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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南部下三要统幸福之路组

的建立及其地质意义

朱儒峰 郑广瑞

�内蒙古地矿局第二区调队�

摘要 幸福之路组广泛分布于大兴安岭南部地区
，
该组可分为三个岩性段

。

下段为 杂色砾

岩
，

厚 ���� ����
，

平行不整合于上二叠统林西组之上
�
中段为紫红色杂砂岩及粉砂岩

，
一般

厚 ���� � 上段为细粒碎屑岩
，

厚 ����以上
，
其顶部被上侏罗统地层所不 整 合覆 盖

。

在上段

地层中含丰富的双壳类
、

叶肢介
、

植物等化石
，
具有晚二叠世一早三叠世生物相混 生特点

。

但

从区域地层对比来看
，
该组在岩性及构造变形方面

，
与晚二叠世地层存在明显差 异

，

其时代应

归属于早三叠世沉积更为妥当
。

�
�

三叠系地层研究历史演变

大兴安岭南部的三叠系一直是人们瞩 目的一个地质问题
，

本区最早提出存在三叠系是

����年
，

在扎鲁特旗陶海营子地区的一套暗色细碎屑岩中
，

发现了双壳类
、

腹 足类
、

叶肢

介
、

植物和少量昆虫翅膀化石
，

并命名陶海营子组
。

双壳类主要为
� �才��方��介��� 种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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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时

代笼统定为三叠纪
。

各门类化石指示的时代矛盾较大
，

后来在编制辽宁省地层表时
，

重新

核查化石材料
，

又改定双壳类为 ���彩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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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否定了三叠系的存在
，
将该套地层划归上二叠统

。

八十年代初
，

黄岗梁地区进行一比五万区调时
，

在煤窑沟的一套暗色细碎屑岩中发现

中生代与古生代末期混生的植物群与 ������，口��，��
，
������哪耐��� 伴生

，

认 为 其 时代为

晚二叠世
，

划归林西组
。

笔者于 ����一工���在幸福之路地区一比五万 区调 中
，

在一套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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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砾岩及红层之上的暗色细碎屑岩中
，
亦发现中生代与古生代混生的植物群 及 ������、 ��

�口耐� ，

������哪耐、
。

当 时由于缺乏区域资料的支持
，

因此 将 之 划 为 上 二 叠统林西组

上部
。

近年来随着有关区域地层资料的积累
，
又重新研究本区的地层资料

，
认为原划上二叠

统林西组确实包含下三叠统的层位
。

该套地层不论从岩石变质程度
、

构造型式及生物群特

点上都具有中生代地层的特征
。

考虑到本区虽然命名陶海营子组为三 叠 系
，

但 其 时代笼

统且建组剖面层序不全
，

化石鉴定及时代均有变更
。

为了避免使用混乱
，

故以层序完整的

幸福之路地区的该套地层命名为幸福之路组
。

该组是以红色碎屑岩为标志 的 陆 相 沉积建

造
，
它为三叠统的确立提供了实际材料

。

�
�

地层剖面简述

本组在大兴安岭南部主要见于巴林右旗的幸福之路地区
、

扎鲁特旗的陶海营子
、

林西

县的煤窑沟及阿巴嘎旗的乌兰温多尔等地
。

它是一套河湖相沉积
，
反映了炎热干躁及强氧

化条件的气候环境
。

自下而上划分三个岩段
，
下段 为 杂 色 砾 岩

，

厚 ���
�

��
，
局部可达

���
�

�� � 中段以红层为标志
，

主要为紫红色杂砂岩
、

粉砂岩夹砂 砾岩
，

厚 ����
，
局部可

达近千余米 � 上段以暗色细碎屑岩为特点
，
含有丰富的双壳类 尸����“肋�

�耐。一���卿阴。 �

���
� 组合常见分子

，

植物和叶肢介具古生代末期至中生代相混生的特点
。

植物主要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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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部被上侏罗统玛尼吐组所不整合覆盖
，
与下伏的上二叠统林西组推测平行不整合

接触
。

该套地层一般以单斜产出
，

现将幸福之路组剖面层序描述如下
。

�
�

� 巴林右旗幸福之路苏木哈拉山东剖面

上覆地层
�

上侏罗统玛尼吐组

—一不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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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叠统幸福之路组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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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泥灰岩透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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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壳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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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南部下三叠统幸福之路组的建立及其地质意义

