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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北汛河地区元古代海相火山岩

—细碧岩地质特征

王长青 范玉柏 罗建民

�辽宁省地矿局第九地质大队�

摘要 汛河地区元古代地层中
，

广泛分布的基性火山喷发岩
，

以往通称为
“
大甸子安山岩

” ，

分布面积约�����、 �，
对该火山岩的成因和时代长�明存在争论

。

作者根据近年来一比五万区调资

料
，
对该火山岩的区域分布

、

地质产状
、

岩石类型
、

矿物成分及结构构造
、

岩石化学等特征
，

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

确认其时代应属元古代雾迷山期的海相火山岩—细碧岩
，
并建立二道沟

亚组
。

汛河地区元古代海相火山喷发岩—细碧 岩
，

分布 于铁岭 东部大 甸子一带
，

面积约

������
“ ，

实际露头面积为�理���
“ �图��

。

自����年王耀东�等提出称为
“
大甸子安山岩

” ，

并认为属海相火山喷发岩
，
将其划归汛河群苏牙屯组以来

，
对它的成因和时代一直存在争

论
。

辽宁省地质局区调队和科研队
，
曾先后于����年�和����年�将其划属 燕山期 侵入相

安山岩
。
����年以后

，

笔者通过���万区调工作获得了较详细资料
，
认为它是雾迷山期 �蓟

县纪�海相火山喷发细碧岩
，

并单独建立二道沟亚组
。

本文对该细碧岩的区域分布
，
岩石

及矿物特征
，
地区产状等

，
作一概括介绍

。

一
、

细碧岩区域分布及岩石特征

�一�细碧岩的区域分布

本区内元古界地层发育
，

其变质程度轻微
，

自下而上分为
�

长城系大红峪组
、

高于庄

组 � 蓟县系杨庄组
、

雾迷山组
、

洪水庄组
、

铁岭组
�
青白口系下马岭组

、

殷屯组�
，
总 厚

度�����
。

细碧分 旱东西方向分布于汛河复向斜
，

南北两翼雾迷山组层 位中 �图��
，

其厚度巨

大
，
层位连续稳定

，
多形成陡峭的山峰和石崖

。

按其露头分布情况
，

可分为三个带
�

南带

出露于刘千户一花豹冲一岳大王山一带
，

全长约����
，

宽�
�

�一 ���
，

厚��� 一 ����� �
中

带在范家屯一后石威子一带
，

全长约����
，

宽�一 ��� � 北带在一座英山一向阳山一带
，

� 辽宁省地质局第一勘探队李学鲁
、

王耀东等
， ����

，

关门山错锌矿区 �巧万区域矿产普查报告
。

� 辽
，

�
�

省地质局第一区调队
，
����

�

����万铁岭
、

开原幅地质图及说明书
。

� 迁 �
·

地质局科研�‘人李绍 泉等
，
����

，

辽北比乙自汀寒武系地层研究报告
。

� 殷 屯组系地方名称
， ‘

已相当丁景儿峪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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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北汛河地区元古代海相火山岩
�

