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县组源于室井渡（!"#$）的“义县火山岩类”一名，!"%&年由顾知微［!］和斯行健、周志炎［&］

同时采用。标准地点在辽宁省义县一带，主要分布在北票市—义县之间，横跨金岭寺—羊山和

阜新—义县两个盆地。这是一套中生代火山’沉积地层，由于其沉积层中富含生物化石，从本

世纪&$()$年代开始，就受到中外地质学家（尤其是地层古生物学家）的重视。

自从葛利普（!"&)）［)］提出热河系和（!"&*）提出热河动物化石群+顾知微（!"%&）将葛利普的

“热河系”含义扩大，并称之为热河群以来，辽西地区中生代（包括义县组）的地层古生物工作得

到了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巨大进展。!"%,(!",$年辽宁区调队先后完成朝阳幅和义县幅的!-&$
万区域地质调查填图。*$年代，陈丕基等（!"*$）［#］，王五力、张立君、于希汉等（!"*.(!"*"）［.(,］，

及李友桂、苏德英（!"*"）［*］对义县组和热河生物群均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年代以来，先后

在北票市上园镇尖山沟、四合屯等地义县组中发现珍稀鸟类、爬行类、两栖类、原始哺乳类、古

被子植物以及大量鱼类、昆虫、叶肢介、介形类等化石，使义县组受到中外地质、古生物学家的

广泛注目。!"*&年曹从周［"］开始注意义县组的火山旋回、火山岩相和火山机构的研究，并讨论

了火山岩形成的构造环境和岩浆起源。!"*%年辽宁区调队王国桢等对辽西中生代火山岩（包括

义县组）做了专题研究。

长期以来，义县组的研究者主要是地层古生物学家。他们比较注意化石层的发现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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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义县组是一套中生代火山’沉积地层，以其丰富的热河生物群（包括珍稀鸟类等）化石闻名

于世。长期以来，人们对义县组的地层层序、化石层位、地层厚度以及地质时代均有不同认识。通过

!-.万区域地质调查和填图，笔者分析了义县组的火山作用和火山活动规律。认为义县组主要由下部

基性—中基性火山喷发’沉积旋回和上部酸性、偏碱性火山活动旋回组成，并对义县组进行了分段。

发现了义县组的一系列火山机构，恢复了当时的古地貌和古地理特征；指出义县组的各化石层位分

别处于同时期的两大古湖泊的不同部位，可以大致相互对比。论述了义县组的基底、盆地性质和地

层厚度。义县组的时代有可能是早白垩世，义县组的底界可能是辽西地区侏罗系—白垩系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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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化石的研究、鉴定和对比，对火山$沉积地层的整体研究相对较差，仍然沿用一般沉积地

层的传统工作方法，测制单斜地层剖面，忽视火山作用和火山活动的内在规律。因而义县组的

厚度被极度夸大；有几个化石层，各层之间如何对比说法不一；各门类化石对义县组的时代争

论不休，侏罗系—白垩系的界限一直未能确定；以致在辽西地区建立我国陆相中生代年代地层

单位（阶）的条件至今仍不成熟。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不同划分意见：#）认为义县组自下而上包

括尖山沟、上园、大康堡和金刚山四个含化石沉积岩夹层（陈丕基等，#%&"［’］）；!）认为义县组自

下而上包括四套沉积夹层，即“刀把子层”（相当于尖山沟、金家沟等层），“砖城子层”（相当于上

园、大康堡、李家沟、河夹心等层），“金刚山层”和“黄花山层”（王五力等，#%&%［(］）；)）认为义县

组自下而上划分*段，第一段为一套凝灰质砂岩、砾岩。第二段由两套沉积旋回构成，第一套为

四合屯沉积层，第二套为尖山沟、马神庙、砖城子、刀把子、半拉山等沉积层，含大量化石。第三

段为王家屯火山岩。第四段为砖城子火山岩。第五段为金刚山层，含化石。第六段为黄花山角

砾岩（任东等，#%%+［#"］）；’）认为义县组应解体，下部含化石层及其以下的火山岩和砂砾岩段与

义县组分开，重新建立“四合屯组”（李亚平等，#%%&）或“炒米甸子组”（季强等，#%%%）。

#%%%年%月 中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委 托 沈 阳 地 质 矿 产 研 究 所 开 展,(#-"#’""’ （北 票 市 ）、

