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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超声波分散一沉降分离一K 一 A r 稀释法直接测定同沉积泥质组分

的同位素年龄 ;青山 口组暗色泥岩的视沉积年龄为 1 11
.

9一89
.

0M ;a 嫩江

组上部暗色泥岩的视沉积年龄为 77
.

6一 76
.

8M ;a 泉头组泥岩的视沉积年

龄为 123 M .a 用 R卜 sr 等时线法测得嫩江组下部泥质灰岩一泥岩层系的

视 沉积 年龄 为 sl M a ; 泉头组 中部 泥质蒸 发盐岩 的视沉积 年龄 为

122
.

2M
a

。

据此草拟出松辽盆地白垄纪地层时代划分的修正方案
。

关键词

地层划分

松辽盆地白噩系 湖侵沉积层序 同位素年龄

1 松辽盆地白奎纪湖侵沉积层序的年代地层研究

目前用于测定同生组分沉积年龄的同位素年代学方法主要有 K 一 A r 稀释法
、

R b一 sr

等时线法
、

40 A : / 39A : 法和磷灰石
、

错石裂变径迹法 1[, 2】
。

原则上
,

形成至今一直保持封闭

体系的沉积期自生矿物
,

均可用于沉积年龄测定
。

具体上
,

K一 A r 法要求 : ( l) 被测对象为

同沉积 (或早期成岩 )形成 ; (2) 矿物形成之初及以后无过剩氢被捕获 (因沉积自生矿物的

气液包裹体一般不发育故该条件多可满足 ) ; ( 3) 矿物形成至今整个体系对 40 A ; 和
4 0K 均

是封闭的 (对沉积岩而言
,

主要是指样品新鲜未遭风化
,

未遭受溶蚀
、

溶解和重结晶作用
,

未遭受热液流体的淋滤和热事件的扰动等 )
。

R b一 S r 等时线法对样品的要求是 : ( l) 所有

样品是同时形成的 (采于同一层位 ) ; ( 2) 都有相同的初始
8 75 : /

“ 6 S r 值 (形成同一汇水盆

地 ) ;( 3) 沉积至今一直保持封闭体系 l3]
。

由于样品形成之初是否达到同位素均一化以及是否遭受后期热事件的显著扰动等
,

难以通过成分分析和形貌鉴定加以识别
。

所以
,

测得的同位素年龄究竟是沉积年龄还是

成岩年龄或热事件年龄
,

需根据测定结果加以分析解释
。

另外
,

当陆源碎屑矿物及风化成

因的粘土矿物未被完全分离时
,

测得的年龄值将会偏高
。

注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分支课题 (编号 4 9 17 2 10 7号 )
。

长春地质学院能源地质系
。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
。

本文 19 94 年 9月收到
,

19 95 年 3 月改回
,

萧品芳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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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样品选择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测定松辽盆地白奎系泉头组一嫩江组的地质时代
,

因要解决的是

沉积年龄问题 ;故必须选择能够指示沉积年龄的自生矿物或碎屑矿物 (如同期火山碎

屑 )
。

结合沉积层序和沉积相的具体特点 ’ )
,

以及有关的薄片和电镜一能谱分析结果 141
,

笔

者选取湖相泥质岩作为泉头组
、

青山 口组和嫩江组 K一 A r 稀释法的被测样品 ; 选择含泥

质蒸发盐岩作为泉头组 R b一 S r 等时年龄的测定样品 ; 选择结核状泥质白云岩
、

生物灰岩
、

泥岩作为嫩江组 R b一 sr 等时线年龄的测定对象
。

保证被测组分确系
“

同沉积
”

成因是本项研究的基础
。

为此笔者在详细的薄片鉴定
、

电镜一能谱分析
、

X 射线衍射分析和定量化学全分析的基础上
,

逐一筛选出适于本项研究

的测试样品
。

现将样品选择过程及主要依据概括如下 :

