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疆 构造 旋 回 特 征

黄 河 源
( 新疆地矿局 第一 区调大 队 )

新疆地域辽阔
,

地质构造复杂
,

地层出露齐全
,

构造运动频繁
,

从阜平旋回一阿尔卑斯

旋回应有尽有
,

各旋回特征及其地质历史作用与内地典型构造旋回大体相似
,

但 又 独 具 特

色
。

现将新疆构造旋回从老到新叙述如下
:

( 一 ) 阜平旋回

新疆地 区相 当于阜平群的地层
,

仅出露于阿尔金山。
。

为一套深变质岩
,

以含麻粒岩相

岩石为特征
。

主要为灰 白色蚀变辉石麻粒岩
、

紫苏辉石麻粒岩
、

深灰色紫苏黑云 透 辉 麻 粒

岩
、

条纹状角闪紫苏斜长麻粒岩
、

透辉石斜长变粒岩
、

辉石黑云母二长变粒岩
、

黑云母斜长

片麻岩
、

黑云母辉长片麻岩及混合岩
。

上述麻粒岩相和高角闪岩相之间为相变关系
。

厚度大

于 5 0 0 0米
。

其时代确定以含麻粒岩相和区域对比
,

以及其上被青白口纪地层不整合覆盖而厘

定 ( 图中 1 ,

为图上剖面编号
,

下同 )
。

区内未见到太古界与上覆下元古界直接接触
,

因研究程度较低
,

故阜平旋 回的确定主要

依据区域对比
。

阜平旋回是塔里木古陆核的重要形成时期
。

( 二 ) 五台旋回 ( 辛格尔旋回 )

五台旋回以库鲁克塔格辛格尔村附近
,

达格拉格布拉克群 ( R
,

) 和兴地 塔 格群 ( c h )

不整合 ( 图中 2 ) 所代表的辛格尔运动为其主褶皱幕
。

这一运动在昆仑 山五其 等地也 见有遗

迹
。

伴随运动有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和 区 域 热 动力变质作用
。

在库鲁克塔格形成中压相系

低绿片岩一低角闪岩相之变质岩
。

库鲁克塔格地区达格拉格布拉克群为花岗片麻岩
、

贯入片麻岩
、

石榴石黑云母斜长片麻

岩
、

眼球状斜长片麻岩
、

绿 泥石石英片岩
、

角闪片岩
、

石英岩和大理岩等
,

其上被兴地塔格

群不整合覆盖
。

在 《 新疆大地构造图 》 上划归五台旋回的变质杂岩有
:
柯坪

、

南天 山地区的阿克苏群
,

以

及西昆仑山未命名的下元古界
。

五台旋回侵入岩仅见于库鲁克塔格西段
。

主要为片麻状
、

眼球状构造发育的花岗岩
、

二

云母花岗岩
、

白云母钾质花岗岩
,

以及石英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
、

角闪石黑云母 斜 长 花 岗

岩
。

岩石化学分类属铝过饱和系列
,

以 51 0
2

过饱和碱性岩石为主
。

51 0
: 、

K
2
0

、

N a Z
O 偏

高
,

C a O 偏低
,

且有 K
:
O普遍高于 N a 。

O为特点
。

. 库鲁克塔 格的达格拉格布拉克群曾定为太古界
,

1 9 84年编新疆 ( 1
, 2 00 万 )地质图重新匣定为下元古界

,

并将达格拉格布

拉克群与兴地塔格群之间的不整合含义改为下元古界与长城系之间的构造运动
.

故现在仅阿尔金 山有阜平群
.



、

户龙

一一 一 ,一一

一一

一一一五台旋回是塔里木古陆核范围扩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

它也是库鲁克塔格
、

西 昆仑

山等地区形成沉积变质型铁矿的成矿时期
。

( 三 ) 中条旋回 ( 兴地旋回 )

中条旋 回以库鲁克塔格兴地一带
,

兴地塔格群 ( c h ) 与爱尔基干群 ( xJ ) 不整合 ( 图中

3 ) 所代表的兴地运动为其 主 褶 皱 幕
。

这一运动在阿尔金山
、

西昆仑山等地均见有遗迹
。

在铁克里克该期花岗岩体中
,

及托赫塔卡鲁木山北端该期花岗闪长岩中获铆惚 法同位素

地质年龄 1 5
.

2一 1 5
.

