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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八布蛇绿岩出露在北西向文山一麻栗坡和富宁走滑断裂之间的断块内，主要由蛇纹岩、辉长岩、玄武岩三 

个单元组成 ，彼此间均以断裂相接。地球化学研究表明，蛇纹岩 SiO 、AJ O 、TiO 、MgO含量变化较大，依据主、 

微量元素组成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元素分配模式整体较为平坦，推测原岩为镁铁质堆晶 

岩；另一类呈 U型配分，推断原岩是方辉橄榄岩。玄武岩属拉斑系列，主量元素具有富 MgO、TiO ，低 A1 O，、 

O、P2O ，并且 Na2O >K O等特征，类似于 blORB型玄武岩；REE配分模式也显示出N—blORB型玄武岩的特 

征；同时，微量元素普遍具有uLE、 富集，Nb、Ta、Zr、Hf等元素具明显亏损特征，又暗示源区曾遭受不同程度 

的俯冲带流体交代作用。综合分析认为，八布蛇绿岩形成于弧后盆地环境，其形成可能是古太平洋从 sE至 

NW 向华南大陆俯冲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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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绿岩(Ophiolite)是指产出在板块构造缝 

合带中的一套镁铁一超镁铁岩组合，其岩性单元 

可以与现代大洋岩石圈的各个层圈相对应，因而 

普遍认为其代表了大洋岩石圈的残留。蛇绿岩赋 

含了丰富的古大洋地幔动力学信息和大地构造学 

意义，一直是地学研究的热点之一L】 。近几十年 

来，国外地质学家坚持不懈地通过典型地区蛇绿 

岩和现代大洋地质的研究，利用实验岩石学、地 

质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等研究手段，建立和完 

善了MOR(Middle Ocean Ridge)型和 SSZ(Supra— 

Subduction Zone)型蛇绿岩的理论体系，把蛇绿岩 

形成的构造环境与地幔动力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较为合理地解释了蛇绿岩的多样性及其与大洋岩 

石圈存在差异的原因 引。尤其是 SSZ型蛇绿岩 

将消亡的大洋与新生的洋壳有机地联系起来，因 

而赋予其形成机制和地幔动力学背景新的含义， 

可见 SSZ型蛇绿岩不仅对探讨大地构造演化，而 

且对研究板块俯冲带岩浆活动的地球动力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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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地质学家经过多年的努 

力，基本查明了我国境内蛇绿岩的时空分布特 

征，并对蛇绿岩的类型、成因和产出环境等方面有 

了较深入的认识 。 

我国西南哀牢山一红河断裂以东，师宗一弥 

勒断裂以南的右江一南盘江地域，处于特提 斯与 

古太平洋两大构造域的接合一转换部位 ，其构 

造属性在地学界长期存在争论。大多数学者将其 

纳入古特提斯的范畴来探讨，其中一些学者认为， 

该区广泛分布的、巨厚的三叠纪浊积岩，是三江古 

特提斯扩张和俯冲形成的弧后盆地或弧后裂谷型 

地槽 ；另一些学者通过对桂西晚古生代地层、 

沉积岩和火山岩等的研究，认为桂西存在晚古生 

代连续的深海沉积，与之共生的玄武岩属洋岛型 

玄武岩，可能指示了扬子与印支地块之间存在一 

个宽广的古特提斯分支 引̈。特别是钟大赉等[1。] 

在中越边境麻栗坡八布一带找到了较为完整的蛇 

绿岩剖面，并从中识别出比较典型的 N—MORB型 

镁铁质岩，指出扬子、华夏和印支等三个地块之间 

可能存在特提斯洋盆。但是，右江一南盘江晚古 

生代．早中生代盆地，以充填三叠系巨厚的陆源浊 

积岩系为重要特征，沉积物源主要来 自东南方的 

“云开古陆”，其次为西南方的“越北古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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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与其有关的俯冲应力主要来 自南面，而不是 

