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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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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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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三道岭幅区调项目重新划分和厘定了博格达小区的地层系统!特别是对石炭纪地

层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包括'在原塔克尔巴斯陶组内发现不整合界面!从而将该组解体!其

下部层位岩性#岩相和古生物特征可以和托斯巴斯陶组对比!从而将它们重新厘定为黑山头组!时

代为早石炭世中晚期!并发现该组在下涝坝与下伏上泥盆统康古尔塔格组为整合接触$将塔克尔巴

斯陶组上部层位厘定为姜巴斯套组!依据发现的
B#&1$(*$*.(

等腕足化石!笔者认为该组上部应该

已经存在晚石炭世地层$依据地层接触关系#古生物化石以及锆石
T9MH

年龄!将七角井组的地质

时代厘定为晚石炭世早期!它和柳树沟组为同时异相沉积$在祁家沟组顶部灰岩中发现了有孔虫等

丰富的微体化石!认为它的时代是晚石炭世中期!和阿什喀腊组为同时异相沉积"

关键词!石炭纪$地层$研究进展$博格达$东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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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层区划上&博格达地层小区属于北疆
K

兴

安地层大区)北疆地层区的北天山分区!王洪亮等&

#$$<

"'

%:#8

万三道岭图幅范围为东经
"%j>$k

"

">j$$k

&北纬
!>j$$k

"

!!j$$k

&国际分幅编号为

;!&=$$%$$#

&面积
%>!<"c7

#

'笔者研究对象是

%:#8

万三道岭图幅内博格达地层小区的石炭纪地

层'在
%:#8

万三道岭图幅中&博格达小区是巴里

坤塔格南缘大断裂以北和白墩子大断裂南西所夹持

的区域&分布于图幅中部和北部#吐哈盆地小区位于

巴里坤塔格南缘大断裂以南的区域&分布于图幅的

南部#三塘湖 莫钦乌拉小区主要位于白墩子大断裂

的东北部&分布于图幅东北部!图
%

"'该地的地质

调查工作&从
%"

世纪晚期开始'解放以前&俄国人

包达宁!

%AA<

")普尔热瓦斯基!

%AA"

"

%A"$

"&中国王

洁秋)何铭钰!

%"!A

"等先后在此做过基础工作'解

放初期!

%"8#

"

%"8<

"多系一些路线调查&主要有苏

联地质学者
L5E5

西尼村&中国人员毛国洪)杨晓

亭)陈文燕)俞齐生等&其中以
L5E5

西尼村工作较

为详细些&内容较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8<

"

%"8"

年在本区开展了全面的矿产检查和区测工作&

新疆地质局!

%"8<

&

%"8"

"&冶金局!

%"8<

&

%"8A

"&石油

局!

%"8A

"

%"8"

"在此地先后开展工作'从
#$

世纪

<$

年代一直到
#%

世纪初期&在本区系统开展了区

域地质调查和区域矿产调查'但由于前期开展的研

究工作在地层划分方面没有统一的方案&导致了对

同一地层单元也多有不同的认识&直接影响对研究

区内地层等其他各种地质体的整体认识'

%:#8

万

三道岭幅区调项目参照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域地

质志2和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岩石地层2的区划方案&

根据岩性)岩相)变质程度一致性的建组原则&结合构

造分区和古生物资料&最终将博格达小区石炭系厘定

为
<

个岩石地层单位&即下石炭统黑山头组!

=

%

#

"和

姜巴斯套组!

=

%J

"#上石炭统七角井组!

=

#=

")柳树沟

组!

=

#

5

")祁家沟组!

=

#=J

")阿什喀腊组!

=

#

+

"和奥尔

吐组!

=

#

+.

"&在研究中有一些新发现并取得一些新

认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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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地质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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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尔巴斯陶组的解体以及托斯巴

斯陶组的重新厘定

!!

由于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岩石地层2!

