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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海槽南部橄榄拉斑玄武岩研究
’

李巍然 杨作升 张保民 王先兰十

(青岛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

青岛 2 66 0 0 3)

t(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

杭州 3 10 0 12 )

提要 19 9 5 年夏季航次冲绳海槽地质
、

地球物理调查对海底岩石实施拖网取样
,

在与那国

海底洼地西南边缘采集到新鲜玄武岩样品
。

对岩石样品进行了薄片鉴定
、

岩石化学分析
、

稀土

和微量元素分析以及锯同位素分析等
。

结果表明
,

岩石为橄榄拉斑玄武岩
,

岩石微量元素和稀

土元素分布具有地慢柱洋中脊玄武岩的特点
;

成岩熔浆来 自上地慢
,

分异程度较低
,

混合作用

较弱
,

结晶液线温度为 1 150 一 1 200 ℃
。

关键词 橄榄拉斑玄武岩 岩石化学 锯同位素 冲绳海槽

冲绳海槽是西太平洋大陆边缘一个典型的弧后扩 张盆地
,

其特殊 的构造位置和地质

过程历来为海洋地质学家所关注
。

海槽底 火山岩作为慢 一壳物质循环的实体和能量传输

的载体
,

其研究对认识海槽基底性质
、

海槽成 因演化及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均具有重要意

义
。

冲绳海槽火山岩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 26
O

N 以北 区域和酸性浮岩方面 (翟世奎
,

1 98 6 ;

孙嘉 诗等
,

19 82
; 地质 矿产部 海洋地 质调查 局

,

19 8 5 ;
秦蕴 珊等

,

19 87
,

1 9 88
;
陈丽 蓉等

,

1 9 9 3 )
,

有关玄武岩
,

仅见翟世奎 (1995 )有系统深入地研究报道
。

本文拟就冲绳海槽南部橄

榄拉斑玄武岩样品测试数据及有关地质 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

为进一步研究该 区弧后扩

张活动提供岩石学依据
。

1 研究方法

岩石样品来 自国家海洋局主持的 1995 年夏季航次冲绳海槽地质
、

地球物理调查
。

拖

网取样
,

其范围是 12 3
0

1 1’ E
,

2 4
0

5 5 ‘ N ‘ 12 3
“

12
, E

,

2 4
0

54
‘
N

。

样品为新鲜玄武岩
。

对样品

进行不同方向和不 同部位切割
、

制片
、

手标本观察和岩石薄片鉴定并进行 了岩石化学分

析
、

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分析以及 R b - S r同位素测定
;
对熔渣和气孔填充物分别进行 了 X

射线粉末衍射分析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
;
对上述分析数据进行岩石化学计算

、

投影作图和

对比研究
,

并对有关地质间题进行探讨
。

2 研究结果

2. 1 岩石手标本的一般特征

标本断面呈深灰色
,

表面呈土褐色
,

破裂面具黄褐色铁质浸染条纹
,

表层冷凝边厚约

0
.

sc m
。

具气孔构造和熔渣构造
,

气孔大小悬殊
,

小气孔直径多在 lm m 以下
,

大气孔中有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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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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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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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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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

瘤状和球粒状充填物 (图版 I
: 1 )

。

裸眼观察呈斑状结构
,

斑晶主要是斜长石和辉石
,

粒

径多在 lm m 以 下
。

2. 2 熔渣与球粒杏仁体

对熔渣和岩石表层冷凝边的 X 射线粉末衍射分析表明
,

它们具有相同的结晶相
,

主要

为拉长石和普通辉石
,

均为熔岩 中的残余岩浆在熔岩侵位后急冷却结晶的产物
。

气孔 中

球粒杏仁体为空心薄壳状
,

直径在 4

~
以下

,

厚约为 o
.

sm m
,

在电子显微镜下 (200 x )其

外表面可见 显微龟裂纹
,

能谱分析显示其主要 阳离子构成为铁
、

锰元素
,

以锰为主 (表 l)
。

铁锰 尚未分离
,

与岩石表层形成黄褐色被膜和铁质浸染条纹明显不 同
。

球粒杏仁体应该

是残浆热液富锰组分冷凝聚集的结果
。

上述现象表明
,

岩石原始构成保存完好
,

能够直接

反映熔岩来源及形成环境等方面的基本状况
。

表 1 冲绳海槽橄榄拉斑玄武岩气孔中空心薄壳元索能谱分析结果 (% )
‘)

T ab
.

l 砒
su lts o f the e n erg y spe c t rlJlll an al y sis o f th e th in--

she ld h o llo w sPhe ru lite in the
o liv in e th o le iite o f the O ki n

aw
a T ro u g h( %)

元素 M g AI S I P CI K C a Ti

质量数

原子数

2 14 4

2
.

