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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沉积盆地中砂岩的地球化学特征主要受物源区控制 , 碎屑岩的地球化学成分可揭示沉积物的地质信息。笔者

通过对孙吴-嘉荫盆地白垩系淘淇河组-太平林场组砂岩的主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分析 , 结合砂岩薄片碎屑成分统计

表明:淘淇河组-太平林场组时期物源区的大地构造背景主要为活动大陆边缘 ,包括大陆岛弧和大洋岛弧。物源区母

岩类型主要为花岗岩 ,中酸性火山岩及低级变质岩。盆地不同位置物源区的大地构造背景和母岩类型有所不同。

结合区域地质资料综合分析认为:在淘淇河组-太平林场组沉积时期 , 小兴安岭仅在太平林场组时期不是盆地主要物

源区 , 而佳木斯地块一直是盆地东部的一个主要物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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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许多学者对不同构造背

景下形成的砂岩的常量元素 、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

的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Bhatia,

1983, 1985;BhatiaandCrook, 1986;RoserandKor-

sch, 1986, 1988), 利用砂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判别

岩石形成时的大地构造背景及其物源的研究获得了

很大进展。在我国 ,应用地球化学方法来判别盆地

的物源及沉积构造背景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邵磊 ,

1998;李志明等 , 2003;和政军等 , 2003, 2005;李双

应等 , 2004;李振江 , 2004)。

本文通过砂岩主量元素地球化学成分特征分析

和室内岩石薄片镜下研究 ,结合区域地质资料 ,对孙

吴 -嘉荫盆地白垩系淘淇河组 -太平林场组的物源区

大地构造背景及物源区母岩类型进行了探讨 ,初步

确定了其主要的物源区。

1　地质概况

孙吴 -嘉荫盆地位于松辽地块的北端 ,其东与佳

木斯地块相邻 ,西为大兴安岭褶皱带 ,西南过小兴安

岭与松辽盆地相接 ,向北过黑龙江延伸至俄罗斯 ,面

积22810km
2
,是俄罗斯结雅-布列亚盆地的南延部

分(图 1)。孙吴-嘉荫盆地的基底主要由前古生界

或古生界变质岩及华力西期花岗岩组成;沉积盖层

主要为中新生代地层。充填序列自下而上为下白垩

统宁远村组 、淘淇河组 ,上白垩统永安村组 、太平林

场组 、鱼亮子组 、富饶组 ,以及古新统乌云组 ,渐新统

至上新统孙吴组
[ 1]
。嘉 D1井中发育下白垩统宁远

村组 、淘淇河组 ,上白垩统永安村组 、太平林场组以

及渐新统至上新统孙吴组 ,最下部层位下白垩统宁

远村组直接与下伏花岗岩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且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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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孙吴-嘉荫盆地大地构造位置及取样位置

①.三江盆地;②.鸡西-勃利盆地;③.根河盆地;F1.塔河-喜桂图

缝合带;F2.西拉木伦河缝合带;F3.逊克-铁力断裂带;F4.依兰-

伊通断裂带;F5.嘉依-牡丹江断裂带。 1.研究区;2.盆地分布

区;3.断裂;4.佳木斯地块;5.松嫩地块;6.额尔古纳地块;7.取

样位置

Fig.1　TectonicsettingandsamplingsitesintheSunwu-

JiayinBasin

① =SanjiangBasin;② =Jixi-BoliBasin;③=Genhe

Basin.F
1
=Tahe-Xuguitsuturezone;F

2
=XarMoronRiver

suturezone;F3 =Xunke-Tielifault;F4 =Yilan-Yitong

fault;F5 =Jiayin-Yilan-Maodanjiangfault.1=studyarea;

