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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地块北缘乌兰敖包上三叠统地层的厘定

———来自激光0(*;1<碎屑锆石=;*>年龄的制约

陈登超，赵省民，邓 坚
（中国地质科学院 矿产资源研究所，北京 %$$$#8）

摘 要：运用0(*;1<技术，在阿拉善地块北缘东部乌兰敖包剖面原阿木山组下段中采集砂岩样品，进行碎屑锆石

=;*>年代学研究。共获取8$个有效数据，其表面年龄分布范围为!&7?7@&!!A!!68@B%19，具多峰值性，主要峰

值为!&7!#$719（B8个数据），次要峰值为B$%!BB#19（%!个数据）、%A&!!%8B"19（8个数据）及!A$%!!A!#
19（!个数据），此外还有8#%19及%!#819的数据各%个。根据样品岩石学特征、碎屑锆石(.组构及=;*>年代

学特征，结合沉积学及区域构造演化等分析，初步认为：" 乌兰敖包处原阿木山组下段可能为晚三叠世沉积，与研究

区西部及北山地区晚三叠世珊瑚井组相当，应从晚石炭—早二叠世阿木山组中解体出来；# 乌兰敖包剖面阿木山组

逆冲推覆于上三叠统之上的构造形式，应该是内蒙古中西部及甘肃北山地区早中侏罗世晚期大规模逆冲推覆构造

的反映；$ 取样砂岩的物源主要为研究区东部海西期、加里东期侵入岩、早中二叠世火山岩与火山碎屑岩及太古宙

与元古宙变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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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地块北缘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阿拉

善盟至中蒙边境的广大地区，大地构造上处于华北

板块、塔里木板块、西伯利亚板块与其南缘褶皱带及

阿拉善地块的结合部位（吴泰然等，4WW3）。受构造

位置差异及火山活动不均一性影响，区内前中生代

沉积 建 造 在 不 同 构 造 部 位 差 异 较 大（王 廷 印 等，

4WW3；徐学义等，6XXU）；并且受后期构造改造影响

（李 述 靖 等，4WWY；Z&’$0&$*,[，4WW\；郑 亚 东 等，

4WWU），各地层单元多以构造岩片的形式出露，具整

体无 序 而 局 部 有 序 的 有 限 史 密 斯 地 层（冯 庆 来，

4WWW）或介于史密斯地层与非史密斯地层之间的过

渡地层类型（张克信等，4WW2；殷鸿福等，4WWU）的特

征。加之自然条件恶劣，基础地质研究程度较低，古

生物资料相对匮乏，这不仅阻碍了对区内出露各断

块地层时代的确定及区域地层对比，影响了正常地

层序列的建立，而且制约了对本区构造演化及沉积

古地理特征的了解，进而影响了对其石油地质条件

的认识。

盆地陆源碎屑沉积物作为区域构造背景控制下

的蚀源区（或隆起区）与沉积盆地演化有机结合配置

的产物（闫义等，6XX6），记录了洋陆变迁、盆山耦合

及其演化历史，可以用来示踪源区、反演构造演化历

程等 信 息（]".L"$/#$)$+OC.-’L，4W2W；]".L"$/#$，

4WUY；̂#/’()$+_#(/.&，4WU\）。近年来，碎屑锆石年

代学研究被广泛应用于限定沉积地层的时代（如I’D
+#)$+K("L//#$，4WW\；]&C">’&$*,[，6XX2；第五春

荣等，6XXU），示踪沉积物源区（J",,$’(&$*,[，6XX3；

5#’.&’()$+O.#!!，6XX\；胡波等，6XXW）、确定沉积盆

地基底性质及其构造演化等（O>"!&"’/&$*,[，6XX4；

李亚萍等，6XX2；JC&$*,[，6XX2）。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在阿拉善地块北缘东部晚

石炭 早二叠世阿木山组采集砂岩样品，利用S<A@
5O技术进行锆石年代学研究，并对取样地层时代、

物质来源、区域地层序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4 区域地质概况

研究区以雅干断裂、恩格尔乌苏断裂及巴丹吉

林断裂为界，自北向南依次划分为雅干构造带、珠斯

楞 杭乌拉构造带、沙拉扎山构造带及诺尔公 狼山

构造带（吴泰然等，4WW3）（图4)）。

雅干构造带主要发育以中奥陶世火山岩 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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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研究区地质背景（"）及采样位置图（#）（底图据!$%&万地质图三道桥幅!）

