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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作者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北沙巴尔吐一带开展 1颐 5 万区调时,根据岩石组合、古生物特征、沉积环境等对出

露于该地区扎格斯台一带的一套黑色砂板岩进行了重新厘定。 重新厘定后的林西组为一套黑色板岩、粉砂岩夹细

砂岩地层组合,具陆相沉积特征。 该套地层在原 1颐 20 万区调工作中被划归索伦组(P1 s),原 1颐 25 万区调又将其划归

哲斯组(P2 zs),本次将上部陆相碎屑岩部分重新厘定为上二叠统林西组。 该地层的重新厘定对本区寻找烃源岩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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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于 2015 ~ 2018 年在

内蒙古乌兰浩特北沙巴尔吐一带进行 1颐 5 万沙巴尔

吐等六幅区域地质调查。 根据岩石组合、生物特

征、沉积环境等,对分布于工作区并不整合于哲斯

组之上的一套陆相细碎屑岩进行了重新厘定。 将

原 1颐 20 万区调中划为索伦组、原 1颐 25 万区调中划

为哲斯组的中二叠统海相沉积地层与不整合于其

上的一套黑色板岩、粉砂岩夹细砂岩,进行了重新

厘定。 重新厘定后的林西组为原哲斯组上部含

Paracalamites sp. (似芦木)等植物化石的一套深灰

色变质砂岩、黑色板岩、黑色变质粉砂岩地层组合,
具陆相湖盆沉积特征。 本区现已发现的烃源岩层

多分布其中,此次重新厘定对烃源岩寻找有重要指

导意义。

1摇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西伯利亚(中国北方)地层大区、内
蒙古 -兴安 - 松辽地层区、锡林浩特地层分区。 区

内地层较发育,地层分布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60% 。
出露地层有古元古界额尔格图片岩(Pt1Esch)、下二

叠统寿山沟组(P1 ss)和大石寨组(P1 ds)、中二叠统

哲斯组(P2 zs)及上二叠统林西组(P3 l)。 区内侵入

岩发育,主要为三叠纪—侏罗纪花岗岩。 区域构造

线呈北东向展布,构造以北东向走滑断裂和宽缓褶

皱为主(图 1)。
重新厘定出的林西组(P3 l)呈北东走向椭圆形

分布于扎格斯台 - 团发屯 - 阿贵吐一带。 大部分

被中、晚三叠世及早白垩世花岗岩破坏,仅局部可

见其不整合于下二叠统大石寨组(P1ds)和中二叠统

哲斯组(P2 zs)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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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地层划分沿革

不同时期的地质工作,对研究区的该套地层划

分不同。 1959 ~ 1960 年,内蒙地质局呼市区测队在

进行 l颐 100 万区域地质测量工作时,将这套地层笼

统地划为下二叠统;1965 年内蒙古地质矿产局第二

区域地质测量大队进行了 1 颐 20 万乌兰浩特幅(L鄄
51鄄XV)区域地质测量时,将其划归下二叠统索伦

组;1994 年内蒙古自治区岩石地层编写组在《内蒙

古自治区岩石地层》中将索伦组全部划归林西组;
2008 ~ 2011 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调查研究

院在进行 1颐 25 万索伦幅、乌兰浩特市幅区域地质矿

产调查(修测)时认为原 1颐 20 万划分的索伦组为一

套浅海相沉积地层,笼统将其划归中二叠统哲斯组。
2015 ~ 2018 年,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在本

区进行野外工作时,对原 1颐 25 万所划之哲斯组进行

了详细的路线调查和剖面测量工作,认为这套地层

可以划分为两部分:下部为灰绿色、绿灰色细砂岩、

图 1摇 研究区地质略图和区域位置图(据本次 1颐 5 万区调地质图简化改编)
Fig. 1摇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and Location of the Shabaertu region, Ulanhot,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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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砂岩夹灰岩夹层及透镜体,具有波痕、重荷膜构

造、并发育鲍玛层序,含 Schwagerina sp. (希瓦格,未
定种 )、 Fenestella sp. ( 网 格 苔 藓 虫, 未 定 种 )、
Spiriferella cf. rajah Grabau(拉小石燕比较种)、珊瑚