4亿年
,

基本代表了该期构造一地热事件
。

库鲁克塔格的兴地塔格群
,

主要由片岩
、

片麻岩
、

混合岩
、

千枚岩类岩石组成
,

夹石英

岩透镜体或薄层
,

大理岩一般呈夹层出现
,

地层三分现象明显
:

下部以片麻岩为主
,

次为片

岩 ; 中部以大理岩和片岩互层为基本特征或者以大理岩为主体
; 上部以片岩为主

,

次为片麻

岩夹大理岩
。

有时上部以石英岩为主
。

在大地构造图上划归中条旋回的变质杂岩
,

还有西天 山的特克斯群
、

北山
、

库鲁克塔格

的星星峡群
,

昆仑山
、

阿尔金山地区的巴什考供群
、

喀喇昆仑山北坡的甜水海群等
。

中条旋回侵入岩见于西 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塔什达坂一巴什库尔干一带
。

基性一超基炸岩

.

飞飞
’



类在西昆仑山为纯橄岩
、

斜辉橄榄岩
、

辉长岩
。

在阿尔金山为斜辉 辉 橄 岩 型
、

单辉杂岩一

纯橄榄岩型
、

斜辉橄榄岩 一斜辉辉橄岩型
。

岩石化学分类属正常系列
,

m f/ 值西昆仑山为 5
.

8

一 1 0
.

9
,

阿尔金山为 10 一 1 2
,

基本上均属镁质超基性岩
。

酸性岩类在西昆仑 山为片麻岩状
、

条带状构达发育的花岗岩
、

黑云母斜长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

阿尔金山为斜长花岗岩
、

黑云母

斑伏花岗岩
、

黑云母石英闪长岩
。

西昆仑山岩石化学分类属钙碱性系列
,

以 51 0
:

过饱 和偏碱

性一弱碱性岩石为主
,

并以 51 0
: 、

K
,
O偏高

,

而 N a Z
O杭花低为特征

, 阿尔金山岩带主要 属 正

常系列
,

次为铝过饱和系列
,

有 51 0
:

偏低的特点
。

中条旋回对塔里木古陆核进一步扩大
,

致使塔里木雏地台的形成意义重大
。

中条旋 回也

是库鲁克塔格一阿拉塔格地区沉积变质型铁矿的又一个成矿时期
。

( 四 ) 武脸旋回 ( 阿尔金旋回 )

武睦旋回以阿尔金山平洼沟
、

乱石山以南塔昔达坂群金雁山组 ( xJ ) 与索尔库里群乱 石

山组 ( O n
) 不整合 ( 图中4 )

,

所代表的阿尔金山运动为其主褶皱幕
。

这一运动在西天山 也 见

有遗迹
。

塔昔达坂群以碳酸岩为主夹少量碎屑岩
。

共分五个组
,

其顶部金雁山组以厚 层 块 状 灰

岩
、

结晶灰岩为主夹少量千枚岩
、

板岩
、

石英砂岩及砾岩透镜体
,

产极丰富的叠层石
。

划归武陵旋回的地层还有
:
西天 山的科克苏群

、

库鲁克塔格的爱尔基干群
、

东库鲁克塔

格和北山的卡瓦布拉克群
。

武陵旋回早期塔里木雏地台解体
,

喀喇昆仑和西昆仑与
.

塔里木分开
,

在西昆仑一带遭受

广泛的海侵
,

并沉积了蓟县系一套细碧角斑岩为主的优地槽型建造
。

蓟县纪末期的武陵运动

使西昆仑褶皱隆起
,

古塔里木地台大部分已经 固结
。

( 五 ) 扬子旋回 ( 塔里木旋 回 )

扬子旋回是元古代末的一个构造旋回
。

代表性地区为库鲁克塔格
。

以帕尔岗塔格群 ( O )n

与震旦系贝义西组不整合 (图中5) 为主摺皱幕
。

另外还包括震旦系内部冰啧层之间五次 震 荡

性运动一一库鲁克塔格运动和震旦纪末期大面积抬升性质的运动一一柯坪上升
。

怕尔岗塔格群下部为碎屑岩建造
,

以千枚岩化泥岩
、

砂岩
、

粉砂岩和石英岩为主多 上部

为碳酸盐建造
,

以结晶灰岩
、

大理岩和硅质 白云岩为主
,

夹少量碎屑岩
。

划归扬子旋回的还有
:

西天 山的库什台群
,

昆仑一阿尔金山的索尔库里群
,

以及库鲁克

塔洛
、

柯坪
、

天山的震旦系冰债岩 .
。

扬子旋回侵入岩主要见于西天山
、

库鲁克塔格西段和阿尔金山
。

以中酸性岩类为主
,

有

少量基性岩类
。

基性岩类主要为橄榄辉绿岩
、

辉石岩和辉石闪长岩
。

中酸性岩类主要有似斑

状角闪黑云斜长花岗岩
、

似斑状料长花岗岩
、

似斑状二长花岗岩
、

云母二长花岗 岩 和 闪 长

岩
。

基性岩类岩石化学分类属侣过饱和系列
,

以 51 0
2

不饱和的岩石为主 ; 中酸性岩 类 多 属

侣过饱和系列
,

正常系列次之
,

以 5 10
:

