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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热扩散在地质过程中是否发挥重要作用一直存有争议。本文回顾了热扩散的研究历史和现状，重点总结了热扩
散驱动的元素和同位素行为规律，并探讨了温度、硅酸盐组分、压力和氧逸度等因素对热扩散行为的影响。已有的研究表明，

稳定热梯度下的硅酸盐热扩散效应类似于结晶分异或ＡＦＣ过程，可以造成轻、重同位素分别在高温端和低温端富集，而主、微
量元素的扩散方向则取决于两端化学势的高低和熔体中的电价平衡。从基性岩浆到酸性岩浆，熔体聚合度增大，黏度增加，

热扩散速率明显降低，成网元素的热扩散效应减弱，变网元素则反之；水、氟、氯和硫化氢等挥发组分能增加熔体的非桥氧比





本文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６００２０４、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６００４０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７３０４２３、４１３７２００５）联合资助．
第一作者简介：常翱飞，男，１９９５年生，硕士生，实验地球化学专业，Ｅｍａｉｌ：２２６９１００７４４＠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丁兴，男，１９７８年生，副研究员，元素地球化学、实验地球化学专业，Ｅｍａｉｌ：ｘｄｉｎｇ＠ｇｉｇ．ａｃ．ｃｎ



例，降低熔体聚合度，因而能显著增强硅酸盐熔体中元素和同位素的热扩散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当前硅酸盐体系

热扩散研究中存在的五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即：１）对不同硅酸盐体系的热扩散规律的研究还不够全面；２）对微量元素的热扩
散行为认识不足；３）硅酸盐体系热扩散作用的影响因素及尺度还不够明确；４）热扩散作用的地质与地球化学关键识别标志有
待确立；５）硅酸盐体系热扩散作用的理论模型有待建立。尽管硅酸盐体系热扩散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但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热扩散是地质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种成分分异机制。这种机制会造成岩浆房或岩浆通道中的元素分异和同位素分馏，

可能对于一些成分分异的岩石和矿床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热梯度；Ｓｏｒｅｔ效应；元素扩散；同位素分馏；岩浆分异
中图法分类号　　Ｐ５８８１１；Ｐ５９５

　　扩散作用是元素迁移和同位素分馏的重要过程之一，广
泛存在于单矿物、金属、熔体、流体、气体、胶体和复杂硅酸盐

体系中。由化学浓度驱使的扩散作用被称为化学扩散

（Ｆｒｅｅｒ，１９９０；Ｒｉｃｈｔｅｒ，２００３），由于温度梯度而产生的扩散
则为热扩散（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８）。热扩
散作用根据其发生的体系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发生于

微小颗粒或气溶胶粒子的热扩散，称为热泳（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ＤｕｈｒａｎｄＢｒａｕｎ，２００６；Ｓｃｈｏ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存在于单个矿
物相、熔体或均匀气体、液体的热扩散，称之为 ＬｕｄｗｉｇＳｏｒｅｔ
效应或Ｓｏｒｅｔ扩散（ＬｕｄｉｇＳｏｒｅ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ｒｅｔ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ａｈｌ，
１９４６；Ｔｙｒｒｅｌｌ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ｄｇｅ，１９５４；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
ＰｕｔｎａｍａｎｄＣａｈｉｌｌ，２００５；Ｐｏｌｙａｋ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相应地存在
于非均一的多成分多物相体系中的热扩散过程，称之为热迁

移（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ｔｈｏｎｙａｎｄＣｌｉｎｅ，１９７１；Ｗａｌｋｅｒｅｔ
ａｌ．，１９８８；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８；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热扩散现象于１９世纪中期在生物化学领域被率先发
现，随后在化学、大气、生物、物理和材料等领域得到进一步

证实，并被广泛地进行理论和应用研究（ＪｏｎｅｓａｎｄＭｉｌ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５３；Ｔｙｒｒｅｌｌ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ｄｇｅ，１９５４；ＳｅｅｌｂａｃｈａｎｄＱｕａｃｋｅｎｂｕｓｈ，
１９５７；ＰｕｔｎａｍａｎｄＣａｈｉｌｌ，２００５；ＤｕｈｒａｎｄＢｒａｕｎ，２００６；Ｌｉ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Ｐｏｌｙａｋ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在地球科学领域，由于实
验条件的限制以及理论认识的欠缺，热扩散是否在地质过程

中发挥明显作用一直存有争议。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末，以德国
ＡＬａｇｏｒｉｏ为代表的地质学家首次将热扩散概念引入地球科
学领域，提出热扩散作用可以解释岩浆体内部和边部的成分

差异；然而，该设想随后遭到以加拿大ＮＢｏｗｅｎ为代表的岩
石学家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热传导速率比化学扩散速率高几

个数量级，岩浆来不及发生热扩散就固化了，因此热扩散无

法导致均一的岩浆发生成分分异；与结晶分异作用相比，热

扩散作用是不重要的（Ｗａｈｌ，１９４６；ＷａｌｋｅｒａｎｄＤｅｌｏｎｇ，
１９８２）。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于高温高压装置和实验技
术的革新，模拟地球深部岩浆体系的热扩散作用变为可能。

一系列基于高温高压实验模拟和理论分析的研究表明，热扩

散可以导致明显的岩浆成分分异，且在规模上与结晶分异是

可以相比拟的（Ｗａｌｋ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１，１９８８；Ｗａｌｋｅｒａｎｄ
Ｄｅｌｏｎｇ，１９８２；Ｓｃｈｏｔｔ，１９８３；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
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１９８８，１９９１）。随后，热扩散作用被推广应用

于解释基性超基性岩浆分异和层状岩体的边缘反转现象
（ＷａｌｋｅｒａｎｄＤｅＬｏｎｇ，１９８２；Ｌａｔｙｐｏｗ，２００３）、高铝玄武岩和
镁铁质矿物分层成因（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８；Ｌｕｎｄｓｔｒｏｍ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花岗岩中偏基性包体成因（周新民等，１９９２；周
金城和徐夕生，１９９２）、铂族元素岩浆成矿（Ｓｈａｒｋｏｖａｎｄ
Ｂｏｇａｔｉｋｏｖ，１９９８；朱丹等，２００７）、岩浆通道及壳内成分分异
（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ａｎｄＣａｓｔｒｏ，２０１７）以及俯冲带
陆壳成因（Ｌｕｎｄ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９）等等。但是，由于高温高压实验
模拟的结果与自然观察并非完全的一致，热扩散作用仍然受

到相当程度的质疑（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９１）。最近十余年
来，伴随着高精度传统和非传统稳定同位素分析技术的发

展，热扩散导致的不同同位素体系的同位素分馏逐步被实验

和理论计算所证实（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ａ，ｂ；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Ｌａｃｋ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Ｌｉ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１５），这进一步推动了
热扩散作用在地质过程中的研究和深入认识。

本文将重点回顾近３０余年来高温高压条件下有关热扩
散作用的研究，总结热扩散驱动的元素和同位素行为以及影

响因素，以期对热扩散能有一个更加直观和系统的认识。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目前热扩散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

