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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西太平洋海山区是太平洋板块上洋壳年龄最老(磁条带异常最复杂(海山分布最密集(地质构造最独特(构造活动最

强烈的一个区域’为探讨区内众多海山的构造成因’以板块构造理论为指导运用弹性板挠曲理论计算了中西太平洋海山区岩

石圈的有效弹性厚度’结果显示’研究区的有效弹性厚度总体上表现为北西高南东低的趋势’西边的麦哲伦海山链表现出南

北低中间高的趋势’东边的中太平洋海山群呈现出由西往东厚度递减的现象’且这)个典型区域的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与现

今法属玻利尼西亚群岛处的比较接近’据此推测它们是在白垩纪期间$约+!*"A*M.%形成于现今法属玻利尼西亚群岛处的

大规模热点群附近’且受到了后期火山岩浆活动的改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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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通过大洋条带状磁异常和深海钻探$\2J
\N%(大洋钻探$R\N%得到的资料已经对太平洋底

洋壳的年龄了解得比较详细’但有关其上海山的年

龄和起源目前研究还很不够’对于区内海山的形成

也尚无一个统一的说法’中西太平洋海山区位于太

平洋海山密集分布的区域’不但其海山分布独具特

色’或排列成线状或聚集成群$M56./@’+AH#&P5J
5L56#*&>’’+A,!&Y4605/5/’+A,H%’而且周围的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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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条带分布"断裂分布和大火成岩省分布也极为

复杂#这些因素对该区的研究造成了困难#但也为我

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Y.00=#*&>’$+AE*%曾
运用板块挠曲理论对广泛分布于太平洋洋底的板内

海山的起源进行过研究#并根据计算得到的有效弹

性厚度将其上的众多板内海山分为&%6J/4@S5’型海

山和&%99J/4@S5’型海山两类’本文拟以板块构造和

地壳均衡理论为指导#计算研究区的岩石圈有效弹

性厚度#尤其是典型海山下岩石圈的有效弹性厚度#
通过对比太平洋中两大典型中生代磁静区$研究区

所在的中"西太平洋和现今南太平洋的法属玻利尼

西亚群岛%的岩石圈强度情况#进一步分析研究区众

多远离板块边缘的板内海山的可能形成机制’

+!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的概念及其地

质意义

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5995304<55&.=0430143CJ
65==#B5%源于岩石圈的挠曲和均衡理论#这个概念

的提出最初是为了研究广泛分布于大洋底的海山或

火山引起的其下大洋岩石圈发生的挠曲变形情况

$Y.&3%00#+A,*(Y.00=.6@:%31/.6#+A,#%’伴随

着板块构造理论的出现#对这一基于区域均衡补偿

和弹性板挠曲理论的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的研究#
成了理解岩石圈动力学性质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成

了岩石圈动力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所谓有效弹性厚度B5 即为与岩石圈板块中的

实际应力所产生的弯距相等的理论弯曲弹性薄板的

厚度$W%/=>01#+AE"(付永涛等#)***%#标志着在地

质时间尺度内岩石承受超过+**MN.压力时发生

弹性 行 为 和 流 体 行 为 转 变 的 深 度$M3(800.6@
78@S5#+AA*%’通常认为#在地质时间尺度上施加的

负载会使大洋岩石圈产生薄的弹性板变形#进而可

应用重力与海底地形之间的均衡响应函数来进行海

山下岩石圈挠曲刚度和有效弹性厚度的计算$Y.&J
3%00#+A,*(Y.00=.6@:%31/.6#+A,#%’大洋岩石

圈的#"*]+"*^等温面限定了岩石圈的有效弹性

厚度#并且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随加载时岩石圈的

年龄平方根的增加而增加#这显然是大洋岩石圈的

挠曲刚度强烈地依赖于岩石圈的温度结构$Y.00=
#*&>’#+AE*(Y.00=#*&>’#+AE)(:.&K.60.6@
:.L56.<5#+AE,%所致#这个关系类似于大洋岩石圈