西面。尽管一些学者早就提出该盆地的演化受到 

了古特提斯与古太平洋的复合控制 ，但是由于 

古太平洋开始俯冲的时代尚未得到明确的认识， 

与古太平洋的关系少有讨论。八布蛇绿岩为解答 

上述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对八布蛇绿岩的 

有关研究开展得不多，本文拟主要依据主元素和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探讨八布蛇绿岩的构造 

背景。 

1 区域地质概况 

八布蛇绿岩出露于云南省麻栗坡县国境线附 

近的八布一董定一带，呈构造岩片产出在北西向 

文山一麻栗坡和富宁走滑断裂之间的断块内。该 

岩片东西向长约 20 km，南北宽约 4～8 km(图 

1)，即云南省地质矿产局 提到的八布镁铁．超 

镁铁岩区。其向南的越南境内相当于越北(Viet． 

bac)褶皱带，与以东毗邻的北部湾北部滨海区都 

是我国华南造山带沿西南走向的延伸部分。八布 

蛇绿岩所在的构造带在越南境内称献河(Song 

Hein)裂陷盆地，在 1991年版的柬埔寨、老挝、越 

南 1：1000000地质图上，这个 NNW 向的早-中三 

叠世盆地的西翼分布着一系列标识为晚古生代到 

早中生代的辉长岩．橄榄岩和辉长岩-花斑岩岩 

体，其长轴方向与区域走向一致 。 

研究区内主要出露一套泥盆一三叠纪泥质、 

砂泥质夹少量硅质岩的浊积岩系列，也见少量晚 

古生代碳酸盐岩构造岩片，两者均以逆冲．推覆断 

裂叠接。初步野外调查认为，台地碳酸盐岩岩片 

是异地推覆在浊积岩之上的飞来峰，所研究的蛇 

绿岩片也是由南向北逆冲推覆在深水沉积之上 

的。从滇东南弧形逆冲．推覆构造看，研究区内见 

到的推覆构造岩片正位于弧形叠瓦逆冲系的核心 

部位。八布蛇绿岩片的南界为一近东西向逆冲推 

覆构造，中部龙林为一近南北向逆冲走滑断裂，把 

岩片分为东西两半。调查表明，岩片东半部 (龙 

林以东)出露的蛇绿岩较为完整(图 1)。 

圈 1勇 2口 3圈 4㈣ 5雪 6固 7 8 9固 10田 l1 

1．超基性岩 2．石炭一二叠纪灰岩 3．中三叠统 4．铜厂玄武岩 5．辉长辉绿岩6．辉长岩 

7．老厂坡变质玄武岩 8．公路、村镇 9．平移断裂 1O．冲断层(齿示上盘)11．采样点 

图1 八布地区地理位置及地质简图(据钟大赉等 3̈ 简化) 

Fig．1．Geological sketch map showing the location of the Babu area． 

八布蛇绿岩由三个单元组成，下部单元由蛇 

纹岩和少量辉石岩的构造透镜体组成，主要出露 

在近南北向的龙林断裂东侧；中部单元主要为辉 

长岩及其中呈岩墙状产出的辉绿岩脉；上部单元 

由玄武岩组成，在龙林一金竹湾一带，大部分玄武 

岩已变质为绿片岩相的绿帘阳起片岩和钠长阳起 

片岩，而在炭山一铜厂一带，玄武岩蚀变微弱或发 

生轻微的细碧岩化，原岩矿物组成和结构保留比 

较完好。三个单元之间均以断裂相接。蛇纹岩强 

烈糜棱岩化，镜下仅见细粒破碎的橄榄石残留矿 

物及斜方辉石假象。辉长岩仍保留辉长结构，由 

辉石(已变为角闪石)和斜长石(已变为钠长石) 

组成。辉长岩中的辉绿岩墙已全部变质为角闪片 

岩，由阳起石、钠长石和少量石英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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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球化学特征 