蒸发盐岩样品 成分以硬石膏
、

重晶石和天青石为主 ; 电镜下主要呈数微米甲数十微

米的半自形一它形晶与方解石镶嵌
,

伊利石
、

绿泥石和沸石等沉积或成岩早期形成的自生

矿物 5[, 6 ]充填在它们的空隙中
,

各矿物间界线清楚
,

成分突变
,

无交代特征
。

手标本 (及显

微镜 )中
,

硬石膏与重晶石及天青石集合体可达数厘米长
,

多呈不规则结核状 (或蜂窝状 )
、

透镜状和 串珠状
,

平行层面断续排列
,

不切割层理 (或与层理关系不清 )
,

常见同沉积示底

构造
,

底面呈滑弧形
、

顶面平直或棱角状 ;镜下可见膏盐组分作为基质
,

粉砂级碎屑悬浮其

中的
“

基底式
”

同生胶结结构
。

上述特征反映该蒸发盐是同沉积期底部成核
,

过饱和结晶

沉积形成的 ; 同时说明样品没有遭受明显的后期溶蚀和重结晶等
,

可能引起原生组分再分

配的地质作用 2)
。

泥质岩样品 选取侧向延续性好
、

稳定湖相环境的泥质岩
。

嫩江组主要采集膨润土

层样品
。

自生粘土矿物主要为伊利石
、

蒙脱石
、

伊蒙混层和高岭石
,

其次为绿泥石
。

电镜

下 自生粘土呈磷片状集合体
,

单晶 < 2拜m
。

常含有相当量的细粉砂级碎屑组分
,

成分以石

英和方英石为主
,

其次为碱性长石和斜长石 (表 1 )
。

嫩江组泥质岩中的碎屑组分常见晶

屑
、

玻屑结构
。

生物碳酸盐岩
、

结核状碳酸盐岩
、

泥质岩样品 选取同层位或相当层位的湖相沉积

组分 (以保证同时沉积
,

初始 8 75 :
/

8“
sr 相同 )

。

根据层序性质和结构构造特征
,

可 以确

定它们确属同沉积期形成 l4] ;但由于这些样品往往含枷低而含钙
、

镁等干扰元素高
,

常

给测定带来困难
。

然而
,

对于 R b 一 S r 等时线法
,

低 R b / S r 的样品对于准确控制等时

线的下端点常很有用
。

所以
,

若能恰当选择样品
,

仍能拟合出好的等时线
。

笔者在详

细的野外和显微镜
、

电镜等研究工作基础上
,

根据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表 2) 选出用于

R b一 rS 等时线年龄的测试样品
。

从测得 的等时线年龄结果看
,

说明样品选择合理
、

适

于年龄测定 (图 1 )
。

l) 王东坡
,

刘招君
,

王璞玲等
.

松辽盆地中生代主要 目的层段的沉积相研究及生储盖探讨
.

(7 5一 54 { 1一 1 1一 01 )专题研究报告
.

2) 王璞裙
,

任延广
,

王东坡
.

松辽盆地白奎系泉头组蒸发盐岩的成因及其古环境意义研究
.

( 3) : 在印刷中
.

国家重点攻关项目

沉积学报
,

19 9 5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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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被测泥质岩样品的 X 光衍射分析结果

T a b le 1 C o m PO 8i d o n o f a衅l ite sa m Ple d e te rm in e d by X R F

序序序 样品原始组成 (% ))) 与碎屑组分定量分离后粘土矿物相对含量 (% )))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石石石英英 方英石石 碱性长石石 斜长石石 方解石石 粘 土土 蒙脱石石 1 / S 混层层 伊利石石 高岭石石 混层 比比 有序度度

lllll 5666 888 l 000 l 444 000 l 222 000 6 555 3 lll 444 4 000 部分有序序

22222 2 333 555 l 222 2 777 000 3 333 9 222 000 333 555 9 333 无序序

33333 l lll 777 l 444 l 333 000 5 555 7OOO 000 lll 2 999 9 555 无序序

44444 5 333 444 1 lll l444 777 1 lll 000 7 666 2 333 111 4 777 部分有序序

55555 5 333 444 l lll l 444 l 000 888 000 7 666 2 333 111 5000 无序序

66666 5 000 666 l 333 2 lll 000 1000 000 6 999 2 lll l 000 4000 部分有序序

77777 4 000 333 l lll 1 333 2 222 333 000 4 lll 5222 777 3 555 有序序

88888 4 lll 333 2 000 2 333 000 l 333 000 6 444 3333 333 3 555 有序序

99999 5 333 555 l lll l 666 666 999 000 5 444 4 333 777 4000 部分有序序

注:
样品挑选和前期处理由王璞玲等完成 ; 分析鉴定在长春地质学院 X 光实验室完成

。

表 2 用于 R b一S r 等时线年龄测定的样品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T的l e 2 C h e m ie al e o m卯 s id o ns o f s a m沙
s