研究方向。

１　ＬｕｄｗｉｇＳｏｒｅｔ效应和理论模型

热扩散现象最早在液体混合物中被发现。１８５６年，德国
生理学家 Ｃ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将 ８９８％硫酸钠溶液注入一端在冰
水、一端在沸水的Ｕ型橡胶管里，随后发现溶质在 Ｕ型管冷
端内壁上富集（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５６）。从１８７９年到１８８４年，瑞典
化学家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ｏｒｅｔ对液体混合物存在的热扩散现象进行了
系统的实验研究，他将氯化钠和硝酸钾混合溶液注入长

３０ｃｍ、直径２ｃｍ的竖直管中（管的顶端保持８０℃，底端保持
常温），发现管中溶质的浓度表现出不均一的分布，即在冷的

一端更加富集。他因而推断稳态的温度梯度导致的热扩散

效应强于化学成分梯度引起的化学扩散效应（Ｓｏｒｅｔ，１９７９）。
因此，为了纪念两人对该现象的发现和研究，通常将存在于

单个矿物相、熔体或均匀气体、液体的热扩散过程，称之为

ＬｕｄｗｉｇＳｏｒｅｔ效应，简称 Ｓｏｒｅｔ效应（Ｗａｈｌ，１９４６；Ｐｌａｔｔｅｎａｎｄ
Ｃｏｓｔｅｓèｑｕｅ，２００４；ＲａｈｍａｎａｎｄＳａｇｈｉｒ，２０１４）。

００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２０，３６（１）



ＬｕｄｗｉｇＳｏｒｅｔ效应的理论研究始于气体中的热扩散现
象。爱尔兰物理学家 ＪｏｈｎＴｙｎｄａｌｌ最早于１８７０年发现并报
导了温度梯度对混合气体中微尘运动轨迹的影响。随后英

国物理学家Ｊｏｈ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ｒｕｔｔ于１８８２年从理论角度率先尝
试理解该现象。至２０世纪初，英国数学家、地球物理学家
ＳｙｄｎｅｙＣｈａｐｍａｎ和 瑞 典 数 学 家 ＤａｖｉｄＥｎｓｋｏｇ建 立 了
ＣｈａｐｍａｎＥｎｓｋｏｇ方程深入探讨了气体中的热扩散现象，从而
为 ＬｕｄｗｉｇＳｏｒｅｔ效应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Ｒａｈｍａｎａｎｄ
Ｓａｇｈｉｒ，２０１４）。

对于仅发生热扩散过程的理想二元体系，由温度梯度导

致的扩散物质通量数学表达式为（ｄｅＧｒｏｏｔａｎｄＭａｚｕｒ，
１９８４）：

Ｊｘ２＝－ρＤＴｃ０（１－ｃ０）
Ｔ
ｘ

（１）

其中，ｃ０代表该物质在混合物中的初始质量分数，ρ为
物质密度，ＤＴ是热扩散系数。

由于热扩散通常导致体系内物质成分浓度的变化，而物

质成分浓度的差异又会促发化学扩散的发生。因此，对于任

何一个热扩散过程，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往往伴随着

化学扩散的发生（Ｐｌａｔｔｅｎ，２００６；ＲａｈｍａｎａｎｄＳａｇｈｉｒ，２０１４）。
理论上，对于一个仅发生化学扩散的二元体系，通过某

一单位截面的某一物质通量遵循菲克（Ｆｉｃｋ）扩散定律，数学
表达式为：

Ｊｘ１＝－ρＤ
ｃ
ｘ

（２）

其中，ｃ表示相关组分的质量分数，Ｄ表示等温条件下的
分子扩散系数。

因此，对于真实的热扩散过程，某一截面某一组分的物

质通量是化学扩散和热扩散叠加的结果（Ｇａｎｇｕｌｙ，２００２），其
数学表达式为：

Ｊｘ＝－ρＤ
ｃ
ｘ
－ρＤＴｃ０（１－ｃ０）

Ｔ
ｘ

（３）

当Ｊｘ＝０时，扩散体系达到平衡，这个状态就是稳态，
这时：

ｃ
ｘ
＝－
ＤＴ
Ｄｃ０（１－ｃ０）

Ｔ
ｘ

（４）

前人把Ｓｏｒｅｔ系数定义为：

ＳＴ＝
ＤＴ
Ｄ （５）

该系数是确定平衡状态下生成浓度梯度的大小的唯一

参数（Ｐｌａｔｔｅｎ，２００６）。ＳＴ与很多因素相关，诸如化学组分、
温度、粒子状态等等（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Ｄｕｈｒａｎｄ
Ｂｒａｕｎ，２００６；Ｐｕｔｎ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它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
负值，这取决于ＤＴ的正负（趋向于热端或者冷端，图１）。当
元素的ＤＴ＞０时，该元素趋向于往高温端运动，从而富集在
高温端；当ＤＴ＜０时，该元素趋向于往低温端运动，从而富集
在低温端。在有机混合物或水溶液体系中，ＳＴ的绝对量级一

般是１０－３～１０－２Ｋ－１（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

图１　硅酸盐体系中粒子热扩散的扩散系数 ＤＴ与粒子

运动方向相关性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Ａｎ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ｗｔｅｅｎｔｈｅ
ｍｏｖ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因此，对于一个等压且达到平衡的热扩散系统而言，上

述式（４）可以简化为：
Δｃ＝－ＳＴｃ０（１－ｃ０）ΔＴ （６）

当然，上述Ｓｏｒｅｔ效应的模型是一个理想模型，它忽略了
混合体系中分子的结构和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等物化特征，

认为所有的粒子都是相互孤立的状态（Ｐｌａｔｔｅｎ，２００６）。对于
地质系统来说，考虑到多组分、多物相的问题，外加硅酸盐中

成网离子和变网离子等性质的异同，这些都会对热扩散产生

影响，从而使地质体系中热扩散作用变得更加复杂。

２　热梯度下的元素行为和同位素分馏

２１　实验模拟原理

目前，开展地球深部的热扩散模拟主要利用水热装置、

活塞圆筒和大压机等高温高压设备进行（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
１９８６；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ｂ；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其中以活塞圆筒装置最为代
表性和普遍性。图２给出了活塞圆筒装置上热扩散实验的
样品组装方法。活塞圆筒装置样品仓中间的最高温度处为

热峰，从热峰到上下两侧，温度呈二次函数规律性降低

（Ｗａｔ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夏莹等，２０１４）。通常将热峰两侧
１０℃以内的高温区称之为热点区。高温高压实验通常是在
恒定温度下进行的，样品需放在热点区内，以保证样品的温

度均一且避免明显的热扩散发生；而模拟热扩散作用的实验

一般将样品仓的一端置于热峰上，样品管从这一端到另外一

端温度逐渐减小，从而形成一个大的温度梯度（图２）。由于
活塞圆筒压力盘厚度不一，所使用的样品组装结构也不尽相

同，这导致每个实验室的活塞圆筒装置具有差异性的热结

构，由此可产生不同的温度梯度。比如，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将约９ｍｍ的样品置于１５２０℃和１３５０℃之间，产生了
约１９℃／ｍｍ的热梯度；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将１８ｍｍ样品的两
端控制在９５０℃和 ～３５０℃的温度下，产生了约３３℃／ｍｍ的
热梯度；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将１０ｍｍ样品两端分别置于
１１００℃和７００℃温度下，产生了４０℃／ｍｍ的热梯度。因此，

