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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海底热液系统是地球热量平衡的重要组成，也是地球化学循环和成矿作用发生的主要场所，与洋中

脊系统在空间上具有很强的联系。慢速超慢速扩张洋中脊中确认的活跃热液喷口数量约占全球总数量的三分之

一，查明热液发育位置及发育岩性与岩浆构造活动的耦合关系，对于研究海底热液活动演化过程和海底找矿具有

很好的指示意义。本文将全球慢速超慢速扩张洋中脊中已确认的活跃热液活动进行统计分类，其中受岩浆活动

控制的热液活动有２９处，而受构造活动控制的热液活动有１５处，相对于快速中速扩张洋中脊显示出较强的构造

相关性。研究发现，岩浆作用控制下的热液活动集中在洋中脊轴部中央裂谷内，而构造主控型热液活动常发育在

非转换不连续间断和拆离断层系统内。随着大洋核杂岩成熟，热液活动位置向着离轴方向迁移，并且热液类型由

高温“黑烟囱”型向低温弥散流型转变。

关键词：热液活动；岩浆作用；拆离断层；蛇纹石化作用；洋中脊

　　海底热液对流活动是海水在洋壳内循环后将热

量和化学产物在海底表面集中输出的过程（Ｌｏｗｅｌｌ

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一般认为，海水沿洋壳内的断裂系

统向下渗透至岩浆熔融体附近，受熔融体等热源的

加热后与围岩发生热化学反应，在浮力的驱动下上

涌，汇集形成富含金属元素的热液矿体，以热液喷口

的形式出露在海底（Ｇ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目前，

全球洋中脊系统内发现的热液喷口为４０４处，热液

活动所输出的热量约占全球地壳热量输出的２５％

（Ｓｔｅ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４），并且洋中脊扩张速率与热液

活动的输出热流量具有较好的线性关系，随着扩张

速率的增加，热液活动具有较大的热流量（Ｂａｋ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

洋中脊热液对流活动与洋中脊岩浆补给和热循

环作用密切相关。地震显示，快速和中速扩张洋中

脊轴下部存在深度较浅（１～２ｋｍ）、连续性较好的

厚岩浆熔融体（Ｃａｒｂｏｔ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为单位长度

洋中脊段内热液喷口发育数量多提供条件（Ｇｅｒｍ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６）；而在慢速超慢速扩张洋中脊下部岩

浆部分熔融区范围小，岩浆熔融体赋存深度大且体

积较小，限制了上部热液对流的深度和活跃程度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２）。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大

西洋中脊ＬｕｃｋｙＳｔｒｉｋｅ和ＳｎａｋｅＰｉｔ热液活动区下

部发现赋存深度为３ｋｍ（Ｓｉｎｇ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和１．２

ｋｍ（Ｃａｎａｌ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０）的岩浆熔融体；ｄｅ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认为发育在玄武岩中的北大西洋ＴＡＧ

热液区受拆离断层系统的控制，热液对流的最大深

度可达１０ｋｍ，而同样受拆离断层控制的Ｌｏｇａｔｃｈｅｖ

热液喷口则发育在超镁铁质岩石中（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热液对流的深度约为８ｋｍ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可见，慢速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内热

液对流成因及热循环过程更为复杂。

洋中脊热液对流活动还与区域构造活动具有很

好的时空关系。根据Ｂａｋ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６）的研究成

果，当洋中脊扩张速率非常低时，热液活动的发育数

量会趋于零，即在慢速超慢速洋中脊内几乎不发育

热液活动。然而，之后的研究在慢速超慢速扩张洋

中脊内发现了多处热液活动（Ｂａｋ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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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大西洋洋中脊热液活动研究后，发现与岩浆作

用相关的“黑烟囱”型热液活动不超过其总数的一半

（Ｇ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并且“黑烟囱”型热液活动

也不再局限在洋中脊轴中央裂谷内，而是出现在拆

离断层系统和非转换不连续间断区域内（Ｇｒｃｉａ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可以看出，构造

活动控制的热液活动是慢速超慢速洋中脊热液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借助Ｉｎｔｅｒｒｉｄｇｅ全球热液活动数据库，结

合前人认识（ＭｃＣａｉ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Ｏｎｄｒéａｓ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Ｔｕｃｈｏｌ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Ａｎｄｒｅａｎ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Ｇ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Ａｌ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Ｍｅｌｅｋｅｓｔｓｅ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将全球慢速超慢速扩