%"""

"将研

究区内的$托斯巴斯陶组%和$塔克尔巴斯陶组%已经

废弃&并且没有提供替代组名&因此&需要对这两组

重新厘定'

EFE

!

原托斯巴斯陶组和塔克尔巴斯陶组的划分沿革

托斯巴斯陶组分布在红井子断裂北侧&总体呈

近东西向长条状展布#在小夹山附近与下伏地层大

南湖组!

d

%

/

"为角度不整合接触&而在萨尔乔克的

札勒格孜库都克与下伏的奥陶系乌列盖组!

(

>

I

"和

庙尔沟组!

(

>

@

"为角度不整合接触或断层接触'

本次调查发现&在下涝坝的克什克涅巴斯陶附

近&该组与下伏地层康古尔塔格组!

d

>

G

2

"为整合接

触&在图幅内的其他地方为断层接触#其上被上石炭

统柳树沟组)下二叠统三塘湖组以角度不整合覆于

其上&其余则为断层接触'

该组在前人出版的
%:#$

万巴里坤湖幅地质报

告中划归中泥盆统大南湖组#

%""%

"

%"">

年新疆地

矿局第二区调大队在红井子一带开展
%:8

万区调

时&在该套地层中发现了早石炭世海相动物化石&从

而将大南湖组解体&建立了包括托斯巴斯陶组在内

的一系列石炭纪和二叠纪地层单位#

#$%%

年第一区

调队在
%:8

万下涝坝乡幅中将托斯巴斯陶组改为

雅满苏组'但是经区域对比&笔者研究认为新划分

的雅满苏组只相当于托斯巴斯陶组下段&使用雅满

苏组完全代替托斯巴斯陶组是不适合的'

笔者研究认为塔克尔巴斯陶组分布地区有
#

部

分(南部出露于七角井大向斜外围&呈弧形展布#北

部主要分布在石板墩断裂北侧'该组是
%""%

"

%""#

年新疆第二区调队四大队在当地开展
<

幅
%:

8

万区调时&在该地层中采集到大量海相化石&从而

将大南湖组解体并创建了该组&并认为其层位明显

高于托斯巴斯陶组'

EFG

!

对托斯巴斯陶组和塔克尔巴斯陶组的重新厘定

由于$托斯巴斯陶组%和$塔克尔巴斯陶组%均被

废弃不用'因此&需要对这两组重新厘定'本次调

查中发现塔克尔巴斯陶组内部存在不整合界面&项

目组在布尔汉库都克实测剖面&控制该组上下两部

分&二者为平行不整合接触'限于篇幅&笔者只附剖

面图!图
#

"'依据组内不应该存在不整合界面的原

则&需要将该组解体分为上下两部分分别厘定'研

究发现&塔克尔巴斯陶组下部地层的岩性)岩相和古

生物特征完全可以和托斯巴斯陶组对比&因而将二

者合并厘定'

博格达地层小区在地层区划中归于北疆 兴安

地层大区&而该地层大区中&早石炭世地层仅有黑山

头组和姜巴斯套组&而且1

%:%$$

万中国天山及邻

区地质编图2中也将黑山头组归入天山地层大区的

东准噶尔地层区中'

经过岩石组合和生物化石的对比&将原托斯巴

斯陶组和塔克尔巴斯陶组下部层位厘定为黑山头组

是合适的'该组是一套海退序列的正常沉积碎屑

岩)火山碎屑沉积岩和火山岩建造&岩性为凝灰质岩

屑砂岩)凝灰质粉 细砂岩)沉凝灰岩)碳质粉砂岩夹

安山岩)玄武岩和灰岩透镜体'产动物化石腕足)珊

瑚和海百合茎等&以及植物化石
<.(&"+5+@$*.(Y

]

5

中芦木!未定种"和
K.

