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疆地质构造特征及演化厉史

黄 河 源 执笔
(新疆地犷局第一区调大 队 )

新疆北部地区地质构造复杂
,

矿产丰富
,

早为中外地质工作者所瞩目
。

近年来
,

各学派

从不同学术观点对阿尔泰
、

准噶尔地质构造单元的划分和发展规律作过许多探讨
,

其认识也

有所深化
,

但至今仍存在一些重要分歧
,

因此还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

笔者在参与编制新疆 1 : 2 00 万地质图和大地构造图时获得了一些有关新资料
,

现据此撰

写成文
,

试对新疆北部地质构造特征及演化历史加以讨论
。

本文叙述范围包括阿尔泰
、

准噶

尔盆地及北夭 山地区
,

即北纬 42
“

以北的新疆境内
。

一
、

构造单元划分及其主要特征

笔者以新疆北部的地质历史为依据
,

通过构造发展过程的分析
,

结合沉积建造特征
、

岩

浆组合
、

变质作用及重
、
磁等物探资料的研究

,

将北疆地质构造单元划分如下 ( 图
、

1
’

)
。

( 一 ) 阿尔泰摺皱系 ( I )

位于新疆北部
,

呈北西向展布
,

与阿尔泰山脉走向一致
。

北
、

西
、

南东分别延入苏联和

蒙古人民共和国
,

南部以额尔齐斯深断裂及准噶尔一北天山褶皱系为界
。

由蓟县系
、

震旦系一下寒武统轻一中深变质岩组成地槽基底
。

阿尔泰地槽由两种不同型

相的沉积组成
。

下古生界 ( 奥陶一志留系 ) 发育厚近万米的海相碎屑岩夹大陆拉斑岩系列的

中一酸性火山岩 。 。

其中奥陶系为安山一流纹岩建造或流纹岩建造 , 志留系为较单纯的基性

一中基性火山岩
,

属巴颜喀拉型冒地槽沉积
。

上古生界 ( 泥盆
、

石炭系 ) 为岛弧型火山岩建

造
、

浊流建造
、

类复理石建造
,

经研究证实还有岛弧近海沟一侧玄武岩和大洋底部玄武岩 .
,

属天山型优地槽沉积
。

该褶皱系中加里东期侵入岩不发育
,

仅在喀纳斯
、

青河一哈龙的局部地区有所产出 ; 华

力西期侵入岩广泛分布
,

中期岩体属典型的
“ S ”

型 花岗岩
。

区域热动力变质作用强烈
,

主

要变质期为华力西期
,

古生界多形成绿片岩相一角闪岩相变质岩
,

而震且系一下寒武统却变

质轻微
,

多形成板岩一千枚岩相变质岩
。

. 张安
, 1 9 8 6

,

未刊资料
。

. 丁天府
. 1 9 86

,

未刊资料
。



图 1 北 疆 大 地 构 造 略 图

1一超岩石圈断裂 , 2一二
、

三级构造单元界线 , 3一坳陷边界 , 4一一级构造单元编号多 5一二级构造单

元编号 , 6一三级构造单元编号 , 7一山间或山前坳陷 , 8一充填中一新生界
、

有前寒武系基底的大型坳

陷区 , 9一兴凯褶皱 , 10 一加里东褶皱 , n 一华力西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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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构造运动强烈
,

先后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构造旋回
:
兴凯旋回形成了喀纳斯隆起

,
加里

东旋回仅造成青河一哈龙局部隆起
,

总体面貌变化不大 ; 华力西期为主旋回
,

早泥盆世一晚石

炭世为地槽活动主要时期
。

二叠系磨拉石建造明显不整合于上石炭统之上
,

表明晚华力西亚

旋回期该区全面褶皱回返
,

结束了地槽发展历史
。

依据地质发展历史
、

岩相
、

建造
、

岩浆活动特点和变质作用的差异等
,

该褶皱系可分为

三个二级构造单元
,

各 自特征如下
:

1
.

喀纳斯隆起 ( I
: ) :

位于阿尔泰山北部喀纳斯地区
,

南部与富蕴地槽褶皱带 大 致 以

依来克断裂为界
,

北东西三面延入邻国
。

隆起区为震旦系一下寒武统浅变质细碎屑岩组成的

复理石建造
,

厚 7 7 5 9 米
。

含微古植物
:
K i ld i

n e l l
a s p

.
,

姓 。̀ `a s p
.

,

L ` o一尸矽 h o sp h a e ar

s p
.

,

T ar e h夕sP h a r fd宕。m s p
.

,

T r e m a t o s一hP q e r讨 i u o h o l t掀
a h l`f , T a e n f a t u o c ar ss u协 等 化

石 .
。

其延续时间一般较长
,

但部分属种仅见于震旦一寒武纪地层中
,

故将这套地层暂定为

震旦系一下寒武统
,

为典型的冒地槽型沉积
。

这套地层在苏联境内为碳酸盐岩建造
、

细碧角

斑岩建造
、

硅质岩建造和玄武岩类等优地槽型沉积 81[
。

区内震旦系一下寒武统因兴凯运 动

的影响
,

使其褶皱隆起
,

其上缺失中一上寒武统和下一中奥陶统
,

并被上奥陶统角度不整合

覆盖
。

上奥陶统陆相酸性火山岩发育
,

且具上叠盆地沉积特征
。

侵入岩仅见加里东中期的片麻状黑云母花岗岩
、

斜长花岗岩
,

属铝过饱和系列
,

岩石多偏

碱性
。

在中蒙边境附近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同位素年龄为 3 60 一 44 佰万年 (K一 A
r
法 )[ ” 。