张洋中脊内已证实的活跃热液活动进行分类，总结

其成因机制进而研究热液对流活动在洋中脊岩浆与

构造作用下的发育和演化过程。

１　热液活动的分布及特征

Ｉｎｔｅｒｒｉｄｇｅ全球热液活动数据库显示，截止

２０２０年慢速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内已证实的活跃喷

口数量为４４个，主要集中在大西洋中脊、中印度洋

中脊和西南印度洋中脊内（图１）。参照前人的研究

成果，按照热液活动的热液类型、构造地质环境、发

育围岩类型和控制因素对热液活动进行总结分类

图１　慢速超慢速洋中脊热液活动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ｓｌｏｗ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ｓｌｏｗｍｉｄｏｃｅａｎｒｉｄｇｅ

热液活动数据来自Ｉｎｔｅｒｒｉｄｇｅ全球热液活动数据库，地形数据来自ＳＲＴＭ１５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ａｔａｉｓｆｒｏｍＩｎｔｅｒｒｉｄｇｅＧｌｏｂａｌ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ｎｄ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ｙｄａｔａｉｓｆｒｏｍＳＲＴＭ１５

（表１）。

研究发现，受岩浆活动控制的热液活动有２９

处，这些热液活动主要发育于岩浆补给相对充分的

轴部中央裂谷附近，属于火山地貌类型，并与周围密

集分布的小型断裂紧密相关，热液活动的围岩类型

以玄武岩为主（如ＳｎａｋｅＰｉｔ热液区）。受构造活动

控制的热液活动有１５处，其发育和演化过程与洋中

脊大型断裂相关，主要集中在拆离断层系统内（如

Ｌｏｇａｔｃｈｅｖ热液区），也有位于非转换不连续间断区

域内（如Ｓａｌｄａｎｈａ热液区）。

根据热液活动发育深度显示（表１），与岩浆作

用相关的热液活动可以发育在水深较浅的区域（小

于２０００ｍ），数量为１２个，而水深在２０００ｍ以下与

构造活动相关的热液活动仅有３个。在水深２０００

ｍ以上的区域，受构造控制和受岩浆控制的热液活

动数量相当，多集中在水深３０００ｍ的区域。可以

看出，岩浆作用控制的热液活动发育受水深控制程

度较低。

２　热液对流过程

２１　热源的分类

热液对流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热源和流体

循环系统。关于热源成因与类别，前人已有充分研

究 （Ａｌｌ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Ｈａａｓ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４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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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根据热源的产生方式，将热

源分为五种类型。

２１１　岩浆热源

在慢速超慢速扩张洋中脊中，尽管洋中脊下部

岩浆熔融体赋存深度较大且分布不均一，造成岩浆

补给的轴向差异性，但火山活动仍然是热液对流过

程中最重要的热源（Ｃａｒｂｏｔ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岩浆

运移至浅层岩石圈（图２），以热传导的方式将热量

传递给上覆的热传导边界带（ＣＢＬ，位于席状岩墙和

透镜状岩浆熔融体之间，成分为均质细粒辉长岩），

渗入的海水在热传导边界带上部发生热化学反应，

形成卤水（Ｆｒａｎｃ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其中岩浆释放的热

量包括矿物结晶潜热和熔融体冷却热。热传导边界

带下伏岩浆熔融体的不断补给更新是维持热液系统

持续运转的能量基础，而在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区域，

由于岩浆补给匮乏，热液活动的发育可能受间歇性

岩浆侵入活动的控制。

２１２　深部地幔热源

地幔热源相较于岩浆熔融体产生的岩浆热源，

其赋存深度较大，主要通过热对流的方式向断裂系

统中的流体传递热量。在慢速扩张洋中脊，热液系

统的热量输出通常在１０２～１０
３ＭＷ 之间，而流体受

深部地幔热源加热后传至海底表面的热流值相对较

低（～１．８ＭＷ／ｋｍ
２），这表明受稳定状态下地幔热

源驱动的热液系统需要从１０２～１０
３ｋｍ２的区域内提

取地幔热量来维持热液对流过程（Ｌｏｗｅｌｌ，２０１３）。

可见，地幔热源无法作为热液活动的主要热源，必须

伴随额外的热源才能驱动热液循环过程。一般认

为，在岩浆补给整体匮乏的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幔源

扩散热的贡献会更加明显。

２１３　岩石圈热冷却作用

在板块运动的作用下向洋中脊两侧扩张，随着

洋壳年龄的增长，岩石圈会发生热沉降和热收缩效

应而具有密度增加和厚度变大的特征（ＮｉｕＹａｏｌｉ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这种效应为岩石圈的冷却效应。在