2=basin;3 =fault;4 =Jiamusiblock;5=Songhuajiang-

Nenjiangblock;6=Ergunblock;7=samplingsite

淇河组与上下层位均为不整合接触。

孙吴-嘉荫盆地为具有断陷和拗陷双重结构特

点的中新生代盆地 ,盆地内断裂发育 ,其中北东向及

北西向断裂为主控断裂 , 与邻近的松辽盆地相似 。

由于受后期构造活动的改造作用 ,孙吴-嘉荫盆地可

划分 5个一级构造单元 ,形成三凹夹两凸的 “W”型

盆地构造格局(图 1)。在接近断裂两侧的孙吴断陷

和嘉荫断陷 ,发育规模相似的小型凹陷 ,而中间的沾

河断陷规模相对较大 ,三者较为对称。沾河断陷是

盆地内沉积地层厚度最大的一级构造单元 。

2　主量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

2.1　样品基本特征及测试方法

本次研究所取的样品中 ,下白垩统淘淇河组-上

白垩统永安村组样品在沾河断陷嘉 D1井中取得 ,

上白垩统太平林场组样品则在嘉荫断陷黑龙江江边

太平林场组露头剖面上取得。为降低风化程度的影

响 ,并使分析结果具有可比性 ,本次所选用的 15个

样品全部为细砂质粉砂岩及粉砂岩 。其中淘淇河组

5个 ,永安村组 5个 ,太平林场组 5个 。砂岩样品测

试由河北省区域地质矿产研究所实验室测定 ,测试

方法为 XRF,测试数据结果见表 1。此外 ,同时补充

了若干砂岩样品的薄片分析 ,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

了镜下碎屑成分统计。

2.2　物源区构造背景分析

1.Dickinson图解分析

Dickinson等(1979, 1982)通过对世界上近百个

已确定区域构造环境的现代海相和陆相砂岩组分的

统计对比和判别分析 ,建立了定量判别标准和三角

形模式图 ,为判断物源区和沉积盆地构造环境提供

了一种重要的途径 ,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2, 3]
。由

于受按照 Dickinson(1988)的图解统计方法的统计

原则所限 ,我们主要选取杂基含量﹤ 25%,成岩作

用较弱的中细粒砂岩进行成分统计
[ 2, 3]
,但总体符

合要求的砂岩薄片较少。由图 2可知:淘淇河组 5

个样品中有 4个落入了过渡弧中 , 1个落入了切割

岛弧中;永安村组两个样品全部落入切割岛弧中;太

平林场组 1个样品落入了未切割弧与过渡弧交界处

附近 。所以可以确定盆地在淘淇河组时期的物源区

类型为切割岛弧-过渡岛弧 ,永安村组时期物源区的

构造背景为切割岛弧 ,太平林场组时期物源区类型

为岩浆弧 ,偏向未切割弧一侧。 Bhatia研究认为 ,未

切割岩浆弧类型物源区的构造背景应为大洋岛弧 ,

切割的岩浆弧类型物源区的构造背景应为大陆岛

弧 ,而隆升基底及克拉通内部物源区类型的构造背

景分别为活动大陆边缘及被动大陆边缘
[ 4]
。所以

结合 Dickinson图解判断可得出:淘淇河组和永安村

组物源区构造背景具有大陆岛弧性质 ,而太平林场

组可能具有大洋岛弧的性质。

2.主量元素图解分析

研究表明 ,尽管有沉积过程中的改造作用 ,碎屑

岩的地球化学成分仍然主要受物源区控制
[ 5]
。就

陆源碎屑岩总的化学特征而言 ,尽管存在一些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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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孙吴-嘉荫盆地白垩系砂岩主量元素化学组分(w
B
/%)

Table1　MajorelementcontentsintheCretaceoussandstonesfromtheSunwu-JiayinBasin(wB/%)

层 位 淘淇河组 永安村组 太平林场组

取样位置 沾河断陷嘉 D1井 沾河断陷嘉 D1井 嘉荫断陷(露头)