)

$/&/.%/1&%Y

]

5

鳞木!未定

种"等!图
>

#

&

>

$

"'前人曾将该组时代确定为早

石炭世中期&但从发现的腕足化石分析&大多见于早

石炭世晚期地层阿恰勒河组和美路卡河组&以及早

石炭世中*晚期地层南明水组和雅满苏组&少数化

石见于早石炭世早期宽沟组和早石炭晚期地层和什

拉甫组和巴楚组上部'因此&将该组厘定为早石炭

世中晚期比较合适'

#

&

$

&

t

&

u

5

凝灰质砂岩#

'

&

v

5

砾岩#

P

5

玄武岩#

w

5

凝灰岩#

%5

黑山头组#

#5

姜巴斯套组

图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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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汉库都克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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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塔克尔巴斯陶组上部层位的岩性)岩相)变质

程度和古生物特征也可以和北疆 兴安地层大区的

姜巴斯套组对比&将其厘定为姜巴斯套组也是合适

的'该组与下伏黑山头组呈平行不整合或断层接

触&与上覆上石炭统七角井组为平行不整合&与上石

炭统柳树沟组)祁家沟组呈角度不整合!或断层接

触"'依据岩性)岩相)变质程度和古生物特征的差

%>#

!

第
#

期 初建朋等(东天山博格达地层小区石炭纪地层研究进展



异&姜巴斯套组可以分为
#

段(一段主要为一套沉积

碎屑岩和火山碎屑沉积岩夹少量火山岩&具体岩性

为凝灰质砂岩)砾岩)岩屑砂岩)泥质粉砂岩夹玄武

岩)凝灰岩)生物碎屑灰岩&动物化石丰富#二段主要

为一套火山岩建造&夹少量碎屑岩&具体岩性为玄武

岩)安山岩)凝灰岩&少量的凝灰质细 粉砂岩和泥质

粉砂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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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格达地层小区发现的石炭纪化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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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该组沉积环境为滨浅海环境&前人将该组时代确

定为早石炭世中晚期'但本次研究在该组二段顶部

凝灰质细
K

粉砂岩中采集到了大量腕足化石&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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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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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晚石炭世地层的常

见分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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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1$(*$*.(

是晚石炭世

特征分子&而
0+1+@'$1I&&/$+

是北疆地层区晚石

炭世早期的地方特色分子'发现的腕足化石具有北

疆地层区
B#&1$(*$*.(K0+1+@'$1I&&/$+

腕足化石

组合带的特征&可以和晚石炭世早期地层石钱滩组

和祁家沟组等进行广泛的对比'根据地层接触关系

以及化石的时代特征&笔者认为该组时代为早石炭

世晚期&但上部层位应该已经存在晚石炭世早期

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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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角井组时代是晚石炭世&与柳树

沟组为同时异相沉积

GFE

!

七角井组时代为晚石炭世

七角井组分布于七角井大向斜主体&与下伏姜

巴斯套组为平行不整合接触&与上覆阿什喀腊组为

平行不整合接触&南北两侧都与柳树沟组为断层接

触'本次调查将该组分为
>

段(一段为火山岩)火山

碎屑岩夹碎屑岩组&主要岩性为玄武岩)安山岩)凝

灰质砂岩)夹粉砂岩)岩屑砂岩和灰岩透镜体'二段

为碎屑岩夹少量火山岩&主要岩性为凝灰质砂岩)粉

砂岩)岩屑砂岩)凝灰岩夹少量玄武岩)安山岩'三

段为碎屑岩和火山岩组成的韵律&主要岩性为凝灰

质砂岩)粉砂岩)岩屑砂岩和玄武安山岩)安山岩&碎

屑岩和火山岩组成喷发 沉积旋回'

在以往的区域地质调查中&该组多被厘定为早

石炭世晚期地层'在该组砂岩中发现植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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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灰岩中发现腕足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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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房贝'腕足化石是石炭纪*二叠纪常

见分子&但匙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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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晚石炭

世*三叠纪&芦木属
B+5+@$*.(

主要见于晚石炭

世*晚二叠世地层&该组发现的植物化石组合不具

有早石炭世地层的特征#此外&

#$%%

年新疆第一区

调队在测区进行
%:8

万区调时&对该组中的玄武岩

!辉绿岩"进行了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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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值#从地

层接触关系考虑&下伏地层姜巴斯套组已经出现了

晚石炭世早期地层'因此&将七角井组时代确定为

晚石炭世是合理的'

GFG

!

