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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蒙古中部白云鄂博地区的早古生代弧一盆构造体系是构成南蒙古洋板块与华北板块俯冲带的重要组

成部分。岛弧岩系由中下奥陶统包尔汗图群钙碱性火山岩与侵八其中的岛弧深成岩组成}弧后盆地主要由中下

奥陶统呼和艾力更组石英砂岩、绿泥片岩、粉砂质板岩等组成，为一套受理石建造正常碎屑岩央基性、凡山岩。而

且在岛弧岩系的南倒乌德一带首次发现并确定了一条构造混杂带，它们在构造上与早古生代期间南蒙古洋板块

和华北板块相互碰撞有直接的成生联系．为研究本区早古生代期间古板块构造活动提供了新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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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白云鄂博地区早古牛代弧一盆构造

体系位于华北地块北部大陆边缘陆壳增生带，对

研究华北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碰撞演化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是广大地质T作者所关注的目

标。二t世纪八、九十年代，李春昱q)、王荃、唐

克东、邵济安等老一辈地质学家曾经对该地区的

板块构造活动进行了详细研究[，～⋯。近年来，

随着本地区相继开展的1：5万区域地质调查和

1：5万区域片区总结和】：25万国土资源大调查

工作的完成，获得了大量新的地质资料，对华北

板块北缘早古生代陆壳增生带有了许多新的认

t}{。本文巾将以近期所取得的最新资料为基础，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本地区早古生代弧一盆构

造体系的形成演化做进一步的讨论，为研究内蒙

古中部地区早古生代占蒙古洋板块向华北板块

下插俯冲提供新的证据。

1区域地质概况

自云鄂博地区大地构造部位横跨两种性质

完全不同的二级构造单元(图1)。以乌兰布拉

格一呼吉尔图大断裂为界，南为华北地块，北为

华北板块jE部早古生代大陆边缘增生带。早古

生代期间，由于古蒙古洋板块的扩张、俯冲消减

等，在大陆边缘形成了一套较为典型的弧一盆体

系及构造混杂带，客观地记录了本区早古生代板

块活动的历史。

2乌德火山岛弧

火山岛弧是洋壳下插熏熔、上升喷溢的产

物，它直接反映了板块活动的踪迹，是划分占板

块活动边界的基本标志之一。乌德火山岛弧分

布在大洋边缘靠近大陆一侧，为典型的活动陆缘

型岛弧。

2．1岛弧岩系的基本特征

火山岛弧的组成主要为中下奥陶统包尔汗

图群哈拉组、布龙山组安山质火山岩、火山碎屑

岩及岛弧深成岩，火山岩构成岛弧主体，岛弧深

成岩侵入其中。岛弧火山岩系以熔岩类为主，计

有强阳起石化杏仁状玄武岩、蚀变角闪安山岩、

杏仁状蚀变辉石安山岩、碧玄岩、细碧岩、流纹岩

等。火llJ碎屑岩类有安山质凝灰岩，安山质晶屑

凝灰岩及安山质含角砾晶屑凝灰岩等，多为中性

火山碎屑岩类；岛弧深成岩由闪长岩、石英闪长

岩、斜长花岗岩等组成。

岛弧火山岩系的si02含量为44，51％～

74．13％，Fe()为0．91蹦～8．55％，Na20为

o．72％～6．1 7％，K2()为O．06％～1．24％，

Na20／K20>1(见表1)，o为O．4～5．44．属钙

碱性系列，具有TH系列火山岩的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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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一——火山岩巾微量元素含量与其形成的构造环

境密切相关，由表1可以看出，岛弧火山岩组合

玄武岩中大离子亲石元素(LILE)Rb的丰度值

为2()．6×10 ，sr的丰度值为204．7×10 6，Ba

的丰度值为370×10 6，K20为o．72×10 ．

Th为6，4×10～，强相熔元素cr为327×

1() ，Ni为169．6×10 6；安山岩中的大离子亲

石元素Rb的丰度值范围为t1．3×1()6～53．

4×1()6，sr的丰度值范围为1 55．5×10—6～

916。9×10—6，Ba的丰度值范围为160×10
6

～557x 10—6，K20为0．06×10一2～0．68×

1()2，Th的丰度值范围为1．】×10 6～12．5

×10～，总体表现为富集大离子亲石元素。

岛弧深成岩si02含量在56．76％～

69．24％之间，主要为中性岩(表1)，A12()3>

15％，Mgo含量在1．08％～3．27％之间，多小

于3％，Mg#值在o．38～o．48，Na2()／K20多

Ia＆HⅢ‰Eu Gd Tb毋№Ef Tm Yb Lu

图3 岛弧深成岩稀土元素配分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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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构造环境的判别

岩浆岩组合和岩石成分与大地构造环境的

密切关系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地质学家所接受，判

断岩浆岩形成的构造环境，除从岩石地球化学人

手外，还应结合区域构造的演化。这是因为钙碱

性岩浆地球化学特征，不仅取决于形成的构造环

境，有时还取决于源区。

对上述火Iil岩组合中的玄武岩、安山岩在w

(MnO)×10一w(Ti02)一w(P205)×10三角图

上(图5)投点，所有投点均落人岛弧玄武岩区

(TAB)。地球化学方面明屁富集大离子亲石元

素(K、Rb、sr、Ba、T11)。本区安山岩的稀土元素

大于1，在1．30～3．26之间。d一1．305～

2．411，A／cNK—o．90～1．07，为准铝质的钙

碱性岩石。

岛孤深成岩稀土总量普遍较低(表1)，Z

REE一(63．41～136．95)×10～，成分变化区

间较大。∑ce／∑Y=2．89～2()．63，为轻稀土

富集型，(La／Sm)N一2．18～7．37，(Gd／Yb)N

一1．57～3．607，反映出轻稀土分馏程度要高

于重稀土的分馏程度。△Eu一0．96～1．226，

略具正铕异常。稀土模式曲线为右缓倾式(图

3，图中编号见表1)，而且不同岩石类型的模式

曲线极为相似，反映了它们的亲源性。

岛弧深成岩微量元素含量见表1，大离子亲

石元素Rb、sr、Ba含量较高，Rb一(40．3～91．8)