样品号 DH-6 DH-7 DH-8 DH-9 DH-10 DH-11 DH-12 DH-13 DH-14 DH-15 DH-1 DH-2 DH-3 DH-4 DH-5

SiO
2 62.30 63.30 64.92 66.00 65.90 71.60 66.60 54.78 69.82 71.42 58.92 25.18 22.86 32.54 73.72

TiO2 0.67 0.50 0.39 0.41 0.41 0.44 0.51 0.33 0.42 0.42 0.69 0.36 0.32 0.29 0.49

Al2O3 18.57 19.05 16.79 16.25 17.30 14.42 15.08 12.60 16.31 15.56 13.73 7.61 7.49 8.63 13.41

FeO 1.08 1.29 1.46 1.37 0.93 0.91 1.63 2.04 0.56 0.31 3.54 1.34 1.51 1.22 0.57

Fe2O3 2.32 2.41 1.84 1.61 2.51 1.65 2.80 1.07 1.48 1.44 3.32 0.67 0.84 0.92 1.53

Fe
2
OT

3 3.52 3.84 3.46 3.13 3.54 2.66 4.61 3.34 2.10 1.78 7.25 2.16 2.52 2.28 2.16

K2O 2.88 2.01 1.94 2.38 2.16 3.00 2.95 3.18 3.66 3.75 2.03 1.15 1.09 1.53 3.09

Na2O 2.48 2.30 2.02 2.30 2.67 1.98 1.34 1.68 2.48 2.53 2.53 0.83 0.71 0.94 1.56

MnO 0.07 0.03 0.03 0.03 0.10 0.02 0.03 0.33 0.02 0.01 0.20 0.89 1.23 1.05 0.02

CaO 2.34 1.51 1.35 1.29 2.14 0.60 0.71 10.52 0.64 0.75 5.28 31.57 32.56 27.40 0.71

MgO 0.63 0.88 0.68 0.74 0.86 0.94 1.00 0.37 0.63 0.57 2.94 0.62 0.86 0.50 0.63

P
2
O
5 0.05 0.07 0.06 0.05 0.05 0.06 0.05 0.04 0.04 0.05 0.22 1.73 0.20 0.06 0.09

Fe2O
T
3 +MgO 4.15 4.72 4.14 3.87 4.40 3.60 5.61 3.71 2.73 2.35 10.19 2.78 3.38 2.78 2.79

K2O/Na2O 1.16 0.87 0.96 1.03 0.81 1.52 2.20 1.89 1.48 1.48 0.80 1.39 1.54 1.63 1.98

Al2O3 /SiO2 0.30 0.30 0.26 0.25 0.26 0.20 0.23 0.23 0.23 0.22 0.23 0.30 0.33 0.27 0.18

图 2　孙吴-嘉荫盆地淘淇河组-太平林场组砂岩 Q-F-L三角图和 Qm-F-Lt三角图(仿 Dickinsonetal, 1983)

Ⅰ.稳定陆块区:Ⅰ 1.克拉通内部;Ⅰ 2.过渡型;Ⅰ 3.隆升基底;Ⅱ.再旋回造山带:Ⅱ 1.石英质;Ⅱ 2.过渡型;Ⅱ 3.岩屑质;Ⅲ.岩浆弧物源区:

Ⅲ 1.未切割弧;Ⅲ 2.过渡型;Ⅲ 3.切割弧。 1.淘淇河组样品;2.永安村组样品;3.太平林场组样品

Fig.2　Q-F-LandQm-F-LtdiagramsfortheTaoqiheFormation-TaipinglinchangFormationsandstonesintheSunwu-JiayinBasin

(afterDickinsonetal., 1983)