,(#-"#(""’（上园镇）、,(#-"#*""’（地藏寺）及,(#-"#(""(（义县）等四幅#.(万区域地质调查

及填图。工作区域涵盖义县组及其珍稀化石产地，重点研究测区的基础地质。为了把握火山作

用和火山活动的内在规律，指导义县组火山$沉积地层的研究，必须统一学术思想，选择正确

的工作方法。我们重视火山活动的旋回性，既研究不同岩相组合构成的喷发小旋回，也研究不

同性质岩浆的演化系列。同时，观察研究火山活动不同岩相的分布规律，发现和识别火山机构，

恢复火山岩区古地貌，并总结一套识别火山机构的野外标志。在此基础上，研究义县组火山活

动不同发展阶段的岩石组合特征。

通过!"""年的野外工作，笔者进行详细的路线地质研究与填图，测制了义县组的一系列地

层剖面；一改原#.!"万地质图中义县组的图面结构，对义县组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

# 义县组火山活动的旋回性、迁移性、地层层序和分段

义县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下部以新开岭—四合屯地区为代表的基性$中基性火山喷

发$沉积旋回，上部以王家屯和万佛堂地区为代表的酸性、偏碱性火山活动旋回。它们共同组

成一个完整的火山岩浆演化系列/图#0。
#1# 新开岭—四合屯基性$中基性火山喷发$沉积旋回

该旋回是义县组的主体。前人工作仅在其内部圈定一些火山岩性、岩相界线，从未作过岩

石地层单位的进一步划分。我们抓住火山活动的旋回性这一主要矛盾，发现和识别火山活动喷

发期$间歇期的旋回性规律，以间歇期的爆发$沉积相沉凝灰岩为标志层，确立新的填图单元，

填制了新的#.(万地质图。现将新开岭—四合屯地区，并结合周边地区的火山$沉积地层层序自

下而上介绍如下：

#）灰色中厚层状凝灰质胶结复成分细砾岩，夹灰色薄$中厚层状凝灰质胶结长石岩屑粗

粒杂砂岩（2#）。砾石成分复杂，有太古界的片麻岩、元古界的白云质灰岩、石英砂岩和中生界的

安山岩、砾岩、砂岩、粉砂岩等，磨圆及分选程度变化较大。沉积环境为滨湖相、河床相及冲积

扇。通常滨湖相为细砾岩，成层性较好，厚度均匀；而冲积扇多为巨砾岩和粗砾岩，成层性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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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限，厚度变化较大。本层沉积厚度一般"#$左右，有的地方可达%#$以上。砾岩层的上部常

出现灰黄色、灰绿色及淡紫色凝灰岩、凝灰砂岩夹层，代表（义县组）第一期火山活动的爆发&
沉积相产物。本层是义县组的底砾岩，以微角度或角度不整合与下伏土城子组第三段接触。

