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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辽宁台吉幅 (K51E014003) 1∶50 000 地质图根据《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

求》(DD 2019−01) 和行业的其他统一标准及要求，充分利用 1∶200 000 区域地质、

1∶2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资料，采用数字地质调查系统 (DGSS)，进行野外地质填

图和数据库建设。通过遥感解译、野外数字填图等手段采集数据，完成辽宁台吉幅

1∶50 000 地质填图 385.2 km2
，系统编制了辽宁台吉幅 1∶50 000 地质图、矿产图、建

造构造图，并依据《数字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标准》(DD 2006−06) 建立了数据库。图件

详细填绘了各地层单位的物质组成和构造组合特点，建立了测区岩石地层格架，分析了

各地层层序特征并划分了沉积建造类型。本地质图数据库为 MapGIS 格式，包括 18 个

沉积 (火山) 地层单位，数据量为 267 MB，其中地质体面实体数据 125 个、路线长度

649 km、地质点 1 100 个、地质 (界) 线数据 332 条、293 个产状数据、摄像 (照片) 数据

403 个，薄片 66 件，锆石 U–Pb 测年数据 6 件、光释光测年数据 4 件、岩石地球化学分

析数据 70 件。该图幅建立了辽西中生代陆相地层格架，确定了各期火山岩的岩性、岩

相、火山构造特征及其形成时代，恢复了古火山机构。反映了 1∶50 000 区域地质调查

基础性成果，对中生代陆相地层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本数据库建立过程

始终坚持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准确性，对该区矿产地

质调查、地质灾害防治及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施工等提供基础地质支撑。对区内地层进

行了详细调查研究，查明了各地层单位的物质组成、地层层序、沉积环境、形成时代，

系统地建立了测区岩石地层格架，详细划分为 13 个组，18 个地层填图单位，1 个侵入

岩填图单位。通过分析岩石组合、地层层序特征，识别出碳酸盐岩建造、陆相火山沉积

建造、复陆屑建造等 3 种沉积建造类型，进一步划分为 10 种沉积相。

关键词：辽宁；台吉幅；1∶50 000；K51E014003；地质图；数据库；地质调查项目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http://dcc.ng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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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辽西地区地处华北板块北缘、燕山构造带的东北部，同时又是中生代滨太平洋构造

带的一部分。辽西地区地质历史悠久，前中生代地质体包括新太古代 TTG、花岗质片麻

岩组成的结晶基底、早古生代海相地层、晚古生代海陆交互相地层等，它们作为隆起带

构成山岭，将辽西分割成多个中生代火山–沉积盆地。这些广泛分布盆地中的陆相地层

及古生物化石，是全国乃至世界研究中生代陆相地层独一无二的地区 (王思恩等 ,

2013)，发育着重要的燕辽生物群 (黄迪颖 ,  2015; 高福亮等 ,  2015,  2017; 刘平娟等 ,

2010)和热河生物群 (姬书安, 2001; Xu Xing and Qin Zichuan, 2017; 徐星等, 2019)。中生

代陆相地层层序地层与国际中生代地层的对比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重点 (陈丕基,

2000)。辽西中生代陆相地层侏罗系−白垩系界线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王思恩等, 2013; 孙