叹d fo r R卜Sr d a d n g

样样号号 5 10 222 C a ooo F e 2 0 333 A 120 333 M g ooo M nnn B aaa S rrr R bbb R b / S rrr 岩石名称称

(((((% ))) (% ))) (% ))) (% ))) (% ))) (科g / g ))) (产g / g ))) (科g / g ))) (拜g / g )))))))

YYY 111 12
`

999 3 4
.

222 5
.

222 2
.

999 17
.

777 14 2 888 4 8 888 2 0 2 777 3 777 0
.

0 1888 泥质铁白云岩岩

YYY 222 5
.

555 4 8
.

666 2
.

111 0
,

222 3 888 2 2 2 777 4 8222 2 4 444 l 333 0
.

0 0 555 泥质介形虫灰岩岩

YYY 333 14
.

777 3 1
.

666 7 888 3
.

444 1 5 666 13 2 000 30 999 17 3 666 3 999 0
,

0 2 222 泥质铁自云岩岩

YYY 斗斗 1 9
,

444 2 7 111 8 000 4
.

444 13 333 1 0 5444 10 8 333 正7 0 666 4 666 0
.

0 2 666 泥质铁白云岩岩

YYY 555 5
.

444 4 9
.

555 2
.

333 0
.

222 7
.

999 1 99 444 7 2 555 2 2 6 777 l lll 0
.

0 0 555 介形虫泥质白云质灰岩岩

YYY 666 1 3 555 32
`

999 5
.

222 3
.

666 16
.

999 4 5444 4 8 000 20 8 333 3 888 0 0 1888 泥质铁白云岩岩

YYY ::: 5
.

111 4 9
.

111 3
.

111 0
.

111 8 000 24 9 777 2 7 666 18 6 777 8 111 0 0 0 444 介形虫含泥灰岩岩

YYY ::: 8
.

333 4 4
.

000 2
.

777 l 222 4
.

888 26 5 555 3 8 777 2 1 0444 l 555 0
.

0 0 777 介形虫泥质灰岩岩

YYY 999 6 4
.

777 2
.

555 4
.

222 16
.

666 2
.

222 4 0 999 4 5 555 20 777 12 111 0
.

5 8 444 含灰质泥岩岩

YYY 一。。 6 2
.

222 0
.

999 2
.

555 2 6
.

888 2
.

111 1 1 111 8 0 666 12 5000 14 999 0
.

1 1999 泥质岩岩

YYY 1 111 6 2
.

555 2 lll 4
.

777 1 8
.

111 2
.

111 3 7 444 8 4 888 4 1 777 15 111 0
.

3 6 222 泥质岩岩

注 :
样品挑选和前期处理由王璞裙等完成 ; 成分测试在长春地质学院 X 光萤光实验室完成

。

L Z 样品处理

沉积岩测年龄样品的处理
,

主要是将 自生组分与碎屑组分定量分离
。

K一 A r 测年龄

样品主要是选取伊利石及蒙脱石和伊蒙混层等 自生粘土组分
。

R b一sr 测年龄的一组样

品
,

应是 R b一 S r 值有显著差别的不同自生矿物
,

以提高等时线的拟合度
。

用于 R b一S r 等时线年龄测定的含泥质蒸发盐样品 处理的目的是获得纯净蒸发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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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 (硬石膏
、

重晶石和天青石) 和含泥质蒸发盐矿物
。

结合显微镜和电镜的鉴定结果
,

选

择蒸发盐颗粒 > 0
.

l m m
,

且同沉积泥质组分含量高的样品 ; 用铁乳钵边碎边过筛
,

直至 60

一10 0 目 ;使得蒸发盐矿物与相邻的 (沉积 )泥质组分间全部或部分解离 ;用蒸馏水漂洗数

次
,

除去过细的悬浮组分后蒸干 ;用杜列重液 ( 8 1m L 蒸馏水
: 2 7鲍 H g l : : 130 9 K l) 将

“

泥质
”

蒸发盐矿物与碎屑矿物分离 ;蒸馏水洗去残余重液后蒸干 ;在双目实体显微镜下挑

选不含碎屑矿物的蒸发盐和
“

泥质
”

蒸发盐颗粒 > g5 ; 研至一 200 目
,

用于 R b / sr 初测和

R b一 S r 等时年龄测定
。

本步的关键是即要使一部分蒸发盐样品中带有一定量的同沉积

泥质组分
,

又绝不能混人碎屑矿物
。

0
。

70 8 30 0
。

7 11 0

0
.

