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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天山艾肯达坂一带铁木里克组

的确立及对造山时限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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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疆西天山艾肯达坂以东出露一大套陆相磨拉石建造，厚度约2 800 m，角度不整合在合煤系的石炭系

科古琴山组之上，主要岩性是砾岩、粗砂岩夹少量细砂岩、粉砂岩。由于其中化石稀少，时代难以确定。1971年新

疆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大队完成的l：20万小布鲁斯台幅称其为早二叠世下亚组和上亚组。作者于2004年在此

处进行1：5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时发现了一层灰岩，其中找到了蚌壳等淡水动物化石，确定其时代为晚二叠世，

并将其划归为铁木里克组。铁木里克组经受了二叠纪末期的构造运动，被产状平缓的侏罗系中下统水西沟组角度

不整合覆盖，三叠系缺失，以此来确定本回造山时间应在二叠纪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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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位于伊梨地块和塔里木板块之间的南天山造

山带，经历了复杂的构造演化和地壳增生过程。传

统的槽台理论视之为加里东和华力西多旋回褶皱

带旧，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晚古生代碰撞造山带p～，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晚海西一印支碰撞造山带用，

或三叠纪碰撞造山带嘲。造山带的碰撞时代可以通

过许多方法进行研究，其中磨拉石盆地沉积物提供

的时代可以用来限定其碰撞造山的时代上限。一般

说来，蛇绿岩只是保留下来的古洋岩石圈残片的极

小部分，尽管是古洋盆的直接记录，但推演古洋盆

演化的更多信息实际上是保留在相关的陆缘岩系

中。

新疆西天山艾肯达坂以东乌兰萨拉地区出露

一大套陆相磨拉石建造，厚度约2 800 m，角度不整

合在含煤系的石炭系科古琴山组之上，主要岩性是

砾岩、粗砂岩夹少量细砂岩、粉砂岩。由于其中化石

稀少，时代难以确定。1971年新疆地质局区域地质

测量大队完成的l：20万小布鲁斯台幅称其为早

二叠世下亚组和上亚组。作者于2004年在此处进

行l：5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时发现了一层灰岩，

找到了蚌壳等淡水动物化石，确定其时代为晚二叠

世，并将其划归为铁木里克组，属于伊宁地层小区。

位于艾肯达坂西侧的巩留哈米斯特、新源至铁

木里克一带，与其相当的地层岩性为紫、灰紫色中

细砾岩、粗砂岩、粉砂岩及隐晶灰岩组成19I，王作勋

等翻重新鉴定的铁木里克组包括塔姆其萨依组为火

山碎屑岩、陆源碎屑岩夹页岩及泥灰岩。泥灰岩中

含较多蹦aeo彻odonta化石。厚度1 050—2 90l m。

在阿吾拉勒山等地，地层中含沥青质页岩和沥青质

砂岩，是可能的含石油层位。伊宁凹陷以上二叠统

铁木里克组为主要烃源岩，形成了晚二叠世自生自

储和晚二叠世至三叠世下生上储两套含油气系统∞。

因此，对铁木里克组的研究意义比较重大。

2地质背景

区内最老的地层为古元古界那拉提群，那拉提

群下亚群在测区为一套中深变质岩系，呈东西向带

状分布。下部岩性主要为灰白色大理岩夹蛇纹石化

橄榄石大理岩、灰色斜长角闪岩夹黑云片岩、二云

片岩；上部岩性主要为灰色麻点状斜长角闪岩、灰

色条带状细粒黑云斜长片麻岩。原岩为一套火山熔

岩和浅海相碳酸盐岩建造。在乃木代西山梁上黑云

片岩、二云片岩中顺片理侵入很多石英脉，石英脉

宽3。20 cm。手标本上能见着明金和孑L雀石，富含

金、银、铜等。那拉提群上亚群在测区为一套中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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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四系；2．铁木里克组二段；3．铁木里克组一段；4．科古琴山组；5．阿克沙克组二段；6．艾肯达板组；7—10．大哈