立新等, 2007; 许欢等, 2014; 邓胜徽等, 2015; 万晓樵等, 2016; 林妙琴等, 2016; 刘少峰等,

2018; 黄迪颖, 2019; 陈树旺等, 2020; 孙求实等, 2021)，土城子组成为解决辽西侏罗−白垩

系界线的关键。辽西中–新生代火山岩分布面积广，岩石类型齐全，产出形态多样，主

要包括早侏罗世兴隆沟组、中–晚侏罗世髫髻山组、早白垩世张家口组和义县组、张老

公屯组。由于陆相地层不整合面的穿时性，对各期火山岩发生的时间、机制及其控制因

素等还有争论 (Gao Shan et al., 2004; 赵越等, 2004, 2017; Gregory A Davis et al., 2001; 张

长厚等, 2004; 张宏等, 2005; 李伍平等, 2001; 马奎等, 2021)。

台吉幅 (K51E014003) 位于辽西朝阳地区，包括中生代金岭寺−羊山盆地、朝阳−北

票盆地及分割 2个盆地的山岭。图幅内沉积地层发育，包括中元古界蓟县系和侏罗系−

白垩系的陆相火山、沉积地层以及第四系，共计划分了 18个地层填图单位，蓟县系包

括高于庄组、杨庄组、雾迷山组，侏罗系−白垩系火山沉积地层包括兴隆沟组、北票

组、海房沟组、髫髻山组、义县组、沙海组。第四系包括全新统冲积、洪冲积和更新统

马兰组。区内侵入岩划分为 1个期次，以脉岩形式产出。断裂构造包括北东向和北西

向 2组，以北东向最为发育，表现形式是以南天门断裂为代表的一系列 NE向展布的逆

冲推覆断裂束，在推覆松弛阶段出现正断层，后期北西向的构造破坏前期构造线。

辽宁台吉幅 1∶50 000地质图工作区位于华北板块北缘 (图 1)。1967年由辽宁省地

质勘查院完成了朝阳幅 1∶200 000区域地质调查A，2003年由辽宁省地质矿产调查院完

成了辽宁省锦州市幅 1∶250 000区域地质调查B，对区内的地层、岩浆岩、构造演化及

成矿地质背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前人工作对本次开展辽宁台吉幅

1∶50 000地质图的编制提供了基础数据和资料。然而，一些重要的地质问题仍然需要

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如辽西中生代陆相地层的对比与层序地层学研究 (陈丕基, 2000; 黄

迪颖, 2019)、辽西陆相地层侏罗系–白垩系界线 (万晓樵等, 2016; 林妙琴等, 2016; 刘少峰

等, 2018)、中生代火山岩发生的时间、机制及其控制因素等 (赵越等, 2004; 张长厚等,

2004)。为此开展了辽宁台吉幅 (K51E014003) 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以查明区内地

层建造、岩浆侵入–喷发旋回与建造、构造活动特征等地质要素，为辽西陆相地层对比

于研究提供基础地质资料。

本次工作依据《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对图幅内地质体及构造进行

了系统的地质调查和研究，并建立了地质图数据库 (表 1)。台吉幅 (K51E014003) 地质图

反映了新一轮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中取得的地质调查和科研成果，探索和总结了基岩区现

代填图技术方法和成果表达方式，提高了调查区地质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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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采集和处理方法

2.1    数据基础

辽宁台吉幅 1∶50 000地质图以《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DD 2019−

01) 为规范。在充分收集和综合分析利用已有地质矿产资料基础上，以现代板块构造、

大陆动力学及其他地质理论为指导，以区域地质构造研究为先导，采用数字填图 (PRB)

技术方法，进行构造–岩性填图。所用地理底图采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最新数据，坐

标系统采用 1980年西安坐标系，1985年国家高程基准。应用已有的技术标准和数字填

图系统 (DGSS)、MapGIS等计算机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2.2    数据采集

2.2.1    数据采集准备

结合 1∶200 000地质图、1∶250 000地质图等资料，编制地质草图，所有子图

号、岩石代号均按照《1∶50 000区域地质图图例》(GB/T 958−2015) 进行标准化，在

此基础上编制工作部署图。在野外踏勘和充分利用前人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工作区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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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辽宁台吉幅 1∶50 000地质图工作区大地构造位置图 (a，据 Gregory A Davis et al.，2001
修改)和地质简图 (b，据 1∶250 000锦州市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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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编制数字填图 PRB字典库。购买了与测区有关的遥感数据资料 (ETM数据和