过 饱 和 碱适度或过碱性岩石为主
,

而且具有 51 0
2 、

K
:
O

、

N a Z
O 按 浸 入 次序依次递增的规律

,

并有 K
:
O高于N a O

: ,

即向碱性过渡的特点
。

经塔 里木运动
,

塔里木雏地台大部固结
,

后经库鲁克塔格运动
、

柯坪上升
,

塔里木地台

最终形少及
。

塔里木地台的形成演化历史与扬子准地台十分相似
。

扬 子旋回是新疆地壳变动史

奋 震旦 系为场子旋 回克拉通阶段的产物
。



上一次重要的转折点
,

在此之后
,

塔里水雏地台
,

以及其周围活动性质的古地栖一并转变为

稳定的地台 ( 这时地台范围较大
,

它包括了昆仑山
、

天山的一部分 )
。

扬子旋回产生 了较强烈的区域热动力变质作用
,

形成中压一低压变质相系的低绿片岩一

低角闪岩相变质岩
。

古塔里木地台是我 区最重要的工业磷矿产地
,

而柯坪上升时期是扬子旋 回重要的磷矿形

成时期
。

( 六 ) 兴凯旋回 ( 喀纳斯旋回 )

兴凯旋 回在新疆过去没有发现
,

系本次编 图首次划出
。

以阿尔泰山喀纳斯地区东锡勒克

组 ( O
。
) 与震旦系一下寒武统不整合为主褶皱幕 ( 图中 6 )

。

兴凯旋回的典型地区在佳木斯兴凯湖南东
,

主褶皱幕发生在早
、

中寒武世之间
,

那里震

旦纪一早寒武世陆源一碳酸盐岩冒地槽型沉积被中寒武统磨拉斯不整合
。

兴凯旋回是中亚一

蒙古地槽系中一个重要的构造旋回
。

佳木斯隆起和额尔古纳褶皱系是其重要产物
。

从兴凯运

动形成苏联小兴安岭震旦系与下寒武统组成南北向紧密褶皱的特征来看
,

新疆喀纳斯地区也

有类似特征
,

即北起苏联境内的叶尼塞河
、

南经友谊峰
,

穿过我国北部萨尔喀米尔有一条南

北向的隆起
,

最突出的是萨尔喀米尔山震旦一早寒武世地层组成一系列南北向的
.

摺 皱 和 断

裂
、

并沿褶皱轴部伴有 中一酸性侵入岩体产出
。

这一南北向构造带
,

就是喀纳斯 运 动 的 产

物
。

震旦一下寒武统
,

在喀纳斯地区为
:

灰绿色夹紫色细沙岩
、

泥质粉砂岩
。

下部具韵律式

互层
,

一般未变质
、

部分为变质砂岩相
,

含震旦一早寒武世微古植物
。

其上被上奥陶统东锡

勒克组杂色中一酸性火山岩夹结晶灰岩
、

粉砂岩
、

砂质泥岩等浅海相地层不整合其上
。

’

兴凯旋回在阿尔泰最北部形成了兴凯褶皱一喀纳斯隆起
,

它的盖层为上奥陶统
、

下泥盆

统沉积
。

( 七 ) 加里东旋回

加里东旋回的时限为 中或晚寒武世一志留纪末
。

最主要的运动发生在志留纪末
,

以西天

山婆罗科努地 区中泥盆统广泛超覆不整合在上志留统或奥陶系之上的婆罗科努运 动 为 代 表

( 图中 7 )
。

在东 准噶尔见卓木巴斯套组 ( D扔 不 整 合 覆 盖在侵入于中一上志留 统 (含T u -

ar le la ) 花岗闪长岩之上
;
在西准噶尔南部见库鲁木迪组 ( D

Z
) 与玛依拉山群 ( 5

2 一 3

) 不整

合
。

这都是晚加里东亚旋回的表现
。

加里东旋回另外一次重要构造运功可能发生在中奥陶世末或晚奥陶世末
。

即西准噶尔科

克沙依组 ( 0
2
) 与恰尔孕也组 ( S

,
)

,

东准噶尔荒草坡群 ( O
, _ :

) 和考克塞尔 盖 组 ( 5
3

)

不整合接触所代表的艾比湖运动 ( 图中 8
、

9 )
。

精河县 以南呼独克达坂组 ( O
:

) 与库 茹 尔

组 ( S
,

) 不整合
,

所代表的精河运动
。

西昆仑山
、

喀喇昆仑山隆起带上往往缺失晚奥陶世沉

积
,

都是早加里东亚旋 回的范畴
。

加里东旋回侵入岩仅见中
、

晚期
。

中期的基性一超基性岩类仅见于西准噶 尔
,

为辉 长

岩
、

斜辉橄榄岩
、

纯橄榄岩
。

中一酸性岩类则厂
`

泛分布
:

阿尔泰为黑云母斜长花岗岩
,

东准

噶尔为黑云母花岗岩
、

富斜花岗岩
,

!辛鲁克塔洛为岗坟辉绿岩
、

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
,

西 昆

仑为石英二长岩
、

花岗闪长岩
。

基性一超乱性岩类属正常系列
,

M g O含量 高达 50 一弓。%
,



m f/ 值为 6一 1 3 ,

属镁质超基性岩
。

从铝饱和系数小于 1 ,

铬尖晶石属铁铝铬铁矿来看
,

属低

铝型纯橄榄岩一斜辉辉橄岩组合
;
中一酸性岩类

,

在阿尔泰
、

东准噶尔属铝过饱和系列
,

岩

石多为碱性
,

以 51 0
:

饱 和
,

N a ,
O高于 K

:
O为特点

。

库鲁克塔格为正常系 列
,

以 贫 51 0
: 、

K
:
O

,

高 C a o
、

T IO
Z

为特征
。

晚期仅有中一酸性岩类
。

在库鲁克塔格
、

哈尔克他乌 南 坡 为

黑云母花岗岩
、

似斑状角闪花 岗岩
、

片麻状斜 长花岗岩
、

英云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
。

西昆仑

山
、

东准噶尔为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

石英闪长岩
。

阿尔金山为花岗闪长岩
、

斑状角闪黑云

母花岗岩
。

岩石化学分类
,

在库鲁克塔格
、

南天山以正常系列为主
,

K
2
0 高于N a :

O
,

系 碱

性花岗岩为主
。

东准噶尔
、

西昆仑山属铝饱和系列
,

并以 51 0
:

过饱和或弱过饱和富碱性岩石

为主
。

西 昆仑山 N a :
O

、

K
:
O 含量较高

,

且以 K
2
0 高于 N a Z

O为特征
。

在西 昆仑山库地石英二长岩中获有同位素地质年龄 5
.

17 亿年
,

在阿尔金山玉树普阿勒塔

格花岗岩体中获有同位素地质年龄 4
.

27 亿年 令 ,

基本代表了该期 两次运动的年代
。

加里东旋回依据中陶奥世末或晚奥陶世末构造运动将其进一步分为
:

早
、

晚 两 个 亚 旋

回
,

其中以后者最重要
。

早加里东亚旋回产生区域动力变质作用
,

在东准噶尔形成低绿片岩

相变质带
。

晚加里东亚旋回较广泛的产生埋变质和区域热动力变质作用
,

在东准噶尔形成葡

萄石一绿纤石相
、

蓝片岩相变质岩
。

在天山形成低绿片岩一低角闪岩相变质岩
。

在 昆仑山形

成绿片岩相变质带
。

,

加里东旋回对于古塔里木地台的解体
,

昆仑山
、

天山
、

准噶尔进入地槽发展阶段 ; 同时

使阿尔奉的青河一哈龙复背斜
,

天山的婆罗科努复背斜演化为加里东褶皱带
,

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

加里东旋回对阿尔泰山
、

南天山泥盆系底部铁矿层的形成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

( 八 ) 华力西旋回 ( 天山旋回 )

华力西旋回系指早泥盆世至二叠纪的构造旋回
。

张 良臣等 ( 1 9 7 6 ) 将天 山运 动
,

改 称
a
天山旋回

,, 。

尹赞勋 ( 1 9 7 5 )
、

胡冰
、

张 良臣 ( 1 9了s )
、

罗发柞 ( 2 9 7 9 ) 等
,

根据天 山是

我国典型的华力西地槽褶皱系
,

并可见 8 、 9个褶皱幕
,

故再次建议将天山的华力西运动命名

为
“
天山旋回

” 。

在 《 新疆大地构造图 》 上
,

我们将华力西旋回分为早
、

中
、

晚
、

末四期
,

分别以泥盆纪末
、

早石炭世末
、

晚石炭世末和早二叠世末的构造运动为其上 限
。

1
.

早 华力西 亚旋回
:

主幕发生于晚泥盆世末
,

以库米什南西破城子组 ( D
。
) 与干 草湖组

( C绪) 不整合为代表 ( 图中 1 0 ) 称其为库米什运动
。

在北天山西段温泉一带也见有该次运动

的遗迹
。

另外
,

准噶尔泥盆系内部的几次构造运动
,

如塔黑尔 巴斯套组 ( D 孟
一 “

)与卓木 巴斯

套组 ( D 全 )
,

托浪格库都克组 ( D量 ) 与北塔山组 ( D
:

)
,

呼吉尔斯特组 ( D
:

) 与朱鲁木特

组 ( D
:

) 不整合
,

都是华力西早期运动的表现
。

2
.