拉军山组一至四段；11．那拉提群；12．伊克铁木尔晚二叠世壳源序列；13．早道普萨拉晚二叠世混源序列；14．敦德

艾肯晚石炭世混源序列

质岩系，下部岩性主要为灰白色石英岩、石英片岩、

黑色黑云千枚岩、灰黑色黑云斜长片麻岩等；上部

岩性主要为灰白色绢云片岩、灰黑色黑云千枚岩、

灰色钙质千枚岩、灰白色含绿泥千糜岩，原岩主要

为一套碎屑岩一沉积火山岩建造。其四周皆为

断层。

下石炭统大哈拉军山组的主要成分为大量的

火山岩和陆源浊积岩，间有少量的碳酸盐岩等。按

岩性及火山喷发旋回进一步分为四段。火山岩岩性

以安山质熔结凝灰岩、浅灰色安山质角砾岩、灰绿

色安山岩和紫红色安山质凝灰岩为主。碳酸盐岩为

浅海的正常沉积物，含有大量的腕足、腹足、蜓、苔

藓、棘屑和介形虫等动物化石。碎屑岩主要类型为

长石岩屑砂岩和凝灰质砂岩，该组碎屑岩的成分成

熟度和结构成熟度均较差，颗粒形态多呈棱角状一

次棱角状。巨厚的透镜状的砖红色巨砾一细砾岩，

磨圆一般，分选差等，都说明离岸很近水很浅。该组

沉积环境为浅海海底火山喷发环境。其四周皆为断

层，构成一个独立的构造岩片。

下石炭统阿克沙克组一段以中酸性火山熔岩

及火山碎屑岩为主的地层。主要岩性为安山质角砾

岩、安山质凝灰岩、英安质凝灰岩、流纹质凝灰岩、

流纹质凝灰熔岩、辉石安山岩、安山岩、流纹岩等；

阿克沙克组二段主要岩性为微晶一粗晶白云岩，青

灰色碎裂状亮晶粉屑灰岩、青灰色亮晶生物碎屑灰

岩，少量白云质大理岩。其四周皆为断层。生物碎屑

灰岩中含海相动物化石如腕足、珊瑚、蜓类和牙形

石等。该组沉积环境为浅海及海底火山喷发环境。

下石炭统石炭系艾肯达板组为一套海相火山岩夹

沉积岩建造。本组地层以火山熔岩、火山碎屑岩为

主，夹有透镜状铁质砂质砂屑泥晶灰岩、生物碎屑

石灰岩、微晶白云岩等。作者在碳酸盐岩地层中，采

集到丰富的化石，特别是k舶咖a sp．曲线螺、

Odo州icus￡袱疡us li轮状园园茎。曲线螺相似于

产于广西C：的弱纹种(c￡?上a凼咖Graban)，轮状
园园茎产于湖南湘乡C。孟公坳组，大致与早石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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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部对比。根据上述化石中的曲线螺与轮状园园