的沉降与岩石圈的年龄之间的关系$N./=%6=.6@

23&.05/#+A,,%’这种有效弹性厚度和板块加载时年

龄之间的简单关系#目前已经被更多的研究和数据

所证实了$?%%@Z4&&45.6@Y.00=#+AA!(W4&K5/#*
&>’#+AA!(_/8=5#*&>’#+AA,%’这样通过洋壳年龄

和海山负荷加载时的年龄便可得到海山的年龄#再
结合板块的演化史和运动史便可得到海山形成的大

致区域’
通过有效弹性厚度研究不仅可以得到岩石圈大

规模构造及板块内的均衡补偿机制#而且还可以获

得不同地区"不同构造单元岩石圈的挠曲刚度以进

行区域间的比较(另外结合地热流参数还可以了解

岩石圈板块的历史"热状态"热年龄和耦合关系等

$付永涛等#)***%’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的大小很大

程度上受岩石圈热结构和热年龄的控制$_./65/#*
&>’#+AE!(F53105&#*&>’#+AA*%’热年龄越小#B5
值越 低(热 年 龄 越 高#B5 值 越 大$O8V5/#*&>’#
+AEA%’一般来说#挠曲刚度降低$有效弹性厚度低

值%的地方通常伴随有高的大地热流值"高的地幔电

导率"低的N6$折射N波%速度及地震走时延迟等

$袁炳强等#)**)%’大地热流与岩石圈构造演化之间

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构造活动性和最后一次构造I热

事件年龄的关系上’研究发现#板内火山下的大洋岩

石圈弹性厚度与加载时板块年龄的平方根成线性关

系 $Y.00=#+A,E(Y.00=#*&>’#+AE*%’:.&K.60
.6@:.L56.<5$+AE,%和:.&K.60$+AE,%对太平洋"大
西洋"印度洋中H*个火山岛屿下的大洋岩石圈的挠

曲强度进行研究后#发现在海山下的岩石圈弹性厚

度随着板块承受载荷时的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因此#
岩石圈弹性厚度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被用来预测火

山或洋壳的年龄$:.&K.60#*&>’#+AA*%’

)!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的计算

本文首先在整个研究区选择了A个剖面$图+
中黑线%#沿着剖面线在二维频率域运用弹性板挠曲

理论对它们所在处大洋岩石圈的有效弹性厚度B5
进行了计算’计算时先假定一个B5 值#由地形数据

通过地形I重力关系式得到各剖面相应的理论空间

重力异常#并与实际测得的空间重力异常进行比较#
得到剩余空间重力异常#然后根据剩余重力异常的

均方根调整大洋岩石圈的B5#最后得到最佳拟合

$最小剩余重力异常%下的大洋岩石圈的有效弹性厚

度’模型计算中用到的参数见表+#表)列出了这A
个剖面的计算结果’计算结果显示#该区岩石圈的有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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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西太平洋海山区地形

W4S’+ X%[%S/.[1>%9015M4@JY5=0N.34943=5.K%860/5S4%6

表A!模型计算中用到的参数

X.V&5+ N./.K505/=8=5@V>0159&5D8/.&K%@5&

参数 定义 值"单位

D#E$ 板块挠曲 K
F 挠曲刚度 (%K
B5 有效弹性厚度 K

!Z 海水密度 +*)"CS"K!

!3 洋壳密度 )E**CS"K!

!K 地幔密度 !!!*CS"K!

7 重力加速度 A’E)K%=I)

? 杨氏模量 H’"‘+*+*N.
" 泊松比 *’)"

!!Fa?B5!"+)#+I")$’

