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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准噶尔地槽褶皱带中的早二叠世地层
,

在该区地壳演变史中占有重要位置
。

研究它的

缈昨及岩相建造
,

对确定西准噶尔地槽发展中的主旋回至为关键
,

因此
,

对下二叠统新成果

地报道
,

必然引起广大地质工作者重视
。

区内的下二叠统
,

原一般概念都指位于石炭纪海相沉积层之上的一套大陆喷出中酸性火

和岩系及红色砂
、

砾岩层
,

对其地层命名和时代归属问题
,

长期存在争议
。

曾给予
“
莫老坝

组
” 、 “

库吉尔台组
” 、 “

赤底组
” 、 “

卡拉岗组
” 和 “

哈尔加乌组
”
等名称

,

大都将其时

代归属中晚石炭世
。

对其内火山岩岩性和岩石化学特征等
,

也未进行系统研究和报道
。

近年来

的研究 已取得较重要进展
,

如新疆地矿局区调 队窦亚伟
、

孙箭华等
,

通过对萨吾尔山古植物

群的深入研究
,

厘定哈尔加乌组卡拉岗组
、

的地质时代为早二叠世 〔 ` 〕 。

笔者依据西安地矿所四

室地质背景组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和阅读到的新资料
,

就西准噶尔地槽褶皱带内早二叠世地层

的区域分布和划分进行了较系统的对比 , 在研究火山岩的岩性
、

岩石化学和稀土分配模式的

基础上
,

初步探讨了火山岩浆源及成岩机制
。

现整理成文
,

供参考指正
。

一
、

地层分布及其时代归属

西准噶尔地槽褶皱带的下二叠统
,

主要分布在北纬 45
0 2 0 产一 4 7

0

2 0
尹

之间
,

地层愈近褶皱

带中央部位愈发育
,

由北而南大体可 分为三个 区段
,

即
:

萨吾尔山北坡及沙尔布尔提山的洪

古勒楞地区 ; 巴尔鲁克山至托里盆地区段
;
达拉布特断裂带

。

前两个区段的地层大体呈东西

方向延伸
,

属规模
、

形态不一和坳陷深度不等的山间盆地堆积一喷出一沉积 , 后一岩相带明

显地受断陷盆地控制
,

其内磨拉石堆积呈线型分布
,

延展方向与达拉布特断裂 ( 北东一北东

东走向 ) 一致
。

操’
、

西摧璐尔地槽历经加里东和华力西期的多旋回发展过程
,

于华力西中期地槽全面褶皱成
、

丸
’

海永妹此撤离西准噶尔地区
。

随着褶皱山系隆起
,

在张力作用下产生新的坳 陷
,

在早二

叠世形成的山间和断陷盆地内
,

首先是丛 山峻岭的岩屑倾注其中
,

形成初期磨拉石堆积 , 继

面俘有天童夹山间歇性的喷发
,

生成安山一流纹岩建造 ( 或流纹岩建造 ) ; 随着火山活动的

停失以及褶皱山系的上升
,

山区大量的岩屑又连续不断地搬运到盆地里
,

形成磨拉石建造
。

在粉繁的火山活动和干燥炎热的气候条件下
,

古植物生长相当稀少
,

只有局部地段处于温带

气候条件下的河湖沼泽相环境
,

植物生长较为繁盛
,

并形成煤层
,

如萨吾尔山
。

尽管各盆地

生成时间
、

下陷幅度和速度的差异
,

对地层发育程度有一定影响
,

然而总体岩相仍可进行区

域地层对比
,

详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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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鲁克山

西准曦尔地区早二 .世地层划分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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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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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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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纹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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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伏 石 炭

通过对表 1中各区段岩相
、

古植物群的综合分析灿比
,

本援下二叠统可分为两个岩性组
,

一

它们分属磨拉石建造及安山一流纹岩建造
。

后者底都警遍存在
一

厚数十米的底砾岩层
,

亦属磨

拉石建造
。

上部碎屑岩组
: 以黄褐

、

紫红色为主
,

杂有灰
、

灰绿色
,

砂岩
、

砂砾岩及砾岩
,

偶夹安

山岩及煤线
。

最厚达 2 7 0 0米
。

产古植物
:

S P h e on et isr
s p

.

( 楔羊齿 )
,

N o e夕g e r a ht `OP
s i S s p

.

( 匙叶 )
,

N o e

gg
e r a th f o P s i s ht e o d o r f T s e h i r k o v a e t Z a l e s s k y ( 特氏匙 叶 )

,
C o r d a i et s

sP
.