2．1 样品分析方法 

本研究样品采自龙林剖面，包括7件变质橄 

榄岩和6件玄武岩。主元素采用 XRF在中国科 

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RIX-2100仪器上分 

析，微 量元 素在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 所 

ELAN6100DRC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测定。 

所有元素精度优于5％，分析结果列于表 1。 

表 1 八布蛇绿岩主微量元素化学分析数据表 

Table 1．Major element and trace element compositions of basalts and ultrabasic rocks from the Babu area 

注：氧化物单位％，微量元素单位 10 ；一表示未检出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1期 徐伟等：滇东南八布蛇绿岩地球化学特征及构造背景 9 

2．2 蛇纹岩地球化学特征 

蛇纹岩样 品分别采 自龙林 一带 (DL1327一 

DL1337)和龙咪附近(DL1305)。常量元素组成 

特征 为：SiO2为 39．43％ ～53．o6％，TiO2为 

0．01％ ～0．16％，TFe，O 为 3．76％ ～8．03％， 

MgO为 21．37％ ～38．79％，Al2O3为 0．94％ ～ 

6．66％，CaO为0．1l％ ～10．78％，含量变化均较 

大。稀土元 素 的分配 型式 明显可 分 为两 组 

(图2)，第一组显示出 u型 REE配分模式，在 

MgO—CaO—A1 O3协变图解中全部落入 HOT区域 

图2 蛇纹岩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配分图解 

Fig．2．The RE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serpentinites from Babu． 

2．3 玄武岩岩石地球化学 

2．3．1 主量元素地球化学 

6件玄武岩样品采自炭山—铜厂一带，玄武 

岩样品原岩结构保存较完好，基本未变质或变质 

程度很低(细碧岩化)。在全碱一SiO (TAS)图 ’ 

上，分别投于玄武岩、玄武安山岩和碱玄岩范围内 

(图4a)。AFM图解进一步分类，显示四件落入 

拉斑系列两件接近拉斑落入钙碱系列(图4b)。 

样品的常量元素含量与钟大赉等l1。 的数据 

基本 一致，变 化 范 围为：SiO 为 42．75％ ～ 

53．22％，平 均 为 46．17％，TiO 为 0．86％ ～ 

2．20％，TFe2O3为 7．79％ ～14．72％，富 MgO为 

5．24％ ～9．26％。A12O3为 11．71％ ～18．04％ 

(除 YJ-417、YJ-418 Al2O 含量较高外，其余样品 

含量低)，平均为 14．34％，相近于大西洋、太平洋 

和印度洋中脊拉斑玄武岩 A1 O 的平均含量(大 

西洋 15．6％，太平洋 14．86％，印度洋 15．15％) 引， 

内(图 3)，SiO2为 39．43％ ～40．08％，MgO为 

37．62％ ～38．79％，CaO为0．11％ ～1．55％，推断 

这组样品原岩应为方辉橄榄岩，与钟大赉等 的 

认识一致；第二组整体丰度较高，显示出较为平坦 

的配分模式，其中样品DL一1337具有明显的Eu正 

异常，SiO2为48．62％ ～53．06％，MgO为21．37％ 
～ 25．57％，CaO为3．78％ ～10．78％，应该属于辉 

石岩等镁铁质堆晶岩类的蚀变产物。另外，本区 

蛇纹岩类微量元素组成以富集相容元素 Cr(1447 

×10 ～2979×10 )、Ni(891×10 ～2979× 

10 )、Cu(5．59×10 ～215×10 )为特征。 

A 

口 本文 +据钟大赉等【 】 

图3 蛇纹岩协变图解(HOT-~辉橄榄岩； 

LOT一二辉橄榄岩) 

