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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特征

髫髻山组在辽西—冀北地区广泛分布，在辽西

地区，主要分布在金岭寺—羊山盆地、北票盆地、

凌源地区等。在辽西—冀北地区，髫髻山组与之上

的土城子组常同时出露，两者的接触关系是平行不

整合；底部整合压盖于海房沟组复成分砾岩之上。

髫髻山组火山岩测年数据较多，但是测年数据差异

较大，导致对髫髻山组的形成时代、背景等方面的

认识不同。因此，本文对辽西朝阳地区的髫髻山组

火山岩进行了锆石 U-Pb 测试及地球化学研究。

1 岩石学特征

髫髻山组为陆相沉积—火山岩建造，根据岩石

组合、喷发韵律等将其分为三段。一段主要为火山

熔岩、火山碎屑岩，岩性包括辉石安山岩、安山岩、

安山质角砾熔岩、安山质火山角砾等。二段为火山

—沉积岩类，产状清晰，覆盖于髫髻山组一段之上，

主要为火山碎屑沉积岩，岩性包括安山岩质砾岩、

凝灰质砂岩、流纹质凝灰岩，含较多硅化木化石。

三段以溢流相为主，岩性包括辉石安山岩、角闪安

山岩、安山质火山角砾岩等，以安山岩为主。

2 年代学

前人对辽西地区髫髻山组火山岩进行锆石

U-Pb 同位素测年，得到髫髻山组的年龄范围为

153~165 Ma（杨蔚，2007；张宏等，2008）。Davis
等获得髫髻山组下部安山岩的 Ar-Ar 年龄为

(174±1.8) Ma，该年龄是已知的髫髻山组中最老的

年龄之一；但缺少高精度的锆石 U-Pb 年龄支持。

本次工作对髫髻山组一段底部安山岩和髫髻山三

段顶部安山岩样品进行 LA-ICP-MS锆石 U-Pb法测

年，得到的结果介于 153~170 Ma。

3 地球化学特征

样品 SiO2 含量较高（ 51.5%～ 67.58%），

Na2O+K2O 总量为 5.58%～8.75%；在火山岩 TAS
分类图解上落入亚碱性区域。样品富钠，Na2O/K2O
值介 1.24～2.57。在 A/CNK-A/NK图解中，投影点

大部分落入准铝质区，少部分落入弱过铝质区，说

明岩石属于准铝质—弱过铝质岩石。在 SiO2-K2O
关系图上，样品落入高钾钙碱性系列。岩石的里特

曼指数σ=1.6～3.12，属于钙碱性岩系。Al2O3含量

16.05%～19.02%，A/CNK=0.82～1.07；MgO 含量

介于 0.43%～3.67％，显示富硅碱、贫镁铁特征。

综上，髫髻山组火山岩应属于高钾钙碱性岩石、准

铝质—弱过铝质岩石系列。

稀土元素总量为（141.53～193.51）×10-6；反

映轻重稀土元素分馏程度的ΣLREE/ΣHREE 值和

(La/Yb)N值分别主要集中于为 9.05～11.10和 9.66～
13.65，属于轻稀土元素富集、重稀土元素相对亏损

型，轻重稀土分馏明显。δEu 为 0.99～1.34，表现

出轻微的 Eu 正异常，表明源区岩浆具有少量斜长

石残留。δCe 值为 0.85～1.04，铈异常不明显。微

量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不相容元素蛛网图，火山岩

总体上具有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LILE）Rb、Th、
K、La，略富集高场强元素（HFSE）Zr、Hf，以及

P、Ti负异常的特征，高场强元素（HFSE）相对大

离子亲石元素（LILE）亏损。在 Rb—(Y+Nb)图解、

Rb—（Yb+Ta）图解上，样品的投影点主要落入火

山弧构造环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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