１０１常翱飞等：热扩散驱动的元素分异和同位素分馏：一种不容忽视的硅酸盐成分分异机制



图２　利用活塞圆筒开展热扩散实验的样品组装（ａ）及
样品温度分布（ｂ）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ｆｏｒ
ｔｈｅｒｍ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ｐｉｓｔｏｎ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ａ）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ｇｅ（ｂ）

在开展热扩散实验之前，必须对该活塞圆筒装置的热结构进

行细致分析（夏莹等，２０１４）。

图３　硅酸盐体系中主量元素的热扩散行为
（ａ）玄武质、安山质和酸性熔体体系（据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修改）；（ｂ）部分熔融安山岩体系（据 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修改）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ｍ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Ｓｏｒｅ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ｔｉｃ，ａｎｄｅｓｉｔｉｃａｎｄｆｅｌｓｉｃｍｅｌｔ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ｂ）
ｔｈｅｒｍ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ｍｏｌｔｅｎａｎｄｅｓｉｔ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实验室产生的不同尺度的热梯度可对应于不同的地质

过程或者地质体的不同范围，这不仅与热梯度大小有关，也

跟地质过程或地质体自身形状有关。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运用有限元方法计算模拟了活塞圆筒装置产生的大
的热梯度与真实的岩浆房温度之间的对应关系。他们的模

拟结果显示，实验室产生的热梯度对应于自然岩浆过程的空

间尺度大小取决于岩浆房的体积和纵横比，也就是说，岩浆

房直径越大、越是扁平，热梯度对应的空间尺度就越大。比

如，对于一个在 ０５ＧＰａ和冷、热端温度分别为 ７００℃和
１１００℃条件下进行热扩散的 １０ｍｍ长的样品（热梯度为
４０℃／ｍｍ），它可模拟直径１０～２０ｋｍ、高２～１０ｋｍ的岩浆房
边部长达１１００ｍ尺度的岩浆扩散行为；当该岩浆房直径增至
３０ｋｍ，相应地，该热梯度对应的空间范围可增至３７００ｍ。而
且，随着岩浆房的降温冷却，相应热梯度对应的空间范围将

进一步扩大。因此，实验室模拟出的大的热梯度可以与真实

地质过程进行类比，从而为热扩散实验结果的地质应用提供

理论依据。

２２　主量元素

前人有关主量元素热扩散的实验表明，在完全熔融的硅

酸盐体系中，主量元素的 Ｓｏｒｅｔ扩散总体上表现出一致的趋
向性（图３ａ）；而在部分熔融的硅酸盐体系中，主量元素的热
迁移明显受矿物分离结晶的影响（图３ｂ）。

表１中列举了前人关于主量元素热扩散作用的实验结
果。同时，为了更加直观地表示元素热扩散的方向和强度，

我们收集和／或重新计算了不同硅酸盐熔体中主量元素的
Ｓｏｒｅｔ系数（表１和图４）。从表１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在基性
熔体还是中、酸性熔体中，Ｓｉ都偏向于扩散至高温端（ＳＴ＜
－０９９）。Ｋ、Ｎａ这两种碱金属元素在基性、中性熔体中也扩
散至高温端（ＳＴ＜－０９８），而在酸性熔体中，则倾向于往低温
端扩散（ＳＴ＞０５２）。Ｃａ、Ｍｇ、Ｆｅ等其他二价变网元素的热扩
散行为则与Ｓｉ元素相反，倾向于扩散至低温端（ＳＴ＞０６０）。

２０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２０，３６（１）



表１　不同硅酸盐熔体中主量元素的Ｓｏｒｅｔ系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ｏｒｅ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ｍｅ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成分 熔体体系 温度范围（℃） 初始ＳｉＯ２含量（ｗｔ％） 质量差（ｗｔ％） ＳＴ（×１０－３）