茎两类化石，确定其地层时代属于早石炭世。该组

沉积环境为浅海及海底火山喷发环境。其四周皆为

断层，构成一个独立的构造岩片。

上石炭统科古琴山组岩性主要为灰色、灰褐

色、灰黄色细一粗砾岩、中粗砂岩、粉砂岩夹灰黑色

泥岩、煤层(线)、青灰色生物碎屑灰岩等，部分地段

煤可供开采，局部见不稳定火山岩。作者在碳酸盐

岩岩隆中采集到大量的海相动物化石海百合茎、有

孑L虫、海绵骨针等。此组灰黑色泥岩中产芦木和科

达狄，沉积环境应是海陆交互环境，角度不整合在

下伏艾肯达板组之上，又被铁木里克组角度不整合

覆盖。

敦德艾肯晚石炭世混源序列(图l中见C2Hd)，

沿区域性断裂F1呈北西向展布，由二个侵人体组

成。主要岩性为石英闪长玢岩、花岗闪长岩，二者之

间为涌动接触关系。1993年新疆地质局第二区调大

队艾肯达坂幅区域地质调查时曾做得该序列西侧

石英闪长岩锆石Pb—Pb年龄为325 Ma①，其时代相

当于晚石炭世。

伊克铁木尔晚二叠世壳源序列(图l中见

P3Qy)，沿区域性断裂F．呈北西向展布，由十个侵入

体组成。主要岩性为黑云花岗岩、含榴花岗岩、二长

花岗岩和钾长花岗岩。二长花岗岩与钾长花岗岩为

脉动接触关系，侵入的最高层位为晚二叠世铁木里

克组。沿岩体内接触带见有混染岩化、绿泥石化、镜

铁矿化、磁铁矿化和孔雀石化等现象，外接触带主

要为角岩化、硅化和黄铁矿化等现象。该岩体侵入

到铁木里克组后被北西向断层切割。

早道普萨拉晚二叠世混源序列(图l中见

P3Hz)，包括11个侵入体。岩体多呈岩株、岩枝状侵

入于石炭纪阿克沙克组和科古琴山组中。大体呈东

西分布的长条形，与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岩石类

型主要有闪长岩、石英闪长岩、石英闪长玢岩、花岗

闪长岩和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等。石英闪长岩与石英

闪长玢岩为涌动接触关系，石英闪长岩与花岗闪长

岩为脉动接触关系。

二叠系为铁木里克组，区内缺失任何三叠系岩

石记录。

侏罗系中下统水西沟组岩性为灰黄色硅钙质

砾岩与含砾岩屑砂岩互层，砂岩中夹炭质泥岩及煤

线。地层产状平缓，与下伏石炭系大哈拉军山组紫

红色安山岩、泥盆系阿克塔什组灰白色千枚岩均呈

角度不整合接触。

区内华力西期花岗岩类就位集中在晚世炭世

和晚二叠世两个时间段内，而对应的构造事件是

晚石炭世弧陆碰撞和晚二叠世陆陆碰撞，引发地

壳和地幔部分熔融产生岩浆，上涌侵入的结果。

从其构造环境判别结果来看，不同方法虽有差

别，分别为大陆弧、大陆碰撞花岗岩类，但从区域

地质构造背景来看，大陆碰撞花岗岩类的可能性

较大。不论是那种环境，都与天山造山带发展演

化关系密切，是天山华力西期双洋俯冲碰撞的结

果llll。

那拉提断裂作为塔里木板块和伊梨微板块

(准噶尔板块)的缝合带，其形成与演化记录着

两板块碰撞的整个过程：伊梨微板块是在震旦

纪从古塔里木板块分裂出来的地块，两者之间

以南天山洋相隔。志留纪末与泥盆纪初，南天

山洋向伊梨微板块之下俯冲。俯冲的结果是塔

里木板块和伊梨微板块结合在一起。包括高温

变质带、蓝闪石片岩带及其蛇绿岩带，加里东

期及华力西早期花岗岩带等。随着俯冲碰撞的

不断加剧，产生递进变形，导致持续的流变形

成几条大型韧性剪切带，区内所谓那拉提剪切

带仅是其中最北缘的一条。其后那拉提北缘剪

切带变形作用一直延续到石炭纪末，后被二叠

纪末构造运动所破坏。中生代至第四纪，为构

造活动相对稳定的时期。那拉提断裂带的活动

时间较长，从志留纪一直到石炭纪。早期变形

主要是韧性变形，变形层次为韧脆性变形的中

浅构造层次。受其影响的地质体是古元古代变

质岩系及志留系大理岩。那拉提断裂带大体呈

北东方向延伸，长数百千米。由一条主干断裂

和一组平行的次级断裂组成宽约10一30 km

的断裂带。地貌上形成断陷谷地，同时沿断裂

带历史上曾发生过四级以上地震。韧性剪切带

中构造岩的显微构造变形组合和变形新生矿

物组合特征，显示出岩石经历了中压低绿片岩

相变质变形的温压条件。那拉提断裂带中发育

的不同构造机制下产生的不同的构造形迹，可

以判断出断裂带至少经历两期变形构造。第一

期为北东向，向北陡倾斜的左行走滑型流劈理

(S。)，以缓倾斜的石英拉伸线理(L，：210。￡l

5 o)为代表；第二期为北东向的正滑型破劈理

(S：)，以陡倾斜的石英、方解石擦痕线理(IJ2：

①祁世军，等．艾肯达坂幅地质图说明书．新疆地质局第二区调大队，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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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65。)为代表。