�
�

幸福之路组古生物群时代的讨论

该组所产双壳类化石
，

都是 �����洲��州��一���
���、 介�� 组合的常见分 子

。

该组合

过去认为它们只限于二叠纪
。

近年来
，
尸��郎咖

�口耐� ��
�耐���丽 等也见于苏联库兹涅茨

克盆地的下三叠统下马里采夫组和通古斯盆地的下三叠统卡尔文昌组
。

因此
，

表 明����
�

。 ，��伽��一������。 耐
��� 组合的一些种不仅繁 盛 于晚二叠世

，

也可以上延到早三叠世
，

可视为孑遗分子
。

在吉林九台地区曾发现该组合的常见分子与 ����姗��
�嘟几� 共生

。

叶肢介在幸福之路地区仅发现一属
，

而在陶海营子地区相当本组上段的黑色页岩中则

大量出现
。

其中 �口。 赫 一属在国内外早三叠世地层中广泛分布 ，

是苏联 乌拉 尔伯朝拉盆

地早三叠世的重要分子 � 在西伯利亚地台区及环太平洋地槽区
，

均见于早三叠世
。

在我国

它也是山西下三叠统和尚沟组和吉林省九台下三叠统卢家屯组上段的重要 分子
。
�依����召

是三叠纪的常见分子
，
而且是南天山一塔里木地区下三叠统的 标 淮化 石

。
����瓜����嘟

在北美一般限于早二叠世
，

但该属的特征与 �口翔沁 十分相近
。
尸�����存、 ，��赫 的 模式种

建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三叠纪的����
������ 群中

，

近年来在世界各地二叠纪一侏罗

纪均有发现
，

在华北的沁水盆地下三叠统下部见于刘家沟组
。

综上所述
，

该组的叶肢介群

的时代明显接近于中生代
，

考虑到伴生有古生代末期的分子
，
故将其 时 代 确 定为早三叠

世
。

植物群中一般地说
，

�������哪‘���，
��“ ‘���书���，

������几�
����

，
�����“ 。 公�‘ �均是中生

代早期的常见分子
，

以上四属分别属于木贼类
、

真威类和松柏类
，

虽然木贼 目在石炭二叠

纪最为繁盛
，

但 ��俪貂�么�。
、
是唯一广泛分布在中生代的属

。

���。 成�二衬。 多见 于 三叠纪

至早中侏罗世
。

���口绍�‘��� 一般见于晚三叠世至早白蛋世
。
���口�才。对�，

��������几���而
“ ，

�“ 犷������公���通常限于古生代晚期
。

近年来
，
在苏联环太平洋地槽区的蒙古一鄂霍茨克褶

皱区
、

中外贝加尔南部含菊石 ��肋�公��二 下三叠统哈朴切兰格组 中
，
不 仅 含 尸二����“ �

、 茗介�，

也含��������订��
，

由此可见
，

该组植物群具中生代与古生代末期混生的特点
。

该组下段的杂色砾岩具底砾岩性质
，
又被推测假整合于上二叠统林西组之上

。

而林西

组中双壳类 又以 咸水 型 ���此�肋��耐�，
���溜。 、 耐叮� 与 淡 水 型 �么屁，舒� ，

五��口。 �而
，

�即���杯����初赫
，

����喻���
，
�肠时加

，

��跳妙��介
， 相混生为特征

。

因此
，

幸福之路组的

时代归属早三叠世为宜
。

�
�

幸福之路组的区域对比

该套地层在大兴安岭南部均有分布
，

但大多数分布不够连续
。

在阿巴嘎旗白音图嘎苏

木乌兰温多尔
，

也是一套以红色岩层为标志的地层
。

其下部为 ���� 厚的紫褐色砾岩
，

上

部以紫红色
、

灰紫色泥质粉砂岩
、

杂砂岩 为主
，

含 ��������哪‘���
，

������邝�瓜��对
�，

前

人将 它 划 归上二叠 统
。

该地层多以单斜产出
，

褶皱构造不发育
，

上部砂岩中含较多的钙

质结核和交错层理
。

大体可与幸福之路组的中下段进行对比
。

黄岗梁地区的煤窑剖面 �原

划林西组�和原陶海营子组命名剖面则与本组上段对比
。

碧流台地区的谭家湾剖面大体相



中 国 区 域 地 质 ����年

当于本组的中下段
。

吉林省九台地台地区的下三叠统卢家屯组