慢速超慢速扩张洋中脊，Ｌｏｗｅｌｌ（２０１３）认为岩石

圈冷却作用所释放的热量并不能维持一个稳定的热

液对流活动；而 Ａｌｌ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研究ＬｏｓｔＣｉｔｙ

热液活动后认为，岩石圈热冷却作用仅能维持寿命

很短的低温热液活动，并且该观点在Ｌｏｗｅｌｌ（２０１７）

的模型中得到了验证。

２１４　超基性岩的蛇纹石化作用

海水沿海底断裂系统下渗，与深部地幔橄榄岩

接触发生蛇纹石化反应。蛇纹石化作用产生的热量

受发生蛇纹石化的岩石体积和反应速率控制，产生

的热量约为～２．５×１０
５Ｊ／ｋｇ（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ｅｔａｌ．，

１９８５），与 岩 浆 作 用 中 的 结 晶 潜 热 热 量 相 近

（Ｍａｃｌｅｎｎａｎ，２００８）。蛇纹石化作用可维持的热液

温度通常在中低温（＜１００℃），有时可达数百摄氏

度。在慢速超慢速扩张洋中脊，海底广泛出露的地

幔橄榄岩为蛇纹石化反应提供了最广大的场所，成

为区域内热液活动的主要热量来源。

２１５　热点作用

洋中脊周缘的热点活动不仅为洋壳的形成提供

了充足的物质来源，同时也提升了地温梯度和部分

熔融作用的效率和范围。在此构造环境下，岩浆熔

融体赋存深度较浅，热液活动相对容易发育。

Ｋａｗａｇｕｃｃｉｅｔａｌ． （２０１６）根据岩石样品分析认为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高温热液区的发育与留尼汪热点相关。

Ｄｅｋ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０）认为发育在热点活动周围的低

温热液喷口（如Ｌｉｌｌｉｐｕｔ热液区）是重要的热量输出

场所，周缘较厚的洋壳会成为大型热液成矿场所。

而Ｇ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则认为热点附近的洋壳具

有较多的塑性变形而非脆性变形，在这样的环境下

高温热液活动会受到抑制，可见与热点作用相关的

热液活动成因相对较为复杂。

２２　热液循环系统

热液循环活动需要相互连通的热液通道和受流

体温度控制的浮力驱动，热液循环系统包括流体补

给区、流体加热通道和热液排放区，热液活动在海底

以温泉或热液喷口的形式出露。关于热液循环系统

的控制因素，Ｃｏｕｍ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６）认为热液循环主

要受控于洋壳渗透率大小；ＭｃＣａｉ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认

为热液流体受断裂带的位置及形态影响；Ｌｏｗｅｌｌ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提出“单通道”对流模型，认为影响热液

温度和热液输出功率的主要因素为热源的温度和深

度、洋壳渗透率等；Ｌｏｗ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将“单通道”

改进为“双通道”模式来研究浅部热液对流活动。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热液循环系统按

流体所处温度分为浅层和深层两个部分（图２）。在

浅层循环系统中（＜４００℃），海水进入断裂系统与浅

层地幔橄榄岩发生蛇纹石化反应，流体在加热后运

移至地表形成以低温弥散流为主的热液喷口，此循

环通道以蛇纹石化作用产生的岩石裂隙为主；而在

深层循环系统中（＞４００℃），海水沿大型断裂系统进

入洋壳深部后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水平运移，在此过

程中海水在岩浆熔融体的上部进行充分加热和反

应，在运移至海底面后往往形成高温“黑烟囱”，同时

５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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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慢速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区域热液活动特征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犎狔犱狉狅狋犺犲狉犿犪犾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犪犾狅狀犵狊犾狅狑犪狀犱狌犾狋狉犪狊犾狅狑狊狆狉犲犪犱犻狀犵犿犻犱狅犮犲犪狀狉犻犱犵犲

所属大洋 热液区名称 位置 热液类型 构造环境 深度（ｍ） 围岩类型 控制因素 参考文献

北冰洋

Ａｅｇｉｒ
７２．３４°Ｎ，

１．５６°Ｅ

“黑烟囱”型

２７９°Ｃ
火山脊 ２６０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Ｈｏｒｎｅｎｅｓ，２０１７

Ｇｒｉｍｓｅｙ
６６．６０°Ｎ，

１７．６７°Ｗ

“黑烟囱”型，

２５１°Ｃ
火山带 ４０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Ｄｅｋ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Ｋｏｌｂｅｉｎｓｅｙ

Ｆｉｅｌｄ

６７．０８３°Ｎ，

１８．７２°Ｗ

低温弥散流

１３１°Ｃ
火山带 １１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Ｌａｃｋｓｃｈｅｗｉ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ＬｏｋｉｓＣａｓｔｌｅ
７３．５°Ｎ，