区内主要的褶皱和断裂均成南北向延伸
。

褶皱以复式背向斜为主
,

轴部有向北收敛
,

向

南撒开之势
。

断裂除南北向的外
,

尚有北东
、

北西 向的两组
。

东西向和北西向断裂在局部地段

对喀纳斯隆起中的南北向构造破坏严重
,

但对全局影响不大
。

喀纳斯隆起在华力西旋回期间以刚性体存在
,

长期处于剥蚀状态
。

目前在该区发现的矿

产为地槽活动后期岩浆热液型铜
、

金矿化和绿柱石
、

水晶等找矿线索
。

2
.

富蕴地槽褶 皱带 ( I
: ) :

展布于依来克断裂以南
,

玛固鄂博断裂以北
。

由蓟县系一套

中一深变质的绿片岩相变质岩组成地槽基底
。

蓟县系呈断块状夹持于泥盆系中
,

为冒地槽型

碳酸盐岩建造和碎屑岩建造
,

岩性为含隧石条带大理岩
、

石英岩
、

黑云母石英片岩
、

黑云母

斜长片麻岩
、

斑状混合岩等
,

地层时代是依据含
:

oP yt oP ar at s p
.

,
尸

.

ob
s o]’ 。 t。 ,

L a m i加 ir st

s p
.

,
T “ ur C h a n `a s p

.
,
T r e m a t o矽 h a e r id `u o s p

.
, 。 等微古植物化石而定

。

本区未见震旦一寒武系沉积
。

奥陶
、

志留系广泛发育海相碎屑岩建造夹中酸性和基性火

山岩
。

奥陶纪火山岩为安山一流纹岩建造或流纹岩建造
,

属造山作用晚期构造隆起阶段的陆

相火山喷发 , 志留纪为基性一中基性火山岩
,

属造山作用后期的火山喷溢
,

具有成熟陆板块

的火山活动特征
。

计算和作图结果表明
,

下古生界火 山岩属大陆拉斑玄武岩系列
。

泥盆系为

岛弧型中酸性
、

基性火山岩建造和浊流建造
、

复理石建造
,

为英安岩一流纹岩组合
、

玄武岩

一安山岩一流纹岩组合
。

下石炭统为类复理式建造夹中酸性火山岩
,

为英安岩一流纹岩组合

和安山岩一流纹岩组合
。

过去把下石炭统误认为盖层沉积
,

其实它是一套优地槽型沉积建造
,

厚度大于 2 9。。米
。

. 据哈拉斯幅 1 : 2。 万区调资料
,

化石由新疆地矿局科研所彭昌文鉴定
。

. 据富蕴幅 1 ; 2。 万区调资料
,

化石由新疆地矿局研究所彭昌文鉴定
。

薄1
,



岩浆活动以华力西期为主
,

加里东
、

印支
、

燕山期者较少
,

花岗岩分布面积大
,

棍合鲁
化强烈 ( 、 二)

。

华力西期侵入岩分早
、

中
、

晚三期
:

早期为基性岩类
,

属正常系列
,

有高氧
.