，
自下而上划分影背山砾岩段

、

漏斗山杂色

岩段 �以红层为标志�和卢家屯黑色岩段
。

其中卢家屯黑色岩段所产的生物群面貌与本组

上段十分相似
。

主要含有植物
�

�田����哪“ 。 �，
����������‘�，

��而
��，耐���

，
�户方�、 �户��，‘�

�

�

双壳为������肋��
” 叔一�����哪耐��“ 组合常见分子

，

并与 �郡����舫脉 共生
，

叶肢介为

�、 俪� 。

以上表明幸福之路组不论从岩性组合还是生物群特征均与卢家屯组可以对比 �见

表 ��
。

从更大的区域上看
，

本组以其中段的红层为标志
，
反映了炎热千燥的强氧化环境的

产物
，

而在华北的山西
，

下三叠统刘家沟组
、

和尚沟组
，

均为炎热干燥气候条件下的河流

一湖泊相沉积的红色碎屑岩一泥岩建造
，
二者的成岩环境基本相同

。

表 � 下三必统幸福之路组区域对比表

��从� � ��‘ ��能�
��汀������� �� ��� ���

�� ����一滋� �云雌九
����� ���������

���

丘丘

段段段

中中中

段段段

巴林右旗幸福之“

�
‘�鲁特旗陶海营子 …阿

巴嘎旗乌兰温多尔

�
吉 ”
宜些

灰绿
、

灰色粉砂岩
、

泥

岩
、

杂砂岩
、

夹灰岩
，
含

植物 �� 。
貂

���才人��夕‘�‘

��尹�����爪��� 了
，
尸口��一

韶胡��
�了，

���
�巴�����一

��� ，
���泞。 �二“ 才��邝 等

。

厚 ���
·
�” �

。

灰绿
、

黑灰色板岩
、

页岩
、

细砂岩夹灰岩
。

含
�
刃

������脚�，�，
，

百夕‘ �企才�才刃了
，
��一了岔。 �

�左����了
，
����“ 胡�了��

��������阴�了亡了
，

凡
�

���才己���
，
���探沙�刀 。 �

��儿��
，
����亡 。 附“ �����

，

��，。 ��
，
�������� 等

。

厚 �����。

卢家屯黑色岩段 ����“ �

黑灰色粉砂岩
、

泥岩
、

细

砂岩
、

凝灰质砂岩夹紫色

泥岩
。

含 刃
。 �����，���。 ，，

�����产左�己子艺了
，

尸。 澎。 之��

，��了巴 ‘
，
��，左乙左��

‘
��己�“

，

���‘了‘ 比�‘��” �才巴了
，

���
‘了� 卜

儿��口 拄一�，
尸‘了�� ‘ � ，���‘�己�“

，

厂�犷�‘�尽口 ‘ �刀�乃佗
，
���刀�比

，

厚 ����
�

��、 �

紫色钙质粉砂岩
、

杂

砂岩
，
厚 ���

·
��

�

紫红色
、

灰紫色杂砂

岩
、

粉砂岩
、

泥质粉砂

岩
，
含 钙 质 结核

，
含

���浮����夕����己了
�

刃 。 。
貂

����人矛��，�，
，

厚

����
。
���

漏斗山杂色岩段 �����

紫色粉砂岩
、

泥岩
、

砾岩

夹灰绿色粉砂岩
，
厚����

����

杂色砾岩
，
厚���

�

��，�
。

灰紫色砾岩厚�工�
�

�，�、 。

影背山砾岩段��
，�，�紫

灰色合砾杂砂岩
、

粗砂岩

厚 ���
�

�，，， 。

���川�刻�一川�引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
�

本区下三叠统幸福之路组的建立
，

对于区内印支运动的表现 � 中

朝板块与西伯利亚板块碰撞的结束时间� 二叠系与三叠系地层相区别的标志及二叠系地层

的划分等
，

都提供一定佐证和深人研究的线索
。

本文初稿完成后
，
承蒙董启贤

、

赵国龙总工程师审阅
，

在此一并致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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