中华力 西亚旋回
:

主幕发生于早石炭世末
。

以部善县南阿齐山一带雅满苏组 ( C呈 )

与底格尔组 ( C
Z

) 不整合为代表 ( 图中 n )
,

称部善运动
。

该次运动的遗迹在南天 山 为 野

云沟组 ( C 号
一 “

) 与艾克提克群 ( C
Z

) 不整合
;
在东准噶尔

,

石钱滩组 下 亚 组 陆相 地 层

( C
:
)不整合于巴塔玛依内山组 ( C兮 ) 之上

。

另外
,

在准噶尔
、

西天山尚见有下石炭统 内部

的构造运动
,

都是中华力西运动的表现
。

该次运动不仅结束了准噶尔地槽的发展历史
,

而且影

. 文中所述同位素地质年龄
,

凡未作待殊说明者均为钾一氢法
。

1`
·



响甚广
,

在苏联
、

日本
、

越南都有所表现
。

”
` _

中华力西旋回是巩乃斯裂谷
、

恰尔隆一库尔浪裂谷
、

北山裂谷地槽形成大洋盆地的重要时

期
。

3
.

晚华力 西亚旋回
:

主幕发生于晚石炭世末
,

以北山地区因尼卡拉塔格组 ( P
,

) 与盐滩

组 ( C
。
) 不整合为代表 (图中 1 2)

,

称因尼卡拉运动
。

在南天山乌什一带
,

东准噶 尔
、

伊 犁

等地都有该次运动的遗迹
。

另外
,

在博格达山尚见有中
、

上石炭统之间的构造运动
,

即祁家

沟组 ( C
:

) 与奥尔吐组 ( C 3 ) 平行不整合接触
,

都是晚华力西运动的表现
。

受该次运动影响北天 山大部分地 区
,

南天山哈尔克他乌均 由地槽转化为褶皱带
。

4
.

末华力 西亚旋回
:

主幕发生 于早
、

晚二叠世之间
,

以伊犁地 区乌郎群 ( P
,
) 与铁木里

克组 ( P
Z
) 不 整合为代表 ( 图中 13 )

,

称新源运动
。

南天山库尔干组 ( P 圣 ) 与比尤勒包古

孜群 ( P
:
) ( 图中 14 )

,

以及准噶尔下友友槽子群 ( P
,

) 与将军庙组 ( P
Z

) 不整合 都 是 比

较典型的
。

另外
,

东昆仑阿尔喀山碧云山组 ( P I ) 与喀尔瓦组 ( P 荃 ) ( 图中 1 5 )
,

南天

山小提坎里克组 ( P } )与库尔干组 (P 荃 ) 不整合也都是末华力西运动的表现
。

华里西旋 回侵入岩遍及全疆
,

以往习惯划分早
、

中
、

晚三个亚期
。

早亚期与早华力西构

造旋回关系密切
;
中亚期受中一晚华力西构造旋回控制

;
晚亚期与末华里西旋 回有关

。

这种

构造旋回与岩浆旋回不完全吻合的现象有待今后解决
,

本文暂不变动
。

早华力西基性一超基

性岩类
,

在南天 山为斜辉辉橄岩和斜辉橄榄岩
; 阿尔金山为蛇纹石化纯橄榄岩 , 阿尔泰山为

含古铜辉石角闪岩
、

云闪煌斑岩
。

岩石化学分类多数属正常系列和铝过饱和系列
,

m f/ 值偏

低
,

一般 7一 9
,

西准噶尔个别在 3左右
,

均属镁质超基性岩
,

多数偏基性
,

仅阿尔金山 岩 带

以 51 0
:

