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辽西义县许家屯巨型枕状熔岩已有文献提

及 ! " #，但过于简略 $ 作为发现调查者，我们认为还有作

进一步报道的必要 $

% 地质产状、空间分布、形态特征

"&&% 年 ’ 月 %( 日下午 ( 时左右，在我们乘车返

回驻地义县张家湾途中，在许家屯南西河岸陡壁上看

到许多巨大的不规则扁圆状火山岩块体 )图 %、" * $ 经

仔细观察辩认，初步定为枕状熔岩，是火山岩浆流入水

体内凝结而成的，岩性为安山岩 $ 其后又两次前往调

查采样，作岩矿鉴定和岩石地球化学分析 $
这种巨型枕状熔岩体在该地沿河岸向南一直延长

约 "&& 余米，两端被火山岩覆盖 $ 另外，在其北部的陶

西沟至王家沟间约 %&&& + 的距离内，断断续续亦有出

露 $ 总体上呈北北东向分布，其与靖家屯东山的大康

堡层 ! " # 的产状相一致 $ 大康堡层是义县火山旋回第三

亚旋回中的沉积夹层，而许家屯巨型枕状熔岩产在第

二亚旋回火山岩中 $
前已述及，这种巨型枕状熔岩呈不规则扁圆状或

扁球状，诸如枕状、面包状、岩舌状，花瓣状、水滴状等，

形态很不规则，一般没有海相枕状熔岩的上圆下平现

象 ! , # $ 称它为巨型岩枕，是因为它确实巨大，大者可达

- . / +，小者 &$ / . %$ , +，一般多在 %$ - + 以上 $ 这与

古生代海相玄武质枕状熔岩枕体大小只有 % + 左右，

显然有别 ! , # $ 这些大大小小的枕体叠置在一起，堆积在

许家屯南西河岸壁上，高近 %& +$ 在堆积体上部的岩

枕排列较紧密，其间的充填物主要是安山质熔岩；下部

枕体间排列稀疏，充填胶结物多为中细粒砂岩 )图 , * $

收稿日期："&&’ 0 &1 0 "($ 张哲编辑 $

辽西义县许家屯巨型枕状熔岩地质特征

李之彤，杨芳林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辽宁 沈阳 %%&&,, *

234$ %’ 53$ %
678$9 "&&1

第 %’ 卷第 % 期

"&&1 年 , 月

文章编号：%’1% 0 %:(1 )"&&1 *&% 0 &&%" 0 &(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地 质 与 资 源

=>?@?=A <5B C>D?ECF>D

摘 要：辽西义县许家屯巨型枕状熔岩产在义县旋回第二亚旋回火山岩沉积夹层中 $ 以其岩枕巨大 ) - . / +*、形态多样构成

独特的火山岩景观 $ 岩枕大体由冷凝边、过渡带和核部 , 部分组成，三者间在颜色、气孔和杏仁的数量与大小上彼此有别$
它们的岩石学、地球化学特征完全可以和下伏火山岩对比，岩性属玄武安山岩 $ 其是在第二亚旋回火山活动间歇期，岩浆再

次溢出，涌流进水体 )如湖泊 *里冷凝而成为陆相环境产物，与海相玄武质枕状熔岩明显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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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者：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实验室 ! 含量单位：" #质量分数 $ !