’()*! +,-./0(-1,..(0)/2.3,1.456"7,"（"）"051"89:(0)1(.,1（#）（#"1,8"9"2.,7!$%&&&&&;"05"/<("/;3,,.!）

"—雅干构造带；#—珠斯楞 杭乌拉构造带；$—沙拉扎山构造带；%—诺尔公 狼山构造带；!—渣尔泰群；%—阿木山组；=—中下二叠

统；>—加里东期侵入岩；?—海西期侵入岩；@—上三叠统；A—白垩系；B—第四系；C—采样位置；!&—不整合面；!!—断层

"—D")"01.74-.47":#,:.；#—E341(:,0)FG"0)H4:"1.74-.47":#,:.；$—;3":"I3"13"0J/40."(01.74-.47":#,:.；%—K4/,7)/0)FL"0)13"01.74-M

.47":#,:.；!—E3",7."(N7/49；%—O8413"0’/78".(/0；=—L/H,7"05J(55:,P,78("0；>—Q":,5/0("0(0.741(R,7/-S1；?—G,7-60("0(0.741(R,

7/-S1；@—T99,7+7("11(-；A—Q7,."-,/41；B—U4".,70"76；C—1"89:(0)1(.,；!&—40-/02/78(.6；!!—2"4:.

岩为主的不成熟岛弧建造及晚泥盆世至中石炭世火

山岩 碎屑岩组合；珠斯楞 杭乌拉构造带主要发育

早古生代被动陆缘型碎屑岩 碳酸盐岩建造及晚古

生代活动陆缘型火山岩 碎屑岩建造；沙拉扎山构造

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北部晚古生代岛弧花岗岩及

南部以火山岩 碎屑岩为主的弧后盆地建造；诺尔公

狼山构造带主要出露前寒武纪基底岩系（包括阿拉

善群和渣尔泰群）及加里东期、海西期侵入岩（吴泰

然等，!CC=）。

样品采集于研究区东部沙拉扎山构造带与诺尔

公 狼山构造带接触部位，地理位置上位于乌拉特后

旗海力素西南!&S8的乌兰敖包处。地层自老至新

主要有新太古代—古元古代乌拉山群（属于阿拉善

群，出露于图!#南侧%=S8处）、中元古代渣尔泰

群、晚石炭—早二叠世阿木山组、中下二叠统及白垩

系（图!#）。乌拉山群岩性主要为黑云斜长片麻岩、

黑云角闪片麻岩，夹斜长角闪岩及大理岩。渣尔泰

群岩性以片岩及片麻岩为主，夹少量千枚岩、炭质板

岩及结晶灰岩。阿木山组指分布于内蒙古中西部地

区，以碎屑岩与碳酸盐岩互层，局部发育火山岩及火

山碎屑岩为特征的晚石炭世—早二叠世浅海相建造

（中国地层典编委会，%&&&）。从区域资料!看，该区

阿木山组剖面自下而上可分为=个岩性段（图%）：下

段主要为灰白色砂砾岩（即样品采集层段，后厘定为

上三叠统，详见后文）；中段主要为灰色紫红色岩屑

砂砾岩夹灰岩透镜体，与下段断层接触（后修订为下

段）；上段下部为厚层灰岩夹紫灰色泥岩，向上砂砾

岩增加，并逐渐过渡为石英质砾岩（后修订为上段）。

后两段石灰岩中常含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常见生物

分子，如!"#$#%#$&’19*、()*’#+)’),#-*19*等。中下

二叠统不整合于阿木山组之上，为一套滨海 浅海

相中酸性火山碎屑岩及中性火山岩建造夹碎屑岩建

!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区域地质调查队*!CB!*三道桥幅地质图及报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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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乌兰敖包中古生界地层柱状图