表B!剖面计算结果

X.V&5) :.&38&.04%6/5=8&0%96465[/%94&5=

剖面
起点经度

#b$
起点纬度

#b$
终点经度

#b$
终点纬度

#b$
B5
#CK$

均方根

剖面+ +E#’!* +A’,* +EH’)* +H’* , *’"E))
剖面) +E)’)* +A’"* +,A’,* +H’E H *’###!
剖面! +,E’"* +E’E* +,E’"* +"’E , *’!AE+
剖面# +,H’!! ))’!# +,H’H! +!’H ++ *’"*,E
剖面" +,H’H* )!’** +HA’H* +H’# ++ *’"),E
剖面H +"+’** )+’)* +#A’** +A’+ +" *’E#),
剖面, +"!’"* +A’)* +#A’)* +E’) +H *’"!*A
剖面E +"#’** +,’A* +"*’"* +"’! +# *’,H"A
剖面A +"H’#* +H’H* +"!’A* +!’E +, *’!A,E

效弹性厚度B5总体上表现出西边大东边小且越往

东越小的趋势&麦哲伦海山区内海山的B5 大而中

太平洋海山群地区海山的B5 小&中太平洋海山群

西部大东部小’数值上’中太平洋海山群处岩石圈的

B5介于H"++CK之间’而麦哲伦海山区的B5介于

+#"+,CK之间’
继而参照上述由二维剖面得到的结果’将研究

区+"*b-以东的区域划分成+)个矩形区域#图)$’
以弹性板挠曲理论为指导在三维频率中通过地形I
重力关系式由各区块的地形数据计算其相应的理论

空间重力异常’再将它们与各自实测的空间重力异

常值进行比较’根据得到的剩余重力异常调整有效

弹性厚度B5’直到得到的剩余重力异常的均方根值

为最小时为止’此时的B5 即为我们所需的各区块

的最佳值’表!列出了通过上述方法得到的各区块

的B5值和相应的均方根’对照图)和表!’在这+)
个矩形区块中夏威夷海山链所在的区块!的大洋岩

石圈的B5值为最大’达到了!)CK’远大于该研究

区其他区块的B5 值’这个值与 Y5==5&#+AA!$采用

的将建立在流变学基础上的屈服强度和新的三维挠

曲计算结合起来得到的结果相近&而其他区块的大

洋岩石圈的B5均要小于)*CK’且B5 值最小的为

中太平洋海山群东部所在的区块H’计算得到的结

果只有"CK左右’再看麦哲伦海山链和中太平洋海

山群所在的中部区块#包括区块#("(H(,(E(A$’可

以发现在这个区域总体上也是呈现出东部的B5 要

小于西部的B5’以+,*b-为界’两边的B5值变化比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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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研究区+)个区块划分

W4S’) XZ5&<5V&%3C=%9015=08@>/5S4%6

表C!研究区各区块!#值

X.V&5! B5%90Z5&<5V&%3C=46015=08@>/5S4%6

区块 + ) ! # " H

B5"CK# +H’* H’* !)’* +,’* +*’) "’*
均方根 *’*,A"*’*A)"*’+)))*’++!,*’+)A)*’*A#A

区块 , E A +* ++ +)

B5"CK# +,’* H’" E’" +H’* +"’* +*’*
均方根 *’*A+#*’*AA"*’*E+"*’*EA#*’++E)*’*")H

较大$西边的B5 为+,CK$而越过这条线往东突然

降至+*CK’
显然$无论是在二维频率域沿剖面线计算得到

的结果$还是在三维频率域得到的各矩形区块的结

果均显示$研究区所在大洋岩石圈的有效弹性厚度

B5总体上表现为由北西向南东逐渐减小且越往东

越小的趋势"除夏威夷海山链所在的区块!外#$麦
哲伦海山链海山下岩石圈的B5 大而中太平洋海山

群地区海山的B5小’

!!典型海山的有效弹性厚度计算

"+#中太平洋海山群典型海山的有效弹性厚度’
以国外在 中 太 平 洋 海 山 群 研 究 较 多 的,座 海 山

"\./Z46%P55L56%c5=%&804%6%2050=%6%7.3B85&465%
Q&&4=%6和c56./@海山#为研究对象"图+#$在三维

表D!中太平洋海山群E座海山的!#
X.V&5# B5%9=5<56=5.K%860=46015M4@JN.34943M%860.46

海山 经度"b# 纬度"b# B5"CK# 均方根

\./Z46 +,+’H ))’* #’" *’+)EH
P55L56 +,!’E )+’) #’* *’)H"*
c5=%&804%6 +,#’" )+’) ++’* *’)#!)
2050=%6 +,H’+ +A’H E’* *’+,E!
7.3B85&465 +,H’, +A’# ,’" *’+A!#
Q&&4=%6 +E*’! +E’" #’" *’)E)+
c56./@ +E#’* +,’E #’* *’)AA#