及海百合等化石,为浅海陆棚沉积环境。 据岩石组

合、生物特征、沉积环境、地层对比等,结合哲斯组

的定义[4],应该仍划归哲斯组(P2 zs);上部以黑色板

岩为主,夹深灰色灰黑色粉砂岩及少量深灰色细砂

岩,含 Paracalamites sp. (似芦木)等植物化石,属安

加拉植物群,是晚二叠世典型植物。 因此将上部的

陆相湖盆沉积部分从哲斯组中剔除,划归上二叠统

林西组(P3 l)。

3摇 岩石地层特征

林西组(P3 l)分布在研究区东南部前扎格斯台

-前德门屯、八一马场四连四组羊包 - 乌冷吐屯及

团发屯 - 阿布改东一带,总面积约 77郾 6 km2,多呈

北东向展布(图 2)。 岩性主体为深灰色变质砂岩、
黑色板岩、黑色变质粉砂岩等(图 3),角度不整合覆

盖在下二叠统大石寨组一段(P1ds)和哲斯组(P2 zs)
(部分地区为断层接触)之上,被上侏罗统满克头鄂

博组(J3mk)、下白垩统白音高老组二段(K1 b2)和龙

江组(K1 l)角度不整合覆盖,被中三叠世细粒二长

花岗岩(浊酌x T2 )和晚三叠世中粒二长花岗岩(浊酌z

T3)侵入。 褶皱较为发育,层理发育。 岩石受后期

构造作用发生片理化,片理走向与层理走向斜交,
角度一般小于 20毅,厚度大于 369郾 2 m。
3. 1摇 白音浩特幅(PM03)剖面

白音浩特幅上二叠统林西组(P3 l)剖面(PM03)
(起点坐标:122毅20忆18义,46毅24忆43义)控制厚度大于

图 2摇 扎格斯台上二叠统林西组野外露头

Fig. 2摇 The outcrops of the Upper Permian Linxi Formation in the Zhagesitai region

图 3摇 扎格斯台上二叠统林西组(P3 l)剖面(PM03)图
Fig. 3摇 Cross section (PM03) of the Upper Permian Linxi Formation (P3 l) in the Zhagesitai region

—————————未见顶(向斜核部)—————————

9. 灰绿色变质泥质细粒长石岩屑砂岩 > 23郾 0m……………………………………………………………………………………………………

8. 灰黑色含碳含粉砂绢云母泥质板岩 7郾 2m………………………………………………………………………………………………………

7. 灰绿色(弱片理化)变质变余层状泥质细粒长石岩屑砂岩 17郾 9m………………………………………………………………………………

6. 灰黑色含碳绢云母泥质板岩 16郾 9m………………………………………………………………………………………………………………

5. 灰绿色变质泥质细粒长石岩屑砂岩,发育水平层理 48郾 9m……………………………………………………………………………………

4. 灰黑色含碳含粉砂绢云母泥质板岩 25郾 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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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灰绿色变质泥质细粒长石岩屑砂岩(同位素年龄:261郾 3 依 1郾 3Ma) 58郾 5m……………………………………………………………………

2. 灰黑色含碳绢云母泥质板岩 155郾 1m……………………………………………………………………………………………………………

1. 灰绿色变质泥质细粒长石岩屑砂岩 > 15郾 8m……………………………………………………………………………………………………

—————————未见底(背斜核部)—————————

573郾 9 m(图 2)。 层序如下:
摇 摇 在扎格斯台村西一带,林西组在本剖面北西端

被第四系冲积(QHal)不整合覆盖,东南端与其上覆

白音高老组二段(K1 b2 )为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
整条剖面以淡水湖盆相沉积岩石为主,早期水体广

泛,沉积环境平静,岩石以颜色深、碎屑粒度细、水
平层理发育为特征。 基本层序为:粉砂质泥质岩寅

泥质板岩寅细粒长石岩屑砂岩寅泥质板岩寅细粒

长石岩屑砂岩寅泥质板岩寅细粒长石岩屑砂岩,岩
石粒度由粗到细。
3. 2摇 团发屯(PM42)剖面

团发屯幅上二叠统林西组(P3 l)剖面(PM42)起
点坐标:122毅19忆12义 ,46毅34忆48义(图 4),控制厚度大

于 573郾 9 m。

图 4摇 内蒙古扎赉特旗团发屯上二叠统林西组(P3 l)剖面(PM42 )图
Fig. 4摇 Cross section (PM42) of the Upper Permian Linxi Formation (P3 l) in the Tuanfatun region, Zhalaite banner