6 0 5

1
.

9 0 2

3 2 5 0

2乃 14

3
.

3 0 6

0名 15

l
‘

2 14

3 8 19

5 4 9 1

14名9 7

19 3 7 2

2 3 3 9

2 刀57

4乃2 5

5 2 0 5

0
.

6 0 9

0
一

58 6

元素 入1 ll
Fe C u Z n P b

质量数

原子数

0
.

12 6 4 8
.

8 0 7 1 3
,

7 2 6 0 万2 2

0
.

1 1 2 4 0乡5 3 1 1 3 30 0 4 0 8

1
.

5 14

1
.

18 9

0 刃0 6 0巧3 7 1
.

7 0 1

0刀0 4 0 3 7 9 0 .3 7 8

l) 青岛海洋大学测试中心测试
。

2. 3 岩石薄片鉴定

镜下岩石为斑状结构
,

斑晶主要是基性斜长石 (含量 > 5 0% )
、

辉石 ( > 25 % )
、

橄榄石

(约 8% )和磁铁矿 ( < 5% )
,

基质为间隔结构
,

表层为玻璃质结构
。

斑晶中
,

斜长石呈半 自

形板状
,

发育有纳
、

卡双晶
,

粒径 多在 1

~ 以下
,

最大可达 3 m m
,

丫 A (0 10) = 42
。 ,

A n 二

62 %
,

为拉长石
;
辉石呈半 自形到 自形柱状

,

纵
、

横切 面均可见解 理
,

粒径在 lm m 以下
,

CA Ng
= 42

。 ,

为易变辉石
;
橄榄石呈半 自形粒状

,

粒径多在 o
.

sm m 以下
,

ZK = 820
,

为贵橄

榄石
。

岩石定名为橄榄拉斑玄武岩
。

镜下观察基质沿垂直岩石表面方 向有较大变化
,

表层 主要为浅褐色玄武玻璃
,

内部

为黄色玻璃质和黑色不透明物质
,

显微斑晶呈针状
、

羽状 (图版 I:

2)
,

消光沿针状微晶延

长方 向连续进行
,

为斜长石沿基质中原交织结构交代生长所致
。

与基质变化部位相对应

的斑晶
,

则没有变化 (图版 I :

3
,

4)
。

这说明
,

熔岩岩浆构成和造岩矿物 的形成是稳定的
、

持

续的
,

仅当与海水或海底沉积物接触时
,

才影响到熔岩表层未结晶部分和内部残余岩浆
,

使其发生过冷却玻璃化和形成熔渣
;
玻璃壳形成后

,

在表层和熔渣 内开始进行脱玻璃化

作用
。

2. 4 岩石系列
、

类型及分类命名

岩石化学全分析结果及 CI PW 标准矿物计算结果列于表 2
,

与伊平屋海丘群所产玄

武岩有 关数据 (翟世奎等
,

19 9 5) 对比可 以看 出
,

冲绳海槽不 同部位玄武岩不尽相同
。

本

样品 C lp W 标准矿物 中出现 ol
,

岩石化学类型为 51 0
2

低度不饱和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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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样 品的火 山岩 系列 和火 山岩类 型选 用 C h盯 e s (19 6 6 ) (图 lb )
、

Irv ine 等 (19 7 一)

(图 la
,

d
,

g
,

i)
、

肠yas hiro (19 7 4 )(图 le
,

f)
、

呱d d le m o st(1 9 7 2 ) (图 lh )和王彤 (1 9 5 5 ) (图 le )

(转引 自邱家嚷
,

19 9 1) 等人以 不 同组分参数为判别标准的不 同判别 图 (图 1 )
,

均得 出相

同的结果
,

即样 品属亚碱性系列 的拉斑玄武岩系列
,

但分别接近于碱性和钙碱性系列
,

岩

石类型为接近钾质 的正常类 型或钠质类 型
。

当用 L e B as (19 86) 的划分标 准
:

Na
Z

O-- 2 )

凡O 为钠质
、

叽0-- 2 < 凡O 为钾质
,

则样品为钾质类型
。

可见本样品不论是岩石系列还

是岩石类型都具有过渡性特点
。

鉴于此
,

岩石的化学分类命名应在不划分岩石系列和岩

石类型的前提下进行
。

采用 Mi d di e m os t(198 0) 硅一碱关系法划分
,

样品落在亚碱性玄武

岩区 ;
采用王德滋 (1 9 8 2) 硅 一碱关系法划分

,

样 品落在拉斑玄武岩区
;
采用邱家嚷 (198 2)

硅 一碱关系法划分
,

样品落在亚碱性系列玄武岩 区
;
采 用国际地科联 (IU G S

,

1 98 9
,

转引 自

62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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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样品岩石系列判别图

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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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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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 in the o ki ll aw a

Tr
o
ug h

A
.