柳树沟组时代的讨论

柳树沟组分布较广&总体是围绕在七角井大向

斜的外围'在北部与下伏黑山头组和姜巴斯套组呈

角度不整合或断层接触#与上覆上石炭统祁家沟组

为平行不整合接触'在巴里坤塔格地区该组与下伏

中泥盆统头苏泉组为角度不整合接触!局部断层接

触"&与上覆下二叠统阿尔巴萨依组呈角度不整合接

触'可分为
>

段(一段为基性熔岩和火山碎屑岩夹

沉积碎屑岩组合'二段为沉积岩夹中基性火山岩和

灰岩夹层'三段为中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夹沉

积岩&岩石组合为流纹岩)霏细岩)安山岩)凝灰角砾

岩夹粉砂岩)泥岩'

在该组发现了大量化石&包括腕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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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枝孔珊

瑚#植物化石(副芦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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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

次调查发现了大量微体化石&包括在伊齐发现牙形

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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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型颚齿牙形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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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齿窄颚刺#总

体看&化石以晚石炭世早期分子为主&少数见于早石

炭和晚石炭中晚期地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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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疆有色物探大队在柳树沟组玄武岩

流纹岩双峰式岩石组合中获得流纹岩
)H9.I

等时

线年龄为!

#"&f#

"

E?

&王银喜等在大石头*色皮口

地区的流纹岩
)H9.I

同位素年龄为!

>$<f%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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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在三道沟
LM%

剖面
%A

层

采样所测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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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景刚等人

对新疆博格达东缘色皮口地区柳树沟组二段流纹岩

的锆石定年结果&为!

>%!5$f%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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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该组地

层为晚石炭世'结合化石时代特征和测年结果&笔

者将柳树沟组形成时代定为晚石炭世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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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树沟组与七角井组为同时异相沉积

笔者研究认为&柳树沟组与七角井组为同时异

相沉积&七角井组为裂谷中心相&柳树沟组为裂谷边

缘相&二者对比如下(首先&二者地质时代相同&都为

晚石炭世早期&在两组中发现的植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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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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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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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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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有分子'其次&具有相同的空间

层位'二者上覆地层分别为晚石炭世中期的祁家沟

组和阿什喀腊组&下伏地层均为姜巴斯套组'第三&

二者所处沉积环境都为裂谷滨浅海环境'第四&从

岩性岩相特征分析&两组都划分为
>

个段&且岩石组

合都是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夹沉积岩的火山 沉积建

造&但从火山岩特征看两者有明显差异(七角井组的

火山岩总体是以基性)中基性为主&属裂谷盆地强烈

拉张的产物&间接反映该组形成于裂谷盆地中部环

境'柳树沟组的火山岩总体是从早期基性 中基性

到晚期酸性的活动特点&在其中段可见到大量灰岩)

生物碎屑灰岩夹层或透境体&在上段陆源碎屑岩中

产芦木等植物化石&并有大量流纹岩等酸性火山岩

产出&表明柳树沟组形成于裂谷盆地边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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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家沟组和阿什喀腊组为同时异相

沉积

!!