—————————未见顶—————————
25. 深灰色细砂岩,水平层理发育 > 55郾 1m…………………………………………………………………………………………………………

24. 黑色板岩 79郾 9m…………………………………………………………………………………………………………………………………

23. 灰绿色细砂岩 21郾 5m……………………………………………………………………………………………………………………………

22. 黑色板岩 20郾 4m…………………………………………………………………………………………………………………………………

21. 灰色粉砂岩 13郾 2m………………………………………………………………………………………………………………………………

20. 黑色含碳细粒岩屑砂岩 32郾 9m…………………………………………………………………………………………………………………

19. 深灰色粉砂岩 22郾 3m……………………………………………………………………………………………………………………………

18. 黑色板岩 44郾 2m…………………………………………………………………………………………………………………………………

17. 浅灰紫色细砂岩 12郾 0m…………………………………………………………………………………………………………………………

16. 黑色含碳细粒岩屑砂岩 40郾 3m…………………………………………………………………………………………………………………

15. 浅灰紫色细砂岩 9郾 6m……………………………………………………………………………………………………………………………

14. 黑色板岩 6郾 4m……………………………………………………………………………………………………………………………………

13. 灰黄色层状细中粒岩屑长石砂岩 4郾 3m…………………………………………………………………………………………………………

12. 灰黑色粉砂岩 18郾 4m……………………………………………………………………………………………………………………………

11. 黄绿色细粒长石砂岩,水平层理发育 22郾 2m……………………………………………………………………………………………………

10. 黄绿色变质层状泥质粉砂岩 16郾 1m……………………………………………………………………………………………………………

9. 黑色板岩(闪长玢岩脉侵入) > 30郾 7m……………………………………………………………………………………………………………

8. 浅黄灰色层状细粒长石砂岩 7郾 4m………………………………………………………………………………………………………………

7. 灰色粉砂岩、灰黑色板岩交替出现 11郾 4m………………………………………………………………………………………………………

6. 深绿灰色泥岩 29郾 1m………………………………………………………………………………………………………………………………

5. 灰黑色粉砂岩、黑色板岩、灰黑色细砂交替出现 25郾 6m…………………………………………………………………………………………

4. 深灰色粉砂岩,波状层理、水平层理、楔状交错层理发育 16郾 5m………………………………………………………………………………

3. 黑色板岩 26郾 1m……………………………………………………………………………………………………………………………………

2. 灰紫色细砂质粉砂岩 11郾 0m………………………………………………………………………………………………………………………

1. 黑色板岩 > 8郾 3m…………………………………………………………………………………………………………………………………

—————————未见底(背斜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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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该剖面团发屯北部,岩石颜色普遍较深,碎屑

物粒度普遍较细,由下至上粒度逐渐变细,褶皱发

育。 野外第 13 层(室内 5 层)岩性为灰黑色粉砂

岩、黑色板岩、灰黑色细砂交替出现,以灰黑色细砂

岩为主;野外第 15 层(室内第 7 层)为灰色粉砂岩、
灰黑色板岩交替出现,以灰色粉砂岩为主,两层总

体反应了整条剖面的岩石粒度变化趋势,其岩石基

本层序特征分别为:细砂岩 - 板岩 - 粉砂岩 - 板岩

-细砂岩;细砂岩 -板岩 -细砂岩。 (图 5)

图 5摇 林西组(P3 l)剖面(PM42)13 层、15 层互层基本层序

Fig. 5摇 Generalized vertical sequences within 13th bed and 15th
bed of the Upper Permian Linxi Formation section (PM42)

3. 3摇 团发屯(PM40)剖面

团发屯幅上二叠统林西组(P3 l)的剖面(PM40)
的起点坐标:122毅20忆04义 ,46毅34忆02义(图 6),控制厚

度大于 303郾 5m。

图 6摇 内蒙古扎赉特旗团发屯上二叠统林西组(P3 l)剖面

(PM40)图
Fig. 6 摇 Cross section ( PM40 ) of the Upper Permian Linxi
Formation (P3 l) in the Tuanfatun region, Zhalaite banner

