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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的大地化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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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化学背景是一种区城地球化学背景
。

计算深度为地壳最上部

的构造层
。

中国构造层的平均厚度为
,

其总质量约为 ’ 。

大地化学背景比地壳和岩石圈的化学背景具有更高的肯定性
。

其背景

值对区域成矿分析和矿产资源总盆评价等工作
,

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
。

本文给出我国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的大地化学背景值
。

关位润 大地化学背景 , 构造层 , 中国

泊 砚
·

矿 弃

大地化学是大地构造

地球化学的简称
。

中国大

地化学是中国区域大地构

造学和中国区域地球化学

相结合的产物
。

进行区域成矿分析或

研究区域成矿规律时
,

通常都要考虑两个成

矿背景 一个是区域大地构造背景
,

它控制矿

床的时空分布 , 另一个是区域地球化学背景
,

它对矿床的形成和规模有重 要影响
。

区域地球化学背景随计算深度而异
。

例

如
,

岩石圈化学背景的计算深度为软流圈 上

部界面 地壳化学背景的计算深度为莫霍界

面 , 七陆壳化学背景的计算深度为康拉界面
,

等等
。

大地化学背景也是一种区域地球化学

背景
,

其计算深度比康拉界面还浅
,

仅限于

地壳最 上部的构造层
。

构造层 由沉积岩
、

变

质岩和岩浆岩组成
。

其厚度根据区域地层表
、

地球物理资料及其地壳结构模型来确定
。

其

地克 二 , 二 火 ’ 。

地震波 速 度 范 围 为犷 ,

犷‘ 。

我国构造层 的平均 厚
·

度 为
,

其 质 量 为 、一

‘“ ,

仅占我国陆壳质量的
。

大地化学背景通常按照大地构造单元进

行计算
。

因此
,

它实际 是 一种综合反映各

大地构造单元内构造层化学成分 的 定 是 指
’

标
。

这种指标常用区域元素丰度值来表示
。

但对主要元素来说
,

也可用区域岩石平均化
·

学成分来表示
。

由于缺乏微量元素资料
,

本

文的计算仅限于主要元素
。

目前我国有多种大地构造学说
。

不同的

学说对我国大地构造单元采用不同的划分法

和术语
。

由于原有资料所限
,

本文采用任纪

舜等 的分类和术语作为试点
。

并在

二级构造单元的岩类分布统 计基础上
,

给出

一级构造单元的大地化学背景
。

由于大地化学背景的计算深度较浅
,

仅

限构造 层
,

这就无需对深部硅铝层
、

硅镁层和

超硅镁层的岩石成分进行间接推断
。

因此
,

直接根据三大岩类实际资料求得的大地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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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比地壳和岩石圈的化学背景具有更高

的肯定性
。

很显然
,

这对区域成矿分析
、

资

该总是评价
、

环境地质调查
、

区域水质变 化

砚律研究等工作
,

都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
。

中国地台区的

化学背景

中国地台区包括 中朝准地台
、

扬子准地

合和塔里木地台
,

总面积为 万 ’ ,

占我

国陆地而积的
。

全区构造层的平 均厚 度

为
,

仅为本区地壳平均厚 度 的
。

全 区构造层的质量为 一。“ ,

占本区地壳质量的 表
。

全区进一步划分为 个二级构造单元
,

其构造层的面积和质 量分布如表 所示
。

在本区的构造层内
,

各类岩石的分布比

例按二级构造单元分别统计
。

例如
,

中朝准

地台的胶辽台隆
,

其构造层的质量为
,

中 地合区构造层的‘本今橄 裹

度

’ 阵 竺一
一

一生一一密

了气、

地 台
面 积

万
’

厚 度 休 积

万
’

中朝准地台

场于准地台

塔里木地台

合计 平均

一

一

一

。

。

。

。

。

。

。

。

中 地台区二级构造单元的构造层 , 积和质 , 江

二级构造单元 面积
万

质 二级构造单元 面积
万

质盆 二级构造单元 面 积
万

之
质

‘阿拉接台隆

哪尔多斯台缘箱带

哪尔多斯台坳
·

内坎地轴

山西断隆

燕山台抽带

华北断坳

胶辽台隆

西断隆

豫西断隆

。

盐源一丽江台缘褶带

龙门一大巴台缘褶带

四 川台坳

康该地轴

上扬子台摺 带

江南台隆

江汉断 坳

浙西一皖南台褶带 一
下扬子台褶带 一

苏北断坳 一

库 塔克断隆

。

一

一

。

。

。

。

。

。

。

。

一 日

。 。

柯坪断隆

铁克里断隆

北 部台坳

南部台坳

库东山前坳陷

昆仑山前坳陷

中部台隆

一 。

甘月,,,

⋯
甘,工月‘只︸内二自匕,二,‘

﹄民︸确

。

。

。

。

。

一 一

川勺一

︸勺几月匕,︸,‘,价‘甘︸

⋯⋯

合 计 一

合 计 一 合 计

中 地台区的大地化学背 位

构造单元
·” 】 ·

一
· 一

,

。

农

总和

中朝准地台

扬子准地台

塔里木地台

中国地台区平均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

。

。

。

。

刁

。

。

一

。 。 。 。

日阮以尸团川叫粼
薰

替八勺,妇甘一匕,曰

⋯
甘曰︺‘卫山,︸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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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大岩类的质量分布比例 质量 为