ALOS数据)，经数据处理、异常信息提取等工作，形成对应的 1∶50 000遥感解译图及

1∶50 000羟基异常、铁染异常图，初步建立遥感解译标志，划分不同遥感解译程度

区，为合理安排地质填图路线和选择剖面位置提供依据，并在之后的填图过程中对遥感

解译标志进行野外验证。

2.2.2    野外地质填图

野外地质填图主要是通过野外路线调查和实测剖面进行数据采集，全面系统地采集

取准、取全实际材料，查明地质客观事实。

填图路线以穿越法为主，对重要接触关系、矿化蚀变带、含矿层适当布置追索路

线，对大面积第四系分布区充分利用遥感影像资料，适当放稀填图路线。基岩区一般路

线间距控制在 500～600 m。在掌上填图系统 (Rgmap)中完成野外路线采集，采集内容

包括地质点、点间路线、地质界线、产状、样品、素描、照片等。根据地质体复杂程度

确定地质点点距，路线经过的地质界线 (如重要不整合界线和侵入界线)、断裂构造、矿

化蚀变带等均有地质点控制，必要时采集各类测试分析样品，对重要地质现象有素描图

和照片，记录详实可靠，做到了文图一致。按规范要求标绘面状、线状地质体，对较小

但有意义的地质体适当扩大表示。

在充分踏勘的基础上，选择出露完整地段进行剖面测制。野外记录各层的岩性、样

品、产状、照片、构造变形等信息，并在野簿上绘制相应的信手剖面图，均按系统自动

生成的文件名及根据需要自定义文件名进行存储。一般在测量完整剖面后，由剖面的记

录者进行剖面的初步整理和野外小结，结合室内薄片鉴定，画剖面图及剖面柱状图。

表 1　辽宁台吉幅 1∶50 000 地质图数据库 (集) 元数据简介

条目 描述

数据库(集)名称 辽宁省台吉幅(K51E014003) 1∶50 000地质图数据库

数据库(集)作者 李　斌，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陈井胜，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刘　淼，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杨　帆，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吴　振，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数据时间范围 2016−2018年

地理区域 经纬度：东经120°30′～120°45′，北纬41°40′～41°50′

数据格式 MapGIS, JPG, PDF, CorelDraw, Illustrator

数据量 267 MB

数据服务系统网址 http://dcc.ngac.org.cn

基金项目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 “大兴安岭成矿带突泉−翁牛特地区地质矿
产调查”(DD20160048)；子项目“辽宁1∶50 000台吉、他拉皋、七道岭、
十二台营子幅区域地质调查”(DD20160048–05)

语种 中文

数据库(集)组成 1∶50 000地质图库和图饰。地质图库分为地理和地质图层。地理图层包括
地名、道路、水系；地质图库包括沉积岩、火山岩、侵入岩、第四系、脉
岩、构造、地质界线、产状、岩性花纹、各类代号等。图饰包括：接图
表、柱状图、图例、图切剖面、典型照片、沉积相图、构造纲要图、火山
机构立体解剖图、接图表、中国地质调查局局徽、图名、比例尺、坐标参
数、责任签、引用格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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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处理过程

2.3.1    野外原始数据库

地质填图野外数据库包括野外手图库、野外总图 (PRB) 库和样品库。将野外采集的

路线资料导入电脑，补充完善地质点 (P)、点间路线 (R)、界线 (B)、产状、照片、采样

对话框与属性框中各项内容，并按照规范要求修改子图号、大小、线型及颜色等。系统

梳理地层、接触关系、构造变形、矿化蚀变等特征，编写野外路线小结。完成路线的自

检和互检，对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在图幅 PRB库中逐条加入到野外总图库，形成野外

