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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近年来关于兴隆沟组火山岩同位素年龄及地层归属方面存在的分歧，通过详细的地质填图已查清，近年报道的2组 

u—Pb同住素年龄均为贯 穿兴隆沟组 火山一沉积地层 的霏细斑岩脉年龄 ，兴隆沟组地层仍应归属 为下侏 罗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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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o J A，Yang W ．The age of volcanic rocks of the Xin~onggou Formation in Beipiao，western Liaoning，China：Re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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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existed divergent views about the isotopic ages of volcanic rocks of the Xinglonggou Formation 

and assignment of the strata．Through detailed geological mapping，the authors have ascertained that the two groups of U—Pb ages re- 

ported in recent years are both those of felsophy re dikes that pene~ate the volcanic——sedimentary strata of the Xinglonggou Formation 

in this area and that the Xinglonggou Formation should be still assigned tO the Lower Jur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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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华北 中生代岩石 圈减薄 的研究 成为热 

点，自从 Gao等l1l利用下地壳拆沉模式来解释辽西 

兴 隆沟组 埃达 克 质高 M 安 山岩 的岩石 成 因 以 

来 ，辽西火山岩，特别是兴隆沟组火 山岩形成 的动力 

学背景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和讨论l2-5]。其 中关 于兴隆 

沟组火山岩的同位素年龄存在较大分歧，产生分歧 

的重要原因是样品代表性的问题。为澄清分歧，笔者 

对兴隆沟村的兴隆沟组火山沉积地层进行了野外踏 

勘和大比例尺的地质填图。 

1 兴隆沟组的层位和时代 

谭锡畴嘲最早将辽西北票县兴隆沟村的一套火 

山沉积地层称之为 “兴隆沟层”，1960年北京地质 

学院将其正式命名为“兴隆沟组”。兴隆沟组角度不 

整合于元古宙长城系之上，其上又被北票组平行不 

整合覆盖，是一套中基性的地层，以安山岩 、玄武岩 

及火山碎屑岩为主，偶夹凝灰质砂岩、粉砂岩，局部 

具砾岩 ，厚 130-500 m 。兴 隆沟组分布在北票盆地 

(图 1)、金岭寺一羊山盆地和朝阳盆地，岩性横向变 

化较大，位于三宝四坑 的兴隆沟组底部不存在砂岩 

或含砾砂岩，而朝阳下扣一带则出露了玄武岩。 

前人根据斯行健所称的Coniopteris—phocnopsis 

植物系及孢粉、昆虫等化石，确认北票组属于下侏罗 

统．同时将下伏的“北票下火山岩系”也划归下侏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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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 票 地 区 地 质 简 图 ( 截 取 自 1 ：2 0 万 北 票 幅 地 质 图 )

F i g ． 1 G e o l o g i c a l s k e t c h m a p o f t h e B e i p i a o a r e a

( 1 ) 下 白 垩 统 ；( 2 ) 上 侏 罗 统 ；( 3 ) 中 侏 罗 统 ；( 4 ) 下 侏 罗 统 北 票 级 ；( 5 ) 下 侏 罗 统 兴 隆 沟 组 ；( 6 ) 长 城 系 ；( 7 ) 脉 岩 ；

( 8 ) 研 究 区 。 左 上 角 图 为 北 票 煤 田 局 部 简 图 ， 1 ～ 地 质 界 线 ；2 一 见 煤 露 头 线 ；3 一 地 形 标 高 ；4 一 见 煤 深 度 ／煤 层 厚

度 。 下 方 为 本 文 实 测 剖 面 ，J ．6
一 下 侏 罗 统 北 票 组 ；J ．z

一 下 侏 罗 统 兴 隆 沟 组 ；C h r 中 元 古 界 高 峪 庄 组

统 罔
。 北 票 地 ! 、：l ：5 万 区 调 报 告 ( 中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沈

阳 地 质 矿 产 埘f 究 所 ， 2 0 0 2 ， 内 部 报 告 ) 在 北 票 市 羊 草

沟 划 分 出 一 个
“

羊 草 沟 组
”