４°Ｗ

“黑烟囱”型

３２０°Ｃ
轴部火山脊 ２４０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ＳｏｒｉａＭｏｒｉａ
７１．２６°Ｎ，

５．８１°Ｗ

“黑烟囱”型

２７０°Ｃ
火山脊 ７５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ＴｒｏｌｌＷａｌｌ
７１．３°Ｎ，

５．７８°Ｗ

“黑烟囱”型

２７０°Ｃ
火山脊 ５５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Ｓｔｅｎｓｌａｎ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北大西洋

Ａｓｈａｄｚｅ１
１２．９７°Ｎ，

４４．８６°Ｗ

“黑烟囱”型

３５５°Ｃ
拆离断层 ４２００ 超镁铁质岩 构造主控 Ｏｎｄｒéａ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Ａｓｈａｄｚｅ２
１２．９７°Ｎ，

４４．８６°Ｗ

“黑烟囱”型

＞３００°Ｃ
拆离断层 ３３００ 超镁铁质岩 构造主控 Ｍｅｌｅｋｅｓｔｓｅ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Ｂｅｅｂｅ
１８．５５°Ｎ，

８１．７２°Ｗ

“黑烟囱”型

３９８°Ｃ
海底断裂带 ４９５７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Ｗｅｂｂ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ＢｒｏｋｅｎＳｐｕｒ
２９．１７°Ｎ，

４３．１７°Ｗ

“黑烟囱”型

３６５°Ｃ
新生火山脊 ３１０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Ｂｕｔｌ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Ｂｕｂｂｙｌｏｎ
３７．８°Ｎ，

３１．５３°Ｗ

“黑烟囱”型

３００°Ｃ
中央裂谷 １００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Ｋｌｉｓｃｈｉ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ＤｏｎＪｏａｏ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Ｂａｎｋ

３８．２３°Ｎ，

２６．６３°Ｅ

低温弥散流

１２１°Ｃ
火山带 ４５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ＧｌｏｂａｌＶｏｌｃａｎｉｓｍ

Ｐｒｏｇｒａｍ，２０１３

Ｅｖａｎ
３７．２７°Ｎ，

３２．２８°Ｗ
低温弥散流 海山 １７７５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Ｅｓｃ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Ｉｒｉｎｏｖｓｋｏｙｅ
１３．３３°Ｎ，

４４．９１°Ｗ

“黑烟囱”型

３６４°Ｃ
拆离断层 ３０００ 超镁铁质岩？ 构造主控 Ｅｓｃａｒｔí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Ｌｏｇａｔｃｈｅｖ１
１４．７５°Ｎ，

４４．９８°Ｗ

“黑烟囱”型

３７０°Ｃ
拆离断层 ３０５０ 超镁铁质岩 构造主控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Ｌｏｇａｔｃｈｅｖ２
１４．７２°Ｎ，

４４．９４°Ｗ

“黑烟囱”型

３２０°Ｃ
拆离断层 ２７６０ 超镁铁质岩 构造主控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ＬｏｓｔＣｉｔｙ
３０．１２°Ｎ，

４２．１２°Ｗ

低温弥散流

９０°Ｃ
拆离断层 ８００ 超镁铁质岩 构造主控？ Ｌｏｗｅｌｌ，２０１７

ＬｕｃｋｙＳｔｒｉｋｅ
３７．２９°Ｎ，

３２．２７°Ｗ

“黑烟囱”型

３３３°Ｃ
中央裂谷 １７４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Ｅｓｃ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Ｌｕｓｏ
３８．９８°Ｎ，

２９．８８°Ｗ

低温弥散流

６５°Ｃ
海山 ５７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ＯｃｅａｎｏＡｚｕ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

ＭｅｎｅｚＧｗｅｎ
３７．８４°Ｎ，

３１．５３°Ｗ

“黑烟囱”型

２８１°Ｃ
新生火山脊 ８６５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Ｋｌｉｓｃｈｉ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ＭｅｎｅｚＨｏｍ
３７．１５°Ｎ，

３２．４３°Ｗ

低温弥散流

＜１０°Ｃ
未知 １８０２ 超镁铁质岩 构造主控 Ｆｏｕｑｕｅ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Ｍｏｙｔｉｒｒａ
４５．４８°Ｎ，

２７．８５°Ｗ
“黑烟囱”型 中央裂谷 ２９０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Ｗｈｅｅ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Ｒａｉｎｂｏｗ
３６．２３°Ｎ，

