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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准噶尔盆地东北缘二叠纪地层为陆相沉积 , 古生物资料贫乏 , 地层划分方案纷杂 ,众说不

一 ,部分层段划分证据不足。 本文利用磁性地层配合同位素年代学和孢粉学对该区二叠系重新划分 , 二叠

纪沉积期大多数时间处于基亚曼反向极性期 , 其极性单一 , 据地磁年表反应的极性特征来对比确定其地

层时代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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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东北缘二叠系古生物资料贫乏 ,加之受地层出露和岩性等条件限制 ,其地层

时代划分纷杂 , 本文利用磁性地层学配合同位素年代学和孢粉学重新划分二叠纪地层。磁

性地层学 ,更确切地说应叫古地磁地层学 ( Paleomagnetic st ratig raphy ) ,是研究岩石单元磁

性特征的地层学 ,是一种新的地层研究方法 ,可为广泛变化的地层研究提供年代表 ,其本身

已发展成为一种有效的地层对比工具 , 因为地磁场倒转的全球同时性 ,使磁性地层学能够

解决有些长期以来地层上的分歧问题 ,包括地质时代界限的全球同时性以及准确的海陆相

对比关系。对区内双井子剖面 ( 90°22′, 44°47′)和唐巴巴斯套剖面 ( 90°14′, 44°56′)进行了野

外地质考察和样品的采集 ,根据野外考察及前人研究资料 ,将区内地层分布情况及沉积层序

做简要介绍。

1　地层慨述

准噶尔盆地分区根据岩性、岩相、地层层序、含矿性等特征 ,可进一步划分出克拉玛依、

玛纳斯 -吉木萨尔、将军庙 3个小区 ,研究区隶属将军庙小区 ,二叠系在地表主要出露在克

拉美丽山南部一带 ,据地震资料 ,中、新生界覆盖层之下普遍存在二叠系〔2〕 ,特别是上二叠统

更为发育。新疆地质局和新疆石油管理局在该区作了大量工作 ,现将地层岩性描述如下:

六棵树组属石炭纪顶部地层 , 为一套灰紫色、紫红色、灰黄色的含砾粗砂岩 ,以及红绿

相间的中层状砂岩。本组底部是一套沿层侵入的红色酸性脉岩 , 中上部的砂岩中发育砂质

结核 ,砂岩多为钙质胶结。

　 　别勒库都克组下部岩性较细 ,以褐红色的泥岩、粉砂岩及细砂岩沉积为主 ,上部较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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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灰绿色、紫红色的细砾岩、粗砂岩沉积为主 ,偶夹褐红色的泥岩 ,顶部出现红绿相间的条带