"#$%! &’()’#$()*+#,,-./01-2345-6-#,78).4-6-#,5’()’)
#19/.)1)-:)-

;—中细砾岩；!—细砾岩；<—含砾中粗粒砂岩；=—石英长石粗粒

砂岩；>—岩屑长石粗粒砂岩；?—石英岩屑中粒砂岩；@—石英岩

屑细砂岩；A—铁质石英细砂岩；B—粉砂岩；;C—粉砂质泥岩；

;;—含粉砂泥岩；;!—千枚岩；;<—凝灰岩；;=—角砾 凝 灰 岩；

;>—安山玢岩；;?—石灰岩；;@—硅化灰岩；;A—蜓；;B—珊瑚；

!C—透镜体；!;—断层；!!—不整合面；!<—冲刷；!=—采样层位

;—04D#/07’-2#147$()#14D,-1$.-04()’4；!—2#147$()#14D,-1$.-04(E
)’4；<—04D#/07’-,-)(547$()#14D5)1D5’-14F#’+,-1$.-04()’4；=—

,-)(547$()#14DG/)(’624.D5*)’+#,5)1D5’-14；>—,-)(547$()#14D.#’+#,
24.D5*)’+#,5)1D5’-14；?—,-)(547$()#14DG/)(’6.#’+#,5)1D5’-14；@—

2#147$()#14DG/)(’6.#’+#,5)1D5’-14；A—2#147$()#14D24((/$#1-/5
G/)(’65)1D5’-14；B—5#.’5’-14；;C—5#.’H0/D5’-14；;;—0/D5’-14
F#’+5#.’；;!—*+H..#’4；;<—’/22；;=—.)I)’/22:(4,,#)；;>—)1E
D45#’#,*-(*+H(#’4；;?—.#045’-14；;@—5#.#,)’4D.#045’-14；;A—

2/5/.#1#D；;B—,-().；!C—.4154；!;—2)/.’；!!—/1,-12-(0#’H；!<—

5,-/(；!=—5)0*.#1$+-(#6-1

造。白垩系为一套陆相河湖沉积，岩性主要为砂岩、

砾岩及泥岩，夹少量火山岩，不整合于其下各地层单

元之上。

! 采样位置及样品特征

样品采自乌兰敖包阿木山组下段，地理坐标为

东经;C?J!;K=C%;L、北纬=;J;AK<A%<L。岩性为灰白

色中粗粒石英长石砂岩。

该套地层岩性主要为灰白色中细砾岩、中粗粒

岩屑、石英长石砂岩。岩层厚度较大，分布广泛。显

微镜下，采样砂岩呈不等粒结构，主要由长石、石英

和岩屑组成，颗粒支撑，孔隙胶结。岩屑以中酸性火

山岩为主，少量黑云母及碳酸盐岩岩屑。所有碎屑

分选及磨圆均较差，显示出近缘快速堆积的特点。

< 分析测试方法及测试结果

用于测年的锆石由河北廊坊科大岩石矿物分选

技术服务公司分选。具体流程为：将选取的?M$砂

岩样品粉碎至?C目以下，先用磁选和重液方法粗选

锆石，然后在双目镜下将锆石颗粒逐一挑出，共挑选

锆石颗粒;CCC余粒。

锆石的制靶、NO图像及P78:同位素含量测定

均在西北大学大陆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具

体方法为：将锆石颗粒粘在双面胶上，后固定在透

明的环氧树脂中，和树脂一起打磨抛光，直至露出锆

石的内部以适合QN873&分析。抛光后的锆石首先

进行反射光照相，以观察其抛光面有无裂隙及包裹

体等，后进行阴极发光照相，所得的NO图像用来进

一步反映锆石的内部结构特征。NO图像采用装有

3-1-NQ<R阴极发光系统的扫描电镜拍摄，锆石的

P78:同位素含量测定在该实验室使用带有S4-E
O)5!CC3激光剥蚀系统的T$#.41’@>CC)QN873&测

定。用标准硅酸盐玻璃UQ&V?;C进行仪器最佳化，

采用B;>CC标准锆石作为外部校正，激光束斑直径

为<C!0，详 细 的 分 析 过 程 和 参 数 见 W/)1 等

（!CC=）。普通8:的校正采用T1D4(541（!CC!）的方

法。样品的同位素比值及元素含量计算采用S.#’’4(
（I4(%=%C，3),G/)(#4/1#I4(5#’H）程序，年龄计算及年

龄谱图的绘制采用Q5-*.-’（I4(!%=B）程序完成。

对样品中@B粒锆石进行了OT7QN873&定年，

获得了AC个测点的分析数据，符合年龄分布统计的

;?!第<期 陈登超等：阿拉善地块北缘乌兰敖包上三叠统地层的厘定———来自激光QN873&碎屑锆石P78:年龄的制约

 
 

