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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银根-额济纳旗盆地苏红图坳陷早白垩世火山活动强烈。火山岩的 40Ar/39Ar 年龄值为 106.48±1.32～

113.12±1.38 Ma；里特曼指数、K2O 和 K2O+Na2O 与 SiO2的关系表明该区火山岩为钾质碱性玄武岩；微量元

素 Nb、Ta 富集的特点显示出苏红图火山岩具有洋岛玄武岩（OIB）特征，说明其源区可能主要是对流的软

流圈地幔。火山岩的 87Sr/86Sr 和 143Nd/144Nd 比值分别变化在 0.705477～0.707098 及 0.512318～0.512480 之间，

其 Nd、Sr 同位素组成靠近第一类富集地幔（EMI）端元，并有向 EMⅡ延伸的趋势，显示本区火山岩的源

区很大程度上受 EMI 的影响，并受 EMII 的微弱影响。此外，随着 εNd 的减少，P2O5、Rb、Sr、Ba 及 Zr 逐

渐富集，暗示苏红图火山岩没有经历明显的地壳物质混染。所以，苏红图火山岩是来自对流软流圈地幔的熔

融产物。岩浆在快速上升过程中受到了 EMI 型地幔的混染，但是没有受到明显的地壳物质混染，经分离结

晶形成苏红图钾质碱性玄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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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济纳旗－银根盆地（以下简称银－额盆

地）位于塔里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华北

4 个板块的结合部位。该盆地地跨 4 个性质不同

的大地构造单元，与国内其它盆地相比，具有复

杂多变的地质构造背景，经历了变质结晶基底-

褶皱基底的形成、沉积盖层发育、板内伸展和陆

内造山等不同演化阶段。银－额盆地内部火山岩

发育，在查干凹陷、苏红图坳陷以及尚丹坳陷东

部均有分布[1]。火山喷发期次主要有 3 期，第一

期为印支期；第二期为燕山早期；第三期为燕山

晚期（早白垩早期、早白垩晚期，晚白垩世晚期），

其中早白垩世晚期火山岩活动最为强烈，波及面

较广，由中基性火山熔岩组成，产于下白垩统苏

红图组中[2,3]。 

苏红图坳陷位于银－额盆地的东端，该地偏

远且道路交通很不便利，很少有学者对该地区该

期火山岩做过详细研究。在已有的成果中，主要

是针对该地区火山岩岩石类型、同位素年龄、地

球化学特征及火山岩与油气之间的关系做过少

量研究[4-6]，此外，钟福平等[7,8]对该地区的火山

岩的幔源特征进行过一些对比探讨。对银－额盆

地油气勘探表明，下白垩统巴音戈壁组及苏红图

组下段具有生烃潜力[9]，而早白垩世火山岩对油

气的成藏具有重要的影响，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对

油气资源的需求，对该地区早白垩世火山岩进行

详细研究具有重要长远意义。本文作者在苏红图

坳陷采集了大量样品（图 1），在大量的实验数据

基础上，对该地区的火山岩的年代及其地球化学

特征进行了分析，此外，还对该地区火山岩成因

进行了探讨。 

1 火山岩年代学 

前人对苏红图坳陷火山岩年龄做过一些研

究。吴少波等[4,5]通过地层的接触关系研究将分布

于苏红图坳陷的该套火山岩认定为早白垩世中

晚期。卫平生等[1]根据岩石地球化学研究，位于

银－额盆地东部的查干凹陷查参1井中岩石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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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盆地边界；2-火山岩分布；3-早白垩世火山岩分布；4-火山岩采样位置 

图 1 研究区位置 

Fig. 1. Geographic location of Inggen-Ejin Qi Basin. 