３３．２３°Ｗ

“黑烟囱”型

３６２°Ｃ
拆离断层 ２３２０ 超镁铁质岩 构造主控 Ａｎｄｒｅａ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Ｓａｌｄａｎｈａ
３６．５７°Ｎ，

３３．４２°Ｗ

低温弥散流

７～９°Ｃ

非转换不

连续间断
２３００ 超镁铁质岩 构造主控 Ｄｉａ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Ｓｅｍｙｅｎｏｖ２
１３．５１°Ｎ，

４４．９６°Ｗ

“黑烟囱”型

３１７°Ｃ
拆离断层 ２４４０ 玄武岩 构造主控 Ｆｉｒｓｔ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ＳｎａｋｅＰｉｔ
２３．３７°Ｎ，

４４．９５°Ｗ

“黑烟囱”型

３６６°Ｃ
新生火山脊 ３５０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Ｃａｎａｌ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６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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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所属大洋 热液区名称 位置 热液类型 构造环境 深度（ｍ） 围岩类型 控制因素 参考文献

北大西洋

Ｓｔｅｉｎａｈｏｌｌ

ＶｅｎｔＦｉｅｌｄ

６３．１０°Ｎ，

２４．５５°Ｗ
“黑烟囱”型 火山脊 ３５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Ｐａｇ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ＴＡＧ
２６．１４°Ｎ，

４４．８３°Ｗ

“黑烟囱”型

３６９°Ｃ
中央裂谷 ３６７０ 玄武岩 构造主控 ｄｅ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ＶｏｎＤａｍｍ
１８．３８°Ｎ，

８１．８０°Ｗ

低温弥散流

２１５°Ｃ
拆离断层 ２３７３ 超镁铁质岩？ 构造主控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南大西洋

Ｃｏｍｆｏｒｔｌｅｓｓ

Ｃｏｖｅ

４．８０°Ｓ，

１２．３７°Ｗ

“黑烟囱”型

４０７°Ｃ
新生火山脊 ２９９６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Ｋｏｓｃｈｉｎｓ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Ｄｅｙｉｎ１
１５．１７°Ｓ，

１３．３６°Ｗ
“黑烟囱”型 中央裂谷 ２８５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ＤｏｎｇＣｈｕｎ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９

Ｌｉｌｌｉｐｕｔ
９．５５°Ｓ，

１３．２１°Ｗ
低温弥散流 离轴火山脊 １５０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Ｈａａｓ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Ｎｉｂｅｌｕｎｇｅｎ
８．３０°Ｓ，

１３．５１°Ｗ

“黑烟囱”型

３７１°Ｃ

非转换不

连续间断
２９００ 超镁铁质岩 构造主控 Ｍｅｌｃｈｅ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ＲｅｄＬｉｏｎ
４．８０°Ｓ，

１２．３８°Ｗ

“黑烟囱”型

１９３～３４９°Ｃ
新生火山脊 ３０５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Ｋｏｓｃｈｉｎｓ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ＴｕｒｔｌｅＰｉｔｓ
４．８１°Ｓ，

１２．３７°Ｗ

“黑烟囱”型

４０７°Ｃ
新生火山脊 ２９９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Ｋｏｓｃｈｉｎｓ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Ｗｉｄｅａｗａｋｅ
４．８１°Ｓ，

１２．３７°Ｗ
低温弥散流 火山脊 ２９９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Ｇ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Ｚｏｕｙｕｒｉｄｇｅ
１３．２８°Ｓ，

１４．４１°Ｗ
“黑烟囱”型 海山 ２３１３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ＬｉＢ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西北

印度洋
Ａｄｅｎ

１１．９５°Ｎ，

４３．６７°Ｅ
低温弥散流 海底断裂带 １６００ 玄武岩 构造主控 Ｊｕｎｉｐ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０

西南

印度洋

Ｌｏｎｇｑｉ
３７．７８°Ｓ，

４９．６５°Ｅ

“黑烟囱”型

３７９°Ｃ
拆离断层 ２７５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ＪｉＦｕ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Ｔ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２７．９７°Ｓ，

６３．５５°Ｅ

低温弥散流

１３°Ｃ
海山 ３６００ 超镁铁质岩 构造主控 ＳｕｎＪ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中印度洋

ＤｏｄｏＦｉｅｌｄ
１８．３５°Ｓ，

６５．３１°Ｅ

“黑烟囱”型

３５６°Ｃ
中央裂谷 ２７３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Ｋａｗａｇｕｃｃ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ＥｄｍｏｎｄＦｉｅｌｄ
２３．８８°Ｓ，

６３．６０°Ｅ

“黑烟囱”型

３８２°Ｃ

洋中脊段

末端
３３２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Ｇａｌｌａｎ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６