Fig．3．Covariation diagTam of the serpentinites． 

明显不同于岛弧拉斑玄武岩和板内溢流拉斑玄武 

岩的高 Al2O3特征，分别为 16％[20】，17．08％[2̈。 

一 般地，洋岛拉斑玄武岩和 MORB的TiO 平均含 

量分别为 2．63％和 1．5％，而岛弧拉斑玄武岩以 

低 TiO (0．8％)为特征 。八布玄武岩 TiO 

为0．86％ ～2．20％，平均为 1．66％，介于洋岛拉 

斑玄武岩、岛弧拉斑玄武岩和 MORB之间，且较 

接近于 MORB。通过以上分析，八布玄武岩以富 

镁、钛，低铝、钾、磷，Na O>K O等特征，更类似 

于 MORB型玄武岩。 

2．3．2 稀土和微量元素地球化学 

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元素分配模式表现为近 

平坦型(图 5)，除 YJ-415轻稀土略富集外，其他 

轻稀土略亏损(La／Sm) =0．484～0．915，显示 

N—MORB型玄武岩的特征。图中b24、b38两件样 

品代表了钟大赉等所测样品的稀土元素组成范 

围，与本文所分析样品的 REE分配模式一致。在 

MORB标准化微量元素蜘蛛网图上(图6)，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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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碱一Si (TAS)图，碱性系列与非碱性系列分界线(细点线)据文献[18]h AFM图解 

u1．碱玄岩 u2．响岩质玄武岩 u3．碱玄质响岩 S1．粗面玄武岩 s2．玄武质粗面安山岩 S3．粗面安山岩 B．玄武岩 01．玄 

武安山岩 02．安山岩 03．英安岩 T．粗面岩 R．流纹岩 F．似长石岩 Pc．苦橄玄武岩 TH．拉斑玄武岩 CA．钙碱玄武岩 

△钟大赉等[”] ●本研究 

图4玄武岩分类图解 

Fig．4．Petrochemical classification diagram of the basahs． 

图5 玄武岩球粒陨石标准化 REE配分图解 

Fig．5．The RE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basalts from the Babu area． 

上表现出从强不相容元素到弱不相容元素近平坦 

型，Rb、Th、K元素具有明显的正异常，Ba元素具 

明显正异常或负异常，而 Nb、Ta、P、Zr、Hf等元素 

明显亏损。 

3 构造背景 

在 2Nb-Zr／4一Y[幻 和 Hf／3一Th—Ta[ 以及 zr— 

Ti／Zr构造环境判别图解中(图7)，玄武岩样品在 

2Nb-Zr／4一Y图解中大部分落人 了大洋中脊玄武 

岩区，只有一件落人板内玄武岩区。在 Hf／3一rI1h— 

Ta图解中则四件落人大洋中脊玄武岩区或附近， 

两件落人岛弧拉斑玄武岩及其分异产物区。在区 

分岛弧和弧后盆地或 MORB的Zr—Ti／Zr构造环境 

判别图解中 J，玄武岩样品基本落人弧后盆地区 

域，但明显有向岛弧漂移的趋势。暗示了八布地 

图6 玄武岩的MORB标准化微量元素配分图解 

Fig．6．MORB-normalized incompatible element 

spldergram of basahs from the Babu area． 

区蛇绿岩兼具岛弧和大洋中脊玄武岩双重特征。 

从蛇纹岩样品的REE配分模式来看，LREE略富 

集，部分样品呈现 u型配分，蛇纹岩原岩为方辉 

橄榄岩这与 SSZ型蛇绿岩特点一致 。再从玄 

武岩样品的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的特征来看， 

REE配分模式特征总体上 LREE略亏损，近平坦 

型类似于 N—MORB型玄武岩，同时微量元素特征 

显示 LILE、Th富集及 Nb、Ta、P、Zr、Hf等元素明 

显亏损，这说明玄武岩源区可能与俯冲大洋岩石 

圈板片的流体交代岩石圈地幔楔有关，而这又被 

认为是岛弧火山岩成因的重要机制。另外在研究 

区龙林一带的蛇纹岩中发现了铬铁矿体，在铜厂、 

老厂坡一带发现了铜矿-2 。世界上大型的铬铁矿 

床、铜矿床均产在与俯冲带有关的蛇绿岩中这一事 

实，也说明本区的蛇绿岩可能与俯冲带有关 J。 

H ￡j 8 6 4 2 0 

0 +0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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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a．2Nb-Zr／4一Y图解(A1和A2为板内碱性玄武岩，A2和 c为板内拉斑玄武岩，B为P—MORB，D为 N—MORB)； 