(科达 )
。

这些植物化石的地质历程为石炭二叠纪
。

其中以 N oe g g e ar ht io P “ :
分布 最 广

,

N 。召夕夕e ar hlt’ oP is : ht oe do ir 见于黑龙江密山县大营下二叠统塔头河组
,

也是下伏卡拉岗组 古

植物群中的重要分子
。

该古植物群的属种大都见于下伏火山岩组内
,

换言之
,

它们是其古植

物群的延续
。

下部火山岩组
:
灰紫色

,

杂有黑
、

深灰及灰绿色
,

以英安岩
、

流纹岩及同质火山碎屑岩

( 凝灰岩
、

角砾岩 ) 为主
,

安山岩及其火山碎屑岩次之
,

夹黑暇岩
、

珍珠岩
、

砂岩
、

粉砂岩

2 1 电



及劣质煤
,

底部为砾岩
。

最大厚度达 2 5。。余米
。

新疆区调队 ( 1 9 7 3 ) 将分布在萨吾尔山的该

火山岩系划分为上
、

下两个岩组
,

分别命名为
“ 卡拉岗组

” 和 “ 哈尔加乌组
” ( 表 1 )

。

这两

个岩组不仅构成统一地质体— 安山一流纹岩建造
,

而且两岩组都存在以只gn ar o
tP er `dl’ u m一

az im oP et 八 ;
( 准安加拉一查米羊齿 ) 组合为主要内容的植物化石

。

如此划分方 案
,

无 论 从

岩相建造和古植物群都无必要
,

以统归火山岩组为宜
。

位于吉木乃县哈尔加乌公社附近的安山一流纹岩建造
,

其中所获植物化石
,

经窦亚伟
、

孙翁华研究有 A n

那
r o P t e r玄d f u , c a r d玄OP t e r o id e s

( S
e h m a lh a u s e n

) Z
a l e s s k y ( 心羊齿型准 安 加

拉羊齿 )
,

A n夕a r i d i 。 。 P o at 。 `n “ ( S e h m a lh
.

) Z a l e s s k y ( 波氏安加拉叶 )
,

A o g a r 宕d公u m m o -

即司`c o m Z a l e s s k了 ( 蒙古安加拉叶 )
,

刁叼
a r￡d`u二 s u b二 o即

o l i e u m N e u b u r g ( 亚蒙古安加拉

叶 )
,

aP
r a夕o n d o a n i d` u o a f f

.

s ib i r c̀ u m ( p e t u n n
) Z

a l e s s k y 〔西伯利亚副岗瓦纳羊 齿 ( 亲 近

种 ) 〕
,

C
a r d i训

e u r a s i b s r i c a Z a l e s s k y (西伯利亚心脉羊齿 )
,

aZ m `o P才e r i s e f
.

夕l o s s o P t e r o i -

de
: S e hm a lh a u s e n

)〔舌羊齿型查米羊齿 (相似种 )〕
,

aZ m i o 夕t e r i s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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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l u夕a n e n :s’ s G o r e l o v a

〔泰鲁干查米羊齿 ( 相似种 )〕 T
a e n iop t e r i s s p

.

( 带羊齿 )
,

S p h e n

op h y l lu m ht o n “ M a r h

( 托尼楔齿 )
,

S p几e n

op h y l l u m s p
.

(楔叶 )
,

aC la m i坛5 s p
.

( 芦木 )
,

A s t e r o P h y l l`t e s l o n -

夕i f of i u ; ( S t
e r n b e r g ) B r o n g n i a r t ( 长星叶 )

,

C
o r d a i t e s g r a C i l e n t u s

( G o r e l o v a ) M e y e n
(纤

细科达 )
,

oC
r

da i t e s e f
.

sc h e n k`1 H a l l e 〔欣克科达 ( 相似种 ) 〕
,

S P h e n o b a` e r a s p
.

( 楔拜

拉 )
,

刀。 e口 g e r a ht i oP
￡15

d
e二 a 。 `n艺玄 N e u b u r g (德氏匙叶 )

,

N
o e夕 g e r a ht iOP

s `5 e f
.

b a t s e h a -

et
n s i: R` d亡: , n k o 〔巴哈特匙叶 ( 相似种 ) 〕

,

N o e g g e ar ht `o p “ 5 s u b a n g u s t a Z a l e s s k了 (较

窄匙叶 )
,

万。 e g g e r a ht `妙
s :̀ e f

.

ht e o
d o r ` T s e h i r k o v a e t Z a l e s s k y 〔德氏匙叶 (相似 种 ) 〕

,

万
。 e 夕夕e r a ht `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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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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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i n寿夕o P h夕l l u协 。 s e o o l o d “ Z a l e s s k y (符氏银杳叶 )
,

S P
-

h e n o b a `e r a ? pS `r a t a s 之 e ( 施楔拜拉 )
,

D
a d o 二y l o o s p

.

