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 蒲石河玄武岩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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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甸火山群分布于宽甸县城北部、西部和南部，呈

三面环绕之势 % 其中，黄椅山火山锥位于宽甸城西约 3
4.5 青椅山火山锥位于城西偏北直距 !3 4.5 椅子山火

山锥位于城西偏北直距 !6% 7 4.5 大川头火山盾位于

城北直距 8 4.；蒲石河玄武岩柱林位于城西蒲石河两

岸；甬子沟玄武岩柱林位于城南偏西 9 4.% 火山群分

布于东经 !37:;6<66= > !37:79<66=，北纬 76:;?<66= >
76:?6<66=的区域内，面积约 ?66 4.3%

! 宽甸火山群地质遗迹的形成与地质特征

宽甸火山群位于中朝地台北东端辽东台隆的营口

@ 宽甸古隆起东部北缘 % 在新生代，西太平洋板块急

剧向中国东部陆壳俯冲，导致中国东部深断裂带的复

活，引起多个地段玄武岩浆喷发，形成了著名的中国东

部新生代火山岩带 % 地处营口 @ 宽甸古隆起东端东西

向复背斜轴部的宽甸地区，也受到控制中国东部中—

新生代基性 @ 超基性岩浆岩分布的郯 @ 庐断裂及其北

延部分的影响，使次一级北东向深达上地幔的桓仁 @
宽甸 @ 庄河断裂带发生强烈的拉张作用，先后发生了

新近纪上新世 AB3 C、第四纪更新世 AD! C 的玄武岩喷发 %
其中，上新世玄武岩 （B!）以裂隙式喷发为主， 沿南北

向与东西向追张断裂分布，玄武岩浆直接覆盖在盆地

基底元古宙变质岩和吕粱期花岗岩之上，或覆盖在盆

地基底上的仅数米厚的上新统河流和砂砾石层之上 %
这一期玄武岩多分布于蒲石河河谷，最厚可达 E6

余米 % 以碧玄岩为主，含大量的橄榄岩包体和高温高

压条件下结晶的矿物巨晶 % 碧玄岩在平面上形成沿蒲

石河分布的台地，剖面上呈直立挺拔的玄武岩柱林（图

!）% 碧玄岩的全岩 F @ GH 年龄值为 9% 37 I’，属于上新

世 % 早更新世玄武岩 AD!
!）多见直接覆盖于上新统碧

玄岩 AB3
!）之上，喷发规模小，厚度仅有 !6 > 36 .，形成

水 平 展 布 的 玄 武 岩 柱 林 ， 其 全 岩 F @ GH 年 龄 值 为

6% E! > 6% ?E I’，并伴随中更新世玄武岩 AD3
! C 产出，两

者皆为碱性橄榄玄武岩 % 中更新世玄武岩 AD3
!）喷发

规模大，广布于宽甸盆地和青椅山盆地，最厚可达 8!
.% 此期玄武岩明显受东西向背斜轴部及北东向和北

北东向次级深断裂控制，岩浆大量喷发，冷凝后形成了

粗大而不太规则的玄武岩柱林 % 此时面型分布的玄武

岩火山盆地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它们的全岩 F @ GH 年

龄值为 6% ;E > 6% 3J I’% 晚更新世玄武岩 AD;
! C 受东西

向复背斜轴部的北西向与北东向追张断裂交汇处或南

北向与东西向追张断裂交汇处控制，以中心式喷发为

收稿日期：366? @ 67 @ 67% 张哲编辑 %

文章编号：!EJ! @ !87J A366E C6! @ 66J? @ 6; 中图分类号：0?99% !7；08;! 文献标识码：G

K,)% !? B,% !
I’H%L 366E

第 !? 卷第 ! 期

366E 年 ; 月

宽甸火山群地质遗迹的地质特征与特殊性

郑瑞伦 !，邹天人 3

A!% 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辽宁 宽甸 !!93665 3% 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 !666;J C

