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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ＴＴＧ岩套是一类包含了三种岩性的岩石组合，即英云闪长岩（ｔｏｎａｌｉｔｅ）—奥长花岗岩
（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花岗闪长岩（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ＴＴＧ岩套的规模在太古宙最大，是早期陆壳的主体且在各地质历史时期
均有发育。该岩石组合是岩石学定名，多数样品的地球化学特征相似：富Ｎａ，高Ａｌ２Ｏ３（平均＞１５％），低Ｍｇ、Ｎｉ、Ｃｒ，
富集ＬＲＥＥ、亏损ＨＲＥＥ、高Ｓｒ、低Ｙ、低Ｙｂ且无明显的负Ｅｕ异常。其微量元素特征与Ａｄａｋｉｔｅ（高锶低钇中酸性岩，
“埃达克岩”）类似。目前多数学者认同其为变玄武质岩石部分熔融后的熔体，主要争论在于其源岩的变质程度。笔

者认为ＴＴＧ岩套的源区不应局限于某个变质相，而是涵盖了较大的Ｐ—Ｔ范围。对于其形成环境的探讨，笔者认为
应该以地球演化不同时期的地球动力学背景为前提，盲目地“将今论古”是不合理的。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提出３８Ｇａ之前的ＴＴＧ岩套可能是在板块构造未启动的非俯冲条件下形成的；３８～１９Ｇａ的ＴＴＧ岩套产生
在发育俯冲式板块构造且板块构造具有间歇式特点的背景下，此时可能既存在非俯冲环境下产出的 ＴＴＧ岩套也存
在俯冲环境下产出的ＴＴＧ岩套，而且其产出应该具有幕式特征；古元古代之后的ＴＴＧ岩套可能无一例外均是俯冲板
片熔融的产物。

关键词：ＴＴＧ（英云闪长岩—奥长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岩套；高锶低钇中酸性岩（埃达克岩）；形成环境；俯冲式
板块构造

　　ＴＴＧ岩套是一类包含了三种岩性的岩石组合，
即 英 云 闪 长 岩 （ｔｏｎａｌｉｔｅ）—奥 长 花 岗 岩

（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花岗闪长岩（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ＴＴＧ岩
套的系统研究工作始于上世纪７０年代（Ａｎｈａｅｕｓｓｅｒ
ｅｔａｌ．，１９６９；ＢｌｉｓｓａｎｄＳｔｉｄｏｌｐｈ，１９６９），因为这类岩
石构成了地球早期陆壳的主体，所以，ＴＴＧ岩套成因
研究是揭示早期地球演化特点的钥匙（Ｃｏｎｄｉｅ，
２００５ａ，ｂ；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９；张旗和翟明国，２０１２）。

太古宙陆壳主要包括两类岩石：高级变质岩区

内的灰色片麻岩以及普遍变质到绿片岩相的绿岩带

（郭安林，１９８８；Ｗｉｎｄｌｅｙ，１９９５）。古老克拉通（如
南非Ｋａａｐｖａａｌ克拉通；澳大利亚 Ｐｉｌｂａｒａ克拉通等）
内的ＴＴＧ岩套产于高级变质岩区，是区内最主要的
岩石类型（Ｇｉｌｌ，２０１１），岩石普遍遭受强变质，并发
生揉皱和混合岩化。据统计，在南非 Ｋａａｐｖａａｌ克拉
通，太古宙ＴＴＧ岩套约占７４％，在澳大利亚 Ｙｉｌｇａｒｎ
克拉通，太古宙ＴＴＧ出露面积超过克拉通总面积的
５０％（张旗和翟明国，２０１２）。然而，早先从事前寒

武纪研究的学者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绿岩带的研究上

（绿岩带中的科马提岩与 Ｎｉ—Ｃｕ铂族元素矿床以
及条带状硅铁建造密切相关），故而长时间地忽略

了这类与成矿关系不密切的岩石组合。直到 Ｊａｈｎ
等 （１９８１）正式命名这类岩石学上由英云闪长岩
（Ｔｏｎａｌｉｔｅ）—奥长花岗岩（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花岗闪长
岩（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组成的岩套为 ＴＴＧ之前，各国学者
习惯称其为“灰色片麻岩海（Ｓｅａｏｆｇｒｅｙｇｎｅｉｓｓｅｓ）”。
值得一提的是，ＴＴＧ岩套的出露并不局限于太古宙
或冥古宙，其在元古宙和显生宙也具有一定规模，这

意味着ＴＴＧ岩套是十分“长寿”的一类岩石组合，其
演化特征可以反映地球的演化史。然而，关于其成

因和形成环境等问题的解释仍存在争议，尤其是太

古宙或冥古宙的 ＴＴＧ岩套更是被视为地球演化的
一大谜团。ＴＴＧ岩套的研究至今已四十多年，本文
在总结前人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其成因及可能

的形成环境，并联系板块构造的起源分析二者之间

的关系，希望能为ＴＴＧ以及地球演化历史的研究提



供一些新的思路。

１　什么是ＴＴＧ？
１．１　ＴＴＧ岩套的岩石—矿物学特征

英云闪长岩（Ｔｏｎａｌｉｔｅ）：主要由石英和中性斜长
石组成，含有少量黑云母和角闪石，在 ＱＡＰ图解中
的投影点落入图 １中的区域 ５。奥长花岗岩
（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即淡色英云闪长岩（ｌｅｕｃｏｔｏｎａｌｉｔｅ），
主要由钠质斜长石和石英组成，正长石含量低，几乎

不存在黑云母以及角闪石等暗色矿物，在ＱＡＰ图解
中的投影点落入区域５。花岗闪长岩（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
主要由石英和钠质斜长石组成，碱性长石以及暗色

矿物含量较少，在 ＱＡＰ图解中的投点落入区域 ４
（Ｇｉｌｌ，２０１１；ＬｅＭａｉｔｒｅａｎｄＷａｌｔｅｒ，２００２）。

图２（ａ）标准化Ａｎ（钙长石）—Ａｂ（钠长石）—Ｏｒ（正长石）图解；（ｂ）ＴＴＧ岩套在Ｋ—Ｎａ—Ｃａ三角图上的投点位置
Ｆｉｇ．２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ａｎｏｒｔｈｉｔｅ）—Ａｂ（ａｌｂｉｔｅ）—Ｏｒ（ｏｒｔｈｏｃｌａｓ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ａ）ａｎｄｐｌｏ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ＴＧｓｕｉｔｅｓｉｎＫ—Ｎａ—Ｃａ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ｃｈａｒｔ（ｂ）
图中灰色区域为全球ＴＴＧ岩套的平均投影点位置（原图据Ｏ’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６５），转引自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９）。Ｔｏ—英云闪长岩；Ｔｄｈ—奥长花岗
岩；Ｇｄ—花岗闪长岩；Ｇｒ—花岗岩 ＣＡ为钙碱性曲线，演化的岩浆会越来越富钾，而 ＴＴＧ岩套没有表示出此特点（数据引自 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Ｃｏｎｄｉｅ，２００５ｂ）
ｇｒｅｙｚｏｎｅｓａｒ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ｌｏ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ＴＧｓｕｉｔｅｓ（ａｆｔｅｒＯ’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６５，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ｂｙ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９）．Ｔｏ—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Ｔｄｈ—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Ｇｄ—
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Ｇｒ—ｇｒａｎｉｔｅＣＡｔｒｅｎｄｉｓａｃａｌｃ—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ｌｉｎ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ｅｖｏｌｖｅｄｍａｇｍａｓｈｏｗｉｎｇａＫｒｉｃｈｔｒｅｎｄｂｕｔｔｈａｔｔｒｅｎｄｉｓｎｏｔｏｂｖｉｏｕｓｉｎＴＴＧ
ｓｕｉｔｅｓ（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Ｃｏｎｄｉｅ，２００５ｂ）

图２ａ是 Ｏ’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６５）对 ＴＴＧ岩套按照
ＣＩＰＷ—标准矿物的分类，也是判断该岩套的最有效
方法（邓晋福等，２００４；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３；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
２００９）。有意义的是，ＴＴＧ岩套中往往出现岩浆成
因的绿帘石，指示岩浆的结晶作用在中—下地壳部

位就已经开始（Ｓｃｈｉｍｉｄｔ，１９９６，２００４）。鉴于 ＴＴＧ
岩套在命名时强调其为岩石学分类，因此，笔者认为

在判断样品是否为ＴＴＧ岩套时，首先应进行岩石—

图１ＱＡＰ图解，ＴＴＧ岩套的矿物学投图主要落入
４和５两个区域（据ＬｅＭａｉｔｒｅａｎｄＷａｌｔｅｒ，２００２）
Ｆｉｇ．１ＴＴＧｓｕｉｔｅｓａｒｅ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ｉｎｚｏｎｅ４ａｎｄｚｏｎｅ５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ＱＡＰ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
（ａｆｔｅｒＬｅＭａｉｔｒｅａｎｄＷａｌｔｅｒ，２００２）

矿物学判别。

１．２　ＴＴＧ岩套的地球化学特征
由表１和表２可以看出，ＴＴＧ岩套的ＳｉＯ２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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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不同时代的ＴＴＧ岩套与高锶低钇中酸性岩
（Ａｄａｋｉｔｅ）的地球化学特征（据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Ｔａｂｌｅ１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ＴＧｓｕｉｔ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ｓａｎｄＡｄａｋｉｔｅｓ（ａｆｔ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ＴＴＧ＞
３．５Ｇａ