( 台木 )
,

D i e r a n o p h y l l u m s p
.

( 叉

叶 )
。

从上列属种进而归结为准安加拉一查米羊齿 ( 月叼 ar o
tP er 成 “ m一 aZ m i oP t er :’s ) 植 物 组

合
,

其地质时代为早二叠世
。

该植物群的主要特征是
:

具备了准安加拉羊齿植物群的基本特

征
,

常见的有心羊齿型准安加拉羊齿
、

波 氏安加拉叶
、

蒙古安加拉叶
、

亚蒙古安加拉叶
、

西伯

利亚副岗瓦纳羊齿 ( 亲近种 )
、

西伯利亚心脉羊齿
、

较窄匙叶
、

德氏匙叶 ( 相似种 ) 和符氏银

杳叶等
。

这些古植物是安加拉古陆上石炭统 ( 相当于下巴拉洪群 ) 的重要组成
,

但其中某些

成员 已延续到下二叠统 ( 相当于上 巴拉洪群 )
,

产于库兹涅茨克盆地和符拉迪沃斯克 ( 海参

成 ) 和我国东北部
。

az 二 `吵 et ir s
一属在安加拉古陆的下二叠统相当广布

,

见于库兹涅茨克盆

地
、

伯绍拉盆地
、

东哈萨克斯坦及我国东北小兴安岭
〔 “ ’ 。

本区所产 舌羊齿型查米羊齿 (相似

种
_

) 、 泰鲁于查米羊齿 ( 相似种 ) 为二叠纪特征分子
。

.

德氏匙叶亦是上 巴拉洪群 的重要特征分子
。

带羊齿及托尼楔叶于二叠纪或早二叠世最为

繁盛
,

.

`

此外
,

该地层在东准噶尔地槽褶皱带内也有较广泛的分布
,

近年来新疆区调 队十分队在

东准噶尔巴里坤三塘湖地区
,

证实卡拉岗组被 含吐鲁番鳄鱼 ( T o
fr an 亿 ) 的上二叠统上 龙龙

糟群不整合覆盖
,

而又不整合覆于上石炭统海相石钱滩组之上
。

下二叠统往西断续延入苏联

境内
,

在 :1 4 00 百万亚洲地质图上标出
,

苏联境内阿拉湖西北的阿克斗卡一卡腊盖累一带
,

一
2 2

-



下二叠统中酸性火山岩系有广泛分布
,

火 山岩系呈北

西 向展布衬超
.

滋示本区早二叠世地层与下伏石炭纪地层的接触

关系
,
不同的地段稍存差异

,

概括起来有两种接触性

质
。

在巴尔鲁克山至托里盆地
,

下二叠统普遍 以角度

不整合覆盖在中下石炭统或泥盆系之上
。

诸如
:

托里

莫老坝及克泽勒克亚等地
,

下二叠统与中下石炭统间

均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 ( 图 1 )
。
下二叠统为 大 陆

流纹岩建造
,

底部有厚数十米的砂砾岩及砾岩
,

砾石

成分主要取自下伏海相中下石炭统粉砂岩
、

砂岩
。

从

克泽勒克亚经莫老坝
,

下伏中下石炭统沿走向往东与

卡因特中下石炭统包古图组相连
,

因卡特产植物化石
:

C a l a m i et s S u e壳。功 i公 ( 苏可芦木 )
,

C a l a m f t e s u n d
-

立立
。 0 .

乡乡
··

O ,

b
---

+++ +++

图 1 托里克泽勒克亚

P : 、

C :
不整合关系

1一砂砾岩 , 2一砂岩
、

粉砂岩互层 ;

3一石英钠长斑岩

ul of us ( 波状芦木 )
。

它们在欧洲及国内主要产于中石炭统
。

在 巴尔鲁克山北坡库尔赛 煤 矿

下二叠 统 亦 以 角度不整合位于中下石炭统包古图组之上
。

这里的包古图组由细粒碎屑岩及

安山粉岩组成
,

其中产古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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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o e 夕 夕e r a ht `OP
s `5 s u b an 夕u s t a Z a l e s s k y ( 较窄匙叶 ) 等

,

接岩性
、

层位及古植物群
,

近似于东准噶尔中石炭统巴塔玛依内山组
,

属 A n g 盯。 p etr id i u m一M se oc
“ -

了口们注拍 s
植物组合

。

在萨吾尔山及沙扭布尔提山地区
,

.