区内那拉提北缘断裂位于工作区的南部，近东

西向展布。早期剪切带上叠加推覆构造成为断裂

(F4)。

3剖面介绍

艾肯达坂以东的铁木里克组，呈近东西向条带

状分布(图1)，出露的最大厚度为2 819．04 m，与下

伏科古琴山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以乌兰萨拉实测剖面为代表，岩性可划分为二

段。起点坐标：东经850 08’555，北纬430 13’

404，H=3 148m。介绍如下：

铁木里克组二段(P3f2)： 厚度 1 498．98 m

(未见顶)

46．浅灰黄色厚层状中细二-含砾中粗粒含磁铁矿长石岩屑砂

岩，平行层理发育 190．55 m

45．浅灰色厚层一巨厚层状中粗一中细砾岩，局部夹含砾粗

砂岩，发育大型交错层理 148．40 m

44．浅灰黄色、灰绿色含砾中粒长石岩屑砂岩，平行层理发育

81．29m

43．浅灰色厚层状中细砾岩，平行层理发育，偶见层系厚达

1．5m交错层理 儿6．75m

42．浅灰色厚层一巨厚层状中粗砾岩，具平行层理，发育数个

5 m左右向上变细变薄的韵律性基本层序 145．59 m

41．浅灰绿色厚层状中细一粗粒长石砂岩，平行层理发育

39．36m

40．灰绿色泥岩、粉砂岩夹浅灰绿色中厚层状细粒长石砂岩

83．15m

39．灰绿色厚层状夹中薄层状中细粒长石岩屑砂岩，平行层

理发育 32．93m

38．浅灰绿色含砾粗砂岩 79．68 m

37．灰绿色中厚层状中粗砾岩，具平行层理 17．77 m

36．浅灰绿色中厚层状含砾粗砂岩，平行层理发育 44．46 m

35．浅灰红色厚层一巨厚层状中粗砾岩 49．40 m

34．浅灰色含砾厚层一巨厚层状不等粒长石岩屑砂岩，具平

行层理，局部发育大型板状交错层理 74．17 m

33．浅灰绿色中厚层状中细砾岩夹含砾粗砂岩，具平行层理。

发育由下向上变细变薄的韵律性基本层序 86．20 m

32．浅灰绿色中厚层状中细粒长石岩屑砂岩 12．88 m

31．浅灰色厚层状砂质中砾岩夹含砾粗砂岩 8．87 m

30．浅灰绿色长石岩屑粗砂岩 53．22 m

29．浅灰色厚层状砂质中砾岩夹含砾粗砂岩 36．52 m

28．浅灰绿色中厚层状中细粒长石岩屑砂岩 9．76 m

27．浅灰绿色厚层状中砾岩夹灰绿色含砾粗砂岩，具平行层

理 39．04 m

26．浅绿色厚层中砾岩、细砾岩、含砾粗砂岩互层，显示由粗

变细的韵律性基本层序 63．31 m

25．灰绿、浅灰绿色厚层一巨厚层状粗砾岩一中砾岩，具平行

层理，夹数层1．0 m厚的灰绿色细粒长石砂岩 84．68 m

铁木里克组一段(P3fJ)： 1 320．06m