频率域运用上述弹性板挠曲模型计算了它们所在处

大洋岩石圈的有效弹性厚度B5$计算结果见表#’根
据表#给出的大洋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B5 值的大

小$中太平洋海山群的,座海山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Z46%P55L56%Q&&4=%6和c56./@为一类$2050=%6
和7.3B85&465为一类$c5=%&804%6为一类’

")#麦哲伦海山链典型海山的有效弹性厚度’麦
哲伦海山链主要由十多座(-走向的海山组成$它

们呈北西方向展布成一大规模的海山链’选择其中

研究较多的H座海山"P4K8%P5K&5/%$&46@5/%N.J
C%%T%.1和T0.M.4X.4海山#为研究对象"图+#$在
三维频率域运用上述弹性板挠曲模型计算了它们所

在处大洋岩石圈的有效弹性厚度B5$计算结果见表

"’根据表"给出的大洋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B5 值

的 大小$可将麦哲伦海山链的H座海山分为三类$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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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麦哲伦海山链G座海山的!#
X.V&5" B5%9=4D=5.K%860=46015M.S5&&.6=5.K%8600/.4&

海山 经度"b# 纬度"b# B5"CK# 均方根

P4K8 +"+’,E )+’"* ,’" *’++"!
P5K&5/ +"+’,* +A’,* +"’* *’+H"!
$&46@5/ +"#’!* +,’+) +H’" *’+H""
N.C% +""’+* +"’,* )+’* *’+,)H
T%.1 +""’A* +#’+" )!’* *’+E)#

T0.M.4X.4 +"H’,* +!’** +A’* *’)+"+

P4K8为 一 类$P5K&5/和 $&46@5/为 一 类$N.C%%

T%.1和T0.M.4X.4为一类’

#!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的地质意义

以地壳均衡为理论背景$我们分别在二维和三

维频率域对研究区海山下的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进

行了计算$结果显示$整个区域的B5 值总体上呈现

出北西高南东低的趋势$麦哲伦海山链本身又呈现

出南北低中间高的趋势$中太平洋海山群则呈现出

由西往东递减的现象’我们知道该区域洋壳年龄由

西往东逐渐减小$即麦哲伦海山链底下洋壳的年龄

要老于中太平洋海山群底下洋壳的年龄$Y.00=#*
&>’"+AE*#通过总结各个地区岩石圈的B5 值$认为

通常情况下形成于年轻洋壳处海山下岩石圈的B5
要小于形成于年老洋壳处海山下岩石圈的B5$显然

我们上述的计算结果是合理的’由麦哲伦海山链处

海山的年龄$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这里出现的B5
值南北低中间高的现象$这正好与该区海山年龄表

现出来的南北老中间新相一致$这一现象显然是断

裂成因说和单热点成因解释不通的’由此我们认为

这些海山可能是由太平洋板块上多个热点的活动形

成的$这 正 好 与 Y.00=#*&>’"+AE*#在 解 释&%99J
/4@S5’型海山"包括了麦哲伦海山链的一部分#成因

时提出的观点相一致’中太平洋海山群表现出的B5
值西高东低现象就更容易理解了$首先整个构造近

东西走向$其次洋壳年龄由西向东逐渐年轻$再加上

这些海山年龄也大致呈西高东低的趋势’另外该区

域岩石圈的B5值总体上呈现出小于+*CK的趋势$
显然与Y.00=#*&>’"+AE*#用端元模型得出的该区

"CK左右的B5 值比较接近$属多热点成因的&%6J
/4@S5’型海山’