—————————未见顶(向斜核部)—————————
7. 灰黑色变质细粒岩屑杂砂岩 > 28郾 5m………………………

6. 灰黑色变质粉砂岩(Paracalamites sp. ) > 6郾 4m……………

5. 灰黑色板岩 36郾 9m……………………………………………

4. 黑色斑点状粉砂质板岩 101郾 9m………………………………

3. 黑色、灰黑色变质粉砂岩 98郾 8m………………………………

2. 灰黑色变质中细粒岩屑砂岩 13郾 7m…………………………

1. 深灰色变质细粒长石岩屑砂岩 > 17郾 3m……………………

—————————未见底—————————

本剖面中林西组为一套细砂岩、粉砂岩、板岩、
粉砂质板岩、变质中细粒长石岩屑砂岩组合,颜色

较深,碎屑物粒度较细。 产状较陡,在 35毅 ~ 45毅之
间,水平层理、斜层理、褶皱较为发育。 在第 6 层中

发现 Paracalamites sp. (似芦木)植物化石。 由下至

上岩石的粒度总体减小。
3. 4摇 沙巴尔吐(PM50)剖面

测于沙巴尔吐幅上二叠统林西组( P3 l) 剖面

(PM50)起点坐标:122毅00忆45义,46毅45忆13义(图 7),控
制厚度大于 633郾 1 m。

—————————未见顶(第四系冲洪积覆盖)—————————
13. 深灰色粉砂岩 > 130郾 0m……………………………………

12. 浅灰色变质细砂岩 76郾 6m…………………………

该剖面位于西沙日格台南部,岩石颜色呈青灰

色、深灰色、灰绿色、灰黑色,南东端与大石寨组一

段呈断层接触,北西端被第四系不整合覆盖。 由下

至上,岩石粒度逐渐变细。
3. 5摇 沉积环境与区域对比

研究区内林西组出露于研究区南东扎格斯台

-团发屯 - 阿贵吐一带,呈北东向椭圆形展布,大
部分被三叠纪—侏罗纪花岗岩破坏,南东部被早白

垩世火山岩覆盖。 岩性以中细粒砂岩 - 粉砂岩 -
板岩交替出现为特征,平行层理、水平层理、交错层

理发育。 根据岩石颜色分析,其沉积环境下部以灰

黑色、灰绿色的还原环境向上变为灰褐色、深灰色

的氧化环镜。 岩石中含有的少量黄铁矿假晶多已

被褐铁矿化。 岩石的砂屑分选较好,次圆 - 次棱角

状,成分以火山岩、砂岩为主,说明物源补给相对

较近。
在扎格斯台村东侧山包(PM03TW14)深灰色变

质长石石英细砂岩中获得碎屑锆石 U鄄Pb 同位素

(LA鄄MC鄄ICP鄄MS 法)年龄为 261郾 3 依 1郾 3Ma。 根据

砂屑成分结合同位素年龄分析,其主要的物源区为

岩浆弧物源区和弧后盆地物源区。
在 PM40 剖 面 顶 部 的 粉 砂 岩 中 见 有 大 量

Paracalamites sp. (似芦木)植物化石,也说明从早二

叠世—晚二叠世地壳不断抬升,水体逐渐变浅,由
海相沉积向陆相沉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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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区域上的林西组岩性组合及所含从壳类

化石特征,说明该组具有明显的泻湖相沉积的特

征。 与林西组建组剖面(林西县官地 - 翟家沟剖

面)第二层一致。
林西组的建组剖面位于林西县官地镇,1颐 20 万

区调报告里测得的官地 - 翟家沟剖面长 5150郾 2m,
其中泥板岩、页岩占了 80% 以上,暗色的泥板岩及

页岩占了 60% 以上。 本区发现的林西组无论从岩

石面貌、岩性组合以及沉积特征等方面,均与林西

组建组剖面高度一致。

图 7摇 内蒙古扎赉特旗西沙日格台上二叠统林西组(P3 l)剖面(PM50)图
Fig. 7摇 Cross section (PM50) of the Upper Permian Linxi Formation (P3 l) in the Xisharige region, Zhalaite banner