ＳｉＯ２

玄武质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１３５０～１５２０ ５０２０ ４２ －０９９

玄武质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５０～１６５０ ５４５０ １５２５ －２０５

玄武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５４５０ ５２ －１０５

安山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２８０～１５５０ ６０２７ １６２４ －２５１

安山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６０２７ ８６ －１８０

英安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６７１６ １０９４ －１６５

英安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５０ ６７１６ ７１ －１２９

石英二长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６７１６ ６３９ －０９７

高硅流纹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４００～１６７０ ７６１２ ６８６ －１４０

ＣａＯ

玄武质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１３５０～１５２０ １１０５ －１０ ０６０

玄武质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５０～１６５０ １１３６ －４５ １４９

玄武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１１３６ －１２ ０６０

安山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２８０～１５５０ ６１７ －４８９ ３１３

安山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６１７ －２５ ２１６

英安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５１７ －４２０ ２８６

英安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５０ ５１７ －２００ １６３

石英二长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２１３ －２１３ ３４１

高硅流纹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４００～１６７０ ０８２ －１２５ ５６９

ＭｇＯ

玄武质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１３５０～１５２０ ９００ －２０ １４４

玄武质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５０～１６５０ ５５０ －４２４ ２７２

玄武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５５０ －１００ ０９６

安山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２８０～１５５０ ３４０ －４０１ ４５２

安山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３４０ －１５ ２２８

英安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１７８ －２０４ ３８９

英安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５０ １７８ －１２ ２７５

石英二长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０３９ －０４２ ３６０

高硅流纹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４００～１６７０ ０１９ －０２７ ５２７

ＦｅＯ

玄武质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１３５０～１５２０ ８７９ －１９ １３９

玄武质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５０～１６５０ ６１６ －７０８ ４０８

玄武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６１６ －１３ １１２

安山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２８０～１５５０ ５９０ －６４４ ４３０

安山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５９０ －３１ ２７９

英安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２１９ －２５４ ３９５

英安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５０ ２１９ －１６ ２９９

石英二长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１０５ －１８６ ５９７

高硅流纹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４００～１６７０ ０６０ －１４５ ９００

Ａｌ２Ｏ３

玄武质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１３５０～１５２０ １６１９ －

玄武质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５０～１６５０ １６５７ －

玄武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１６５７ －

安山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２８０～１５５０ １７２７ －

安山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１７２７ －１９ ０６６

英安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１７５６ －２８３ ０６５

英安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５０ １７５６ －１９ ０５２

石英二长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１５７６ －

高硅流纹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４００～１６７０ １２４９ －１３８ ０４７

３０１常翱飞等：热扩散驱动的元素分异和同位素分馏：一种不容忽视的硅酸盐成分分异机制



续表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ａｂｌｅ１

成分 熔体体系 温度范围（℃） 初始ＳｉＯ２含量（ｗｔ％） 质量差（ｗｔ％） ＳＴ（×１０－３）

ＴｉＯ２

玄武质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５０～１６５０ ２１９ －１３３ ２０７

玄武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１９ －０６ １４０

安山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２８０～１５５０ ０８９ －０６４ ２６９

安山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０８９ －０５ ２８３

英安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０３９ －

英安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５０ ０３９ －

石英二长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０２２ －

高硅流纹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４００～１６７０ ０１７ －

Ｎａ２Ｏ

玄武质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５０～１６５０ ２８３ １８１ －２１９

玄武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２８３ ０６ －１０９

安山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２８０～１５５０ ４０９ １０５ －０９９

安山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４０９ ０８ －１０２

英安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４５６ －

英安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５０ ４５６ －

石英二长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４８４ －

高硅流纹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４００～１６７０ ５１５ －０６８ ０５２

Ｋ２Ｏ

玄武质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５０～１６５０ ０５１ ０４８ －３１５

玄武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０５１ ０１ －０９９

安山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２８０～１５５０ １１７ ０９１ －２９１

安山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１１７ ０４ －１７３

英安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１１３ ０３３ －０９８

英安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３００～１５５０ １１３ －

石英二长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３１５ －

高硅流纹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 １４００～１６７０ ５１５ －０８６ ０６５

注：表中“初始ＳｉＯ２含量 （ｗｔ％）”表示样品初始物中的ＳｉＯ２含量；“质量差（ｗｔ％）”表示高温端ＳｉＯ２含量和低温端ＳｉＯ２含量的差；ＳＴ依据文

中式（６）计算获得；表中“－”代表该氧化物浓度变化不明显，可能由于含量过低或者Ｓｏｒｅｔ效应不明显

Ｔｉ在基性和中性熔体中倾向于富集在低温端（ＳＴ＞１４０）；在
酸性熔体中由于含量很低，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规律。Ａｌ作为
三价的成网元素，热扩散效应比较复杂。它的热扩散行为受

其他元素的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补充体系中其他元素电价

的作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比如，已有的实验研究表明，在酸性
熔体中Ａｌ倾向于扩散至低温端（ＳＴ＞０４７），构建 ＡｌＯ八面
体，以补充Ｓｉ的电价；而在基性熔体中Ａｌ则倾向于富集在整
个体系的中部（图３ａ），构建ＡｌＯ四面体，以平衡碱金属离子
的电价。在图４中，不同硅酸盐熔体体系的 Ｓｏｒｅｔ扩散总体
趋势表现为：Ｓｉ、Ｎａ、Ｋ等长英质组分的 Ｓｏｒｅｔ系数小于０，表
明它们倾向于往高温端扩散；而Ｆｅ、Ｍｇ、Ｃａ、Ｔｉ等镁铁质组分
的Ｓｏｒｅｔ系数大于０，倾向于往低温端扩散。正因如此，对于
一个边部开始冷却结晶的岩浆房而言，主元素的 Ｓｏｒｅｔ效应
导致的成分分异与结晶分异效果类似（ＷａｌｋｅｒａｎｄＤｅＬｏｎｇ，
１９８２）。

在全熔硅酸盐体系中，除了上述呈现的一致 Ｓｏｒｅｔ效应
以外，主元素的Ｓｏｒｅｔ扩散在不同熔体中也表现出不同的强
度。比如，Ｆｅ、Ｍｇ、Ｃａ虽然在不同熔体中均倾向于扩散至低

温端，但在中、酸性熔体中的热扩散强度比基性熔体中的大

得多（Ｓ中／酸性熔体Ｔ ＞Ｓ基性熔体Ｔ ）；相反地，Ｓｉ虽然在不同熔体中均
倾向于扩散至高温端，但总体上在中、基性熔体中的扩散强

度要比酸性熔体中的大（Ｓ中／基性熔体Ｔ ＞Ｓ酸性熔体Ｔ ）（表 １、图 ３）。
什么原因造成这种趋势，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正如前述，热

扩散系数ＳＴ的大小受熔体组分、温度、粒子状态等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ＤｕｈｒａｎｄＢｒａｕｎ，２００６；
Ｐｕｔｎ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ＳＴ是建立在热扩
散达到稳态平衡的基础上，但是，不同主量元素在实验时间

尺度内是否都达到热扩散平衡并未得到确切评估。因此，对

于未达到扩散平衡的熔体系统，计算获得的ＳＴ值往往偏小。
在多相混合的部分熔融硅酸盐体系中，主量元素的热迁

移在高温全熔体端同样具有Ｓｏｒｅｔ效应，但在低温端晶体区，
则主要受控于结晶矿物相（图３ｂ）。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对
湿的安山岩体系开展了高温端温度为９５０℃的热迁移实验，
结果显示，长度约为１８ｃｍ的均一的安山岩粉末最终变为熔
体区、熔体与矿物晶体混合区、矿物晶体区三个部分（图

３ｂ）。其中，ＦｅＯ和ＴｉＯ２含量在 ＦｅＴｉ氧化物大量出现的地

４０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２０，３６（１）



图４　不同硅酸盐熔体中主量元素Ｓｏｒｅｔ系数的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ｒｅ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ｍｅ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ｓ

方部位达到峰值，含量分别达到１２２％和１６％，相比于其
他部位相对富集了２～３倍；ＭｇＯ和 ＣａＯ含量在角闪石最多
的区域达到最高值，即从熔体区的～１５％和～３％分别上升
到熔体和晶体混合区的 ～５％和 ～１０％；Ｎａ２Ｏ和 Ａｌ２Ｏ３含量
和斜长石的含量变化趋势一致，从熔体区的 ～４％和 ～１８％
分别晶上升至晶体区的６％和２１５％；由于晶体区除了斜长
石以外，还有大量的石英，因此，ＳｉＯ２含量也在最冷端达到峰
值（７２％），相比于熔体区最高上升了１０％。从图３可以看
出，虽然在熔体存在的区域ＳｉＯ２的热扩散仍遵循Ｓｏｒｅｔ效应，
即含量随着温度逐渐降低；但在整个实验样品范围上，ＳｉＯ２
整体仍富集在低温端。归纳起来看，在多相混合的部分熔融

安山岩体系中，Ｓｉ和 Ｋ整体富集在低温端，而 Ｆｅ、Ｍｇ、Ｃａ、Ｔｉ
和Ｎａ等倾向于富集在中高温端。这种趋势表明，和Ｓｏｒｅｔ扩
散实验相比，热迁移实验中主元素的扩散不仅仅是简单的热

扩散和化学扩散平衡的结果，还受与之平衡的矿物相控制；

某种程度上，矿物的结晶分异对于岩浆成分分异的效果强于

热扩散。

２３　微量元素

由于早期微区原位分析技术的匮乏，地质学者直到近十

年才开展对热扩散作用中的微量元素特征的研究，这导致我

们对微量元素的热扩散行为知之甚少。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和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对部分熔融安山岩体系中的微量元素

热迁移规律进行了部分研究，图５展示了热迁移实验中的微
量元素特征，结果可以看出，部分微量元素的热迁移行为不

仅受控于自身的热扩散能力，也受控于结晶矿物相。例如，

Ｌｉ和Ｒｂ在高温熔体端显示明显的热扩散能力，均倾向于往
高温端扩散；由于Ｌｉ不相容于低温区的矿物晶体，所以Ｌｉ含
量从高温全熔体端到低温晶体区逐渐减少，从２５０×１０－６变
为１０×１０－６。而Ｒｂ强相容于低温端的长石矿物，所以在高
温熔体区富集，到熔体晶体混合区含量逐渐减少，到低温长
石富集区再次升高；相应地，浓度从高温端１６０×１０－６减少到
５０×１０－６，再升高至低温端３００×１０－６。相似地，Ｓｒ含量从熔
体最高温往低温端方向逐渐降低（从 ８００×１０－６到 ４００×
１０－６），但在斜长石富集的位置上急剧增加至１３００×１０－６。
Ｈｆ和Ｚｒ的分布没有明显的规律变化，但在晶体区锆石出现
的位置急剧富集，分别从６×１０－６升高至１８×１０－６和从２５０
×１０－６升高至５８０×１０－６。轻稀土元素（Ｌａ）含量从高温端到
低温端逐步降低，在晶体出现的区域略有波动；中稀土和重