不饱和一弱饱和碱性岩石为主
; 阿尔泰山基性杂岩属正常系列

,

有 C a O高
、

镁低的特

点
。

中一酸性岩类主要为黑云母花岗岩
、

斑状花岗岩
。

昆仑山为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

二云母

花岗岩 和片麻状黑云母花岗岩
、

黑云母斜长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

西准噶尔还有 奥 长 花 岗

岩
。

岩石化学分类昆仑山岩带属正常系列
,

铝过饱和系列
,

为偏碱一强碱性岩石 ; 西准噶尔

岩带属铝过饱和系列
,

并以 51 0
2

过饱和
,

适度 富碱性或弱碱性岩石为主
,

有 K
:
O高于 N a Z

O

的特点
。

中华力西旋回侵入岩早期阶段基性一超基性岩类以斜辉辉橄岩
、

斜辉橄榄岩为主
,

次为二辉橄榄岩
、

纯橄榄岩
、

辉长岩
、

辉石岩
。

岩石化学分类属正常系列
、

铝过饱和系列
,

m f/ 值
,

西准噶尔为 7一 1 7
,

东准噶尔
、

北天山 7一 1毋 除玛依勒岩带属低铝型斜辉辉橄岩组

合外
,

其余均为高铝型含长超基性岩一斜辉辉橄岩组合
。

中一酸性岩类在东准噶尔为富斜花

岗岩
、

斜长花岗岩
、

闪长岩
。

在阿尔泰山
、

北天山
、

西准噶尔地区为石英闪长岩
、

花岗闪长

岩
、

斜长花岗岩
。

南天山为角闪黑云斜长花岗岩
、

似斑黑云母斜长花岗岩
。

中期阶段
,

阿尔

泰山主要为混合岩化花岗岩
,

以黑云母斜长花岗岩
、

更长微斜混合花岗岩
、

黑云母中长混合

花岗岩为主
。

天山
、

东准噶尔地区为黑云母花岗岩
、

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

斜长花岗岩
、

角闪花

岗岩
。

昆仑山为黑云母斜长花岗岩
、

似斑状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

晚期阶段
,

准噶尔西部为黑

云母花岗岩
;
东部为钾质花岗岩

、

角闪正长岩
。

北天山为二长花岗岩
、

白云母花岗岩
。

南天

山为钾质花岗岩
。

岩石化学分类
,

东准噶尔早期 阶段属正常系列
,

为51 0
:

过饱和
,

过碱一中

碱性岩
,

N a Z
O 普遍高于 K

:
O

。

中晚期阶段多为碱强列过饱和系列
,

属 51 0 :
过饱和

,
碱量过

饱和类型多 西准噶尔
,

属侣过饱和系列
,

以 51 0 :
过饱和富碱和适度富碱岩石为主 , 天山具有



铝过饱和系列
,

向正常系列或碱性系列过渡的趋势
,

并以 51 0
:

递增
,

C a O递减
,

K
Z

O
、

N a : O

比例均衡或钠高于钾为特征
,

南天山富碱
、

富钾明显
; 昆仑山岩带属正常系列

,

和铝过饱和

系 列
,

以 中 碱 性 一 碱 性 岩 石 为 主
,

51 0
:

和 K
:
O 偏 高为特点

; 阿尔泰 山为铝过饱和系

列
,

过碱性岩石
,

钾 含量明显升高
,

但以 51 0
:

饱和
,

贫碱岩石为特点
。

华力西晚期侵入岩
,

早期阶段为基性一超基性岩类
。

在西准噶尔 为 辉 长 岩
、

辉石闪长岩
,

北天 山为橄榄岩
、

辉

长岩
、

闪长岩组合
。

南天山
、

北天山为辉长辉绿岩为主的杂岩组合
。

且末一阿昌南为纯橄岩
、

含辉橄榄岩
、

蛇纹石化斜辉辉石橄榄岩
。

岩石化学分类除西准噶尔属铝过饱和系列
,

m f/ 值

8一 1 3
,

以 高 铝 型组合为主
,

其它地区以正常系列为主
,

以 51 0
:

饱和适度
,

富碱或碱适量岩

石为主
,

且具有高 51 0
: 、

IT O
、

C a O和富碱的特点
。

中晚期 阶段
,

无论准 噶尔
、

天山
、

昆仑

山均以偏碱性花岗岩为特征
。

主要为黑云母花岗岩
、

黑云母斜长花岗岩
、

二云母花岗岩
、

钾

质花岗岩
、

霓石钠铁闪石花岗岩
、

碱性长石花岗岩
、

二长花岗岩
、

正长岩
、

霓辉正长岩等
。

岩 石 化 学分类属铝过饱和系列
、

正常系列
,

51 0 :
过饱和

,

碱适度一过碱性岩石为主
,

相当

碱性花岗岩或碱土花岗岩类型
,

K
:
O含量偏高为特点

。

华力西旋回伴随岩浆活动有过三次超基性岩浆上侵
,

四次基性一碱性或酸性岩浆侵入
,

火

山喷发旋回达 9次之多
,

产生有6次区域热动力变质作用
、

或埋藏变质作用
。

在天山花岗岩类

岩石中获有同位素地质年龄分 别 为3 5 0
、

35 5一 26 2和 2 58 一22 1百万年 ; 在西准噶尔花岗岩类

岩石获有同位素地质年龄分别为 3 9 4
、

3 2 0和 23 9一 22 6百万年 ; 在昆仑山获得同位素地质年龄
3 4 7一 34 4和 3 36 一 2 86 百万年 , 在阿尔金山获有同位素地质年龄 29 8一 27 4百万年多 在阿尔泰山

获有同位素地质年龄 262 一 2 24 百万年
。

基本代表了该期构造运动的年代
。

华力西运动之后
,

准噶尔
、

天 山
、

昆仑山基本构造格架 已经形成
,

它们同属华力西褶皱

系
,

以塔里木地台为间隔
,

北部属天山一兴安褶皱区
。

南部属昆仑一秦岭褶皱区
。

华力西末

期造山运动之后
,

除喀喇昆仑和松潘一甘孜演化为印支
、

燕山地槽外
,

几乎所有的地槽系全

部褶皱回返
,

从而使西伯利亚陆壳与中国陆壳连成一体
,

古亚洲业 已形成
。

( 九 ) 阿尔卑斯旋回

早在 1 9 4 5年黄汲清将中国的阿尔卑斯旋回划分为印支
、

燕山和喜马拉雅亚旋回
。 1 9 7 9年全

国 ( 1 : 4 0 。万 ) 大地构造图沿用了这一划分
,

我们认为这一方案非常适合新疆实际情况
。

1
.