， 根 据 植 物 、 孢 粉 及 顶 部 层

位 出 现 的 叶 肢 介 化 石 将 其 时 代 定 为 晚 三 叠 世 一 早 侏

罗 世 ， 认 为 上 三 叠 统 与 下 侏 罗 统 是 连 续 沉 积 。 之 后 有

人 将 兴 隆 沟 村 中 基 性 火 山 岩 之 下 的 砂 砾 岩 看 作 羊 草

沟 组 [7 ／
。 笔 者 在 工 作 中 未 发 现 化 石 ， 因 此 仍 维 系 辽 宁

省 区 域 地 层 表 中兴 隆 沟 组 这 一 名 称 [9 1
。 总 之 ， 从 地 层

关 系 看 ， 平 行 不 整 合 于 北 票 组 之 下 的 兴 隆 沟 组 火 山

岩 的 时 代 被 定 为 早 侏 罗 世 是 无 可 怀 疑 的 。

2 前 人 关 于 兴 隆 沟 组 的 同位 素 年 代 学

研 究 结 果

2 0 世 纪 8 0 年 代 以 来 人 们 陆 续 获 取 了 兴 隆 沟 组

火 山 岩 的 同 位 素 年 代 学 资 料 。 最 早 报 道 的 是 安 山 岩

年 龄 ， 包 括 R b ～ S r 等 时 线 年 龄 ( 1 9 8 ． 5 M a +
_ 2 ． 5 M a

、

1 9 9 ． 4 M a + 9 ． 8 M a ) 、 K — A r 年 龄 ( 1 9 1 ． 0 M a + 6 ． 0 M a ) }10】

和 A r
— A r 等 时 线 年 龄 ( 1 8 8 ． 2 M a _

+ 7 ． 4 M a ) 、 A r
- A r 坪

年 龄 ( 1 8 9 ． 6 M a ) [1 11
。

近 年 来 G a o 等 ⋯ 报 道 了 兴 隆 沟 组 2 个 流 纹 岩 样

品 的 锆 石 U - P b S H R I M P 年 龄 ． 分 别 为 1 5 9 M a + 3

M a 和 1 5 9 M a + 4 M a ． 因 此 认 为 兴 隆 沟 组 火 山 岩 形 成

于 晚 侏 罗 世 ：Y a n g 等 Ⅻ报 道 了 兴 隆 沟 组 火 山 凝 灰 岩

的 锆 石 u — P b S H R I M P 年 龄 为 1 7 7 M a + 4 M a 。 它 们

之 间 有 较 大 差 异 ． 并 均 与 上 述 A r
- A r 年 龄 和 传 统 地

层 时 代 划 分 出 现 了 矛 盾 。

年 代 学 的研 究 结 果 直 接 影 响 到 对 华 北 区 域 地 质

演 化 的认 识 。 针 对 上 述 年 代 学 方 面 的 分 歧 ， 在 李 曙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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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授 的 提 议 下 。 共 同赴 野 外 考 察 、 切 磋 ， 目 的 是 观 察

取 样 层 位 及 其 产 状 。 重 点 调 查 ： ① 地 层 是 否 发 生 倒

转 ? 即 所 测 对 象 是 否 是 北 票 组 上 覆 的地 层 。 ②所 测 对

象 是 否 属 于 一 个 晚 期 逆 掩 断 层 形 成 的 构 造 岩 片 或 飞

来 峰 ? ③ 年 龄 采样 的 岩 石 是 否 取 自局 部 后 期 侵 入 岩

( 岩 脉 或 小 岩 体 ) ?

3 兴 隆 沟 组 地 层 时 代 的 调 查 与 结 果

为 了 使 涉 及 该 地 区 的地 球 动 力 学 研 究 建 立 在 更

扎 实 的基 础 上 ， 笔 者 在 北 票 以 西 6 k m ， 兴 隆 沟 村 北 东

4 k m 。 朝 阳 一 北 票 公 路 南 侧 ， G P S 点 ( 1 2 0
。

3 8
’

3 4
”

E ，

4 1
0

4 6
’

3 2
”