地 质 与 资 源

MNOPOMQ GBR SNTOUSVNT

摘 要：宽甸地处营口 @ 宽甸古隆起东部北缘，在距今 6% !3 > 9 I’ 间，火山多次喷发留下了特殊的火山群地质遗迹 % 宽甸火

山群的多期喷发，产生多种岩石组成的火山岩，火山岩中含有大量上地幔橄榄岩包体与丰富的巨晶矿物以及特殊的火山群地

质地貌具有追溯地质历史的重大科学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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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青椅山火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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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要形成气孔状、角砾状的橄榄拉斑玄武岩 % 在火

山口附近还堆积了厚大的火山角砾岩和浮岩，其全岩

3 4 5, 年龄为 6% 78 9*% 晚期在盆地北部还形成小范

围分布的安山玄武岩和安山岩 %
这一时期形成了黄椅山、青椅山、椅子山等直立于

盆地中的火山锥 % 如黄椅山火山锥 :图 8 ;，晚更新世

的橄榄拉斑玄武岩 :/!
! ; 呈平行不整合覆盖在中更新

世的碱性橄榄玄武岩 :/8
! ; 之上，从火山锥的下部到上

部可分为灰黑色角砾状橄榄拉斑玄武岩，厚达 <8 =%
其上为厚 ! = 的灰黑色多气孔状橄榄拉斑玄武岩 :浮
岩 ;，上为厚达 786 = 的角砾状橄榄拉斑玄武岩 % 位于

火山口的火山通道相为橄榄拉斑玄武岩的火山角砾

岩，其半风化产物呈紫红色，新鲜岩石仍为灰黑色 % 火

山锥向南决口形成扇状熔岩被，覆盖在中更新世玄武

岩 :/8
! ; 之上 % 组成黄椅山火山锥的晚更新世橄榄拉

斑玄武岩 :/!
! ; 总厚度达 866 =，是区内这一时期玄武

岩出露最厚之所在 % 青椅山火山锥 :图 ! ; 与之类似，

其差别表现在青椅山火山口的溢流相是以多气孔的玄

武岩 :浮岩 ; 为主，包括大量的火山弹也是多气孔的玄

武岩，说明青椅山火山是在含有丰富的火山喷气的岩

浆状态下强烈喷发的 % 到喷发末期喷气急剧减少，以

至位于火山口的火山通道相仍为含极少气孔的致密块

状拉斑橄榄玄武岩 %
火山喷发结束后，由于营口 4 宽甸古隆起继续抬

升，宽甸周边及盆地经过长期剥蚀作用，在地貌上形成

了剥夷面 % 宽甸盆地和青椅山盆地的北部和东部被第

一级剥夷面包围，盆地西部被海拔高达 767> = 的艾河

第一级剥夷面阻挡，三面群山环抱，构成宽甸火山群的

天然屏障，南面为一望无际的低山丘陵区 %
蒲石河是宽甸盆地内最大的河流，由于地壳上升，

河道变迁，遗下古河床地貌，并形成明显的三级阶地 %
由于河床深切，蒲石河及其支流两岸形成“?”形谷，岸

边陡壁露出了难得一见的凌空直立排列整齐的玄武岩

柱林，蔚为壮观 :图 7 ; % 地表的火山岩，经过十余万年

的风化后，变为肥沃的土壤 %
宽甸火山群形成于 76 余万年前，经过长时期的地

壳变动，包括内力和外力、物理和化学的作用，一部分

火山景观不可避免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仍有一

部分火山景观基本上保持原有的形态 % 但在充沛的雨

量和温湿的环境中表层火山岩已化为沃土，沃土之上

林木茂盛，绿草茵茵 % 经过绿色包装后的火山景观，不

仅更加美观，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它们的原始外貌 %
例如：雄伟壮观的火山锥和火山口、坚硬无比的火山

