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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北克拉通中-新生代以来发生了大规模的岩石圈

减薄和破坏（Griffin et al., 1998; Xu, 2001; Wu et 
al.,2001; 翟明国, 2008a,2008b; 吴福元等，2008；
嵇少丞等，2008；朱日祥和郑天愉，2009；高山，

2009；徐义刚等，2009；郑建平，2009；张宏福，

2009；张长厚，2009；郑永飞和吴福元，2009；刘

燊等，2010），同时岩石圈地幔的性质也发生了显

著变化：古生代富集的古老克拉通大陆型地幔转变

为新生代同位素亏损的大洋型地幔（周新华等，

2006）。目前，对于华北克拉通破坏的起始时间、

空间以及动力学机制等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

（吴福元等，2008）。幔源基性岩浆作为陆块伸展

甚至裂解的关键遗迹，对探讨岩石圈伸展拉张过

程、地幔源区性质及其时空演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Hall, 1982; Windley, 1984; 李江海等，1997；
周鼎武等，1998）。本文对位于朝阳北票市大量出

露的玄武玢岩的锆石U-Pb年代学研究，表明其形成

时代为早中生代三叠纪（223Ma），对其详细的同

位素以及地球化学研究将有助于探讨早中生代辽

西地幔源区性质，并对华北克拉通减薄的时限以及

动力学机制进行制约。 
主量元素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区玄武玢岩 SiO2

含量较低（49.41%~50.79%之间），具有相对较高的

碱含量，Na2O（3.30%~4.09%），K2O（1.09%~1.99%），

TAS 图解中落于碱性岩序列粗面玄武岩范围。另

外，样品具有较高的 MgO 含量（7.75%~8.23%），

相应的 Mg#较高（60~61）。微量元素分析结果显示

其轻重稀土强烈分异，（La/Yb）N变化于 19.1~22.4，
Eu 异常不明显（δEu=089~0.98），所有的样品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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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的 Cr（203~283μg/g）、Co（45.9~53.4μg/g）
和 Ni（161~196μg/g）含量，大离子亲石元素 Ba
和 Sr 富集，而 Rb 具有不同程度的亏损，高场强元

素（Ta、Nb、Zr、Hf 和 Ti ）亏损。Sr-Nd 同位素

组成显示， 87Sr/86Sr 在 0.7056~0.7059 之间，

(87Sr/86Sr)i=0.7056~0.7058，143Nd/144Nd = 0.5117 ~ 
0.5118， εNd(t) = -11.9~ -10.1 之间，在(87Sr/86Sr)i - 
εNd(t) 相关图解中所有测试样品均投在富集地幔源

区。 
根据讨论，我们提出了辽西房身沟碱性玄武玢

岩形成的简单模型：整个古生代，华北北部发育大

洋壳，晚二叠世-早三叠世，随着古亚洲洋的闭合，

华北地块与西伯利亚南缘蒙古增生褶皱带最终碰

撞拼合，此后，蒙古增生褶皱楔向华北克拉通俯冲，

并底垫于华北克拉通之下（杨蔚，2007），导致华

北克拉通岩石圈加厚；中三叠世，华北克拉通北缘

进入造山后伸展拉张阶段，田伟等（2007）对冀北

小张家口超基性岩体（220±5Ma）锆石 Hf 同位素

的研究表明其形成是亏损的软流圈地幔流/熔体与

富集的岩石圈地幔相互作用并混合的结果。表明此

时软流圈已经开始上涌，在石榴石二辉橄榄岩源区

加热被古亚洲洋交代过的早-中元古代富集岩石圈

地幔，使其发生了较小程度（约 5%）的部分熔融，

由于玄武质岩浆在上升过程中没有受到明显的地

壳物质的混染，表明此时岩石圈的拉张强度较大，

且岩石圈较薄，从而导致岩浆上升速度较快而没有

受到地壳混染（Macdonald et al., 2001），上升过程

中经历了橄榄石、单斜辉石以及磷灰石的分离结

晶，最后沿着拉张带快速上升至地表喷发，形成研

究区玄武玢岩。 
目前对华北克拉通岩石圈减薄的起始时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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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因素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吴福元，

2007，及其中的文献）。房身沟玄武玢岩的形成表

明辽西地区华北克拉通的减薄至少在三叠世中期

（223Ma）已经开始。而根据张拴宏等的研究，华

北克拉通北缘岩石圈富集地幔在三叠纪之前经历

了多期改造，而晚三叠后岩石圈地幔性质向着亏损

的方向发展，可见软流圈物质的加入逐渐明显，暗

示华北克拉通北缘岩石圈拆沉减薄开始于早-中三

叠世，明显早于华北克拉通内部的岩石圈减薄（张

拴宏等，2010）。华北克拉通北缘平行于古亚洲洋

缝合带的三叠纪岩浆岩（主要包括基性岩及碱性

岩）带的形成，表明华北克拉通北缘岩石圈减薄和

破坏可能主要受到古亚洲洋南向俯冲以及华北克

拉通同蒙古增生楔的碰撞拼合及其后的岩石圈伸

展拉张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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