砂岩
、

石英岩等 页岩
、

板岩
、

千枚岩

灰岩
、

大理岩
、

白云岩 片岩

类 片麻岩类 变拉岩
、

麻粒岩
、

混合岩等 , 花 岗 岩 类 , 闪长岩 类

心 辉长岩类 橄榄岩类 正长

岩类 中酸性喷出岩 基性喷出岩

习 合计为
。

以 个 地台 的构造层平均化学成分表示

中国地台区的大地化学背景值 表
。

从表 可 以看出 中朝准 地 台 和

含量高 扬子准地台 和
‘

含 量

高 塔里木地台 和 含量最高
。

中国地槽褶皱区的

化学背景

中国地槽 摺皱区被地台区分 割 为 个彼

此独立发展的亚区
,

即北缘亚 区
、

青藏亚 区

和华南亚区
,

总 丽积为
,

占 我 国 陆

地面积的 , 其构造层的 平均厚度为
,

仅 占该区地壳平均厚度的 全区构造

层的质 量为
,

占 该 区 地 壳 质 最 的

表
。

, 北缘亚 区

位于中朝一塔里木地台以北
,

主要 由 一

中日地抽祖皱区构造层的若本今橄 衰

地擂摺皱区
面 积

万
’

厚 度 体 积

万
’

密 度

’

质

曰,︸月才一,叼品‘亡几乙‘曰‘,口北缘亚区

青藏亚区

华南亚区

合计 平均

。

。

。

。

。

。

。

色

。

。

。

。

眼服翌

系列晚古生代褶皱系组成
,

属蒙古一乌拉尔 部有较 大的构造层厚度 平均
。

下

构造域
。

本亚 区包括东
、

西两部分
,

分别 由 面以大兴安岭优地槽褶皱带 为例
,

说明本亚

右个和 个褶皱系带组成
,

其构造层面积和质 区二级构造单元的岩石分布统 计 质量

量分布如表
。

砂岩
、

石英岩等 页岩
、

板 岩
、

千 枚

由表 可见
,

东
、

西两 部分构造层的质量 岩 石灰岩
、

大理岩
、

白云岩 , 片

大致相等
,

但而积却差别很大
,

这是因为西 岩
、

片麻岩类 变粒岩
、

麻粒岩 混合

北缘亚区一级构造单元的构造层面积和质 衰

西 。‘

⋯
东 部

‘ 级构造单元 面 积
万

质 盘 一级构造单元 面
万

塑
、

, , 】‘ 少

质 盈

阿尔泰褶皱系

准哆尔摺皱系

天山摺被系

。

。

。

。

。

一

。

。

。

。

。

。

。

一

。

一八甘卫

⋯
︸﹄,白,‘

额尔古纳褶皱系

内蒙一大兴安岭褶皱系

吉黑褶皱系

延边褶皱系

上黑龙江冒地活褶皱 系

那丹哈达 地 附褶
’

玻系

合 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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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等 花岗岩类 闪长岩类 ,

辉长岩类 橄揽岩类 正 长 岩 类

中酸性喷 出 岩 基 性 喷 出 岩

本亚 区大地化学背景如表 所示
,

由于天

山摺皱系的平均化学成分与其他褶皱系 带

差异较大
,

致使东
、

西两部分化学成分明显

不同
。

东部富
、

和 ,

西部富
、

和
。

本亚区与南邻的

中朝一塔里木地台相比
,

同样具有富
、

、

和 的特征
。

北蜂理区一级构遭单元的大甩化一份 亡 衰

“
,, · 。 ’”’’

⋯
·

⋯
总和和

东东东 “ 尔古纳 ,,
。 一 。 。 。 。 一 。 一

部部部 皱系系
。 一 一 。 一 。 。 一 一 。 。

」」」
内搜一大兴兴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 一 。 。

安岭抽皱系系
。 飞

。 。 一 。 。 。 一 一

吉黑艳皱系系
。 。 。 。 。 一 。 。 。 。 。 一 一 少少

延边相皱系系
。 一 一 。 。 。 。 。 。 。 。 一 。

上黑龙江 ,,
。 。 。 。 。 。 。 。 。 。 。 。

地抽抽皱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那丹哈达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

