特征，将其划分为LT1和LT2两个地球化学亚类型，它们的分布和主要地球化学标志为：

LT1分布于下部，高Mg^#(48-63),SiO2(50%-56%)，高∑REE(118-145μg/g）、低Fe2O3（1．36％－1．63％），Na2O(1.8
8%-3.17%)，TiO2(1.37%-1.92%)，高Th、U，低Nb,Ta和Sr负异常；LT2分布于上部，低SiO2(47%-56%)，Sr强负异常，二者地球

化学特征的差异是同一母岩浆经不同的分离结晶和同化混染作用的结果，金平与宾川峨眉山的化学地层学对比表明，金平LT1和LT2玄武岩与

宾川峨眉山玄武岩下部的LT1、LT2十分相似，它们可能是同时，或在类似的环境下形成，金平玄武岩属于峨眉山大火山岩省的一部分，同为

峨眉地幔柱早期活动的产物。新生代哀牢山－红河断裂的左滑剪运动导致了宾川与金平玄武岩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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