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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杭州，３１００２７；　２）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黑龙江大庆，１６３７１２

内容提要：松辽盆地北部徐家围子断陷区营城组广泛发育有一套以酸性喷发岩为主的中酸性火山岩，包括玄

武粗安岩、安山岩、英安岩、流纹岩及流纹质火山碎屑岩等，属钙碱性岩类，亚碱性系列。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代

学研究揭示研究区营城组火山岩形成于１１３Ｍａ至１１１Ｍａ之间，属早白垩世的Ａｐｔｉａｎ期至Ａｌｂｉａｎ早期。岩石地球

化学表明，流纹岩类均表现为富集Ｒｂ、Ｔｈ、Ｚｒ等元素，亏损Ｓｒ、Ｂａ、Ｐ、Ｔｉ、Ｅｕ等元素，安山岩类则亏损不明显，英安

岩类介于两者之间，结合Ｎｄ同位素测试结果，认为营城组中－酸性火山岩是同源岩浆演化的结果。通过构造环境

图解判别表明营城组火山岩形成于板内拉张构造背景，是中国东部早白垩世大规模岩石圈减薄和岩浆作用的产

物。

关键词：营城组火山岩；年代学；地球化学；松辽盆地；早白垩世；岩石圈减薄

　　作为中国东部的一个大型的中生代—新生代含

油气沉积盆地，松辽盆地具有下部断陷、上部坳陷的

二元结构，其中断陷构造层以发育大量的火山岩为

特征，坳陷构造层则为沉积层序（王清海，２００３；闫全

人等，２００２）。盆地内部火山岩对研究盆地形成构造

环境和盆地发展演化的动力学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前人对松辽盆地火山岩的研究多集中在盆地

的周缘露头区（许文良等，１９９４；赵海玲等，１９９６；路

凤香等，１９９７；朱勤文等，１９９７；许文良等，１９９９；邵济

安等，１９９９；王清海等，２００３；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和盆

地南部（闫全人等，２００２），盆地北部研究较少，仅在

岩石地球化学方面有过初步的研究（郭军等，２０００）。

近年来，随着油田勘探开发的不断深入，松辽盆地北

部大量钻探资料揭示，徐家围子断陷区营城组广泛

发育有一套以酸性喷发岩为主的中－酸性火山岩，

而且其内部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目前围绕火

山岩气藏的勘探开发开展了较多的地质、地球物理

方面的工作（李彦民等，２００２；綦敦科等，２００２；殷进

垠等，２００２；王璞臖等，２００３；刘万洙等，２００３；冯翠菊

等，２００４），但对这套火山岩本身的发育特征研究甚

少，而且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精确的年代学认识。

本文以盆地北部徐家围子断陷区营城组大量的火山

岩岩芯为对象，开展火山岩锆石ＳＨＲＩＭＰ年代学、

岩石地球化学等方面的系统研究，揭示火山岩的形

成时代及其地球化学特征，并初步探讨盆地发育演

化相应的地球动力学背景。

１　地质概况

研究区位于松辽盆地北部深层徐家围子断区陷

的中部（图１），包括升平和兴城两个地区。区内主

断层皆倾向ＮＥ且大致呈北西走向。受其控制，断

陷长轴沿着北西－南东方向延伸，并最终形成西侧

以断层为界、东部则以地层超覆为主的箕状断陷构

造格局（殷进垠等，２００２）。断陷区地层自下而上依

次发育有火石岭组（Ｊ３ｈ），沙河子组（Ｋ１ｓｈ），营城组

（Ｋ１ｙｃ）。目前研究区大量的钻井资料揭示，早白垩

世火山岩主要分布在营城组，为一套以酸性岩类为

主的中酸性喷出岩。升平和兴城两个地区是营城

组火山岩的集中分布区（图１），平面上火山岩往往

呈不规则团状或串珠状分布于主断层的两侧。

２　火山岩锆石ＳＨＲＩＭＰ年代学

２．１　样品的准备与测试方法

本次研究分析的两件样品Ｓ２０２和Ｘ９５，分别来

自升平和兴城地区Ｓ２０２井和Ｘ９井营城组的火山

岩，均为未风化蚀变的新鲜火山岩钻井岩芯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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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松辽盆地北部徐家围子断陷区地质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Ｘｕｊｉａｗｅｉｚ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ｏｆ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

锆石分选采用人工重砂分选，首先通过淘洗和使用

重液等物理方法分离锆石，然后在双目镜下精选、剔

除杂质。详细的制靶程序参见宋彪等人的文章

（２００２）。靶制好后，先进行反／透射光、阴极发光照

相。阴极发光图像用以确定单颗粒锆石晶体的形

态、结构特征以及标定测年点，阴极发光图像的拍摄

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完成。最后，用超声波在去离子

水中清洗约１０分钟后，渡金，待上机测年。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年龄分析在澳大利亚Ｃｕｒｔｉｎ技术

大学离子探针中心完成，分析原理和流程参见

Ｃｏｍｐｓｔ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９９８）、宋彪等

（２００２）等。测定时仪器质量分辨率约为５０００（１％

峰高）。一次离子流Ｏ－２ 强度为５ｎＡ。一次离子流

束斑直径为２５～３０μｍ。样品点清洗时间为１５０ｓ。

标准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ＡＮＵ）的ＳＬ１３和ＴＥＭ。

ＳＬ１３（宝石级锆石，Ｕ 含量为 ２３８μｇ／ｇ，年龄为

５７２Ｍａ）用于样品 Ｕ含量标定。ＴＥＭ（母岩为澳大

利亚堪培拉附近一闪长岩体，年龄为４１７Ｍａ）用于

样品年龄标定。数据处理采用 ＳＱＵＩＤ１．０ 和

ＩＳＯＰＬＯＴ程序。

２．２　锆石ＳＨＲＩＭＰ年代学结果

样品Ｓ２０２和Ｘ９５两者获得的锆石，其粒度通

常在 ５０～２００μｍ 之间，少数 锆石 的粒度大 于

２００μｍ，锆石基本为无色、透明，阴极发光图像均显

示清楚的岩浆环带（图２），晶形及其岩浆环带构造

表明锆石为岩浆冷却结晶成因。样品Ｓ２０２和Ｘ９５

的锆石ＳＨＲＩＭＰ定年结果见表１和图３。两个样

品的绝大部分数据点都投影在各自的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

!