ＫａｉｒｅｉＦｉｅｌｄ
２５．３２°Ｓ，

７０．０４°Ｅ

“黑烟囱”型

３６０°Ｃ
中央裂谷 ２４６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ＷａｎｇＹｅ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ＳｏｌｉｔａｉｒｅＦｉｅｌｄ
１９．５５°Ｓ，

６５．８５°Ｅ

“黑烟囱”型

３０７°Ｃ
中央裂谷 ２６３０ 玄武岩 岩浆主控 Ｋａｗａｇｕｃｃ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注：标记为与热点活动相关

也存在与浅部热液流混合后形成的低温弥散流。

３　热液活动的分类

热液活动具有多种分类方式。根据热液流体的

温度可将热液活动分为高温热液流和低温热液流，

但目前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定标准：Ｔｉｖｅｙ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认为高温热液流的温度范围在１５０℃以上，

低温热液流则在５０℃以下；Ｓｅａｒｌｅ（２０１３）将高温的

范围设定在３８０±３０℃，低温流体的温度在３３０℃以

下。值得注意的是，高温热液喷口往往具有“黑烟

囱”的构造形态特征，而低温热液喷口则具有“白烟

囱”的构造形态特征或是弥散流的形式进行热量输

出。因此，常将具有“黑烟囱”形态特征的热液喷口

定义为高温热液流，而“白烟囱”和弥散流的热液则

属于低温热液流。

根据热液活动发育的控制因素，可将热液活动

分为岩浆主控型和构造主控型（表１）。根据前人研

究成果（Ｇ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Ｌｏｗ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Ｇ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一般认为岩浆主控型热液活

动常发育在洋中脊中央裂谷和两侧轴部地堑的正断

层上，与洋中脊轴部岩浆房和新生火山活动相关联，

以围岩类型为玄武岩为显著特征（如ＴｕｒｔｌｅＰｉｔｓ和

ＴｒｏｌｌＷａｌｌ）；而构造主控型热液活动主要发育在洋

中脊内非转换不连续间断区域及拆离断层系统中，

因为所处构造位置的限制，热液活动的发育与岩浆

活动关系较弱，围岩类型多为超镁铁质岩，但也存在

一些与岩浆活动相关的热液活动（如Ｓｅｍｅｎｏｖ２热

液区）。

７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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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洋中脊热液对流活动机理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４　讨论

４１　岩浆活动对热液活动的控制

相较于快速中速扩张洋中脊，慢速超慢速扩

张洋中脊具有相对较低的地幔潜热，并受构造间断

控制在洋中脊段内，显示出较低的岩浆补给量和火

山活动频率（Ｃａｒｂｏｔ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洋中脊轴部

中央裂谷作为洋壳形成的区域，岩浆活动频繁，与其

相关的热液活动为岩浆主控型热液活动，常发育在

轴部新生火山脊（ＢｒｏｋｅｎＳｐｕｒ热液区）、熔岩湖

（ＬｕｃｋｙＳｔｒｉｋｅ热液区）以及两侧的地堑断层上

（Ｂｕｂｂｙｌｏｎ热液区），围岩类型多为玄武岩（图３）。

岩浆主控型热液活动过程为海水沿洋中脊轴部两侧

断层向下渗入，受深部岩浆熔融体及浅部火山熔岩

加热后沿裂隙运移至海底面形成热液喷口（图３）。

岩浆作用作为热液对流过程中的主要热源，在

岩浆主控型热液活动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一方面，岩浆活动将深部熔融体运移至岩

石圈浅部，降低了热液对流的深度，提高了热液对流

的效率，热液活动（如ＬｕｃｋｙＳｔｒｉｋｅ热液区）多为高

温热液活动（Ｅｓｃ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另一方面，活跃

的岩浆活动也会抑制热液活动，如位于中央裂谷熔

岩湖内的热液喷口常被新生熔岩所覆盖（图３），而

且较为频繁的岩浆活动会破坏热液活动通道，降低

岩石的渗透率，导致热液循环系统破坏（Ｋｏｓｃｈｉｎｓｋｙ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可以看出，岩浆主控型热液活动受

火山活动频率影响具有较低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

下慢速超慢速扩张洋中脊相较于快速中速扩张洋

中脊常发育结构稳定、寿命长和矿床储量大的热液

活动（Ｈａａｓ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值得注意的是，热液喷

口作为热量输出窗口会改变岩浆熔融体深度，随着

轴部岩浆熔融体的冷却下沉，受其控制的热液活动

类型会由高温向弥散流演化（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

图３　洋中脊轴部热液对流活动模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ｔ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ｒｉｄｇｅ

