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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辽西地区黄花山角砾岩层的研究表明，黄花山角砾岩是一套火山碎屑岩’火山碎屑沉积岩类。黄花山角砾岩的形

成大致可分为!个阶段：早期阶段以火山熔岩溢流和剧烈的火山爆发作用为主，不同地区形成了火山角砾岩（火山碎屑岩）或

火山熔岩；晚期阶段，黄花山角砾岩成层性较好，以厚’中层为主，并且向上部韵律逐渐发育，表明这个时期渐变为以沉积作用

为主，形成了火山碎屑沉积岩。黄花山角砾岩层和义县晚期的酸性火山熔岩同是义县组的顶部层位，二者为同时异相关系

（但不是过渡关系）。黄花山角砾岩层的定位对正确认识义县组以及研究阜新’义县盆地的演化史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黄花山角砾岩 义县组 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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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地区黄花山角砾岩层归属问题是该区义县

组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它不仅关系到义县组和九

佛堂组的界限问题，同时对研究义县组火山作用的

旋回性、规律性及地球化学特征，探讨阜新’义县盆

地的形成、演化和区域构造背景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通过近年在辽西北票’义县地区的工作，尤

其是对黄花山角砾岩层的分布及其与九佛堂组、义

县组上部流纹岩层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野外

观察与研究，通过实测剖面和路线剖面确定了该岩

层的所属层位关系。

& 黄花山角砾岩层的分布范围与划分

黄花山角砾岩在&=!"万义县幅、锦州幅"#地

质图中称为吐呼噜组，并在枣茨山一带将该层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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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归金刚山组的上部。该层由北向南主要分布在义

县盆地西侧吴家沟、宋八户、黄花山、枣茨山、范家

沟、大石堡等地区。该层位于义县组顶部，其分布的

空间又处于义县盆地西侧一条重要的盆内断裂上

（图!）。

黄花山角砾岩层与上、下层位的关系：在宋八户

附近、朱家沟东山和枣茨山一带，角砾岩位于义县组

金刚山层之上，二者为岩性突变的整合接触关系；在

吴家沟至宋八户附近，黄花山角砾岩层被九佛堂组

整合覆盖（图"）。在范家沟地区，义县组金刚山层

之上首先是一套酸性火山熔岩，典型的黄花山角砾

岩层的主体位于该熔岩层之上，并与之产状协调（图

#），该地区，黄花山角砾岩与其上的九佛堂组为正断

层接触关系。可见黄花山角砾岩是在义县组金刚山

沉积层和九佛堂组之间的一套角砾岩建造。

角砾岩中的角砾成分以酸性火山岩（英安质、流

纹质）为主，岩层产状东倾，倾角以!$%!"$%为主。

但是不同地段存在差异。

在宋八户地区（图"），黄花山角砾岩总体可分

为上、下两部分：下部（"层）一般呈厚层状（厚达几

米），由集块、角砾（直径"!#$&’）构成，角砾主要

由酸性的火山熔岩组成，呈棱角状、次棱角状，少部

分次圆状，杂乱堆积并为同质细粒火山碎屑及凝灰

（直径$(!!!’’）所胶结；上部（#层）以（中）厚层

为主，层厚多在!!"’，主要由酸性火山碎屑（角

砾）组成。角砾粒度偏小（$()!)&’，少量达!$!
"$&’），棱角状、次棱角状、次圆状为主，由下而上，

成层性、韵律性越来越明显，且夹有多层豆绿色中厚

层（$(#!!’）火山碎屑沉积岩。黄花山角砾岩的

上部层位总体上明显表现为由下而上岩层由厚变

薄，角砾由粗变细的趋势，由火山碎屑岩含量较多的

（*$+!)$+）沉火山碎屑岩类向火山碎屑含量较少

的（)$+!!$+）火山碎屑沉积岩过渡，并构成基本

完好的韵律层，表明沉积作用的存在。

宋八户地区，其下部的火山碎屑岩厚度较小，多

在)$’之下，且向北逐渐减薄。上部层位的火山碎

屑沉积岩发育，厚度约")$’（图"）。

在图"中可以看出，黄花山角砾岩的韵律性较

图! 黄花山角砾岩分布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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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主要为英安、流纹质火山角砾岩夹有多层凝灰质

