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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东部敖脑达坝铜<银<锡矿区附近发现

晚石炭世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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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北京 #"""7=）

摘 要 在内蒙古东部的大兴安岭中南段地区，具有工业价值的多数大中型银多金属矿床均产于二叠系中。

笔者在敖脑达坝铜<银<锡矿床开展研究时，对该矿区西部出露的凝灰质板岩取样并开展了10<+><,>3<+5测年工

作，获得的锆石?<3&年龄为（7"!@8A#@B）+)，+5C2D!@"，表明凝灰质板岩的原岩形成年代为晚石炭世，而不是

前人认为的二叠纪。这一新发现可能对重新认识该区的区域地质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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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石炭世地层发现概述

二叠系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分布最广的地层。在

内蒙古东部的大兴安岭中南段地区，具有工业价值

的多数大中型银多金属矿床均产于二叠系中，如南

部从黄岗梁铁矿床、大井银<锡<铜矿床到中部的白音

诺尔铅<锌矿床、浩布高铅<锌矿床，再到中北部的敖

脑达坝铜<银<锡矿床和布敦化铜矿床等（赵一鸣等，

#BB9；盛继福等，#BBB）（图#）。与二叠系相比，石炭

系分布范围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东乌旗的宝力格<

"""""""""""""""""""""""""""""""""""""""""""""""""""""""""""""""

乌拉盖一带和西乌旗南部地区。

! 本文得到国家重点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7"9!#）、全国危机矿山项目（!"";BB9;）和地质大调查项目（#!#!"#"B##"!B）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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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内蒙古东部地区地层分布简图（附采样位置）（引自赵一鸣等，!""#）

!—中新生界陆相碎屑岩、酸性火山岩；$—二叠系碳酸盐岩、沉凝灰岩、板岩、砂岩、砾岩；%—石炭系砂岩、粉砂岩、灰岩、中基性火山岩；

#—泥盆系灰岩、泥岩夹火山碎屑岩；&—志留系灰岩、板岩、角砾状板岩、角砾状灰岩、粉砂质板岩夹流纹质凝灰岩；’—奥陶系细碧岩、玄武

岩夹硅质岩、安山质凝灰岩、粉砂质板岩；(—前寒武系片岩、片麻岩；)—代表性矿床；"—采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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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笔者在对敖脑达坝铜E银E锡矿床开展研究

时，对该矿区西部出露的凝灰质板岩取样并开展了

LME=CE<CHE=.测年工作，获得的锆石NEH7年龄

为（%O$P’Q!P"）=1，=.RJS$PO，为晚石炭世，表

明凝灰质板岩的原岩形成年代为晚石炭世，而前人

认为该地层时代为二叠纪，属于下二叠统黄岗梁组

（赵元艺等，!""#）。

本文所研究的MT!OE#号样品采自敖脑达坝矿

区附近的晶屑凝灰质板岩，岩石表面呈灰白色，在灰

黑色砂泥质板岩中呈夹层状产出，地层产状%$&U
!&%U，采样位置地理坐标：北纬##U%$V#$P"W，东经

!!"U%OV#$P%W。阴极发光照片显示（图$），凝灰岩中

的锆石主要为短柱状，柱长一般在!OO!@左右，少

数达到!&O!@，锆石中的环带构造十分发育，具有

岩浆锆石的特点。在少量锆石的核部，可见暗色的

残留锆石，大小一般不足!O!@，只有极少数可达到

&O!@。

锆石测年工作是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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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敖脑达坝矿区附近凝灰质板岩的锆石

阴极发光照片

"#$%! &’#()$*+,-.#/0,10/2+3)4+-/,(35*36--)0*,6+
+4)3*,006//#1$1*)/35*7,1),8)9),/*8#+3/#03

