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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苏鲁造山带五莲地区新元古代和中生代岩浆岩分别进行了主量元素、微量元素、Sr-Nd同位素和氧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新元古代花

岗岩具有显著的LREE富集，高场强元素Nb、Ta、P和Ti负异常，δNd（t）为-12．6～-6．9，可能与古元古代老地壳物质再循环有关、锆

石 δ^18O值为-1．02～7．60℃，变化范围较大，近半数样品明显低于典型地幔δ^18O”0值。新元古代辉长岩具有板内裂谷环境的特

征，其εNd（t）在1．6～5．3之间，说明其岩浆起源于亏损地幔，但是经受了一定程度的地壳混染作用，唯一一个辉长岩样品的锆石δ^18
O值与部分花岗岩锆石δ^18O值一样，明显高于典型地幔值，可能是基性岩浆在沿裂谷喷发过程中经历了低温热液蚀变，随后又发生破火山

口垮塌，导致蚀变玄武岩在岩浆房重熔而形成高δ^18O岩浆。中生代花岗岩和闪长岩表现出明显的高场强元素（Nd、Ta、P和Ti）负异常以

及显著的LREE富集．εNd（t）值很低（-19．2～-15．3），同样是由古老地壳物质部分熔融形成、其锆石δ^18O变化范围为3．19～
6．43％。，大多数样品与典型地幔锆石一样。石英与锆石之间大都达到并保存了氧同位素平衡分馏，而其它矿物（如长石、黑云母和角闪石

等）与锆石之间由于受到岩浆期后亚固相热液蚀变而大都表现出明显的氧同位素不平衡分馏．元素和氧同位素特征表明，中生代闪长岩可能是

基性下地壳脱水部分熔融并经过结晶分异形成的；花岗岩则可能是由中性下地壳的脱水部分熔融形成的。新元古代花岗岩与中生代花岗岩在微

量元素配分模型和Sr-Nd同位素组成上具有十分相似的特征，因此未经历强烈热液蚀变的新元古代花岗质侵入岩可能是中生代花岗岩的原岩，

但这些新元古代岩浆岩的锆石δ^18O变化范围较大，与中生代岩浆岩相比在流体活动性元素含量上也存在差别，这可能是由于新元古代岩浆

岩侵位深度比中生代岩浆岩源区所处深度相对较浅所致。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元古代岩浆岩的形成与约740～760Ma的Rodinia超大陆

裂解有关的裂谷岩浆活动有关，新生地壳物质作为热源启动了热液蚀变，并局部形成了低δ^18O岩浆。而中生代岩浆岩则是俯冲陆壳在加厚

造山带背景下的部分熔融产物，岩浆源区物质由于所处深度较大没有受到明显的高温大气降水热液蚀变。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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