70 8 10 户 0
.

7 10 5

0
.

70 79 0 0
.

7 10 0

0
。

70 95O077

ó的.8/ó的卜a

0
.

7 07 50书 、

勺

找/ 露
夕

/
“

/
x t = 1 22 2 08士 6

.

09 6 M a

0
。

7 09 0

0
.

7 07 30 = 0
.

9 95 0 0
。

7 08 5

0
。

7 07 10 毛一

0
。

0

0
。

70 80

.0 2 0
.

4 0
.

6

. 7 R b / . 6S r
87 R b / 8怡 r

图 1 松辽盆地白平纪湖侵沉积层序 R b一sr 等时线年龄

a( :
泉头组 ; b :

嫩江组 )

F ig
.

1 R b一 S r is o e h r o n e a g e s o f th e C r e t a e e o u s t r a n s g er s s i o n a l s e q ue n e e o f t h e S o n g l ia o B a s in

(
a :

Q
u a n t o u F m

.

: b : N e
nj ia n g F m

.

)

用于 K一 A r 法年龄测定的泥质岩样品 根据显微镜和 X 一光鉴定结果
,

泥质岩中含

有大量细粉砂级 (0
.

02 - 刃
.

O05 m m )石英和长石碎屑
,

部分样品为钙质泥岩 (表 1 )
。

据此先

将样品碎至一 100 目 ( < 0
.

1s m m )过筛
,

除去 < 200 目的粗碎屑部分
,

保留一20 0 目的细粒组

分 ;称 10一 209 细组分样品加 5% H CI (V / v ) l oo m L
,

充分搅伴
,

除去钙质组分
,

洗净残

余 H C I
,

加 I O0m L 蒸馏水
,

超声波分散 30 分钟 ;将样品移至 soo m L 大烧杯中制成悬浮

液 ; 用沉降法分离出沉积粘土组分
,

蒸干
,

X 一射线衍射法检查分离效果 (表 1 )
,

待测
.

本

步处理的关键是避免碎屑组分混人和防止氢在样品处理中的损失 (烘干温度 < 10 0℃
,

避

免长时间过细研磨 )
。

用于 R b一S r 等时线法的泥质碳酸盐与 (灰质 )泥岩样品 处理的目的是获得一组纯

净的方解石
、

白云石和含泥质灰岩及粘土矿物
。

选择新鲜
、

未遭受风化
、

蚀变和重结晶的

样品 ;挑选纯净生物灰岩
、

结核状白云岩及同沉积粘土矿物
。

泥质岩除去碎屑组分的处理

步骤与 (2) 相同
。

每个样品 > g5
,

研至一200 目
,

待测
。

本步处理中应特别注意防止样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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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 因为等时年龄测定中样品用量小 ( < 100m g )
,

而此类样品中枷和放射成因的
名7
sr 含

量均很低 ( 10
一 6

一10
一 `0 9八 oom g )

,

属超微量分析
,

任何污染都能导致测试失败
。

L 3 测试方法

R b一rS 等时线法 称一 20 0 目已在 90 ℃烘干 8小时的样品 50一 100 m g 于 10m L F 48

尖底塑料杯内
,

按最佳稀释 比加人
8 7

bR 和 87
sr 稀释剂

,

摇匀 ; 加人 --2
3m L H N o 。

,

7m L H F 在控温 电热板上于 10 0℃放置过夜至样品全部溶解 ; 再加人 3一4m L H N O 3 ,

s m L H CI O ;
蒸至 冒白烟 ; 加水离心除去 C a o 和 M g O

,

取上清液过柱 (20 任一40() 目

D o w e X 5 0X S 型 阳离 子 交换 树脂
,

柱径 s m m
、

高 I O0m m )
,

用 sm L I
.

s m o l / L 和

2
.