状细砾岩与粗砂岩互层 ,与下伏六棵树组为微角度不整合接触 ,与上覆将军庙组为整合接

触。

将军庙组为一套紫红色、紫色的砾岩、含砾粗砂岩、细砂岩、夹绿色砂岩条带。岩性较粗 ,

厚约 1200 m。 为一套干旱炎热气候条件下的山间盆地沉积。

平地泉组下部为一套灰绿色、黄绿色的砾岩、粗砂岩、细砂岩 ,岩性较粗 ,属于山间河流

相沉积 ,上部为深灰色、灰绿色的粉砂岩、泥岩、夹多组煤线及煤层 ,含菱铁矿薄层和透镜体 ,

属于潮湿温暖气候条件下的滨浅湖相沉积。与下伏将军庙组为低角度不整合接触 ,与上覆下

苍房沟群为平行不整合接触。

下苍房沟群在双井子剖面仅出露顶底部。底部是一套厚约 8 m的黄色砾岩 ,与平地泉

组为冲涮接触 ,上部是一套灰黑色的含炭质泥岩。与下三叠统的上苍房沟群为整合接触。

2　古地磁样品加工、测试及数据处理

古地磁样品经一段时间的室内存放后 , 用无磁锯片切割加工成 2. 5cm长的小圆柱体 ,

古地磁样品的测试由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古地磁实验室承担 ,测试采用美国产

DSM-1型旋转磁力仪 , TSD-1型热退磁仪 , GSD-1型交变退磁仪及其它配套设备等。 经热

退磁与交变退磁试验对比 ,发现用热退磁方法较交变退磁方法更易获得原生剩磁 ,样品测试

均经过不少于 10步的热退磁处理 ,以便清除岩石因长期保留在近代地磁场中所获得的各种

成因的粘滞剩磁和分离出不同期次的特征磁性分量。全部样品以 50℃— 100℃阶步增温 ,至

350℃时可把大部分的粘滞剩余磁性和次生剩余磁性清除掉 ,在高于 350℃时采用 30℃—

50℃增温阶步退磁 ,在高温退磁阶段 ( 350℃— 600℃ )分离出稳定的高温磁性分量 ,在高温段

时方向趋向原点 (图 1) ,当然还有部分样品需要加热到更高的温度而分离出稳定的高温特

征剩磁分量。高温剩磁分量在地理坐标系中以反向磁化占绝对优势。通过系统退磁测试 ,获

得相应的图件 ,借助不同退磁曲线特征 ,选择与最佳矢量段对应的最佳测试数据 ,计算各采

样点样品的平均磁化方向 (磁偏角、磁倾角 )。

图 1　典型样品退磁特征正交矢量投影图与强度衰减曲线

Fig. 1　 Demagnetizing curv es o f typical speci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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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需说明 ,在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过程中 ,对于结果的取舍 ,采取的标准是各个时代的

岩石样品满足三个以上 ,并且处理数据对应的置信角小于 20°者为可信值 ,而大于 20°者为

参考值 ,这与伍斯通概率分布图解是一致的。为保证所测岩石剩余磁性确属原生的天然剩余

磁性 ,进行了砾岩检验。

3　磁性地层划分依据

世界各地 (前苏联、美国、澳大利亚及我国一些地区 )得出的石炭—二叠纪古地磁极性特

征基本上是统一的。梅坎顿 ( Mer canton)于 1926年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土的基亚曼 ( Jia-

man) ,首先发现二叠系岩石是反向磁化的 ;伊尔文等在 1963年总结各大陆的古地磁成果时

发现晚石炭世到晚二叠世的岩层都是反向磁化的 ,将这长达 5千万年的反向磁化期称为基

亚曼极性段 ;根据澳大利亚的古地磁研究 ,基亚曼极性段的下界面在上石炭统的帕特森

( par terson)和锡哈姆 ( seaham )层之间 , 基亚曼的上界面在二叠纪的上马林 ( upper Ma rine)

和三叠纪之间〔 8〕 ; 原苏联赫拉莫夫 ( Khramov )古地磁研究发现在基亚曼极性段内 ,有两个

短的正向极性期 ,一个在晚石炭世的莫斯科统 ,另一个在石炭纪和二叠纪的分界面附近。综

合伊尔文、赫拉莫夫、 B. N. Tursunov以及美国等对基亚曼极性段的研究作出磁性年代表

(图 2) ,认为在基亚曼反向极性期之下出现的第一个间隔 ( interval )不长的正向极性期 (在

283— 284Ma)为石炭纪与二叠纪的分界线 ;基亚曼反向极性期一直向上延续到出现的第一

个正向极性段 ,该极性段位于晚二叠世鞑靼阶 ( Ta tirian)内 ,鞑靼阶晚期进入了极性正、反频

繁转换的伊拉瓦拉 ( illaw ar ra )混合极性期。

图 2　准噶尔盆地东北缘二叠纪磁性地层综合图

Fig .　 Permian magnetic po la rity stra tig raphic classifica tion map

on the na rtheastern margin o f th e Jungga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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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情况来看 ,二叠纪绝大多数时间是处于基亚曼反向极性期 ( Jiaman reveredepoch

o r chron) ,极性很单一 ,这也是磁性年代表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尽管二叠纪时地磁极性单

一 ,但据地磁年表反映的极性特征来对比确定和划分二叠纪大的时间界面还是比较确切和

可靠的
〔 6〕
。

4　地层时代划分

准噶尔盆地东北缘二叠系绝大多数属陆相地层 ,许多层段缺失可靠的古生物资料 ,前人

已对该区二叠纪地层做过划分 ,但是 ,其地层划分方案纷杂 ,众说不一 ,部分层段的划分其证

据不足 ,我们考察和采集了双井子剖面、唐巴巴斯套剖面的样品 , 在新疆地矿局第二区调队

对二叠系划分的基础上。根据古地磁测试数据资料、同位素年龄值和古生物资料 ,将原划分

方案作了部分变动。

六颗树组为一套红色砂泥岩系 ,在其顶部含两层 30— 40 cm厚的砖红色火山凝灰岩。这

层火山凝灰岩代表石炭—二叠纪时火山活动较频繁的构造背景 ,也是十分有利的测年标志

层。选取了六颗树组第 2层凝灰岩样品 ,对其进行 40
Ar /

36
Ar与

39
Ar /

36
Ar等时线 (图 3)分析 ,

样品大致成线性分布 ,表明构成等时线关系 , 等时线斜率 tgθ= 4. 32,对应的年龄值为 Tiso

= 299. 4M a, 为六颗树组的绝对年龄。

图 3　六棵树组凝灰岩氩同位素等时线图　　 　　图 4　平地泉组铅同位素等时线图

Fig . 3　 Isochr onic diag ram o f　　 　　 Fig . 4　 Isochr onic diag ram

Ar- isotope from tuff of Liukesh u Group　　 　　 o f Pb- iso tope o f Pingdiquan Group