稀土元素（Ｎｄ、Ｓｍ、Ｙ、Ｌｕ）的含量也在锆石和角闪石出现的
区域达到峰值。Ｎｂ、Ｔａ和 Ｔｉ等高场强元素的分布明显受控
于结晶矿物相，因而在晶体存在的区域较为波动。其中，Ｎｂ
和Ｔａ这对地球化学“孪生子”的含量在熔体晶体混合区以
及全晶体区中变化明显，Ｎｂ含量在５×１０－６～２７６×１０－６之
间变化，Ｔａ含量在０２×１０－６～１７×１０－６之间变化，两者均
在低温端晶体区较为富集。但是，二者的变化不同步，Ｎｂ相
对于Ｔａ更倾向于逐渐富集在最低温端，这导致整个体系的
Ｎｂ／Ｔａ比值在低温端发生了显著的分异（从２５到７），因此
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认为热迁移过程能有效地分异 Ｎｂ和 Ｔａ
这对地球化学“孪生子”。

２４　同位素

近十余年来，伴随着高分辨率质谱同位素分析技术的发

展，高温下同位素分馏研究成为了一个热点，受到越来越多

的重视。

通常，样品的同位素组成一般用样品和标准样品的相对

差异来表示（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δＸＭ＝
（ＣＸＭ／ＣＹＭ）样品
（ＣＸＭ／ＣＹＭ）标准[ ]－１ ×１０００‰ （７）

其中，ＣＸＭ／Ｃ
Ｙ
Ｍ指的是某元素Ｍ的相对原子质量数为Ｘ的

同位素对另一相对质量数为Ｙ的同位素的浓度比值，一般 Ｘ
＞Ｙ。
热梯度下同位素分馏的强度通常用每摄氏度单位原子

质量对应的同位素分馏参数表示（Ｇｒａｃｈｅｖ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ｉｎｇｈａｕｓ，
２００３；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Ω＝－ΔδＸＭ／［（ｍＸ－ｍＹ）×（Ｔｈｏｔ－Ｔｃｏｌｄ）］ （８）

其中 ΔδＸＭ代表该温度梯度下高温端和低温端同位素
组成之差，其数学表达为：

ΔδＸＭ＝δＸＭｈｏｔ－δ
ＸＭｃｏｌｄ （９）

ｍｘ、ｍｙ分别代表同一元素重、轻同位素的相对原子质量；

５０１常翱飞等：热扩散驱动的元素分异和同位素分馏：一种不容忽视的硅酸盐成分分异机制



表２　不同硅酸盐体系中的同位素热扩散分馏参数值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同位素 体系 Ω×１０５（℃－１ａｍｕ－１）
３０Ｓｉ 玄武质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ｂ） ０６０±０２

１８Ｏ

玄武质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ｂ） １５０±０２
玄武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２５
英安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０９５
安山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１５０

安山质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２１

流纹质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２９

５６Ｆｅ

玄武质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ｂ） １１０±０１
玄武质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１４２±００５
安山质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１１３±００４

安山质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０３４±００１
流纹质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１４１±０１６

４４Ｃａ
玄武质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ｂ） １６０±０１
玄武质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１５２±００１

２６Ｍｇ

玄武质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３６０±０１
玄武质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３８７±００２
安山质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３０９±００４

安山质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１２４±０１

７Ｌｉ
玄武质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４）① ６０８

安山质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７３６
Ｄ／Ｈ 安山质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４３
４１Ｋ 玄武质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４）② １１０

注：代表多相混合状态下热迁移实验的实验结果，其他为全熔状态

下Ｓｏｒｅｔ效应的实验结果；①代表该玄武质熔体加入了７５％的锂辉

石；②代表该玄武质熔体中加入了１４３％微斜长石 ＋２４锂辉石；各

个同位素Ω的误差均由前人实验结果提供，部分Ω未标明误差

Ｔｈｏｔ、Ｔｃｏｌｄ分别代表所处温度梯度下高温端和低温端的温度。
在全硅酸盐熔体体系中，实验模拟涉及的同位素均显示

一致的Ｓｏｒｅｔ效应，即重同位素倾向于富集在低温端，而轻同
位素倾向于富集在高温端（图６），具体表现为低温端具有更
高的δＸＭ值，并且 δＸＭ值和温度 Ｔ呈线性相关。比如，
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ｂ）报道了玄武质熔体多同位素热扩散分
馏的情况，从低温端 １３６０℃到高温端 １５２０℃，测得样品中
δ３０Ｓｉ、δ１８Ｏ、δ５６Ｆｅ、δ４４Ｃａ、δ２６Ｍｇ的同位素变化分别为 －０５‰
～０８‰、－１１‰～２２‰、－０６‰～１８‰、－３０‰～４０‰
和－３７‰～４７‰（图６ａ）；其中，每１００℃对应的同位素分
馏分别为 －１２‰、－３０‰、－２２‰、－６４‰、－７３‰，对
应的同位素分馏参数Ω分别为０６×１０－５℃－１ａｍｕ－１、１５×
１０－５℃－１ａｍｕ－１、１１×１０－５℃－１ａｍｕ－１、１６×１０－５℃－１ａｍｕ－１

和３６×１０－５℃－１ａｍｕ－１（表２）。我们用每１００℃产生的同位
素分馏来更加直观的表述不同实验样品产生的同位素分馏

强度，总结前人所有数据可以看到，每１００℃温度差对应的
δ３０Ｓｉ、δ１８Ｏ、δ５６Ｆｅ、δ４４Ｃａ、δ２６Ｍｇ、δ７Ｌｉ、δ４１Ｋ分别为 １２０‰、
１９０‰～３００‰、２２０‰～２８４‰、６０８‰ ～６４０‰、６２‰ ～
７７４‰、６０８‰、２２０‰。不同同位素在１００℃的热梯度下达

图５　部分熔融的安山岩体系中微量元素的热迁移行为
Ｎｂ、Ｔａ、Ｔｉ数据引自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Ｌｉ、Ｌａ、Ｓｍ、Ｚｒ、Ｈｆ、Ｒｂ数

据引自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ｒｍ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ｕｓ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ｍｏｌｔｅｎａｎｄｅｓｉｔｅ
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Ｎｂ，Ｔａ，ａｎｄＴｉｆｒｏｍ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ｄａｔａ
ｏｆＬｉ，Ｌａ，Ｓｍ，Ｚｒ，Ｈｆ，ａｎｄＲｂｆｒｏｍ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到的同位素分馏程度虽不相同，但是分馏尺度基本都在同一