%）下部灰黑色聚斑状橄榄玄武岩，上部灰黄色气孔杏仁状玄武岩（!"）。下部发育橄榄聚斑

结构，上部以杏仁状构造和少量气孔状构造为特征，杏仁体积占岩石总体积的’()。代表第一

期火山活动的溢流相岩石，分布局限，仅见于新开岭一带。本层厚度约*#+"##$。

’）黄绿色薄层状含砾中粗粒岩屑沉凝灰岩，局部夹薄层状岩屑杂砂岩（,%）。沉积环境为滨

湖相，反映第一期火山活动结束后本区形成了短暂的相对宁静水体。主体岩石含有大量的凝灰

物质，代表第二期火山活动的爆发&沉积相产物。厚度一般为%+’$，在陆家屯附近可达"# $左

右，并产鹦鹉嘴龙化石。

-）灰色&灰黑色致密块状辉石橄榄玄武岩，底部有"$厚的灰紫色气孔状安山岩（!%）。代

表第二期火山活动的爆发相及溢流相岩石。在新开岭—四合屯地区厚度不到"#$。至后燕子沟地

区厚度逐渐加大，而且呈多个爆发相安山质集块岩&溢流相玄武岩的小旋回，厚度达到.#+/#$。

(）黄绿色薄层状含砾粗粒岩屑杂砂岩，底部有近%# 0$厚的砾岩层（,’）。岩石成熟度不高，

物质来源较近，显示滨湖相沉积特征，代表火山活动间歇期的沉积物。上部杂砂岩的胶结物含

有凝灰物质，厚度%+’$，在达子营、六台附近产鹦鹉嘴龙化石。

.）灰色、黄灰色杏仁状玄武岩，底部见有安山质集块岩（!’）。是第三期火山活动的主体岩

石。首先为爆发相集块岩，之后是溢流相熔岩，集块岩在横向上不稳定，时有尖灭或急剧加厚。

在后燕子沟地区这种集块岩&熔岩的小旋回可以出现多次。玄武岩的杏仁体主要被蒙脱石集

合体充填，占岩石总体积的()左右，厚度(#+.#$。

/）黄褐色薄层状细粒凝灰质岩屑长石杂砂岩，上部为紫红色微薄&薄层状泥质粉砂岩

郭胜哲等：辽宁西部义县组研究新进展

图 " 四合屯—义县地区地质略图

"—长城系；%—义县组一段；’—义县组二段；-—义县组三段；(—义县组四段；.—义县组五段；/—义县组六段；

!—火山机构；12—太古宇；3!"—草沟组；4#—髫髻山组；4#$—土城子组；5"—义县组未分6尚未填图7；5!—九佛堂

组；5%—沙海组；8—第四系；!"—!橄榄"玄武玢岩；#"—安山玢岩；$—闪长岩；$"—闪长玢岩；%—正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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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滨湖—浅湖相沉积环境。胶结物中的凝灰物质代表第四期火山活动的爆发&沉积相。

厚度%’()，在跑达沟附近产鹦鹉嘴龙化石。

*）下部为含辉石橄榄玄武岩，上部灰黄色、黄绿色及灰色杏仁状玄武岩和灰色安山玄武岩

（!%及"!%）。局部夹有快速尖灭的黄褐色微薄&薄层状细粒凝灰质岩屑杂砂岩。岩石主体为第四

期火山活动的溢流相熔岩，横向上局部出现爆发相的集块岩和熔结集块岩。灰黄色、灰绿色及

灰色杏仁状玄武岩是本期火山活动形成的特色岩石。岩石发育大气孔和大杏仁构造，直径达

+’#" ))，气孔占岩石总体积的(,’#",，杏仁占+(,’%",。杏仁体以玛瑙及石英晶簇为主，少

量为蒙脱石。灰色安山玄武岩也是本期火山活动形成的主要岩石类型，含有少量蒙脱石杏仁，

体积百分比约(,左右。所夹的细粒凝灰质岩屑杂砂岩是一种分布非常局限的洼地水体沉积

物，岩石中含有大量的火山凝灰物质及火山弹。本层厚度达#!")左右。

-）含珍稀化石湖相沉积层（$(）：下部黄绿色薄层状细粒凝灰岩屑杂砂岩，灰色薄板状钙泥

质粉砂岩夹黄褐色铁质胶结沉凝灰岩，局部夹灰岩透镜体，产有双壳类、叶肢介、介形虫和拟蜉

蝣等化石。中部为灰色、灰白色纹层状&页片状钙泥质页岩夹黄褐色晶屑凝灰岩、沉凝灰岩，发

育大量的热河生物群化石，除了!"#$#%&$’()（东方叶肢介）、*+,"-%$’)（狼鳍鱼）和!-&$.$’"-#(#
%’(#$%)/(#（三尾拟蜉蝣）等代表分子外，还包括0$(-()"#%$1#（北票鲟）、2)3,&1’",&$/+#（满洲龟）、

*()"4)%’),&1#（辽蟾）、!"#(-%$’1#（东方翼龙）、0#(%%),"#)1’1#（鹦鹉嘴龙）、5(3"#)1’"-%$’+6（中华龙

鸟）、0’"%)’,&)$"-%$’+6（原始祖鸟）、7)18(-%$’+6（尾羽鸟）、7"391,(1#"’3(#（孔子鸟）、*()"3(3:"’3(#
（辽宁鸟）、;&)3:&$"%&$’(1.（张和兽）等脊椎动物化石，以及其它大量的昆虫、介形类、植物、轮