一细碧岩地质特征

长约���
，
宽�

�

�� �
�

���
，
厚�����

。

�二�细碧岩结构构造和矿物组合

�
�

结构构造
�

细碧岩以块状构造为主
，
次为杏仁状

、

气孔状
、

枕状和熔渣状构造
。

结

构类型以填间和间粒结构为主
，
次为交织结构及斑状结构

、

细碧结构和玻屑凝灰结构等
。

由于岩石蚀变强烈
，

变余结构及次生变晶结构也很发育
。

细碧岩以其典型的高温喷发组构

特征区别于浅成侵人岩
。

�
�

矿物组合
�

细碧岩主要矿物组合为钠更长石一阳起石
、

绿帘石 � 钠更长石一绿泥石

绿帘石
�
钠更长石�绿泥石碳酸盐玉髓石英三个类型

。

以其典型的低温矿物组合区别于正

常的钙碱性一酸性火山岩
，

同时又以不含似长石和碱性暗色 矿物区别 于碱性 或碱 性火山

岩
。

�
�

主要矿物特征

①钠长石一钠更长石 �

自形一半自形晶
，
板条状及短柱状

，
粒度一 般�

�

��� 士
，

具

不同程度的钠黝帘石化和绢云母化
。

新鲜的钠更长石晶体具有卡钠复合聚片双晶
，
�����

解理发育
，
经测定斜长石牌号一般为��� 一 ��

。

②阳起石 �

浅绿色
，
呈针状及纤维状集合体

。

岩石蚀变强烈
，
以绿泥石化为主

。

③绿帘石 �

草绿一黄绿色
，
多呈细粒状集合体

，
少量呈短柱状

，
为斜长石钠黝帘石化

形成
。

另一种绿帘石为黄绿色块状
，
主要发育在细碧质蚀变岩中

，
为热液蚀变进一步发展

产物
。

④绿泥石 �

绿色一浅绿色
，
呈磷片状集合体或针状纤维状阳起石假象

，
多为阳起石热

液蚀变生成
。

另一种为充填在气孔中的暗绿色杏仁体
，
呈纤维 状

、

鳞 片状或 放射状 集合

体
，

属热液作用产物
。

⑤方解石
、

玉髓及石英
�

一部分充填在气孔中形成杏仁体
，

常与绿泥石共生
，
另一部

分呈不规则集合体交代原岩中的其它矿物
。

⑥桐石磁铁矿和铃 石 �

稠 石局部含量较 高可达 ��
，
呈不规则粒状

，

向白钦石过渡
。

磁铁矿含量普遍较高
，
一般�一���

，

呈他形细粒状
。

错石含量极少
，
呈黄 褐色

，
金刚光

泽
，
全透明

，
粒度大 小 相差悬殊

，
最大�

�

�一 �
�

���
，
最小�

�

��一 �
�

�����
，
以细粒为

主
，
晶体发育完好

，
一般为自形长柱形

、

柱状
。

�二�岩石类型和成层性

根据结构构造和矿物组合
，
细碧岩可划分为六种类型

，
不同岩石类型厚度相差较大

。

其中块状构造占���
，
杏仁状构造占���

，
气孔状构造占��

，
强烈蚀变类型占�写

，
枕状

熔渣状和凝灰岩少量
。

正常沉积岩夹层占喷发岩系总厚�
·
�一 ��

�

�纬
，
不同岩 石类型特征

如下
�

�
�

块状细碧岩
�

钠更长石呈 自形或半自形板条状或短柱状杂乱分布
，
暗色矿物充填其

格架中
，
构成填间结构

、

间粒结构或交织结构及斑状结构
。

钠更长石约占�� 一���
，

绿帘

石占��一��写
，
阳起石占������

，
绿泥石占���� �

，
磁 铁矿占 �一 ���

，
捐石少量 �

��
。

�
�

杏仁状细碧岩
�

岩石基本特征与块状一致
。

杏仁体在垂向上具有一定变化规律
。

下

部杏仁体一般较小而园
，
直径为�� ���

，
成分以绿泥石为主 � 上部杏仁体逐渐变 大

，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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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现象明显
，
呈椭圆状或不规则状