２３８Ｕ／２０６Ｐｂ谐和曲线上或谐和曲线附近，表明这

些锆石颗粒在形成后的ＵＰｂ同位素体系是基本封

闭的，没有Ｕ或Ｐｂ同位素的明显丢失或加入。样

品Ｓ２０２锆石颗粒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龄分布范围１１６．９～

１１０．６Ｍａ，加权平均年龄为 （１１２．０±０．９）Ｍａ，

ＭＳＷＤ值为１．１４；样品Ｘ９５锆石颗粒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年

龄分布范围在 １１６～１０９Ｍａ，加权平均年龄为

（１１２．７±１．６）Ｍａ，ＭＳＷＤ值为２．５。由此可知，徐

家围子断陷区营城组火山岩形成的时间大致在

１１３Ｍａ至１１１Ｍａ期间，时代上属于早白垩世的

Ａｐｔｉａｎ期至Ａｌｂｉａｎ早期。

９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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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火山岩中锆石颗粒的阴极发光图像

Ｆｉｇ．２　ＣＬｉｍｇａｇｅｓｆｏｒ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

图３　火山岩锆石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的
２０７Ｐｂ／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２０６Ｐｂ谐和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ＳＨＲＩＭＰＵＰｂ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

３　火山岩岩石学特征

研究区岩石类型多样。升平地区基本上为酸性

熔岩和火山碎屑岩，兴城地区则发育有玄武粗安岩、

安山岩、粗面英安岩、英安岩、流纹岩等火山熔岩以

及火山碎屑岩，但总体上还是以酸性岩类为主。样

品简要岩石学特征描述如下：（１）玄武粗安岩，具斑

状结构，基质具玻晶交织结构。斑晶占２０％左右，

主要为斜长石，一般呈较好板柱状，粒径一般为０．５

～２．０ｍｍ，已明显地绢云母化和碳酸盐化。基质占

８０％左右，主要为条状斜长石微晶和火山玻璃，斜长

石微晶分布不定向，基质中有少量微粒状磁铁矿分

布。岩石内有少量气孔，部分被绿泥石充填，同时具

有明显的碳酸盐化。（２）安山岩，斑状结构，斑晶成

分有钠更长石、条纹长石及少量石英，基质由定向或

半定向排列斜长石微晶和玻璃质组成，呈玻晶交织

结构。绿泥石化强烈，并有碳酸岩化细脉充填。（３）

粗面岩，具有少量的钾长石、石英斑晶，基质由斜长

石微晶和玻璃质组成，呈玻晶交织结构。（４）英安

岩，可见典型的珍珠构造，基质脱玻化呈微粒结构，

正交偏光镜下呈十字消光的球粒结构。（５）流纹岩，

具霏细结构、球粒结构和微晶花岗结构，局部呈微文

象结构；可见清晰的流纹构造；含有少量斑晶，斑晶

的成分以钾钠长石（条纹长石）为主，常呈板、柱状，

基质主要由长英质集合体组成。

４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岩石地球化学测试样品均为未风化蚀变的新

０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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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火山岩样品锆石的犝犘犫定年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犃狀犪犾狔狋犻犮犪犾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犛犎犚犐犕犘犝犘犫犱犪狋犻狀犵犳狅狉狕犻狉犮狅狀犳狉狅犿狏狅犾犮犪狀犻犮狉狅犮犽狊狊犪犿狆犾犲狊

