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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赛音呼都格地区

渣尔泰群构造演化特征

刘占途
!中钢集团天津地质研究院"天津

#$$%B%

#

摘要!

!

乌拉特中旗赛音呼都格地区渣尔泰群经历了两期构造变形!早期%主期&褶皱样式为不协

调褶皱+发育大型的同斜褶皱+构造应力场方向为
?VV(@DD

向"晚期褶皱以宽缓弯曲的形式+横

跨叠加在主期褶皱之上+主要表现为轴面面理在走向和倾向上的波状弯曲+区域主压应力为近
DV

向*

关键词!

!

赛音呼都格"渣尔泰群"褶皱"倒转背斜"内蒙古自治区

中图分类号!

!

GCIB

!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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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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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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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乌拉特中旗地区地处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北

部+西接狼山+东为白云鄂博*大地构造单元处于华北

板块北缘中段的狼山'渣尔泰山裂陷槽内(

%

)

*狼山'

渣尔泰山裂陷槽经历了长期的地质构造演化+地质构

造十分复杂+前人对狼山地区的地质构造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工作+对其构造演化形成了一定的认识*而渣

尔泰山地区的构造研究程度较之狼山地区相对薄弱*

狼山'渣尔泰山是我国重要的多金属成矿带+发现了

多个规模较大的成矿区*乌拉特中旗地区位于狼山和

渣尔泰山之间+在其东西两侧都发现了较大规模的矿

床+因此加强该地区的构造研究对于地质找矿工作具

有积极的意义*在进行区域成矿研究的同时+选择乌

拉特中旗温更镇的赛音呼都格地区开展了渣尔泰群的

构造演化研究+研究区坐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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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地质概况

中元古界渣尔泰群分布在华北陆块北缘西段的

狼山'渣尔泰山一带%图
%

&+向西延至阿拉善盟的

巴音诺尔公以西*基底由新太古界乌拉山群和古元

古界色尔腾山群变质岩系组成*盖层由中元古界渣

尔泰群及显生宙沉积岩组成*岩浆活动以海西期花

岗岩侵入及火山作用为主要特征+多数呈
DV

向展

布(

!

)

*已有资料表明(

%KC

)

+渣尔泰地区经多期构造

变动+褶皱-断裂发育*发育有大型的复式褶皱+构

造叠加现象清楚*渣尔泰群至少经历了
#

期的构造

变形+因而该群构成若干紧密线型褶皱或同斜倒转

褶皱+次一级褶皱发育+并被小构造复杂化*

!

!

研究区地质特征

"#!

!

地层

研究区出露一套浅变质岩+主要为中元古界渣尔

泰群阿古鲁沟组+自下而上划分为
#

个岩性段!一段为

碳质板岩和透闪石片岩互层"二段为绢云母石英片岩-

黑云母石英片岩夹变粉晶灰岩"三段为绢云母石英片

岩-黑云母石英片岩*此外研究区出露有少量下二叠

统大红山组-侏罗系中下统及新近系+第四系则广布全

区*受区域倒转背斜的影响+区内地层在研究区以南

呈近
DV

向延伸+在研究区以北则呈
?V

向及近
@?

向展布*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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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陆块北缘西段地质构造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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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生界"

!>

古生界"

#>

中元古界渣尔泰群及白云鄂博群"

I>

古元古界色尔腾山群"

C>

新太古界乌拉山群"

'>

印支期侵入

岩"

">

海西期侵入岩"

B>

加里东期侵入岩"

&>

元古宙及太古宙侵入岩"

%$>

台缘断裂"

%%>

吉兰泰断裂"

%!>

断裂"

%#>

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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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褶皱构造格局

研究区的褶皱-断裂构造发育且复杂多样+褶皱构

造既有早期的不协调褶皱+又有晚期的宽缓褶皱+构造

叠加明显*褶皱的形成是长期的-继承性的*后期断

裂构造的活动破坏了原有褶皱的完整性*研究可知+

褶皱构造是研究区的主要控矿构造+因此对研究区褶

皱构造的研究+尤其对其变形特征及演化过程的研究+

对于寻找研究区的控矿规律及矿体赋存部位具有重要

意义*研究区的渣尔泰群发生了
!

期较大的构造变形

活动+形成了目前的褶皱格局*褶皱构造既有早期的

倒转褶皱+又有不协调的小型褶皱和塑性较大的层间

揉皱+晚期叠加褶皱现象明显*通过对野外实测褶皱

数据的分析+对研究区内的褶皱构造体系有了较为直

观的认识%表
%

+图
!

&*

根据研究区观测的褶皱要素判断+研究区受到了

强烈的近
@?

向挤压+渣尔泰群岩层产生了褶皱+形成

了一系列轴面往
?