究所’7:;&:<&=:;>实验室完成，锆石定年分析所

用仪器为"#11#$)1?*@361*型 ;&:<&=:;>及与之

配套的?*AA)B*C=!DE激光剥蚀系统。详细实验

测试过程可参见侯可军等（!FFG）文献。

锆石’7:;&:<&=:;>测 年 结 果 显 示，7?DF:H
样品锆石!（I5）为（HJKFL!E!EKFM）NDFOM，!（C）

为（DFMKGP!HLLKFP）NDFOM，I5／C 比 值FK!F!
DKEL，绝大多数介于FKE!FKG之间（表D）。获得的

!FM=9／!ELC年龄值变化于!GGKH!!JEFKE;)，绝大

多数年龄在EFF!EDF;)之间，去掉G、D!、DE和DL

这四个年龄值偏离较大的点后，其加权平均年龄值

为（EF!KMQDKG）;)，;>RST!KF（图E），可以代表

凝灰质板岩原岩的形成年龄，为晚石炭世，这至少说

明在晚石炭世，本区尚处于构造:岩浆活动阶段。其

中DL号测点获得一个新太古代的年龄（!JEFKEQ
DJKP）;)，由于该测点位于锆石核部，明显为一残留

锆石，因此可能代表古老基底岩石的年龄，显然是受

到剥蚀、搬运、沉积形成的。该年龄的存在，可能说

明，该火山活动及地层的沉积作用发生在一个古老

大陆的边缘。

! 发现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在前人认为的大片出露的二叠系地层中，通过

锆石测年，发现了晚石炭世的凝灰质板岩，这至少说

明本区不仅有二叠系，而且也确实存在上石炭统地

层。目前尚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以前被认为是二叠

纪的地层，而实际上是石炭纪的地层，而且上石炭统

的分布范围到底有多大？前人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大

地构造演化的认识分歧很大，包括华北板块与西伯

利亚板块最终拼合的位置和古亚洲洋在本区闭合的

时间等，有的学者认为闭合时间为中泥盆世（I)1$，

表! 敖脑达坝矿床附近凝灰质板岩的锆石"#$%&$’&($%)测年结果

*+,-.! "#$%&$’&($%)/+0+123453627813290:.0;11+6.2;88-+0.266;3357<7.+30:.#27+2/+,+#<$)7$&;/.=2850