24．暗红色粘土质长石砂岩 39．85 m

23．砖红色厚层含粗砂岩、砂砾岩 69．74 m

22．灰红色厚层状中粗砾岩一中细粒砾岩一含砾粗砂岩组成

基本层序，单个由粗变细基本层序厚3．0。5．O m

一
“9．69 m

21．浅灰红色厚层状含砾粗砂岩夹中细粒砂岩，发育平行层

理 43．81 m

20．灰红色中粗砾岩一含砾粗砂岩互层，互层厚度2．4 m，

发育平行层理 157．20 m

19．浅灰红色中薄层中细粒粘土质长石砂岩 297．80 m

18．灰绿色厚层一巨厚层状粗一中砾岩，夹中细粒粘土质长

石砂岩具正粒序性，发育平行层理，局部见斜层理

117．57m

17．浅灰黄色中粗粒长石岩屑砂岩，平行层理发育，顶部发育

沙纹层理 3．59m

16．灰绿色厚层状中粗砾岩，底部夹灰绿色砂岩透镜体，砂岩

中发育沙纹层理 17．97 m

15．浅灰绿色中薄层含硅质细砾细粒长石砂岩，单层厚0．3

—1．O m，粘土质含量较高 5．03 m

14．灰黑色含铁质锥状灰岩及含介屑泥晶灰岩互层。互层厚

度为2 cm。产化石(见后述) 16．28 m

13．浅灰色厚层中细粒长石岩屑砂岩 13．61 m

12．浅灰红色中粗砾岩，单层厚0．5—1．5 m，具平行层理，上部

夹3～4层厚0．1一O．3m不稳定细粒长石砂岩 4．50m

11．浅灰绿色细粒长石砂岩，单层厚O．5。1．O m，含5．10 cm

宽砂砾岩条带，平行层理为主 67．49 m

10．浅灰红色粗砾岩、砂砾岩、含砾粗砂岩“韵律性”互层，单

个韵律2—5 m左右，局部发育大型板状交错层理

48．02m

9．浅灰红色厚一巨厚层粗砾岩、中砾岩，夹浅绿色粘土质砂

岩 67．99 m

8．浅灰绿色含砾不等粒长石岩屑砂岩，单层厚0．5—1．5m向

上变薄，夹砂砾岩条带 31．64 m

7．灰绿、深灰、灰黑色粉砂质泥岩，具水平层理 24．49 m

6．浅灰绿色、灰红色中砾岩，单层厚1．0。1．5 m，局部夹含砾

粗砂岩 17．37m

5．浅灰绿色细粒长石岩屑砂岩，单层厚0．5一1．5 m，底部含少

量砾 34．64 m

4．浅红色、灰褐色厚层状粗砾岩一中细砾岩夹灰绿色砂质条

带，条带宽2—5 cm，向上砾石变小，单层厚o．5—1．5m，

平行层理发育，具韵律性结构 50．24 m

3．浅灰红色厚一巨厚层状粗砾岩夹浅灰绿色厚层砂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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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l m