Ⅰ =stablecontinentalblock:Ⅰ 1 =craton;Ⅰ 2 =transitional;Ⅰ 3 =upliftedbasement;Ⅱ =recycledorogen:Ⅱ 1 =quartz;Ⅱ 2 =

transitional;Ⅱ
3
=detritus;Ⅲ =magmaticarc:Ⅲ

1
=undissectedarc;Ⅲ

2
=transitional;Ⅲ

3
=dissectedarc.1 =Taoqihe

Formationsamples;2=YongancunFormationsamples;3=TaipinglinchangFormationsamples

成分的迁移或溶解交代 ,但由于它们大致是在同一

系统中进行的 ,其总的化学成分变化不大
[ 6]
;同时 ,

碎屑岩的地球化学分析比碎屑岩岩石学分析更能揭

示沉积物中细微的地质信息
[ 7]
。从这个意义上讲 ,

根据砂岩化学组成恢复物源区构造背景的方法具有

优越性。因而在近几十年中 ,许多学者对不同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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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形成的砂岩的常量组分地球化学特征进行了

系统的研究与总结
[ 8 ～ 10]

,使利用砂岩主量元素地球

化学获得了很大的进展。

沉积岩的主量元素分析 ,通常采用化学成分分

析其主要元素成分的含量 ,前人的研究已证明了不

同的砂岩类型其含量有所不同 ,而砂岩类型正是其

矿物成分成熟度的反映。本次研究主要采用 Bhatia

(1983), RoserandKorsch(1986, 1988)的分析方法 ,

主要是应用各种砂岩氧化物的构造背景数据和各种

构造环境中的砂岩化学成分图解进行判别

(图 3)
[ 8 ～ 11]

。由图 3a可知:所取砂岩样品杂基含量

较高 ,淘淇河组全部为杂砂岩;永安村组多数落入了

岩屑净砂岩和杂砂岩交界处及岩屑净砂岩中 ,太平

林场组 1个落入了杂砂岩中 , 1个落入了岩屑净砂

岩中 。同时由于太平林场组中有 3个样品受成岩作

用影响 ,钙质胶结物含量极高 (27.4% ～ 35.6%),

为钙质胶结砂岩 ,且 3个样品中可能由于碳酸盐胶

结物溶蚀作用的影响导致 SiO2含量很低(25.2% ～

32.5%)。所以该三个样品投点偏差较大 , 在有

SiO2参与的图解中均未使用其数据。在 K2O+

Na2O-SiO2 图 解 中 (图 3b), 孙 吴-嘉 荫

盆地砂岩样品大部分落入活动大陆边缘区 ,仅永安

图 3　孙吴-嘉荫盆地砂岩岩石地球化学分类及构造背景判别图

a.logNa
2
O/K

2
O-logSiO

2
/ Al

2
O
3
图解(底图据 Pettijohn等 , 1973);b.K

2
O/Na

2
O-SiO

2
图解(底图据 Roser等 , 1986);c.TiO

2
-Fe

2
OT

3
+MgO图

解和;d.Al2O3 /SiO2-Fe2O
T
3 +MgO图解(底图据 Bhatia等 , 1983)注:Fe2O

T
3 为全铁;A.大洋岛弧;B.大陆岛弧;C.活动大陆边缘;D.被动大陆

边缘。 1.淘淇河组样品;2.永安村组样品;3.太平林场组样品

Fig.3　GeochemicalclassificationandtectonicdiscriminationdiagramsforsandstonesintheSunwu-JiayinBasin

a.LogNa2O/K2O-logSiO2 /Al2O3 diagram(afterPettijohnetal., 1973);b.K2O/ Na2O-SiO2 diagram(afterRoseretal.,

1986);c.TiO2-Fe2O
T
3 +MgOdiagram;d.Al2O3 / SiO2-Fe2O

T
3 +MgOdiagram(afterBhatiaetal., 1983).A.Oceanicisland

arc;B.Continentalislandarc;C.Activecontinentalmargin;D.Passivecontinentalmargin.1 =TaoqiheFormationsamples;

2=YongancunFormationsamples;3=TaipinglinchangFormation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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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组及太平林场组 2个样品落入了岛弧区。在