胶结含角砾粗砂岩组成，主体为发育黄花山角砾岩

的上部层位，下部层位的火山角砾岩其厚度不大。

所以就该剖面而言，黄花山角砾岩的形成存在明显

的沉积作用。

在砬子底下附近（图!），黄花山角砾岩的双层

性（上、下两部分）在该段的表现与宋八户地区相比

有所不同：此地黄花山角砾岩的厚度最大，上、下部

岩层均较发育。下部（!层）一般呈巨厚层状（厚达

几米至十几米，甚至到几十米），由粗—巨型集块、角

砾（直径"#"$#%&，个别达"&）构成，角砾主要由

酸性的火山熔岩组成，呈棱角状、次棱角状，少部分

次圆状，杂乱堆积并为同质细粒火山碎屑及凝灰（直

径#’"""&&）所胶结。沿岩层走向的河谷中一直

见有巨厚层状英安流纹质火山碎屑及凝灰质胶结的

火山角砾岩（为火山爆发相），总厚度可达(##&，甚

至更大（图!）；上部（#层）的火山碎屑沉积岩在该

区的规模也较大，具体情况与宋八户剖面相同，厚度

在(##"!##&左右，与宋八户剖面相比，只不过韵

律的多少不同。

黄花山角砾岩层以发育下部火山角砾岩为特征

（图!），该岩石不具有成层性，以巨厚层、火山碎屑

及凝灰质胶结为特征，厚度较大，说明该地区黄花山

角砾岩的下部岩石主体是火山作用下形成的，反映

出该区黄花山早期火山爆发作用的强烈。

在范家沟)大石堡地区，义县组金刚山沉积层之

上至九佛堂组之间的岩石也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

岩石是由酸性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岩共同组成（该

部分岩层在"*(#万地质填图中命名为吐呼噜组（黄

花山角砾岩），但是在"*$万填图中把该部分岩层划

图( 宋八户黄花山角砾岩实测地质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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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灰质英安流纹质角砾岩；?)杏仁状安山岩；"#)安山岩；"")含橄榄石安山岩；"()动物化石；"!)植物化石、木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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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二沟)砬子底下黄花山角砾岩路线地质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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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义县组的第!岩性段，即爆发"溢流相，并且其中

的火山碎屑岩以中、厚层为主，不再发育巨厚层。由

范家沟向南，熔岩的成分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而火山

碎屑岩的厚度明显逐渐减小（图!、图#）。在该地

区，黄花山角砾岩上部的火山碎屑沉积岩和宋八户、

砬子底下地区上部岩性相当，但厚度小于上述地区，

并且也有向南逐渐减薄的趋势。

在范家沟（图!）义县组金刚山层的复成分砾岩

之上为流纹岩，流纹岩岩性段之上为含砾英安流纹

质角砾岩（黄花山角砾岩），同时流纹岩岩性段中间

夹有英安流纹质角砾岩（相当于黄花山角砾岩）。

图!"$中，见下部流纹岩性段中有%层流纹岩，

即图!"$中的&、%、#层，说明该地区有%次火山溢

流作用，而后被次火山岩相（流纹斑岩）切穿。

图! 义县范家沟黄花山角砾岩地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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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砾凝灰质英安流纹质角砾岩；<"流纹质凝灰熔岩；%"英安流纹质角砾凝灰岩；!"英安流纹质凝灰质集块岩；#"英安流纹质角砾岩；="复成分

砂砾岩；>"流纹岩；?"流纹斑岩；@"凝灰质胶结含角砾砂岩；&A"岩层编号；&&"产状；&<"义县组黄花山层；&%"义县组金刚山层；&!"岩层编号

&"-/0)B/C,7$.,"6,$7(0)D4$7.E$0F,5(.(-72;/B(.,67,--($；<"72;/".411B$G$；%"D4$7.E$0F,5(.(-72;/B(.,67,--($".411；!"D4$7.E$0F,5(.(-72;/B(.,.411"

$))B/C,7$.,；#"D4$7.E$0F,5(.(-72;/B(.,67,--($；="-/CHB,:5$0F;-/0)B/C,7$.,；>"72;/B(.,?"72;/B(.,"H/7H2;7;；@".411$-,/45-,C,0.,F67,--($"6,$7(0)

)7(.；&A"I/*/17/-JB$;,7；&&"$..(.4F,；&<"34$0)24$52$0B$;,7/19(:($01/7C$.(/0；&%"K(0)$0)52$0B$;,7/19(:($01/7C$.(/0；&!"I/*/17/-J6,F