总图 (PRB) 库。样品库包含野外工作所有样品信息，即采样信息、送样信息和测试成

果，其中采样信息和送样信息在地质填图野外数据库阶段录入，测试成果则在实际材料

图库阶段录入。

2.3.2    实际材料图

实际材料图是用点、线、面的空间实体在地形图上表示地质点、地质界线、分段路

线、地质体、样品、产状、GPS点等各种地质要素分布密度的一种重要的原始资料地质

图件。

将野外总图库更新到实际材料库，实际材料图的建库主要是针对地质区文件

(Geopoly.wp)、地质线文件 (Geoline.wl)、地质点文件 (Geolabel.wt) 这 3个文件进行编

辑。依据地质路线、剖面等资料，并结合遥感影像特征，按“V”字形法则勾绘地质界

线 (Geoline.wl)。地质界线勾绘完毕后，进行线转弧段、拓扑重建，并进行错误检查。

对 Geopoly.wp、Geoline.wl进行属性赋值。根据相关标准规范整理实际材料图，包括地

质界线线型及对应参数的修改、地质体着色、地质体代号进行标注、补充完善图例等。

2.3.3    编稿原图

首先，将 4幅 1∶25 000实际材料图数据投影至 1∶50 000编稿原图，删除工程及

文件夹中的多余文件。然后，将 1∶25 000图幅接边处地质界线 Geoline进行连接，将

面状水体并入图中，进行拓扑错误检查，保证拓扑关系正确；从原地质体面实体

Geopoly提取 Label点文件，重新拓扑造区，并执行 Label点与区合并，继承实际材料

图面属性。重新整理图面，包括岩性花纹、产状及注释、填图单位代号等。补充完善图

例、附图、图表、图切剖面、接图表等内容。最终形成标准的台吉幅 1∶50 000编稿

原图。

2.3.4    成果空间数据库

将台吉幅 1∶50 000编稿原图库入库到成果数据库中，形成台吉幅 1∶50 000地质

图空间数据库。空间数据库包括基本要素类、综合要素类和对象类数据库。要素数据库

是共享空间参考系统的要素类的集合，在地质图数据模型中，由地质点、面、线实体类

构成。对象类是一个表，存储非空间数据，在地质图数据模型中，一般一个要素类对应

多个对象类。地质图基本要素类、综合要素类和对象类各数据项属性齐全。

2.3.5    编制各类角图

辽宁台吉幅 (K51E014003) 1∶50 000地质图主要角图包括：综合地层柱状图、构造

纲要图、图切剖面、沉积相图和其他角图 (图 2)。

(1) 综合地层柱状图：对不同的岩石地层单元沉积建造特征进行详细表达。系统梳

理图幅内各地层单元地层层序、岩石组合特征、沉积建造、盆地演化特征，结合古生物

和锆石测年资料，综合反映其沉积背景及时代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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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造纲要图：图幅内断层构造发育，构造纲要图对地质图的构造格架进行重点

表达，着重表达地质图中的断层产状和性质等，有利于对整个图幅区构造样式的了解。

(3) 火山机构立体解剖图：以图幅内典型火山机构为例，通过路线调查、剖面测

制，系统调查火山岩石类型，还原火山机构。

(4) 图切剖面：图幅内建造和构造的总体走向为北东向，为直观表达区内各地质体

接触关系及空间位态，布置 2条北西向剖面，对本图幅内各地质体之接触关系进行了较

全面控制。A–B剖面控制中元古界蓟县系、侏罗系兴隆沟组、北票组、髫髻山组和白垩

系义县组；C–D剖面控制中元古界蓟县系、侏罗系海房沟组、髫髻山组、北票组和白垩

系义县组。

(5) 沉积相图：图幅内沉积地层发育，从沉积物的岩性、结构、构造和古生物等特

征，反映沉积物的生成环境和作用过程等特征，系统表达不同的岩石地层单元沉积相类

型。共划分出冲积扇、辫状河、湖相等 10 种沉积相类型。

(6) 其他角图：对脉岩、地质代号、地质符号及岩性花纹进行梳理，编制图例及责

任表。

3    数据样本描述

3.1    数据命名

地质面.wp，地质线.wl，地质点.wt。

3.2    图层内容

主图内容包括沉积岩、火山岩、第四系、侵入岩、构造形迹、地质界线、产状、各

类代号等。

角图内容包括地层综合柱状图、构造纲要图、图切剖面、火山机构立体解剖图、沉

 

图 2    辽宁台吉幅 (K51E014003) 1∶50 000地质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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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相图、典型照片等。图饰内容包括图例、接图表、责任表等。

3.3    数据类型

实体类型名称：点、线、面。

点实体：各类地质体符号及标记、地质花纹、矿化蚀变。

线实体：地质界线、岩相界线、断裂构造、构造界线及特殊标志层花纹等。

面实体：沉积岩、火山岩、第四系、侵入岩等。

3.4    数据属性

台吉幅 (K51E014003) 1∶50 000地质图数据库包含地质实体要素信息、地理要素信

息和地质图整饰要素信息。地质实体要素信息属性按照 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地质填

图数据库建库要求分 3大岩类 (沉积岩、火山岩、侵入岩)、断裂构造、产状要素、矿产

地等分别建立数据库属性。地理要素信息属性沿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提供的数据属性