３Ｇａ＜
ＴＴＧ＜
３．５Ｇａ

ＴＴＧ＜
３Ｇａ

高硅

Ａｄａ
ｋｉｔｅ

低硅

Ａｄａ
ｋｉｔｅ

ｓａｎｕ
ｋｉｔｅ

ＳｉＯ２ ６９．５９ ６９．６５ ６８．３６ ６４．８ ５６．２５ ５８．７６
Ａｌ２Ｏ３ １５．２９ １５．３５ １５．５２ １６．６４ １５．６９ １５．８
Ｆｅ２Ｏ３ ３．２６ ３．０７ ３．２７ ４．７５ ６．４７ ５．８７
ＭｎＯ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９
ＭｇＯ １ １．０７ １．３６ ２．１８ ５．１５ ３．９
ＣａＯ ３．０３ ２．９６ ３．２３ ４．６３ ７．６９ ５．５７
Ｎａ２Ｏ ４．６ ４．６４ ４．７ ４．１９ ４．１１ ４．４２
Ｋ２Ｏ ２．０４ １．７４ ２ １．９７ ２．３７ ２．７８
ＴｉＯ２ ０．３９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５６ １．４９ ０．７４
Ｐ２Ｏ５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２ ０．６６ ０．３９
Ｒｂ ７９ ５９ ６７ ５２ １９ ６５
Ｂａ ４４９ ５２３ ８４７ ７２１ １０８７ １５４３
Ｎｂ ８ ６ ７ ６ １１ １０
Ｓｒ ３６０ ４２９ ５４１ ５６５ ２０５１ １１７０
Ｚｒ １６６ １５５ １５４ １０８ １８８ １８４
Ｙ １２ １４ １１ １０ １３ １８
Ｎｉ １２ １５ ２１ ２０ １０３ ７２
Ｃｒ ３４ ２１ ５０ ４１ １５７ １２８
Ｖ ３９ ４３ ５２ ９５ １８４ ９５
Ｌａ ３５．３ ３１．４ ３０．８ １９．２ ４１．１ ５９．９
Ｃｅ ６１．７ ５５．１ ５８．５ ３７．７ ８９．８ １２６
Ｎｄ ２５．８ １９．６ ２３．２ １８．２ ４７．１ ５４．８
Ｓｍ ４．２ ３．３ ３．５ ３．４ ７．８ ９．８
Ｅｕ １ ０．８ ０．９ ０．９ ２ ２．３
Ｇｄ ３．２ ２．４ ２．３ ２．８ ４．８ ６
Ｄｙ １．８ １．９ １．６ １．９ ２．８ ３．２
Ｅｒ ０．７７ ０．７７ ０．７５ ０．９６ １．２１ １．４１
Ｙｂ ０．７８ ０．６３ ０．６３ ０．８８ ０．９３ １．３２
Ｌｕ ０．２ ０．１３ ０．１２ ０．１７ ０．０８ ０．２６

Ｋ２Ｏ／Ｎａ２Ｏ ０．４４ ０．３８ ０．４３ ０．４７ ０．５８ ０．６３
Ｍｇ＃ ３８ ４１ ４５ ４８ ０．６１ ０．５７
Ｓｒ／Ｙ ３０．４５ ３１．４４ ５１．１ ５５．５６ １６２．２１ ６３．９８

（Ｌａ／Ｙｂ）Ｎ ２９．８５ ３２．８６ ３２．５２ １４．４４ ２９．３２ ２９．９２

多数高于６５％，且全部为钠质（图２ｂ），Ｎａ２Ｏ含量多
数在３０％ ～７０％之间，Ｋ２Ｏ／Ｎａ２Ｏ比值 ＜０５，而
且具有高Ａｌ２Ｏ３（平均 ＞１５％），低 ＭｇＯ、Ｎｉ、Ｃｒ等元
素的特点。ＴＴＧ岩套的微量元素蛛网图（图３ａ）和
稀土元素配分曲线（图３ｂ）显示其富集 ＬＲＥＥ、亏损
ＨＲＥＥ、高Ｓｒ、低Ｙ、低Ｙｂ、且无明显负Ｅｕ异常，暗示
在岩浆分异过程中斜长石不作为残留矿物存在，残

留矿物主要为角闪石和石榴子石。这样的残留相矿

物组合为其打上了高压的“烙印”（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Ｍｏｙｅ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１２；Ｋａｙ，１９７８；Ｄｅｆａｎｔ

ａｎｄ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 １９９０； Ｐｅａｃｏｃｋ ｅｔａｌ．， １９９４；
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５）。需要注意的是，Ｍｏｙｅｎ
（２０１１）在系统整理部分学者有关 ＴＴＧ岩套的地球
化学数据时发现“ＴＴＧ岩套”一词的使用存在被扩

表２不同时代的ＴＴＧ岩套与高锶低钇中酸性岩（ａｄａｋｉｔｅ）
的地球化学特征（据Ｃｏｎｄｉｅ，２００５ｂ）

Ｔａｂｌｅ２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ＴＧｓｕｉｔ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ｓａｎｄａｄａｋｉｔｅｓ（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ｄｉｅ，２００５ｂ）

古太古

代ＴＴＧ
新太古

代ＴＴＧ
元古宙

ＴＴＧ
显生宙

ＴＴＧ
Ａｄａｋｉｔｅ

ＳｉＯ２ ７０．４ ６８．３ ６７．３ ６５．９ ６２．４３
ＴｉＯ２ ０．３１ ０．４２ ０．４７ ０．４７ ０．６７
Ａｌ２Ｏ３ １５．２ １５．５ １５．８ １６．５ １７．０５
Ｆｅ２Ｏ３Ｔ ２．７９ ３．４２ ４．０４ ４．１１ ３．９９
ＭｇＯ ０．９６ １．３９ １．４８ １．６７ ３．３１
ＣａＯ ２．７４ ３．２６ ３．４２ ４．３６ ６．５３
Ｎａ２Ｏ ４．７１ ４．５１ ４．３３ ４ ４．２５
Ｋ２Ｏ ２．２２ ２．２ ２．３ ２．１４ １．４２
Ｐ２Ｏ５ ０．１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２６
ＭｎＯ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８
Ｔｈ ４．１ ８．１ ６．１ ７．６ ３．９
Ｕ １．２ １．５ ２．１ １．９ １．２
Ｎｉ １７ ２２ ２３ １２ ６４
Ｃｒ ４５ ３５ ５５ ３２ ８２
Ｙ ８．５ 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５ ９．７
Ｚｒ １５２ １５４ １５２ １２２ １１７
Ｎｂ ６．１ ６．２ ７．１ ６．７ ９．７
Ｈｆ ３．８ ４．７ ４．３ ３．４ ３．３
Ｔａ ０．４１ ０．８４ ０．７２ ０．７５ ０．６
Ｌａ ２２ ３６ ２６ １７ ２４
Ｃｅ ４０ ６５ ４５ ３４ ６５
Ｎｄ １６ ２５ １８ １６ ２６
Ｓｍ ２．９ ４．２ ３．５ ３．１ ４．７
Ｅｕ ０．８２ １．０７ ０．９５ ０．８４ １．３７
Ｇｄ ２．２ ２．９ ３ ２．８ ２．３
Ｔｂ ０．３１ ０．３８ ０．４９ ０．４ ０．４
Ｙｂ ０．８２ ０．７１ １．３３ １．１６ ０．８１
Ｌｕ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２３ ０．１８ ０．０９
Ｒｂ ７６ ６７ ６３ ６３ １５
Ｂａ ５００ ７６９ ７１７ ７１６ ３０９
Ｓｒ ３６２ ５１５ ４７３ ４９３ １５５０

（Ｌａ／Ｙｂ）Ｎ ２５ ３６ １４．２ １１．３ １８．２
Ｓｒ／Ｙ ７２ ８９ ３７ ５６ １６０
Ｎｂ／Ｔａ １２ １３ ９．９ １２．２ １６．１
Ｍｇ＃ ４０．８ ４６．２ ４３．２ ４５．４ ６０．４

Ｋ２Ｏ／Ｎａ２Ｏ ０．５１ ０．５１ ０．５６ ０．６８ ０．３３
Ｎ（样品数量） ２１２ ８３１ ７５２ ６９８ ２２１

大化的现象，不同学者对其认识也存在差异。部分

学者认为高级变质区内的花岗质片麻岩全部是

ＴＴＧ，然而，强烈的变质变形以及片麻岩的深熔作用
导致这些片麻岩是多种岩石类型的混合产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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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ａ）ＴＴＧ岩套和高锶低钇中酸性岩（Ａｄａｋｉｔｅ）的微量元素蛛网图；（ｂ）ＴＴＧ岩套和高锶低钇中酸性岩
（Ａｄａｋｉｔｅ）的稀土元素配分图解（数据引自表２，原始地幔和球粒陨石标准值引自Ｓｕｎａｎｄ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Ｆｉｇ．３（ａ）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ＴＧＳｕｉｔ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ｓｗｉｔｈｍｏｄｅｒｎａｄａｋｉｔｅｓａｓ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ＴＧＳｕｉｔ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ｓｗｉｔｈｍｏｄｅｒｎ
ａｄａｋｉｔｅｓａ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ａｂｌｅ２，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ｍａｎｔｌｅａｎｄ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ｎａｎｄＭｎＤｏｎ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包括部分钾质花岗岩和斜长岩，甚至一些角闪岩和

变泥质岩都被笼统地划归为 ＴＴＧ（Ａｎｈａｅｕｓｓｅｒａｎｄ
Ｒｏｂｂ，１９８３；ＭａｒｔｉｎａｎｄＭｏｙｅｎ，２００２；Ｓｔｅｅｎｆｅｌｔ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ａｎｄＳｍｉｔｈｉｅｓ，２００７），然而这些
“假ＴＴＧ”并不具有上述地球化学特征。此外，存在
少量ＴＴＧ样品（１０％左右）未表现出上述典型的地
球化学特征，主要表现为 Ａｌ２Ｏ３＜１５％、轻重稀土分
异不明显且具有负 Ｅｕ异常。Ａｒｔｈａｎｄ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７５）称这样的“非典型 ＴＴＧ”为“低 Ａｌ２Ｏ３型
ＴＴＧ”，而具有典型地球化学特征的 ＴＴＧ则为“高
Ａｌ２Ｏ３型ＴＴＧ”。关于这类特殊的“低 Ａｌ２Ｏ３型 ＴＴＧ”
将在下一节继续讨论。笔者等在此说明，除特别标