sm of / L 的 H C I分别洗涤枷和银
,

蒸干
,

加数滴 1% H CI 溶解
,

待质谱仪测定
。

K 一A r 稀释法 (按文献 171 所述方法分析测定 ) 按上述采样
、

选样过程
,

样品处理方法

和分析测试流程
,

对松辽盆地白平纪泉头组至嫩江组的暗色泥岩进行 了 K 一A r
稀释法同

位素年龄测定 (表 3
,

4)
,

对下白奎统泉头组和上白噩统嫩江组
,

分别以泥质蒸发盐和泥质

碳酸盐岩
、

泥岩为测定对象
,

进行了 bR 一sr 等时线年龄测定 (图 l
、

表 4)
。

表 3 松辽盆地泉头组至嫩江组暗色泥岩 K一 rA 同位素年龄测试结果

T a b le 3 K一A r a g es o f ht e

伽an ot u
OF m

a t io n 一N e讨i a n g F o
mr

a
iot

n bl a ck 由习e s o f

ht e C喊
. c e o u s S o n招Ii ao B a s in

样样样 样品品 样品重重 KKK 40 A r ...

叨A aaar 叨A r
幽

一一 视年龄龄 层 位位 磁性地层与生物物

口口口 名称称 (g ))) (% ))) 1 0
一 l o m o l / ggg (% ))) 4 0KKK r f 士 l a ))))) 地层综合时代代口口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 M a )))))))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RRR 、、
粘土土 0

.

12 1 7 000 1 3 555 0
.

18 5 666 5 6 444 0刀0 4 6 111 7 7
`

6 土 0 666 嫩 江 组组 7 3
~

一8 4M
aaa

RRR 444
粘土土 0

.

1 34 8555 3
,

4 555 0 .4 6 9 333 2 6
.

000 0乃0 4 5 666 7 6
.

8 士 l
`

333 嫩 江 组组 7 3一 84M aaa

RRR 333 粘土土 0
.

14 7 4 000 4 0 777 0 6 4 3 555 3 1 444 0
,

0 0 5 3000 8 9 0 土 1
.

888 青 111「1组组 8 8
.

5一 100 M aaa

RRR 555 粘土土 0
.

10 3 6 555 3
.

1999 0
.

5 2 7000 5 0 333 0
.

0 0 5 5444 9 2
一

8 士 1
t

sss 青山口组组 8 8
,

5一10 0 M aaa

RRR 222
粘土土 0

,

1 1 8 555 2 6 444 0 5 2 8444 3 6
.

555 0 0 0 6 7 111 11 1
`

9 土 1 555 青山口组组 8 .8 5
ee 一~

1的M aaa

AAA R 444

粘土土 0
.

1 0 5 555 4
.

4 888 9 9 1 7444 3 4
.

666 0
.

0 0 7 4 222 12 3 3 土 8
.

333 泉 头 组组 10 0一1 13 M
aaa

注 : 1
.

高瑞棋
,

萧德铭
,

大庆油 田探区油气勘探新进展
,

大庆油 田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内刊
,

19 91
,

17 页
,

表

1一 5
。

2
.

40 A r ’

为放射成因叼 A r ; 1。 为一倍标准偏差
.

3
.

以上样品的挑选和前期处理由王璞浦等完成
,

同位

素年龄测试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八室进行
.

将所测得的 K一A r 同位素年龄与生物地层
、

磁性地层的年龄对比 (表 3)
,

可以看出二

者的结果基本吻合
。

但青山 口组一段底界年龄比原界线年龄大 10 M a
。

其原因可能是样

品中混人碎屑粘土组分所致 ;也可能是青山 口组的底界年龄需适当下移
。

究竟如何解释

更合理尚需进一步查证
。

图 1 中嫩江组一段的 R b一 S r 等时线年龄为 81 士 SM a
。

生物地层与磁性地层限定的

年龄界线为 77
.

4一 84
.

0M a( 表 3 注 1)
。

二者年龄值比较吻合
。

泉头组三
,

四段的 R b一sr

等时线年龄为 122 士 .6 0% M a
,

比生物地层与磁性地层年龄的下限 ( 113
.