化钙
,

低镁的特点 , 中期为花岗闪长岩
、

斜长花岗岩和混合花岗岩
,

属正常系列或铝过饱租

系列
,

岩石混合岩化作用强烈
,

在岩体周围常形成规模巨大的变质晕圈
,

与围岩界线不清
,

属典型的
“ S ” 型 花岗岩 ; 晚期为黑云母花岗岩

、

黑云母似斑状花岗岩
,

属铝过饱和系列
,

以过碱性或中性为主
,

K一 A r
法同位素年龄为 2 62 一 2 04 百万年

。

燕山期的侵入岩有二云母花

岗岩
、

白云母花岗岩和方解石花岗岩
,

岩体内外接触带产有大量含稀有犷化的伟晶岩脉 , 岩

石化学属铝过饱和系列
,

并以 51 0
,

过饱 和
、

碱性
、

中性或碱适量的岩石为主
,

K一 A r
法同位

素年龄为 1 89 一 86 百万年
。

对燕山期花岗岩有人 曾提 出质疑
,

并依据 阿拉尔岩体 U一 P b 法的

等时限年龄值 ( 2 79 百万年 ) 及岩石化学特征聚类处理
,

认为它是晚华力西期的产物
。

变质作用以华力西期为主
,

加里东次之
,

叠加现象十分清楚
。

北部诺尔特地区以低绿片

岩相为主
,

青河一哈龙以南则为区域热动力变质作用形成的绿片岩相带和角闪岩相带
。

地层

褶皱形态多为紧闭线型
,

常因断裂破坏
、

岩浆侵吞而使其支离破碎
,

在次级褶皱叠加的地段

形态更为复杂
。

晚古生代本区在构造上多处于岛弧环境
,

惟诺尔特地区因拉张作用而形成了

弧间盆地
,

并发育一套拉斑系列和高铝系列的大洋玄武岩建造
。

该褶皱带中部青河一哈龙地

区
,

从广泛发育下古生界和加里东期花岗岩以及邻区 ( 苏联
、

蒙古 ) 的延 伸情况来看
,

可能

存在一个局部于晚志留世末褶皱回返的晚加里东期褶皱带
,

南北两侧的克兰复向斜
,

诺尔特

带向斜则发育一套以泥盆系
、

早石炭世火山岩为主的优地槽型沉积建造
,

并伴有大量华力西

中期岩浆侵入活动
,

其上缺失中石炭世一二 叠纪沉积
,

故该褶皱带系中华力西期 地 槽 褶 皱

带
,

全面褶皱 回返时间在早石炭世末期
。

该 区已知具工业价值的矿产有伟晶岩型白云母稀有金属矿
、

火山岩型铁矿及砂金矿
。

有色

金属
、

非金属和矿泉也发现不少线索
,

特别是与早古生代火山岩有关的原生金矿化值得重视
。

3
.

额 尔齐斯挤压带 ( 1
3

)
:

位于科沙哈尔断裂以南
,

额尔齐斯超岩石圈断裂 以北
。

该带主

要特征是带内岩层遭受强烈挤压变质
,

推覆构造发育
,

遭受强烈挤压变质的地层似乎不受地

层时代的制约
。

我国境内主耍 为上石炭统喀喇额尔齐斯组
,

为浊流相沉积夹中一 基 性 火 山

岩
,

厚 2。。。一 3。。o 米
。

其下部为泥质粉砂岩夹凝灰岩
、

中基性火山岩
;
中部为凝灰砂岩

、

凝

灰粉砂岩夹大理岩
、

含砾砂岩
,

产有芦木
、

海百合茎和微古植物化石
; 上部为变质砂岩

、

斜

长角闪片岩夹基性火山岩 , 顶部为变质砂岩
、

千枚岩
、

板岩夹大理岩
,

含芦木化石 。
。

这套

地层除强烈挤压外
,

还遭受不同程度的区域动力变质
。

该带的岩浆活动以华力西晚期最强烈
,

主要为中酸性岩浆侵入
,

混合岩化强烈
。

此外
,

还发育有似层状基性
、

超基性岩体
。

燕山期 ( ? ) 的酸性一碱性小岩体
,

平行挤压带方向也

时有分布
。

笔者认为额尔齐斯挤压带具有长期活动的历史
,

可能于早古生代已具雏形
,

泥盆纪以后

进入活动时期
,

随着准噶尔板块的不断向北俯 冲
,

使 阿尔泰大部分地区在泥盆纪以后处于岛

弧发育地带
,

石炭纪相对稳定形成东窄西宽的北西一南东向深海沟
,

在弧前盆地沉积 了晚石

炭世浊流相碎屑岩建造
,

石炭纪末期随着阿尔泰
、

准噶尔板块最终连接在一起
,

成为一个大

助 据锡泊渡幅 1 : 20 万区调报告
,

.

1 2
.



陆整体
。

华力西末期大洋虽已闭合
,

但岩浆活动还在继续
,

地壳深部仍在继续着大洋板块的

消减作用
,

这就是阿尔泰边缘活动带中酸性岩浆活动强烈的主要原因
。

额尔齐斯挤压带
,

从所处大地构造位置和邻区资料来看
,

它应是一个寻找以铜镍为主有

色金属矿产的远景地带
,

此外
,

在含带核错石的花岗岩体中寻找有关矿产也有一定的前景
。

( 二 ) 准噶尔一北天山摺皱系 ( l )

位于阿尔泰山之南与北天 山以北的广大地区
,

向西延出国境与苏联的准噶尔一巴尔喀什

地槽相联
,

向东延出国境与南蒙古地槽相接
。

新疆的地质工作者多数认为应将北天山划归准噶尔褶皱系
,

归纳起来理由如下
:

①两者

具有相同的地槽发展经历
。

特别是晚古生代的岩相
、

建造
、

生物群面貌相似
,

北型的安哥拉植

物群未越过博罗科努一阿其克库都克深断裂以南
,

南型的鄂头贝等地也未越过该 断 裂 带 以

北 多 ②两者具有相同的埋深变质作用
,

均形成以葡萄石一绿纤石相为主
、

局部浊沸石相为主

勺变质岩 ; ③两地的重磁场特征相似
,

且与西南天 山之间有一较大的重力梯级带 , ④博罗科

夯一阿其克库都克深断裂北侧泥盆
、

石炭纪地层中发育的 U一艺 岩带和蛇绿岩套
,

无疑是准

噶尔古洋壳的残片
,

因此理应归属同一构造单元
。

该褶皱系是中亚一蒙古大洋的主体部分
。

它继承了晚元古代的大洋环境
,

早古生代形成

祁连型优地槽
,

震旦一寒武系 ( ? ) ( 东西准噶尔奥陶系底部哑地层 ) 为一套绿片岩相变质

岩夹火山岩 , 奥陶系为碳酸盐岩一安山岩建造
、

复陆屑一火山混合建造和细碧角斑岩建造 ,

志留系为细碧岩一复理石建造和复陆屑建造
。

奥陶一志留纪火山岩所反映的构造环境属大陆

或大洋岛弧
,

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造山早期火山活动的特征
。

加里东运动使该褶皱系分化为晚

古生代以安山质为主的岛弧型火山喷发建造的优地槽褶皱带和陆源碎屑岩
、

碳酸盐岩发育的

冒地槽褶皱带 . 。

泥盆
、

石炭纪的基性火山岩
,

主要为岛弧玄武岩和岛弧近大陆一侧的玄武

岩
,

个别为岛弧近海沟一侧玄武岩
、

大洋岛屿及稳定大陆玄武岩
、

近大洋底部玄武岩
。

北天

山地区泥盆纪的火山岩为岛弧型中基
、

中酸性火山岩建造
、

硬砂岩建造和蛇绿岩建造 , 石炭

纪形成岛弧型火山岩建造
、

浊流建造
、

复理石建造和蛇绿岩建造 , 二叠系下部为海相碎屑岩一

火山碎屑岩建造
,

局部有陆相火山喷发建造 , 上部为磨拉石建造
。

该褶皱系于华力西末期全

面褶皱回返
,

从而结束了地槽发展的历史
。

该褶皱系主要特征如下
:

1
.

蛇绿岩套发育
:
在凯依阿思一唐巴勒一带有奥陶

、

志留纪蛇绿岩套 , 纳尔曼得
、

喀拉

通克
、

红柳峡发育有泥盆纪蛇绿岩套多 达拉布特
、

哈尔马依勒
、

巴音沟等地发育有石炭纪蛇

绿岩套
。

2
.

华力西期花岗岩 系列发育齐全
:

以中期为主
,

晚期次之
,

中期形成石英闪长岩一斜长

花岗岩一花岗闪长岩一黑云母花岗岩类的连续演化系列 , 晚期碱度增高形成钠铁 闪石 花 岗
t 岩

。

3
.

构造运动剧烈
、

须 繁
,

多旋回特征 明显
:
加里东期的运动见有两幕 , 华力西期可见九

幕
,

其中泥盆纪内三幕
,

泥盆
、

石炭纪间一幕
,

石炭纪内四幕
,

石炭
、

二叠纪间一幕
。

加里

东构造旋回为前期构造旋回
,

构造分化不甚明显
,

总体以大洋岛弧环境为主 , 主旋回为华力

. 冯益民等
, 1 , a2

,

新洛北部板块构造轮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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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期
,

该期形成由火山岩
、

火 山碎屑岩
、

蛇绿岩组成的优地槽建造带
,

各带在早石炭世未
、

晚石炭世末和早二叠世末相继褶皱回返
。

二叠系为后地槽盖层
,

三叠纪开始进入中一新生代

陆相沉积阶段
。

’

力
4

.

深断裂发育
:

主要深断裂有
:

塔克 台
、

克拉玛依一乌尔禾壳断裂
,

达拉布特
、

哈尔玛

依力
、

纳尔曼得
、

巴尔雷克岩石 圈断裂及博罗科努一阿其克库都克超岩石 圈断裂
。

博罗科努

一阿其克库都克超岩石 圈断裂是划分准噶尔一北天 山褶皱系和西南天 山褶皱系的分界断裂
,

同时又可能是西伯利亚古板块 ( 包括北部陆核一西伯利亚克拉通 ) 和塔里木古板块 ( 包括南

部陆核一塔里木克拉通 ) 之间的分界线
。

这条断裂的重要性被愈来愈多的地质学家所认识
,

黄汲清 1 9 8 4 年将其称为中国天 山主干断裂
; 张文佑等 1 9 7 8 年将其称为东亚大陆上最主要的

断裂带之一
〔 6〕 。

根据构造运动特征
、

地质发展史
、

沉积建造
、

岩相特征
、

岩浆活动及变质作用的差异将

准噶尔一北天 山褶皱系进一步分为四个二级构造单元
,

它们各自的特征如下
:

1
.

东北 准噶 尔优 地槽褶皱带 ( 亚
,

)
:

系中华力西期褶皱带
,

依据岩相
、

建造的显著特

征进一步分为南
、

北两个亚带
,

二者大致以塔尔巴哈台一三塘湖断裂为界
。

北亚带
:

自震旦纪 以来属大洋建造
。

主旋回期间为浅海火 山岛弧体系
,

由北至南为
:

喀

拉通克一沙尔布提克海沟
、

几列克库都克一喀拉吉拉一库兰喀孜干火 山弧
、

加波萨尔次弧和

纳尔曼得弧后盆地
。

泥盆系北塔山组构成火山弧主体
,

泥盆系总厚 1 0 7 2 8 米
,

纳尔曼得发育有

较典型的蛇绿岩套
。

该亚带总体上 为洋壳型建造
,

侵入岩偏中一基性
。

南亚带
; 以正常碎屑岩

、

碳酸岩
、

凝灰质岩石和少量火 山喷发岩间杂复合为特征
。

泥盆纪

的火山活动在平顶 山
、

莫钦鸟拉
、

白杨河等地较显著
,

泥盆系总厚 5 4 3 3一 6 9 3 3 米
。

蛇绿岩建

造与哈尔玛依力深断裂有关
,

以蛇绿混杂形式产于南明水组 ( C全) 含碧玉岩的硅泥质建造之

中
。

本亚带总体特征为过渡的壳型建造
,

花岗岩系列齐全
,

偏碱性的华力西中
、

晚期花岗岩

带形成大型岩基和岩枝
。

两亚带于早石炭世中期同时褶皱回返
,

其标志可以南明水组 ( C誉) 被巴塔玛依内山组陆

相酸性火山磨拉石不整合覆盖 为代表
。

主幕后两亚带都在山间坳陷及 山前坳陷地带形成了上

下两套以陆相火 山喷发为主的地槽期后的亚构造层
: 下部 为火山磨拉石

、

滨海类磨拉石建造

( C全一 C
:
) ; 上部 为内陆湖盆地沉积和由酸一基 性陆相火 山喷发岩组成的断陷火山磨拉石一

含煤建造 ( P )
。

2
.