注外，后文中提到的ＴＴＧ岩套都是符合岩石学—矿
物学特征的高Ａｌ２Ｏ３型ＴＴＧ。
１．３　ＴＴＧ岩套的成因模型

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尝试探讨
ＴＴＧ岩浆的成因，其中有影响力的是以下４种假说：

（１）认为 ＴＴＧ是含水变玄武岩部分熔融后的
残留相（ＡｒｔｈａｎｄＨａｎｓｏｎ，１９７５；Ａｒｔｈ，１９７９）。这种
观点建立在太古宙地球比现在更热，地温梯度更高，

以至于玄武质岩浆达到７５％以上的熔融程度，并形
成大面积的 ＴＴＧ质堆晶。但是自然条件下很难达
到如此高的熔融程度，因此该假说在日后逐渐被摒

弃（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２）认为ＴＴＧ岩浆可以是地幔直接部分熔融形

成的，并普遍遭受了后期流体的交代（Ｐｅｔｅｒｍａｎａｎｄ
Ｂａｒｋｅｒ；１９７６），然而这一过程无法形成 ＴＴＧ岩套普
遍具有的高 Ｌａ／Ｙｂ比值和低 ＨＲＥＥ的稀土元素配
分特征（Ｊａｈ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１，１９８４）。

（３）认为太古宙杂砂岩部分熔融可以形成 ＴＴＧ
质岩浆（ＡｒｔｈａｎｄＨａｎｓｏｎ，１９７５），然而这一假说却
无法解释为何ＴＴＧ岩套全部富钠。

（４）认为 ＴＴＧ熔体来自变质到榴辉岩相或石
榴角闪岩相的含水玄武质岩石的部分熔融（Ａｒｔｈ
ａｎｄＨａｎｓｏｎ，１９７５； Ｃｏｎｄｉｅａｎｄ Ｈｕｎｔｅｒ，１９７６；
Ｃｏｎｄｉｅ，１９８１；Ｊａｈ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１，１９８４；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ＥｌｌａｍａｎｄＨａｗｋｅｓｗｏｒｔｈ，１９８８）。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９３）在此基础上提出 ＴＴＧ岩套的三阶段成因模
型（图４）被认为是目前最合理的成因模型。从图５
可以看出，这一模型把ＴＴＧ熔体的产生条件限制在
１、２和３三个区域，这三个相区域都可以满足残留
相中石榴子石稳定存在，斜长石不存在或微量存在

的条件。

本世纪初，众多学者开始关注 ＴＴＧ岩套中普遍
出现的 Ｎｂ／Ｔａ比值的负异常，并通过大量岩石学模
拟实验来探寻形成这一特征的根本原因。Ｎｂ—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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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形成ＴＴＧ岩套的三阶段模型（据Ｍｏｙｅ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１２）
Ｆｉｇ．４Ｔｈｅ３ｓｔｅｐ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ＴＧＳｕｉｔｅｓ（ａｆｔｅｒＭｏｙｅ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１２）

第一阶段：地幔部分熔融形成拉斑玄武质岩石；第二阶段：变质到榴辉角闪岩相或榴辉岩相的玄武岩部分熔融形成英云闪长质母岩浆，残

留相为角闪石＋石榴子石＋单斜辉石＋钛铁矿±斜长石；第三阶段：母岩浆分离结晶形成ＴＴＧ岩套，堆晶为角闪石＋钛铁矿±斜长石
Ｓｔａｇｅ１：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ｍａｎｔｌｅ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ｔｈｏｌｅｉ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Ｓｔａｇｅ２：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ｏｓｅｄｔｏｇａｒｎｅｔ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ｓｏｒｅｃｌｏｇｉｔｅｓ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
ｔｏｎａｌｉｔｉｃｍａｇｍａ，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ｈｏｒｎｂｌｅｎｄｅ＋ｇａｒｎｅｔ＋ｃｌｉｎｏｐｙｒｏｘｅｎｅ＋ｉｌｍｅｎｉｔｅ＋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Ｓｔａｇｅ３：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ｍａｇｍａｓｕｎｄｅｒｇｏ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ｆｏｒｍＴＴＧｓｕｉｔ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ｒｎｂｌｅｎｄｅ＋ｉｌｍｅｎｉｔｅ＋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

图５含水玄武岩部分熔融温度—压力相图
（据Ｘｉｏ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Ｆｉｇ．５ＴｈｅＰ—Ｔｐｈａｓｅｇｒａｐｈｏｆ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ｗｅｔ
ｂａｓａｌｔｉｃｐｒｏｔｏｌｉ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Ｘｉｏ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是“孪生兄弟”，具有相同的电价（＋５）和离子半径
（００６４ｎｍ）以及相似的电负性（Ｎｂ为 １６，Ｔａ为
１５），故在地质过程中具有非常相似的地球化学行
为（Ｓｈａｎｎ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ｗｉｔｔ，１９６９）。Ｆｏｌｅｙ等 （２００２）认
为ＴＴＧ岩套出现的 Ｎｂ／Ｔａ负异常一定发映出残留
相中的某种或某几种矿物具有 ＤＮｂ＞ＤＴａ的特点，并
提出角闪石（ＤＮｂ＞ＤＴａ）是必要的残留矿物而金红石
（ＤＮｂ＜ＤＴａ）不能以残留矿物形式出现。Ｒａｐｐ等
（２００３）随后指出金红石的分配系数不能导致熔体
中Ｎｂ／Ｔａ比值的大量增加并质疑 Ｆｏｌｅｙ等人的结
论。随后，国内学者熊小林（Ｘｉｏ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通过岩石学模拟实验认为金红石是
ＴＴＧ熔体产生的必要残留矿物，即源岩需要达到区
域２和３所处的变质程度才能熔融出ＴＴＧ质熔体。

笔者认为，Ｎｂ—Ｔａ对于约束源区性质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但是，并不是每一件 ＴＴＧ样品都表现出
Ｎｂ—Ｔａ的强烈解耦，从根本上说，决定 Ｎｂ／Ｔａ比值
的最重要因素是源区的Ｎｂ—Ｔａ含量，Ｆｏｌｅｙ和Ｒａｐｐ
等学者在实验中选用的物质本身在 Ｎｂ—Ｔａ含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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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ｂ／Ｔａ比值上就颇为不同，其结果的差异可能也是
源区性质的反应（张旗等，２００８ａ）。

此外，上述研究都没有充分重视 ＴＴＧ岩套的岩
石学本意，且忽略了上文提到的低 Ａｌ２Ｏ３型 ＴＴＧ的
存在。虽然这类样品是少数，但是其对源区的约束

仍十分重要：只有当ＴＴＧ熔体与以斜长石为主的残
留矿物平衡时，熔体才会表现出低Ａｌ２Ｏ３、Ｅｕ负异常
以及不明显的轻重稀土分馏等特点（Ｒａｐｐａｎｄ
Ｗａｔｓｏｎ，１９９５）。因此，有１０％左右的 ＴＴＧ熔体起
源于更浅的深度，在该深度下，斜长石稳定存在，且

残留相中缺乏石榴子石。这意味着 ＴＴＧ岩套的源
区可能涵盖了很大的 Ｐ—Ｔ范围。同时，笔者认为
Ｍｏｙｅｎ（２０１１）的分类方案应得到重视：划分 ＴＴＧ岩
套为高压、中压和低压三个系列，高压系列显示出的

地球化学特征是重稀土（ＨＲＥＥ）非常亏损，低 Ｎｂ、
Ｔａ以及高Ｓｒ，指示其残留相中含有大量石榴子石、
少量金红石、但不含斜长石；低压系列显示出的地球

化学特征是重稀土（ＨＲＥＥ）相对富集，Ｎｂ、Ｔａ含量
也较高，Ｓｒ含量相对低于高压系列，指示其残留相
中仍然存在斜长石，石榴子石含量不高（或不存在）

且一定没有金红石；中压系列的地球化学特征介于

前两者之间。这样的分类比之前的按照 Ａｌ２Ｏ３含量
进行的分类更为直观、全面。

２　ＴＴＧ岩套的“亲戚”—Ａｄａｋｉｔｅ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探讨ＴＴＧ岩套与Ａｄａｋｉｔｅ
（具高锶低钇等特征的中酸性岩类，亦有音译为埃

达克岩）的关系，围绕“是否可以用 Ａｄａｋｉｔｅ反演
ＴＴＧ岩套”的讨论至今仍无共识（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９；
Ｃｏｎｄｉｅ，２００５；Ｓｍｉｔｈｉｅｓ，２０００，２００３，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ａｎｄＴａｒｎｅｙ，２００５；
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９）。

在此，笔者强调 Ａｄａｋｉｔｅ与 ＴＴＧ岩套的两点最
为显著的区别：① Ａｄａｋｉｔｅ可以是火山岩也可以是
与火山岩地球化学性质等同的侵入岩（ｐｌｕｔｏｎｉｃ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而ＴＴＧ岩套只能是侵入岩；② Ａｄａｋｉｔｅ
可以是钾质岩石也可以是钠质岩石，而 ＴＴＧ岩套只
能是钠质。

２．１　Ａｄａｋｉｔｅ的地球化学特征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在其文章中明确指出

Ａｄａｋｉｔｅ应该具有：ＳｉＯ２≥５６％，Ａｌ２Ｏ３≥１５％，Ｎａ２Ｏ
＞３％，Ｓｒ＞３００μｇ／ｇ，Ｙ＜１０μｇ／ｇ，Ｓｒ／Ｙ＞２０，Ｙｂ＜
１μｇ／ｇ，Ｌａ／Ｙｂ＞２０等地球化学特点。从表 １、２和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的定义可以看出，Ａｄａｋｉｔｅ和 ＴＴＧ岩套均表