结构。

沉积岩建造数据属性主要有：年代地层单位、岩石地层单位、建造名称、建造代

码、岩性组合、地层时代、建造厚度、建造含矿性、岩石结构、沉积构造、岩石颜色、

沉积作用类型、沉积相类型、同沉积构造。

火山岩建造数据属性主要有：年代地层单位、岩石地层单位、建造名称、建造代

码、地层时代、地层分区、岩性组合、建造厚度、建造含矿性、火山喷发旋回、火山喷

发类型、火山岩成因类型、特殊岩性夹层、火山岩相类型、同位素年龄。

侵入岩建造数据属性主要有：建造名称、建造代码、岩性组合、建造含矿性、岩石

结构、岩石构造、侵入期次、岩体产状、平面形态、剖面形态、岩体侵位构造特征、接

触带特征、成因类型、同位素年龄。

断裂构造数据属性主要有：断裂名称、断裂类型、断裂延长、断裂延深、断裂宽

度、断裂走向、断裂面倾向、断裂面倾角、断距、断裂面形态、构造岩特征、运动方

式、活动期次、力学性质。

产状数据属性有：产状类型、倾向、倾角。

地质图基本要素类、综合要素类和对象类各数据项属性列表见表 2。

4    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

辽宁 1∶50 000台吉幅地质图野外地质调查精度完全按照《区域地质调查总则

(1∶50 000)》(DZ/T 0001−1991)、《1∶50 000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DD 2019−01)

及相关规范、指南进行，调查精度满足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规范要求。野外 PRB地质

调查路线和整理过程均按《区域地质调查野外数据采集》工作指南及操作说明书进行操

作。工作实施过程中注意 PRB数据质量监控，强调原始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可靠

性，所有地质数据均有原始数据备份和阶段性备份。数据库建设完全按照《数字地质图

空间数据库标准》(DD2006−06)、《地质数据质量检查与评价》(DD2006−07) 及相关规

范进行。样品测试分析均在具有相关资质的实验室进行，分析过程和分析质量符合

要求。

野外原始资料自检、互检达 100%，项目组抽检大于 30%，符合地质调查项目质量

管理要求。配合单位生产主管领导及上级管理单位进行野外和室内年度质量检查，按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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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数据属性表

数据类型 名称 标准编码 数据项属性

基本
要素类

地质体面
实体

_GeoPolygon 地质体面实体标识号，地质体面实体类型代码，地质
体面实体名称，地质体面实体时代，地质体面实体下
限年龄值，地质体面实体上限年龄值，子类型标识

地质(界)线 _GeoLine 要素标识号，地质界线代码，地质界线类型，界线左
侧地质体代号，界线右侧地质体代号，界面走向，界
面倾向，界面倾角，子类型标识

产状 _Attitude 要素标识号，产状类型名称代码，产状类型名称，走
向，倾向，倾角，子类型标识

样品 _Sample 要素标识号，样品编号，样品类型代码，样品类型名
称，样品岩石名称，子类型标识

照片 _Photograph 要素标识号，照片编号，照片题目，照片说明，子类
型标识

素描 _Sketch 要素标识号，素描编号，素描题目，素描说明，子类
型标识

化石 _Fossil 要素标识号，化石样品编号，化石所属生物门类，化
石属或种名，化石产出层位，含化石地层单位代号，
化石时代，子类型标识

同位素
测年

_Isotope 要素标识号，样品编号，样品名称，年龄测定方法，
测定年龄，被测定出地质体单位及代号，测定分析单
位，测定分析日期，子类型标识

火山口 _Crater 要素标识号，火山口类型，火山口名称，火山口大
小，火山口产出的地质体单位及代号，火山口岩石类
型，火山口形成时代，子类型标识

泉 _Spring 要素标识号，泉类型代码，泉类型名称，泉水流量，
泉水温度，泉的地质体单位及代号，子类型标识

河、湖、
海、水库岸
线

_Ling _Geography 要素标识号，图元类型，图元名称，子类型标识

综合
要素类

火山岩
相带

_Vloca_Facies 要素标识号，火山岩岩相类型及代码，产出的地层单
位及代号，火山岩相岩石类型，岩石结构，岩石构
造，流面产状，流线产状，形成时代，含矿性，子类
型标识

标准图框
(内图框)

_Map_Frame 图名，图幅代号，比例尺，坐标系统，高程系统，左
经度，下纬度，图形单位

对象类 沉积(火
山)岩
岩石地层
单位

_Strata 要素分类，地层单位名称，地层单位符号，地层单位
时代，岩石组合名称，岩石组合主体颜色，岩层主要
沉积构造，生物化石带或生物组合，地层厚度，含矿
性，子类型标识

侵入岩
岩石年代
单位

_Intru_Litho_Chrono 要素分类，岩体填图单位名称，岩体填图单位符号，
岩石名称(岩性)，岩石颜色，岩石结构，岩石构造，
岩相，主要矿物及含量，次要矿物及含量，与围岩接
触关系，围岩时代，与围岩接触面走向，与围岩接触
面倾向，与围岩接触面倾角，流面产状，流线产状，
形成时代，含矿性，子类型标识