 
 

 
 

 
 

 
 

 
 

 
 

 
 

 
 

 

 

 

 

 

 

 

  

 
 

 



要求（!"#$"%!"#$&，’())；*+,-++$./，0112；3%4
#+,$+%，0115）。古老锆石（!’11167）多存在着一

定程度的铅丢失，但0189:和01;9:在相同的初始条件

和共同的地质构造环境中具有同步变化的特征，两

者保持相对稳定的比值。因此采用0189:／01;9:年龄

来代 表 岩 石 的 成 岩 年 龄 更 为 可 靠（<=7%>!"#$&，

011?）。同时，结合01;9:／0?)@来计算碎屑锆石的谐

和性，剔除0189:／0?5@相对于01;9:／0?)@偏差!（"）

’1A的年龄数据［对!’11167的年龄数据而言，剔

除01;9:／0?)@相对于0189:／01;9:偏差!（"）’1A的

数据］，但其中有5个年龄数据谐和度介于))A!
(1A之间，也给予保留。本次研究共获得81个有效

年龄数据，表’列出了所有测点的@／9:同位素组

成和表面年龄计算结果，其中同位素比值的误差为

’"，单个点的年龄误差为’"，加权平均年龄具(5A
的置信度。

阴极发光特征显示（图?），多数碎屑锆石具有清

楚 的韵律环带结构。表’中测点分析数据表明，碎屑

图? 样品碎屑锆石阴极发光图像（图中仅标出有效年龄数据）

BCD&? !+E,C7=FC,."%GHC-7D+"IE/+$7-J=+（"%=KL7=C#7D+#7E7$/"M%C%E/+ICDN,+）

0;0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0(卷

 
 

 
 

 
 

 
 

 
 

 
 

 
 

 
 

 
 

 

 

 

 

 

 

 

  

 
 

 



 
 

 
 

 
 

 
 

 
 

 
 

 
 

 
 

 
 

 

 

 

 

 

 

 

  

 
 

 



 
 

 
 

 
 

 
 

 
 

 
 

 
 

 
 

 
 

 

 

 

 

 

 

 

  

 
 

 



 
 

 
 

 
 

 
 

 
 

 
 

 
 

 
 

 
 

 

 

 

 

 

 

 

  

 
 

 