同位素测年值为 115.6～116.7 Ma。本文对在苏红

图坳陷野外采集的样品进行 Ar-Ar 测试（由中国

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测试），得到年龄

值为 106.48±1.32 Ma～113.12±1.38 Ma（表 1、2，

图 2、3），属早白垩世火山岩，与前人研究结果

相吻合。 

2 地球化学特征 

2.1 样品及测试方法 

将采集的样品选送部分至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进行测试，测试项目为常量元

素、微量元素、Sr-Nd-Pb 同位素，其中常量、微

量元素测试各 24 件，同位素 6 件。 

常量元素分析方法：用 0.6 g 样品和 6 g 四硼

酸锂制成的玻璃片在 Shimadzu XRF-1500 上测定

氧化物的质量分数，精度优于 2%～3%。 

微量元素采用酸溶法：样品溶液制备好后，

在 ElementⅡ型 ICP-MS 上测试，按照 GSR-1 和

GSR-2 国家标准，元素质量分数大于 10×10-6 的

元素精度优于 5%，小于 10×10-6的元素优于 10%。 

Sr、Nd 同位素分析方法：称取约 100 mg 全

岩粉末样品，加入适量的 87Rb-84Sr 和 149Sm-150Nd

混合稀释剂和纯化的 HF-HClO4 混合试剂后，在

高温下完全溶解。Rb-Sr 分离和纯化在装有 5 

mlAG50W-X12 交换树脂（200～400 目）的石英

交换柱进行，Sm 和 Nd 的分离和纯化是在石英交

换柱用 1.7 mL Teflon 粉末为交换介质完成。采用
146Nd/144Nd=0.7219 和 86Sr/88Sr=0.1194 分别校正

测得 Nd 和 Sr 同位素比值。Nd 标样 Jndi-1 测定

结果为 143Nd-144Nd=0.512107，Sr 标样 NBS987

测定结果为 87Sr-86Sr =0.710276。Rb-Sr 和 Sm-Nd

的全流程本底分别为 100 pg 和 50 pg 左右。 

Pb 同位素的分析方法：采用 HF 溶解样品，

溶样后蒸干样品溶液，用 6 mol/LHCl 将氟化物样

品转为氯化物，蒸干后，用 0.6 mol/L HBr 提取样

品。在装有 80 μlAGlx（100～200 目）交换树脂

的Teflon交换柱上，采用 0.6 mol/L HBr和 6 mol/L 

HCl 流程分离纯化 Pb 样品。同位素比值测量采用

德国 Finnigan 公司 MAT262 固体源质谱仪，
147Sm/144Nd 和 87Rb/86Sr 比值误差小于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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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0Ar/39Ar 阶段升温分析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40Ar/39Ar stage warming 