N ) 以 南 的 5 0 0 0 0 m
。 范 围 内 完 成 了 l ：1 0 0 0

的 地 质 填 图 ( 图 2 ) ， 在 北 票 以 东 4 k m 的 三 宝 四 坑 冲

沟 中测 制 了 兴 隆 沟 组 的地 质 剖 面 ( 图 1 下 ) 。

所 测 得 的 地 质 图 ( 图 2 ) 只 是 兴 隆 沟 组 的 部 分 片

断 ， 包 括 底 部 的 含 砾 杂 砂 岩 、 砂 岩 和 其 上 的 火 山 岩 ，

其 产 状 基 本 一 致 。 它 们 与 下 伏 的 中元 古 界 长 城 系 高

峪 庄 组 白 云 岩 之 间 大 约 有 7 0 0 m 的 覆 盖 ， 白云 岩 产

状 为 3 1 5
~

[ 7 0
~

． 兴 隆 沟 组 含 砾 砂 岩 的 产 状 为 3 2 5
。

[ 3 5 ～ 4 5 ~
。 北 票 地 区 1 ：2 0 万 区 调 人 员 证 实 ， 早 年 在

北 票 市 以 东 的 北 西 向 冲 沟 中可 以 见 到 兴 隆 沟 组 直 接

被 不 含 火 山 岩 的 北 票 组 覆 盖 ， 之 间 为 平 行 不 整 合 接

图 2 北 票 地 区 兴 隆 沟 组 构 造 一 岩 性 分 布 图

F i g ． 2 S t r u c t u r o
— l i t h o l o g i c a l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 f X i n g l o n g g o u F o r m a t i o n i n B e ip ia o

1 一 霏 细 岩 脉 ；2 一 灰 色 粗 面 岩 ；3 一 辉 石 安 山 岩 ；4 一 杂 砂 岩 ；5 一 含 砾 杂 砂 岩 ；卜 第 四 纪 覆 盖

7 ～ 断 层 与 推 测 断 层 ；8 一 劈 理 ；9 一 产 状 ；1 0 一 本 次 填 图 测 点 ；1 l 一 推 测 界 线 ；1 2 一 小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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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 关 系 。 在 详 测 的 6 m 厚 的 沉 积 岩 剖 面 中 ， 利 用 砂 砾

岩 组 成 的 递 变 层 理 、 冲刷 面 和 斜 层 理 可 以 判 断 ， 兴 隆

沟 组 地 层 未 发 生 倒 转 。 兴 隆 沟 组 沉 积 岩 的 产 状 、 火 山

岩 分 层 界 面 的 产 状 与 煤 田 钻 孔 资 料 显 示 的 北 票 组 的

产 状 基 本 一 致 ( 图 2 ) ， 它 们 之 间 不 存 在 断 层 接 触 或

飞 来 峰 构 造 。 在 排 除 了 研 究 区 地 层 倒 转 或 其 他 构 造

原 因 后 ， 调 查 焦 点 集 中 在 年 龄 样 品 的 代 表 性 上 。

兴 隆 沟 组 火 山 岩 根 据 外 貌 特 征 可 划 分 为 2 种 ，

一 种 黑 色 、 致 密 ， 抗 风 化 程 度 高 ， 另 一 种 灰 绿 或 灰

红 色 、 质 地 粗 糙 。 室 内 进 一 步 研 究 发 现 ， 它 们 的 岩

石 化 学 成 分 和 矿 物 组 分 存 在 明 显 的 区 别 。 前 者 S i O ：
=

6 1 ％ ~ 6 3 ％ ， N a 2 0 + K 2 0 = 4 ． 6 ％ ， N a 2 0 ／K 2 0 = 2 ． 9
， C a O =

5 ． 4 ％ ，
M g O = 3 ． 6 ％ ，

M 、酽 = 6 1 ， 可 命 名 为 安 山 岩 ， 或

R a p p 等 (1 9 9 9 ) 所 称 的
“

高 M g
“ 安 山 岩

”