分析点
Ｕ

（×１０－６）

Ｔｈ

（×１０－６）

Ｐｂ

（×１０－６）

Ｔｈ

／Ｕ

２０６Ｐｂ

／２３８Ｕ ±％

２０７ｐｂ

／２３５Ｕ ±％

２０７Ｐｂ

／２０６Ｐｂ ±％

２０６Ｐｂ／２３８Ｕ

年龄（Ｍａ）

Ｓ２０２１．１ １１６ １４４ １．７ １．２９ ０．０１７２ １．８ ０．１１６３ １５．７ ０．０４９ １５．６ １１０．０±１．８

Ｓ２０２２．１ １６８ １２２ ２．７ ０．７５ ０．０１７９ １．９ ０．１２ １９．４ ０．０４８６ １９．３ １１４．７±１．８

Ｓ２０２３．１ ４７１ ７３９ ７．４ １．６２ ０．０１８１ １．１ ０．１２１２ ７．１ ０．０４８４ ７ １１６．０±１．３

Ｓ２０２４．１ １１８ ９０ １．８ ０．７９ ０．０１７９ １．９ ０．１５１２ １４．９ ０．０６１２ １４．８ １１２．８±１．８

Ｓ２０２５．１ ２１１ １６５ ３．３ ０．８１ ０．０１７５ １．７ ０．１３８５ １６．８ ０．０５７２ １６．７ １１１．２±１．５

Ｓ２０２６．１ １０４ ６０ １．６ ０．６０ ０．０１７７ １．７ ０．１５５４ ８．９ ０．０６３７ ８．７ １１１．０±１．８

Ｓ２０２７．１ １０１８ １４０４ １５．５ １．４３ ０．０１７８ １ ０．１２０９ ４．１ ０．０４９３ ４ １１３．４±１．１

Ｓ２０２８．１ ２２６ ２２９ ３．３ １．０５ ０．０１７２ １．３ ０．１１４３ ５．２ ０．０４８１ ５．１ １１０．１±１．４

Ｓ２０２９．１ ２９６ ２５６ ４．５ ０．８９ ０．０１７７ １．２ ０．１１７６ ７．４ ０．０４８１ ７．３ １１３．３±１．４

Ｓ２０２１０．１ １４２ １００ ２．４ ０．７３ ０．０１６７ ３．３ － － － － １１２．０±１．８

Ｓ２０２１１．１ ４２１ ４１９ ６．３ １．０３ ０．０１７３ １．２ ０．０９４５ １０．１ ０．０３９６ １０．１ １１１．９±１．３

Ｓ２０２１２．１ ８７３ ９０９ １３．０ １．０８ ０．０１７４ １ ０．１１８３ ２．９ ０．０４９３ ２．７ １１１．０±１．１

Ｓ２０２１３．１ １４３ １０５ ２．２ ０．７６ ０．０１７４ １．７ ０．１３１４ １３．８ ０．０５４７ １３．７ １１０．６±１．７

Ｘ９５１．１ ３０３ １３０ ４．５ ０．４４ ０．０１７１ １．４ ０．１０７３ １１ ０．０４５４ １１ １０９．９±１．５

Ｘ９５２．１ ３２７ １２３ ４．９ ０．３９ ０．０１７７ １．３ ０．１２３９ ５．８ ０．０５０８ ５．６ １１２．６±１．５

Ｘ９５３．１ ２６２ １１３ ３．９ ０．４５ ０．０１７３ １．４ ０．１１８１ ９．３ ０．０４９５ ９．２ １１０．４±１．５

Ｘ９５４．１ ２９６ １０９ ４．７ ０．３８ ０．０１７６ １．７ ０．０９８４ ２７．９ ０．０４０６ ２７．８ １１３．４±１．７

Ｘ９５５．１ ２６７ １０４ ４．０ ０．４０ ０．０１７４ １．４ ０．１２１８ ７．４ ０．０５０８ ７．３ １１０．８±１．５

Ｘ９５６．１ ３１８ １１６ ５．０ ０．３８ ０．０１７９ １．５ ０．１０６３ １５ ０．０４３ １４．９ １１５．２±１．６

Ｘ９５７．１ ２０３５ ８３３ ３１．４ ０．４２ ０．０１８ １．１ ０．１２４７ ２ ０．０５０３ １．７ １１４．５±１．２

Ｘ９５８．１ ２２７ ８０ ３．４ ０．３６ ０．０１７３ １．７ ０．１１４６ １６．７ ０．０４８２ １６．７ １１０．３±１．５

Ｘ９５９．１ ３３２８ １５０１ ５２．４ ０．４７ ０．０１８２ １ ０．１２２４ ２．４ ０．０４８７ ２．２ １１６．４±１．２

Ｘ９５１０．１ ２９７ ９２ ４．５ ０．３２ ０．０１７８ １．３ ０．１３０３ ４．３ ０．０５３１ ４．１ １１３．０±１．５

Ｘ９５１１．１ １３０ ５０ ２．０ ０．４０ ０．０１７９ １．６ ０．１１３６ １０．１ ０．０４６１ １０ １１４．４±１．８

Ｘ９５１２．１ ３８９ １７１ ５．９ ０．４５ ０．０１７６ １．２ ０．１２０６ ４．７ ０．０４９８ ４．６ １１２．１±１．４

鲜火山岩钻井岩芯样品。首先对分析测试样品进行

粗碎，然后用玛瑙研钵将碎样磨成可过２００目筛的

粉末。每次换磨样品，均用蒸馏水和酒精棉对研钵

杵、钵体进行清洗和擦拭，以防止样品间相互污染。

主量 元 素 在 南 京 大 学 现 代 分 析 中 心 采 用

ＡＲＬ９８００ＸＰ＋波长色散 Ｘ射线荧光光谱仪测定，

相对标准样品的偏差，高含量氧化物低于２％；微量

元素和稀土元素在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

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采用ＦｉｎｎｉｇａｎＥｌｅｍｅｎｔⅡ型

ＩＣＰＭＳ测定，样品分析数据的相对标准偏差优于

５％。地球化学相关分析图件由ＧｅｏＫｉｔ软件（路远

发，２００４）完成。

４．１　主量元素特征

升平和兴城地区火山岩的主量元素分析结果见

表２。由火山岩类的ＴＡＳ图解（图４）可知，研究区

岩性类型则相对比较丰富，出现由中性到酸性的演

变序列，包括玄武粗安岩、安山岩、粗面岩、英安岩和

流纹岩等，但以酸性流纹质岩类为主，中性火山岩主

要分布在底部，且厚度较小。

玄武粗安岩的 ＳｉＯ２为 ５３．２４％，全碱含量

（Ｎａ２Ｏ＋Ｋ２Ｏ）为６．０５％，里特曼指数［火山岩组合

指数］σ（＝（Ｋ２Ｏ＋Ｎａ２Ｏ）
２／（ＳｉＯ２－４３），重量％）为

３．５８；铝饱和指数［Ａ／ＣＮＫ＝Ａｌ２Ｏ３／（ＣａＯ＋ Ｎａ２Ｏ

＋Ｋ２Ｏ），分子数之比］为０．７１。安山岩的ＳｉＯ２为

６２．７８％，全碱含量为 ６．９０％，里特曼指数 σ为

２．４０；铝饱和指数Ａ／ＣＮＫ为１．１１。粗面岩的ＳｉＯ２

为６５．５６％，全碱含量为９．８９％～１０．３３％，里特曼

指数σ为４．２４～４．３４；铝饱和指数Ａ／ＣＮＫ为０．９９

～１．１６。英安岩的ＳｉＯ２为６９．２５％，全碱含量为

７．８０％，里特曼指数σ为２．０３；铝饱和指数Ａ／ＣＮＫ

为１．４６。流纹岩类（流纹岩、凝灰岩等）的ＳｉＯ２为

７２．６６％～７８．８２％，全碱含量＞７．００％，里特曼指数

σ为１．３９～２．４９；铝饱和指数 Ａ／ＣＮＫ大部分集中

在０．８～１．２之间。以上数据表明，徐家围子断陷区

下白垩统营城组火山岩基本上都属钙碱性岩类，准

铝质的正常岩系或亚碱性系列（图４）。

４．２　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特征

升平和兴城地区火山岩的稀土元素含量见表

２，稀土元素经球粒陨石标准化图解见图５。所分析

的火山岩中，流纹岩类和英安岩类样品均显示有强

１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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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营城组火山岩ＴＡＳ图解