祁家沟组分布在图幅的东北部&出露于
#

个区

域'第一个区域位于小红柳峡和塔克尔巴斯陶&石

板墩大断裂以北&呈弧状展布&构成向斜的一部分&

与下伏地层下石炭统姜巴斯套组和上石炭统柳树沟

组分别为角度不整合接触和平行不整合接触&与上

覆地层上石炭统奥尔吐组为平行不整合接触'第二

个区域位于下涝坝&石板墩大断裂和红井子大断裂

夹持区域的西部&呈灰岩透镜体出露&与下伏的柳树

沟组为平行不整合接触&与下二叠统三塘湖组为断

层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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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疆第二区调队将研究区内该套

地层在石板墩大断裂北侧部分定名为祁家沟组&而

把石板墩大断裂南侧部分划为上石炭统居里得能

组#

#$%$

年刘洪福等在1中国西北地区构造 岩相古

地理研究2中&根据化石和岩石组合特征&笔者认为

在东准噶尔地层区内&居里得能组等同于祁家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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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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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初建朋等(东天山博格达地层小区石炭纪地层研究进展



该组为一套火山碎屑和沉积碎屑建造夹中基性

火山岩&岩石组合为凝灰质砂岩)砂岩)沉凝灰岩夹

玄武岩&顶部为一套灰岩'

下部碎屑岩中产大量植物化石&上部灰岩中产

海百合)珊瑚和腕足化石等&总体趋势是下粗上细&

是一套由陆向海的进积序列'本次研究在下涝坝灰

岩透镜体中发现了丰富的有孔虫化石&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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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房虫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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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和新疆晚石炭统阿孜干组和东图津河组)河北

唐山本溪组)贵州威宁组)江苏和广东的黄龙组)美

国内华达州宾夕法尼亚系下部莫洛组等对比'前人

在该组采集到植物化石
B+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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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氏

型芦木和腕足化石鉴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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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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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刺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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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格长身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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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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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脊贝等&多见于中

上石炭统'结合古生物化石和地层接触关系&将该

组时代定为晚石炭世中期'

阿什喀腊组分布于图幅的沙沟和布尔汉库都克

等地&位于红井子大断裂南侧&靠近七角井大向斜的

核部&呈弧形展布'与下伏上石炭统七角井组为平

行不整合接触&其上被上石炭统奥尔吐组平行不整

合覆盖'该组岩石组合为一套典型的浊积岩建造&

具有典型的鲍马序列'楼法生等人于
%""!

年在红

井子地区发现阿什喀腊组浊积岩中盛产大量的遗迹

化石&为一套较为典型的深海 半深海环境复理石相

遗迹化石组合'同时&项目组研究人员发现该组浊

积岩中产有植物化石碎片和海百合茎化石残片&经

鉴定为
<.(&"+5+@$*.(

中芦木&但未发现极深海的

生物组合的沉积特征&说明沉积仍是半深海沉积环

境'该组粗粒浊积岩和细粒浊积岩皆有发育&而且

是粗粒浊积岩覆盖在细粒浊积岩之上&表明该组应

该是在构造不稳定的半深海 深海的陆缘斜坡条件

下由三角洲逐渐进积到较深水中产生的'由于该组

岩石组合为一套典型的浊积岩建造&在区内没有与

之可对比的地层&前人将该组厘定为阿什喀腊组&此

次调查沿用'

在该地层中发现的植物化石碎片
<.(&"+5+@,

$*.(Y

]

5

中芦木&指示该地层时代为晚石炭世'另

外&阿什喀腊组与下伏上石炭统七角井组为平行不

整合接触&其上被上石炭统奥尔吐组平行不整合覆

盖&可以进一步根据与上下石炭系的接触关系确定

时代为晚石炭世中期'

阿什喀腊组与图区北部的祁家沟组为同时异相

沉积'前者为半深海陆缘斜坡浊积体系&后者为滨

浅海粗碎屑韵律沉积'二者对比如下(首先&二者具

有相同的空间层位'