藻等化石。上部灰白色沉凝灰岩夹灰色砂质结晶灰岩透镜体，灰绿色薄层状凝灰质粉砂岩夹凝

灰质岩屑杂砂岩，灰黄色中厚层状长石石英砂岩。本层厚度在四合屯一带约!"’+")。在黄半吉

沟最厚可达#(" )，而且上部的泥质粉砂岩、粉砂岩、石英长石砂岩等厚度巨大，并产辽宁古果

<’,&)$9’1,%1# /()"3(3:$3#(#。此外，在四合屯、伍代沟相当于本层中部稍高于中华龙鸟和孔子鸟

的层位，在湖盆的边缘发育有灰绿色、灰黄色气孔&杏仁状玄武岩的熔岩岩枕。类似的枕状熔

岩在大北沟以北也有发现。这些枕状熔岩和沉积层中的大量沉凝灰岩夹层，说明在湖盆发展、

演化过程中，一直伴随有火山活动。

该基性&中基性火山喷发&沉积旋回自西向东迁移。至后燕子沟、陆家屯、上土来沟及下土

来沟一带，缺失第一期喷溢相的玄武岩（!#），由第二期爆发&沉积相的沉凝灰岩（$!）直接盖在

底砾岩（$#）之上。而且，由安山质或玄武安山质集块岩和玄武岩构成多次爆发相&溢流相的小

旋回。向东至义县盆地，火山活动开始较晚，那里缺失相当于西部金—羊盆地的底砾岩（$#）、第

一期熔岩（!#）和第二期沉凝灰岩（$!），主要由第三期沉凝灰岩（$+）直接与长城系的大红峪组或

高于庄组基底接触，个别地点也可见到第二期熔岩（!!）与基底接触。在一些地方，可见到第三

期沉凝灰岩（$+）与第四期沉凝灰岩（$%）之间缺失第三期熔岩（!+）。含化石沉积层（$(）则普遍盖

在第四期熔岩（!%或"!%）之上，它们属于义县盆地中同一个湖盆的沉积产物。

#.! 王家屯酸性、偏碱性火山活动旋回

该旋回的火山活动向东迁移。王家屯位于新开岭—四合屯以东约#/0)处，是一个不完整

火山机构。主要由近源爆发相的流纹质凝灰角砾岩、流纹质集块岩、流纹质角砾熔岩及少量溢

流相的流纹岩、英安岩和粗面岩构成，并压盖在早期基性&中基性火山喷发&沉积旋回的第三

期熔岩（!+）上。中心部位由闪长岩、正长岩等岩体（次火山岩）所充填，周围残存的酸性和偏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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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火山岩厚度不超过"##$。该火山旋回的产物分布比较零星，面积不大。在王家屯以北，上园