４２　构造活动对热液活动的控制

４２１　非转换不连续间断处对热液活动的影响

非转换不连续间断作为慢速超慢速洋中脊的

二级间断，具有与转换断层类似的性质，其断裂特征

明显，岩浆活动较弱，常与拆离断层系统相关，并出

露地幔岩石（Ｃａｒｂｏｔｔ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６）。位于洋中脊

段末端非转换不连续间断处的热液活动，其受岩浆

控制程度较低，热源主要来自地幔橄榄岩的蛇纹石

化作用，围岩类型多为超镁铁质岩（Ｇｒàｃｉａ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热液流体温度较低以弥散流为主（Ｄｉａ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也存在高温热液活动（Ｍｅｌｃｈｅｒｔ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

４２２　拆离断层系统对热液活动的影响

洋中脊拆离断层系统主要发育于慢速超慢速

扩张洋中脊段末端，是热液活动发育的重要场所。

受拆离断层系统控制的热液活动多为构造主控型，

围岩类型多为超镁铁质岩。参考前人研究成果，认

为拆离断层系统内的热液活动与大洋核杂岩的发育

规模具有很好的耦合关系，根据热液活动发育位置

及其特征，将热液活动分为三种类型（图４）：

类型Ｉ：热液活动与洋中脊轴部岩浆活动具有

较好的时空关系，热液喷口位置在洋中脊轴至大洋

核杂岩终止线之间，离洋中脊轴距离小于２ｋｍ（图

８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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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ａ、ｄ）。海水沿拆离断层面向其根部延伸至洋中脊

轴，与洋中脊轴部岩浆熔融体接触，但此时熔融体的

体积不足以终止大洋核杂岩的掘出运动（ＭａｃＬｅｏｄ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随后流体沿拆离断层面及轴部裂隙

在穿越浅部沉积物及岩浆岩碎屑后形成热液喷口

（Ｃａｎａｌ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Ｐｅｒｔｓｅ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此类

型热液活动在大洋核杂岩发育初期（ＭａｃＬｅｏｄ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如ＴＡＧ核杂岩（ｄｅ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ＰａｒｎｅｌｌＴｕｒｎ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７），此时拆离断层面初步

形成，轴部岩浆供给逐渐减弱（Ｔｕｃｈｏｌｋｅ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但仍能维持热液对流活动。值得注意的是，

当大洋核杂岩处于成熟期，如１３°３０′Ｎ大洋核杂岩

（ＭａｃＬｅｏ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发 育 在 其 终 止 线 的

Ｓｅｍｅｎｏｖ４热液区（Ｅｓｃａｒｔí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由于洋

中脊较弱的岩浆活动而处于不活跃状态（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Ｃｈｅｒｋａｓｈｅ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Ｍｅｌｅｋｅｓｔｓｅｖａ

ｅｔａｌ．，２０１４）。

类型ＩＩ：热液活动与大洋核杂岩内部断裂系统

和拆离断层下盘捕获的镁铁质侵入体相关，热液喷

口位置在大洋核杂岩的窗棂构造上（图４ｂ、ｃ），离洋

中脊轴距离小于１０ｋｍ。随着拆离断层的演化，下

地壳的辉长岩和上地幔的橄榄岩经拆离断层下盘掘

出至洋底表面，此时大洋核杂岩被少量新生高角度

正断层切割。海水渗入后，受深部的镁铁质捕虏体

加热后返回至海底面，在多裂隙的蛇纹石化橄榄岩

表面形成高温和低温热液喷口共存的“热液群落”

（图４ｂ）。除此之外，Ｔｕｃｈｏｌｋｅ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研究

Ｋａｎｅ核杂岩后认为窗棂构造表面发育与热液活动

相关的堆状胶结物，这些胶结物形成于洋中脊轴部

附近随后被拆离断层下盘掘出至窗棂构造表面。类

型ＩＩ热液活动在拆离断层区域较为常见并且研究

程度较高，Ｐａｕｌａｔｔ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５）认为Ｒａｉｎｂｏｗ热液

区下部３～７ｋｍ处存在多个岩浆熔融体；Ｍａｌｌｏｗｓ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利用重力勘探的方法探测出１３°２０′Ｎ

拆离断层下盘存在高密度物质，推测为构造抬升的下

地壳辉长岩或上地幔橄榄岩，为其上部Ｉｒｉｎｏｖｓｋｏｅ热

液活动提供热源。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在此

位置形成的热液活动的围岩都是超镁铁质岩，位于

１３°３０′Ｎ大洋核杂岩窗棂构造上方Ｓｅｍｅｎｏｖ２热液

区的围岩为枕状玄武岩（Ｃｈｅｒｋａｓｈｅ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该热液活动可能与下部独立的新生岩墙（Ｐｅｒｔｓｅｖ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Ｆｉｒｓｔｏｖ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９）或是周缘火山脊