印支旋回
:

发生在三叠纪后 期
,

以东准噶尔卡拉麦里地区
,

小泉沟群 ( T
: 一 3

) 与 八

道湾组 ( J全 ) 不整合 ( 图中 1 6 )
,

所代表的卡拉麦里 运动为主幕
。

在西准噶尔郝家沟组 ( T
3

)

与八道湾组 ( J圣 ) 不整合也 较典型 ( 图中1 7 )
。

在喀喇昆仑龙山组 ( J
:
) 一套浅海一滨海相

碳酸盐广泛超覆不整合在海相碳酸岩
、

细碎屑岩组成的浊流相克勒青河群 ( T
。
) 之上等等

,

都是印支运动的表现
。

印支旋回侵入岩仅 出露于喀喇昆仑和公格尔一桑株地区
。

主要岩石类型为闪长花岗岩
、

二长花岗岩
。

岩石化学分类属铝过饱和系列
,

以 51 0
2

过饱和
,

弱碱性岩石为主
,

并以 F e o 和

C a O偏高为特征
。

在昆仑 山花 岗岩中获有 2 01 一 20 8百万年的同位素地质年龄
,

基本代表 了该期

构造运动年代
。

该旋回在喀喇昆仑山引起区域动力变质作用
,

使三叠系产生低绿片岩相千枚

岩一板岩级的变质
。

印支旋回形成的松潘一甘孜褶皱系已延入我区木孜塔格一带
。

另外
,

喀喇昆仑山北坡玉



龙喀什河上游也属印支褶皱带
。

2
.

燕 山旋回
:

燕山旋回是根据发生在侏罗纪
、

白要纪时期的强烈构造运动而确定的
。

在

准噶尔盆地
、

塔里木盆地
、

吐鲁番一哈密盆
、

伊犁盆地
、

托云盆 地 均见 有 2一 3幕 构 造 运

动
。

根据现有资料进一步分为早
、

晚两个亚旋 回
。

(1 )早燕山亚旋回
:

该亚旋回发生在侏罗纪中一晚期
。

以部善县火焰山
、

红山一 带 喀

拉扎组 J(孟 )与三十里大墩组 (K
,

) 不整合 ( 图中 18 ) 所代表的火焰 山 运 动 为 主 幕
。

另

外在东西准噶尔
、

乌鲁木齐附近也可见到这次运动的遗迹
。

早燕山亚旋回
,

在 区内绝大部分地区均为陆相沉积
,

仅喀喇昆仑为海相
、

海陆交互相沉

积
。

主要岩性为碳酸盐
、

碎屑岩
,

产菊石
、

层孔虫
、

珊瑚
、

腕足
、

瓣鳃等
。

上侏罗统红旗拉甫

组沉积之后
,

喀喇昆仑有一短时期隆起
,

全区缺失下白垄统沉积
,

直接由上白圣统铁龙滩群

超覆不整合其上
。

( 2 ) 晚燕山亚旋回
:

主幕发生于晚白垄世末
。

以乌尔禾
、

莫索湾一带艾里克湖组 ( K
:
)

与红砾 山组 ( E
, _ :

