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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兴安岭地区的晚中生代中酸性火山岩的元素一同位素地球化学分析结果显示，区域上存在同期的

以满克头鄂博组的安山一英安岩和流纹岩组合为代表，其SiO2为60．0～74．9％，MgO变化在0．36
的REE配分模式（Ce／YbCN=2．6～3．0）和富集Rb、Ba、K和不同程度的Nh—Ta、Ti—P—Sr亏
组成上类似于同期的玄武安山岩（^87Sr/^86Sr（i）=0．70522～0．70709；εNd（t）=-1．5～
生，为玄武质岩浆高度分异或同化混染作用（AFC）的产物。第二类以玛尼吐组英安岩为代表，以富Al2O3
O（4．63～4．79％，K2O／Na2O〈0．4）、高Sr（709～832μg／g）、低Y（6．9～10．4μ
0．5lμg／g），具有与现代俯冲带adakite岩石相似的特征；在Sr-Nd同位素组成上，它们较同期或近期玄武安山岩更低

值（^87Sr／^86Sr（i）=0．70409～0．70425；εNd（t）=＋0．9～＋2．1），为造山带下地

和HREE以及高Sr的特点说明残留源区中有石榴子石存在，而斜长石为主要熔融相进入熔体。在熔融动

量的热源导致下地壳镁铁质岩石的部分熔融作用、南兴安岭地区晚中生代不同成因类型中酸性火山岩为

武岩浆底侵作用和深部岩浆房分异的结果。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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