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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 ９
： 同 位素新技术 、 新理 论及新应用 ？

Ｍｏ 同位素在花 岗岩化学风化过程 中 的分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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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 十年来 ，
Ｍ ｏ 同 位素 已 成为 指 示地质历史分 馏 机 制 。 结 果 显 示 佛 冈 花 岗 岩 风 化 壳 剖 面

时期全球海洋缺氧和 大气 氧化历史非常 热 门 的代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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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〇变化特征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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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指标 。 不过
，
利用 Ｍ ｏ 同 位素反演地质 时期海洋（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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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〇 值稳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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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 ２％左右 ） 相 比差异 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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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历史或者地球早期大 气 中 氧气起源及演化历说明 了花岗 岩中风化过程中 Ｍ ｏ 同 位素发生 了 明显

史的原理模 型 中 忽 略 了地 壳岩 石风 化过 程对 Ｍ ｏ的分馏 。 从底部到 顶部 （ 即母岩 －弱 风化 －强风化 阶

同 位素从地壳输人 到 海洋 通量 的影响 。 了解岩石段 ）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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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〇 值呈现 出 先快速变负 然后逐 渐变正 的

矿物化学风化过 程 中 Ｍ ｏ 同位 素分馏特 征与机制趋势特征
，
而 Ｍｏ 含量表现 出 相反趋 势的 特征 。 通

是应用 Ｍ ｏ 同 位素体 系 对相关地 质过程 进行有效过与有机质 、 铁锰氧化物 、矿物组成 、 以 及氧化还原

示踪 的前 提 。 然而 ， 目 前关于岩 石化 学风 化过程等因素 的对 比发现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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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〇 值与高岭石含量呈现很

中 Ｍ ｏ 同位素分馏的工作特别少 ，
已 有 的 研究工作好的负 相关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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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 中 研究 富 含有机质 的 土壤 Ｍ ｏ 同 位素分馏Ｍ ｏ 含量 也呈现很好 的正相 关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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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对于 岩石化学 风化早 期过 程 （ 原生现微弱 的负 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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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有

矿物溶解和次生矿物形成 ） 中 Ｍ ｏ 同位素分馏的机机质含量和氧化还原因素 （ Ｃ ｅ ＶＣ ｅ
） 相关性不明显 。

制还不是很清楚 。综合分析初步得出 ， 高岭石 的 吸附和解 吸附过程可

为此 ， 我们对广东省佛 冈 花岗 岩风化壳剖面 的能是控制花 岗岩风化壳剖面 Ｍ ｏ 同 位素分馏的 主要

全岩 和单矿物 Ｍ ｏ 含量 和 同位素组 成进行调 查 分机制 。 结合母岩矿物和黏土矿物 Ｍｏ 同位素组成特

析
，
以探讨 Ｍｏ 同位 素在花 岗 岩化学风化 过程 中 的征进一步验证 了 以上的认识 。

基金项 目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４ １ ４７ ３ ０ １ ９

）

第一作者简介 ：王 志兵 （
１ ９ ８４ ＿

） ， 男 ，
博 士后 ， 研究方 向 ： 表生过程 同位素地球化学 ． Ｅ － ｍａｉ ｌ

：ｗａ ｎ ｇ
ｚｈ ｉｂ ｉｎ

ｇ
＠

ｇ
ｉ

ｇ
． ａ ｃ ． ｃ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