大洋岩石圈的有效弹性厚度随加载时岩石圈年

龄的增加而增加"Y.00=$+A,E(Y.00=.6@2053CJ
&5/$+A,A(Y.00=#*&>’$+AE*$+AE)(:.&K.60.6@

:.L56.<5$+AE,#’以25.=.0卫星的大地水准面高度

数据为约束$应用弹性板挠曲理论通过对太平洋%大
西洋%印度洋中总共H*座海山"或岛屿#下的岩石圈

有效弹性厚度的研究给出了一个岩石圈有效弹性厚

度与负荷加载时岩石圈年龄"简称加载年龄*#之间

的简单的关系式!B5a")’,*]*’+"#*+))"B5 的单位

为CK$*的单位为 M.#$指出大洋岩石圈弹性层的

厚度遵循半空间冷却模型的#"*]+"*^等温面’这
里提到的负荷加载时岩石圈的年龄可由洋底年龄减

去负荷年龄来得到’这样我们只要知道洋底年龄和

海山年龄便可得出海山下岩石圈的有效弹性厚度

值$用B5+表示(用B5)表示用弹性板模型计算得到

的有效弹性厚度$这两者之间的差值用#B5 表示$
即#B5aB5+IB5)$这个值很好地表示了用这)种

模型计算得到的有效弹性厚度间的吻合程度$从另

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加载时岩石圈的年龄并不是影响

B5的唯一因素":.&K.60.6@:.L56.<5$+AE,#$后

期岩石圈的热活化%断裂作用%洋底抬升等均会影响

B5值的大小’:.&K.60.6@:.L56.<5"+AE,#通过统

计三大洋中H*座海山的#B5 后认为$介于I"""
CK间的#B5值均属于正常情况$还发现中南太平

洋中的一些海山的#B5大于"CK’关于这个现象的

解释目前主要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其下热点

活动产生的热活化效应重新将该处岩石圈的温度调

回年轻板块时的状态"M56./@.6@M3(800$+AE)#$
从而引起#B5的增大(另一种观点认为该处岩石圈

的大规模减薄引起了#B5的增大"M3(800.6@W4=J
315/$+AE,#’表H给出了研究区+!座海山的洋壳年

龄B+%海山年龄B)%加载年龄*%B5+%B5)%#B5%现今

基底水 深 ;+%23&.05/公 式 计 算 水 深 ;)%水 深 差

#;a;+I;)’
以上计算结果显示$只有N.C%%T%.1%T0.M.4

X.4和c5=%&804%6这#座海山的#B5 值介于I""
"CK之间$其他海山的#B5 均大于"CK$说明这些

海山用弹性板模型得到的B5 值均小于由经验公式

求得的B5 值"Y.00=#*&>’$+AE*(:.&K.60.6@
:.L56.<5$+AE,#$这一点与中南太平洋现今法属玻

利 尼 西 亚 热 点 群 的 结 果 相 近 ":.&K.60.6@
:.L56.<5$+AE,#’由表H中给出的现今基底水深和

由23&.05/公式得到的水深来看$这些海山处的岩石

圈从洋中脊形成后并不单单随着洋中脊的扩张向两

边运动发生沉降$同时还发生过一定规模的抬升$具
体抬升幅度视海山而有所不同’从#B5 和抬升幅度

来看$麦哲伦海山链海山与中太平洋海山群海山表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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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研究区AC座海山的!!#
X.V&5H #B5%9014/0556=5.K%860=46015=08@>/5S4%6