个数量级。在不同的硅酸盐体系中，与元素的热扩散强度类

似，同一种同位素产生的同位素分馏程度也有所差异。图７
展示了前人热扩散实验中各同位素的热扩散分馏强度，总体

上，变网元素（Ｓｉ、Ｏ）的同位素分馏强度小于解网元素（Ｆｅ、
Ｍｇ、Ｃａ、Ｌｉ、Ｈ等）（图７）。

在多相共存的部分熔融硅酸盐体系中，重同位素同样倾

向于富集在低温端，而轻同位素倾向于富集在高温端。

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在部分熔融的安山岩体系中发现，从熔
体区到熔体晶体混合区，δ５６Ｆｅ和 δ２６Ｍｇ逐渐增大，分别从
－１６‰和－８６‰增加至１１‰和１２‰，对应的同位素分馏
参数 Ω分别为 ０３４×１０－５℃－１ａｍｕ－１和 １２４×１０－５℃－１

ａｍｕ－１，略小于全熔体的同位素分馏强度（表２）；而在低温端
全晶体区，δ５６Ｆｅ、δ２６Ｍｇ和初始样品的值相差不大，即分别为
００８‰和 －０６０‰，显示晶体区的同位素分馏并不明显，可
能暗示了晶体结晶分异的影响 （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Ｌｕｎｄ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９）。不同的是，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发现部
分熔融安山岩和流纹岩体系中的氧同位素在晶体区同样存

在分馏，从９５０℃到４００℃，即从全熔体区到晶体熔体混合区
再到晶体区δ１８Ｏ逐渐增大，分别从－４８‰和－５９‰增大到
１８４‰和 ２２４‰，对应的参数 Ω分别为 ２１×１０－５℃－１

６０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２０，３６（１）



图６　硅酸盐体系中不同同位素热扩散分馏的趋势
（ａ）硅酸盐熔体中同位素热扩散分馏趋势（据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ｂ；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修改）；（ｂ）部分熔融硅酸

盐体系中同位素热扩散分馏趋势（据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修改）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ｒｍ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ｉｓｏｔｏｐ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ｍｅｌｔ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ｂ；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ｂ）ｉｓｏｔｏｐ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ｍｏｌｔｅｎ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图７　不同硅酸盐体系中不同同位素体系的热扩散分馏
参数值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Ω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ｍ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ｉｌｉｃ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ｍｕ－１和２８×１０－５℃－１ａｍｕ－１。这暗示在该实验条件下矿
物的结晶分异并未影响到氧同位素的分馏。

对于硅酸盐熔体体系中同位素的热扩散分馏，Ｈｕ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根据不同硅酸盐熔体中Ｆｅ、Ｍｇ和Ｃａ同位素的热
扩散分馏实验结果，推导出同位素的热扩散分馏强度与体系

的化学成分和温度高低无关，与温度梯度有密切关系。即只

要存在温度梯度，同位素的热扩散分馏就会发生。Ｂｉｎｄｅｍ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对前人和自己的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指出热扩
散中同位素的相对质量差和同位素的分馏强度具有线性的

关系，相对质量差越大的同位素分馏越明显。ＬｉａｎｄＬｉｕ

（２０１５）利用局部热力学平衡的方法推导出了一个普适性的
同位素热扩散分馏的计算公式。他们认为，只要知道硅酸盐

体系中轻重同位素的配分函数比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即可获

得某一温度梯度下的同位素分馏大小；同时，他们进一步推

导出，在大于８００°Ｃ的高温条件下，同位素的热扩散分馏公
式可以简化为：

ΔδＸＭ＝－３２×ｌｎ
ｍＸ

ｍＹ
×ｌｎＴＴ０

（１０）

该公式不仅提供了一个快速计算同位素热扩散分馏的

方法，也进一步证实在高温条件下同位素的热扩散分馏只与

温度梯度和轻重同位素质量数有关。

另外，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发现不同金属稳定同位素的
δＸＭ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如图８所示。这一方面表明热
扩散主导的金属稳定同位素分馏具有较为相似的尺度，另一

方面也暗示这种多同位素之间的正相关性可以作为自然地

质过程中热扩散或热迁移存在的鉴别标志（黄方，２０１１）。

３　热扩散作用的物理化学机制和影响因素

３１　物理化学机制

任何一个热扩散过程既包含热量的传导，也包含物质的

输送（Ｐｌａｔｔｅｎ，２００６；ＲａｈｍａｎａｎｄＳａｇｈｉｒ，２０１４）。在一个稳定
的温度梯度下，热量倾向于不断从高温端向低温端传递，该

过程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定律；对于硅酸盐系统而

言，某种成分粒子的热扩散方向取决于两端化学势的高低。

当该粒子由高化学势向低化学势区域扩散，可以吸收传递到

该方向的热量，导致系统整体的熵也会增加（Ｐｏｌｙａｋｏｖ，

７０１常翱飞等：热扩散驱动的元素分异和同位素分馏：一种不容忽视的硅酸盐成分分异机制



图８　Ｆｅ、Ｍｇ和Ｃａ同位素热扩散分馏的互相关关系（据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修改）

Ｆｉｇ．８　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δ５７Ｆｅ，δ４４Ｃａ，ａｎｄδ２６Ｍｇ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２００９）。因此，硅酸盐的热扩散作用本质上是一个熵增加的
过程。当热扩散过程达到稳态时，硅酸盐系统的熵达到最大

值（ｄｅＧｒｏｏｔａｎｄＭａｚｕｒ，１９８４）。
由于某种成分粒子的化学势通常表示成分变化对能量

变化的影响，因此，对于热梯度下的硅酸盐熔体等复杂体系

而言，任何一个成分粒子的热扩散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

系统内多种成分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受到体系中各物质的

量以及温度、压力、体积等多种热力学函数的制约。正如前

述，在硅酸盐熔体中Ｓｉ主要以ＳｉＯ四面体的形式存在，倾向
于向高温端扩散，这是一种由高化学势向低化学势自发进行

的扩散；然而，为了平衡系统的总自由能，必然有其他主量元

素（如Ｍｇ，Ｆｅ，Ｃａ）“被迫”倾向于向低温端扩散。这些粒子
的定向移动可以吸收热梯度下的热量从而使得体系的熵增

加，同时也可以产生体系中沿热梯度有规律分布的浓度梯

度。而对于体系中含量较低的主量元素或微量元素而言，它

们的热扩散方向不是一成不变的，更容易受其他成分或因素

的影响。比如，在碱金属含量低的硅酸盐熔体体系，Ａｌ倾向
于和Ｏ组成八面体配位（Ｌａｃｙ，１９６３）；在碱金属含量较高的
情况下，Ａｌ倾向于以［ＡｌＯ４］

５－四面体形式存在，而碱金属离

子则补充进入ＡｌＯ四面体平衡总电价（Ｍｙｓ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１；
ＨｅｓｓａｎｄＷｏｏｄ，１９８２）。因此，在不同的岩浆体系中 Ａｌ存在
的形式不同，所表现出的热扩散行为也会有差异（图３）；而
碱金属在热扩散作用中可能受控于整个体系电价平衡的控

制，所以在不同体系中的热扩散行为也会稍有差异（Ｌｅｓｈｅｒ，
１９８６）。

对于热梯度下的同位素而言，同一元素不同同位素之间

的物理化学行为普遍一致，所以导致同位素分馏的最重要的

一个原因就是其质量差，而质量的差异易于导致传统力学行

为的不同（Ｄｏｍｉｎｇｕｅ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具体来说，在硅酸盐熔
体体系中，高温端的粒子相对于低温端的更加地剧烈运动，