温度/℃ 40Ar/39Ar 37Ar/39Ar 36Ar/39Ar 40Ar*/39Ark 
40Ar*/% 39Ark/% 年龄/ Ma ± 2σ /Ma 

800 701.20117 2.83541 2.37229 0.414464 0.06 0.34 3.6 150.35 

850 1347.63371 1.51256 4.54096 5.908866 0.44 1.83 50.7 275.71 

900 377.25698 1.54868 1.22754 14.659909 3.88 4.67 123.2 70.66 

950 94.59198 1.71983 0.26732 15.759120 16.64 13.26 132.2 15.59 

990 44.86243 1.25496 0.10511 13.915625 30.99 13.21 117.2 6.39 

1030 33.75397 1.08670 0.06894 13.479338 39.90 10.35 113.6 4.37 

1070 35.48988 0.81590 0.07659 12.932506 36.41 5.71 109.1 4.91 

1110 27.21932 0.76648 0.04611 13.662610 50.16 6.75 115.1 3.27 

1150 20.10580 1.47922 0.02323 13.376534 66.45 8.36 112.8 1.90 

1180 21.19297 2.36783 0.02721 13.368360 62.95 5.71 112.7 2.67 

1210 20.25695 2.63317 0.02429 13.319324 65.60 6.26 112.3 2.43 

1260 19.66864 4.47057 0.02273 13.358679 67.66 10.48 112.6 1.92 

1330 21.43974 9.43589 0.03002 13.427904 62.13 4.98 113.2 2.67 

1450 20.24739 7.92726 0.02506 13.563974 66.54 8.11 114.3 2.13 

表 2 40Ar/39Ar 阶段升温分析结果 

Table 2．Analysis results of 40Ar/39Ar stage warming 

温度/℃ 40Ar/39Ar 37Ar/39Ar 36Ar/39Ar 40Ar*/39Ark 
40Ar*/% 39Ark/% 年龄/ Ma ± 2σ /Ma 

800 78.74380 0.56554 0.26173 1.448856 1.84 1.97 12.9 ±18.2 

850 189.24489 0.96147 0.62531 4.544667 2.40 4.38 40.3 ±40.6 

900 94.08039 1.18663 0.28533 9.870298 10.48 7.77 86.3 ±17.8 

940  21.27121 0.43903 0.03040 12.328428 57.94 9.48 107.2 ± 2.0 

980 20.05984 0.38474 0.02585 12.455932 62.07 8.75 108.3 ± 2.0 

1020  21.02690 0.36767 0.03005 12.179294 57.90 6.40 105.9 ± 2.1 

1050  21.58730 0.37745 0.03226 12.088074 55.98 6.96 105.2 ± 2.3 

1080  23.09013 0.48025 0.03766 12.002888 51.96 9.80 104.5 ± 2.5 

1110  24.75671 0.56895 0.04324 12.029227 48.57 7.43 104.7 ± 2.8 

1140  25.41226 0.60758 0.04502 12.163771 47.84 7.48 105.8 ± 3.0 

1170  27.03045 0.67962 0.04993 12.335917 45.61 8.17 107.3 ± 3.2 

1200  25.33075 0.86710 0.04448 12.263561 48.38 6.83 106.7 ± 3.4 

1250  26.59450 1.34128 0.04871 12.319973 46.27 6.23 107.1 ± 3.3 

1330  29.33296 1.72995 0.05849 12.205260 41.55 3.00 106.2 ± 4.0 

1450  28.11178 1.56163 0.05306 12.571883 44.66 5.36 109.3 ± 3.5 

 
图 2 苏红图火山岩坪年龄和反等时线年龄 

Fig. 2. Plateau and reverse isochron age of vulcanite of Suhong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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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苏红图火山岩坪年龄和反等时线年龄 

Fig. 3. Plateau and reverse isochron age of vulcanite of Suhongtu. 

2.2 主量元素特征 

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火山岩 SiO2 质量分数

为 47.58%～56.28%，平均质量分数为 49.63%，

为中-基性火山岩。计算里特曼指数 σ 得到：4.7

＜σ＜7.9，平均值为 6.3，属碱性系列火山岩[10]。

MgO 的质量分数为 0.51%～7.82%，平均质量分

数为 5.27%。K2O+Na2O 的质量分数为 4.95%～

7.51%，平均质量分数为 6.37%，在 TAS 图解中，

24 个样品中大多落在粗玄岩及玄武粗安岩中（图

4），而在 SiO2-K2O+Na2O 图解中 24 个样品均落

在碱性玄武岩系列区域中（图 5）。 

 
图 4 苏红图火山岩 TAS 图解 

Fig. 4. TAS diagram for Suhongtu volcanic rocks. 

K2O 质量分数 1.03%～3.09%，平均质量分数

为 2.04%，在 SiO2-K2O 图解中，绝大多数的样品

落在高钾玄武岩区域中（图 6）。此外，火山岩富

铝，Al2O3 质量分数为 14.67%～17.94，平均质量

分数为 16.27%。 

         
图 5 SiO2-K2O+Na2O 图解 

Fig. 5 Diagram of SiO2 and K2O+Na2O 

 

图 6  SiO2-K2O 图解 

Fig. 6. Diagram of SiO2 and K2O. 

在 Harker 图解中，K2O、P2O5 的质量分数随

SiO2 的质量分数增大而增大，FeO+Fe2O3、MgO

的质量分数随 SiO2 质量分数增加而减少，而

TiO2、Al2O3、Na2O、CaO 的质量分数随 SiO2的

增大没有明显的变化（图 7）。 

2.3 微量元素特征 

对该区火山岩微量元素数据进行处理，作微

量元素/球粒陨石的蜘蛛图解（图 8）。从图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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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苏红图火山岩的 Harker 图解 

Fig. 7.  Harker diagrams for the volcanic rocks from Suhongtu depression.