碱性系列
; 5

.

亚碱性系列月认
.

强碱性系列
; T

.

拉斑系列
; C

.

钙碱性系列
;
ag

.

钠质型
; no

.

正常型 ;
ka

.

钾质型
;

hk
.

高钾质型
。 ·

为样品点 (图 2
,

3
,

4 同 )
。

“
A ll

, ,

二 10 OA 可 (A n+ A b+ 5/ 3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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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家骤
,

199 1) 火成岩分类分会提出的 T A S 关系法划分
,

样 品落在亚碱性系列玄武岩 区
;

采用 B a th er 等 (19 74
,

转引 自邱家骤
,

19 9 1) 硅一玫O / 叽O 关系法划分
,

样 品落在玄武岩

区并接近于低钾拉斑玄武岩
。

综上所述
,

有理 由将样品定为亚碱性系列玄武岩
。

详细分

类命名按邱家嚷 (19 8 5) 的阳离子标准矿物 Ne
一ol 一

Hy
一Q分类命名法进行

,

样品岩石定名

为橄榄拉斑玄武岩
。

表2 冲绳海槽橄榄拉斑玄武岩岩石化学分析结果
‘)及cl p w标准矿物计算结果 (w % )

’)

T ab Z Re
s u lts o f pe tr oc he mi

s

try an al ysis an d C IP W n

om ati
v e

mi
n e
ral fo r th e o livin e

th o leiite in th e O ki n

aw
a T r o

ug h(叼召石)

样品号 Ti 伍

0
.

8 7

。名7

Fe O M n 〔)

7
,

6 3 0
.

19

7名8 0
.

2 0

M gO Cao NUZO

6名0 12
.

2 7 2
.

19

6
.

6 3 12 3 4 2
.

2 8

R O ,

0
.

2 6

0
.

3 0

比。
+

e o Z s

0
.

4 8 0
.

15 0
.

0 3 4

0
.

80 0 2 4 0
.

0 2 6

总计

9 9月8 4

9 9名5 6

样品号 叩 n l t o f

气�凡j乙U了n0
.

6 2

0
一

6 2

1
.

6 7

1
.

6 7

3
,

2 4 3
.

9 0

3
,

0 1 3
.

9 0

1 8
.

3 6

1 9 4 0

3 5
.

6 1

3 4 7 8

19 2 8

2 0 2 5

11
.

7 8

6
一

9 2

I) 地质矿产部南京综合岩矿测试中心测试
。

2) 1号样品取自岩石核心部位
; 2号样 品取 自连带表层部位

,

下同
。

2. 5 岩石化学指数和物化参数

样品的分异指数 D l 二 22
.

26 和 23
.

30
,

小 于玄武岩平均值 35 和橄榄辉绿岩平均值 30
,

表明其岩浆演化进程小
,

分异程度低
。

固结指数 SI = 39
.

4 4 和 3 8
.

08
,

与原始岩浆的固结指

数 SI 二 40 相 当
,

也反 映出慢源原生岩浆基本未经分异和 同化混染的特点
。

样品的结晶指

数 CI 二 55
.

82 和 54
.

79
,

而 由铁镁质堆积形成的岩石 CI 值通 常 ) 60
,

仅含钙长石
、

镁透辉

石
、

镁橄榄石 的岩石 CI = 100
,

仅含石英
、

碱性长石或似长石 的岩石 CI = O
,

一般岩浆岩的

CI 值在 60 一0 之间
,

样 品 CI 值接近铁镁质堆积岩石 CI 值
,

其结晶之初的岩浆就是弱分异

的
。

据研究 (K yTo JI H H
,

19 6 6
,

转引 自邱家嚷
,

199 1 )
,

玄武岩中 M g O 与橄榄石的结晶温度

(to
l)有关

,

咖O
,

TI O
Z ,

A 120 3和 Fe o 与斜长石结晶温度 (与)有关
,

结晶温度计算公式为
:

tol 二 10 5 6
·

6 + 17
.