图!"6为实测剖面，现分层描述如下：

= 灰绿色含砾英安流纹质中细粒角砾岩（黄花山角砾岩），

未到顶；

角砾占=AL!?AL，棱角状、次棱角状和次圆

状，角砾成分主要为英安流纹质熔岩，大小变化较

大，以&!%-C为主，大者可达#!<A-C；砾石占

<L!#L，次圆状、圆状，砾石成分为英安流纹质，

&!<-C为主；岩石的胶结物为凝灰质胶结。

# 灰绿色球粒状流纹岩 <@C

! 灰绿色流纹质凝灰熔岩 #&*?C
% 紫红、紫灰色球粒状流纹岩 %<*@C
< 灰绿色英安流纹质中细粒凝灰角砾岩夹角砾凝灰岩

和集块角砾岩 !&*#C
,）灰绿色英安流纹质中细粒凝灰角砾岩（黄花山角砾

岩）

角砾占?AL，棱角状、次棱角状，角砾成分主要为

英安流纹质熔岩，大小为A*#!&*#-C，胶结物以凝

灰为主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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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绿色英安流纹质中细粒角砾凝灰岩（黄花山

角砾岩），英安流纹质火山碎屑占"#$!"%$，

&!’((，次棱角状、次圆状，凝灰占)#$ #*+%(
,）灰绿色英安流纹质中细粒凝灰角砾岩（黄花山角

砾岩），角砾占+#$，棱角状、次棱角状，角砾成

分主要为英安流纹质，大小为#*’!",(，胶结物

以凝灰为主 -*..(
/）灰绿色英安流纹质集块角砾岩（黄花山角砾岩），

角砾大于+#$，棱角状、次棱角状，角砾成分主要为

英安流纹质，大小为%!&#,(，胶结物为火山碎屑

&*#(
0）灰绿色英安流纹质中细粒凝灰角砾岩（黄花山

角砾岩），角砾占+#$，棱角状、次棱角状，角砾

成分主要为英安流纹质，大小为#*’!",(，胶

结物以凝灰为主 &*"%(

1 1 1 1 1 1 1（侵入接触）

灰白色流纹斑岩

第"层岩性与第.层相比，前者凝灰质与角砾

的含量较多，基本无砂砾的成分，说明在流纹岩夹层

中的角砾岩主体是在火山作用下形成的，与沉积作

用无关。

在葛王碑幅（&2%万）大石堡的千军寨一带亦见

流纹岩层中夹有火山角砾岩，即"层（图%），在金刚

山层之上为流纹岩，而流纹岩之中有英安流纹质角

砾岩（相当于黄花山角砾岩）的夹层，该角砾岩的厚

度约&#(，角砾为英安流纹质熔岩，含量+#$!
3#$，凝灰质、火山碎屑胶结，可见角砾岩夹层的厚

度明显小于范家沟地区。在该剖面上，也反映了酸

性火山熔岩的多次喷溢作用。

图% 大石堡千军寨黄花山角砾岩路线地质剖面图

456*% 78,95:;:<9=8>?0;6=?0@=0;/A8,,505;B0@=5C?0A80
&D凝灰质英安流纹质角砾岩；"D流纹质凝灰熔岩；’D复成分砂砾岩；-D流纹岩；%D流纹斑岩；.D安山岩；

)D义县组黄花山层；+D义县组金刚山层；3D义县组火山岩；&#D岩层产状；&&D岩层编号

&D9?<<0,8:?@E?0A9F0;!8@595,A=G:H598/A8,,50；"DA=G:D9?<<H0I0；’D,:(CH8J@0;!G,:;6H:(8A098；-DA=G:H598；%DA=G:H598C:AC=GAG；.D0;!8@598；

)D>?0;6=?0@=0;H0G8A:<K5J50;<:A(095:;；+DL5;60;6@=0;H0G8A:<K5J50;<:A(095:;；3DI:H,0;5,@:<K5J50;<:A(095:;；&#D09959?!8；&&DM:*:<A:,N/8!