车站附近和霸王庄一带见有英安岩和流纹岩；在黄半吉沟珍稀化石沉积层（%&）中也见有少量

流纹质角砾凝灰岩夹层。向东至义县盆地，大凌河南岸吴家屯一带分布有杏仁状流纹岩；大凌

河以北，山神庙是一个酸性火山岩的喷发中心，围绕火山口分布英安岩和流纹岩的互层，顶部

盖以橄榄玄武岩层，向南至万佛堂则以中性（安山质）角砾凝灰岩（含流纹岩角砾）为特征。这套

酸性和中性火山岩厚度达’()$，其下伏地层是含化石沉积层（%&）。

"*+ 义县组火山活动结束期的产物

笔者在金—羊盆地上园镇以西，小靰拉无本之木拉草沟—荒上一带，发现一套灰绿色及灰

紫色复成分砾岩盖在含化石沉积层（%&）上。其接触关系为平行不整合或角度不整合。该砾岩的

砾石成分主要是玄武岩、安山岩等中、基性火山岩，砾石含量达,#-以上，磨圆较好，分选较差，

粒度+./ 0$至"&.’# 0$，胶结物为火山岩质的泥沙和细砾，成层性较差。同样，在王家屯火山机

构外围，刘龙台—半拉山子一带也发现一套灰黄色—黄褐色复成分砾岩。该砾岩的下伏地层是

第三期喷溢相的玄武岩（!+）、多斑安山岩和王家屯旋回的流纹岩、流纹质凝灰岩等。砾石成分

复杂，有玄武岩、多斑安山岩、流纹岩、流纹质凝灰角砾岩等。砾石含量约为+#-./#-，磨圆及分

选较好，粒度’.+ 0$至&."# 0$，杂基支撑，胶结物为流纹质凝灰和泥沙、细砾，略成层。这些砾岩

（可能还包括义县盆地金刚山地区的“黄花山角砾岩”，因其处于测区之外，尚未详细研究）被认

为是火山活动结束期的产物。当时，义县组火山高地受到剥蚀，在其边缘的低洼地带形成冲、洪

积扇。这些复成分砾岩应当是义县组顶部的最高层位，其厚度约+#./#$，局部可达"##$左右。

"*/ 义县组的分段

根据岩石地层单位的划分原则和义县组火山—沉积地层的层序，义县组可分为,个岩性段

自下而上为：

一段（底砾岩段）：与下伏土城子组呈微角度或角度不整合接触，厚+.’# $，一般为&."# $。

由底部向上，凝灰质成分增多，常出现凝灰质砂岩夹层。二段（基性1中基性火山岩段）：包括第

一期熔岩（!"）至第四期熔岩（"!/）之间，所有的爆发1沉积相、爆发相和溢流相的岩石组合。三

段（湖相沉积岩段）：厚度’#.+#$，在黄半吉沟可达"&#$。该段下部地层夹有湖相玄武岩岩枕，

中、上部夹有流纹质角砾凝灰岩，说明它与二段和四段在某些地区呈现指状交错的关系。本段

产有包括珍稀鸟类在内的极为丰富的热河生物群各门类化石。四段（酸性、偏碱性火山岩段）：

喷发中心向东迁移，岩性变化较大，分布面积较小且零星。五段（上部基性火山岩段）：是义县组

火山旋回晚期的产物。多呈次火山岩（橄榄玄武玢岩）侵位在一些火山机构的中心，也有的呈溢

流相橄榄玄武岩分别盖在第三段及第四段的不同层位上。分布零星，面积很小，厚度约’#.+
#$。六段（顶部砾岩）：受义县组火山岩区古地貌控制，分布局限。可分别压盖第二、三、四段。

上述各岩性段既反映了火山岩浆由基性1中基性1酸性、偏碱性的完整岩浆演化系列，也

代表了火山活动初始期、喷发活跃期和结束期各个阶段的岩性组合。

’ 义县组的火山机构、古地貌和古地理特征

’*" 火山机构

通过路线地质研究和填图，发现和识别了一系列的火山机构。其中较大并具代表性的有：

新开岭火山机构：位于金—羊盆地中部。代表第一期火山旋回，主要为气孔杏仁状玄武岩

郭胜哲等：辽宁西部义县组研究新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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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橄榄玄武岩，含有巨大的玛瑙和石英晶洞。其上压盖第二、三、四期火山旋回，并逐渐向南东