（据ＬｅＭａｉｔｒ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９；Ｉｒｖｉｎｅｅｔａｌ．，１９７１）

Ｆｉｇ．４　ＴＡＳ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ＬｅＭａｉｔｒ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９；

Ｉｒｖｉｎｅｅｔａｌ．，１９７１）

Ｐｃ—苦橄玄武岩；Ｂ—玄武岩；Ｏ１—玄武安山岩；Ｏ２—安山

岩；Ｏ３—英安岩；Ｒ—流纹岩；Ｓ１—粗面玄武岩；Ｓ２—玄武

质粗安岩；Ｓ３—粗面安山岩；Ｔ—粗面英安岩；Ｆ—副长石

岩；Ｕ１—碱玄岩；Ｕ２—响岩质碱玄岩；Ｕ３—碱玄质响岩；

Ｐｈ—响岩

Ｐｃ—Ｐｉｃｒｉｔｅ ｂａｓａｌｔ；Ｂ—Ｂａｓａｌｔ； Ｏ１—Ｂａｓａｌｔｉｃ ａｎｄｅｓｉｔｅ；

Ｏ２—Ａｎｄｅｓｉｔｅ； Ｏ３—Ｄａｃｉｔｅ； Ｒ—Ｒｈｙｏｌｉｔｅ； Ｓ１—

ｔｒａｃｈｙｂａｓａｌｔ； Ｓ２—Ｂａｓａｌｔｉｃ ｔｒａｃｈｙａｎｄｅｓｉｔｅ； Ｓ３—

ｔｒａｃｈｙａｎｄｅｓｉｔｅ；Ｔ—Ｔｒａｃｈｙｄａｃｉｔｅ；Ｆ—Ｆｏｉｄｉｔｅ；Ｕ１—Ａｌｋａｌｉ

ｂａｓａｌｔ；Ｕ２—Ｐｈｏｎ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ｋａｌｉｂａｓａｌｔ；Ｕ３—Ａｌｋａｌｉｂａｓａｌｔｉｃ

ｐｈｏｎｏｌｉｔｅ；Ｐｈ—Ｐｈｏｎｏｌｉｔｅ

烈的负铕异常，δＥｕ值为０．０８～０．１３，在配分曲线

图５　营城组火山岩球粒陨石标准化曲线图

Ｆｉｇ．５　Ｃｈｏｎｄｒｉ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ＲＥ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上出现显著的“Ｖ”形谷，其稀土总量和配分型式与

我国大兴安岭地区晚中生代大量发育的 Ａ型花岗

岩（施光海等，２００４）和“Ａ型”流纹岩特点（葛文春

等，２０００；林强等，２００４）十分相似，稀土总量较高，达

（２５４．９７～４２６．４１）×１０
－６，其轻稀土配分型式为逐

渐降低，重稀土则近于水平，是典型的“海鸥型”；而

安山岩类和粗面岩则表现为弱的铕亏损或亏损不明

显，δＥｕ值为０．６７～０．９７，与上述酸性岩类相比，其

稀土元素总量较低，为（２０６．２５～２１０．０２）×１０
－６，其

配分曲线较平直。但不管是酸性岩类还是中性岩

类，稀土配分曲线总体都为右倾斜特征。

升平和兴城地区营城组火山岩的微量元素含量

见表２。经洋中脊玄武岩标准化图解见图６。研究

区酸性岩类表现为富集微量元素，特别是Ｒｂ、Ｔｈ、

Ｚｒ等，表现在洋中脊玄武岩标准化图解上，它们都

出现ＲｂＴｈＺｒ峰，而Ｓｒ、Ｂａ、Ｐ和Ｔｉ则基本上表现

亏损，在蜘蛛图解上出现ＳｒＢａＰＴｉ谷；安山岩类

微量元素也很富集，且配分曲线较平滑，除Ｓｒ元素

表现强烈亏损外，无Ｂａ、Ｐ、Ｔｉ的“Ｖ”谷，说明安山岩

类没有这些元素的亏损；粗面岩的配分曲线除Ｔｉ有

轻微的亏损外，其它特征与安山岩类十分相似；粗面

英安岩的特点则与流纹岩类更为接近。本区的中性

岩类与酸性岩类微量元素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流纹

岩类亏损Ｂａ、Ｐ、Ｔｉ，而中性岩类不亏损，英安岩类介

于两者之间。

４．３　犖犱同位素特征

对４个流纹岩样品和１个玄武质粗面安山岩样

品进行了ＳｍＮｄ同位素分析。测试结果见表３。

研究表明营城组流纹岩样品的具有高的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

值（０．５１２６４５～０．５１２６８０）和正的εＮｄ值（１．４５～

２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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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营城组火山岩微量元素ＮＭＯＲＢ标准化蛛网图

Ｆｉｇ．６　ＮＭＯＲ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ｓｐｉｄｅｒｇｒａｍｓｆｏｒｔｒａｃ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１２），而玄武质粗面安山岩样品与流纹岩样品特点