西 南准噶尔优 地槽摺 皱带 ( I
:

)
:

该带属晚华力西期优地槽褶皱带
,

超基性岩颇为

发育
。

据地槽沉积 和构造发展 的特征可分为四 个阶段
:

奥陶纪形成 以蛇绿岩套为核心的洋壳

型建造系列
,

代表扩张裂 陷构造发展的第一阶段产物 ; 志留纪以火山复理石和硬砂岩复理石

复合建造 为特征
,

并继续有蛇绿岩套产出 它 ,

代表张裂盆地形成并迅速裂陷沉积 的 第 二 阶

段 ; 第三阶段为泥盆纪构造坳陷
,

承袭北部泥盆纪火山岛弧的弧后盆地
,

形成安山一流纹质

凝灰岩建造
。

泥盆纪以托里断裂为界
,

西侧东北准噶尔带内为生物群大量繁衍的浅海环境
,

东侧西南准噶尔则出现生物数量急剧减少的现象
,

并形成沉 降速率很 高
、

韵律性很强的火山

碎屑岩系
; 石炭纪 为单调的硬砂质复理石及浊流建造

,

属地槽沉积第四阶段的产物
。

岩浆侵

O 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四室
, 1 98 3 ,

新疆西准噶尔早古生代蛇 绿宕 (未刊稿 )
.



入活动以华力西中期为主
,

晚期次之
,

主要为钾质花岗岩
、

碱性闪石花岗岩等
,

形成诸如庙

儿沟
、

阿克巴斯套等巨大的等轴形岩体
。

快速沉降
、

低补偿
、

具张性裂陷性质是西南准噶尔优地槽褶皱带的显著特征
。

3
.

准噶尔坳陷 ( I
: ) :

系准噶尔一北天山褶皱系中心部位的一个负向构造单元
,

形成

于二叠纪末
,

接受三叠纪及其后各时代的沉积
,

具地台型陆相沉积特征
。

印支一燕山期渐趋

稳定
,

侏罗纪初坳陷范围扩大
,

掩及周边山区
,

白里纪
、

第三纪 以湖相沉积为主
。

在边缘凹陷带

往往以粗碎屑砂砾岩及泥岩为主
,

盆地中心部位分选程度增高
,

厚度稳定
,

以细碎屑岩
、

泥

岩及石英砂岩为主
。

构造变动仅见于局部地区
,

在三叠纪末
、

中侏罗世末和晚侏罗世末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示
,

主要标志为形成褶皱构造
,

并造成地层间的微角度不整合
。

基底性质众说纷纭
,

我们从双井子沉积建造偏 正常沉积的特征出发
,

认为它 属 坳 陷基

底
,

系古生代构造层的反映 , 结合坳陷边界形态
、

断坳
、

推覆构造和盖层的鼻状拱起来看
,

基底具刚体性质
。

因此推测本区可能有古老的结晶硅铝质层存在
。

本区在上延 15 公里的垂直磁场图和航磁△at 平面剖面图上
,

都显示出基底的构造方向为南

北向
,

与外围褶带构造线斜交或垂直
,

盆地内磁力异常大而宽缓
,

没有强正磁场
,

也没有条

带状磁性异常体
,

表明盆地基底不是玄武岩组成的洋壳
,

缺乏地槽褶皱带的侵入体
,

有别于

外围褶皱带的特征十 分明显
。

9 09 航测队认为其磁场特征可与四川地台
、

华北地台相比
。

从新

疆地壳厚度图来看
,

准噶尔盆地的厚度为 38 一 40 公里
,

而外围褶带地壳厚度则大于 40 公里
,

因此也说明盆地深处有古老稳定的地块
。

近年来许多地质专家
、

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准噶尔盆地基底有一古老结晶 地 块 的 存

在
。

笔者在分析了区域地质资料后也认为准噶尔盆地有一古老基底
,

基底的老地层就是新疆

地层表上所反映的东
、

西准噶尔奥陶系下部厚达千余米到数千米的哑地层
:
西准噶尔拉巴组

( O
;

) 下部为一套海相变质火山岩
,

岩性为绢云黑云母石英片岩
、

含电气石绿泥斜长片岩
、

黑云母石英片岩夹变余泥质粉砂岩
、

斜长角闪片岩及石英岩 ; 东准噶尔为荒草坡群 ( 0 : _ : )