30M g O 士 2 6oC

tnl 二 1 14 4
·

7 一 13 6
·

3 6Mn o 一 1 9
·

2 3TI O
Z + 7

·

4 lA 1
2
0

3 一 l
·

0 4 Fe O 土 2 5℃

对样 品的计算结果为
:

tol 二 1 17 4 ℃ 士 2 6 aC 和 1 17 laC 士 2 6℃

tPl 二 12 2 3 ℃ 士 2 5 oC 和 12 2 0 0C 士 2 5 oC

另外
,

在 M g O A1
2
O

3
与 to

, ,

与关系图上 (图 2)
,

样 品落人第 l 类
,

为岛弧
、

活动陆缘和造

山带高铝玄武岩系列 区
,

结晶顺序是 Pl 一Ol 一CP
x ,

结晶温度 tol “ 1 150 ℃
,

与侧 1 200 ℃
,

与计算结果相 同
。

用其它方法计算也得 出相 同的温度值
,

可以认为样 品岩石是在 1 2 00 ℃

以上开始结晶的
。

由 Ne
‘一O l’一Q

‘

相关系判别
,

样品岩浆房压力约为 l
.

30 G p a
,

换算成深度约为 43 km
,

与

电磁测深界定的高导层 (转 引 自李乃 胜
,

1 9 9 5) 顶面埋深相 当
。

冲绳海槽南部地壳厚度小

于 20 km (金翔龙等
,

19 8 3
,

1 9 9 2 ; 秦蕴珊等
,

1 98 7 )
,

样品玄武岩熔浆来 自上地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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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稀土元素与微量元素

其分析结果列于表 3
。

经对表 3 的岩石化

学数据计算表 明
,

样 品稀 土总量较低
,

低于 大

洋玄武岩平均值 (% x 10
一 6
)(刘英俊等

,

1 9 8 7)
,

钵 异 常 系数 6Ce = 1
.

39 和 1
.

43
,

铺 异 常 系 数

6 Eu
二 1

.

0 6 和 1
.

0 5
,

这说明钵有轻度富集
; 习Ce

/ 名Y = 2. 0 6 和 1
.

6 5
,

轻稀 土也有 一定程度 的

富集
;
(L

a / Y b)
、 = 5

.

52 和 3. 63
,

稀 土间存在一

定分馏
,

并且 (L a / sm )、 = 3
.

5 5 和 2
.

2 5
、

(Gd /

Yn) 、 二 0
.

89 和 0
.

92
,

轻稀土较重稀 土分馏程度

更高
。

样 品稀土元素分布未 出现销负异常
,

说

明并 非由残余岩浆结 晶或铁镁 层部分熔融所

形成
。

样品名C e / 名Y 比值及 C e / N d 与碱性辉

石岩 的相 当
,

忆 族稀 土含量仅是钵族稀 土 的

1 / 2一3 / 5
,

远未形成富集
,

也说明熔浆来源较

深
、

上升快
、

分异弱的特点
。

轻稀土的弱富集反

映出在岩浆活动 中有 可能有地壳物质 的掺入
。

由 (La / Yb )、
,

(C
e / Y b )比值及稀土分布模式

进行判别
,

样 品属洋岛 (夏威夷 )拉斑玄武 岩
,

与地 慢柱型洋中脊玄武岩相似
。

样品中铿的含

3025201510吞

(次())助芝

,

一撼礴舜
1 0 1 2 1 4

夔(J- 第 ,

读
1 6 1 8 2 0

A 12 ()
3
(写 )

图 2 M g G
-

A 12 0 3
与 tol一乍关系图

H g
.

2 压ag
~

o f th e re la ti o n shi P be tw
e en

M gO-- A1
2O 。 a ll(I to,

一

与

工结晶顺序
:

OI 一C px * Pl
,

为板内拉斑玄武岩系列

区 ; 11 结晶顺序
:

Ol 一Pl 一 C p x ,

为板内碱性玄武岩系

列 区 ; 111
.