据新疆区调队资料及窦亚伟
、
孙韶华意见

,

下二叠统

与石炭系萨尔布拉克组为假整合关系
。

以上资料表明
,

华力酗期懊构造葬动
, 、由
啊

往
娜

减钾
。

二
、

早二叠世肺相火中考蓦瘫摹参特征

( 一 ) 火 山岩系产出
、

分布及岩石组合

西准噶尔地槽封闭后
,

随着褶皱山系隆起
,

从二叠纪开始形成一些山间坳陷和断陷盆地
。

在早二叠世首次发生大陆型火山活动
。

火山岩系主要发育于褶皱带近中央部位
,

以中心式和

间歇式的火山喷出为主
,

形成单个火山喷发一沉积盆稗
。

灭山岩系是下二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

居于磨拉石建造之中
,

火山岩系底部以粗碎屑岩为主
,

其上部则主要是红色细粒碎屑

岩层
。

它在各盆地中的厚薄不一
,

一般由数百米至午余米
,

最厚可达 2 0 0 0米余
。

主要由流纹岩
、

流纹英安岩
、

英安岩
、

霏细岩及同质火山碎屑岩 (凝灰岩
、

角砾岩 )组成
,

安山岩及同质火山碎

屑岩次之
。

以出现黑暇岩和珍珠岩夹层为特征
。

因为这种规模不大
、

间歇式的大陆喷发
,

有

利于岩浆快速冷却生成珍珠岩
、

黑耀岩
。

上述岩石组合表明
,

火山岩以酸性为主
,

中性次之
,

而基性岩则几乎没有
,

`

应归属于流纹岩建造 ` 该流纹岩建造夹有红色碎屑沉积
·

层
,

流 纹岩

本身也经常呈红
、

褐等色
。

在火山岩发育地段
,

多以熔岩与火山碎屑岩重叠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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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对几种熔岩类型略述于后
:

流纹岩
:
褐

、

浅红色
,

致密块状
,

流纹状或条纹状构造
。

斑状结构
,

基质呈 隐晶结构及

玻璃结构
。

岩石中稀疏的斑晶由钾长石
、

斜长石和石英组成
。

钾长石为半自形晶
,

均 已高岭

土化
。

它形石英颗粒具融蚀现象
。

基质由隐晶长英质矿物组成
,

部分含火山玻璃
。

黑喂岩
:

黑色
,

致密块状
,

呈贝壳状断口
。

由火山玻璃组成
,

质轻
,

具杏仁状构造
,

充

填物为柱沸石
,

其化学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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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岩
:

灰 白色
,

宏观呈 肾状或豆状构造
,

镜下具弧形裂开的珍珠构造
,

基质为块状
,

由火山玻璃组成的流纹岩
。

霏细岩
:

灰 白色
,

块状
,

具霏细结构
,

由隐晶质长英质矿物组成
。

英安岩和英安斑岩
:

淡灰
、

淡红色
,

致密块状
,

斑状结构
。

斑晶 由斜长石和石英组成
,

基质是隐晶质长英质矿物
。

( 二 ) 火山岩的化学成分

岩石化学成分是火山岩分类的基础
,

因此
,

熔岩化学成分的研究更为重要
。

对区内主要火

山熔岩类型进行了一些岩石化学分析
,

为了对比研究
,

选用 了东南沿海两个相同类型岩石的化

学分析资料
,
详见表 2

。

从表 2可 以看出
,

在流纹岩族的岩石化学成分中
,

以黑暇岩和珍珠岩富

水
、
富钠质 ( N a , O > K : O )

。

表 2中岩石化学成分用 C
.

I
.

P
.