方向迁移。

后燕子沟火山机构：位于金—羊盆地，在新开岭火山机构以东。代表第二期火山旋回，其上

被第三、四期火山旋回所叠加，形成由多个喷发中心组成的一个巨大火山穹隆。环状结构十分

明显。各旋回内部由爆发相$喷溢相构成的次一级旋回发育较好。

三宝营火山机构：位于金—羊盆地，三宝营以北，紧邻后燕子沟火山机构。代表第二期火山

旋回，由%&’个喷发中心组成复合火山机构。火山口被后期的安山玢岩（次火山岩）所充填。它

可以看做是后燕子沟火山穹隆的一部分。

扎兰营子火山机构：位于金—羊盆地，紧邻后燕子沟火山机构。代表第三期火山旋回，由几

个小型喷发中心组成的复合火山机构。它也可以包括在后燕子沟火山穹隆的范围内。

架子山火山机构：位于义县盆地中部。代表第四期火山旋回，是一个较大的复合火山机构。

周家屯火山机构：位于义县盆地西部，紧邻铁路。代表义县组最晚期的火山旋回，以基性喷

发为特征。喷发中心的环形构造明显，爆发相的玄武质角砾熔岩近于直立且呈环形分布。

王家屯火山机构：位于金—羊盆地东缘，代表义县组上部酸性、偏碱性火山旋回。因酸性岩

浆粘稠度大，该机构主要由爆发相的流纹质角砾熔岩、流纹质凝灰角砾岩和集块岩及少量溢流

相流纹岩、英安岩、粗面岩构成。火山机构保存不完整，后期被闪长岩、正长岩等岩体侵入。

此外，还有许多独立的小型火山机构广泛分布于测区。

!(! 古地貌

义县组火山作用形成了大面积的火山岩区。当时本区普遍呈现火山高地，其中以后燕子

沟、王家屯及架子山等火山机构地形最为高耸。由于火山喷发中心直接控制爆发相和溢流相岩

石的分布，在距离喷发中心较远的地区往往缺失溢流相的熔岩。例如，在炭窑子屯、陆家屯、下

土来沟等地，)!沉凝灰岩直接与底砾岩（)#）接触，中间缺失第一期溢流相玄武岩（!#）；在四合屯

以南的大虎掌沟见到含化石沉积层（!"）直接和底砾岩（!#）接触，中间缺失第一期至第四期熔岩

（玄武岩、安山玄武岩等），但保留有爆发$沉积相的各层沉凝灰岩（!%、!&、!’）；在义县盆地金家

沟附近，!&沉凝灰岩与!’沉凝灰岩直接接触，中间缺失第三期溢流相熔岩（!&）。

%(& 古地理

受义县组火山岩区古地貌控制，在基性$中基性火山旋回的末期，本区形成两个主要的湖盆。

在金—羊盆地，围绕后燕子沟和扎兰营子火山机构，在李八郎沟—四合屯—尖山沟—黄半

吉沟—大北沟—（上园）三家子一带，形成一个月牙形的湖泊。月牙的弓背突向北面，可称为四

合屯—上园“古月牙湖”。在湖盆的发育过程中，湖泊的中心逐渐从四合屯向尖山沟、黄半吉沟

方向迁移。在义县盆地，从金家沟—白菜沟—杨家沟至大凌河以北的河家心—白台沟—土垄

山—万佛堂一带形成一个较大的湖泊。该湖泊在大凌河以南，围绕架子山火山机构有两个分

支：东侧是大康堡—英窝山—砖城子分支，西侧是四方台—前家沟—金刚山（枣茨山）分支（金

刚山位于测区以南" )*）。

两个湖泊形成于同一时期，中间被北东向分布的中元古代石灰窑子山—鸡冠山“古山岭”

隔开。受火山岩古地貌影响，湖盆盆底凹凸不平，各地湖相沉积层层位和厚度有所差异。由于不

同湖泊及同一湖泊中不同部位古地理环境的差别，各化石点除了具有共同的热河生物群化石

组合之外，还显示了各自的特色。例如，李八郎沟$四合屯含有孔子鸟和中华龙鸟等珍稀鸟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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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小型兽脚类恐龙化石；尖山沟产有大量的满洲龟等爬行类化石；黄半吉沟产大量的鱼类和辽

宁古果等原始被子植物化石；杨家沟产有大量的水生蜥等爬行类化石；河家心、破台子除了水

生蜥以外，还有鸟类化石，而白台沟则产大型恐龙（禽龙）化石；金刚山以大量的鱼类化石著称。

! 义县组的基底、盆地性质和地层厚度

义县组火山"沉积地层的分布横跨金—羊盆地和义县盆地。在金—羊盆地，义县组的基底

为土城子组。路线地质及填图研究表明，义县组是在土城子组形成的坳陷盆地中喷发沉积的。

该盆地的坳陷幅度不大。义县组的底砾岩（#$）以角度不整合或微角度不整合分别盖在土城子

组第三段的不同层位上。在一些地点所见到的断裂接触关系表明，这些断裂均发生在晚期。在

义县盆地，义县组的基底是中元古界长城系（主要是高于庄组和大红峪组）。同样，这里也是一

个坳陷盆地，坳陷幅度很小。笔者在义县城西，张家湾南面的河谷底部就见到了大红峪组的石

英砂岩露头。义县组分别以第二期喷溢相熔岩!%（如老虎沟）或第三期爆发"沉积相的沉凝灰岩

#!（如金家沟）与高于庄组或大红峪组不整合接触。接触面上的断裂均发生在晚期。

由于对义县组的认识和工作方法不同，前人主要采用一般沉积地层的传统方法测制剖面，

夸大了义县组的厚度。例如陈丕基等（$&’(）［)］测制了南岭车站—义县剖面，义县组厚度大于

% $*) +。辽宁省地质矿产局（$&’&）［$$］介绍义县组的代表性剖面（马神庙—宋八户），义县组（包

括“金刚山层”和“黄花山角砾岩层”）的厚度达% ,-%.! +。根据笔者的研究，义县组的总厚度将

大大减少，初步计算不会超过$ ((( +。确切的数据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结果。