。 这 类 火 山 岩

含 有 较 多 具 反 环 带 结 构 的 斜 方 辉 石 和 单 斜 辉 石 斑

晶 。 后 一 种 火 山 岩 S i O ： 大 于 6 3 ％ ，
N a ：O + K ：o 在

7 ． 7 ％ 左 右 ， N a 2 0 ／ K 2 0 = 1 ． 0 7
，

M g O = 2 ． 5 ％ ， 可 称 之 为

粗 面 岩 ． 也 含 有 上 述 2 种 辉 石 斑 晶 。 G a o 等 (‘1和 Y a n g

等 H 提 出 的 不 同 构 造 观 点 都 是 基 于 对 兴 隆 沟 组 这 2

种 火 山 岩 的 研 究 。

兴 隆 沟 组 火 山 一 沉 积 岩 系 在 兴 隆 沟 村 出 露 于 丘

陵 地 区 ， 地 表 风 化 严 重 ， 植 被 发 育 ， 野 外 出 露 的 只 是

与 沉 积 地 层 整 合 接 触 的 安 山 岩 ， 只 有 安 山 岩 的 准 确

定 年 才 可 以 解 决 兴 隆 沟 组 的 年 代 学 问 题 ， 但 是 蚀 变

的 安 山 岩 难 以 取 得 可 供 测 年 的 锆 石 。 本 次 考 察 中确

认 G a o 等 【11和 Y a n g 等 【q 的 测 年 标 本 均 采 自同 一 条 酸

性 脉 岩 。

正 是 沉 积 地 层 的 发 现 和 产 状 的 测 定 ， 才 进 一 步 确

认 测 年 标 本 取 自于 一 条 垂 直 贯 穿 兴 隆 沟 组 地 层 的 酸

性 岩 脉 (图 2 ) 。 岩 脉 宽 约 6 m
， 向 南 加 宽 至 2 0 m 。 酸 性

脉 岩 的 岩 石 呈 黄 白色 ， 新 鲜 岩 石 呈 粉 红 色 ， 流 纹 构 造

发 育 ， 含 有 少 量 黑 云 母 和 钠 长 石 斑 晶 ， 隐 晶 质 基 质 ，

镜 下 可 见 到 少 量 石 英 岩 捕 虏 体 。 脉 岩 成 分 同 流 纹 岩 ，

S i O ： 为 7 0 ％ ， 结 合 其 产 状 可 将 其 定 名 为
“

霏 细 斑 岩
”

。

这 套 酸 性 岩 石 明 显 区 别 于 兴 隆 沟 组 的 中 基 性 火 山

岩 。 局 部 可 揭 露 出 岩 脉 与 砂 岩 的 侵 入 接 触 关 系 ( 图

3 ) 。 并 且 可 见 侵 入 砂 岩 中 的 分 支 细 脉 (图 4 ) 。 前 述 2

组 u — P b 年 龄 的 锆 石 都 是 从 这 一 酸 性 脉 岩 中 获 取

的 ， 因 此 这 些 年 龄 必 然 晚 于 兴 隆 沟 组 的 地 层 年 龄 。

G a o 等 ⋯报 道 的 具 有 1 5 9 M a _

+ 3 M a 年 龄 的 样 品

含黑 云 母 斑 晶较 多 ， 而 Y a n g 等问报 道 的 具 有 1 7 7 M a +

4 M a 年 龄 的 样 品 黑 云 母 斑 晶 较 少 ，
二 者 元 素 地 球 化

图 3 霏 细 斑 岩 脉 与 砂 岩 的 侵 入 接 触 关 系

F i g ． 3 I n t r u s i o n
—

c o n t a c t r e l a ti o n o f f e l s o p h y r e

v e i n w i t h s a n d s t o n e

左 侧 砂 岩 产 状 为 3 2 7
。 ／- 3 2

。

， 其 走 向 与 锤 柄 平 行 ， 右 侧 霏 细 斑 岩

脉 截 断 砂 岩 ， 其 产 状 为 3 1 0
。

[ 6 5
。

图 4 侵 人 砂 岩 中 的 霏 细 斑 岩 脉 的 分 支 细 脉

F i g ． 4 S w i t h e r o f f e l s o p h y r e v e i n

i n t r u s i v i n g i n t o s a n d s t o n e

学 特 征 都 相 差 无 几 。 这 2 个 年 龄 均 在 北 京 离 子 探 针

中 心 由 S H R I M P — I I 测 定 。 如 果 2 个 年 龄 都 是 正 确

的 ， 那 么 只 能 进 一 步 研 究 寻 找 答 案 。

综 上 所 述 ， 兴 隆 沟 组 仍 应 属 早 侏 罗 世 的 地 层 ，

前 人 测 定 的 兴 隆 沟 组 安 山 岩 1 8 8 ． 2 M a _

+ 7 ． 4 M a 的

A r A r 年 龄 接 近 安 山 岩 的 形 成 时 代 ， 但 其 数 据 质 量

有 待 改 进 ， 建 议 对 新 鲜 的 高 M 酽 安 山 岩 做 更 精 确 的

年 代 学 研 究 。

致 谢 ：感 谢 李 曙 光 教 授 、 高 山 教 授 和 张 宏 福 研

究 员 ，他 们 的 提 议 和 支 持 促 成 了 本 次 调 查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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