 

图 8 苏红图火山岩微量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模式图 

Fig. 8. Chondarite-normalized trace element diagram. 

以看出 Rb 元素质量分数变化比较大，有些出现

了亏损，有些出现富集，而 Ba、Nb、Ta、La 等

大亲石离子（LILE）及 LREE 离子富集。由于

Nb、Ta 元素具有富集的特点，显示出了具有洋岛

玄武岩（OIB）特征，说明了苏红图火山岩岩浆

主要来自于对流的软流圈地幔。此外，微量元素

Sr 出现了轻微的亏损，这可能与斜长石的分离结

晶作用有关[11]。 

在 MgO 质量分数大于 4%条件下，不相容元

素如 Nb、Zr、Y、Rb、Sr、Ba 等的丰度随着 MgO

质量分数的减少而增加（图 9）。相容元素 Sc 的

丰度范围为 15.044～26.963，平均值为 22.954；

Ni 的丰度范围为 15.934～119.607，平均值为

79.738；Co 的丰度范围为 10.380～43.518，平均

值为 31.692；Cr 的丰度范围为 49.168～237.138，

平均值为 174.421，它们与 MgO 均呈正相关关系

（图 10）。该区火山岩 Nb/U 的值为 18.91～94.90，

平均值为 51.24，Ce/Pb 的值为 9.10～15.81，平均 

值为 13.83，这些比值都要大于原始地幔值 Nb/U

≈30，Ce/Pb≈9[12]，明显大于上陆壳平均值 Nb/U 

 
图 9 MgO 与 Nb、Zr、Y、Rb、Sr、Ba 关系图 

Fig. 9. Diagram for MgO vs. Nb, Zr, Y, Rb, Sr 

and Ba, respectively. 

 

图 10  Sc、Ni、Co、Cr 与 MgO 呈正相关关系 

Fig. 10. Relationship diagram for MgO vs. Sc, Ni, Co 

and Cr, respectively. 

≈9，Ce/Pb≈3[13]。 

此外，对 Zr、Ti、Nb、Y 等元素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分析处理。在 Zr/Ti 与 Nb/Y 关系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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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样品均落入碱性玄武岩范围内；在 Zr/Y 与

Zr 关系图（图 12），样品数据均落入板内碱性玄

武岩范围，Ti-Zr-Sr 之间的关系图（图 13），样品

均落入钙碱性玄武岩范围内，Nb-Zr-Y 之间的关

系图（图 14），样品均落入板内碱性玄武岩和板

内拉斑玄武岩范围内。 

 
图 11 Zr/Ti 与 Nb/Y 关系图 

Fig. 11. Diagram for Zr/Ti and Nb/Y. 

 

图 12  Zr/Y 与 Zr 关系图 

Fig. 12. Diagram for Zr/Y and Zr. 

该区火山岩 REE 质量分数变化范围比较大，

为 121.685～312.394，平均质量分数为 169.477，

从稀土元素球粒陨石[14]标准化模式图可以看出，

模式图为右倾式分配模式（图 15），火山岩轻稀

土元素富集，而重稀土元素相对亏损，LREE 质

量分数为 102.317～281.506，平均质量分数为

148.838；HREE 质量分数为 17.707～30.888，平

均质量分数为 20.638。(La/Yb)N为 6.158～11.501，

平均为 8.126。总体上，24 个样品的稀土元素分

配模式相似（图 15），说明它们可能来自同一物

源区。 

 
图 13 Ti、Zr、Sr 之间的关系图 

Fig. 13. Diagram for Ti, Zr and Sr.  

 

图 14  Nb、Zr、Y 之间的关系图 

Fig. 14. Diagram for Nb, Zr and Y. 