锆石!"#$表面年龄分布较宽，从%&’(’)&*+到

%,%%(-)./*+；%0%12／%0’!比值除去,.号测点小

于3(%外（3(/%），均大于3(%，介于3(%!/(%,之间。

上述特征表明，样品中碎屑锆石以岩浆锆石为主，少

量变质锆石。

从%3,#$／%0’! %3-#$／%0&!谐和图（图.）可知，除

去少量测点外，样品中所有有效测点基本落在谐和

线上，呈现出良好的谐和性。

据锆石年龄分布特征（图&），将样品中碎屑锆石

!"#$表面年龄大致分成以下几段：

（/）%,3/!%,%0*+：%个数据（图0中.3与

./）。%0%12／%0’!分别为3(4%与3(.’，表明两者均

图. 样品碎屑锆石%3,#$／%0’! %3-#$／%0&!谐和图

5678. 96:;<=%3,#$／%0’! %3-#$／%0&!;<=;<:>6+>6+7:+?
<@A2BC+?DEB

图& 样品碎屑锆石!"#$年龄分布直方图

5678& F6CA<7:+?<@>BA:6A+EG6:<=!"#$+7B>6CA:6$HA6<=<@
A2BC+?DEB

系岩浆锆石。IJ组构显示，锆石.3呈不明显的核

幔结构，晶形破碎，略具磨圆。而锆石./具有明显

的核边结构，表明此锆石经历过后期的热改造作用，

锆石晶形完整，磨圆较好，呈圆状。后者年龄为核部

年龄，代表了岩浆锆石的形成年龄。

（%）/,.%!/-&3*+：-个数据（图0中3.、/,、

/-、.-、,,、-%及-’）。锆石IJ组构分为两类：一类

具有清楚的韵律生长环带（如/-和-%），另一类具明

显的核边构造（如3.、/,、,,、-’）或无结构（如.-）。

%0%12／%0’!介于3(.%!3(4/之间，表明两者均为岩

浆成因锆石，后者可能经历了后期的热改造作用。

锆石大多晶形完整，呈短柱状，磨圆较差，多呈棱角

次棱角状。

（0）/%0-*+：/个数据（图0中0-）。%0%12／
%0’!为/(%,。IJ组构显示，锆石具明显的幔边结

构。核部颜色较暗，内部无结构。边部颜色明亮，可

能系后期热事件改造所致。此年龄为核部年龄，代

表了岩浆锆石的形成年龄。边部宽度较窄，无法获

取有关热事件的年代学信息。锆石颗粒呈柱状，略

具磨圆。

（.）-0/*+：/个数据（图0中%’）。IJ组构显

示，锆石韵律环带不发育，具不甚清楚的核边结构。

%0%12／%0’!为3(&/，系岩浆成因锆石。锆石颗粒晶

形完整，呈柱状，略具磨圆，呈次棱角 次圆状。

（&）.3/!...*+：/%个数据（图0中30、/,、/-
等）。锆石IJ组构可分为两类：一类具有清楚的韵

律生长环带（如3.、/%、/0、/4、%&、.%与-.），另一类

发育不规则的补丁状结构（如%4、0%、.,及,.）或明

显的核边结构（锆石&3）。除去锆石,.外，多数锆石

%0%12／%0’!介于3(%3!3(-0之间，表明此组锆石主

要系岩浆成因锆石。锆石,.的%0%12／%0’!为3(/%，

表明其属变质成因锆石，其年龄反映了此次变质作

用的时限。除去少量锆石外，大多锆石晶形完整，呈

自形柱状或短柱状。磨圆较差，多呈棱角 次棱角

状。

（,）%&’!034*+：.-个数据（图0中3/、3%、3&
等）。峰值年龄为%-&*+。%0%12／%0’!介于3(%4!
/(%0之间。锆石IJ组构分为两类：一类具有清楚

的韵律生长环带，系岩浆成因锆石；另一类锆石不发

育或具有不清楚的韵律生长环带，或具有补丁状结

构，少量锆石见暗色增生边，表明锆石形成后可能受

到热液活动的影响。锆石大多颗粒完整，呈柱状或

短柱状，少量晶形破碎。锆石磨圆较差，多呈棱角

,,%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4卷

 
 

 
 

 
 

 
 

 
 

 
 

 
 

 
 

 
 

 

 

 

 

 

 

 

  

 
 

 



次棱角状，显示出近缘沉积的特征。

! 讨论

!"" 取样地层时代

前述可知，区内地层具有限史密斯地层的特征

（冯庆来，#$$$），出露不连续，且多以断块或构造岩

片的形式出现。出露断块时代的确定首先是依据古

生物资料，在古生物资料匮乏的地区及层段，主要是

利用层段之间的接触关系及区域地层进行对比。但

对造山带地区而言，各层段之间的接触关系本来就

极为复杂，加之地表出露条件较差，接触关系不甚明

确。再者，由于地层沉积的旋回性，不同时代，相同

沉积背景中，均可以形成相似的沉积建造及组合。

因此，研究区内部分出露的各地层的时代判定具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以乌兰敖包原阿木山组剖面为