倾斜的倒转背斜*研究区主体褶皱

构造格架为
#

个较大型的倒转背斜
U

%

'

U

"

+

U

%!

+

U

%#

+碳

质板岩和透闪石片岩分布在倒转背斜的核部*倒转背

斜的附近发育一系列较小规模的不协调褶皱*在主期

倒转背斜的基础上叠加了晚期的宽缓褶皱+使
#

个大

型倒转背斜的褶皱轴产生了再褶曲*

表
!

!

研究区主要褶皱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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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性质
产状要素

轴向 两翼岩层产状
长度,

E

U

%

倒转背斜
!$]

+#

@

$型 东翼
"$]

(

%'$]

'

II]

(

BB]

"西翼
C$]

(

%%C]

'

IC]

(

'C] !'$$

U

!

向斜
!"$]

北翼
%'C]

(

%B$]

'

CC]

"南翼
$]

(

%C]

'

CC]

(

'C] !$$

U#

向斜
!B$]

北翼
%"$]

(

%&$]

'

'$]

(

"C]

"南翼
$]

(

#$]

'

C$]

(

'C] #$$

U

I

背斜
!"$]

北翼
C]

'

"C]

"南翼
%"C]

'

CC] #$$

U

C

向斜
!"$]

北翼
%"C]

'

CC]

+南翼
#I$]

(

%C]

'

'C]

(

"C] B$$

U

'

背斜
!B$]

北翼
#C$]

'

!$]

+南翼
%'C]

(

!$$]

'

IC]

(

B$] !$$$

U

"

倒转背斜
##$]

(

#'$]

东翼
'$]

(

%$$]

'

I$]

(

"%]

+西翼
"$]

(

&$]

'

'$]

(

"I] #C$

U

B

背斜
#$C]

北翼
%C]

(

#C]

'

IC]

(

'$]

+南翼
%'C]

(

!"C]

'

C$]

(

'C] %'C$

U

&

向斜
#$C]

北翼
%&C]

(

!'C]

'

C$]

(

'C]

+南翼
%C]

(

I$]

'

CC]

(

'C] !$$$

U

%$

背斜
#%$]

北翼
%$]

(

#$]

'

CC]

(

'C]

+南翼
!$$]

(

!B$]

'

IC]

(

'#] &$$

U

%%

背斜
!"$]

倾角
IC]

(

C$] %!$$

U

%!

倒转背斜
!"$]

(

#$$]

轴面产状
?

'

'$]

(

"$]

#

C$$$

U

%#

倒转背斜
#%$]

(

?

北翼
#B]

(

'$]

'

CI]

(

'']

"南翼
I$]

(

%#$]

'

'%]

(

"%]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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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褶皱构造纲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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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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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主期褶皱样式示意图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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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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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斜歪向斜构造"

/>

倒转背斜构造"

;>

斜歪背斜构造

#

!

研究区的褶皱变形特征

研究区为两期构造变形的叠加区+从两期构造

变形特征可以推测出研究区内褶皱构造的演化特

征*综观渣尔泰群主期褶皱的空间位态和展布规律

可以看出+两期构造变形符合区域渣尔泰群褶皱变

形的特征+与区域渣尔泰群第二期%主期&褶皱特征

和第三期%晚期&褶皱特征相符+应是渣尔泰群褶皱

体系的一部分*

$#!

!

早期褶皱变形

早期褶皱%

Q

%

&为研究区的主期褶皱+生成区域

性的褶皱构造样式+枢纽及其轴面延伸方向一致+均

为近
DV

向+枢纽近水平+而轴面倾角一般较陡+翼

间角较小+属于紧闭型褶皱%图
#

&*

渣尔泰群阿古鲁沟组地层所表现出来的褶皱形

态与主体褶皱相一致+隶属于主期褶皱的露头级小

褶皱构造非常发育+它们枢纽的走向与主体褶皱一

致*

图
I

为研究区实测剖面图+虽然地层遭到了侵

入岩体的破坏+但是从地层的出露规律及产状上还

是可以判断出褶皱的存在+根据褶皱的形态特征可

以看出+轴面都向
?

倾斜*左侧的倒转背斜属于
U

%

的一部分+右侧的倒转背斜属于
U

%#

的一部分*

研究表明+研究区主期褶皱形态应是以倒转褶

皱为主体格架的不协调褶皱*倒转褶皱应是轴面倾

斜+枢纽近水平的紧闭褶皱+这与研究区晚期形成的

枢纽近直立的褶皱+无论从褶皱形态还是几何样式

上都是不相符的+因此该区的大型倒转褶皱是与表

%

中研究区主要褶皱为同一个褶皱系列+由于岩石

软硬强度的不同+以及所受应力强度的差别导致的

不协调褶皱*其组合形态如图
C

所示*

研究区的主体褶皱格架是以早期的大型倒转褶

皱为主体+形成了
#

个规模较大-轴面向
?