 

图 15 苏红图火山岩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模式图 

Fig. 15. Chondarite-normalized rare earth element diagram 

for volcanic of Suhongtu depression. 

w(Sr)/w(Ba)的值为 0.3877～0.9108，平均值

为 0.7146，w(Sr)/w(Ba)的值为 4.3623～5.5590，

平均值为 5.0009。苏红图 24 个火山岩样品的 δEu

为 0.754～1.061，平均值为 0.971，为轻微亏损，

说明了没有斜长石分离结晶。24 样品的 δCe 为

0.894～0.964，平均值为 0.917，为轻微 Ce 负异

常，岩石 Ce 负异常可能由于遭受分化作用或者

是源区物质固有特征的体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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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同位素特征 

同位素 Nd 为不相容元素，因而在地幔部分

熔融时，熔融程度越低，岩浆的 Nd 越富集，εNd

也就越小。苏红图火山岩的 87Sr/86Sr和 143Nd/144Nd

比值分别为 0.705477～0.707098 及 0.512318～

0.512480（表 3）。143Nd/144Nd 比值均小于未分异

球粒陨石地幔值 0.512638，并 εNd 均为负值，

εNd=-6.24～-3.08。在 87Sr/86Sr、143Nd/144Nd 及 εNd

相关性图解上（图 16），火山岩的 Nd、Sr 同位素

组成靠近第一类富集地幔（EMI）端元，并有向

EMⅡ延伸的趋势，显示本区火山岩的源区主要

受 EMI 控制，并受 EMⅡ的微弱影响[16]。 

苏红图火山岩同位素 Pb 值比较接近，比值

变化范围较窄，分别为：206Pb/204Pb=17.8307～

17.9368，平均值为 17.8741；207Pb/204Pb=15.4689～

15.4916，平均值为 15.4805；208Pb/204Pb=37.4447～

38.1678，平均值为 37.9892，火山岩的 206Pb/204Pb，
207Pb/204Pb，208Pb/204Pb 变化范围很小，相对集中，

显示了其岩浆同源性。对该区火山岩 206Pb/204Pb

与 207Pb/204Pb、206Pb/204Pb 与 208Pb/204Pb 关系图解

（图 17），可以看出，该区火山岩主要受 EMI 源

区的影响。 

3 岩浆成因探讨 

根据源区岩浆微量元素特征，可以很好地探

讨源区组成和岩浆作用过程[24]。图 18 中由于 Nb、 

 
图 16 87Sr/86Sr、143Nd/144Nd 及 εNd 关系图解 

Fig. 16. Diagram of relation of 87Sr/86Sr, 
143Nd/144Nd and εNd. 

表 3 苏红图火山岩同位素数据 

Table 3. Isotopes of the Suhongtu volcanic rocks 

样品  206Pb/204Pb 2SE(M)/% 207Pb/204Pb 2SE(M)/% 207Pb/204Pb 2SE(M)/% 87Sr/86Sr (2σ) 143Nd/144Nd (2σ) 

sht-06 17.9368  0.015  15.4832  0.016  38.1678 0.018  0.706611 0.000012 0.512457  0.000015

sht-08 17.8987  0.009  15.4818  0.010  38.1503 0.010  0.706782 0.000008 0.512475  0.000015

sht-11 17.9089  0.011  15.4831  0.012  38.1483 0.013  0.705867 0.000012 0.512480  0.000015

sht-18 17.8307  0.011  15.4916  0.012  37.4447 0.013  0.707098 0.000014 0.512318  0.000014

sht-23 17.8386  0.011  15.4689  0.012  37.9882 0.011  0.705498 0.000010  0.512471  0.000015

sht-28 17.8309  0.020  15.4745  0.023  38.0358 0.030  0.705477 0.000012  0.512445  0.000016 

注：2SE(M)/%为测量误差. 

 

EMI 和 EMII 为富集地幔端元；DM 为亏损地幔同位素组成范围；HIMU 为高 U/Pb 地幔组成范围；NHRL 为北半球参考线 

图 17 火山岩 206Pb/204Pb-207Pb/204Pb 与 206Pb/204Pb-208Pb/204Pb 关系图解 

Fig. 17. Pb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the Suhongtu volcanic rocks 206Pb/204Pb vs. 207Pb/204Pb and 206Pb/204Pb vs. 208Pb/204Pb. 