，
直径一般�一����

，
成分以玉髓等为主

。

�
�

气孔状细碧岩
�

气孔直径一般�一 ����
，
大者����

，

拉长穿孔现象和流动构造十

分明显
。

岩石蚀变强烈
，

原生钠更长石一绿 泥石矿物 组合被 蚀变矿物强烈交 代
，
绿帘石

化
、

硅化普遍
，

绿帘石呈小脉体及囊团状集合体交代原岩
，
硅质为玉髓

，

大部分结晶为粒

状石英
。

蚀变强烈者原生矿物及结构全部消失
，

岩石主要由蚀变矿物代替
。

�
�

细碧质蚀变岩
�

岩石以次生矿物为主
，

绿帘石
、

绿泥石
、

褐帘石及石英
、

次闪石
、

沸石几乎代替了整个岩石成份
，

但局部仍见有残留的气孔
、

杏仁状构造及交织结构
。

�
�

枕状细碧岩
�

厚度一般�� 一 �����
，
岩枕多呈椭球形枕状

、

不规则状等
，

直径一般

�� 一����大者达����
。

岩枕形成主要由于熔岩流表层在水下急剧冷却
，
熔岩被切割成多

边形岩块
，
其边部呈暗绿色

，

蚀变强烈
，

原生矿物儿乎全部被绿泥石和碳酸盐矿物代替
，

由枕状熔岩表层向下冷却边逐渐变薄
，
熔岩块由小变大

，

由椭园形变为多边形
，

中下部一

般无位移或位移较小
，
表层滚动磨擦现象则十分明 显

。

岩枕 同心层 和放射状节 理比较发

育
，
同心层一般 �一�层

。

岩枕表层比内部结晶细
，

蚀变强 � 外 部 钠更长石微晶全部 钠 黝

帘石化和绢云母化
，

内部板条状钠更长石微晶比较清楚 � 内部含磁铁矿
，

外部大都氧化为

土状褐铁矿
。

在枕状体间
，
由于淬火强烈

，
细碧结构比较发育

。

在枕状熔岩层顶部
，
岩枕

间胶结物常为熔凝灰岩
，
其中玻屑虽脱玻化强烈

，

但形状仍较清晰
。

�
�

凝灰岩
�

主要为沉凝灰岩
，
岩屑砂状结构

，
水平层理

，
岩屑成份以细碧岩为主

，

呈

棱角状
，

粒度一般�
�

�一 ���
，
正常沉积碎屑物为石英粉砂磁铁矿颗粒和泥质

，

在局部地

段
，
凝灰岩或其上部凝灰质砂岩中含较多细碧岩砾石

。

以上不同岩石类型在空间上具有一定分布规律
，
可初步将该岩体划分为��个喷发层

。

每层由下至上排列顺序一般为
�

灰绿色块状细碧岩一灰绿色杏仁状细碧岩一灰紫色灰绿色

气孔状细碧岩一细碧质蚀变岩或枕状熔渣状细碧岩一灰绿色灰色凝灰岩
、

岩屑沉凝灰岩一

正常沉积岩夹层
，

每层基本代表一次喷发作用
。

�三�岩石化学特征

细碧岩化学成份比较稳定
，
����

含量��
�

��一 ��
�

���
，
平均��

�

���� ������
��

�，

��
夕平均�

�

�� �
，
���平均�

�

��� � ���平均�
�

������平均�
�

��写
，
低于一般玄武岩

。

以上化学成份特征与国内外标准细碧岩十分相似
。

�
�

从查氏数值和投影可以看出
� ① �值平均 为 一 �

�

�
，
表明���

�

弱不饱 和
。 ② 向量

投影点均分布于二个平面上
，

在碱性面上
，

除个别点外
，

向量均向右下方延伸
， �

应属正常
，

系列岩石
。 ③在���面上 ，

投影点主要落在���与���两曲线附近
，
应属太平 洋型 钙碱系

列或与碱性过渡类型
。

�
�

在玄武岩碱一硅酸变异图中
，
投影点分布在碱性与拉斑玄武岩之间偏碱性位置

，
应

属钙碱性 �偏碱性�系列
。

�
�

从火山岩三轴投影图解中可以看出
�

铁和钙镁含量较高
，

钾钠含量较均一
，
与玄武

岩相当
，

但铝含量偏低
。

通过化学成份和图解对比分析
，
该火山岩属钙碱性 �偏碱性�类型

，

按 目前对玄武岩

研究所提出的划分模式 〔�兀�〕 ，
应属于成熟的岛孤或靠大陆一侧

，
其岩浆来 源较深

。

结合

旷物组合
、

结构构造
、

蚀变特征和化学成份比较均一等特征分析
，
很可能为原生细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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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成因〔的 。