相似，也具有高的１４３Ｎｄ／１４４Ｎｄ值（０．５１２６７３）和正的

εＮｄ值（１．７９）。说明营城组中性与酸性火山岩是同

源岩浆演化的结果，同时也指示了火山岩具有明确

的地幔组分，这与大兴安岭地区晚中生代火山岩揭

示源区性质相似（邵济安等，１９９９）。

综上，稀土和微量元素的特征及 Ｎｄ同位素测

试结果都反映了本区营城组中性－酸性火山岩是同

源岩浆演化和喷发作用的产物。

４．４　大地构造环境判别

岩浆活动、火山活动总是与区域地质环境的变

动密切相关，因此可用火成岩类的地球化学特征来

判别其形成时的构造环境。判别结果表明，火山岩

的Ｒ１、Ｒ２（阳离子数，Ｒ１＝［４Ｓｉ－１１（Ｎａ＋Ｋ）－２（Ｆｅ

＋Ｔｉ）］，Ｒ２＝Ａｌ＋２Ｍｇ＋６Ｃａ）在Ｒ１Ｒ２ 图解（图７）

上主要落在造山后 Ａ型花岗岩区，在 ＹＮｂ、（Ｙ＋

Ｎｂ）Ｒｂ、（Ｙｂ＋Ｔａ）Ｒｂ及ＹｂＴａ等花岗岩类构造

环境判别图解（图８）上基本落在板内环境（ＷＰＧ），

说明徐家围子断陷区营城组火山岩形成于板内拉张

的大地构造环境，反映了松辽盆地北部地区在早白

垩世处于岩石圈伸展减薄的作用阶段。

５　讨论

油田大量的地质、地球物理和钻井等勘探成果

证实，松辽盆地具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即下部为断

陷构造层上部为坳陷构造层，其中前者以发育大量

的火山岩为特征，这些火山岩的发育与中国东部晚

中生代大范围岩浆作用事件有关。迄今，对松辽盆

地的成因曾经提出过许多不同的认识，如大陆裂谷

成因（刘嘉麒，１９８９；高瑞琪等，１９９５），伸展成因（许

图７　营城组火山岩的Ｒ１Ｒ２ 图解

（据Ｂａｔｃｈｅｌｏ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５）

Ｆｉｇ．７　Ｒ１Ｒ２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Ｂａｔｃｈｅｌｏ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５）

①—地幔斜长花岗岩；②—破坏性活动板块边缘（板块碰撞前）

花岗岩；③—板块碰撞后隆起期花岗岩；④—晚造期花岗岩；

⑤—非造山区Ａ型花岗岩；⑥—同碰撞（Ｓ型）花岗岩；⑦—造山

期后Ａ型花岗岩

①—Ｍａｎｔｌｅ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ｇｒａｎｉｔｅ； ②—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ｌａｔｅ

ｍａｒｇｉｎ（ｂｅｆｏｒｅｐｌａｔｅｓ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ｇｒａｎｉｔｅ；③—Ｐｏｓｔｐｌａｔ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ｕｐｌｉｆ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ｇｒａｎｉｔｅ ； ④—Ｌａｔｅ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ｇｒａｎｉｔｅ； ⑤—

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Ａｔｙｐｅｇｒａｎｉｔｅ；⑥—Ｓｙｎ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Ｓｔｙｐｅ）ｇｒａｎｉｔｅ；

⑦—Ｐｏｓｔ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Ａｔｙｐｅｇｒａｎｉｔｅ

敏等，１９９８），大型弧后裂谷成因（陈建文，２０００）；盆

地断陷期为陆缘岩浆弧上走滑拉张成因，之后受热

冷却沉降和重力均衡沉降作用转变为坳陷期（闫全

人等，２００２）等等。在晚侏罗世松辽盆地南部火山岩

表现为活动陆缘岩浆弧构造属性（闫全人等，２００２），

３５２１



地　质　学　报 ２００７年

图８　营城组火山岩的构造判别（据Ｐｅａｒｃ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４）

Ｆｉｇ．８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Ｐｅａｒｃ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４）

而本文火山岩的研究结果表明松辽盆地北部在早白

垩世处于板内伸展构造环境，这一构造环境与目前

盆地所展现的伸展构造样式吻合。由此可知，早白

垩世营城组火山岩的发育与我国东北地区晚中生代

广泛的岩石圈伸展减薄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人们

注意到，我国东部晚中生代大范围岩浆作用的时间

与古太平洋板块向亚洲大陆板块ＮＮＷ 向俯冲消减

的动力学背景相匹配（闫全人等，２００２），因此，这一

时期岩石圈伸展减薄作用可能与古太平洋板块向亚

洲大陆俯冲所引发的地幔物质上涌有关（吴福元等，

２００３；肖龙等，２００４；Ｗ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伴随着地幔物质上涌和岩石圈伸展减薄过程，

东北亚地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发生了大规模的岩

浆作用（葛文春等，２０００；Ｒ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Ｗｕ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表现为多期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和岩浆侵

入事件（路凤香等，１９９７；朱勤文等１９９７；吴福元等，

２００３），与此同时大兴安岭两侧的断陷成盆作用也十

分活跃（王清海等，２００３；Ｒ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据松

辽盆地南部发育的火山岩年代学研究成果，盆地内

大规模的火山喷发作用可能有早、晚两期，早期集中

在距今１３５～１２９Ｍａ之间，晚期集中在距今１２０～

１１０Ｍａ之间?。本文获得的营城组火山岩的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定年结果为距今１１３～１１１Ｍａ，属于上述

的晚期喷发事件的时间范围。王清海等（２００３）对火

山岩的同位素和探针研究认为，岩石圈减薄作用可

能最早始于早侏罗世，经历中、晚侏罗世和早白垩世

的逐渐减薄过程，尤其是早白垩世营城组大量酸性

火山岩喷发时期，岩石圈厚度减薄达到极点，仅为

４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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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松辽盆地北部断陷区营城组火山岩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１０－６）分析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犼狅狉犲犾犲犿犲狀狋犪狀犱狋狉犪犮犲犲犾犲犿犲狀狋狊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狅犳狋犺犲狏狅犾犮犪狀犻犮狉狅犮犽狊犳狉狅犿犢犻狀犵犮犺犲狀犵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

