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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滇藏地热带的热水大多是大气降水成因，大气降水沿断裂带向下渗透，随地温的增加而逐步升温，并不断地与深部岩石发生水岩相互作

用，从造岩矿物中淋滤出锶组分。通过测定热水中的锶同位素组成，可以帮助确定热水的深部滞留环境，研究深、浅层热水的内在联系，区分

出不同的水热循环系统。西藏羊八井热田深部由多期次花岗岩组成，岩性差别不大，而锶同位素差异比较明显。热田的深、浅层热水有着相似

的^87Sr/^86Sr值，并且只与上新世花岗岩的锶同位素组成相接近，反映了深部热储的岩性特征。在热水从升流部位向排泄区运移时，浅层

冷水、始新世火山岩和第四系砂砾岩对热水的锶同位素改造作用较小。云南腾冲热海热田是典型的有幔源岩浆囊作为热源的高温热田，热田由

东、西两区组成，其气体和热水在化学组成上有一定的差异，^87Sr/^86Sr值也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可以确定东、西两区的水热系统虽具

有共同的热源，但两者之间的水力联系比较微弱，而且热水中的锶组分与热田内大面积出露的火山岩没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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