海山 B+"M.# B)"M.# *"M.# B5+"CK# B5)"CK# #B5"CK# ;+"K# ;)"K# #;"K#

P4K8 +H*’,E ++A’H, #+’++ "+,’! +*’* ,’! I"EE,’, IHA!E’+ +*"*’#
P5K&5/ +H)’+) AA’AA H)’+! ")+’! +"’* H’! I"E+"’, IHA"H’# ++#*’,
$&46@5/ +H"’A# A#’+! ,+’E+ "))’A +H’" H’# I"A*A’# I,**E’H +*AA’)
N.C% +HH’HH A)’** ,#’HH ")!’! )+’* )’! IH+A#’! I,*+E’# E)#’+
T%.1 +H)’A, EH’"* ,H’#, ")!’H )!’* *’H IH"##’# IHAHE’+ #)!’,
T0.M.4X.4 +"A’A! ++H’A* #!’*! "+,’, +A’* I+’! IH)AH’# IHA)H’) H)A’E
\./Z46 +")’#H ++A’** !!’#H "+"’H #’" ++’+ I"E,A’) IHE)+’H A#)’#
P55L56 +"*’HA +)!’+* ),’"A "+#’) #’* +*’) I"+""’E IH,AH’" +H#*’,
c5=%&804%6 +"*’!! +),’H* ))’,! "+)’A ++’* +’A I#*""’" IH,A+’# ),!"’A
2050=%6 +#)’#H AE’"* #!’AH "+,’A E’* A’A I!E*)’" IHH,,’# )E,#’A
7.3B85&465 +!E’HA AE’"* #*’+A "+,’+ ,’" A’H I#!+!’A IHH)+’E )!*,’A
Q&&4=%6 +)#’E, +*+’)* )!’H, "+!’+ #’" E’H I#A),’+ IH#++’* +#E!’A
c56./@ ++A’,H EE’"* !+’)H "+"’+ #’* ++’+ I#E!)’) IH!!*’) +#AE’*

现出不同的规律性$前者#B5 值大小与抬升幅度呈

正相关$而后者却表现为负相关’至于麦哲伦海山链

表现出来的这种正相关比较好解释$因为抬升幅度

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区经历的构造活动的强烈

程度$即抬升幅度大的构造活动就相对强一点$而构

造活动的强烈程度又会直接影响到岩石圈的B5
值$所以说这种正相关是合理的’而中太平洋海山群

表现出的负相关现象就不容易解释了$但也正是这

一点反映出中太平洋海山群自形成以来相比麦哲伦

海山链可能经历过更复杂的改造作用$从而造就了

它今天比麦哲伦海山链复杂得多的展布状态’2K401
#*&>’"+AEA#通过从深度异常%B5 异常和同位素异

常这!个方面对麦哲伦海山链上P4K8海山%P5KJ
&5/海山与法属玻利尼西亚群岛的比较$并配以海山

热点源追踪后认为$这)座海山是在白垩纪期间"约
+)*"A*M.#由中南太平洋的法属玻利尼西亚热点

群的活动形成的’_%[[5/=#*&>’"+AAE#对麦哲伦海

山链上的$&46@5/%N.C%%T%.1%T0.M.4X.4这#座海

山进行研究后也认为这#座海山是由上述热点群形

成的’Y4&=%6#*&>’"+AAE#通过对太平洋中淹没的

碳酸盐台地的研究$得到了其中H座海山"其中)座

为中太平洋海山群的海山#的古纬度和下沉淹没时

间"表,#$结果显示这H座海山最初均形成于南纬

"b"+"b之间的水域$大约在形成后的,")AM.之

间在其形成位置北侧近赤道附近的南太平洋处下沉

并淹没$这H座 海 山 的 沉 降 分 别 是 在++*M.%
+**M.%,*M.和"*M.这#个时期发生的’结合

Y.00=#*&>’"+AE*#用端元模型得到的结果来看$麦
哲伦海山链可能主要是由法属玻利尼西亚热点群西

侧的几个热点形成的$而对于中太平洋海山群来说$

表E!研究区G座海山的古纬度研究情况!6(*,/."#$%H"AIIJ#
X.V&5, N.&5%&.0408@5%9=4D=5.K%860=46015=08@>/5S4%6

平顶海山 年龄"M.# 古纬度"b#

G4K.&%C
T6404.04%6 "",’"])’" +*’E*])’"*2
\/%Z646S "#E’*]) E’+"])’,"2
N/5=560 "’""(
Y%@5d5V.0%
T6404.04%6 ",H]+ ++’H*]!’)*2
\/%Z646S "HA]+ H’)*])’)*2
N/5=560 ++’A*(
MTX