摇 摇 11. 青灰色粉砂质板岩 90m…………………………………………………………………………………………………………………………

10. 浅灰绿色变质细砂岩 13郾 2m……………………………………………………………………………………………………………………

9. 深灰色粉砂质板岩 14郾 8m…………………………………………………………………………………………………………………………

8. 浅灰绿色变质细砂岩 26郾 3m………………………………………………………………………………………………………………………

7. 灰黑色粉砂质板岩 60郾 9m…………………………………………………………………………………………………………………………

6. 灰绿色变质细砂岩 11郾 6m…………………………………………………………………………………………………………………………

5. 深灰色粉砂质板岩 14郾 7m…………………………………………………………………………………………………………………………

4. 青灰色含砾中粗粒砂岩 23郾 1m……………………………………………………………………………………………………………………

3. 青灰色粉砂质板岩 119郾 7m………………………………………………………………………………………………………………………

2. 灰绿色变质细砂岩 19郾 8m…………………………………………………………………………………………………………………………

1. 灰黑色粉砂质板岩 > 32郾 4m………………………………………………………………………………………………………………………

—————————断层接触—————————
下伏:大石寨组灰绿色英安岩

4摇 形成时代依据

4. 1摇 锆石 U鄄Pb 年龄

在双文乌拉一带林西组中发现火山岩夹层,在
灰 -灰黑色细粒英安质晶屑岩屑凝灰岩中获得的

锆石同位素年龄为 258郾 5 依 2郾 9 Ma(图 10、11)。

研究区林西组角度不整合覆盖在哲斯组之上,
在扎格斯台村东侧山包(PM03TW14)灰绿色变质泥

质细粒长石岩屑砂岩中获得碎屑锆石 LA鄄MC鄄ICP鄄
MS U鄄Pb 同位素年龄为 261郾 3 依 1郾 3Ma(图 8、9),其
物源可能来自于下伏哲斯组。

图 8摇 林西组粉砂岩锆石阴极发光图

Fig. 8摇 CL images for the siltstones in the Upper Permian Linxi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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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摇 林西组粉砂岩锆石 U鄄Pb 同位素谐和图及概率图

Fig. 9摇 Concordia plot of the zircon U鄄Pb age data for the siltstones in the Upper Permian Linxi Formation

图 10摇 林西组安山岩锆石阴极发光图

Fig. 10摇 CL images for the andesites in the Upper Permian Linxi Formation

图 11摇 林西组安山岩锆石 U鄄Pb 同位素谐和图及概率图

Fig. 11摇 Concordia plot of the zircon U鄄Pb age data for the andesites in the Upper Permian Linxi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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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摇 林西组(P3 l)植物化石 Paracalamites sp. (似芦木)
Fig. 12摇 Plant remains Paracalamites sp. collected from the Upper Permian Linxi Formation

4. 2摇 古生物化石依据

本次工作在林西组黑色粉砂岩中发现植物化

石,经吉林大学孙跃武教授鉴定有 Paracalamites sp.
(似芦木)等,属安加拉植物群,是晚二叠世典型植

物(图 12)。

5摇 结论

(1)将原 1 颐 25 万区调所划分的哲斯组划分为

两部分,下部海相沉积岩为哲斯组(P2 zs),上部陆相

细碎屑岩部分应该划归林西组(P3 l),二者之间为角

度不整合接触。
摇 摇 (2)大兴安岭南东坡的林西组为一套以陆相细

碎屑岩为主夹安山岩的地层组合,沉积时代均为中

二叠世末至晚二叠世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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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vision of the Upper Permian Linxi Formation in the Shabaertu
region, Ulanhot, Inner Mongolia

HE Hongyun, LIU Yongzheng, GUO Yonglie, ZHAO Lei
( 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 Hohhot 010020, Inner Mongolia, China)

Abstract: A succession of black sandstones and slates cropped out in the Shabaertu region, Ulanhot, Inner
Mongolia was redivided and assigned to the Linxi Formation during the 1颐 50 000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 in 2016鄄
2018 according to lithology, palaeontology 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s. The newly established Linxi Formation
consists of black slates and siltstones intercalated with fine鄄grained sandstones characteristic of continental deposits.
These strata were previously involved into the Lower Permian Suolun Formation (P1 s) in the 1颐 200 000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 in 1965, and into the Middle Permian Zhesi Formation ( P2 zs) in the 1 颐 250 000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 in 2008鄄2011. In this study, the upper continental fine鄄grained clastic rocks of the Zhesi
Formation are redivided into the Upper Permian Linxi Formation. The redivision of these strata may be significant to
the hydrocarbon exploration in the study area.
Key words: Linxi Formation; source rock; Ulanhot; Shabaer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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