结晶顺序
:
Pl 一 ol 一仰

x
,

为岛弧
、

活动陆缘造

山带高铝玄武岩系列区
; IV 结晶顺序

:
Pl 一 Cp x ~ ol

,

此类少见
,

仅与岛弧等地高铝玄武岩演化有关
。

图中直线为 to
, ,

虚线为 几
l

,

粗直线为类别界线
;
数据表

示岩浆结晶温度 (℃ )
。

量仅为地壳中平均含量的 1 / 4 和基性岩中平均含量的 l / 3
。

在岩浆作用中
,

锉倾向于晚

期富集
,

而镁趋向于早期富集
。

样品中 (Li /M g ) x 10
, 二 0

.

1 35 和 0
.

126
,

为岩浆作用早期的

比值
。

同样
,

铆于晚期富集
,

钾于早期富集
,

样品 K / Rb 比值较高
,

达到 35 2 和 2 9 1
,

也表明

其封存于岩浆作用的早期阶段
。

诱发裂变径迹研究发现 (转引 自刘英俊
,

1 9 8 7)
,

铀趋向富

集于残余岩浆
,

样品中铀含量为 0
.

58 x 10
一 “,

低于地壳玄武岩 圈层的平均含量 (10
“ “

)和玻

璃陨石中的含量 (0. 9一0. 6 x 10
’ “

)
,

是处于铀 富集前阶段
。

地壳物质对社有优先 富集作

用
,

直接来自上地慢 的岩石其 Th / U 比值为 1一2
,

火成岩中 Th / U 平均 比值为 3
.

5一4
,

而

样品中 Th / U 比值为 2
.

59
,

也表 明样 品受地壳物质的影响是 比较小 的
。

样品的原始地 慢标准化微量元素分布表现为强不相容元素弱富集型
,

但无非活动性

元素 N d 的亏损和活动性元素 K
,

S r
等的显著 富集

,

具有洋岛玄武岩和热点洋脊玄武岩的

分配特点 (曰lam
et al

. ,

19 5 8 ; 硫
B irn e y

,

19 9 3 )
。

样品微量元素原始地慢 z r
标准化 比值

和原始地慢 N b 标准化 比值表 明
,

其岩浆为弧后盆地富集地 慢源的产物
,

其比值分布特点

与 San d e rs 等 (1 98 4)
,

M yers 等 (19 8 9) 等人所提出的模式相一致
。

元素异常值 Th
’
二 0

.

8
,

K
’

= 1
.

1
,

N b
‘

= 0. 9
,

Sr ’
= 1

.

1
,

P
‘

= 1
.

3
,

zr
‘

= 0. 4
,

Ti
‘

= 0. 8
,

可能反 映了与消减作用

有关的微弱混染情况
。

2. 7 构造环境判别及岩浆源区分析

选用不同的方法对样品岩石构造环境 的判别如 图 3 所示
。

样品具有洋中脊玄武岩和

岛弧玄武岩 的双重性质
,

这可能就是扩张的弧后盆地岩浆活动的一个典型特征
,

它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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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冲绳海槽橄榄拉斑玄武岩稀土元素和微 t 元素含盆 (10
一 6
)
’)

T a b3 既 E a n (1 m ier叱 leme
n t e o n te n t of 山e oliv ine 出 oleiite in 此 o h n

aw
a T ro

飞h (10
一 6)

样品 La Ce Pr Nd Sm Eu Gd Th 伪 IIO Er

2l2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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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刁汽j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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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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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9

2 1
.

3

1 2
.

1

1 1 8

0
,

9 3

0乡6

0
.

4 7

0
.

5 3

0
.

6 2

0
.

6 7

OC,了

:
污乙伪一

样品 T ll飞 Y b Lu Y B a B e C o C r C u C a N b

.

8

.

8

0
.

2 8

0 2 8

1 7
‘

5

17 8

2 3 7

2 18

4 2
.

5

4 2 7

3 7 2

3 7乃

10 7

10 3

2 5 .4

2 5
.

5

1 3名

1 3
.

9

44

:
,, ,、

.匕on曰

样品 瓦 Pb S e Sr Th V Zn A g B S n Z r

.

9

.

3

4 4
.

4

4 5
.

1

IJ,、�<V36 8

39
.

2

< 8 2

18
.

3

3 9
.

1 3 1 8

3 9 3 30 9

3 1 5 7 6 2 0
.

19

29 8 74
.

2 0
.

19

样品 Hf M o
W F Sb A s

Hg Li Rb C s u

‘Jn�

:
气�户、J

1..11.1<<< 3
.

0

< 3
.

0

O
,

7 2

0
一

8 8

0
一

4 6

0
.

14

3 50

32 0

0
.

2 2

0
一

2 2

0 刀0 8

0 刀3 3

1 4石

1 7 2

2
.