现出富铝、富钠、富大离子亲石元素和亏损高场强元

素等特点。

Ｓｍｉｔｈｉｅｓ（２０００）率先质疑 Ａｄａｋｉｔｅ与 ＴＴＧ的
“亲缘关系”，认为 ＴＴＧ岩套缺乏低硅样品，而
Ａｄａｋｉｔｅ的ＳｉＯ２变化范围较大，此外，Ａｄａｋｉｔｅ在Ｍｇ

＃、

Ｎｉ、Ｃｒ等元素指标上的变化也很大，二者在上述元
素的地球化学特征上出现解耦。然而，Ｍａｒｔｉｎ等
（２００５）把Ａｄａｋｉｔｅ划分为高硅（ＨＡＳ）和低硅（ＬＳＡ）
两个系列（表１），并认为高硅Ａｄａｋｉｔｅ的地球化学特
征与ＴＴＧ岩套类似而低硅 Ａｄａｋｉｔｅ是高硅 Ａｄａｋｉｔｅ
熔体与地幔楔平衡后的熔体，显示出更多的幔源岩

浆特征，与ＴＴＧ岩套差别较大。这样的分类很好地
回应了Ｓｍｉｔｈｉｅｓ的质疑。然而张旗等（２００８ａ）指出
Ｍａｒｔｉｎ等人的分类混淆了 Ａｄａｋｉｔｅ与 Ｓａｎｕｋｉｔｏｉｄｓ（富
镁火山岩，赞岐岩），并指出低硅 Ａｄａｋｉｔｅ就是
Ｓａｎｕｋｉｔｏｉｄｓ，而所谓的高硅 Ａｄａｋｉｔｅ才是 Ａｄａｋｉｔｅ，且
Ａｄａｋｉｔｅ与ＴＴＧ岩套是完全可以进行对比的。有关
上述问题的争论至今仍未能达成共识。笔者等在此

注明，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谈到的 Ａｄａｋｉｔｅ是指在
地球化学特征上符合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２００６，２０１２）定义的
Ａｄａｋｉｔｅ，它们在地球化学特征上与ＴＴＧ岩套十分相
似，二者完全可以进行对比。本文的讨论并不涉及

上述争论。

２．２　Ａｄａｋｉｔｅ的源区和形成环境
Ａｄａｋｉｔｅ最初的定义明确指出了其产出环境为

弧 环 境 （岛 弧 或 大 陆 边 缘 弧）（Ｄｅｆａｎｔａｎｄ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１９９０），嗣后却争议不断：先是有学者陆
续报道了北美、南美以及新西兰地区的中生代和新

生代花岗类岩石具有类似 Ａｄａｋｉｔｅ的地球化学特
征，而同位素地球化学的研究结果揭示其源区为加

厚地壳底部的含水玄武质岩浆（Ｋａｙｅｔａｌ．，１９９１；
ＡｔｈｅｒｔｏｎａｎｄＰｔｆｏｒｄ，１９９３；ＰｅｔｆｏｒｄａｎｄＡｔｈｅｒｔｏｎ，
１９９６）；随后在中国华北地区也报道了大量非俯冲
成因的却具有Ａｄａｋｉｔｅ地球化学特征的侵入岩和火
山岩（陈斌，２００２；刘红涛等，２００２；Ｙ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Ｇ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李伍平，２００６；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张旗等，２００８ｂ；吴鸣谦等，２０１４）。各国学
者逐渐意识到具有此类独特地球化学特征的岩石并

不仅仅局限于俯冲环境。因此，Ａｄａｋｉｔｅ并不囿于其
被首次提出时的构造环境，转而表现出仅仅被地球

化学特征约束的特点。

张旗等（２００８ａ）认为 Ａｄａｋｉｔｅ的形成环境主要
有两种：俯冲环境下俯冲板片熔融（包括板片初始

熔体和流体与地幔楔发生交代后平衡的熔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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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造山环境下的下地壳熔融（包括古老的加厚下

地壳熔融和拆沉后新生的下地壳熔体）。纵然此分

类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对 Ａｄａｋｉｔｅ含义的扩大化（董
申保和田伟，２００４；Ｍｏｙｅｎ，２０１１；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２０１２；
Ｍｏｙｅ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１２），但其几乎囊括了所有可能
产生Ａｄａｋｉｔｉｃ熔体的构造环境，是目前相对全面的
分类。

２．３　用Ａｄａｋｉｔｅ的形成环境反演ＴＴＧ岩套
一些学者认为 ＴＴＧ岩套与俯冲成因的 Ａｄａｋｉｔｅ

相同，也是俯冲板片熔融的产物（ｅ．ｇ．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９９；Ｄｅｆａｎｔａｎｄ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１９９０；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Ｆｏ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ＴＴＧ岩浆并非俯冲成因，而是镁铁质下地壳部分熔
融形成，其成因与加厚地壳底部岩石部分熔融形成

的Ａｄａｋｉｔｅ熔体类似（ｅ．ｇ．Ｓｍｉｔｈｉｅｓ，２０００；Ｓｍｉｔｈｉｅｓ
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２００９）。这些假说的成立都要建立在
地球体系是几乎一成不变的基础上。众多的地质事

实让我们意识到，只存在均变的地球系统是不存在

的。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质疑：在板块构造的启动

时间尚不明确的前提下，能否简单地使用“将今论

古”反演 ＴＴＧ岩套的形成环境呢（张旗和翟明国，
２０１２；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Ｗｉｔｚｅ，２００６；Ｃｏｎｄｉｅａｎｄ
Ｋｒｏｎｅｒ，２００８）？因此，在思考这类问题时必须深刻
了解不同时期的地球动力学背景，以明确 ＴＴＧ岩套
在地球演化不同时期的不同的形成环境。

３　讨论：ＴＴＧ岩套具有多样的形成环
境？

３．１　板块构造的启动时间
Ｄｅｆａｎｔａｎｄ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１９９０）认为太古宙地温

梯度更高，板片俯冲并发生熔融所需要的条件更易

达到，因此太古宙具备形成大面积 ＴＴＧ岩套的绝佳
条件；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９）认为 ＴＴＧ岩套出现的相对于
Ａｄａｋｉｔｅ更贫 Ｍｇ、Ｎｉ、Ｃｒ的现象代表其形成深度比
Ａｄａｋｉｔｅ更浅，间接反映出太古宙地热梯度更高，这
同时可以解释为何 ＴＴＧ岩套普遍比 Ａｄａｋｉｔｅ更贫
Ｓｒ。然而，仅仅通过地球化学特征来推测岩石的形
成环境是有风险的。譬如，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

（ＬＩＬＥ）和亏损高场强元素（ＨＦＳＥ）是弧岩浆的典型
特征，而这样的地球化特征并不具有弧环境的专属

性（ｅ．ｇ．ＰｅａｒｃｅａｎｄＰｅａｔｅ，１９９５；Ｍｏｙｅ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
２０１２）。因此，ＴＴＧ岩套的形成环境是否和 Ａｄａｋｉｔｅ
一样，不局限于弧环境呢？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

要明确板块构造的启动时间。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 ＴＴＧ岩套是在加拿大北部
地区出露的 Ａｃａｓｔａ花岗质片麻岩，锆石 ＵＰｂ年龄
为４０３１±０００３Ｇａ（Ｂｏｗｒｉｎｇ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９９）。
Ｗｉｌｄｅ等 （２００１）在澳大利亚西部 ＪａｃｋＨｉｌｌ地区测
得年龄为４４０４±０００８Ｇａ的碎屑锆石，这些碎屑锆
石中含有一些钾长石、斜长石、黑云母和白云母的矿

物包裹体，而且锆石的稀土元素配分曲线指示其最

可能为花岗类岩石中的锆石，其母岩浆很可能为

ＴＴＧ质。因此，很可能在４４Ｇａ以前，ＴＴＧ岩套已
经在地球产出。４４Ｇａ之前，地球会存在板块构造
吗？

地球是太阳系四个硅酸质行星 （地球、金星、水

星和火星）中唯一发育板块构造的星球，其它三个

行星的岩石圈目前处于静止盖层模式下（ｓｔａｇｎａｎｔ
ｌｉｄ）（ＭｏｒｅｓｉａｎｄＳｏｌｏｍａｔｏｖ，１９９８；Ｏ’Ｎｅｉｌｌ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在静止盖层模式下，板块同样会发生平错
和分离，并伴随着地幔柱的活动发育大量岩浆岩

（金星现在正处在这样的过程中），然而这种过程并

不能导致俯冲作用的发生。我们必须明确板块俯冲

和板块分离／平错是迥然不同的，也正因为如此，
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７，２００８）认为地球目前的板块构造被称作
“俯冲式板块构造”更为合适。俯冲的必备条件是

岩石圈重力失稳，即只有当岩石圈足够冷并产生足

够的反向浮力，板块才能发生俯冲。以目前对冥古

宙地球的了解程度，我们根本无法确定俯冲式板块

构造确切的启动时间，但基于上述理论认识，多数学

者认为板块俯冲的发生不会早于３８Ｇａ（Ｃｏｎｄｉｅａｎｄ
Ｐｅａｓｅ，２００８），所以年龄大于３８Ｇａ的 ＴＴＧ岩套可
能不是弧岩浆岩。在一个星球形成的初期，一定会

经历一段岩浆海时期，这个阶段会导致星球的散热

极快，在几个百万年内就可以通过结晶作用固结形

成一个初始壳并可能形成微板块（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Ｅｒｎｓｔ，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笔者认为，如果地球在约４５Ｇａ之前
经历了一次“造月事件”（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２００８），那么这
次事件结束之后，地球会在４５～４４Ｇａ由岩浆海
演化形成初始陆壳，如果此结论正确，年龄为４４Ｇａ
的碎屑锆石很可能是初始陆壳中的锆石。上述结论

同时与锆石Ｔｉ温度计的计算结果吻合（Ｗａｔｓｏｎａｎｄ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０５）。因此，在４３５～４０Ｇａ形成的原
始地壳与现在类似，也是通过源岩低程度部分熔融

