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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岩石圈热结构对比研究
华南地区广泛发育中生代花岗岩, 主要出露于南岭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 受大地构造作用影响, 自西向
东, 莫霍面深度逐渐变薄, 深部温度逐渐升高, 软流圈顶部上升, 花岗岩形成时代也随之逐渐年轻化. 南
岭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地表和钻孔花岗岩放射性生热元素含量测试结果表明, 南岭地区放射性生热率平
均值为 5.18 μW/m3, 东南沿海地区为 3.01 μW/m3, 最高生热率为南岭佛冈岩体 7.56 μW/m3; 热贡献率主
要来自 Th 和 U 的放射性衰变热,K 的热贡献率一般不超过 10％. 通过本文研究结果, 结合前人地质学、
地球物理学和地热学研究成果, 发现南岭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地壳热流对地表热流值的贡献率分别为
60％～65％和 40％～45％, 指示两者分别为“热壳冷幔”和“冷壳热幔”型岩石圈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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