断层 _Fault 要素分类代码，断层类型，断层名称，断层编号，断
层性质，断层上盘地质体代号，断层下盘地质体代
号，断层破碎带宽度，断层走向，断层倾向，断层面
倾角，估计断距，断层形成时代，活动期次，子类型
标识

脉岩(面) _Dyke_Object 脉岩分类代码，脉岩名称，脉岩符号，岩性，颜色，
结构，构造，主要矿物及含量，次要矿物及含量，与
围岩接触面走向，与围岩接触面倾向，与围岩接触面
倾角，形成时代，含矿性，子类型标识

面状水域 _Water_Region 要素分类代码，图元类型，图元名称，图元特征，子
类型标识

图幅基本
信息

_Sheet_Mapinfo 地形图编号，图名，比例尺，坐标系统，高程系统，
左经度，右经度，上纬度，下纬度，成图方法，调查
单位，图幅验收单位，评分等级，完成时间，出版时
间，资料来源，数据采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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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组要求及时解决图幅区内存在的地质问题。2018年 12月 25−27日，辽宁 1∶50 000

台吉幅地质图空间数据库通过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组织的验收，评级为

优秀级。

5    数据价值

5.1    建立合理的地层格架，厘定岩石 (构造) 地层单位

对区内地层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查明了各地层单位的物质组成、地层层序、沉积

环境、形成时代，系统地建立了测区岩石地层格架，详细划分为 13个组，18个地层填

图单位 (表 3)，1个侵入岩填图单位 (图 2)。通过分析岩石组合、地层层序特征，识别出

碳酸盐岩建造、陆相火山沉积建造、复陆屑建造等 3 种沉积建造类型，进一步划分为

表 3　岩石地层填图单位划分表

年代地层
岩石地层
单位划分

地层
代号 岩性描述

界 系 统 组 代号

新
生
界

第
四
系

全
新
统

上
统

冲积 Qh3al 泥砂、砾石

下
统

洪冲积 Qh1pal 黄白−灰白色砂砾石及亚砂土

更
新
统

上
统

马兰组 Qp3m 黄褐色含砾亚黏土夹砾石透镜体，具柱状节理

中
生
界

白
垩
系

下统 沙海组 ∧
sK1

下部为复成分砾岩夹砂岩、粉砂岩，中上部以页岩及粉砂岩为主

义县组 K1y 底部为少量英安岩、球泡英安岩，顶部为大面积的安山岩和少
量玄武安山岩

侏
罗
系

上统 土城子组 J3t
3 灰绿色薄板状、薄层–中厚层状细粒石英长石砂岩、长石岩屑砂

岩，具有大型斜交层理，间夹灰紫色、灰白色薄层状粉砂质泥
岩和灰白色、浅灰绿色中厚层状晶屑沉凝灰岩

J3t
2 灰紫色中厚层–厚层状复成分中细砾砾岩，间夹灰绿色、灰黄色

薄层状细粒岩屑长石砂岩
J3t

1 灰紫色薄层–中厚层状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夹细粒岩屑砂
岩、岩屑长石砂岩、钙质胶结粉砂岩

中统 髫髻山组 J2t
3 灰褐色杏仁状安山岩，黄褐色巨厚层状安山质火山集块岩

J2t
2 灰褐色中厚层状复成分沉火山角砾岩，黄褐色中厚层状砂质砾

岩，浅紫灰色含砾沉凝灰岩，浅灰色中厚层状流纹质凝灰岩，
产大量的硅化木化石

J2t
1 黄褐色多斑安山岩，灰紫色安山质集块角砾熔岩

海房沟组 J2h 复成分砾岩夹少量砂岩(透镜体)

下统 北票组 J1b 为一套含煤岩系，下部为砾岩、砂岩、粉砂岩、页岩夹煤层
(线)，上部为含砾砂岩、砂岩、粉砂岩、泥岩互层夹细砾岩

兴隆沟组 J1x 安山质角砾熔岩、安山岩、玄武安山岩、玄武岩为主的中基性
熔岩及熔岩碎屑岩组合

中
元
古
界

蓟
县
系

雾迷山组 Jxw3 灰色含燧石条带(结核)粉晶灰岩、泥晶灰岩等
Jxw1 燧石条带纹层状细晶白云岩、含燧石条带粉细晶白云岩、泥晶

白云岩
杨庄组 Jxy 灰色厚层状泥质条带燧石条带白云质灰岩，局部夹中粗粒岩屑

砂岩等

高于庄组 Jxg4 灰色厚层状含叠层石白云岩、灰色中厚层粉晶白云质灰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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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种沉积相。