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狀狅狉狋犺狅犳犛狅狀犵犾犻犪狅犫犪狊犻狀（％）

样品来源 升平地区 兴城地区

样品号 Ｓ２１０１ Ｓ２１０２ Ｓ２１０３ Ｓ２０１０４ Ｓ２０２０５ Ｓ２０２０６ ＳＧ２０７ ＳＧ２０８ Ｘ１０９ Ｘ２０１１０

岩性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Ｔ Ｒ Ｒ

深度（ｍ） ２８６３．４ ２９２０．５ ３０６５．７ ２９７０．２ ２８９８．６ ３１４３ ３００５．９ ３０９７．９ ３６３２．６ ４１７７

ＳｉＯ２ ７３．５１ ７４．１６ ７４．７８ ７５．５６ ７４．２３ ７４．１４ ８２．９３ ６８．１５ ７４．１６ ７７．０４

ＴｉＯ２ ０．１９ ０．２ ０．２ ０．２２ ０．２ ０．２３ ０．１７ ０．２２ ０．１８ ０．１９

Ａｌ２Ｏ３ １１．５６ １１．８９ １０．９５ １１．２１ １０．８８ １１．４９ ６．９３ １３．９ １０．９７ １１

Ｆｅ２Ｏ３ ４．５７ ４．１４ ４．０７ ３．５２ ５．３９ ４．０８ ２．８８ ２．６５ ４．７９ ３．１５

ＭｎＯ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１ ０．０７

ＭｇＯ ０．１４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２２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０８

ＣａＯ ０．８７ ０．３ ０．２９ ０．２ ０．２３ ０．５３ ０．１５ １．７ ０．２１ ０．２９

Ｎａ２Ｏ ４．８７ ４．１９ ２．９２ ２．９１ ３．４３ ３．７８ ２．０３ ４．２４ ３．３８ ３．８８

Ｋ２Ｏ ３．３３ ４．６３ ５．６４ ５．６２ ４．９ ４．９４ ２．５６ ６．０９ ３．９１ ４．７６

Ｐ２Ｏ５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ＬＯＩ １．１１ ０．９９ ０．８４ １．３ ０．５５ ０．９３ １．３９ ２．３３ １．８５ ０．０１

ＳＵＭ １００．２５ １００．６７ ９９．９１ １００．７７ １００ １００．３１ ９９．４１ ９９．５９ ９９．７２ １００．４６

σ ２．２ ２．４９ ２．３１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４４ ０．５３ ４．２４ １．７１ ２．１９

Ａ／ＣＮＫ ０．８８ ０．９６ ０．９６ １．００ ０．９６ ０．９２ １．４６ １．１６ １．０８ ０．９１

Ｌａ ４８．６２ ４８．３４ ８２．９２ ４４．２６ ５１．５ ５７．９ ４４．７９ ７９．３１ ８１．９９ ７７．１７

Ｃｅ ９９．４ １０８．９１ １８９．７２ ８６．２３ ９１．９８ １２０．９６ ９１．３９ １４７．２４ １７２．２４ １８４．５７

Ｐｒ １２．０５ １１．７６ １９．２ １１．０４ １４．０２ １４．４６ ９．２７ １６．７３ ２０．６７ １８．６５

Ｎｄ ４６．５９ ４７．２３ ７４．５１ ４５．０９ ５３．３２ ５７．３５ ３４．６８ ６２．６６ ７７．０７ ７６．７１

Ｓｍ ９．３３ ９．７９ １５．０７ ８．９９ ９．７８ １０．４８ ７．１ １２．３５ １５．１１ １３．２８

Ｅｕ ０．４ ０．４３ ０．４ ０．２９ ０．３５ ０．３３ ０．２２ ０．２９ ０．３５ ０．３７

Ｇｄ ９．７３ １０．１７ １４ ９．２６ ９．４１ １０．７１ ６．０３ １０．８６ １３．８ １３．８１

Ｔｂ １．４９ １．５ １．７８ １．５３ １．３ １．３１ ０．８４ １．８８ ２．０３ １．８４

Ｄｙ １１．３ １０．５７ １２．３７ ９．９３ ９．１２ ９．４８ ４．６２ １０．２８ １４．２７ １２．３８

Ｈｏ ２．１６ １．９２ ２．３２ １．９１ １．６９ １．６５ ０．９２ １．８７ ２．５７ ２．４３

Ｅｒ ６．１ ５．８２ ６．３６ ５．７３ ４．２７ ５．１４ ２．４４ ５．４２ ７．６９ ７．７５

Ｔｍ ０．９ ０．９１ ０．９４ ０．８８ ０．７ ０．７６ ０．３６ ０．９７ １．１７ １．１１

Ｙｂ ５．９６ ５．３４ ５．８９ ６．０２ ４．８ ５．０４ ２．１９ ６．１７ ７．６３ ７．２１

Ｌｕ ０．９５ ０．８６ ０．９３ ０．８８ ０．７ ０．８２ ０．３６ ０．９６ １．２６ １．１９

ΣＲＥＥ ２５４．９８ ２６３．５５ ４２６．４１ ２３２．０４ ２５２．９４ ２９６．３９ ２０５．２１ ３５６．９９ ４１７．８５ ４１８．４７

δＥｕ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０９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８

（Ｌａ／Ｙｂ）ｎ ５．３７ ５．９６ ９．２７ ４．８４ ７．０７ ７．５７ １３．４７ ８．４７ ７．０８ ７．０５

Ｒｂ ９１．４４ １２８．８３ １６９．９７ １４７．５６ １２０．９１ １１４．７１ ９４．２３ １８１．０４ １２５．４５ １２８．０６

Ｓｒ １２６．７４ １６．１７ ２１．３７ ２５．５８ １７．７ １１．６９ ２４．９３ ３９．７７ ３６．５３ ４．０２

Ｙ ６３．６ ５９．６５ ６１．７３ ６０．２５ ４５．８４ ５０．２４ １９．４３ ４４．５ ７０．５７ ７８．４４

Ｚｒ ８２６．９１ ６０９．７９ ８０５．７３ ７９０．３９ ７９２．７６ ８２５．５９ ５５１．８１ ９６４．９２ ８０４．２４ ８６５．７９

Ｎｂ ７０．１６ ６０．１４ ５４．８６ ４４．６４ ５０．７４ ４８．１３ ３４．５４ ４９．５９ ５７．３ ４９．３

Ｂａ １１２．５３ １７．２３ １２．８６ ６８．３９ ７２．６７ ７８．１５ ４８．８２ ６９．３９ １２０．７８ ８．１８

Ｈｆ １５．８ １４．４１ １６．４９ １５．１ １７．２２ １６．３ １０．６１ １９．７６ １７．８８ １８．０２

Ｔａ ４．０８ ４．０７ ３．０６ ３．０９ ２．８７ ３．２９ １．８ ３．３１ ３．６９ ３．１９

Ｔｈ １９．３１ １９．９２ １３．８７ １３．６４ １４．０４ １４．２５ ７．８２ １３．８４ １９．５９ １３．７１

５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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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样品来源 兴城地区