第一亚群
,

主要岩性为条带状大理岩
、

白云岩及千枚岩化钙质砂岩
、

粉砂岩
。

这套地层的时

代 目前尚无可靠依据
,

从层位和接触关系推测
,

可能为震旦一寒武纪
。

准噶尔盆地基底的南北向构造
,

已为许多学者所重视
,

尹荷中 ( 1 9 8 6 )
、

新疆区调队的

徐新
、

胡金庆等 ( 1 9 8 2 ) 都从不同角度证明在东经 8 6
0

3。 ` 、

87
0

3。了、 8 8
“ 3。 !有近南北方向贯

穿盆地的巨型线性构造
〔 , ,

。

更有趣的是 87
0

3 0, 处的南北向构造
,

其中段 ( 盆地中央 ) 经物探

资料证实古生代基底有南北向隆起
,

并在中生代盖层中形成一系列向南倾没的鼻状构造 , 北

段在阿尔泰山北部由震旦纪一早寒武世地层组成一系列的南北向复式背斜
、

向斜和挤压片理

带 ; 南段形成隐伏的南北向基底断裂
,

它通过乌鲁木齐横切天山中部
。

这些情况表明
,

准噶

尔盆地基底存在一个南北向构造带
,

组成该带的地层可能和喀纳斯隆起的震旦系一下寒武统

相当
。

从区域构造分析
,

准噶尔盆地的基底并非塔里木的前寒武纪地层
,

而很可能是西伯利

亚板块的震旦一寒武系
。

因此
,

它和塔里木震旦
、

寒武系的岩相
、

建造是不能对比的
。

过去

没有将准噶尔奥陶系底部哑地层划为震旦
、

寒武系
,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不能和天山
、

塔里木相应地层对比而造成的
。



4. 非天 山优地槽褶皱带 ( l ; ) :
该带为末华力西期优地槽褶皱带

,

出露的最老地层为

奥陶纪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夹碳酸盐岩
。

志留系仅见上统一套海相碎屑岩建造
。

泥盆系下统

由岛弧型中基一中酸性火山岩组成
,

厚达万米 ; 中统下部为蛇绿岩
、

中基性凝灰岩夹灰岩
,

上部为复理石建造
,

总厚 8。。。 米 ; 上统为硬砂岩建造
,

分布零星
。

石炭系下统为岛弧 型中

酸
、

中基性火山岩
、

火山碎屑岩和浊积岩
,

厚 1。。。一 6 0。。 米 ; 中
、

上石炭统由岛弧 型 中一

基性火 山岩
、

陆源碎屑岩夹灰岩组成
。

火山岩多偏碱性
,

局部发育拉斑玄武岩系 列 之 中酸

性
、

基性火山岩及复理石 ( 博格达 )
。

依连哈比尔孕早泥盆一中石炭世蛇绿岩套剖面典型
,

序列完整 ( 大洋拉斑玄武岩 N a

夕 / K夕 > 1 07 )
,

上部见有弧沟间的浊积岩
。

上石炭统在博格

达见有类似地中海型的复理石建造
。

下二 叠统为滨一浅海相碎屑岩
、

火山碎屑岩和灰岩
,

厚

1 0 0 0一 3 0 0。米
。

局部为 陆相基一酸性火 山岩夹海相碎屑岩
、

灰岩
。

早二 叠世末的地壳运动使

该区海水几乎全部退 出
,

基本结束了本区的地槽发展历史
。

槽台之间的关系一般为突变式
,

但乌鲁木齐一带的中石炭世一三 叠纪却为连续沉积
,

地槽型建造与盖层之间为整合关系
,

显

示 了槽台渐变转化的特征
。

华力西朋岩浆活动
,

主要集中分布于觉罗塔格一带
,

早期以中基性岩占优势
,

中期以中

性岩类为主
,

晚期以大量花岗岩浆侵入为特征
,

末期多为偏碱性的小岩体
。

花岗岩类以富钾

花岗岩一花岗岩一花岗闪长岩系列为主
,

偏 碱性岩类次之
,

中期岩体内获有同位 素 年 龄为

2 7 8一 3 0 0百万年
,

晚期为 2 2 2
.

2 1一 2 3 4百万年 ( K一 A r
法 )

。

变质作用 以埋深变质为主
,

广泛发育葡萄石一绿纤石相
,

局部出现浊沸石相
。

区域动力

变质作用仅见于局部地区
,

以低绿片岩相为主
。

该褶皱带的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准噶尔一北天山古洋板块向塔里木陆板块俯冲的沟弧带
。

线性构造明显
,

构造线呈东西 向或北西 向
,

断裂以压性为主
,

具右旋扭动特征
,

有些断裂构

造具逆掩一推覆性质
,

特别是博格达山北坡向北凸出的弧形断裂
,

可能是印支一燕山期形成

的一个推覆体
。

二
、

构造的发展阶段及演化历史

依据地质发展演化历程
,

北疆 地质构造大致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

现将各阶段特征及其

演化历史叙述如下
:

( 一 ) 中一晚元古代阶段 ( 武陵一扬子旋回 )

新疆北部阿尔泰山在中一晚元古代处于西伯利亚板块南部被动大陆边缘
。

蓟县纪沉积一

套冒地槽型碳酸盐岩
、

碎屑岩建造 ; 从岩性
、

岩相特征分析
,

可能于武陵一扬子旋回早期在

阿尔泰存在一古地槽
,

武陵运动使蓟县纪地层发生褶皱
,

地槽回返
,

之后因长期处于隆起状

态
,

故缺失青白口系沉积
。

( 二 ) 震旦纪一早寒武世阶段 ( 兴凯旋回 )