OM a) 偏高
。

从曲

线的拟合情况看 (拟合度 r 二 .0 9 950)
,

样品间线性良好
,

说明它们符合
“

同时形成
,

具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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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 R b / S r 值和始终保持封闭体系
”

三个条件
。

由此可推知
, “

混人碎屑组分使年龄结

果偏高
”

的可能性较小
。

因混人的碎屑组分与同沉积组分的初始 R b / S r 值通常不同
,

故

两种组分不会落在同一等时线上
。

所以该结果说明
,

泉头组底界的年龄似乎应适当提早

( 3一 SM a )
。

表 4 松辽盆地泉头组至徽江组同位素年龄测定结果

T a b le 4 soI t o ioP d a it . g s o f hat o u皿ot u t o N e可ia n g F o
面

a 6 o朋 o f t h e so n g肚a o B ias
n

目口性

样样品号号 组 段段 采 样 地 点点 岩 性性 测试方法法 年龄 (M a
)))

RRR ;;; K Zn 444 F S Z井 s l o mmm 暗色泥岩岩 K 一 A r 法法 76
.

8土 1
.

333

RRR --- K Zn 444 F S Z井 8 6 0mmm 暗色泥岩岩 K 一 A r 法法 77
.

6士 0
.

666

RRR 333 K Z叮n Z+ 333 J6 1 7井 l l l 4mmm 暗色泥岩岩 K 一 A r 法法 89
.

0 士 1
.

888

RRR 555 K Z叮n Z+ 333 J6 17 井 1 16 2mmm 暗色泥岩岩 K 一 A r
法法 9 2

.

8士 1
.

555

RRR 666 K Z叮摊 111 2 5 5井 17 6 8mmm 暗色泥岩岩 K 一 A r 法法 1 1 1
.

9士 1
.

555

AAA R 444 K 一叮333 S H U l l 3井 2 0 4 9mmm 暗色泥岩岩 K 一 A r 法法 1 2 3
.

3土 8 333

YYY --- K Zn l+222 姚家站剖面面 泥质白云岩结核核 R b一 S r
等时线法法 8 1士 888

YYY 222 K Zn l十 222
姚家站剖面面 泥质介形虫灰岩岩 R b一 S r

等时线法法 8 1士 888

YYY ,, K声 I, 222
姚家站剖面面 泥质白云岩结核核 R b一 S r

等时线法法 8 1士 888

YYY 444 K Zn l+ 222
姚家站剖面面 泥质白云岩结核核 R b一 S r

等时线法法 8 1土 888

YYY 555 K卢 l+ 222
姚家站剖面面 泥质灰岩岩 R b一 S r

等时线法法 8 1士 888

YYY 666 K Z n l+ 222
姚家站剖面面 泥质白云岩结核核 R b一 S r

等时线法法 8 1士 888

YYY 777 K Z n l+ 222
姚家站剖面面 泥灰介形虫灰岩岩 R b一 S r

等时线法法 8 1士 888

YYY ::: K Z n l+ 222
姚家站剖面面 泥质介形虫灰岩岩 R b一 S r

等时线法法 8 1士 888

YYY 999
K卢

l+ 222
姚家站剖面面 灰质泥岩岩 R b一 S r

等时线法法 8 1士 888

YYY 1 000 K Z” 毛+ 222
姚家站剖面面 暗色泥岩岩 R b一 sr 等时线法法 8 1士 888

YYY 、 lll K Z n 名+222 姚家站剖面面 暗色泥岩岩 R b一 S r
等时线法法 8 ] 土 888

lll 号至 11 号号 K : ? 3辛 444
S H U l l 3井井 泥质蒸发盐岩岩 R b一 S r

等时线法法 12 2
.

2 0 8 士 6
.

0 9 666

2222222 30 2一 2 0 0 0mmmmmmmmm

注 :1
.