% 巨型枕状熔岩岩石学特征

枕状熔岩呈斑状结构、少斑结构，气孔 & 杏仁状构

造 ! 气孔和杏仁的含量约占 ’(" ) *+" ，其中气孔占

, - *. 杏仁占 ’ - *! 气孔或杏仁呈椭圆状、透镜状等，还

有一种管状杏仁石最长可达 %+ /0，而横切面直径仅

% ) ’ 00! 在岩枕边部这些杏仁石往往环绕枕体分布 !
宏观上，所有岩枕都有冷凝边，呈灰白色或淡灰绿色，

宽 ( ) ,( 00#图 %、’ $，但未见淬火边 1 ’ 2 ! 岩枕的核部

和过渡带均呈浅赭褐色，二者间是渐变的，区别在于核

部的杏仁石和气孔数量少，个体大 ! 微观上，所见杏仁

石以椭球状为主，其次为透镜状及云朵状、水滴状，边

缘定向分布 ! 杏仁石成分有硅质、黏土质 #蒙脱石 $ 及

碳酸盐质 ! 大体上岩枕边部杏仁石以硅质为主，核部

及过渡带以黏土质为主 ! 一个硅质杏仁石内部常呈同

心环状结构，外壁是细粒石英，中间是梳状石英，核部

为粒状石英 ! 黏土矿物 #蒙脱石 $ 质杏仁石亦有这种同

心环状结构 ! 岩石为少斑结构，斑晶约占 %" ) ’" !
在边部斑晶由石英或石英与褐色纤维状水黑云母集合

体构成，保持镁铁矿物橄榄石或辉石的假象；在核部斑

晶则几乎均由污绿色纤维鳞片状水黑云母及铁质微粒

构成，亦呈橄榄石或辉石的假象 ! 枕状熔岩各部位的

岩石基质均呈交织结构或玻晶交织结构，由细小板条

状中长石、褐色玻璃质及少量单斜辉石和铁质微粒组

成!
应当指出，枕状熔岩的岩石学特征完全可以与其

下伏或上覆火山岩相对比 ! 如，其南侧的标准剖面中

下伏的 34 & ’ 号火山岩标本，显微鉴定描述为：岩石具

球状杏仁构造，主要由褐色纤维鳞片状 & 放射状黏土

矿物 #蒙脱石 $ 组成 ! 岩石呈少斑结构，斑晶约占 ’" ，

主要是假象橄榄石和少量单斜辉石 #普通辉石 $；基质

呈交织结构，由细小板条状中长石与少量微粒铁镁矿

物 #单斜辉石 $ 及铁质组成 ! 二者的岩石学特征可以说

是非常相似 ! 区别仅在于岩石的颜色和含杏仁石的多

少而己 !

’ 枕状熔岩的岩石 & 地球化学特征

表 ,、%、’ 列出了枕状熔岩 #56(( & (、56(( & 4 $ 的

主量元素、稀土元素和微量元素资料，其中还有下伏火

山岩 #563% & ,、7, & 38、7, & 4, $和上覆火山岩 # 7, & 4’ $
的主量元素 ! 由表 , 可见，枕状熔岩的 9:;% 含量在

(*! ’" ) 3(! (" ，其中，56(( & ( 样品 9:;% 含量高可能

与岩石有较多硅质杏仁石有关 ! 根据上述岩石的矿物

组成看，应属中基性玄武安山岩类 ! 富含碱质组分，

<=%; > ?%; 为 4! %%" ) 3! ’’" ，<=%; @ ?%;! 在 A=B 图

解 #图略 $ 上两个枕状熔岩样品分别投影在橄榄粗安岩

和粗面英安岩区内 ! 各下伏及上覆岩石亦在其中 ! 在

9:;% & ?%; 相关图解 #图略 $上，各样品点均在高钾钙碱

性岩系区和橄榄安粗岩系区，看来，是相对富钾的 ! 镁

铁组分中等偏高，特别是镁，其 CDE值在 +! *+ ) +! (F，

属中偏基性的岩浆 !
枕状熔岩与下伏火山岩的微量元素含量大体相

近，但后者中 9G 和 H= 明显偏高，反映在蛛网图上 #图
* $，总体上富集 IJ、AK#L$、M= #NO）、PG 而亏损 H=、9G，

表 , 枕状熔岩主量元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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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者：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实验室 ! 含量单位："# $ %!

但二者在下伏火山岩中并不亏损 ! 二者的稀土元素地

球化学特征十分相似，&’’ 总量相近 ( ")*! %+、"%,! %,、

")-! ). /，轻稀土元素富集 ( 0&’’ 1 2&’’ 为 "*! %"、

"-! *%、")! -% /，具中等负铕异常 (!’3 为 #! 4# 5 #! %" /，
稀土元素分布模式为向右陡倾的曲线 (图 . / ! 相似的

稀土元素分布模式表明它们有共同的岩浆来源 ! 由此

联想到，前述某些微量元素含量偏高有可能是分析误

差所致 !

* 巨型枕状熔岩形成过程的初步探讨

在辽西义县许家屯发现的安山质巨型枕状熔岩，

在中国中生代火山岩研究中，是比较罕见的 ! 它在辽

西宏大的中生代火山资源储库里，占有特殊的地位 !
下面对其形成过程做一初步探讨 !

在义县旋回主期火山岩喷发的间歇期，于局部地

段，如许家屯等地出现或存在水体 (如湖泊 /，其底部有

泥砂沉积物 ! 此时，火山岩浆再次喷发，其中有较大股

熔岩流断续涌进湖内，岩浆遇水冷凝而形成现今所见

到的巨型枕状熔岩 ! 至于枕体的不同形态，则取决于

水体的温度 (如枕状、面包状 /、震荡状态 (如花瓣状 /和

岩浆流动 (如岩舌状 /等因素 ! 另外，枕体间的胶结物，

因水体底部是泥沙，自然就在枕体间形成了砂岩；因泥

沙数量有限，因而上部枕体间只能是稍晚涌入的熔岩

充填其中了 ! 其形成时代可据上覆火山岩的 67 $ 67
年龄 ").! . 89 来估算 : * ; ! 该样品采集地点在许家屯南

南东约 -## < 的三百垅，岩性亦为安山岩类，按上覆火

山岩厚度估计不超过 -# <! 可见二者的溢出时间应非

常相近 !
顺便指出，上述含巨型枕状熔岩的砂岩层，尽管分

布地域有限，岩层厚度也不大，亦应作为义县旋回第二

表 , 枕状熔岩稀土元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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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旋回火山岩中的沉积夹层 ! " # $
综上所述，许家屯巨型枕状熔岩的发现为我们调

查和研究辽西中生代火山岩提供了新的领域和内容，

也为枕状熔岩家族增添了一个新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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