形成的。那么，在俯冲式板块构造尚未发生的前提

下，陆壳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Ｓｍｉｔｈｉｅｓ等 （２００３）认为在俯冲式板块构造发
生之前，ＴＴＧ岩套的产出环境为“巨厚洋壳平板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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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环境”（图６）。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冥古宙和太古
宙早期，地幔潜能温度高，洋脊玄武岩溢流速度更

快，形成巨厚的洋壳，然而相对热的洋壳具有更小的

图６形成ＴＴＧ岩套的巨厚洋壳平板俯冲环境卡通示意图（据Ｓｍｉｔｈｉ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３，修改）
Ｆｉｇ．６Ｔｈｅｃａｒｔｏｏｎｏｆｆｌａｔ—ｔｈｒｕｓ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ｈｉｃｋ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ｒｕｓｔ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ＴＧｓｕｉｔｅ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Ｓｍｉｔｈｉ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密度，不能产生反向浮力并发生俯冲，因此新生洋壳

对古老洋壳进行长时间水平方向挤压，并伴随着底

部流变发生大规模熔融，这一模型与现在的加厚下

地壳岩石部分熔融相似而且能够很好地解释地球早

期ＴＴＧ岩套表现出的低Ｍｇ＃（组分中没有地幔楔的
贡献）特征与 ＴＴＧ岩套大规模产出的地质事实相
符。因此可能是 ＴＴＧ岩套早期产出环境的真实写

照。

３．２　板块构造是持续性的还是间歇性的
俯冲式板块构造本质上是地球的一种特殊的散

热方式，之后的地球会通过壳—幔循环而不断降温。

地幔的不断降温会导致洋中脊的喷溢速度减慢，当

新生的玄武质岩浆在其喷口处固结后，洋中脊就会

发生闭合，并导致板块构造运动的停滞，地球会进入

静止盖层阶段（Ｓｌｅｅｐ，２０００）。但是这样的状态可
能不是永久性的，因为地幔中的放射性元素（Ｕ、
Ｔｈ、４０Ｋ等）会通过衰变产生大量的热，并导致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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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升温，板块构造可能会再次发生（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７）。
这意味着板块构造理论上可以是间歇性的，而可持

续发生的板块构造要求地球处于产—放热平衡状

态。现代的大洋岩石圈年龄约 １００Ｍａ（Ｐａｒｓｏｎｓ，
１９８２），且现在的大洋岩石圈板块产生反向浮力的
时间大概为２０～４０Ｍａ（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２），因此板块俯冲
可以持续发生。

钾质花岗岩的出现标志着地壳的成熟，指示俯

冲的发生，鉴于地球自３１Ｇａ开始就已经出现钾质
花岗岩（邓晋福等，２００４；Ｇｏｌｄｆａｒｂ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我
们更愿意相信自３１Ｇａ开始，俯冲式板块构造已经
在地球出现。然而俯冲的直接证据是蛇绿岩套、蓝

片岩以及超高压变质地体，但在该时期，我们缺乏这

些切实证明俯冲式板块构造已经发生的证据，因此，

板块构造的发生很可能是区域性的，小规模的甚至

是间歇式的（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５；与 Ｓｔｅｒｎ私人交流，
２０１３）。

事实上，已经有一系列证据表明俯冲式板块构

造可能具有幕式特征：ＭｏｙｅｎａｎｄｖａｎＨｕｎｅｎ（２０１２）
报道的加拿大 Ａｂｉｔｉｂｉ地区的 ＴＴＧ岩套可以分为三
期，年龄为２７４０Ｍａ的一期显示出“低压”ＴＴＧ的特
点，且与该地区发育的玄武岩和科马提岩为同期，暗

示其成因可能与地幔柱相关；年龄为２７１０Ｍａ的一
期显示出“高压”ＴＴＧ的特点，岩石为钙碱性系列，
推测其熔融深度大，产出环境可能为俯冲环境；年龄

在２７１０～２７４０Ｍａ的一期ＴＴＧ岩套既有“高压”系列
也存在“低压”系列，推测在这段时期内，该区域出

现“幕式俯冲构造”，且一次俯冲可能只能维持５～
１０Ｍａ；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１）报道的Ｚｉｍｂａｂｗｅ克拉通内的
年龄为２７４０～２６２０Ｍａ的 ＴＴＧ岩套具有类似的特
征，可能反映了相似的“幕式俯冲”事件；Ｃｏｎｄｉｅ等
（２００９）通过测定大量碎屑锆石年龄数据发现
２４５Ｇａ～２２Ｇａ没有碎屑锆石出现，认为在长达
２５０Ｍａ的时间段内没有板块构造。

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５）和 ＭｏｙｅｎａｎｄＳｔｅｖｅｎｓ（２００６）认为
１９Ｇａ之后发育的 ＴＴＧ岩套应该是俯冲环境下形
成的，其源岩的熔融温度在９００～１１００℃左右，压力
＞１５ＧＰａ（深度为 ５０ｋｍ左右），指示地热梯度在
２０℃／ｋｍ上下。这样的地球动力学条件在目前的俯
冲背景下最易达到。这样的结论也能很好地解释了

为何自元古宙以来，ＴＴＧ岩套的规模越来越小，且其
形成年代与俯冲发生的时间十分接近的地质事实。

然而，此时的ＴＴＧ岩套能否在加厚下地壳环境下产
出呢？笔者认为随着地球的成熟，地壳的成分也变

得复杂，虽然仍以玄武质岩石为主，但是变质杂砂

岩、变质泥岩以及长英质（ＴＴＧ岩套）组分也存在于
源区中，这造成多数加厚下地壳底部岩石的部分熔

融已经不是单纯的变玄武质岩石的部分熔融，源区

的多样性导致具有原始的、富钠特征的 ＴＴＧ岩套很
难继续在加厚下地壳条件下形成。因此，古元古代

之后的ＴＴＧ岩套可能归功于俯冲式板块构造。不
可否认，在源区温压条件合适，且成分单一的非俯冲

条件下，ＴＴＧ岩套仍然可以产出。但是，目前没有古
元古代之后的非俯冲成因的 ＴＴＧ岩套的报道。有
关这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工作的揭示。

４　结论
（１）ＴＴＧ岩套英云闪长岩（ｔｏｎａｌｉｔｅ）—奥长花

岗岩（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花岗闪长岩（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是通
过岩石学方法判定的一类深成侵入岩组合，并构成

早期陆壳的主体，该岩石组合没有特定的年代学约

束，在地球的各个时期均有发育。在地球化学特征

上多数样品具有富 Ｎａ、（Ｋ２Ｏ／Ｎａ２Ｏ比值 ＜０５），高
Ａｌ２Ｏ３（平均＞１５％），低 ＭｇＯ、Ｎｉ、Ｃｒ，富集 ＬＲＥＥ、亏
损ＨＲＥＥ、高Ｓｒ、低Ｙ、低 Ｙｂ以及无明显负 Ｅｕ异常
等特点。其微量元素特征与Ａｄａｋｉｔｅ（高锶低钇中酸
性岩，埃达克岩）类似。

（２）ＴＴＧ岩套为含水变玄武质岩石部分熔融形
成，其源岩所达到的变质相目前仍有争论。笔者认

为其地球化学特征应该反映了一个较大的的熔融压

力范围，Ｍｏｙｅｎ的低压—中压—高压分类较为合理，
可以作为ＴＴＧ岩套的分类方案。

（３）基于其在地球演化各个阶段均有发育的地
质事实，应该结合不同地质历史时期的地球动力学

条件来讨论它的形成环境，由于俯冲式板块构造的

启动时间无法确定，笔者认为年龄大于 ３８Ｇａ的
ＴＴＧ应该在“巨厚洋壳平板俯冲环境”下产出；自
３１Ｇａ开始大量发育的钾质花岗岩可能代表俯冲式
板块构造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直到 １９Ｇａ之前，板
块俯冲机制仍然不成熟，地球可能出现了多次俯冲

式板块构造—静止盖层之间的模式转换，直到地球

的产—放热达到平衡，板块俯冲才可以持续发生；古

元古代之后的 ＴＴＧ岩套发育在俯冲式板块构造可
以持续发生的大背景下，多数应该是俯冲事件的产

物，加厚下地壳的环境应该很难形成ＴＴＧ岩套。
致谢：邓晋福教授对初稿提出修改意见；李旭

平教授审阅了全文并提出修改建议；笔者在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

１１５第 ３期 吴鸣谦等：ＴＴＧ岩套的成因及其形成环境



参　考　文　献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陈斌．２００２．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南白音宝力道岩体特征与成因———
是岛弧岩浆岩而不是埃达克岩．地质论评，４８（３）：２６１～２６６．

邓晋福，罗照华，苏尚国，等．２００４．岩石成因，构造环境与成矿作
用．北京：地质出版社．

董申保，田伟．２００４．埃达克岩的原义，特征与成因．地学前缘，１１
（４）：５８５～５９４．

郭安林．１９８８．河南中部太古代登封花岗—绿岩地体中 ＴＴＧ质片麻
岩与绿岩带关系及其地壳演化意义．地质论评，３４（２）：１２３～
１３１．

李伍平．２００６．辽西北票早侏罗世兴隆沟组英安岩的地球化学特
征．岩石学报，２２（６）：１６０８～１６１６．

刘红涛，孙世华，刘建明，翟明国．２００２．华北克拉通北缘中生代高
锶花岗岩类：地球化学与源区性质．岩石学报，１８（３）：２５７～
２７４．

吴鸣谦，赵国春，高建伟，王海涛．２０１４．河北都山杂岩体地球化学
特征及其地质意义．中国地质，４１（１）：１０８～１２１．

张旗，王焰，熊小林，李承东．２００８ａ．埃达克岩和花岗岩：挑战与
机遇．中国大地出版社．

张旗，王焰，金惟俊，王元龙，李承东，熊小林．２００８ｂ．早中生代的
华北北部山脉：来自花岗岩的证据．地质通报，２７（９）：１３９１～
１４０３．

张旗，翟明国．２０１２．太古宙 ＴＴＧ岩石是什么含义？岩石学报，２８
（１１）：３４４６～３４５６．

ＡｎｈａｅｕｓｓｅｒＣＲ，ＭａｓｏｎＲ，ＶｉｌｊｏｅｎＭ Ｊ，ＶｉｌｊｏｅｎＰＲ．１９６９．Ａ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ｏｆｓｏｍ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ｓｈｉｅｌｄ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８０（１１）：２１７５～２２００．