2．灰绿色、深灰色砂质泥岩 51．46 m

1．浅灰红色厚层一巨厚层状粗砾岩，砾石以硅质岩、安山

岩、凝灰岩、玛瑙等 8．27 m

一一～一一一角度不整合一一一一一一

下伏地层：科古琴山组灰绿泥岩夹砂砾岩

4地质特征

铁木里克组一段地层在乌兰萨拉厚度为

l 320．06 m，构成向斜构造的两翼。岩性主要为浅灰

红色、暗红色一砖红色、浅灰绿色厚层一巨厚层状

粗砾岩、细砾岩、砂砾岩粉砂岩夹灰黑色泥岩、淡水

灰岩等(图2)。砾岩一般具粒序性，发育平行层理，

局部见交错层理。中粗粒长石岩屑砂岩，平行层理

发育，有时见沙纹层理。砾石以硅质岩、安山岩、凝

灰岩为主，砾石中含一定数量的玛瑙，形成玛瑙砾

岩。灰岩中产丰富的蚌类淡水动物化石，主要化学

成分Si02 9．46％、A1203 2．85％、Fe203 0．09％、CaO

45．39％、c02 34．35％(武汉综合岩矿测试中心测

试)。铁木里克组二段地层构成向斜构造的核部。

颜色较一段稍深，一般为浅灰绿色、灰黄色，有时夹

浅灰红色。在乌兰萨拉厚度为1 498．98 m。岩性主

要为厚层中粗砾岩、细砾岩、含砾粗砂岩互层，夹少

望

鋈

量的砂质泥岩(图2)。显示由粗变细的韵律性基本

层序。砾石中成分比较复杂，为英安玢岩、花岗岩、

硅质岩、碧玉岩、沉凝灰岩、灰岩等，砾岩中砂泥质填

隙物胶结。未见顶。

5沉积环境分析

对铁木里克组砂岩采集样品进行粒度分析。按

弗里德曼112l(1962)划分的标准等级，铁木里克组砂

岩标准差范围是1．03～1．26，说明分选中等；偏度

1．85～2．92<3，分布特征粒度曲线正偏，细粒级伸

展远但量小，粒度在粗端集中；尖度6．69～11．97

>3，分布特征曲线尖峭，说明粒度较集中。将粒度

分析参数投入标准差一偏度离散图，样品全部落在

河流沙区，故砂岩属于河流沉积。

该组碎屑岩沉积物的一般特点是成分成熟度

和结构成熟度均较差。碎屑岩主要类型为中粗砾

岩、细砾岩、含砾长石岩屑砂岩和岩屑砂岩。颗粒形

态多呈次棱角状一次圆状。岩石的分选|生很差至
一般，岩石中颗粒与杂基比值低。砾岩与砂岩呈韵

律状互层。大型板状交错层理发育，基本层序中砾

岩向上变粗，无层理，代表了大陆环境山间河流冲

积扇沉积；地层中碳酸盐岩为淡水沉积物，灰岩延

伸不稳定，产丰富的蚌类淡水动物化石，是大陆环

圈-圉2目3圉4田s田6目7
图2铁木里克组地层、结构及环境分析

Fig．2 Strata，structu陀and environment anaIysis for TiemuIike For『T1atIon

1．砾岩；2．砂砾岩；3．细砾岩；4．粉砂质泥岩；5．含生物屑灰岩；6．锥状灰岩；7．长石岩屑砂岩

冲

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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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山麓冲积扇共生或过渡的暂时陛湖泊沉积；砾

岩一砂岩与粉砂质泥岩组成的二元结构，说明是岸

后沼泽；由砾岩、砂砾岩和砂岩组成的基本层序，大体

上是河道沉积产物。

6时代依据

在剖面第14层生物灰岩中采到了淡水动物化

石，经南京地质古生物所鉴定为：眦eoaflod彻￡a cf．

para朋eja(Amalitsky)平行古无齿蚌(比较种)、

Pajaeoano如n妇sp．古无齿蚌(未定种)、0J咖donfeJja
sp．小少齿蚌(未定种)、蹦aeoanodo玎fa地洳ens函
wie和静古无齿蚌、纠咖don￡eJJa c￡丘ee讲ens话(wie)

可尔街小少齿蚌(比较种)、D坛Dd伽洲a
￡以rsunens舀(wie)托克逊小少齿蚌蹦aeoanodonfa
cf．paI础e上a (Amalitsky)、上)a如ena门。小nfa sp．、

优咖dontena sp．、．P缸aeoa册如fa j1咖即s括Wie、
叫咖d彻fe．Ⅱa c￡ 七ee彬ensjs (Wie)、魄odonfeⅡa
加去艄unensIs(Wie)(图3)等。所拟Pa厶enanodonfa