0 0
.

5 8

2
.

0 一

l) 地质矿产部南京综合岩矿测试中心测试
,

Th
,

U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测试
。

了扩张盆地作为板块俯冲带沟一弧一盆体系中一个组成部分与其它部分的物质联系
,

也反

映了扩张盆地确实具有类似洋 中脊那样拉 张的构造环境
,

使得侵位熔浆仍然保持着地慢

T i / 1 0 0
1 0 0 0

5 0 0

.

叶|游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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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样品岩石构造环境判别图

R g
.

3 Te e t o n i c s e tti n g id e n ti fi e a ti o n di ag rajn
s o f the

s

am p le s i n th e o ki n

aw
a T r

ou g h

a
.

1 为洋底
、

洋中脊玄武岩
; 2 为火 山弧玄武岩

,

包括钙碱性玄武岩 (C A B )和低钾拉斑玄武岩 (L KT ) ;3 为洋岛和板内玄

武岩
。

b
.

C A B 为岛弧钙碱性玄武岩
; C A B C 为大陆边缘钙碱性玄武岩

; IA B 为岛弧玄武岩
:
N

‘

MO RB 为标准洋脊玄武

岩
。 c

.

认T 为岛弧拉斑玄武岩
; M O RB 为洋中脊玄武岩

。

d
.

MO R B 为洋中脊玄武岩
;
WPB 为板内玄武岩

; V A B 为火 山

玄武岩
。
e

.

IA B 为岛弧玄武岩
; M () R B 为洋中脊玄武岩

; W PB 为板内玄武岩
。

f
.

O IB 为洋岛玄武岩
; MO R B 为洋中脊玄

武岩
; IAT 为岛弧拉斑玄武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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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构成特征
。

本区橄榄拉斑玄武岩岩浆成因演化显然属于大洋拉斑玄武岩系列 (图

4)
,

并且可能是熔融程度 比较高 的岩浆 (图 5)
。

冲绳 海槽形成于 中新世 以来 (秦蕴珊等

1 9 8 7 ;
李乃 胜

,

19 9 0 ;
金翔 龙

,

19 9 2 )
,

由热 流计算新生 洋壳 年龄 为 0
.

4一 0
.

gM a (李 乃胜
,

199 5)
,

橄榄拉斑玄武岩铭 同位素构成 S rsv / S rse = 0
.

7 0 4 3 34 土 11
,

也表 明岩浆源 自地慢
,

并且基本未受棍染作用或分异作用的影响
,

这可能是地壳拉张
、

减薄
、

地慢物质快速上涌

所致
,

也可能是该区地壳非陆壳性质 的反 映
。

()�一\��二公嘟
玄武岩区

/ 毖臀
斑玄武岩区

一一洲产~ \ ) 夏威夷 /
夏威夷尸

碱性
.

该武岩 产一大洋脊玄武岩
、

橄榄拉斑玄武岩区

002
,1

N()一l\阶O刀V

图 4 大洋脊玄武岩的 ol 一肠一H g 士 Q 士 Ne 系分布图

R g
.

4 0 1一顶
一

Hg 土 Q 士 Ne
s e ri e s di s tri bu ti o n

di ag ~ of M ( )R B

0
.

5 1
.

0 1
.

5

T i( ) 2 ( % )

图 5 大洋脊玄武岩 A1
2 0 3 / Ti 众 与 CaO /

Ti 仪对 Ti o
:
关系图

R g
.

5 A s o s s i ati o n d ia gram
o f A 12O 3 / TI OZ

a
nd

C a 《〕 / TI O Z fo r TI O Z o f the MO R B

实线依 A1
2O 3 / TI O Z

做出的大洋脊玄武岩分布 区
; 虚

线依 C a ( )厂fi O Z
做出的大洋玄武岩分布区

。

3 结语

冲绳海槽南部海底发育有橄榄拉斑玄武岩
,

其岩石化学组成具有与地 慢柱洋中脊玄

武岩相似的特点
;
成岩初始岩浆源 自上地慢

,

分异程度低
,

混染作用弱
,

是冲绳海槽海底扩

张导致地慢物质快速上涌的结果
。

琉球沟 一弧一盆体系和海槽海底扩张是橄榄拉斑玄武岩

形成的共 同构造背景
,

有必要继续开展研究
,

丰富海底玄武岩 资料
,

建立合理的岩石模型
,

以确切地反映类似冲绳海槽这样的弧后扩张盆地的物质构成特征及地质构造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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