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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从形成到喷发地表或形成岩体，在这一过程中岩浆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是怎样运移的，受到

那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等等，是人们对岩浆活动感知中一个相对薄弱的方面。这一过程涉及到岩石

学、矿床学、火山活动、火山灾害等一系列学科领域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岩

浆储运系统，在喷发前岩浆是怎样储存以及是如何到达地表的。 

一般岩浆储运系统的基本模型被描述为：岩浆通过底劈、孔隙渗透、及岩浆劈裂的方式向上运动，

形成一个由各级岩浆储集库和岩浆通道构成的一个储运系统（Cox, 1993）。目前从岩石地球化学方面

对储运系统研究的方法主要采用 Putirka（1996）的斑晶辉石－熔体温压计、查定各级岩浆储集库深度

和温度。运用此方法对夏威夷群岛、大西洋 Canary 群岛、加利福尼亚 Coso 等火山岩、等开展的岩浆

储运系统的研究，取得了非常好的研究成果，对岩浆的深部过程及岩浆系统获得了认识上的重大进展。 

Putirka（1997）利用 Putirka（1996）的辉石－熔体温压计、对夏威夷群岛（Hawaii）的 Kilauea, Loihi 

及 Mauna Kea 三个火山岛岩浆储运深度进行了系统测算研究，展示了夏威夷火山活动深部过程的时空

图景：岩浆通道及储集库的深度变化从 15～40 km，表明岩浆储集在一个深度范围内、包括地幔、而

不是岩石圈之内一个单一的深度层面上； Kilauea 来自于相对较浅的储集库、而 Loihi 和 Mauna Kea

的岩浆储集库相对比较深；将 Kilauea 岩浆储运深度与喷发序列联系起来，展现出岩浆通道系统从顶

到底的清空过程。Klugel 等（2005）和 Galipp 等 (2006) 利用 Putirka（1996）的斑晶辉石-熔体温压计

（辅以斑晶辉石、橄榄石流体包裹体压力测算）对 La Palma 火山岛（大西洋 Canary 群岛)玄武质熔岩

进行了系统的压力测算，恢复了岩浆储集库、岩浆上升及岛屿的形成过程，研究表明有长期和短期的

两类岩浆储集库，分别位于 15~26 km 和 7~14 km 深度上；揭示了 Taburiente 和 Vieja 火山的岩浆不是

来源于同一个岩浆储集库，它们有各自的岩浆储运系统。Mordick 等 (2006)利用 Putirka 等 (1996)辉

石－熔体温压计系统测算了 Coso 和 Big Pine 两个火山岩区（第四纪火山、相距约 60 km，位于美国

加利福尼亚中东部）玄武岩中斑晶辉石的结晶深度，论证了 2 个设想：Big Pine 火山岩区缺少伴生流

纹岩的含有地幔捕虏体的玄武岩结晶于较大的深度，Coso 火山岩区伴生丰富的流纹岩的玄武岩结晶于

较浅的深度；Coso 玄武岩岩浆储集在比 Coso 流纹岩岩浆更大的深度。其他一些研究还有如 Schwarz

等（2004）运用 Putirka 等 (1996)辉石-熔体温压计对大西洋北东相距约 30 km 的由同一地幔热点形成

的 Madeira 火山岛 和 Desertas 火山岛链（3 个火山岛）的研究，认为结晶分异发生在大于 15 km 深度

的地幔中多个层位上，并在喷发之前在地壳中临时性滞留，两个近邻的火山系统岩浆在地壳中滞留的

深度明显不同，表明浅部岩浆储集库不是共同的。 

近年来，对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的有关研究初步揭示了地幔柱岩浆的底侵及其效应。研究表明峨眉山

大火成岩省存在岩浆底垫及内侵并造成长英质岩浆活动并对新生地壳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Shellnutt et 

al., 2007; Xu et al., 2008 ; Zhong et al., 2009)，地震波层析成像揭示峨眉山大火成岩省地震层序剖面存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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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附加层(刘建华等, 2000)，热力学计算及矿物组合的地震波动参数拟合研究认为是由来自地幔柱岩浆

在此结晶分异形成的堆晶层(Zhu et al., 2003)。 

我们利用Putirka（1996）的辉石-熔体温压计，初步开展了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玄武岩浆储运系统的地质

温压计测算，测算结果表明，金宝山岩体辉石结晶深度在40Km左右，力马河岩体辉石结晶深度在35～40 km, 

宾川苦杆岩辉石结晶深度主要40～50 km。峨眉山大火成岩省大部分辉斑玄武岩辉石的结晶深度主要10～

20 km。根据这些测算结果认为： 

① 苦杆岩可能直接来源于较深的岩浆储集库，其辉石结晶深度指示岩浆储集库在壳幔边界，一般，苦

杆岩中橄榄石无Ni亏损，说明尚未发生硫化物熔离。苦杆岩代表了可能有部分额外橄榄石加积的原始岩浆

组成。 

② 岩浆铜镍铂族元素矿床成矿岩体金宝山岩体、力马河岩体的辉石结晶深度在35～40 km，表明其岩

浆储集库在下地壳中，指示这一阶段是成矿岩浆演化的重要时期，硫化物熔离作用可能主要发生在下地壳。

对金宝山铂钯矿成因及成矿机制研究表明，成矿岩浆经历了深部岩浆演化，橄榄石、部分铬铁矿为深部结

晶分异产物、硫化物也为深部熔离所形成，成矿岩浆为深部演化形成的含矿晶粥，同位素组成显示下地壳

混染，在矿石中发现有大量中元古代锆石、可能为下地壳来源。 

③ 辉斑玄武岩辉石的结晶深度10～20 km，指示在上地壳中的岩浆储集库，而且，岩浆可能在更深部

（壳幔边界及下地壳）经历过结晶分异，已有研究表明，大部分玄武岩与深成岩体有互补关系，这些玄武

岩只是原始岩浆深部分异演化后到达地表的剩余熔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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