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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位于苏鲁造山带的乳山浅色辉长岩形成于晚中生代（约120Ma），SiO2含量为53～55％，MgO含量较低，为3．6～4．9％，富集轻

稀土元素（LREE）和大离子亲石元素（LILE），亏损高场强元素，如Nb、Ta、Ti等，具有明显的“地壳”印记。Sr同位素中等富集（0．7
072～0．7075），Nd同位素比值较低（￡。（t）=-9．5～-11．6），Sr—Nd同位素组成变化不大，反映岩浆无明显的地壳混染，代表

了晚中生代地幔源区的同位素组成。辉长岩Sr—Nd同位素组成介于EMI与EMII端元之间，反映这种富集地幔是由早期预富集的地幔在中生代

早期受到深俯冲的扬子陆壳的改造而形成的。苏鲁地区晚中生代基性侵入岩、火山岩和脉岩同位素组成的差别，反映了地幔同位素组成具有明

显的横向和纵向不均一性．这种差异也是地幔交代作用强度的反映。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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