TiO2 -Fe2O
T
3 +MgO图解中(图 3c),多数点落入了活

动大陆边缘中 ,少数点落入了被动大陆边缘中及大

陆岛弧中:淘淇河组 5个点中有 4个落入了活动大

陆边缘 , 1个发生偏离;永安村组 5个点中 ,有两个

落入了活动大陆边缘 ,两个落入了被动大陆边缘 , 1

个落入了大陆岛弧中;太平林场组 5个点中有 3个

落入了活动大陆边缘 , 1个落入了大陆岛弧 , 1个落

入了被动大陆边缘边界处 , 1个发生偏离 ,落入了紧

邻大洋岛弧的边界处。在 Al2O3 /SiO2 -Fe2O
T
3 +MgO

图解中(图 3d),投点十分分散 ,多数发上偏离。这

是由于样品中杂基及泥质胶结物含量较高造成粘土

矿物含量较高的原因。而值得注意的是 ,太平林场

组中仍有 1个点落入了大洋岛弧中。

3.物源区母岩性质判别

Roser和 Korsch(1988)提出了区分物源区主要

是铁镁质的 、中性的或长英质火成岩和石英沉积岩

的判别图解
[ 10]
。由于太平林场组所取样品中有 3

个属钙质胶结 ,所以我们使用不受 CaCO3影响的判

别图解 2来判别物源区的岩石类型(图 4)
[ 11]
,可以

看出:所有点均落入了中性岩火成物源区和长英质

火成物源区 。淘淇河组有 4个点投到了到了中性岩

火成物源区 , 1个点投到了中性火成物源区与长英

质火成物源区的交界处;永安村组有 1个点投到了

中性岩火成物源区 , 4个点投到了长英质火成物源

区;太平林场组有 4个点投到了中性火成物源区 , 1

个点投到了长英质火成物源区 。

结合其它砂岩薄片进行镜下分析表明:沾河断

陷淘淇河组砂岩中含有大量的流纹质 、凝灰质及安

山质岩屑等中酸性火山岩岩屑 ,其次还含有大量的

花岗质岩屑;沾河断陷永安村组中主要岩屑类型与

淘淇河组相似 ,但岩屑数量有所降低;嘉荫断陷太平

林场组仅获得 2个样品 ,其岩屑主要以火山岩及低

级变质的石英云母片岩岩屑为主。

总体来看 ,地球化学分析结果与镜下矿物识别

结果基本一致。

3　讨论及分析

由于孙吴-嘉荫盆地勘探程度很低 ,且大部分区

域属于覆盖区 ,淘淇河组 -太平林场组野外露头很

少 ,没有获得关于古水流方向的资料 ,所以难以判断

物源区方向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盆地所处的大地构

造位置与其周围大地构造单元的构造属性结合盆地

的构造演化对盆地物源区进行综合分析。前已述

图 4　孙吴-嘉荫盆地砂岩 F1-F2方程物源区母岩判别图

解(底图据 Roser和 Korsch, 1988)

1.淘淇河组样品;2.永安村组样品;3.太平林场组样品

Fig.4　Territorialplotfortheratiodiscriminantinthe

Sunwu-JiayinBasin(afterRoserandKorsch, 1988)