震旦系在天山
、

塔里木等地为塔里木地台上第一套盖层
,

台型沉积特征明显
:
在北疆地

区震旦系一下寒武统则为典型的冒地槽复理石沉积
,

其下部韵律式互层特征明显
,

岩石一般

.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
, 1 0 8 5

,

准噶尔盆地构造特征及共形成演化 (未刊资料 )
。



不变质
,

部分为轻微变质的砂板岩相变质岩
,

其上被上奥陶统陆相酸性火山岩呈角度不整合

覆盖
。

由此说明
,

早寒武世末北疆地区有一次较大的构造运动
,

即兴凯运动
。

经此运动
,

晚

元古代地槽封闭
,

喀纳斯隆起初步形成
,

同时也形成了准噶尔中央地块
。

此后在周边地槽接

受巨厚沉积时
,

地块侧相对隆起
,

长期以刚体性质存在于阿尔泰和准噶尔一 J七天 山 褶 皱 系

中
。

喀纳斯隆起在加里东
、

华力西旋回长期相对上升
,

具地背斜性质
。

准噶尔中央地块在华

力西末期地槽褶皱隆起遭受剥蚀时
,

它却大幅度沉降
,

以致形成大型坳陷
,

在构造上具有中

间地块性质
,

在以后的印支
、

燕山运动时期
,

由于周边推覆构造活动强烈
,

将其掩盖于古生

界和中新生界之下
,

使其基地的老地层未露出地表
。

( 三 ) 早古生代阶段 ( 加里东旋回 )

准噶尔一北天山广大地区向活动性强的地槽方向发展 阿尔

泰当时处于陆缘环境
,

发育一套巴颜喀拉型冒地槽沉积
,

研究结果证明
,

该区早古生代火山

岩属大陆拉斑玄武岩系列
,

为裂谷
、

过渡带玄武岩和岛弧安山岩一玄武岩系列的高招玄武岩

属大陆边缘活动带产物
。

准噶尔一北天 山早古生代为广阔的海洋
,

而准噶尔则是组成海洋板

块的深海盆地
。

唐巴勒地区先经历了扩张阶段的海盆时期
,

形成陆缘碎屑岩建造和蛇绿岩套
,

以后逐渐发育为深海沟俯冲带
,

晚奥陶世是海洋板块的主要俯冲阶段
,

除导致其南部出现高

压蓝片岩相外
,

还使洋壳超基性
、

基性蛇绿岩暴露地表
。

其它地区则为岛弧裂谷发育时期
。

晚加里东运动并未使地槽完全封闭
,

只在部分地段造成地壳局部摺皱回返
。

这些褶皱带

在华力西旋回仍有强烈的活动
。

( 四 ) 晚古生代阶段 ( 华力西旋回 )

晚古生代阿尔泰褶皱系的喀纳斯隆起
、

青河一哈龙复背斜为蚀源区
。

克兰
、

诺尔特复向

斜在早中泥盆世为岛弧间盆地
,

其中发育中一酸性
、

基性火山岩和石炭纪的碎屑岩夹中酸性

火山岩建造
。

随着由北而南的向洋迁移
,

额尔齐斯一带在晚石炭世发展为深海沟
,

发育一套

浊流沉积和蛇绿岩
,

两大板块的碰合带
。

,

此海沟为阿尔泰古陆板块与准噶尔古洋板块的消减带
,

也是晚石炭世末

东北准噶尔经历了早古生代洋壳发展阶段之后
,

于华力西旋回早泥盆一早石炭世形成中

一基性火山岩
、

碎屑岩
、 硅质岩和蛇绿岩 ( 纳尔曼得

、

哈尔玛依力 )
,

为典型的岛弧型优地

槽沉积
。

早石炭世末地槽闭合

沟
、

弧
、

盆体系
。

,

海槽向南迁移
。

在构造环境上为活动大陆边缘
,

发 育 一 套

西南准噶尔在华力西旋回早泥盆一早石炭世沉积了海相碎屑岩
、

中基性火山岩
、

火山碎

屑岩
、

硅质岩和蛇绿岩套等
,

为典型的洋壳型建造

噶尔并合
。

,

该区于晚石炭世褶皱回返
,

并与东北准

北天山属于过渡性地壳
,

博格达
、

喀尔力克为岛弧环境
。

发育碱性及拉斑玄武岩系及复

的海沟区
,

至泥盆纪构成准噶尔

地块的边缘岛弧
。

依连哈比尔孕沟弧带
,

当时可能就是深海构俯冲消减带
。

觉洛塔格在晚古

生代是典型的岛弧
,

主体部分不仅有大量钙碱性
,

碱性和基一中酸性火山岩
,

而且还有大量

中一酸性岩浆侵入
。

在康古尔塔格一苦水
、

干墩以北还见到成分复杂的地体
,

其中不仅有远

洋成熟型复理石
、

枕状玄武岩
、

放射虫硅质岩及 U一艺杂岩
,

而且局部还有中一深变质的角



刁

闪岩相变质岩
。

组成这些地体成分的时代有早泥盆世
、

早石炭世和中一晚石炭世
。

地休的招镇

成是由于北天 山洋壳沿博罗科努一阿其克库都克深断裂及吐鲁番一哈密盆地中央断裂向南俯勺

冲时一些洋壳和陆壳残片沿岛弧北侧不断拼贴的结果
〔幻 ,

最终逐渐与塔里木陆块连为一体
。

( 五 ) 中一新生代阶段 ( 阿尔卑斯旋回 )

1
.