样品号 Ｘ４０１１１ Ｘ４０１１２ Ｘ５１３ Ｘ５１４ Ｘ６１５ Ｘ８１６ Ｘ８１７ Ｘ９１８ Ｘ９１９ Ｘ１０２０

岩性 Ｏ２ Ｓ２ Ｒ Ｏ３ Ｒ Ｒ Ｒ Ｒ Ｔ Ｒ

深度（ｍ） ４２５５．４ ４２５８．４ ３８６０ ３８６２．２ ３８４８．２ ３７１１ ３７６４．８ ３７６５ ４０５１．５ ３８０５．９

ＳｉＯ２ ６２．７８ ５３．２４ ７７．８ ６９．２５ ７８．８２ ７５．３４ ７４．２６ ７５．６７ ６５．５６ ７８．０８

ＴｉＯ２ １．５８ １．７３ ０．１９ ０．２３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２ ０．７７ ０．２

Ａｌ２Ｏ３ １４．２２ １４．０３ １１．５ １５．０５ ９．８ １１．９４ １２．１ １０．９５ １５．４３ ９．９１

Ｆｅ２Ｏ３ ７．７９ ８．９４ ２．３９ ３．８２ ３．０７ ３．７３ ３．５ ３．４３ ４．２ ０．１９

ＭｎＯ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５

ＭｇＯ ０．９７ ２．２８ ０．０８ ０．７９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２１ ０．０８

ＣａＯ １．７ ５．９９ ０．１９ ０．６６ ０．２７ ０．１３ ０．１８ ０．３４ １．０３ ０．１９

Ｎａ２Ｏ ４．０３ ４．０２ ３．９ ２．１３ ３．６８ ４．０６ ５．５ ３．０６ ５．２４ ２．８９

Ｋ２Ｏ ２．８７ ２．０３ ４．４７ ５．１７ ３．３８ ３．９４ ２．８３ ５．４２ ４．６５ ４．６４

Ｐ２Ｏ５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０２

ＬＯＩ ２．５８ ６．６９ ０．１２ ３．２４ ０．９ １．５３ １．１８ ０．９２ ２．２６ ０．４７

ＳＵＭ ９９．０１ ９９．５３ １００．４５ １００．４４ １００．２１ １０１．０１ ９９．８５ １００．１６ ９９．７５ ９６．７２

σ ２．４ ３．５８ ２．０１ ２．０３ １．３９ １．９８ ２．２２ ２．２ ４．３４ １．６１

Ａ／ＣＮＫ １．１１ ０．７１ ０．９９ １．４６ ０．９６ １．０７ ０．９７ ０．９５ ０．９９ １．２８

Ｌａ ３９．１ ３５．８３ ２６．６５ ５５．６２ ６２．８３ ７７．０６ ６２．６６ ９９．６１ ５４．４３ ７２．３

Ｃｅ ７８．６２ ８０．０８ ５５．２６ １１５．７１ １６０．５６ １３５．３８ １０４．７９ １９３．３１ １１１．８３ １５３．２５

Ｐｒ １０．１５ １０．１５ ５．８２ １１．８３ １６．８３ １９．３９ １４．６９ ２５．４２ １３．４３ １５．６２

Ｎｄ ４４．１ ４４．３１ １９．５８ ４３．５１ ６８．６ ６８．２９ ５８．７２ ９５．７９ ５１．５ ６３．３

Ｓｍ ９．４５ ８．６２ ３．１９ ８．１２ １２．７７ １４．５３ １０．８ １６．３３ ９．６ １２．３５

Ｅｕ ３．１３ ２．１８ ０．３５ ０．７４ ０．２９ ０．１６ ０．１１ ０．４ ２．０３ ０．２４

Ｇｄ ８．９３ ８．３６ ３．０４ ７．３９ １２．０６ １４．０８ １０．４５ １６．５８ ９．２５ １０．１６

Ｔｂ １．０９ １．０２ ０．４４ ０．９４ １．７ １．８４ １．７ ２．２５ １．２４ １．４９

Ｄｙ ６．７２ ６．９３ ３．８ ６．５３ １１．２７ １２．３４ １２．３３ １５．４９ ７．９９ ８．３３

Ｈｏ １．１８ １．２２ ０．７６ １．１６ ２．１１ ２．１５ ２．３１ ２．７２ １．３５ １．６７

Ｅｒ ３．５１ ３．４６ ２．３２ ３．２２ ６．４３ ６．２６ ７．２５ ７．６４ ３．９１ ４．４

Ｔｍ ０．４９ ０．４９ ０．３９ ０．４９ ０．９３ ０．９５ ０．９８ １．１１ ０．５５ ０．６８

Ｙｂ ３．０４ ３．１５ ２．５４ ３．１９ ６．１８ ６．１３ ７．２ ６．９９ ３．５７ ３．８９

Ｌｕ ０．４９ ０．４６ ０．４ ０．５１ ０．９９ ０．９０ ０．９９ １．０８ ０．５７ ０．５７

ΣＲＥＥ ２１０．００ ２０６．２６ １２４．５４ ２５８．９６ ３６３．５５ ３５９．４６ ２９４．９８ ４８４．７２ ２７１．２５ ３４８．２５

δＥｕ １．３５ ０．７９ ０．３５ ０．３０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６７ ０．０７