例，如前所述，阿木山组中上两段含有晚石炭世及早

二叠 世 的 常 见 生 物 分 子，如 蜓 !"#$#%#$&’%&"及

()*’#+)’),#-*%&"，其时代为晚石炭世—早二叠世。

但对于下段（即取样地层单元）而言，未见古生物化

石，且与中段为断层接触。因此，其时代存在较大的

疑问。

从锆石’()*年代学来看，取样砂岩中有!+个

碎屑锆石’()*表面年龄介于晚石炭世与二叠纪，其

中晚石炭世,个，二叠纪!!个，最小年龄为-.$/0
（表#），说明该砂岩可能形成于晚二叠世或者更晚的

地质时期，其层位不应归于阿木山组。

从构造演化看，研究区于早中三叠世发生造山

作用，普遍缺失中下三叠统，上三叠统发育也极为局

限，仅在阿拉善左旗尼除滚哲勒德!、额济纳旗西路

井及旱山(涌珠泉一带"发育以灰绿色、紫红色砂砾

岩为特征的陆相磨拉石建造，后两者与甘肃北山地

区晚三叠世珊瑚井组大体相当"。早中侏罗世，全区

以断陷湖盆沉积为主，发育一套灰绿色、棕色陆相含

煤碎屑建造（郑亚东等，#$$1）。在早中侏罗世晚期，

研究区及其周缘的甘肃北山及内蒙古中部大青山地

区均发生大规模的逆冲推覆构造，古老地层推覆在

新地层之上（多为元古界及古生界推覆于中生界三

叠系及下中侏罗统之上），并且推覆面极缓（郑亚东

等，#$$1；王涛等，-22-）。乌兰敖包剖面处，原阿木

山组也具有上述特征：其中上两段逆冲推覆在采样

砂岩所处的下段粗碎屑岩之上，两者之间产状变化

不大，推覆面平缓。由此可见，推覆面之下，原阿木

山组下段的时代很可能是晚三叠世或早中侏罗世。

从沉积特征看，下段底部发育砾岩，上部主要发

育粗砂岩夹细砾岩，整体略具正粒序。砾岩中砾石

成分以中酸性火山岩为主，少量石英岩及片麻岩，砾

径大小不一，一般-#-234，最大可达!234，砂质

胶结，颗粒接触，分选差，磨圆中等 好；砂岩以灰白

色中粗粒石英长石砂岩、岩屑长石砂岩为主，发育大

型槽状交错层理及正粒序层理。总体上看，下段应

为冲积扇 辫状河沉积。这显然有别于以浅海相碎

屑岩 碳酸盐岩建造为特征的阿木山组及以灰绿色、

棕色陆相含煤碎屑建造为特征的中下侏罗统。从沉

积特征上看，这套地层具有陆相磨拉石建造的特征，

与北山地区晚三叠世珊瑚井组特征相似。因此，其

时代很可能为晚三叠世。

综上所述，结合碎屑锆石’()*年代学、区域构

造演化及沉积学的综合研究，本文认为乌兰敖包剖

面原阿木山组下段不应归属于晚石炭世 早二叠世

阿木山组，并将该剖面原阿木山组解体，将阿木山组

限定为原剖面中上两段（重新修订为上下两段），以

碎屑岩 碳酸盐岩互层为特征，含晚石炭世—早二叠

世 类化石：!"#$#%#$&’%&"及()*’#+)’),#-*%&"，而

将其下段以陆相磨拉石建造为特征的粗碎屑岩段划

归到上三叠统，区域上可与北山地区珊瑚井组对比

（图-）。

!"# 碎屑锆石物质源区

沉积构造、镜下特征及锆石形态特征均表明，砂

岩系近缘快速沉积产物。沉积古地理演化也表明，

中生代及以后，研究区已进入到陆内造山构造演化

阶段，以内陆断陷湖盆沉积为主（周立发等，#$$.）。

因此，采样砂岩只可能来源于其周缘出露的地质体。

锆石56组构特征及-,-78／-,1’比值表明，这些锆石

多系岩浆锆石，部分为变质成因锆石。

（#）#9!-#-9-,/0，锆石的56组构及-,-78／
-,1’表明，这些锆石包括变质锆石及岩浆锆石两种。

由前述可知，在研究区东部及北部的诺尔公 狼山构

造带中出露大量古老基底：阿拉善群（包括乌拉山

群）及渣尔泰群。阿拉善群（包括乌拉山群）为一套

! 宁夏地质矿产局"#$1#"哈日奥日布格地质图及报告（#:-2万）

" 甘肃地质局"#$+$"路井幅地质图及报告（#:-2万）"