ＡｎｈａｅｕｓｓｅｒＣＲ，ＲｏｂｂＬＪ．１９８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ｒｏｃｋ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ａｒｂｅｒｔｏ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Ｌ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９（１）：１８９～２１９．

ＡｒｔｈＪＧ，ＨａｎｓｏｎＧＮ．１９７５．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ｙ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ｃｒｕｓｔ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 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３９（３）：３２５～３６２．

ＡｒｔｈＪＧ．１９７９．Ｓｏｍｅ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 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ｓ———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ａｇｍ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Ｉｎ：Ｂａｒｋｅｒ
Ｆ．ｅｄｓ．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ｓ，Ｄａｃｉｔｅ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ｏｃｋｓ．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ｌｓｅｖｉｒ，１２３～１３２．

ＡｔｈｅｒｔｏｎＭＰ，ＰｅｔｆｏｒｄＮ．１９９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ｄｉｕｍｒｉｃｈｍａｇｍａｓｆｒｏｍ
ｎｅｗｌｙｕｎｄｅｒｐｌａｔｅｄｂａｓａｌｔｉｃｃｒｕｓｔ．Ｎａｔｕｒｅ，３６２：１４４～１４６．

ＢｌｉｓｓＮＷ，ＳｔｉｄｏｌｐｈＰＡ．１９６９．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Ｒｈｏｄｅｓｉａｎ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
（１）：３０５～３３３．

ＢｏｗｒｉｎｇＳＡ，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Ｓ．１９９９．Ｐｒｉｓｃｏａｎ（４．００～４．０３Ｇａ）
ｏｒｔｈｏ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ａｎａｄ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
ａｎｄ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１３４（１）：３～１６．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ＰＲ．２０１２．Ａｄａｋｉｔｅ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Ｌｉｔｈｏｓ，１３４：３０４～３１６．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ＰＲ．２００６．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ａｄａｋｉｔｅ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５１（３）：２５７～２６８．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ＤＣ，ＳｍｉｔｈｉｅｓＲＨ．２００７．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Ｐａｌｅｏａｒｃｈｅａｎ

Ｇｒａｎｉ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ＰｉｌｂａｒａＴｅｒｒａｎｅ，ＰｉｌｂａｒａＣｒａｔ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ａｒｌｙ Ａｒｃｈｅａｎ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５（１）：３６９～４０９．

ＣｏｎｄｉｅＫＣ，ＨｕｎｔｅｒＤＲ．１９７６．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Ａｒｃｈｅａｎ
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ａｒｂｅｒｔ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Ｅａｒｔｈ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９（２）：３８９～４００．

ＣｏｎｄｉｅＫＣ，ＫｒｏｎｅｒＡ．２００８．Ｗｈｅｎｄｉｄｐｌ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ｂｅｇｉ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ＣｏｎｄｉｅＫＣａｎｄＰｅａｓｅＶ．ｅｄｓ．Ｗｈｅｎ
ＤｉｄＰｌ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ＢｅｇｉｎｏｎＰｌａｎｅｔＥａｒｔｈ．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Ｕ．Ｓ．Ａ．，２８１～２９４．

ＣｏｎｄｉｅＫＣ，Ｏ’ＮｅｉｌｌＣ，ＡｓｔｅｒＲＣ．２００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ａ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ｈｕｔｄｏｗｎｆｏｒ２５０ＭｙｏｎＥａｒｔｈ．Ｅａｒｔｈ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８２（１）：２９４～２９８．

ＣｏｎｄｉｅＫＣ，ＰｅａｓｅＶ．２００８．Ｗｈｅｎｄｉｄｐｌ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ｂｅｇｉｎｏｎｐｌａｎｅｔ
Ｅａｒｔｈ？Ｉｎ：ＣｏｎｄｉｅＫ ＣａｎｄＰｅａｓｅＶ．ｅｄｓ．ＷｈｅｎＤｉｄＰｌａｔ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Ｂｅｇｉｎ ｏｎ ＰｌａｎｅｔＥａｒｔｈ？ 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Ｕ．Ｓ．Ａ．，Ｐｒｅｆａｃｅ．

ＣｏｎｄｉｅＫＣ．１９８１．Ａｒｃｈｅａｎ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Ｂｅｌｔｓ．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ＣｏｎｄｉｅＫＣ．２００５ａ．Ｅａｒｔｈａｓａｎ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ＣｏｎｄｉｅＫＣ．２００５ｂ．ＴＴＧｓａｎｄａｄａｋｉｔ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ｙｂｏｔｈｓｌａｂｍｅｌｔｓ？

Ｌｉｔｈｏｓ，８０（１）：３３～４４．
ＤｅｆａｎｔＭ Ｊ，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Ｍ Ｓ．１９９０．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ｍ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ｒｃ

ｍａｇｍａｓｂｙ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ｙｏｕｎｇｓｕｂｄｕｃｔｅｄ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Ｎａｔｕｒｅ，３４７
（６２９４）：６６２～６６５．

ＤｅｆａｎｔＭＪ．２００２．ＲｅｐｌｙｆｏｒｃｏｍｍｅｎｔｂｙＲ．Ｃｏｎｎｅｒｏｎ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ｓｌａｂｍｅｌｔｉｎｇｉｎａｒｃｍａｇｍａｓ”ｂｙＭ．ＤｅｆａｎｔａｎｄＰ．
Ｋｅｐｅｚｈｉｎｓｋａｓ（ＥＯＳ，２００１，８２：６５，６８～６９）．ＥＯＳ，６６：２５６～
２５７．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ＭＳ，ＤｅｆａｎｔＭＪ，ＫｅｐｅｚｈｉｎｓｋａｓＰＫ．１９９６．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
ｓｌａｂｄｅｒｉｖｅｄ 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 ｔｏｎａｌｉｔｅ ｄａｃｉｔｅ／ ａｄａｋｉｔｅ ｍａｇｍａ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８７（１）：２０５～２１６．

ＥｌｌａｍＲＭ，ＨａｗｋｅｓｗｏｒｔｈＣＪ．１９８８．Ｉ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ａｔ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６（４）：３１４～３１７．

ＥｒｎｓｔＷ Ｇ．２００９． Ａｒｃｈｅａｎ ｐｌ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ｒｉｓｅｏｆ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ｏｎｓｅｔ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ｐｉｓｏｄｉｃｓｔａｇｎａｎｔ—ｌｉ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Ｇｏｎｄｗａ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５（３）：２４３～２５３．

ＥｒｎｓｔＷＧ．２００７．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ｐｌｕｍｅｓａｎｄｐｌａｔｅｓ．Ｇｏｎｄｗａ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１（１）：３８～４９．

ＦｏｌｅｙＳ，ＴｉｅｐｏｌｏＭ，ＶａｎｎｕｃｃｉＲ．２００２．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ｅａｒｌｙ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ｒｕｓ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ｉｎ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４１７（６８９１）：８３７～８４０．

ＧｉｌｌＲ．２０１１．Ｉｇｎｅｏｕｓ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ｅ．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Ｕ．Ｓ．Ａ．．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ＲＪ，ＢｒａｄｌｅｙＤ，ＬｅａｃｈＤＬ．２０１０．Ｓｅｃｕｌａｒ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０５（３）：４５９～４６５．

ＧｕｉｔｒｅａｕＭ，ＢｌｉｃｈｅｒｔＴｏｆｔＪ，ＭａｒｔｉｎＨ，ＭｏｊｚｓｉｓＳＪ，ＡｌｂａｒｅｄｅＦ．２０１２．
Ｈａｆｎｉｕｍｉｓｏｔｏｐ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Ａｒｃｈｅａｎｇｒａｎｉ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ｆｏｒｄｅｅｐ
ｍａｎｔｌ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３３７：２１１～２２３．

ＧｕｏＦｅｎｇ，ＷｅｉＭｉｎｇｆａｎ，ＬｉＣｈａｏｗｅｉ．２００６．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ｌａｔｅ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ａｄａｋｉｔ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ｕｌｕｂｅｌｔ，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ｇｍ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ｂｅｎｅａｔｈ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ｌ
ｏｒｏｇｅｎ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１４３（１）：１～１３．

ＨｏｐｋｉｎｓＭ Ｄ，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ＴＭ，ＭａｎｎｉｎｇＣＥ．２０１０．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
Ｈａｄｅａｎ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ｆｒｏｍ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４Ｇａｚｉｒｃｏｎｓ．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９８（３）：３６７～３７６．

ＨｏｐｋｉｎｓＭ，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ＴＭ，ＭａｎｎｉｎｇＣＥ．２００８．Ｌｏｗｈｅａｔｆｌｏｗ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４Ｇｙｒｚｉｒｃｏｎ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Ｈａｄｅａｎｐｌａｔ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Ｎａｔｕｒｅ，４５６（７２２１）：４９３～４９６．

ＪａｈｎＢｏｒｍｉｎｇ，ＧｌｉｋｓｏｎＡＹ，ＰｅｕｃａｔＪＪ，ＨｉｃｋｍａｎＡＨ．１９８１．ＲＥＥ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ｄａｔａｏｆＡｒｃｈｅａｎｓｉｌｉｃｉｃ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ｓａｎｄ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ｉｌｂａｒａＢｌｏｃｋ，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１５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４年