（Ｌａ／Ｙｂ）ｎ ８．４７ ７．４９ ６．９１ １１．４９ ６．７０ ８．２８ ５．７３ ９．３９ １０．０４ １２．２４

Ｒｂ ７０．４５ ５０．６８ ９５．３３ ３８２．７７ ９７．５９ １５４．６５ １０９．３８ １５６．７２ １０１．０３ １５６．５４

Ｓｒ １７２．７２ ５１６．５１ ３２．６３ ２１１．４５ ６２．５４ ５０．７５ １９．２４ １１．１８ １８７．２４ ３０．１７

Ｙ ３７．０８ ３４．９７ ２２．７９ ３４．７９ ７３．４９ ３９．３９ ６０．３８ ８５．６２ ４３．３１ ３５．３１

Ｚｒ ４２６．８３ ３６５．０４ ２３９．３３ ４２１．０４ ８４２．２４ ７８９．５７ ７１４．５３ ７１９．５１ ５１７．３５ ８８１．３１

Ｎｂ ２６．２５ ２４．７ ２９．７７ ３２．６９ ５２．４５ ６６．９８ ７４．１９ ４９．９８ ３６．５５ ４８．０８

Ｂａ ８５６．１ ５７６．１２ ５８２．５９ ４５９．２３ ５１．９６ ３７．０４ １８．８６ ３５．１３ １５５１．４３ １９．４９

Ｈｆ ８．６２ ７．４６ ６．４９ ９．３９ １７．４６ １６．３５ １７．１ １５．３２ １０ １９．１２

Ｔａ １．６２ １．５４ １．５９ ２．４９ ３．３９ ４．０６ ４．９８ ３．２８ ２．１２ ２．１９

Ｔｈ ５．３２ ４．７３ ７．９２ １５ １６．８６ １８．６４ ２０．２ １１．２４ １０ １４．５７

　注：Ｓ２—玄武质粗面安山岩；Ｔ—粗面英安岩；Ｏ２—安山岩；Ｏ３—英安岩；Ｒ—流纹岩。样品号Ｓ２１０１中，Ｓ２１为井号，０１等为样品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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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松辽盆地北部断陷区营城组火山岩犖犱同位素数据

犜犪犫犾犲３　犖犱犻狊狅狋狅狆犻犮犱犪狋犪犳狅狉狋犺犲狏狅犾犮犪狀犻犮狉狅犮犽狊犳狉狅犿

犢犻狀犵犮犺犲狀犵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犱犲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狀狅狉狋犺狅犳犛狅狀犵犾犻犪狅犫犪狊犻狀

样品号 岩性
深度

（ｍ）

Ｓｍ

（×１０－６）

Ｎｄ

（×１０－６）

１４７Ｓｍ／

１４４Ｎｄ

１４３Ｎｄ／

１４４Ｎｄ
εＮｄ

Ｓ２１０３ Ｒ ３０６５．７ １５．０７ ７４．５１０ ０．１２２２７６０．５１２６７９１．８５

Ｓ２０２０６ Ｒ ３１４３ １０．４８ ５７．３５０ ０．１１０４７６０．５１２６６０１．６３

Ｘ２０１１０ Ｒ ４１７７ １３．２８ ７６．７１０ ０．１０４６６２０．５１２６８０２．１２

Ｘ９１８ Ｒ ３７６５ １６．３３ ９５．７９０ ０．１０３０６４０．５１２６４５１．４５

Ｘ４０１１２ Ｓ２４２５８．４ ８．６２ ４４．３１０ ０．１１７６１１０．５１２６７３１．７９

　注：Ｓ２—玄武质粗面安山岩；Ｒ—流纹岩。

２０～３０ｋｍ，之后至晚白垩世，岩石圈又经历了逐渐

增生加厚过程。而岩石圈由减薄到增厚这一动力学

过程的转变，直接导致了松辽盆地从晚侏罗世早白

垩世的断陷作用向晚白垩世的坳陷作用演变。因

此，松辽盆地早白垩世中酸性火山岩的大量发育是

本区岩石圈大规模减薄作用的直接产物，同时意味

着这次岩浆作用过程的结束也将成为松辽盆地乃至

整个东北亚地区实现断坳性质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６　结论

（１）松辽盆地徐家围子断陷区营城组火山岩的

锆石ＳＨＲＩＭＰ年代学研究表明断陷区早白垩世大

规模的火山喷发作用发生在距今１１３Ｍａ至１１１Ｍａ

之间，时代上属于的Ａｐｔｉａｎ期至Ａｌｂｉａｎ早期。

（２）岩石学、地球化学特征反映松辽盆地徐家围

子断陷区营城组火山岩为一套中酸性喷出岩，以酸

性的流纹岩类为主，属钙碱性岩类，亚碱性系列。稀

土和微量元素特征及Ｎｄ同位素测试结果表明，营城

组中酸性火山岩是同源岩浆演化和喷发作用的产

物，构造判别图解表明其形成于板内拉张的构造环

境。

（３）松辽盆地北部断陷区营城组火山岩的发育

是早白垩世松辽地区岩石圈大规模减薄作用的直接

证据，而这一作用过程的结束成为盆地由断陷作用

阶段向坳陷作用阶段发展的转折点。

致谢：研究样品采集得到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

沈忠悦教授、厉子龙副教授、沈中延博士和大庆油田

勘探开发研究院天然气研究室丁日新、纪学雁等人

的大力帮助，锆石年代学测试得到西澳大学李正祥

教授很大的支持，地球化学测试得到南京大学地球

科学系沈渭洲教授的帮助，Ｎｄ同位素测试得到中科

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李武显研究员的帮助，此外

还得到浙江大学的闫强和吴磊等人的帮助，审稿人

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衷心

的感谢！

注　释

? 裴福萍，许文良，杨德斌，纪伟强，高福红．２００５．松辽盆地南部

中生代火山岩的形成时代及其对盆地基底性质的制约．全国岩石

学与地球动力学研讨会———论文摘要，杭州：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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