W法计算其标准矿物分子
,

在岩

石分类图解上
`

( 图2 )
,

投点大部分都落在流纹英安岩和英安岩区
,

只个别落入流纹岩 区
。

与福建侏罗纪的流纹岩
、

英安岩相当
。
用查瓦里茨基法作岩石化学成分计算并进行图解

,

部

分属正常系列
,

部分属铝过饱和
。

在查氏图解上与区内花岗岩类极为相似
。

对上列火山熔岩

作 ( K
:
o 十 N a :

O ) 对 51 0
:

变异图 ( 图3 )
,

投影点分布在强碱区一碱质区
,

且主要集中分 布

于两区的邻接部位
。

表 2 火 山 岩 化 学 成 分 表

时
代

氧 化 物 (肠 )

5 10 : T IO 名
A z: 0 5

) e : 0 5 }F
e o M n

o C
a
o一K : 0 」Na

: 0 } P : 0 5 }H : 0
+

}H : 0
-

C O t

…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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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瑙 f 奴活̀ 典老坝

; 3一柳树沟
: 4一 6一库甫

; 7 、 8一福建
.

( 三 ;) 业血岩舫麟土分醉型式及岩桨源的讨论

目前对西准喊尔陆相火山岩仅作了少数稀土元素分析
,

其含量见表 3
。

在标准化模 式 图

上 ( 图 4 ) 曲钱表现为富集型 , 出现明显的E u负异常
。

轻稀土含量较重稀土高
,

轻稀土变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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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贫碱质区 , 1一流纹岩 , 2一英 安 岩 , 3一

流纹英安岩 ; 4一黑耀岩 , 5一珍珠 岩

图 2 火山岩成分图解

( 据斯特雷凯森 )

2一碱性流纹岩 ; a3 一流纹岩 ; 3b 一流纹

英安岩 , 4一英安岩 ; 5一石英安山岩 ,

6一碱性石英粗面岩 , 7一石英粗面岩
、

粗面岩 , 8一石英安粗岩
、

安粗岩闷一

石英安粗安山岩 ; 10 一石英安山岩
、

安

山岩
、

拉斑玄武岩

范围较大呈富集型
,

重稀土变化范围

相对较小呈平滑的曲线型式
。

从表 3和图 4中可 以看出
,

本区大

陆型火山岩与地槽型细碧一角斑岩的

稀土含量及总体曲线形态比较
,

则具

有显著差别
,

细碧一角斑岩中的斓
、

肺含量
,

明显地低于陆相流纹岩类
。

细碧一角斑岩的稀土含量比重稀土稍

偏高
,

总体曲线势态为缓倾斜线式的

平缓变化曲线
,

无铺的异常
,

表明两

者岩浆源无血缘关系
。

而大陆型流纹

岩类的稀土元素含量及模式
,

与区内

( p p m )

D y H O

图
·

4 细碧一角斑岩
、

流纹岩及花岗岩

R E E标准化模式
1一流纹岩 , 2一黑暇岩 , 3

、
4

、
5一花岗岩 , 6一细碧一角斑岩

出露大面积的二长花岗岩极为相似
,

故有理由推测它们同属一个岩浆源
。

两者曲线势态雷同

于科尔曼所列的大陆花斑岩
〔 Z J 。

据陈德潜对不同成因花岗岩的稀土分配型式特征的研究
「’ 〕 ,

花岗岩化成因的岩石
,

其稀土分配型式具明显的轻稀土富 集
,

无 馆 的 异 常
,

呈 平 滑 曲

线 , 而地壳重熔再生花岗岩的稀土分配型式则具有明显的负铭异常 , 地慢来源的花岗岩具最

大的负馆异常
。

区内的流纹岩建造及二长花岗岩则属硅铝层重熔生成的熔浆
,

是西准噶尔地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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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
: 1一莫老坝

; 2一库甫
; 3一鲸鱼南

; 4一叶格孜卡拉
; 5一达拉布特

; 6一西准格尔 西南地区 (含量为 15 个

样品的平均值 )
。

褶皱封闭
、

地壳厚度迅速增大而使壳下硅铝层大规模熔化的结果
。

由这样的花岗岩浆生成的

流纹岩和花岗岩
,

必然具有一致的和明显的负异常
,

其稀土分配型式与南岭花岗岩 区的7 0 1 7

岩体的稀土分配型式近似
。

西准噶尔地槽褶皱带内的二长花岗岩与陆相流纹岩建造
,

是同一岩浆源不同相的产物
。

因此
,

它们生成的地质背景及成岩时间也相当接近
。

二长花岗岩呈岩基状和岩株状
,

是地槽经

受华力西中期强烈造山运动全面封闭时
、

壳下重熔的花岗岩浆大规模上侵的结果
。

花岗岩不

仅赋存于中下石炭统中
,

并出现 3 0 3
.

34 一 30 9
.

52 百万年的铀一铅法同位素年龄值组
。

早二叠

世流纹岩建造
,

是地槽褶皱成山后首次发生大规模的大陆型喷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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