ｆｏｒ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ｃｒｕｓ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
４５（９）：１６３３～１６５２．

ＪａｈｎＢｏｒｍｉｎｇ，ＶｉｄａｌＰ，ＫｒｏｎｅｒＡ．１９８４．Ｍｕｌｔｉｃｈｒ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ｇｅｓ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ａｎｔｏｎａｌｉｔｉｃ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ｉｎＦｉｎｎｉｓｈＬａｐｌａｎｄ：ａｃａｓｅｆｏｒ
ｌｏｎｇｃｒｕｓｔ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ｔｉｍ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８６（４）：３９８～４０８．

ＪｉａｎｇＮｅｎｇ，Ｌｉｕ Ｙ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Ｗｅｎｇｅ， ＹａｎｇＪｉｎｈｕｉ，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ｑｕａｎ．２００７．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ａｄａｋｉｔｉｃｍａｇｍａｓｆｒｏｍ
ａｎｃｉ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ｒｕｓ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ｒａｔｏｎ．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
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７１（１０）：２５９１～２６０８．

ＫａｙＲＷ．１９７８．Ａｌｅｕｔｉａｎｍａｇｎｅｓｉａｎａｎｄｅｓｉｔｅｓ：ｍｅｌｔｓｆｒｏｍｓｕｂｄｕｃｔｅ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 ｃｒｕ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ｏｌｃａ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４（１）：１１７～１３２．

ＫａｙＳＭ，ＭｐｏｄｏｚｉｓＣ，ＲａｍｏｓＶＡ，ＭｕｎｉｚａｇａＦ．１９９１．Ｍａｇｍａｓｏｕｒｃ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ｉｄｌａｔｅ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
ｓｈ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ａｎｄａ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ｃｒｕｓｔ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ｅ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２６５：１１３～
１３８．

ＬｅＭａｉｔｒｅ，Ｒ．ＲｏｇｅｒＷａｌｔｅｒ．２００２．Ｉｇｎｅｏｕｓｒｏｃｋｓ：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ｏｆｔｅｒｍ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ｏｎ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Ｉｇｎｅｏｕｓ
Ｒｏｃｋ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Ｕ．Ｋ．

Ｍａｒｔｉｎ Ｈ， Ｍｏｙｅｎ Ｊ Ｆ． ２００２．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ｏｎａｌｉｔｅ—
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ｓｍａｒｋ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ｏｌｉｎｇｏｆＥａｒｔｈ．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０（４）：３１９～３２２．

ＭａｒｔｉｎＨ，ＳｍｉｔｈｉｅｓＲＨ，ＲａｐｐＲ，ＭｏｙｅｎＪＦ，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Ｄ．２００５．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ａｄａｋｉｔｅ，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ＴＴＧ），ａｎｄ
ｓａｎｕｋｉｔｏｉ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ｓｏｍ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ｉｔｈｏｓ，７９（１）：１～２４．

ＭａｒｔｉｎＨ．１９９９．Ａｄａｋｉｔｉｃｍａｇｍａｓ：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ａｎ
ｇｒａｎｉｔｏｉｄｓ．Ｌｉｔｈｏｓ，４６（３）：４１１～４２９．

ＭａｒｔｉｎＨ．１９８６．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ｔｅｅｐｅｒＡｒｃｈｅａｎ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ｏｎ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ｍａｇｍａ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４（９）：７５３～
７５６．

ＭａｒｔｉｎＨ．１９８７．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ａｎ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ｓ，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ｓ，ａｎｄ
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ｓ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Ｆｉｎｌ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ａｎｄ 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２８（５）：９２１～９５３．

ＭａｒｔｉｎＨ．１９９３．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ｃｈａｅ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ｍｏｄｅｒ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Ｌｉｔｈｏｓ，３０
（３）：３７３～３８８．

ＭｅｎｎｅｋｅｎＭ，ＮｅｍｃｈｉｎＡＡ，ＧｅｉｓｌｅｒＴ，ＰｉｄｇｅｏｎＲＴ，ＷｉｌｄｅＳＡ．
２００７．Ｈａｄｅａｎｄｉａｍｏｎｄｓｉｎｚｉｒｃｏｎｆｒｏｍ ＪａｃｋＨｉｌｌｓ，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ａｔｕｒｅ，４４８（７１５６）：９１７～９２０．

ＭｏｒｅｓｉＬ，ＳｏｌｏｍａｔｏｖＶ．１９９８．Ｍａｎｔｌｅ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ｂｒｉｔｔｌｅ
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ｔｙ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
Ｖｅｎｕｓ．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３３（３）：６６９～６８２．

ＭｏｙｅｎＪＦ，ＭａｒｔｉｎＨ．２０１２．ＦｏｒｔｙｙｅａｒｓｏｆＴＴ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ｉｔｈｏｓ，１４８
（１）：３１２～３３６．

ＭｏｙｅｎＪＦ，ＳｔｅｖｅｎｓＧ．２００６．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ＴＴＧ
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ｒｃｈｅａｎ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ＢｅｎｎＫ，
ＭａｒｅｓｃｈａｌＪＣ，ＣｏｎｄｉｅＫＣ．Ｅｄｓ．Ａｒｃｈｅａｎ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ＡＧＵ，１４９～１７５．

ＭｏｙｅｎＪＦ，ＶａｎＨｕｎｅｎＪ．２０１２．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ｅｐｉｓｏｄｉｃｉｔｙ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ａｎ
ｐｌ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４０（５）：４５１～４５４．

ＭｏｙｅｎＪＦ．２０１１．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ｒｃｈａｅａｎｇｒｅｙ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ａｎｏｎｕｎｉｑｕ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ｆｏｒ
Ａｒｃｈａｅａｎｃｒｕｓ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Ｌｉｔｈｏｓ，１２３（１）：２１～３６．

ＮｅｂｅｌＪａｃｏｂｓｅｎＹ，ＭｎｋｅｒＣ，ＮｅｂｅｌＯ，ＧｅｒｄｅｓＡ，ＭｅｚｇｅｒＫ，ＮｅｌｓｏｎＤ

Ｒ．２０１０，Ｒ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ｆｉｒｓｔｃｒｕｓｔ：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ｆｒｏｍＨｆ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ｉｎ Ａｒｃｈｅａｎ ｚｉｒｃ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ｔ． Ｎａｒｒｙｅ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８２（３）：１７５～１８６．

Ｏ’ｃｏｎｎｏｒＪＴ．１９６５．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ｑｕａｒｔｚｒｉｃｈｉｇｎｅｏｕｓｒｏｃｋ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ｒａｔｉｏｓ．Ｕ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ａｐｅｒ，５２５：
７９～８４．

Ｏ’ＮｅｉｌｌＣ，ＪｅｌｌｉｎｅｋＡＭ，ＬｅｎａｒｄｉｃＡ．２００７．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
ｐｌ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ｎ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ｐｌａｎｅｔｓａｎｄｍｏｏｎｓ．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６１（１）：２０～３２．

ＰａｒｓｏｎｓＢ．１９８２．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ｒｅａ
ａｎｄ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ｆｌｏｏ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
Ｅａｒｔｈ（１９７８～２０１２），８７（Ｂ１）：２８９～３０２．

ＰｅａｃｏｃｋＳＭ，ＲｕｓｈｍｅｒＴ，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ＡＢ．１９９４．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ｎｇｏｃｅａｎｉｃｃｒｕｓ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２１
（１）：２２７～２４４．

ＰｅａｒｃｅＪＡ，ＰｅａｔｅＤＷ．１９９５．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ａｒｃｍａｇｍａｓ．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３：２５１～２８６．

ＰｅｔｅｒｍａｎＺＥ，ＢａｒｋｅｒＦ．１９７６．ＲｂＳｒｗｈｏｌｅｒｏｃｋａｇｅｏｆ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ｓ
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ｏｃｋ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ｒｏｎｄｈｅｉｍｒｅｇｉｏｎ，Ｎｏｒｗａｙ．
Ｉ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ｐｅｎＦｉｌｅＲｅｐｏｒｔ，７６，１～１７．

ＰｅｔｆｏｒｄＮ，ＡｔｈｅｒｔｏｎＭ．１９９６．Ｎａｒｉｃｈ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ｅｌｔｓｆｒｏｍ ｎｅｗｌｙ
ｕｎｄｅｒｐｌａｔｅｄｂａｓａｌｔｉｃｃｒｕｓｔ：ｔｈｅＣｏｒｄｉｌｌｅｒａＢｌａｎｃａＢａｔｈｏｌｉｔｈ，Ｐｅｒｕ．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３７（６）：１４９１～１５２１．

ＲａｐｐＲＰ，ＳｈｉｍｉｚｕＮ，ＮｏｒｍａｎＭＤ．２００３．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ｅａｒｌｙ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ｒｕｓｔｂｙ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ｅｃｌｏｇｉｔｅ．Ｎａｔｕｒｅ，４２５（６９５８）：６０５～
６０９．

ＲａｐｐＲＰ，ＷａｔｓｏｎＥＢ．１９９５．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ｍｅｔａｂａｓａｌｔａｔ８～
３２ｋｂａ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ｃｒｕｓｔ—ｍａｎｔｌｅ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３６（４）：８９１～９３１．

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ＨＲ．１９９３．Ｕｓｉｎｇ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Ｈａｒｌｏｗ．

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ＨＲ，ＴａｒｎｅｙＪ．２００５．Ａｄａｋｉｔｅｓ———ｔｈｅｋｅｙ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ＬＩＬＥ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ａｎｕｌｉｔｅｓ．Ｌｉｔｈｏｓ，７９（１）：６１～８１．

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ＨＲ．２００９．ＥａｒｌｙＥａｒ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Ｕ．Ｓ．Ａ．

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ＨＲ，ＭａｒｔｉｎＨ．２００５．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ｎａｄａｋｉｔｅ，ＴＴＧ
ａｎｄｓａｎｕｋｉｔｏｉｄ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ｃｒｕｓｔ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Ｌｉｔｈｏｓ，７９（１）：ｉｘ～ｘｉｉ．