) 不整合为代表 ( 图中19 )
,

称之为准噶尔变动
。

晚燕山亚旋回以陆相沉积为主
,

如艾里克湖组为河流相石英砂岩夹砂质泥岩
,

含脊推动

物及介形类化石
。

海相地层仅分布在喀喇昆仑山
,

命名为铁龙滩群
,

为一套浅海一滨海相
,

含瓣鳃
、

头足
、

腕足类化石的碳酸盐岩
、

碎屑岩建造
。

燕山旋回在我国东部无论岩浆侵入活动
、

或是火山喷发活动都很强烈
,

并以此为重要特

征
。

新疆燕山期火 山喷发活动仅在喀喇昆仑山
、

吐鲁番一哈密盆地
、

克拉玛依等地见有少量

侏罗纪酸性 和基性火山岩
。

岩浆侵入活动则广为存在
,

阿尔泰 山为二云母花岗岩
、

白云母花

岗岩
、

电气石 白云母花岗岩
、

方解石花岗岩
。

昆仑山为黑云母二长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

黑

云母闪长岩
,

以及石英斑岩
、

钾长花岗斑岩
。

岩石化学分类属铝过饱和系列和正常系列
,

以

51 0 : 饱和
、

近饱和
、

弱碱一过碱性岩石为主
。

在阿尔泰 山以 51 0
,

明显升高而区别于 其 它 旋

回的花岗岩类岩石
。

在阿尔泰山该期花岗岩中
,

获有同位素地质年龄 1 89 一 86 百万年
;
在祁曼塔格花岗岩 体

中获有同位素地质年龄 1 89 一 15 7百万年
,

基本代表了该旋回的地质年代
。

经燕山运动最后一墓
,

喀喇昆仑燕山地槽褶皱 回返
,

结束地槽发展史
。

早燕山旋回在我国

东北
、

华北地 区都是主要成煤期
,

在新疆早燕山旋 回则是最重要的成煤期
。

3
.

喜马拉 雅旋回
:

喜马拉雅旋回的下限
,

新疆地区资料表明应划在晚白垄世末
,

从晚白

噩世末一现在
,

区内发生了五次重要构造运动
:

( 1 ) 乌恰运动
,

发生于渐新世末
,

表 现 为

克孜洛依组 ( E
。

一 N
:
) 与喀什群 ( E ) 不整合 (图中 2 0)

。

( 2) 哈密运动
,

发生于中新 世 末
,

表现为桃树园组 ( E
3

一N
,

) 与葡萄沟组 ( N矛 ) 平行一角度不整合 ( 图中 2 1 )
。

( 3 ) 库 姆

库勒运动
,

发生在上新世内部
,

以东昆仑上油砂山组 ( N孟 )与狮子沟组 ( N 置 ) 不整合为代

表 ( 图中2 2 )
。

( 4 ) 喀什运动
,

发生于上新世末
,

以阿图什组 ( N :
) 与西域组 ( Q P

,
) 不

整合为代表 ( 图中 2 3 )
。

( 5 ) 西域运动
,

发生于早更新世末
,

表现为天山南北 麓
、

昆 仑
、

阿尔金山前
,

明显可见下更新统 ( Q P
;

) 与中更新统 ( Q P
:

) 之间的不整合接触关系
。

( 图

中 2 4
、 2 5 、 2 6 、 2 7 )

。

渐新世末
、

中新世末两次构造运动划归早喜马拉雅亚旋回
。

是印度大陆与亚洲大陆发生强



烈碰撞的构造运动
。

在喀喇昆仑和昆仑山前表现为古新一始新统为海相沉积
,

渐新世以后转为

陆相沉积
,

此次运动使特提斯洋最后消失
。

上新世内部
, _

L新世末
,

早更新世末三次构造运动划归晚喜马拉雅亚旋回
,

主幕发生在上

新世一早更新世
,

经过晚喜马拉雅亚旋回
,

昆仑山
、

喀喇昆仑山
、

天 山剧烈抬升
,

在 昆 仑 山

前
,

天 山南北麓形成下
、

中更新统巨厚的磨拉石建造
。

喜马拉雅岩浆侵入活动
,

在托云地区见有碱性辉长 岩 ( 呢 ) 侵入早 白蛋世地层
,

在柯

坪地区发现有正常碱性辉长岩墙侵入上新统阿图什组
。

东昆仑第三纪火山岩发育
,

在鲸鱼湖

获有同位素地质年龄为 69 百万年的基性火 山岩
。

第四纪火 山岩在昆仑山地区很发育
,

于田阿

什库勒一木孜塔格集中分布
。

更新一全新统普遍分布有玄武岩流和一系列保存完好的火山机

构
,

喷发中心达八处之多
,

熔岩复盖面积 2 00 多平方公里
。

可以肯定喜马拉雅旋回
,

在 新 疆

活动广泛而强烈
,

对造成现代复杂地貌景观作用显著
。

喜马拉雅山旋 回与石油的形成关系密切
,

据 目前情况来看
,

储 油 构 造 多 为 古 一中新

世地层组成的长垣状 背斜
、

短轴背斜及弯窿构造等
。

因此
,

尽管生油条件是复杂的
,

但喜马

拉雅攫回对石油及天然气的运移起重要作用
。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全面
、

系统的收集和研究了新疆 11 期 32 幕构造运动资料
,

进一步划分 了前寒武纪的阜平一扬子旋回 , 提出了兴凯旋回在新疆的表现
,

对加里东旋 回一

阿尔卑斯旋 回在新疆各地的构造遗迹进行了详细论述
,

并对各构造旋回的特征
、

地质历史作

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

这些粗浅的看法或许有助于新疆大地构造的研究
。

草成此文
,

旨在与广

大地质工作者共同商讨新疆大地构造旋回的划分
,

以及对它们的历史作用进行分析研究
。

文

中不妥之处
,

恳请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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