1 =TaoqiheFormationsamples;2 =YongancunFormation

samples;3=TaipinglinchangFormationsamples

及 ,孙吴-嘉荫盆地位于松嫩地块之上 ,盆地周围最

大的两个大地构造单元为小兴安岭造山带和佳木斯

地块 。所以盆地最有可能的物源区为此两个大地构

造单元。

3.1　物源区构造属性

沉积岩地球化学判别图解的基本假设是:板块

构造环境和沉积岩物源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然

而 ,某些同源沉积物可以运移到不同大地构造环境

的沉积盆地
[ 12]
。所以 ,沉积岩物源区的大地构造环

境可能不同于沉积物沉积场所的大地构造背景。我

们在使用和分析这些图解结果时 ,必需还要了解沉

积盆地的最初大地构造背景
[ 13]
。前已述及 ,孙吴 -

嘉荫盆地是同松辽盆地一样具有断陷和拗陷双重结

构特点的中新生代盆地 ,而松辽盆地大地构造属性

为被动大陆边缘裂谷盆地(刘招君 , 1992, 1996),所

以具有同样构造及沉积演化过程且都位于松嫩地块

上的孙吴 -嘉荫盆地的大地构造背景也应为被动大

陆边缘。同时 ,在白垩纪时期 ,其周围的小兴安岭造

山带以及佳木斯地块岩石早已存在
[ 14 ～ 16]

,大地构造

背景与孙吴 -嘉荫盆地不相同 。所以盆地内沉积岩

所反映的是物源区大地构造背景 ,而并非盆地本身

的构造属性。

结合区域地质资料
[ 17]
及最新的区域地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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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小兴安岭地区岩石类型以花岗岩为主 ,包括一

定规模的中酸性火山岩。通过最近几年对这些花岗

岩高精度年代学研究 ,原来所确定的一些典型加里

东期花岗岩 ,被重新确定为晚古生代和中生代 (多

为早中侏罗世)。结合小兴安岭地区这两个时期的

花岗岩具有活动大陆边缘花岗岩的组合特征 ,暗示

其可能形成于活动大陆边缘
[ 14, 15, 18, 19]

。而在距离盆

地较近的伊春-延寿地区还发育一套属于岛弧或活

动陆缘构造背景的中奥陶世中酸性火山岩
[ 20]
。

佳木斯地块与孙吴 -嘉荫盆地紧邻的地区属于

萝北地区 ,萝北地区主要出露黑龙江群的变质岩 ,又

称黑龙江杂岩带
[ 21 ～ 23]

。砂岩岩石地球化学方法对

于对经历过高级成岩作用和变质作用的岩石 ,由于

原始的岩石学特征已经明显变化 ,已经难于运用

(欧阳自远 , 1996)。但是对于变形程度高 、变质程

度较低的岩石物源区仍然适用(刘建辉 , 2005)。黑

龙江杂岩带岩石主要分为岩块和原地基质两部分 。

岩块主要为一套变基性岩和变辉长岩组成的变质程

度较低但变形程度较高的岩石组合
[ 21 ～ 23]

,其形成构

造背景主要为大洋岛弧或洋中脊 ,少量为板内玄武

岩(张雷 , 2007);而基质则主要包括长英质糜棱岩 、

石英云母片岩 、粉砂岩 、粉砂质板岩等一套遭受强烈

变形但变质程度较低的一套绿片岩相组合
[ 21 ～ 23]

,这

些变质沉积岩的原岩为一套由杂砂岩 、砂岩和泥质

沉积岩组成 。而这些基质变质沉积岩的母岩物源主

要来自长英质火成物源区 ,其大地构造背景为活动

大陆边缘环境(张雷 , 2007)。

3.2　物源区分析

综上所述 ,下白垩统淘淇河组沉积时期 ,盆地处

于强烈的断陷期 ,此时期盆地为由多个分割独立的

断陷盆地组成的断陷盆地群 ,其中沾河断陷盆地规

模较大 ,而断陷盆地物源主要来自于周围隆起的基

底高地及南部的小兴安岭 ,以花岗质岩石为主 ,还包

括断裂活动同期产生的火山岩 ,这与薄片观察和地

球化学图解所得结果相一致 ,反映了物源区活动大

陆边缘 -大陆岛弧的大地构造背景;上白垩统永安村

组时期 ,盆地在经过淘淇河组后期一段时期的剥蚀

后 ,整体进入拗陷 ,盆地已经成为具有统一汇水中心

的大规模拗陷盆地 ,隆起的基底已不在是主要的物

源区 ,而此时原岩的主要类型是花岗质岩石及中酸

性火山岩 ,反映的物源区的大地构造背景仍为活动

大陆边缘-大陆岛弧 ,与邻近的小兴安岭造山带极为

相似 ,该时期小兴安岭应是盆地的一个主要物源区;