以上样品的挑选和前期处理由王璞玲等完成 ; 分析测试分别在长春地质学院X一萤光实验室
、

测试中心同位

素二室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八室完成
。

.2组段代号涵义同表 5
。

. 口. 时

2 松辽盆地白奎纪地层时代划分与对比

迄今人们已对松辽盆地白奎系的地质时代从生物地层和磁性地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工作 .15 91
。

高瑞棋
、

萧德铭 ( 19 91
,

表 3 注 l) 对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
,

并结

合下白奎统下部营城组及其下伏地层的火山岩和火山凝灰岩的同位素年龄结果
,

提出松

辽盆地
“

地层年代的趋势性意见
” 。

总体看
,

本文同位素年龄的测定结果与该
“

趋势性划分方案
”

的主要分层界线比较吻

合
。

故本文在该方案的基础上草拟出松辽盆地白奎纪地层时代划分的修正方案 (表 5)
。

现就表 5 中的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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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松辽盆地中新生代地层时代划分的修正方案
T a b le 5 M o击n e d s 打a 幼g r a

州
e o l . i n e a ti o n o f t址 M e SO zo i e

a 冈 C e

恤
。 ie of 瓶 阮 n妙i a o B a si n

纪纪纪 1什什 组组 段段 距今时间间 欧洲分阶阶 原划分方案案 M aaa l仕仕

及及及及及代号号 (M
a ,

B P ))) aH
r
l
a

dn W
.

B 等 ( 19 8 9 ))) (表 3 注 l ))) B PPPPP

第第四纪纪纪 第四系系 未分段段段 ( 池h b r i合
1111 , 。 M

,

!!!
QQQ

泰泰泰泰泰泰泰泰泰泰泰泰康组组 N Z IIIIIIIIIIIIIII晚晚第 毛纪
··

上上上 未分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_

LLL
新新新世世世 N Z ddddd Pia Ce n 乙ia n

一 Z a n e il a nnn
泰康组组 新世世

未未未未未分段段段段 6 nnnnn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Z一 3、 ,,,,,,,,,,,,,,,,,,,,,,,,,,,,,,,,,,,,,,,,,,,,,,,,,,,,,

`̀̀
扣扣 大安组组组组 M e s s in ia n

一 qA
u
it

a n , a nnn
大安组组

「

仁仁

新新新世世世世世世
竹心 f、、

斯世世

早早第 三纪纪 渐渐 依安组组组组 C h
a t t la n

一 D a n l a nnn 依安组组 中中
新新新 tl上上 明水组组组组组组 新 世世

四四四四方台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晚
「「111 晚晚晚 一 至 二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自自
、、

失失 自自自 K ? ” ,卜 22222 一一 p 口口 平平
纪纪纪 哄哄哄 未分段段段 M a a肚 ir e h t ia nnn

明水组组 世世

廿廿廿于于于 K Z,,, 一一

_
8 7

.

了了了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方台组组组
777777777777777飞飞飞

}}}}}}}}}}}}}}}}}}}}}}}}}}}}}}}}}}}}}}}}}

{嫩江组组组
嫩嫩嫩嫩全J

一

组
---

三三至五段段段 (谊m p a n 、 a n {{{
7 7 44444

KKKKKKKKK班 3一 55555555555

一一一一一
、 _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KKKKKKKKK Zn l 十 22222 S a n to n谊 nnn

姚家组组组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

三段
、
二

;;;;;姚姚姚姚家组组 二
、

三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青青青青 r}1 1 1组组 K沙 2 + 33333 ( b

n ia o i a nnn
姚家组组组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段段段

一一一一一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KKKKKKKKK洲 lllll T u r o n ia nnn 青山口组组组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

二段段段二二二二二
、

二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KKKKKKKKK Z g n Z+ 。。。 (无 n o m a o ia nnn

青山口组组组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段段段

一一一一一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KKKKKKKKK Zqn ZZZZZ A lb i

a nnn ! U UUUUUUUUU

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泉头组组 旱旱
旱旱旱旱 泉头组组 又

、

四段段段段
~
几

、

四段段 自自

白白白白 丫类娄库全几
...

K l叮3 + 4444444 1 1飞飞 架架

平平平平 营城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世世

世世世世 沙河子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PA it
a nnn

泉头组组组二二二二二段段段段 一
、 _

二段段段
KKKKKKKKK 甩仔卜 2222222

—
1 166666

一一一一一
、

四段段段段 登娄库组组组
KKKKKKKKK 、
护

十 4444444 二
、

四段段段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一一一一一 、

乙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KKKKKKKKK ld

l + 22222 B a r r e m ia nnn
登娄库组组组

一一一一一 至 几段段段段 一至
一

飞段段段

KKKKKKKKK ,多
,

,一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一一一一一至 四段段段 H a u et r iv xa nnn
营城组组组

KKKKKKKKK ,、 l一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VVVVVVVVVVVVVa la n g in ia nnn

沙河子组组组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e r r i n a幻a nnnnnnn

侏侏罗纪纪 晚 侏侏 人石岭组组 未分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罗罗罗 世世世 J 3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TTTTTTTTTTTTT i th o n ia nnn 1兮份份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石纷组组

KKKKKKKKKKKKK i m m
e ir d g ia nnn . 《 `̀

节
) 产

栏为原划分方案
。



第 4 期 王璞增等 : 松辽盆地白要纪年代地层研究及地层时代划分

2
.