相关（Ｅｓｃａｒｔí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类型ＩＩＩ：热液喷口位置远离洋中脊轴（＞１０

ｋｍ），相较于类型Ｉ和ＩＩ热液活动其最明显的特征

为热液流体温度较低，以弥散流的形式输出热液（图

４ｃ、ｄ）。此类型热液活动目前仅有ＬｏｓｔＣｉｔｙ热液

区，关于其成因前人存在较多争议，Ｄｅｌａｃｏｕ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认为ＬｏｓｔＣｉｔｙ热液区热源来自浅部橄榄岩

蛇纹石化放热作用；Ａｌｌ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认为Ｌｏｓｔ

Ｃｉｔｙ热液区与橄榄岩蛇纹石化作用无关，是在大洋

核杂岩内部断裂系统控制下，海水与深且热的岩石

圈单元或近洋中脊轴的岩浆热源接触后，长距离运

移至海底面形成的低温弥散流；Ｌｏｗｅｌｌ（２０１７）认为

热液对流虽然是由断裂系统所控制，但热源来自地

壳岩石而非深部镁铁质侵入体。可以看出，随着拆

离断层演化至末期，橄榄岩蛇纹石化作用减弱和流

体运移通道变长导致热液对流效率相对减弱，这也

是形成低温弥散流型热液活动的根本原因。

５　结论

（１）慢速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内受岩浆活动控制

的热液活动有２９处，这些热液活动主要发育于岩浆

补给相对充分的洋中脊轴部，与新生火山脊和周围

密集分布的小型断裂紧密相关。受构造活动控制的

热液活动有１５处，其发育与演化过程与洋中脊内大

型断裂相关，主要集中在拆离断层系统内和非转换

不连续间断区域内。与岩浆活动相关的热液活动受

水深影响程度较低，赋存深度范围较广。

（２）热液对流活动由热源和流体循环系统组成，

其中驱动热液对流活动的热源主要分为五类：岩浆

热源、深部地幔热源、岩石圈热冷却作用、超基性岩

的蛇纹石化作用和热点作用。流体循环系统包括浅

部和深部对流作用，其中浅部对流作用与地幔岩石

的蛇纹石化作用相关，深部对流作用将渗入海水运

移至热传导边界带处加热而形成卤水。

（３）岩浆主控型热液活动集中在洋中脊中央裂

谷内，较活跃的岩浆活动会降低热液通道的渗透率

从而抑制热液对流活动。构造主控型热液活动常发

育在非转换不连续间断区域和拆离断层系统内。根

据拆离断层系统内发育的热液活动的特征及位置特

点可以将其分为三类，其中Ｉ类热液活动位置在洋

中脊轴至大洋核杂岩终止线之间（如 ＴＡＧ 热液

区），ＩＩ类热液活动与大洋核杂岩内部断裂系统和镁

铁质侵入体相关，热液喷口位置在大洋核杂岩的窗

棂构造上（如Ｌｏｇａｃｈｅｖ热液区），ＩＩＩ类热液活动为

低温弥散流（如ＬｏｓｔＣｉｔｙ热液区）。

（４）岩浆主控型热液活动的围岩为玄武岩，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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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洋中脊拆离断层系统热液对流活动模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

（ａ）—拆离断层终止线附近热液活动发育过程；（ｂ）—与大洋核杂岩内部拆离断层相关的热液活动发育过程；

（ｃ）—与大洋核杂岩相关的低温热液流；（ｄ）—热液活动与洋中脊轴的距离

（ａ）—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ｎｅａｒｔｈ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ｆａｕｌｔ；（ｂ）—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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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主控型热液活动的围岩以超镁铁质岩为主，也存

在发育在玄武岩中的热液喷口（如Ｓｅｍｅｎｏｖ２热液

区）。位于非转换不连续间断内的热液活动围岩类

型多为超镁铁质岩，热液流体温度较低以弥散流为

主（如Ｓａｌｄａｎｈａ热液区），也存在高温热液活动（如

Ｎｉｂｅｌｕｎｇｅｎ热液区）。

致谢：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文章提供的宝贵修改

意见，感谢编辑部在本文送审、编辑等方面做出的工

作。文中部分图件使用ＧＭＴ软件（Ｗｅｓｓｅｌｅｔａｌ．，

２０１９）绘制。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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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Ｌｏｓｔ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ｂｏｗ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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