" 黄花山角砾岩成因及层位归属

黄花山角砾岩层的归属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意

见：辽宁省区测一队（&3)#）单独建立吐呼噜组；米家

榕等（&3+"）认为黄花山角砾岩应划归九佛堂组；王

五力等（&3+3）、辽宁省地质志（&3+3）将其划归义县

组顶部。在&2%万的新民幅和葛王碑幅地质图中，

将黄花山角砾岩与义县组上部的一套酸性火山岩

（流纹岩）一起划归义县组第四段（O&!-）#，并认为

黄花山角砾岩和酸性火山岩（流纹岩）之间是一种相

变过渡关系。任东等（&33)）将辽西地区义县组由下

而上划分为.个岩性段，并将黄灰色英安质、流纹质

火山角砾岩（即黄花山角砾岩层）划为顶部的第.岩

性段，认为由北向南逐渐由角砾岩相变为流纹岩。

黄花山角砾岩的属性、物质来源问题也是地质

研究人员关注的，但是至今尚未完全达成共识，目前

主要有’种观点：$黄花山角砾岩的角砾碎屑主要

来自火山口处爆发相，其岩性代表了远火山口和近

火山 口 爆 发 相 及 湖 泊 相、冲 积 相 沉 积（米 家 榕，

&3+"）；%黄花山角砾岩层属于火山碎屑岩类，即火

山角砾岩，不能将其归入正常的沉积岩类（王五力

等，&3+3；任东等，&33)；曹从周，&3+"），"黄花山角

砾岩为沉火山角砾岩（辽宁省地质矿产局，&3+3）。

通过剖面以及相关资料分析，笔者认为黄花山

角砾岩的成因不是单一的。黄花山角砾岩既不是正

常的沉积岩类，亦非纯正的火山碎屑岩类，而是一套

%"’第’期 张宏等：辽西义县地区黄花山角砾岩研究的新进展

# 辽宁省地质矿产局第四地质大队*&3++*区域地质调查报告（&2%万）新民屯幅和葛王碑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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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碎屑岩!火山碎屑沉积岩类。在其形成的早期

阶段以火山熔岩溢流和剧烈的火山爆发为主，形成

了酸性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岩互层（范家沟!大石堡

地区）和成层性极不明显的巨厚层状、粗巨砾的火山

角砾岩（宋八户!刘温屯地区黄花山角砾岩的下部层

位），且火山的溢流和爆发是多次的，次数因地而异。

在黄花山角砾岩层形成的晚期，成层性较好，并以

厚!中层含粗角砾的中细角砾岩为主，表明这个时期

火山作用逐渐趋弱，而主体是在水的参与下形成的，

即黄花山角砾岩形成时由早期的以火山作用为主逐

渐过渡为晚期的以沉积岩作用为主。

从不同地段的剖面对比情况看，把黄花山角砾

岩和流纹岩的关系视为过渡是不妥的，因为不同地

段的下部分别有爆发相与喷溢相，事实上在范家沟

以北流纹岩不发育的地区，下部的火山爆发相更为

发育，但是在范家沟以南地区该爆发相并不发育，且

黄花山角砾岩是以条带状分布的，以单斜产状（东

倾）为特征，而不是以环带状分布，说明范家沟以北

的爆发相火山碎屑岩与范家沟以南的流纹岩不是过

渡关系，而是同时异相的关系。

以上剖面分析还表明，黄花山角砾岩和义县组

顶部的流纹岩均为义县组的顶部层位，是同时异相

关系，但不是过渡关系。

" 黄花山角砾岩层定位的意义

黄花山角砾岩层的定性和定位不仅解决了长期

以来一直争论的地质问题，同时对正确认识义县组

的时代以及其火山作用旋回，尤其是对正确认识义

县组顶部流纹岩及其性质具有重要意义。说明义县

组顶部的流纹岩是义县旋回火山岩组成的一部分，

与义县组的中、下部火山岩是同一岩浆旋回演化晚

期作用的产物。这对正确认识义县组火山岩的旋回

性、规律性及其地球化学特征有同样具重要意义。

黄花山角砾岩层的性质及其分布特征说明在义

县旋回末期不仅发生了强烈的酸性火山岩的喷发作

用，同时该火山作用明显地受##$向构造控制。

该##$向断裂是义县盆地内义县组和九佛堂组分

界线附近的一条较有规模的张性断裂，使得多处呈

现义县组上部（包括黄花山角砾岩层）和九佛堂组以

正断层接触；说明该断裂不仅在黄花山角砾岩形成

时就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九佛堂组形成时对断裂东

侧盆地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反映在义县

旋回末期及以后义县盆地的断陷作用以该断裂为界

出现了东西差异，即东侧断陷大于西侧。这对正确

认识义县组以及阜新!义县盆地的演化史提供了重

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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