T6404.04%6 "++A]) ++’""]!’#"2
\/%Z646S "+*+]) E’!"]!’!"2
N/5=560 ),’!*(

X.C8>%J\.4=.6
T6404.04%6 "++E]) #’E*]!’"*2
\/%Z646S "+++]) !’#*]!’"*2
N/5=560 !#’+"(
Q&&4=%6
T6404.04%6 "+++]) +!’**]!’!*2
\/%Z646S "AA]) ++’,"]!’)"2
N/5=560 +E’#"(
c5=%&804%6
T6404.04%6 "+)E]) +#’"*]!’!*2
\/%Z646S "AA]) +*’,*]!’!*2
N/5=560 )+’!"(

热点群东部几个热点对其形成的贡献可能更大一点’
综上所述$无论是整个研究区岩石圈的有效弹

性厚度的大小还是两典型海山区"麦哲伦海山链和

中太平洋海山群#海山下岩石圈的有效弹性厚度大

小$均表明麦哲伦海山链和中太平洋海山群是在白

垩纪期间"约+!*"A*M.#形成的’根据太平洋板块

的演化史$这)个海山区在这期间恰好位于南太平

洋的现今法属玻利尼西亚群岛处’因而认为它们的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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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可能与当时发生在现今法属玻利尼西亚群岛处

的大规模热点群喷发活动有关"而且形成后还受到

了后期火山岩浆活动的改造作用’但两典型海山区

又各具特点"根据有效弹性厚度的大小麦哲伦海山

链海山属#%99J/4@S5$型海山"而中太平洋海山群属

#%6J/4@S5$型海山"即形成前者海山的热点位置相比

后者的要离洋中脊更远一些’
致谢!文 中 图 件 的 绘 制 使 用 ?MX"在 此 对

?MX的创作者Y5==5&N’和2K401Y’P’W’表示

感谢！

K#%#2#.&#,
F53105&"X’\’"W%/=>01"\’Y’"21./[0%6"$’G’"50.&’"

+AA*’$./4.04%6=465995304<55&.=0430143C65==%9015
(%/01QK5/43.6&401%=[15/5’G&*-)#"!#!!H!HIH!E’
@%4!+*’+*!E%!#!H!H.*

:.&K.60"2’"+AE,’X155&.=0430143C65==%9015&401%=[15/546
015N.34943R35.6’?&)*9&04H>&0#*&)$,3/#03#%#*I
*#)2"E"!),,I)EE’@%4!+*’+*+H%**+)IE)+U&E,’

A**!EI*
:.&K.60"2’":.L56.<5"Q’"+AE,’Q6%/K.&%8=5&.=0430143CJ

65==%9015%35.643&401%=[15/5460152%801J:560/.&N.J
34943’G&*-)#"!)E!)!HI)!E’@%4!+*’+*!E%!)E)!H.*

:.&K.60"2’"W/.631505.8"7’":.L56.<5"Q’"+AA*’-&.=043
&.>5/0143C5646SZ401.S5%9015%35.643&401%=[15/5!.
0%%&9%/[/5@4304%6%9015.S5%9<%&3.6%5=%/%35.643
3/8=0’1#(89$2/3&>J(-)0&>50*#)0&*/(0&>"+** &+’!

"AIH,’@%4!+*’++++%d’+!H"I)#HU’+AA*’0V*#"H,’D
W4&K5/"N’-’"M3(800"M’_’"Y%&95":’7’"+AA!’-&.=043

0143C65==%9015&401%=[15/546015M./B85=.=.6@2%345J
0>T=&.6@=’J!1#(89$2!K#2’"AE&F++’!+A"H"I+A",,’
@%4!+*’+*)A%A!7F*+,)*

W%/=>01"\’Y’"+AE"’28V=8/9.35&%.@46S.6@5=04K.05=%9
0159&5D8/.&/4S4@40>%93%6046560.&&401%=[15/5’J!1#(I
89$2!K#2’"A*&F+#’!+)H)!I+)H!)’@%4!+*’+*)A%