三
、

细碧岩地质产状特征

�一�细碧岩与上
、

下地层接触关系
�

�攀下伏地层为雾迷山组虎头岭亚组六段的灰白

色含石隧石结核或条带白云岩
，

二者产状完全一致
，

在接触界线上可见厚�
�

�一 �
�

��重结晶

大理岩
。

其上覆地层为石门亚组一段深灰色条带状板岩的接触关系有以下二种情况
� �

�

当

是气孔或杏仁状细碧岩与上覆砂岩或板岩接触时
，

其界面起伏较大
，
冲刷作用明显

，
且板

岩或砂岩底部含较多细碧质砾石
，
它的磨圆度较差

，

嚼径一般为
“ 一 “ ���

，

二者匹积间断
面十分清楚

� �
�

当 细 碧岩顶部发育有灰绿色蚀变细砾凝灰岩或岩屑沉凝灰岩层时
，

则与上

覆凝灰质条带状板岩呈渐变关系
。

上述细砾凝灰岩厚度可达�
�

��
，

其 砾石和 岩屑均 为细

碧质
，
绿泥石化及绢云母化十分强烈 � 岩屑沉凝灰岩呈灰绿色

，

具水平层理
，
石英砂屑和

泥质含量较高 � 在板岩底部常夹较多透镜状粗砂岩
，

并含磨圆较好的细碧岩砾石
。

�二�正常沉积岩夹层特点
�

区内细碧岩中沉积岩夹层较发育
，
多呈透镜状产出

，
一

般长数十米
，
最长可达����

。

在南带见有�个沉积岩夹层
，

厚度 。 �

�一���� 在北带见有�

个夹层
，
厚度�一 ���

。

其岩性主要为深灰色条带状板岩
，
次为石英 砂岩

、

凝灰质砂岩及

白云岩
。

不同类型沉积岩特征如下
�

�
�

石英砂岩
、

板岩
、

白云岩等夹层
，
呈薄层状

、

具水平层理
，
条带状构造

，
波痕和泥

裂也很常见
。

其底部多与枕状或杏仁状细碧岩呈沉积接触关系
，
可见板岩细纹层与岩枕斜

交或绕其顶面通过现象
，
有时还发育薄层凝灰岩或沉凝灰岩 � 沉积岩夹层顶部多与块状细

碧岩接触
，

山于烘烤作用而产生的硅化退色带
，
一般厚�� 一 �����不等

。

此外 在凝灰质砂

岩或白云岩夹层的底部含较多细碧岩砾石
，

砾径一般�一 ����
，
呈次棱 角状或次滚圆状

，

亦有呈椭圆状斜列式分布者
，

其经水流搬运作用十分明显
。

�
�

砾岩夹层
�

在铁岭八家沟灰绿色块状细碧岩中
，
见一层厚��的砾 岩

。

砾石 成分以

白色石英砂岩为主
，
次为条带状板岩

，
气孔—杏仁状细碧岩

。

砂岩砾石呈椭圆状
，

板岩

砾石多为半滚圆状
，
砾石直径 �一 ���� � 细碧岩砾石多呈次滚圆状或次棱角状

，
砾径可达

����
。

胶结物以灰绿色细碧质细砾
、

岩屑为主
，
次为石英砂屑及岩屑

。

砾岩层与 细碧岩

接触界面凸凹不平
。

以上情况表明
�

细碧岩的枕状构造
，
是熔岩流在水下急剧冷却和滚动磨擦而形成的

，

也是其海相喷发特征的主要标志 � 沉积岩夹层的存在
，
是火山岩间歇性喷发的证据

，
说明

本区火山有多次喷发和较长的喷发间歇 � 所见砾岩层其成分比较复杂
，
磨圆度较好

，
说明

在火山喷发过程伴有较强烈的构造运动
，
它可能受深大断裂的控制

，
它属于滚流式裂隙喷

发类型
。

�三� 同位素地质年龄资料
�

近年来
，

省地质局科研队在不整合于下马岭组之上的青

白口系殷屯组底部砾岩中
，

采集了二件细碧 岩砾石 测定�一��法同位 素年龄 值
，
分别为

�����砰日������ 。

我队在细碧岩中采集了��一��同位素样品
，
经中国地质科学院测得等

时线年龄值为����土���二 。

以上年龄数据与雾迷山组年龄基本吻合
，
可作为确定细碧岩

年龄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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