印支一燕山 亚旋回
:
华力西旋回之后

,

整个北疆进入新地台发展阶段
。

阿尔泰
、

准噶

尔一北天 山在三叠纪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

仅于山间坳陷和山前坳陷见有范围不广
、

厚度不大

的陆相碎屑沉积
,

其岩相为磨拉石建造
、

类磨拉石建造
。

侏罗纪在以上沉 积区继 续 接受 沉

积
,

但湖盆范围比以前宽的多
。

早侏罗世沉 积广泛覆于老地层之上
,

为一套湖相含煤建造
。

侏罗纪末本区又发生广泛褶皱隆起
,

使前侏罗纪地层再次产生褶皱
、

断裂
,

这次运动致使下

白婴统呈角度不整合广泛覆盖于侏罗系之上
。

早白垄世地壳再度发生不均匀沉降
,

继续在 山

间和山前坳陷沉 积碎屑岩层
。

晚白噩世末发生的挤压和隆起
,

造成准噶尔白里纪以前的地层

再度褶皱
、

断裂
,

并继承古生代以来的构造特征
。

2
.

喜马拉 堆亚旋回
:

白里纪末期
,

准噶尔助陷的稳定性越 来越差
,

基底自北 向南的掀斜

运动渐趋 明显
,

第三纪以后盆地基底 向南掀斜更甚
,

使第三系 自北向南逐渐增厚 ( 北部厚仅

百余米
,

南部安集海一带厚达 5 0 0 0 米以上 公 ,

渐新一中新世陆相地层在山前坳陷广泛覆盖于

老地层 之上
。

经过上新一早更新世晚喜马拉旋雅回
,

天 山
、

阿尔泰山剧烈抬升
,

在山麓地带

形成巨厚的磨拉石建造
。

喜马拉雅亚旋回在山区以强烈的挤压
、

褶皱隆起和断块性升降运动为主要特征
。

该亚旋回

早期由于欧亚大陆与印度次大陆的碰撞
,

导致准噶尔中新生代地层强烈褶皱 ; 晚期是天山主

要隆起时期
,

在天山南北形成规模巨大的 山前坳陷
,

伴随山体的强烈隆起
,

在天 山南北和阿

尔泰山前均有十分强烈的褶皱 和逆掩
。

三
、

结 语

本文 以多旋回槽台学说为基础
,

结合板块构造观点对北疆大地构造提出了新的认识和划

分意见
,

客观地展示了北疆大地构造基本面貌和特征
,

有机地运用了地质
、

物探
、

岩浆岩和

变质岩研究方面的新成果
。

归纳起来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展
:

( 一 ) 在阿尔泰山发现了蓟县系和震旦系一下寒武统
,

从而改变了北疆不存在前寒武系

的结论
。

在构造上划出了喀纳斯隆起并将其归属于兴凯褶皱
,

主褶皱幕确认为早
、

中寒武世

之间
,

这为北疆构造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

( 二 ) 对准噶尔坳陷是否存在前寒武纪结晶基底的问题做了大胆推论和较细致的分析对

比
,

并指 出它是西伯利亚克拉通的碎块
,

这和以往认为它是塔里木克拉通碎块的说法有重大

差别
。

( 三 ) 根据岩相
、

建造
、

生物群方面的相似性
,

将北天山划归准噶尔褶皱系
,

这和物探

成果
、

变质岩研究
、

航卫片的解译更趋一致
。

( 四 ) 将准噶尔构造的东西划分改为南北分带
,

这对成矿作用
、

找矿方向及准噶尔一北

. 同 16 页脚注
.



冯家山砂岩型铬铁矿床基本地质特征

王 林 方
( 西北 有色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七一一队 )

内容提要
:
冯家山铬铁矿床是滨岸浪击地带富集形成的古砂矿床

。

含矿岩系为中晚元古代九道

拐群上岩组碳酸盐建造中的砂岩系 , 具二次连续沉积旋回
,

各旋回的砂岩层中均有赋存有铬 铁 矿

体 ; 矿床虽经过变质改造
,

但水平层理
、

韵律结构等沉积构造仍较明显 , 矿石具典型的砂状结构
,

主要有用矿物为铬铁矿
。

冯家山铬铁矿床位于陕西宁强
,

1 9 8 3 年秋发现后
,

〔经过一年多的地表地质工作和深部评

价
,

肯定其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铬铁矿古砂矿床
,

或称砂岩型铬铁矿床
。

鉴于这类铬铁矿床较

为少见
,

所以将现有资料进行加工整理撰写成文以供读者参考
。

一
、

矿区地质背景

本矿床所在部位为习称的勉 ( 县 ) 略 ( 阳 ) 宁 ( 强 ) 三角地带的中部
,

铬铁矿床主要产

于由中晚元古代九道拐群上岩组 ( 碳酸盐组 ) 组成的冯家山更次级箱状向斜构造中
。

在区域

天山褶皱系的形成机理
、

演化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 五 ) 本文提出博罗科努一阿其克库都克深断裂既为准噶尔一北天 山褶皱系与西南天 山

褶皱系的界线
,

同时又是西伯利亚板块和塔里木板块的界线
。

这对新疆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和

地质构造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

新认识
。

以上仅是初步研究成果
,

某些构造单元的划分和论述不尽合理
,

敬请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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