ＲｏｌｌｉｎｓｏｎＨＲ．２０１１．Ａｒｅｐｌｕｍｅｓａ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Ａｒｃｈｅ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ｖ１３：ＥＧＵ２０１１
～ＥＧＵ２１８０．

ＳｃｈｍｉｄｔＭＷ，ＰｏｌｉＳ．２００４．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ｅｐｉｄｏｔ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
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５６（１）：３９９～４３０．

ＳｃｈｍｉｄｔＭＷ，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ＡＢ．１９９６．Ｅｐｉｄｏｔｅｉｎｃａｌｃ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ｍａｇｍａｓ：
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ｈａ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ｌｅ
ｏｆｅｐｉｄｏｔｅｉｎ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ｓｔ，８１（１）：
４６２～４７４．

ＳｈａｎｎｏｎＲＤ，ＰｒｅｗｉｔｔＣＴ．１９６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ｏｎｉｃｒａｄｉｉｉｎｏｘｉｄｅｓａｎｄ
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ｓ． Ａｃｔａ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５（５）：９２５～９４６．

ＳｌｅｅｐＮＨ．２０００．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ｏｆ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ｐｌａｎｅ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ｌａｎｅｔｓ（１９９１～２０１２），
１０５（Ｅ７）：１７５６３～１７５７８．

ＳｍｉｔｈｉｅｓＲＨ，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ＤＣ，ＣａｓｓｉｄｙＫＦ．２００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ｔｈ’
ｓｅａｒｌｙＡｒｃｈａｅ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２７
（１）：８９～１０１．

ＳｍｉｔｈｉｅｓＲＨ，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ＤＣ，ＶａｎＫｒａｎｅｎｄｏｎｋＭＪ．２００９．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１５第 ３期 吴鸣谦等：ＴＴＧ岩套的成因及其形成环境



ｏｆＰａｌｅｏａｒｃｈｅ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ｆｒａｃｒｕｓｔａｌ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ｂａｓａｌ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８１（３）：２９８
～３０６．

ＳｍｉｔｈｉｅｓＲＨ，ＶａｎＫｒａｎｅｎｄｏｎｋＭ Ｊ，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ＤＣ．２００７．Ｔｈｅ
Ｍｅｓｏａｒｃｈｅａ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ｓｔｙｌｅ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１（１）：５０～６８．

ＳｍｉｔｈｉｅｓＲＨ．２０００．ＴｈｅＡｒｃｈａｅａｎ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
（ＴＴＧ）ｓｅｒｉｅｓｉｓｎｏｔａｎ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ｏｆ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ａｄａｋｉｔ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８２（１）：１１５～１２５．

ＳｔｅｅｎｆｅｌｔＡ，ＧａｒｄｅＡＡ，ＭｏｙｅｎＪＦ．２００５．Ｍａｎｔｌｅｗｅｄｇ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ｉｎ
ｔｈｅｐｅｔｒ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ａｎｇｒｅｙｇｎｅｉｓｓｅｓｉｎＷｅｓｔ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Ｌｉｔｈｏｓ，７９（１）：２０７～２２８．

ＳｔｅｒｎＲＪ．２００５．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ｓ，ｂｌｕｅｓｃｈｉｓｔｓ，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ｔｅｒｒａｎ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ｅｐｉｓｏｄｅｏｆ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ｂｅｇａｎｉｎ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ｔｉｍ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３（７）：５５７～
５６０．

ＳｔｅｒｎＲＪ．２００８．Ｍｏｄｅｒｎｓｔｙｌｅｐｌ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ｂｅｇａｎｉｎ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ｔｉｍｅ：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
ＣｏｎｄｉｅＫＣａｎｄＰｅａｓｅＶ．ｅｄｓ．ＷｈｅｎＤｉｄＰｌ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Ｂｅｇｉｎｏｎ
ＰｌａｎｅｔＥａｒｔｈ．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Ｕ．Ｓ．Ａ．，２６５～
２８０．

ＳｔｅｒｎＲＪ．２００２．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ｓ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４０（４）：
３１３～３３８．

ＳｔｅｒｎＲＪ．２００７．Ｗｈｅｎａｎｄｈｏｗｄｉｄｐｌ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ｂｅｇｉ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５２（５）：
５７８～５９１．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ＤＪ．２００８．Ａ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ｔｈｅｄｅｅｐＥａｒ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４５１（７１７６）：２６１～２６５．

ＳｕｎＳＳ，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ＷＦ．１９８９．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ｏｆ
ｏｃｅａｎｉｃｂａｓａｌ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ａｎｔｌ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４２（１）：３１３～
３４５．

ＷａｔｓｏｎＥＢ，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ＴＭ．２００５．Ｚｉｒｃｏｎ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ｔｅｒｒｅｖｅａｌｓｍｉｎｉｍｕｍ
ｍｅｌ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ｅａｒｌｉｅｓｔ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０８（５７２３）：８４１～
８４４．

ＷｉｌｄｅＳＡ，ＶａｌｌｅｙＪＷ，ＰｅｃｋＷＨ，ＧｒａｈａｍＣＭ．２００１．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ｏｃｅａｎｓｏｎ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４．４Ｇｙｒａｇｏ．Ｎａｔｕｒｅ，４０９（６８１７）：１７５～１７８．

ＷｉｎｄｌｅｙＢ Ｆ．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Ｅｎｇｌａｎｄ：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

ＷｉｔｚｅＡ．２００６．Ｇｅ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ｓｗｅｋｎｏｗｉｔ．Ｎａｔｕｒｅ，
４４２（７０９９）：１２８～１３１．

Ｘｉｏ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ＡｄａｍＪ，ＧｒｅｅｎＴＨ．２００５．Ｒｕｔｉｌ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ｕｔｉｌｅ／
ｍｅｌｔＨＦＳ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ｈｙｄｒｏｕｓｂａｓａｌ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ＴＧｇｅ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１８（３）：３３９～
３５９．

Ｘｉｏ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ＫｅｐｐｌｅｒＨ，ＡｕｄéｔａｔＡ，ＧｕｄｆｉｎｎｓｓｏｎＧ，ＳｕｎＷｅｉｄｏｎｇ，
ＳｏｎｇＭａｏｓ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ｏＷａｎｓｈｅｎｇ，ＬｉＹｕａｎ．２００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ｒｕｔｉｌｅ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ｍｅｔａｂａｓａｌｔａｔ
ｔｈｅａｍｐｈｉｂｏｌｉｔｅｔｏｅｃｌｏｇｉｔ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ＴＧ
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ｉｓｔ，９４（８）：１１７５～１１８６．

ＹａｎｇＪｉｎｈｕｉ，ＣｈｕｎｇＳｕｎＬｉｎ，ＺｈａｉＭｉｎｇｇｕｏ，ＺｈｏｕＸｉｎｈｕａ．２００４．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ｒ—Ｎｄ—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ｆｉｃｄｉｋ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Ｊｉａｏｄｏｎｇ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Ｃｈｉ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ｖｅｉｎｐｌｕｓ
ｐｅｒｉｄｏｔｉｔｅｍｅｌ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ａｎｔｌｅ．Ｌｉｔｈｏｓ，７３（３）：１４５～
１６０．

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ＴＧＳｕｉｔｅ
ＷＵＭｉｎｇｑｉａｎ，ＺＵＯＭｅｎｇｌｕ，ＺＨＡＮＧＤｅｈｕｉ，ＺＨＡＯＧｕｏｃｈ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ＴＧｓｕｉｔｅｉｓａ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ｎａｌｉｔｅ—
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ＴＴＧｓｕｉｔｅｅｘｉｓ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ｔｒｅａｃｈｅｓ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ｃａ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ｃｈｅａ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ｐａｒｔｏｆ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ｃｒｕｓｔ．ＴＴＧｓｕｉｔｅｉｓｎａｍｅｄａｆｔｅｒ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ｍｈａｖ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ｅ．Ｎａｒｉｃｈ，ｈｉｇｈ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ｍｅａｎ＞１５％），
ｌｏｗｉｎＭｇ，ＮｉａｎｄＣｒ，ＬＲＥＥ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ｗｈｉｌｅＨＲＥＥｄｅｐｌｅｔｅｄ，ＨｉｇｈＳｒ，ｌｏｗｉｎＹａｎｄＹｂａｎｄｎｏｅｖｉｄｅｎｔＥｕ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ｔｈａｔａ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ｗｉｔｈＡｄａｋｉ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ｒａｒ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Ｍｏｓｔ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ＴＧｍｅｌｔｉ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 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ｅｌｔｉｎｇｏｆｍｅｔａｂａｓａｌｔｉｃｐｒｏｔｏｌｉｔｈｓｗｈｉｌｅｈａｖｉｎｇｌｉｔｔｌ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ｎ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ｃｐｈａｓｅｓ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ｕｔｈｏｒｓｔｈｉｎｋｉｔｍａｙｎｏｔｂ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ａｎａｒｒｏｗｒａｎｇｅｏｆＰ—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ｕｍｂｌ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ｔｉｓｍｏｒ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ｆｏｒｕｓｔｏｔａｋ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ｔｏｓｅｒｉｏｕ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ｕｓ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ＴＧｂｅｆｏｒｅ３．８Ｇａｍｉｇｈｔ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ｎｏｎ
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ｔｈａｔｏｆ３．８～１．９Ｇａｍｉｇｈｔ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ｐｉｓｏｄ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ｏｆ１．９Ｇ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ｉｇｈｔｂｅｍｏ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ｏｎｌｙｔｏ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ＴＧ（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ｔｒｏｎｄｈｊｅｍｉｔｅ—ｇｒａｎｏｄｉｏｒｉｔｅ）ｓｕｉｔｅ；ａｄａｋｉｔｅ；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ｙｌｅｐｌ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４１５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