+9-第,期 陈登超等：阿拉善地块北缘乌兰敖包上三叠统地层的厘定———来自激光;5)(/<碎屑锆石’()*年龄的制约

 
 

 
 

 
 

 
 

 
 

 
 

 
 

 
 

 
 

 

 

 

 

 

 

 

  

 
 

 



深变质的片岩、片麻岩组合，原岩为新太古代至古元

古代的碎屑岩、碳酸盐岩及火山岩，其年龄主要集中

在!"""!!#""$%（耿元生等，!""&）。查尔泰群为

中元古代早期裂陷槽的沉积建造，主要由变质陆源

碎屑岩、碳酸盐岩和中基性火山岩组成（牛树银等，

’(()），其时限大致为’*""!’+""$%（乔秀夫等，

’((’），具有’,’&、’&’!（董申保等，’(+&）及’#*)
$%（-.!"#$/，!""#）的同位素年龄。上述阿拉善群

及渣尔泰群的岩石组成及其同位素年龄与样品中太

古宙及元古宙碎屑锆石所反映的信息相同，应为上

述锆石的物质来源。

（!）’!)#$%及#)’$%，两者均系岩浆成因锆

石年龄。在研究区尚未发现与之相对应的地质体，

仅在阿拉善地块南缘的龙首山基底变质岩层中见有

相同年代的花岗伟晶岩（’’""!#()$%）（周良仁

等，’(+(）。显然，在中生代，研究区南缘的碎屑物质

不可能越过区内众多断陷盆地而进入研究区东部。

因此，此二粒锆石的物质来源及其所反映的信息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锆石0-组构及!)!12／!)+3
表明，此类锆石包括岩浆锆石及变质锆石两者。纵

观研究区，恩格尔乌苏断裂以南均无早古生界发育，

只在沙拉扎山构造带（王廷印等，’((*）及诺尔公 狼

山构造带发育加里东期侵入岩，两者属同期拉张作

用的产物（吴泰然等，’(()；王廷印等，’((*）。后者

岩性以变质橄榄岩、辉绿岩、闪长岩及花岗岩为主，

其中花岗岩具有*’!$%的4567年龄"与此组年龄

大致吻合。因此，沙拉扎山构造带及诺尔公 狼山构

造带中加里东期（变质）侵入岩是此类锆石最可能的

物质来源。

（*）!,(!)"+$%，以岩浆岩锆石为主，是取样

砂岩物质来源的主体。由前述可知，研究区东北部

时代与之相当的地质体主要包括区域上广泛分布的

早中二叠世中性火山岩与中酸性火山碎屑岩以及在

其东侧与东南侧诺尔公 狼山构造带中大量发育的

海西期花岗岩，后者岩性以黑（二）云母花岗岩、黑云

（角闪）斜长花岗岩为主，具有!&#!)"!$%的4567
年龄"、#。此外，在诺尔公 狼山构造带西延的卡休

他他一带，相应的海西期石英闪长岩及石英二长岩

具有!#,!!#+$%的*"675)(67年 龄（赖 新 荣 等，

!""#）。这些岩浆岩可能是晚古生代查干础鲁 霍尔

森弧后盆地洋壳向南消减俯冲所形成的大陆边缘弧

的产物（王廷印等，’((*）。因此，诺尔公 狼山构造

带中海西期岛弧型花岗岩及乌兰敖包一带早中二叠

世中性火山岩及中酸性火山碎屑岩是取样砂岩中最

主要的物质来源。

, 结论

（’）乌兰敖包处原阿木山组下段砂岩的下限年

龄为!,(8,$%，结合沉积特征、区域构造演化等的

分析，笔者认为该套地层可能系晚三叠世沉积，与研

究区西部及北山地区晚三叠世珊瑚井组相当，应从

晚石炭—早二叠世阿木山组中解体出来。

（!）阿木山组逆冲推覆于上三叠统珊瑚井组之

上的构造形式，可能是内蒙古中西部及甘肃北山地

区早中侏罗世大规模逆冲推覆构造的反映。

（)）砂岩的物源主要为研究区东部海西期、加

里东期侵入岩、中下二叠统火山岩与火山碎屑岩及

太古宙与元古宙变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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