盾、奇丽多姿的玄武岩柱林、形态各异的火山弹、比水

还轻的浮岩、墨绿色的火山玻璃、能防病治病的火山矿

泉水等，它们都是火山喷发后留给人类观赏和健身的

珍贵遗产 %

8 宽甸火山群地质遗迹的特殊意义

（7）宽甸火山群是多期岩浆岩喷发形成的 % 火山

喷发始于新近纪上新世，约 @ 9*，沿北东向的蒲石河

断裂喷发，形成了区内最早一期 :新近纪 ;火山岩 :A8
! ; %

经过休眠，到 6% > 9* 再喷发，形成了早更新世火山岩

:/7
! ;，其喷发规模和强度都小于第一期 % 到 6% !> B

6% 8< 9* 之间为岩浆喷发的高峰期，有数十个火山口

相继喷发，喷出大量的火山熔岩遍布宽甸盆地和青椅

山盆地，形成了区内广泛分布的中更新世火山岩 :/8
! ; %

直到约 6% 7 9*，火山喷发逐渐终止，形成了至今还屹

立于地上的晚更新世火山锥 :/!
! ; %

（8）宽甸火山群火山岩由多种岩石组成 % 宽甸火

图 8 黄椅山火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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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群主要由富碱的基性火山岩组成，属于碱性玄武岩

系列 ! 到晚期，火山岩的碱度降低，酸度增高，形成了

橄榄拉斑玄武岩、安山玄武岩和安山岩 ! 显示了由碱

基性岩—基性岩—安山岩的演化系列 ! 这个特点在其

他火山岩区 "如五大连池、镜泊湖和腾冲等地 # 是见不

到的 !
（$）宽甸火山群火山岩含有多量的上地幔橄榄岩

包体 ! 宽甸火山群的火山岩内含有丰富的来自上地幔

的尖晶石二辉橄榄岩和方辉橄榄岩包体，特别是在火

山群早期喷发的碧玄岩和碱性橄榄玄武岩内随处可

见 ! 在晚期喷发的橄榄拉斑玄武岩内还发现有非常稀

少的上地幔分凝岩——— 石榴石尖晶石二辉岩包体，它

们都是本区玄武岩形成源区的岩石，代表了熔融玄武

岩浆的难熔残体，由玄武岩浆从上地幔带到地球表面

来的上地幔岩 ! 地幔岩已成为地球科学研究的热点，

宽甸火山群有丰富的上地幔岩包体，构成了天然的地

幔岩博物馆 !
（%）宽甸火山群火山岩内含有丰富的巨晶 "捕虏

晶 #矿物 ! 经初步研究，宽甸火山群火山岩内已发现有

较多的大矿物晶体，即巨晶或捕虏晶 ! 如：黑色油亮的

普通辉石、棕褐色半透明的顽辉石、黄绿色透明的橄榄

石、深红—红色透明的镁铝榴石、蓝色和黄色透明的刚

玉 "蓝宝石 #、无色透明的锆石、乳白色—无色透明的歪

长石 "月光石 #、褐黑色的角闪石、棕色的金云母和八面

体的磁铁矿等 ! 这些巨晶矿物极具观赏价值，有的已

达宝石级 ! 它们都是在深部岩浆房内高温 " &%$’ (
&$)’* # 高压 "相当于地下 +’ ,- 的深度 # 条件下从玄

武岩浆房内结晶的 ! 当玄武岩浆由岩浆房内上升时，

压力和温度的变化使晶体与岩浆的平衡关系破坏，包

于岩浆内的这些巨晶矿物会发生熔融 ! 晶体表面被熔

蚀而圆化或形成壳状反应边就是发生过这种作用的证

明 ! 因此，只在那些岩浆上升速率较大的岩筒或岩颈

内才得以保存 ! 宽甸火山群火山岩内保存有丰富的巨

晶矿物，特别是下部碧玄岩和碱性橄榄玄武岩内含量

最高，说明宽甸火山群岩浆喷发速率最大，巨晶矿物保

存最多 ! 因此宽甸火山群又是一座高温高压条件下从

岩浆结晶出来的天然矿物晶体的博物馆 !
宽甸火山群地质遗迹具有追溯地质历史的重大科

学研究和观赏价值，其罕见的自然遗迹和天然旅游景

观，更是难得的科研、教学和科普教育基地，应该建立

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使之得到充分保护和开发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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