测点号
!（=9）／

DFOM
!（!E!I5）／

DFOM
!（!ELC）／

DFOM
I5／C !FP=9／!FM=9 !FP=9／!EJC !FM=9／!ELC !FP=9／!EJC／;) !FM=9／!ELC／;) &,1%

D P%PD HM%HJ !EJ%HL F%!F F%FJEPQP%J F%EJJLQDGH%DF%FHL!QEF%F EFG%DQDH%J EFE%MQDL%J GLU
! L%LF LG%H! DEP%JL F%MJ F%FJ!MQJ%H F%EJJFQHJ%G F%FHGFQH%! EFL%JQE%H EFL%!Q!%M GGU
E !H%JE !MP%J! HLL%FP F%JJ F%FJ!GQE%D F%EJMPQJF%D F%FHLLQH%G EFG%PQE%L EFP%FQE%F GGU
H M%LL MD%GE DHP%JL F%H! F%FJ!PQL%L F%EHHGQJP%G F%FHPJQE%H EFF%GQH%H !GG%HQ!%D GGU
J DD%MG D!L%E! !EF%DH F%JM F%FJ!GQ!%P F%EHLLQ!!%E F%FHPLQ!%! EFE%LQD%P EFD%!QD%E GGU
M P%JE L!%EM DMM%!H F%JF F%FJ!JQE%! F%EHJ!Q!J%! F%FHPPQ!%! EFD%DQD%G EFF%JQD%H GGU
P H%PD JF%GD DEJ%FG F%EL F%FJEDQL%J F%EJFDQDF!%L F%FHPGQP%E EFH%LQP%P EFD%MQH%J GLU
L D!%DP D!!%P! !JG%HL F%HP F%FJE!QD!%! F%EJPLQM!%G F%FHLGQG%J EDF%JQH%P EFP%PQJ%G GGU
G EF%GP E!E%FM EPH%MP F%LM F%FJH!QD%L F%HMJLQ!M%M F%FM!HQE%D ELL%EQD%L EGF%FQD%G GGU
DF DE%JL DGD%JH DP!%!J D%DD F%FJ!JQG%F F%EJM!QPP%E F%FHGDQJ%E EFG%HQJ%L EFG%!QE%E GGU
DD !F%!L MJ%HF EDL%ML F%!D F%FJ!JQD!%EF%EHP!QD!D%PF%FHLFQDE%M EF!%MQG%! EF!%HQL%H GGU
D! DF%FG HJ%FL DHG%EP F%EF F%FJMDQH%F F%JGEJQPE%D F%FPMPQL%F HPE%DQH%P HPM%PQH%L GGU
DE DF%FG HJ%FG DHG%EP F%EF F%FJMFQE%J F%JLDFQHJ%H F%FPJEQE%G HMJ%DQ!%G HMP%GQ!%E GGU
DH DJ%HD DPM%LJ !M!%ED F%MP F%FJDHQE%E F%EHMGQEH%D F%FHGFQH%E EF!%HQ!%M EFL%JQ!%M GLU
DJ DJ%LJ !JH%H! DLH%F! D%EL F%FJ!PQE%L F%EHMJQED%E F%FHPPQ!%L EF!%DQ!%H EFF%EQD%P GGU
DM L%FD J!%GF !EE%FM F%!E F%FJ!PQL%M F%EJDMQPF%H F%FHLEQH%H EFJ%GQJ%E EFH%HQ!%P GGU
DP DD%DP D!H%MF DJJ%ML F%LF F%FJ!LQH%P F%EJLHQJD%H F%FHG!QM%D EDD%FQE%L EFG%PQE%P GGU
DL L!%!L GF%ED DFM%GP F%LH F%DMPPQE%HDD%DDMJQLL!%FF%HLFPQEM%D !JE!%GQP%H !JEF%EQDJ%P GGU
DG J%MD JG%LP DDH%JP F%J! F%FJ!MQH%L F%EHMLQJD%! F%FHPPQH%P EF!%EQE%G EFF%JQ!%G GGU
!F DG%!E !FL%EM ELF%FL F%JJ F%FJ!LQH%P F%EJPPQGM%P F%FHG!QDE%M EDF%JQP%! EFG%PQL%E GGU
注：误差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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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敖脑达坝矿区附近凝灰质板岩的锆石

"#$%一致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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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C；徐备等，ABBD），有的学者认为是晚泥盆世至早

石炭世（邵济安，ABBA；E+,(?302)，ABBF），也有的学

者认为是二叠纪与三叠纪之交（G0,(?302)，ABHI；

;?,(+.?302)，ABB!；J+%’,4+,?302)，ABBB；K’0+?3
02)，LCCB；J@=5?,34?M?302)，ABHB；*5?,?302)，

LCCC；N0/0.-5?302)，LCCL；尚庆华，LCCO），还有的学

者认为是中生代中期（P+=0Q0?302)，LCCL）。敖脑达

坝地区位于二连#贺根山蛇绿岩带的南侧，索伦山#林

西蛇绿岩带的北侧，在本区发现晚石炭世凝灰质板

岩，至少说明本区在晚石炭世仍然处于构造#岩浆活

动阶段，可能是一个活动陆缘（包括位于微陆块边

缘），大洋可能还没有闭合。如果是这样的话，考虑

到区域上还分布有大面积的二叠系，古亚洲洋在本

区可能至少要延续到二叠纪末才最终闭合。当然，

这也只是一种推测。目前对新发现的上石炭统所代

表的构造意义尚不清楚，即本区晚石炭世到底处于

一个什么样的构造环境？因此，加强对本区地层的

深入研究（包括年代学），有可能对某些悬而未决的

大地构造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或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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