#

个组均被奥尔吐组平行不整

合覆盖&祁家沟组和阿什喀腊组下伏地层分别为柳

树沟组和七角井组&柳树沟组和七角井组为同时异

相产物&因此&祁家沟组和阿什喀腊组也具有相同的

空间层位'其次&沉积环境上&阿什喀腊组沉积环境

应为裂谷晚期水体相对较深的半深海陆缘斜坡&而

祁家沟组形成于具有一定火山活动的浅海环境'第

三&岩性岩相特征上&阿什喀腊组主要由一套细火山

碎屑沉积组合&主要以中粗粒碎屑岩为主&代表了

鲍马序列中的
D

)

L

)

=

)

d

段&局部地区有少量喷溢

相玄武岩夹层&属于裂谷盆地中心区沉积的&是半深

海斜坡沉积环境的产物'祁家沟组为一套沉积碎

屑)碳酸盐岩建造夹中基性火山岩&岩石组合为砂

岩)砾岩夹安山岩)玄武岩&顶部过渡为一套灰岩&岩

石成分成熟度较高&属于浅海沉积相&是裂谷盆地边

缘浅海环境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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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石炭统奥尔吐组

奥尔吐组在图幅中出露有
>

部分&面积都较小'

在北部小红柳峡地区构成阿克扎勒向斜核部&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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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塔克尔巴斯陶地区分布于七角井大向斜的核部&

在下涝坝和沙沟地区的尕顺沟则呈长条状分布'在

小红柳峡地区&与下伏祁家沟组为平行不整合接触&

其上被下二叠统三塘湖组以角度不整合覆盖#在塔

克尔巴斯陶地区&与下伏阿什喀腊组为平行不整合

接触&与七角井组为断层接触&未见上覆地层#在尕

顺沟&与下伏姜巴斯套组和七角井组呈角度不整合

接触&而与下二叠统三塘湖为断层接触'

该组岩性为灰色)绿灰色细粒 中粒 粗粒长石

岩屑砂岩)岩屑长石砂岩)粉砂岩)砂砾岩不均匀互

层&夹少量凝灰质砂岩)凝灰岩&项目组也采集到

B+5+@$*.(CZ5("#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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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U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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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

箍芦木等植物茎秆化石&代表裂谷晚期海水逐渐变

浅&由滨海相到三角洲相的海退序列'

新疆地矿局第二区调大队曾在
%:8

万沙沟幅

等
>

幅矿产调查联测报告!

%"">

"中将位于中西部七

角井向斜核部的该套地层定为哲兰德萨依组#在

%:8

万塔克尔巴斯陶幅区调报告!

%""8

"中&则将北

部小红柳峡地区的该套地层厘定为奥尔吐组#新疆

地矿局第一区调大队在
%:8

万布尔汗库都克幅区

调报告!

#$%%

"将其定为祁家沟组'笔者通过对该组

岩石组合)古生物化石及层位关系的综合对比&本次

研究沿用奥尔吐组'

8

!

结论

%:#8

万三道岭幅区调项目重建了博格达小区

的地层系统&通过对本地地层层序)岩石组合)接触

关系)生物化石和同位素年龄等特征的研究&结合前

人成果&重新建立了统一的地层系统&查明了地层时

空分布和变化规律&提高了区内地层研究程度&并取

得了一些新的认识(对原托斯巴斯陶组和塔克尔巴

斯陶组重新厘定&并依据化石笔者认为黑山头组和

姜巴斯套组时代为早石炭世中晚期和早石炭世晚

期&姜巴斯套组上部层位已经出现晚石炭世地层#确

定七角井组的地质时代应为晚石炭世早期'

并进一步通过地层的岩性岩相组合)空间展布)

古生物化石)上下接触关系)以及层位和地质时代等

多方面对比&笔者确定七角井组与柳树沟组为同时

异相沉积&前者为裂谷盆地中心区建造&后者为裂谷

盆地边缘区建造'祁家沟组和阿什喀腊组也为同时

异相沉积'项目组研究人员也在柳树沟组和祁家沟

组等发现了大量化石特别是微体化石&填补了以往

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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