7F*A*4F+#[+)H)!
W8"e’X’"G4"7’G’"O1%8"P’"50.&’")***’:%KK560=%6015

5995304<55&.=0430143C65==%93%6046560.&&401%=[15/5’1#I
(>(7/3&>K#A/#D"#H&)’!+#AI+"A &46:1465=5Z401
-6S&4=1.V=0/.30’’

?%%@Z4&&45"Q’M’"Y.00="Q’F’"+AA!’Q6.&04K50/43.6@V.J
01>K50/43=08@>%95&.=0430143C65==46015:560/.&N.349J
43R35.6’?&)*9&04H>&0#*&)$,3/#03#%#**#)2"++E&+I
#’!!++I!)H’@%4!+*’+*+H%**+)IE)+U&A!’A*+,"IA

P55L56"F’:’"M.0015Z="7’G’":.0.&.6%"c’"50.&’"+A,!’
Y5=05/6N.34943S8>%0=’T640’c[0=’\2\N")*!H"!I,)!’

_./65/"?’\’"2053C&5/"M’2’"X1%/65"7’Q’"+AE!’G%6SJ

05/K015/K%JK531.643.&[/%[5/045=%90153%6046560.&
&401%=[15/5’G&*-)#"!*#!)"*I)"!’@%4!+*’+*!E%

!*#)"*.*
_%[[5/="Q’Q’N’"20.8@4S5&"P’"Y4dV/.6="7’c’"50.&’"

+AAE’X15M.S5&&.6=5.K%860=0/.4&!4K[&43.04%6=9%/
:/50.35%8=1%0=[%0<%&3.64=K.6@.V=%&805N.34943[&.05
K%04%6’?&)*9&04H>&0#*&)$,3/#03#%#**#)2"+H!&+I
#’!"!IHE’@%4!+*’+*+H%2**+)IE)+U&AE’**+,"I,

_/8=5"2’-’"G48"O’7’"(../"\’W’"50.&’"+AA,’-995304<55J
&.=0430143C65==%9015&401%=[15/5.&%6S015-.=05/=5.J
K%86031.46’J!1#(89$2!K#2’"+*)&F+)’!),!*"I
),!+,’@%4!+*’+*)A%A,7F*)+"E

M3(800"M’_’"W4=315/"_’M’"+AE,’X152%801N.34943=8J
[5/=Z5&&’T6!_5.046S"F’P’"W/>5/"N’"F.04L."c’"50
.&’"5@=’"25.K%860="4=&.6@=".6@.0%&&=’1#(89$2/3&>
L(0(7)&89 ,#)/#2":.#)/3&0 1#(89$2/3&> @0/(0"

M&29/07*(0"F="#!!)"I#!’
M3(800"M’_’"78@S5"Q’$’"+AA*’X15=8[5/=Z5&&.6@

K.60&5@>6.K43=V565.010152%801N.34943’,3/#03#")#E
&#A"E’!AHAIA,"’@%4!+*’++)H%=345635’)#E’#A"E’AHA

M56./@"P’Y’"+AH#’M./465S5%&%S>%9015 N.34943’
M3?/.ZJP4&&"(5Ze%/C’

M56./@"P’Y’"M3(800"M’"+AE)’-<4@56359%/.6@3%6=5J

B85635=%9015/K.&/5d8<56.04%6’J!1#(89$2!K#2’"E,
&F+*’!E",*IE"E*’@%4!+*’+*)A%7F*E,4F+*[*E",*

N./=%6="F’"23&.05/"7’?’"+A,,’Q6.6.&>=4=%9015<./4.04%6
%9%35.69&%%/V.01>K50/>.6@15.09&%ZZ401.S5’J!
1#(89$2!K#2’"E)!E*!IE),’

2K401"Y’P’W’"20.8@4S5&"P’"Y.00="Q’F’"50.&’"+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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