地抽相皱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平 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西西西 阿尔奉相皱皱
一一 。 。 一 。 。 。 。 一 一 一 。

部部部 系系
。 。 。 。 。 。 。 一 。 。 。 。 。

右右

准准准嘴尔箱皱皱 一一 。 。 。 一 一 。 。 一 一 。 一 一

系系系系
。 。 。 一 。 。 。 。 。 。 一 一

天天天山摺皱系系
。

平平平 均均
。

北北级亚区总平均均
。 。 。 。 。 一 一 一 。 。 。 一

旅亚 区

位于中朝一塔里木地台以南和扬子堆地

台以西
,

由一系列 巨大的显生宙 褶 皱 系 组
成

,

从北向南依权出现加里东
、

海西
、

印支
、

燕山和喜马拉雅各期褶皱系
,

属喜马拉雅一

特提斯构造域
。

本亚区包括南
、

北两部分
,

北部由 个

古生代摺皱系组成
,

南部由 个中新生代地

, 亚区一级构造单元构遭一的西叔和质 衰

匕 部 南 部

一级构遭单元 面 积
万

苦
质

。

。

。

。

一级构造单元 面
万

舆
、

‘
,

质

伙

,‘,古卫冲

松潘一甘孜褶皱系

三江褶 皱系

喀拉昆仑一唐古拉摺皱系

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褶皱系

喜 马拉雅摺皱系

。

。

。

一

。

︹七,月,自

⋯
甘,山月,自西,‘,,幼曲」祁连抽皱系

西昆仑艳皱系

东昆仑裕皱系

秦岭槽皱系

合 计 一 。

合 计 飞
。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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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褶皱系组成
,

其构造层而积和质量分布如

表
。

由表 可见
,

南部面积比北部约大 倍
,

但

北部构造层质量却比南部多
,

原因是北

部构造层厚度较大
,

如祁连褶皱系的构造层

厚度达
。

现以冈底斯一念青 唐 古 拉

摺皱系的拉萨褶皱带为例
,

说明本区二级构

造单元的岩石分布统 计 质量
。

砂岩
、

石

英岩等 页岩
、

板岩
、

千枚岩

石灰岩
、

大理岩
、

白云岩 片岩类 ,

片麻岩类 变粒岩
、

麻粒岩
、

棍合岩等

花岗岩类 闪长岩类 , 辉长

岩
、

橄榄岩类 酸性喷 出岩 中性

喷 出岩 基性喷出岩
。

青旅亚区一级构造单元的大地化学背 衰

利二连褶皱 系

西昆仑褶皱系

东昆仑褶皱系

秦岭摺 皱系

平 均

,,

一 。

⋯
‘ ··

」」匕匕 利二连褶皱 系系
。 。 。 。 。 。 。 。 。 。 。 。 。 。

部部部 西昆仑褶皱系系
。 。 。

飞飞
。 。 。 。 。 。 。 。 。 。 。

东东东昆仑褶皱系系
。 。 。 。 一 。 一 。 。 。 。 。 。 。

秦秦秦岭摺 皱系系
。 。 。 。 。 。 。 。 。 。 。 。 。 。

平平平 均均
。 。 。 。 。 。 。 。

戒戒
一 。 。 一 。

南南南 松潘一甘孜孜
。 。 。 。 一 。 。 。 。 。 。

工
一 一 。

都都都 褶皱系系
。 。 。 。 。 。 。 。 。 。 。 。 。 。

三三三江摺皱系系
。 。 。 。 。 。 。 。 。 。 。 。 。

喀喀喀拉昆仑一一
。 。 。 。 。 。 。 。 。 。 。 ‘ 。 。 一

唐唐唐古拉褶皱系系
。 。 。 。 。 。 。 。 。 。 。 。 。 。

冈冈冈底斯一念念
。 。 。 。 。 。 。 。 一 。 。 。 。 。

青青青唐古拉摺皱皱皱皱皱皱皱皱皱皱皱皱皱皱皱皱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喜喜喜马拉雅褶褶褶褶褶褶褶褶褶褶褶褶褶褶褶褶

皱皱皱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平平平 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青青藏亚区总平均均
。 。 。 。 。 。 。 。 。 。 。 。 。 。