b．Hf／3一Th-Ta图解(A为 M—MORB，B为 P—MORB，C为板内碱性玄武岩及其分异产物， 

D为岛弧拉斑玄武岩及其分异产物)；&Zr-Ti／Zr图解 

△钟大赉等u3J ●本研究 

图 7 玄武岩形成的构造环境判别图 

Fi 7．Tectonic discrimination di8gralll$of basalts from the Babu area． 

玄武岩浆的源区性质，也可作为判别构造背 

景的依据之一。在橄榄岩一玄武岩的熔体体系中， 

部分熔融和结晶过程都不易造成 Ba、Rb、Th、U、 

Nb、Ta、Sr、Zr、Hf、Ti、Y等不相容元素之间的强烈 

分异，因此强不相容元素比值是评价源区成分的 

最好指标 。Nb、Zr在地幔一玄武岩的熔浆问的 

总分配系数接近 1，且不易受交代、蚀变或风化作 

用的影响，基本上代表了地幔源区的成分 引，从 

而可以用来划分地幔类型。在 Nb—Zr图解 中， 

本区玄武岩均落入亏损型地幔区域(图8)。同时 

富集uLE、 而亏损 Nb、Ta、Zr、Hf的特征又暗示 

源区曾遭受俯冲带流体交代。这与构造环境判别 

图解所给出的信息完全一致。即八布玄武岩的构 

造背景应与俯冲带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八布玄武岩主量元素具低 A1 0，、 

高TiO，、MgO特征，球粒陨石标准化稀土配分及 

MORB标准化微量元素配分特征，共同揭示了八 

布玄武岩类似 MORB的特征，岩浆源于亏损地幔 

源区。然而，岩石的 LILE、Th富集和 Nb、Ta、Zr、 

Hf元素具明显负异常特征，又暗示源区曾遭受俯 

冲带流体交代。 

从区域沉积特征看，晚石炭纪至早二叠纪的 

大部分时间内，“右江一南盘江盆地”北缘的扬子 

地台区为稳定的浅水碳酸岩沉积，但从二叠纪一 

三叠纪期间“右江一南盘江盆地”北移约 100km， 

盆地的沉降中心不断向北西向迁移，碳酸岩台地 

上覆盖了大量以复理石、磨拉石沉积为特征的浊 

积岩和硅质碎屑岩，具有典型的弧后前陆盆地沉 

积特征 J。本区三叠系为厚度巨大的浊积岩系， 

就是该弧后前陆盆地演化的产物，沉积物主要来 

源于“云开古陆”和“越北古陆”两个造山带隆起 

区。综上分析，推断八布蛇绿岩构造背景应属弧 

后盆地环境。 

50 

40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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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亏损地幔 2．过渡型地幔 3．富集地幔 

△钟大赉等 ●本研究 

图 8 玄武岩 Nb、Zr丰度划分地幔类型图解 

Fig．8．Mantle model diagrams from the abundances 

of Nd and Zr in the basahs． 

4 讨论 

4．1 八布蛇绿岩是陆壳基底弧后盆地系统岩浆 

产物 

通常认为弧后盆地玄武岩形成于消减带之 

上的弧后盆地扩张脊环境，通过类似于洋中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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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扩张作用产生。因此，弧后盆地玄武岩类可 