 

114 矿   物   学   报 2014 年 

Ta 元素具有富集的特点，显示出了具有洋岛玄武

岩（OIB）特征，说明了苏红图火山岩岩浆主要

来自于对流的软流圈地幔；而从同位素特点来

看，该区 6 个火山岩 εNd 均小于 0，为-6.24～-3.08，

很显然岩浆源区具有富集的特征，且在 87Sr/86Sr、
143Nd/144Nd 及 εNd 相关性图解上，火山岩的 Nd、

Sr 同位素组成靠近第一类富集地幔（EMI）端元，

并有向 EMⅡ延伸的趋势，显示本区火山岩的源

区受 EMI 影响很大，受 EMⅡ的微弱影响，对该

区火山岩 206Pb/204Pb 与 207Pb/204Pb、206Pb/204Pb 与
208Pb/204Pb 关系图解，也可以看出，该区火山岩

主要受 EMI 源区的影响。 

 

图 18 苏红图火山岩 εNd(t)与 Zr、P2O5、Rb、Sr、

Ba、Nb、CaO、Na2O 关系图 

Fig. 18. Diagram of εNd(t) and Zr, P2O5, Rb, Sr, Ba and Nb 

for volcanic of Suhongtu depression. 

从图 18 中可以看出，随着 εNd 的减少，Zr、

P2O5、Rb、Sr、Ba 及 Nb 逐渐富集，暗示着苏红

图火山岩没有经历明显的地壳物质混染[25]。而

Na2O、CaO等主量元素随着 εNd（εNd=-6.24～-3.08）

的增加而增加，是因为随着部分熔融程度增加，

地幔中的角闪石、金红石和金云母开始部分熔

融，富集了 Na 和 Ca 元素。此外，如果火山岩岩

浆被上地壳物质混染，87Sr/86Sr 比值应该更大些，

变化范围更宽些。苏红图火山岩 87Sr/86Sr 值远小

于现今大陆地壳 87Sr/86Sr 比值（平均为 0.719），

也可以说明它们没有受到明显的地壳物质混染，

再者，岩石的低 Rb/Ba，Rb/Sr 值和高 Ti/Y 比值

排除了岩浆被地壳混染的可能[26]。 

从前面分析得到该区火山岩中微量元素 Ba、

Nb、Ta、La 等大亲石离子（LILE）富集，这些

元素的丰度受控于源区组分、残余矿物相、部分

熔融程度以及随后的分离结晶作用的程度[27]。用

微量元素的分配系数可以来研究岩浆的平衡部

分熔融和分离结晶作用[28]，从 w(La)/w(Sm)比值

对 w(La)作图（图 19）我们可以发现苏红图火山

岩岩浆既有部分熔融特征，又带有分离结晶的特

征，所以，苏红图火山岩可能为平衡部分熔融及

随后的分离结晶共同作用的产物。 

 

图 19 La/Sm-La 关系图 

Fig. 19. Diagram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w(La)/w(Sm) and w(La). 