平地泉组中发现了数层煤线 ,经历了腐殖酸→褐煤→烟煤 (煤线或煤层 )→无烟煤的途

径演化。 U、 Th及 Pb元素往往以有机金属螯合物的方式保存在腐殖酸大分子网络中
〔 5〕。由

于有机网络的疏水作用 ,可以使其相对成岩孔隙水来说保持封闭体系。而且沉积环境中原生

生物类脂、碳水化合物 (包括木质素纤维素 )和氨基酸在缩合成为腐殖酸的过程中 ,铅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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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学平衡机理是一样的。 所以 ,对于相同时代同种沉积有机质 (煤、干酪根、沥青 )来说 ,当

其成熟度接近或相等时 ,它们的铅同位素比值就构成了等时线关系。这几层煤线纵向上比较

接近 ,时差不大 ,且沉积环境相同 ,热成熟度一致 ,故可用做等时线分析〔 4〕。等时线斜率 tgα=

0. 0510(图 4) ,迭代法求出其年龄为 240. 8M a。 相当于晚二叠世的时期。

平地泉组孢粉组合表现出以蕨类植物孢子占优势 ,裸子植物花粉较少的基本特征。发现

了以 Pi tyospo ri tes— To rispo ra为代表的孢粉组合 , 组合中出现的许多属在我国长兴晚二

叠世早期的龙潭组大量出现
〔1〕
, 通过以上讨论 ,可以认为平地泉组孢粉组合的地质时代为

晚二叠世中晚期
〔 3〕
。

从图 2磁性特征来看 , 在六颗树组与别勒库都克组界线处有一正向极性段 e′,与磁性

年代表对比 ,相当于基亚曼反向极性期下部出现的第一个正向极性段 e ( 283M a—

284M a)
〔7〕
,为石炭 -二叠纪分界线。六颗树组同位素绝对年龄为 299. 4Ma, 与原划分方案

相一致。在将军庙组地层段磁性特征上有一正向极性段 d′, 所反映的磁性特征相当于基亚

曼反向极性期上部出现的第一个正向极性段 d( 237Ma— 238Ma) , 据此将将军庙组划归晚

二叠世。 平地泉组磁性柱有一正向极性段 c′, 相当于伊拉瓦拉 ( i llawa rra)混合极性段 c

( 231. 5Ma— 232Ma)极性特征 ,平地泉组同位素年龄值为 240. 8Ma, 结合孢粉鉴定情况 ,平

地泉组归晚二叠世无疑 , 故与原划分方案一致。下苍房沟群未采到样品 ,按原划分方案暂归

二叠纪顶部。

上述地层的划分 ,结合可靠的孢粉资料和同位素年龄证据 ,在大的时代界限划分上可信

度较高 ,但该剖面地层不整合或假整合面较多 ,地层缺失较多 ,因而 ,在地层层段的详细划分

上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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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och Division of Permian Strata

in Northeast Margin of Junggar Basin

Deng Yunshan Wu Zhiyong J i Liming and Yan Cunf eng
( Lanzhou Ins ti tu te of Geology, Chin ese Acad emy of Sciences ,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Permian System is poo r at paleonto logic da ta on the northeastern ma rgin of the Jung-

ga r basin, resul ting in i t unfav ourable to solve problem of oi lfield explo ra tion. This paper

uses paleomagnetic st ra tig raphy, iso topic g eochronolo gy and spo rologic methods to confi rm

the age of each g roup in Permian Sy stem. It is feasible to use Jiaman revesed epoch or

chronolog y feature to div ide the age of Permian Sy stem. Paleomagnetic sample densi ty and

resul t of the measurement a re in acco rdance wi th the demands o f paleomagnetic stratig ra-

phy from Pingdiquan Group to Liukeshu Group. In addition, sporopollen analy tical sub-

stances are limited in Pingdiquan Group, and Pityosporites- Torispora constituents are dis-

covered under sporopollen distinction and contrast. The Ar- and Pb- iso topic methods o f

o rganic mat ter a re also applied to sedimenta ry rock and coal series in dating.

Key words: 　 paleomagnetic stra tig raphy　 isotopic g eochronolog y　 spo rolo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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