从而粒子之间频繁发生弹性碰撞。由于轻、重同位素的弹性

碰撞也满足能量守恒和动量守恒，在弹性碰撞发生后，重同

位素更有可能沿着原来的运动方向运行，并更加倾向于从高

温端向低温端移动；而轻的同位素则更多地在高温端富集。

两者质量差越大，这种趋向性就越明显（Ｌａｃｋ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３２　影响因素

硅酸盐体系是一个多组分的复杂系统，在该系统下的热

扩散作用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正如前述，相对于 Ｓｏｒｅｔ扩散
而言，热迁移明显受晶体区中晶体相分布的影响，在这里我

们将对Ｓｏｒｅｔ扩散和热迁移作用中可能共有的影响因素进行
探讨。

（１）温度：对于元素热扩散来说，热迁移实验（相对低
温）相比于Ｓｏｒｅｔ扩散（相对高温）需要更久的时间才可以产
生明显的浓度梯度（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这
是因为随着体系所处的平均温度升高，粒子扩散速率相对于

低温状态下要明显的增大，化学扩散系数和热扩散系数也会

相应增加，使得热扩散产生的效应显著增加（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
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相比于元素热扩散，热梯度下的同位素分馏
可以更快地达到平衡（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所以可以更直观
地对热迁移实验和 Ｓｏｒｅｔ扩散的同位素分馏强度进行对比。
通过对比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中热迁移实验中同位素分馏和
其他Ｓｏｒｅｔ扩散实验的结果（表２、图７），可以看出热迁移中
Ｍｇ、Ｆｅ同位素分馏强度系数Ω总体上小于Ｓｏｒｅｔ扩散中的Ω
（前者约为后者的１／３）。相对于绝对温度，同位素分馏对于
温度差的依赖性更为明显；随着冷热两端温度差的增大，同

位素的分馏尺度也会相应的增大（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Ｌｉａｎｄ
Ｌｉｕ，２０１５）。

（２）硅酸盐熔体组分：硅酸盐熔体组分对热扩散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硅酸盐熔体性质和挥发组分两个方面。从基性

岩浆到酸性岩浆，熔体聚合度增大，黏度增加（Ｍｕｒａｓｅａｎｄ
ＭｃＢｉｒｎｅｙ，１９７３；Ｓｃａｉｌｌｅ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因
而热扩散发生的速率明显降低，达到稳态所需要的时间也大

大增加（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前文已经
提到，在 Ｓｏｒｅｔ扩散实验中，随着岩浆酸性的增加，总体上
Ｍｇ、Ｆｅ、Ｃａ的热扩散强度增加，而 Ｓｉ的热扩散强度则减小
（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这是因为随着熔体聚合度增加，桥氧数量
增多，ＳｉＯ结构更为紧密，因而不利于成网元素（如 Ｓｉ）的扩
散；而变网元素Ｍｇ、Ｆｅ、Ｃａ等则不受此约束，因而它们的热扩
散效应能够明显增强。因此，讨论硅酸盐熔体性质对元素热

扩散的影响需厘清元素在熔体中的赋存形式。

８０１ 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岩石学报 ２０２０，３６（１）



挥发组分（尤其是水）的加入可以降低硅酸盐熔体的聚

合度，使硅酸盐熔体的黏度降低，从而能强化热扩散效应

（Ｄｉｎｇｗｅｌｌｅｔａｌ．，１９８５；ＭｙｓｅｎａｎｄＣｏｄｙ，２００４；Ｂｅｈｒｅｎ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和Ｂｅｈｒｅ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均指出水的存在可以使氧的扩散速
率增加３个数量级以上；而水的存在对于热扩散导致的同位
素分馏则更为紧要。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发现在无水的
体系中热扩散只能导致微弱的Ｏ同位素分馏，而在含水体系
则能造成明显的 Ｌｉ、Ｈ、Ｏ同位素分馏。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认为水的存在可以使硅酸盐熔体的 ＳｉＯ结构发生解
聚、熔体黏度降低，造成熔体中的粒子以更小尺寸的 ＳｉＯ结
合体发生扩散，从而大大加快同位素分馏达到稳态的速率

（Ｂｅｈｒｅ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除了水以
外，其他挥发组分（如Ｆ、Ｃｌ、ＣＯ２等）对元素热扩散和同位素
分馏的影响评估还未有研究涉及，但从这些挥发组分对熔体

聚合度或黏度的影响方面来看，ＨＦ、ＨＣｌ和 Ｈ２Ｓ能增加熔体
的非桥氧比例，降低熔体的聚合度（Ｍｙｓｅｎ，１９８７；Ｃｈ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因而很可能会促进元素的热扩散；而ＣＯ２、ＳＯ２和
Ｐ２Ｏ５破坏熔体中的非桥氧键，增强熔体的聚合度（Ｍｙｓｅｎ，
１９８７），如果ＣＯ２、ＳＯ２和Ｐ２Ｏ５无法和熔体中的元素组成易活
动组分，那么这些挥发分显然会抑制元素的热扩散。

（３）压力：前人热扩散实验的压力范围主要集中在１～
１７ＧＰａ，采用该范围主要是为了保证实验稳定运行（Ｒｉｃｈｔｅｒ
ｅｔａｌ．，２００８）。由于前人没有把压力因素作为变量进行针对
性的对比实验，也未在不同压力条件下发现热扩散效应的明

显变化，所以无法通过前人的实验结果对压力这个影响因素

进行评估。但是，考虑到压力会影响硅酸盐熔体的黏度，因

而推测压力也会对热扩散产生影响。压力对硅酸盐熔体黏

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ⅰ）压力对硅酸盐熔体的直
接影响，即随着压力从低压（１００ＭＰａ）到高压（７ＧＰａ），金伯利
岩熔体的黏度可以提高一个数量级（Ｐｅｒｓｉｋｏ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ⅱ）压力对挥发分在熔体中溶解度的影响。硅酸盐熔体中
挥发分的溶解度随着体系所处压力的增加而增加（孙樯等，

２０００），对于富水等挥发分的硅酸盐熔体，随着压力的增加，
熔体中挥发分会增加，岩浆的黏度会相对减小。因此，基于

目前研究的推测，对于不含水等挥发分的硅酸盐熔体，压力

的增加会制约热扩散作用；而对于富挥发分的岩浆体系来

说，压力对于热扩散的影响相对会更为复杂。

（４）氧逸度：硅酸盐体系所处的氧逸度对硅酸盐熔体中
的变价元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以硅酸盐熔体中

的Ｆｅ为例，随着体系中的氧逸度改变，Ｆｅ的价态可能从 ＋２
到＋２、＋３共存再到全部 ＋３。而随着电价的升高，三价 Ｆｅ
的半径减小。粒子在硅酸盐熔体中的扩散必然受到其自身

质量、尺寸和电价的影响（ＧｒｅｗａｎｄＩｂｂｓ，１９５２；Ｌｅｓｈｅｒ，
１９９４；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根据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对热扩
散强度的经验公式，我们可以推测，Ｆｅ随着价态的升高，自
身半径减小，场强增加，使得其自身的热扩散作用增强。因