太平林场组样品全部采集于嘉荫断陷 ,由于嘉荫断

陷紧邻佳木斯地块 ,其母岩类型以火山岩及低级变

质岩为主 ,构造背景为大洋岛弧及活动大陆边缘 ,这

与佳木斯地块黑龙江杂岩带物源区的构造属性十分

吻合 ,同时也证明了地球化学方法的可靠性 。

此外 ,根据综合研究 ,与松辽盆地嫩江组所对应

的太平林场组沉积时期 ,为松辽盆地及孙吴 -嘉荫盆

地的最大湖侵期 ,该时期两个盆地的面积达到了最

大 ,并且极有可能发生了沟通 ,该时期两个盆地之间

的小兴安岭应位于水下 ,可能不再是盆地的物源区。

由此我们认为 ,在盆地最大湖侵期时 ,佳木斯地块仍

没有被淹没 ,为盆地东部的一个物源区 ,在湖盆面积

相对较小的淘淇河组和河永安村组沉积时期 ,佳木

斯地块应还是一稳定的物源区
[ 26]
。由于陆相盆地

沉积演化过程的复杂性 ,且尚未考虑小兴安岭的隆

升机制等问题 ,所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初步的 ,还需进

一步提高对盆地的研究程度并且结合区域地质新的

研究成果 ,对整个盆地的演化及物源区特征进行全

面的研究 。

4　结　论

(1)孙吴-嘉荫盆地物源区的构造背景包括活动

大陆边缘 、大陆岛弧和大洋岛弧 ,物源区岩石类型主

要为花岗岩 、中酸性火山岩及低级变质岩。盆地的

不同地区其物源区大地构造属性和物源区岩石类型

不同 。

(2)结合区域地质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 ,在下

白垩统淘淇河组-上白垩统太平林场组沉积时期 ,小

兴安岭除太平林场组沉积时期的其它时期均为盆地

的一个主要物源区 ,佳木斯地块始终是盆地东部的

一个主要物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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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istryofmajorelementsfromtheCretaceousTaoqiheFormation-
TaipinglinchangFormationsandstonesintheSunwu-JiayinBasin

ZHANGLei1, 2 , LIUZhao-jun2 , HEZhong-hua2 , YANGTing1 , DUJiang-feng2 , HOUWei3

(1.CollegeofResourcesandInformation, ChinaUniversityofPetroleum, Beijing102249, China;2.Collegeof

EarthSciences, JilinUniversity, Changchun130061 , Jilin, China;3.SchoolofEnergy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ofGeosciences, Beijing100083, China)

Abstract:Thegeochemistryofsandstonesinasedimentarybasintendstobeinfluencedbyprovenances, andthus

mayprovideimportantgeologicalinformationaboutthesediments.Theanalysisofthegeochemicalsignaturesof

majorelementsfromtheCretaceousTaoqiheFormationandTaipinglinchangFormationsandstonesintheSunwu-

JiayinBasinhasdisclosedthatthesourceareawasonceinthetectonicsettingoftheactivecontinentalmargin,

includingcontinentalislandarcandoceanicislandarcduringthedepositionoftheTaoqiheFormationtoTaipinglin-

changFormation.Thetypesofparentrocksinthesourceareaincludegranite, intermediatetoacidicvolcanicrocks

andlow-grademetamorphicrocks.DuringthedepositionoftheTaoqiheFormationtoTaipinglinchangFormation,

theXiaoxinganlingMountainsactedasthemainprovenanceexceptthedepositionoftheTaipinglinchang

Formation, andtheJiamusiblockwasalwaysaprincipalsourceareaintheeasternpartofthebasin.

Keywords:Sunwu-JiayinBasin;Cretaceous;sandstone;majorelement;geochemistry;provenance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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