5.2    查明火山岩岩性、岩相和火山构造，恢复古火山机构

采用岩石地层–火山岩相–火山机构的三重填图方法，对测区火山岩进行了岩性、岩

相和火山构造调查，查明了区域火山喷发次序，以蓟县系地层为边界划分出 2个中生代

火山盆地，并划分了多个Ⅲ级、Ⅳ级及Ⅴ级火山构造，恢复了 12处古火山机构。总结

了火山喷发韵律及旋回，划分了溢流相、爆发相、喷发–沉积相、火山碎屑流相、火山

通道相等 5个火山岩相类型，并编制了测区火山构造岩相图。

5.3    获得兴隆沟组、髫髻山组和义县组同位素年龄，为地层划分提供新证据

获得了兴隆沟组玄武安山岩的锆石 U–Pb年龄，测年结果为 (189±10) Ma，将兴隆

沟组的形成时代确定为早侏罗世。根据岩石组合、接触关系、同位素测年等，将髫髻山

组划分为 3个段，其中一段、三段为安山岩、安山质火山角砾岩等组合，锆石 U–Pb年

龄分别为 (163.3±1.5) Ma、(153.7±2.1) Ma；二段为安山质砾岩与砂岩互层，在此层位采

集到大量硅化木化石。根据义县组火山岩中获得锆石 U–Pb年龄 (118.8±1.1) Ma、(132.7±

5.3) Ma，将原划分为髫髻山组的部分火山岩厘定为义县组。

5.4    查明第四系成因类型，确定区内马兰组形成时代

根据成因类型将第四系划分为全新统冲积、洪冲积和更新统马兰组等 3个填图单

位，其中台吉幅内的马兰组光释光测年结果为 26.4 ka、87.5 ka、115.6 ka、132 ka。

6    数据使用方法和建议

辽宁台吉幅 1∶50 000地质图数据库采用 MapGIS格式建立，内容翔实，便于查

询，可编辑性强，可与同类型数据进行叠加、合并及再处理，有利于数据库信息共享，

应用前景广泛。该数据库为基本地质信息库，可以为辽西地区的岩石地层、构造、地质

找矿等多方面提供基础性研究资料；为区域开展同种或不同比例尺生态环境调查、地质

灾害防治等提供基础性图件；为辽西中生代陆相地层对比研究提供新的基础地质资料

支撑。

7    结论

(1) 辽宁台吉幅 (K51E014003) 1∶50 000地质图是中国地质调查局新一轮地质调查

的探索性图幅，针对中生代盆地沉积地层采用组–岩相填图方式提升成果表达方式，对

区域地质调查特别是沉积岩、火山岩发育地区填图起到了示范作用。

(2) 在野外调查、分析研究、成果集成的基础上，按照数字地质图标准规范建立了

辽宁台吉幅 1∶50 000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包含基本要素、综合要素、对象要素等 3个

数据集，共计 19种数据类型，涉及地质体面实体、地质 (界) 线、样品、照片、同位素

测年、化石、沉积 (火山)岩岩石地层单位、断层等内容，全面反映了图幅内获取的研究

成果。

(3) 对区内地层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系统查明了蓟县系、侏罗系和白垩系各地层

的物质组成、地层层序、沉积环境、形成时代，系统地建立了测区岩石地层格架；识别

出 3种沉积建造类型和 10种沉积相。查明区内火山喷发韵律及旋回，恢复 12处古火山

机构，划分 5种火山岩相类型；获得兴隆沟组玄武安山岩的锆石 U–Pb年龄为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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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将兴隆沟组的形成时代确定为早侏罗世。这些资料可为后续基础地质调查与科

学研究工作提供基础。

致谢：辽宁台吉幅 1∶50 000地质图数据库是一项集体成果，野外一线地质工作人

员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在地质图数据库的建立过程中，得到多位地质专家的辛勤指导，

在此对各位专家和野外项目组所有成员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注释：

A辽宁省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 辽宁朝阳幅 1∶200 000区域地质测量报告. 1967.

B辽宁省地质矿产调查院. 辽宁 1∶250 000锦州市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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