1 分组年代界线

本文同位素年代的研究层位为白奎纪泉头组一嫩江组
。

测得青山口组一段底界的

K 一A r 年龄为 111
.

9 士 1
.

4 7M a
,

比原方案 ( 10 OM a) 提早约 IOM a
。

但考虑到青山口组上部

至嫩江组的年龄结果均与原方案吻合
,

故笔者推测这一青山 口组底界年龄 111
.

9 士

1
.

47 M a
,

很可能是混入碎屑粘土组分干扰的结果
。

本文测得泉头组中上部的 R b一sr 等

时线年龄为 122
.

208士 6
.

09 8M a
,

相应的 K 一A r 年龄为 123
.

3 士 8
,

3M a
,

比原界线 ( 113M a )

亦提早约 10 M a
。

根据该等时线的拟合效果
,

该年龄值有较高的可信度 (见 1
.

3 节讨

论 )
。

因该年龄值的测量误差分别为 .6 098 M a 和 8
.

3M a
,

所以界线实际应提早的年龄值

不应低于 2一 3 M
a
(因 12 3一 8一 113 = 2 : 122一 6一 1 13 = 3M a ) (表 5 )

。

嫩江组以上和泉头组以下的组段界线
,

以及晚侏罗世与早白奎世的界线仍延用原分

层结果
。

.2 2 分段年代界线

组段间的年龄界线较之原方案有较多改动
,

而且笔者认为理由较为充分
。

例如
,

原嫩

江组一
、

二段与三一五段的分层年龄为 ”
.

4M ;a 而笔者测得 的嫩江组 四段泥岩的 K 一lA

年龄为 76
.

8一 7 7
.

8M a
,

测得嫩江组一
、

二段中上部碳酸盐岩与泥岩层系的 R b一 sr 等时线

年龄为 8 1 士 SM ;a 故将嫩江组一
、

二段与三一五段的界线年龄定为 80 M a
。

又如
,

青山口

组一段与二
、

三段的原分层年龄为 91
、

OM a ; 而笔者测得青山口组二
、

三段中上部泥质岩

的 K一A r 年龄值为 89 一 92
.

8M ;a 结合沉积厚度和沉积速率的有关结果艺
, 01

,

将青山口组一

段与二
、

三段的界线年龄定为 97 M ao

.2 3 与欧洲阶的对比问题

表 5 中采用 H ar la n d 等 ( 19 89) 的欧洲阶划分方案
。

主要考虑该方案曾是 M C E

( iM d一 c er act co us E ve nt s )计划的首选方案 [川
。

加之有关白垄系的许多研究成果已多采

用了该分阶方案
。

因此
,

引用该欧洲分阶可能会便于松辽盆地白奎系与全球白癸系的对

比
。

与欧洲阶的对比是以同位素年龄为根据的
,

其主要 目的仍是为了便于全球对比
。

以

往的对比方案多强调各组段与欧洲阶的
“

对等对比
” ,

即强调了各组段分层界线与相应欧

洲阶年代界线的
“

一致性
” 。

考虑到欧洲分阶本身的不一致性 (不同学者的划分方案间常

有较大差异 )和地层发育的区域性特点
,

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
,

象全球 (及相

对 )海平面升降这样的地质事件也并非总是具有全球的
。

等时性
,

{川
。

所以
, “

对等对比
”

也许会在某种意义上限制我们对松辽白奎系的进一步认识
。

而以同位素年龄为基础的对

比
,

尽管其各组段的分层界线与欧洲阶年代不会完全吻合
,

也会有利于我们把松辽白至系

放到全球的大循环中加以研究 ;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
、

完整和准确地了解我国 (非海相 )白

平纪层序的发生
、

发展和演化规律
,

及其与全球白奎系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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