此，氧逸度对硅酸盐熔体中某些变价元素的热扩散作用很可

能会有明显的影响，即随着氧逸度的升高，其价态升高，热扩

散作用也会相应的增强。

４　问题与展望

在过去的三十余年，热扩散作用在地质过程中的研究已

经取得了很多开创性的成果。然而，相比于化学、大气、生

物、物理和材料等学科领域，地球科学领域的热扩散作用的

研究和认识仍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在硅酸盐体系的热扩

散研究中，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１）对不同硅酸盐体系的热扩散规律的研究还不够全
面。已有的元素热扩散研究涉及了玄武质（Ｗａｌｋｅｒａｎｄ
ＤｅＬｏｎｇ，１９８２；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安山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
１９９８；Ｌｕｎｄｓｔｒｏ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Ｈｕ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ａｎｄＣａｓｔｒｏ，２０１７）、英安质
（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石英二长质（Ｌｅｓｈｅｒ，
１９８６）和高硅流纹质（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等体系，而同位素热扩
散分馏研究仅涉及了玄武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ｂ，２０１４）、安山质（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英安质（Ｋｙｓ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８）和流纹质（Ｂｉｎｄｅｍａ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等体系。从以上可以看出，已有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基性中性岩石体系，而对超基性、碱性等岩石体系很少
关注。从岩浆黏度角度来看，酸性岩浆的黏度较大，可预期

的热扩散效应可能并不明显。然而，正如上面讨论，当酸性

岩浆含有大量挥发组分时，如高演化花岗质岩浆和伟晶质岩

浆，情况就另当别论了。理论计算表明，高 ＬｉＦ花岗质岩浆
的黏度接近于玄武质岩浆（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这暗示如果
热梯度存在的时间足够长，这类富挥发分花岗质岩浆的热扩

散效应很可能同样显著。因此，热扩散导致的成分分异和同

位素分馏在这类岩浆演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就值得格外

关注了，也是正确解释这类岩石主、微量和同位素数据的理

论依据。

（２）微量元素的热扩散行为认识不足。在早期硅酸盐熔
体的热扩散研究中，由于微量元素微区原位分析测试手段的

缺乏，早期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主量元素的热扩散行为上

（Ｗａｌｋ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１；ＷａｌｋｅｒａｎｄＤｅｌｏｎｇ，１９８２；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
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而近十余年来，由于高精度质谱分析技术和
测试方法的快速兴起，几乎所有的热扩散研究又都集中在稳

定同位素分馏上（Ｒｉｃｈｔ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２０１４；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这导致我们对微量元素热扩
散行为的认知极其缺乏。通过个别的实验研究可以看到，微

量元素不同于主量元素，它们具有不一致的热扩散行为

（Ｄ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硅酸盐熔体中微
量元素热扩散行为的总体规律是目前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

尤其对于一些成矿金属，如 Ｎｂ、Ｔａ、Ｗ、Ｓｎ、Ｃｕ、Ａｕ、Ｐｂ、Ｚｎ、Ｕ

９０１常翱飞等：热扩散驱动的元素分异和同位素分馏：一种不容忽视的硅酸盐成分分异机制



等等，它们在岩浆阶段的热扩散很可能也是其浓缩、富集的

一种机制。

（３）硅酸盐体系热扩散作用的影响因素及尺度还不够明
确。正如前述，已有的热扩散研究重点探讨了熔体成分和温

度对热扩散的影响（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Ｂｉｎｄｅ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Ｌｉ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１５），而对于压力、氧逸
度和熔体中的各种挥发组分对于元素和同位素热扩散行为

的影响并不明确。这阻碍了我们对元素和同位素热扩散行

为较为全面的认识，从而增加了热扩散作用与复杂地质过程

之间联系的困难。虽然我们可以推测部分因素对热扩散的

影响结果，但是其大小尺度只能依靠实验模拟来解决。

（４）热扩散作用的地质与地球化学关键识别标志有待确
立。热扩散是否在地质过程中发挥明显作用一直存有争议，

其原因不仅仅在于高温高压实验模拟的结果与自然观察并

非完全一致（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９１），也在于热扩散的野
外地质和室内地球化学的鉴别至今模糊不清。正如一些实

验研究已经证实热扩散导致的岩浆成分分异在规模上与结

晶分异是类似的（Ｗａｌｋ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１；ＷａｌｋｅｒａｎｄＤｅｌｏｎｇ，
１９８２；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８６；Ｌｅｓｈｅｒａｎｄ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６，１９８８，１９９１），
而部分熔融硅酸盐体系中热迁移的效果与 ＡＦＣ过程也类似
（Ｌｕｎｄ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９）。如何在野外地质和室内地球化学层面
将热扩散与结晶分异或 ＡＦＣ过程有效地区分开来，是下一
步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确立热扩散关键识别标志的第一

步。只有明确了热扩散在地质过程中的识别标志，才能为热

扩散在成岩成矿过程的应用解释奠定基础。

（５）硅酸盐体系热扩散作用的理论模型有待建立。热扩
散的理论探索在物理、大气、化学和材料等领域已取得了大

量成果（Ｐｌａｔｔｅｎ，２００６；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７；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ａｎｄＳａｇｈｉｒ，
２０１３；ＲａｈｍａｎａｎｄＳａｇｈｉｒ，２０１４）。早期热扩散的理论研究主
要集中在一元、二元组分等简单体系上，近年来发展了线性

不平衡热力学方法、代数相关性方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来

开展多元混合物热扩散的理论研究（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ａｎｄＳａｇｈｉｒ，
２０１３）。由于硅酸盐体系组分的多样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复杂
性，硅酸盐热扩散的理论模型很难建立在简单的一元、二元

混合物模型上。在更多的硅酸盐体系热扩散的实验数据基

础上，未来有必要引入其他学科业已建立的多元混合物热扩

散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型，实现学科交叉融合，进而促进硅

酸盐体系热扩散的理论模型的建立，为实现评估热扩散的尺

度、规模和深入理解地质过程中的热扩散作用奠定理论

基础。

近三十年有关硅酸盐体系的热扩散研究，尤其是近十余

年来，从稳定同位素视角揭示的同位素热扩散分馏，证实了

热扩散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硅酸盐成分分异机制。虽然这种

机制导致的不同条件下硅酸盐成分分异的规律还有待完善，

成分分异的尺度和规模也还有待限定，但是，我们必须认识

到这种机制在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正如高温高压实验和

模拟计算表明（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ＬｉａｎｄＬｉｕ，２０１５），只要

有温度梯度存在，同位素分馏就会存在！而地球内部和地质

过程中，温度梯度是随处可在。因此，热扩散在地质过程中

扮演何种角色的关键在于温度梯度的大小、温度梯度持续的

时间以及由此造成的成分分异的尺度和规模。对于那些存

在持续热梯度的地质环境或地质过程，如俯冲带及相关的岩

浆过程、地球早期核幔分异、深海岩浆及热液活动等等，热扩

散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未来研究需要格外关注的问题。总

之，随着高温高压实验设备的发展，尤其是微区原位分析技

术以及高精度质谱分析技术的革新，硅酸盐体系的热扩散研

究必将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而我们对硅酸盐体系热扩散

作用的认识也必将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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