所谓的马神庙—宋八户“标准剖面”（位于测区以南$.* /+左右）仅代表了义县组第二段的

部分地层，加上第三段含化石层（#*），可能还包括第五段的橄榄玄武岩和橄榄玄武玢岩（次火

山岩）及第六段（“黄花山角砾岩”？）。它代表不了义县组的所有岩石地层单位。

) 义县组的时代与侏罗系—白垩系界限

义县组的时代是晚侏罗世还是早白垩世一直成为争论的焦点。主要原因是义县组含有的

各古生物门类鉴定，得出不同的时代结论。各家对义县组的地层层序及含化石层在其中的位置

认识不同。根据笔者路线地质研究和填图，除了在第二、三、四期爆发"沉积相的沉凝灰岩（#%、

#!、#)）中产有鹦鹉嘴龙化石之外，其它各门类化石均产在第五期火山旋回的湖相沉积层，即所

谓的珍稀化石沉积层（#*）中，其层位高低的差异并未超出该沉积层厚度的范畴，它们之间可以

大致进行对比。汪筱林等（$&&&）［$%］在四合屯及尖山沟珍稀化石沉积层中的凝灰岩采样，测得透

长石单晶)(01"!&01同位素年龄分别为2$%).,3(.!456和2$%).,3(.%456；罗清华、陈丕基等（$&&&）
［$!］也在四合屯及尖山沟珍稀化石沉积层采样，岩性为玻璃质凝灰岩，利用78"90:激光01"01
测年法，测得黑云母单矿物的同位素年龄为2$)-.$3$.’456；而基质部分的玻璃质则呈现较新的

同位素年龄（$%$.!3%.,456。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朱日祥（%(((，面告）在珍稀化石沉积

层顶部玄武岩中采样，测得同位素年龄为$%!56。王松山等［$)］测得四合屯含脊椎动物化石层位

的凝灰岩中锆石;"<=同位素年龄为2$%*.%3(.&456。本次$>*万填图，笔者在第一、二、四期溢流

相的玄武岩和珍稀化石沉积层（#*）中的凝灰岩，均采集了同位素样品。特别是发现了与珍稀化

石沉积层同时期的湖相枕状熔岩（玄武岩），并采集了同位素样品。这些样品将提供更多的年龄

数据。目前，我们初步认为义县组的时代有可能是早白垩世。原因如下：$）珍稀化石沉积层中

郭胜哲等：辽宁西部义县组研究新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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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灰岩的同位素年龄为!"!#$%!"&#’()，该化石层沉积厚度一般为"*%$* +，在黄半吉沟最厚可

达!,* +。根据徐道一等［!,］研究，湖相沉积的沉积速率上、下限大体为*#*$%*#$ ++ - )，平均值为

*#!’, ++ - )。因此，珍稀化石沉积层的沉积时限约为*#"%!() 。该化石层以下四期火山旋回（包

括爆发.沉积相、爆发相和溢流相）的产物，虽然厚度较大（约$!, +），却都产自同一火山作用，

所经历的地质时限十分有限，不会达到侏罗纪（顶界!$,()）；"）第二、三、四期沉凝灰岩（/"、/$、

/&）中所产的鹦鹉嘴龙广泛分布于新疆、内蒙、甘肃、山东等地，时代均为早白垩世；$）根据梁鸿

德、许坤［!’］对辽西地区磁性地层的研究，义县组底界位于(!0极性事件的底，处在侏罗.白垩

系界线之上，义县组的时代应为早白垩世；&）侏罗.白垩纪时期，我国北方最明显的构造界

面之一是义县组底部的不整合面，该界面上、下的构造特征、沉积特征、火山作用、古地理环

境和生物群面貌等均有明显变化。因此，义县组底界可能是本区侏罗系与白垩系的分界。当

然，确切的结论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工作和样品测试的最终结果。

总之，像义县组这样的中生代陆相火山.沉积地层，所含化石门类众多，各门类对地层时

代的鉴定结果分歧较大。要确定义县组的地质时代，必须首先确立其地层层序、含化石层在层

序中的确切位置以及地层的真实厚度等基础地质事实。在此基础上，结合同位素年代学的研究

数据和各门类化石的鉴定结果，这样得出的地质时代结果才是合理而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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