倾的倒

转背斜*通过主期倒转褶皱的空间位态和展布规律

可以看出+研究区主期倒转褶皱有较好的延续性+组

成统一的构造格局*倒转翼是应力集中的区带+形

成主期褶皱的区域挤压主动应力来自北方*

通过对赛因呼都格研究区主期褶皱中发育的倒

转背斜及其小褶皱的测量+它们主体反映的褶皱要

素为!枢纽近水平+褶皱轴面走向
?VV

+倾向
?

+两

翼间夹角
$

"$]

+轴面倾角
'$]

(

"$]

*由此可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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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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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实测剖面图

Q.

5

>I

!

L<3E3710-3813;,.*+.+,<31,08

6

7-37

%>

绢云母石英片岩"

!>

黑云母石英片岩"

#>

含砾黑云石英片岩"

I>

斜长透闪石片岩"

C>

透闪石片岩"

'>

斜长透闪岩"

">

透闪石岩"

B>

碳质板岩"

&>

变粉晶灰岩"

%$>

石英岩"

%%>

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

石

英闪长岩"

%I>

石英闪长玢岩"

%C>

闪长岩

图
M

!

主期不协调褶皱形态组合示意图

Q.

5

>C

!

@\3,;<*F8.1<7-E*+.;F*48*F,<3

E7.+83F*-E7,.*+1,7

5

3

出+主期褶皱的形态总体为枢纽呈水平或者小角度

倾伏+两翼较为紧闭的不协调褶皱*构造应力场方

向为
??D(@@V

*主期褶皱的轴面面理发育+表现

形式为狭窄的密集劈理带*

$#"

!

晚期褶皱变形

晚期褶皱%

Q

!

&形成了大型宽缓倾竖褶皱+枢纽

和轴面近直立+常见后者改造前者的现象+造成了早

期褶皱轴的再变形+出现了主期褶皱再褶曲现象*

晚期构造应力场为近
DV

向挤压+形成翼间角较

大-枢纽近于直立的倾竖褶皱*

I

!

乌拉特中旗地区的构造变形特征

乌拉特中旗赛音呼都格地区所经历的两期构造

变形体现了该区渣尔泰群多期构造变形的演化特

征*赛因呼都格研究区的早期褶皱反映了渣尔泰群

图
O

!

褶皱的褶曲现象

Q.

5

>'

!

N3+8.+

5

.+F*48

Q

%

为主期褶皱+枢纽水平+轴面近直立"

Q

!

为晚期褶皱+枢纽和轴面近直立+走向
"$]

(

B$]

主期褶皱的变形-演化特点+晚期褶皱反映了渣尔泰

群叠加褶皱的变形-演化特点*通过研究-总结研究

区的褶皱特征+可以推断出乌拉特中旗地区渣尔泰

群构造变形与演化特征*

%

%

&主期褶皱样式为不协调褶皱+发育大型的同

斜褶皱+构造应力场方向为
?VV(@DD

*主期褶皱

是乌拉特中旗地区渣尔泰群分布最广-规模最大+变

形程度最强的褶皱构造+形成了大型的倒转背斜及

向斜*主期褶皱受到了强烈的近
@?

向挤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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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轴面往
?

倾斜的倒转背斜和向斜*赛音

呼都格地区渣尔泰群的主期褶皱构造变形特征与区

域渣尔泰群的褶皱变形特征相吻合+说明是区域褶

皱体系的组成部分*

%

!

&乌拉特中旗地区渣尔泰群的晚期褶皱以宽

缓弯曲的形式+横跨叠加在主期褶皱之上+主要表现

为轴面面理在走向和倾向上的波状弯曲*乌拉特中

旗地区渣尔泰群在赛因呼都格研究区的平面展布及

主期褶皱枢纽在赛因呼都格以北由
?V

向转为
?D

向+总体呈
@

型弯曲摆动+存在与前期形态不同的小

褶皱构造*实地调查表明+在主期褶皱变形之后存

在着晚期变形+晚期褶皱形成枢纽近于直立的宽缓

褶皱+通过主期褶皱的面-线组构统计分析+乌拉特

中旗地区渣尔泰群晚期褶皱形成的区域主压应力近

DV

向*晚期变形对早期变形进行了叠加与改造*

经过对晚期小褶皱的研究+该期褶皱要素特点为!枢

纽高角度%

"$]j

&倾伏"翼间角
#

&$]

"轴面倾角近直

立%

B$]

(

&$]

&*晚期小褶皱集中产出于主期褶皱枢

纽的弯转部位+该部位可见主期小褶皱之两翼-轴面

的弯曲变形及与晚期褶皱轴面相一致的密集劈理

带*

致谢!感谢刘汝琦老师在野外工作和论文撰写

过程中的帮助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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