以兼具洋中脊玄武岩和岛弧火山岩的成分特征。 

例如，西太平洋现代弧后盆地 Mariana海槽的玄 

武岩和菲律宾 Zambales弧后盆地蛇绿岩的镁铁 

质火成岩，就都含有似洋中脊玄武岩(MORB— 

like)和似岛弧火山岩(arc—like)两种组分 ̈ 。这 

种玄武岩组分的双重性，通常被认为是弧后盆地 

火成岩所共有的特征。 

八布蛇绿岩中镁铁质火成岩亏损高场强元 

素，并具有明显的N-b、Ta、Zr、Hf的负异常，表现出 

似岛弧的火成岩特征，表明由遭受消减板片流体 

交代的地幔楔源区部分熔融而形成。另一方面， 

通过 N-b—Zr图解的研究，发现这些岩石地幔源区 

为亏损地幔，又显示出不同程度的轻稀土亏损，这 
一 特征又相似于典型的洋中脊玄武岩。因此它们 

兼具岛弧火山岩和洋中脊玄武岩的成分特征，指 

示它的地幔源区很有可能同时卷入了这两种组 

分 引。通过对比研究区超基性岩和玄武岩的稀 

土配分曲线不难发现，本区岩浆从下向上轻稀土 

元素的渐变过程，即从略富集一平衡一到略亏损，暗 

示了当时的古洋幔可能受到地幔柱或深部地幔物 

质的加入后与软流圈亏损地幔混合，向上又遭受 

不同程度的俯冲带流体交代或地壳混染作用。 

弧后盆地既可以在洋内弧岩石圈上形成，比 

如Mariana弧后盆地；也可以在大陆岩石圈基底 

上产生，如靠近中国大陆的 Okinawa弧后盆地。 

洋内岩石圈基底的弧后盆地的特点是镁铁质岩石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亏损轻稀土元素，下部的超基 

性岩则更亏损轻稀土元素，表明它来自于一个非 

常亏损的地幔源区。而在大陆岩石圈基底上弧后 

盆地特征则与本区相似，大洋板片向大陆板片俯 

冲，海洋沉积物和海水所携带的大离子亲石元素 

(K、u、Th、Rb、P等)连同水一起形成交代热液进 

入地幔楔，形成含角闪石、钛铁角闪石、金云母、透 

辉石以及磷灰石等富含微量元素的地幔交代脉， 

随着俯冲带的加深，地幔交代作用发育也就愈完 

全，大离子亲石元素的富集也愈明显。本区岩浆 

来自亏损地幔源区，部分岩石在高场强元素地球 

化学性状类似的基础上，具有不同程度的LILE、 

富集和 N-b、Ta、Zr、Hf的亏损，显示岩浆源区曾 

遭受不同程度的俯冲带流体的交代作用。推断八 

布蛇绿岩应形成于大陆岩石圈基底俯冲消减带上 

的弧后盆地环境。 

4．2 八布蛇绿岩的大地构造意义 

八布蛇绿岩弧后盆地构造背景的确立，为研 

究整个华南地区的大地构造演化提供了新的切人 

点，为进一步研究华南大地构造格局及演化、特提 

斯构造域与太平洋构造域的连接和转换带来了契 

机。一般认为，华南与印支两地块的拼合带，在北 

部为哀牢山带，向南分为难河一程逸、马江两支。 

吴浩若等口引、吴根耀等[34-35]在研究滇东南地区的 

构造演化时，把越北古陆作为印支地块的一部分； 

将滇东南八布蛇绿岩、云南河口龙脖河钻孔中的 

细碧岩 的构造环境认为是大洋中脊(MORB) 