前面分析在 MgO 质量分数大于 4%条件下，

不相容元素如 Rb、Sr、Y、Zr、Nb、Ba 等的丰

度随着 MgO 质量分数的减少而增加，相容元素

Sc、Ni、Co、Cr 等它们与 MgO 均呈正相关关系，

表明岩浆演化早期经历了一定的橄榄石或单斜

辉石的分离结晶作用致使熔体在上升过程中经

历了一定量的矿物结晶分异作用[28,29]。分离结晶

作用期间，橄榄石可能是从熔体中移走的主要矿

物，但是低 Sc 浓度（0.146～14.482 μg/g，平均

3.593 μg/g）可能表明发生了少量的单斜辉石分离

结晶作用，此外，有些岩石样品中的 MgO 质量

分数较低（低于 4%），表明分离结晶作用进行非

常强烈。 

人们对西伯利亚、华北和塔里木等稳定块体

之间的碰撞拼合已有了较为一致的认识[31-35]。

Zhao 等[31]根据古地磁研究结果，提出西伯利亚板

块、内蒙古褶皱带和华北地块的碰撞拼合最后结

束时间为晚侏罗世；任收麦等[36]通过古地磁研

究，提出在早白垩世，西伯利亚板块、内蒙古褶

皱带和华北块体在动力学上已成为整体；本文及

前人研究[4-5]认为苏红图坳陷火山岩属于钾质碱

性玄武岩，而钾质碱性玄武岩通常只形成于大陆

环境[37]。前面对火山岩微量元素测试结果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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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析得到的 Zr-Zr/Y 之间的关系（图 12）以及

Nb-Zr-Y 之间的关系图（图 13）说明样品均为大

陆板内玄武岩，所以该区早白垩世火山岩形成于

大陆板块内部。 

综上，在早白垩世 106.48±1.32～113.12±1.38 

Ma 期间，岩石圈处于减薄期，随着岩石圈地幔

的减薄，对流的软流圈地幔岩浆快速上涌，在上

升过程中受到了 EMI 型地幔的混染，但是没有受

到明显的地壳物质混染，产生减压部分发生熔

融，经分离结晶形成陆内苏红图高钾玄武岩。 

4 结 论 

（1）苏红图火山岩年龄值为 106.48±1.32～

113.12±1.38 Ma，属于早白垩世。元素组成特征

显示苏红图火山岩为钾质碱性玄武岩； 

（2）早白垩世，银根-额济纳旗盆地苏红图

坳陷地区所在的岩石圈处于减薄期，随着岩石圈

地幔的减薄，对流的软流圈地幔岩浆快速上涌，

岩浆在上升过程中可能受到了 EMI 型地幔的混

染，但没有受到明显的地壳物质混染，并经分离

结晶形成陆内苏红图高钾玄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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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arly Cretaceous the volcanic activity was strong in the depression of Suhongtu in Inggen-Ejin Qi 

basin. The 40Ar/39Ar age was 106.48±1.32～113.12±1.38 Ma of the volcanic rocks through analysis test of the field 

samples. We analyzed the volcanic rocks’ experimental data oxides, trace, REE and isotopic. Content of silica is 

47.58%～56.28%, and the volcanic rocks are belong to potassic alkali basalt with Rittmann index value. Trace 

elements Ba, Nb, Ta, La and other large ion lithophile elements (LILE) and LREE are concentrated, with HREE 

losses and minor Sr los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MgO content is more than 4% incompatible elements Rb, Sr, Y, 

Zr, Nb, Ba, etc. With the abundance of a decrease in MgO content increased, while the compatible elements Sc, Ni, 

Co, Cr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MgO, indicate that the early evolution of magma through a certain amount of 

olivine or clinopyroxene crystallization resulted in the separation of rising melt process or a high magma chamber 

has undergone a certain amount of mineral crystallization differentiation. The isotope 87Sr/86Sr and 143Nd/144Nd 

ratios are changed in 0.705477～0.707098 and 0.512318～0.512480. In the Nd, Sr correlation diagram, the 

volcanic rocks of the Nd, Sr isotopic compositions close to the first category enriched mantle (EMI) end-member, 

and has the trend of extended to EM Ⅱ shows the source region of volcanic rocks in this area mainly affected by 

EMI control, and the impact of the weak by the EMII, in addition, with the εNd reduction, P2O5, Rb, Sr, Ba, and Zr 

gradual accumulation, suggest that the volcanic rocks have not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crustal contamination of the 

material. In this period, the research area lithosphere was thinning period, with the lithospheric mantle thinning, 

account for the formation of pre-enrichment mantle asthenosphere upwelling quickly, in the upwelling process, the 

crustal material mixed dye rarely occurring, resulting in some decompression melting occurs. So the volcanic rocks 

in this area are the products of lithospheric thinning during early Cretaceous. 

Key words：Inggen-Ejin Qi Basin; Suhongtu depression; Early Cretaceous; basa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