和oJ_咖don缸矗Ja属种的地质时代为二叠纪晚期，故

将铁木里克组时代确定为晚二叠世。

7铁木里克组变形

二叠纪铁木里克组形成之后，经历了强烈的构

造运动。这一变形影响广泛，是天山造山带陆陆碰

撞的产物。那拉提断裂带的构成复杂，活动时间较

长，从加里东期一直延续到华力西期。而敦德开勒

迪达坂断裂、乌吐艾肯断裂，它们都是华力西期叠

瓦状逆冲推覆构造。从南到北如叠瓦一般排列，使

不同性质、不同时代、不同单元的地质体叠覆在一

起。

图3 oli90donlella tokrsunensis lⅥIe 1

Fig．3 0^扣c，o仃feffa fclf(rs￡』ne几s『s fWie J

实物个体7×1l mm

敦德开勒迪达坂断裂(图l中F，)构成北侧石

炭系大哈拉军山组和南侧古元古代那拉提群、石炭

系艾肯达坂组和科古琴山组、二叠系铁木里克组等

的分界线。断裂呈北西向展布，东端止于尼勒克断

裂，区域上长度可达二百千米。沿断裂有华力西期

侵入体分布。断层在晚华力西期开始活动，早期表

现为左行走滑，正是由于艾肯达板组向南东方向运

动才形成了F：断层和二叠纪铁木里克组的弧状向

斜构造；晚期断裂表现为高角度逆断层。断面总体

向东北陡倾，倾角为650一750，破碎带较宽，一

般为300—800 m。带内岩石破碎，地层受挤压褶皱

或直立等。长条状晚华力西花岗岩体沿断裂侵入，

断裂再次活动又使花岗岩体机械破碎，蚀变褪色形

成白色粉末状断层泥。

乌吐艾肯断裂(图l中F，)该断裂位于图幅的

中南部，构成北侧古元古代那拉提群、石炭系艾肯

达坂组及科古琴山组、二叠系铁木里克组等和南侧

石炭系阿克沙克组、二叠系铁木里克组等的分界

线。断裂呈北西向展布。沿断裂有华力西期侵人体

分布。断层在晚华力西期开始活动，早期表现为右

行走滑，正是由于断裂活动才使大面积的前震旦纪

地层出露；晚期断裂表现为高角度逆断层(图4)。图

4中断层两侧岩性皆为铁木里克组砾岩和中粗粒砂

岩。断面总体向东北陡倾，倾角为70。一800，破

碎带宽度为150 m。带内岩石破碎、地层受挤压褶皱

等，多见挤压透镜体。断裂面较光滑，有擦痕，阶步，

显多期活动特征。切割了北东向和东西向断裂，特

别是切割了较早期的东西向那拉提断裂。

铁木里克组主体以向斜形式产出，可追索长约

18 km，宽6 km。褶皱在哈贴克勒接以西向斜走向东

西向，以东变为北东向，两翼地层产状分别为：北西

翼：180。￡75。、120。￡72。、120。￡72。。南东

翼：182。[720(倒)、1200么720。枢纽产状
280。 ￡180 、2200 ￡120轴面产状：1800

￡800、1200[820，直立倾伏褶皱。北东端为扬

起端，扬起端的两翼产状较缓(图5)。可见该褶皱

早期为开阔褶皱，后期才使它变得紧闭甚至倒

转；北西翼地层被断层切割，东端被北西向断裂

截切。褶皱形成与F。断裂左行挤压有关。影像特

征为向斜山，尤其北东端的扬起端看得完整、清

楚。

8结语

从区内沉积物特点和构造变形特征来看，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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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3断裂素描图

Fig．4 Sketch showing the Fj FauIt

O 2∞m

I．．．．．．．．．．．．．一
3821高地

I

图5向斜构造素描图

Fig．5 Sketch showing the sync¨ne stnJcture

造山事件弧陆碰撞应在晚石炭世结束，陆陆碰撞应

在晚二叠世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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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Tielimuke Fm．and Its Restriction on the

．Orogenic Period in Dakendaban，Western Tianshan

ZHANG Zhao-qil，HAO Jin．hual，PANG Zhi．binl，ZHAO Hai-qin2，JI Hong-xin92

(1．Shanxi Institute ofGeological Survey，Taiyuan，030001，China；2．No．212 Geological Team ofShanxi

Geological Exploration Bureau，Shanxi Changzhi，046000，China)

Abstract：A set of continental molasse is located in Dakendaban．western Tianshan area with thickness of

2 800 m．It is angular disconcordance on the Carbonifemus System Keguqinshan Fm．containing coal．Ist main mcks

are condomerate and coarse sandstone with little thick s孤dstone and siltstone．And there are fbw fossils in it，which

me踟s the time 0f the mck fo硼ation is difcicaut to con矗珊．The Geological Survey Te枷of Xinjiang Geolo舀cal

Bureau suggests it is belongs t0 the upper and lower subfo瑚ation of Pe哪ian System in 1：200 000 scale Xiaobulusi

sheet mapping in 1 972．The author f．ound a layer of limestone during the geological mapping in 2004，and n锄ed it

Tielimuke Fm．There are some mussels and other fossils in it．And they are identified t0 live in山e fbsh water of

Permian Period． Tthe Tielimuke Fm．experienced the orogeny in the end of the Permian Peri()d，aIld is covered

disconcordencely by the Shuixi90u Fm．0f Jurassic Period with gende‘)ccurrence．7蹦鹊sic system is absent in this

area．So the author sug赠ested that the the o“埋pny finish in the end of the Pe瑚i粕Period．

Key wOrds：Dakendaban；Tielimuke Fm．；1ate Penllian Period；orogeny；mussel fos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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