型，认为八布蛇绿岩带、河口龙脖河和北部湾香葩 

岛的基性一超基性岩 ，可与哀牢山一马江构造 

带联系起来，作为印支板块与华南板块的缝合线； 

将分隔越北古陆和华南板块的海盆作为一个古特 

提斯洋的分支洋盆。但是，从包括越北古陆在内 

的本区与华南其它地区，在晚古生代早期具有基 

本一致的沉积特征，以及普遍发育一套华南加里 

东造山构造形迹和岩浆岩来看，应该将本区作为 

华南而不是印支地块的一部分。南盘江一右江盆 

地，应该是在华南晚古生代被动大陆边缘裂陷盆 

地基础上，由于早中生代古特提斯、古南中国海或 

古太平洋板块向华南地块俯冲造成弧后拉张作 

用、并发生局部洋壳化，以及其后的造山带逆冲推 

覆而形成的弧后前陆盆地，即越北古陆和华南地 

块块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的所谓“八布洋盆”。马 

江构造带现在的位置，可能是新生代以来印度与 

亚洲陆一陆碰撞，导致红河断裂大规模走滑、印支 

地块向东南方向逃逸的结果 引。所以，晚古生 

代一早中生代，本研究区可能距印支与华南的碰 

撞带较远，中间还隔着比较稳定的康滇古陆，受到 

古特提斯洋壳俯冲的影响不大。从滇桂交界区普 

遍发育的北西 向断裂及构造形迹来看，“八布洋 

盆”应受红河断裂以东洋壳向北西方向俯冲所影 

响的可能性较大。早在 1989年，金鹤生就提出桂 

西南崇左、凭祥一带存在早一中三叠世活动陆 

缘 引；吴根耀等 提出凭祥地区可能存在早二 

叠世的岩浆弧；桂东南钦防地区二叠系内部角度 

不整和发现很早[41]，可能指示红河断裂以东洋 

壳向西北俯冲的时间可能更早。最近，Li等 对 

海南岛南部五指山花岗岩进行了地球化学和 sr— 

Nd同位素组成研究 ，显示其为典型的与陆弧有关 

的钙碱性 I型花岗岩，并测得 SHIMPU—Pb锆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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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为267～262Ma，表明在我国东南沿海至少在早 

二叠晚期就是活动大陆边缘。上述这些线索给笔 

者的设想以很好的支持，暗示红河断裂以东的华 

南地块，可能自早二叠世以来属于古南中国海或 

古太平洋构造域，而不属于古特提斯构造域。或 

者，本区处于古特提斯构造域与古太平洋构造域 

的结合部位，可能受多方面的影响。此外，二叠 

纪一早中三叠世是中、越交界区及滇桂交界区重 

要的火山活动期，滇东南一桂西一带广泛发育的 

层状、似层状基性岩石，与峨眉山溢流玄武岩具有 

类似的元素一同位素地球化学组成 J，并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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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STRY AND TECToNIC SETT G oF THE BABU 

o唧 oLITE．SoUTHEAST YUNNAN 

XU Wei 一 ，LIU Yu—Ping ，GUO Li—Guo 一，YE Lin ，PI Dao—Hui 一，LIAO Zhen ， 

(1．State Key LaboratoryofOre Deposit Geochemistry，Institute ofGeochemistry ，ChineseAcademy ofSciences，Guiyang 550002，Ch／na； 

2．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Beijing 100039，Ch／na) 

Abstract：The Babu ophiolite in Malipo County，southeastern Yunnan，outcrops in a fault—block between the NW’ 

striking Wenshan—Malipo fault and the Funing strike—slip faulL It is composed of serpentites，gabbros，diabases and 

basalts．Different units in this block contact each other by faults． The serpentites show great variations in SiO2， 

A12O3，TiO2 and MgO contents，and the serpentites can be classified as two groups．Th e first group shows the flat— 

type REE distribution patterns．similar to mafic accumulative rocks．Th e second group shows the U—type REE distri— 

bution patterns，similar to harzburgites．Meanwhile，the composition of basalts from the Babu ophiolite are character- 

ized by high MgO and TiO2 contents，low A1203， 0，P205 contents，and Na20 > 0．These basalt rocks have 

the flat REE patterns and are depleted in LREE．indicating that they are siIllilar to the Normal Mid—Ocean Ridge Ba- 

salts(N—MORB)．Nevertheless，the samples are enriched in the large—ion lithophile(LIL)elements and depleted in 
Nb and Ta in the trace spider diagram，suggesting that the source of magma was influenced by input of the eompo- 

nents from the subduction zone．From all above．it is reasonable to suggest that the Babu ophiolite was form ed in a 

back—arc basin setting．and rnight be orogenic products when the paleo—Pacific ocean plate subdueted beneath the 

South China Continent plate in the SE—NW direction． 

Key words：ophiolite；geochemistry；back—arc basin；Babu，Southeast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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