华南亚区一级构造单元构造层的面积和质 衰

一 级 构 造 单 元 面积 万 质且

东部褶皱带

东南沿海褶皱带

海南岛

台淹褶皱带

。

。

一

。

。

计合

华南亚区一级构遭单元的大地化学背 裹

一级构遭单元
。

一
。 ,

一 ⋯
二

⋯
· · , 〔。

⋯
·

⋯
总和

︸﹄﹄甘曰︺︺,,曰,‘,二月才,‘开‘,工,人﹄甘甘斑的山的‘︸八。 。。

。

。

。 。

。

。

。

。

。

。

。

七曰,‘﹃﹄口﹄

⋯
,白咋乙,‘,‘内甘口︸‘,甘臼石︸﹄

⋯
吃丹舀︸﹄,幼甘﹄舀,人,,‘吮月,肠

⋯
,妇勺‘内」

。

︸自了︸﹄拢︸︸吕︸甘︸

⋯
斑甘八甘

几
︸,臼甘︸﹄一﹄丹舀口恤叨‘,

⋯
,曰盛勺‘,‘几‘,上,甘,舟色,丹内月才

⋯
︸匕甘门了月月自自内华南摺皱系

东南沿海摺皱系

海南岛

台淹褶皱 系

合 计

石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从本亚 区的大地化学背景 表 可以

看出 南北部各摺皱系的平均化学成分变化

范围均较大
。

总的看来
,

北部相对富 之 、

和
,

南部富 和
。

华南亚 区

位于扬子准地台东南
,

由古生代和新生

代褶皱系组成
,

中生代有强烈的构造岩浆活

动
,

属太平洋构造域
。

本亚 区以华南褶皱系 加里东期 为主

体
,

东南缘为海西期褶皱系
,

台湾岛为新生

代褶皱系
,

海南岛通常归属东 南 沿海 褶 皱

系
。

同北缘和青藏亚 区比较
,

本亚 区具有最

小的面积和最薄的构造层厚度
,

其质 毫也最

小
。

一级构造单元构造层的面积和质量如表

所示
。

亚区内岩石分布统计 质量 以

海南岛为例 砂岩类 页岩类 , 灰

岩类 片岩类 花岗岩类 ,正

长岩类 基性喷出岩
。

本亚 区 大

地化学背景如表 所示
,

这是含 最高的

一个亚区
。

中 地 一纹区

在全地槽褶皱区大地化学背景 表

上
,

北缘亚区以高 和
、

低 和

为特征 , 青藏亚区则相反 , 华南亚 区以高

、 ,

低
、

为特征
,

个亚

区的化学成分有 明显差异
。

中国大地化学背景

平均化学成分

根据上述地台区和地槽褶皱区的构造层

平均化学成分
,

采用质量加权平均求出中国

构造层的平均化学成分 表
。

由 表 可

知
,

在全国大地化学背景土
,

中国地台区以

富
、 、 、 、 、

和 为特征
,

而地槽 褶 皱 区 则 以 富 含
、 、 、

和 为 特

征
。

主要元素丰皮

根据表
、 、

的平均化学成分
,

可求出

中国构造层 种主要化学元素的丰度值 表
。

这 种元素的丰度值约占中国构 造 层

质量的
,

其余微量元素仅占中国构造层

质量的 士
。

因此
,

这 种主要元素的丰度

值为中国大地化学背景奠定了基础
。

今后的

任务是在此基础 补充计算几十种微量元素

的大地丰度值
。

由表 还 可以看出
,

我国地台和地槽摺

中 地 , 区的大地化学背 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

匕像业区
·

, ,

甘喊业区
·

, 。 峨 。

甲用业达
·

峨 ,

平 均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构造层的平均化学成分 襄 至

大地构造 区 质 量
肠

·

⋯
·

⋯“
· 一 , , ,

总和

洲一
︵”﹄︸合,曰

袱华
·

“ ”
·

。 。

‘‘一﹄︸吕一内舀,曰勺‘
、一,一,工夕,白﹃匕,

才人工甘五,人

默
中国地台区

中国地枪褶

皱区

全国平均

。

口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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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构造层的主共元索丰度位 裹

大地构造区 【
·

业 ⋯胜

默
戳

袱

中朝准地台

扬子准地台

塔里木地台

中国地台区平均

北缘亚区

青藏亚区

华南亚区

中国地槽褶皱区平均

中国构造层总平均

。

。

。

。

」
。

】
。

。

八,‘月了︸﹄一含口

⋯

﹄卜月,卜卜卜比,,勺

⋯⋯⋯
⋯。

。

,‘︸﹄
。

。

。

。

。

。

。

。

。

。

。

。

洋
洋

。 。 。

。

。

。

一

皱亚区的大地化学背景分属两种类型 ①

类型
,

有青藏亚区和 个地台区
。

它们 之

间的区别是 青藏亚区为 一 一 型 中朝

准地台为 一 一 型 扬 子 准 地 台 为
一 型 塔里木地台为 卜 一 型

。

②

类型
,

北缘亚 区和华南亚 区属此类 型
,

其

中前者为 一 一 型 后者为 一 一 型
。

这就是我国大地化学背景的基本轮廓
。

今后的任务是在此基础 匕开展多级构造

单元大地背景值的 计算
,

尤其是补充许多微

量元素的丰度值
,

为编制我国大地化学背景

图或大地化学与成矿关系图奠定基础
,

少仁从

理论和方法 上积累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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