×10一，Ba一(435～639)×10 6，sr一(657～
●

1 232)×10 6，亏损HFSE。在微量元素蛛网图

中，具明显的sr正异常(图4，编号觅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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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4岛弧深成岩微量元素蛛阀圈

F唔4 Prjmitive mantel—norm8lized t∞ce eleⅡ峙nt spj咖r舯ms

组合特征与Bailey研究的3种造山环境安山岩

对比·尤其是对判别大地构造环境最敏感的w

(La)／w(Yb)、w(La)／w(Y)、w(P205)／w(La)、

w(zr)／w(Y)，明显可以看出，本区安山岩特征

与安第斯弧后安山岩相一致[“。

2．3形成时代

1993～1997年我们在此开展白云鄂博地区、

巴特敖包地区1：5万区调工作时，分别在岛弧深成

岩组合闪长岩及斜长花岗岩中获得一系列锆石u

—Pb表面年龄“7．535地、456．353№、469．2№、
473．4№、493．485 M1，结合其野外地质关系，确定

本区岛弧岩系的形成时代为晚奥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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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19．褐黄色含硅质条带灰岩

WfMn0)×10 Wf如O曲x10

图5 w【Mno】×lO—w(Tj啦)～w【^05)×10图解

Fig．5 wfMno)×10一w(Tj02)一w(P20s)×10 di雌r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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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弧后盆地

弧后盆地位于乌德火山岛弧南西侧，由于遭

受后期构造破坏、岩浆岩侵人以及中新牛界掩

盖，盆地沉移{物已所剩无，．。主要由中下奥陶统

呼和艾力更组石英岩、变质粉细砂岩、绿泥片岩、

二云母片岩、粉砂质板岩等组成，并遭受了低绿

片岩相变质作用改造。原岩为一套细碎屑岩、基

性火山岩，厚度大于608 m。底部与阿牙登组、

苏吉组呈断层接触，其卜被李三沟组角度不整合

覆盖。地层层序以达茂旗红旗牧场奥啕系呼和

艾力更组1P5剖面为代表，叙述如下：

呼和艾力史组(01 2^^)

27．灰白色细粒石英岩(未见顶)

>34．5m

26．灰白色二云石英片岩 21．7 m

25．灰白色绢云粉砂质板岩 37．3 m

24．灰黑色石英岩状粉砂岩 39．9 m

23．灰黑色强菱铁矿化绢云石英片岩

45．9m

22．灰绿色二云片岩与结晶灰岩互层

21．7m

21．灰黄褐色页片状泥晶灰岩夹薄层钙质板

岩 42．7 n1

20．灰白色绢云粉砂质板岩与薄层粉砂质板

40．1 m

59．Om

18．灰白色石英岩 28．5 m

17．跌白色二云石英片岩 20 m

16．灰白色石榴二云石英片岩 8．1 m

15．灰绿色铜矿化碳酸盐化绿泥片岩

1lJ H m

14．灰白色绢石石英岩 16．2 m

13．灰白色绢云长石浅粒岩 19．0 nl

12．灰白色绢云石英片岩 8．2 m

11．灰黑色含炭质绢云粉砂质板岩32．6 m

10．灰黑色绢云片岩 12．2 m

9．灰绿色变质粉砂岩 10．9 m

8．灰色绢云片岩 7．4 m

7．灰绿色含绿泥二云片岩 7．4 m

6．灰黑色含石榴二云片岩 16．9 m

5．灰绿色、绿泥片岩与泥质粉砂质板岩互层

24．6m

4．灰白色细粒石英岩 9．5 m

3．灰黑色细粒粉砂质板岩、硅质板岩9．5 m

2．灰白色石英岩 9．7 m

1．灰黑色绢云粉砂质板岩(未见底)

13．6 m

碎屑物质来源主要是靠近大陆边缘的陆缘

剥蚀区，其中也夹杂有一定数量岛弧成分的碎屑

物质。从沉积盆地的岩石组成及分布特征可以

看出，沉积盆地具有深度展布的不对称性，即具

复理石建造的碎屑岩靠近陆缘发育，而砂泥质岩

石和火LII岩则发育在盆地的中心。

4乌德构造混杂带

分布于乌德南一带，走向北西 南东，宽处

町达2 km，窄处有百余米。南界、西界被下白垩

统李二沟组掩盖，北界与下泥盆统查十哈布组断

层接触，东界被上白垩统二连组覆盖，总长度约

20 km(图】)。

4．1构造混杂带的岩石组合特征

混杂带是由不同时代、不同岩性、不同构造

特征的岩块组成的杂乱堆积体，它摹本由原地岩

块、异地岩块和基质三部分组成。

异地岩块：为具洋壳性质的蛇纹岩、层状辉

长岩、透辉石岩、闪斜煌斑岩、超基性岩、阳起石

岩、滑石片岩；具结晶基底性质的古元古界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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