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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西部高原第四系沉积环境初探

高照 山 韩俊明

(内蒙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 ) (赤峰环境地质站 )

申恩至

(赤峰市科委 )

提要 下更新世本区地壳上升
,

气候干热
。

中
、

晚更新世总计有四次湖水出现
,

沉积有总厚度 150

多米的湖积砂 ; 有 4 次河流出现
,

遗有 50 一 80 余米的冲积砂
。

每次湖水出现前均以河流作用为主
,

伴以地

壳相对下降或稳定
,

气候干热
。

地壳上升气候湿冷
。

地壳升降
,

气候变化
,

河湖交替出现
,

贯川整个中
、

晚更新世
。

全新世地壳上升
,

湖水萎缩形成许多小湖泊
,

河谷窄切深大流程短
。

气候干冷以风作用为主
,

其南部被风少覆盖是小腾格里沙漠的一部分
.

主题词 第四系 中更新统 上更新统

第一作者简介 高照山 男 48 岁 工程师 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
。

刃方贡格尔娜勒

、
气

】
色口匕聋km 河 北

L盆地界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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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厚线 3
.

地表分水岭 .4河湖

研究 区位于大兴安岭西侧的赤峰边

缘
,

属于 阴山东西向复杂构造带与大兴安

岭新华夏系构造带交接部位的东南端
。

区

内中部为好鲁库背斜
,

两侧为新生代断陷

盆地
。

背斜与盆地呈北东一南西 向展布
,

北至山前向南延人锡林郭勒盟
。

背斜地势高局部基岩裸露
,

为剥蚀构

造低中山是区内分水岭
。

盆地地势开阔为

内蒙高原一部分
,

其南部多被风沙覆盖形

成浩瀚的沙海
,

是小腾格里沙漠的东缘
。

较大湖泊有达来诺尔
,

岗更诺尔
、

大水诺

尔 ; 较大河流有贡格尔郭勒
、

西拉沐沦河

(图 l
,

图 2 ) ①

前人对 区内第四系 只作过路线调查
,

研究程度颇低
。

本文据野外工作及收集到

的资料
,

初探区内第四系沉积环境
,

对研

究内蒙高原第四系及水文地质条件具有重

要意义
。

图 1 赤峰西部高原第四系等厚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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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中广布第四系
,

厚度一般 100 一

①诺尔 : 湖泡
,

郭勒 : 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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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0 余米
,

最厚达 260 余米
,

由分水岭向两侧其厚度逐渐增加
。

岩性主要特征分述如 F

1
.

下更新统 : 零星分布高原底部
,

埋深一般 100 一 180 m 最大厚度 55
.

59 m (h
Z : 孔 )

10 一 4 0m 属棕红色坡洪积相粘性土
,

含铁锰及钙质结核
。

砂占 17 一 34 %
,

粉 十 44 一 61
`

一

般

殊
,

粘土 21
.

5一22 %
,

粒径频率曲线尾端微具波状
,

分选好 ; 正态概率图中
,

跳跃总体含量 l()

一 3 0% 倾角 6 0一 6 5 度
,

S 截点 帅
,

悬浮总体含量 5 0一 6 0 %倾角 2 0一 3 0 度
,

S 截点以 } 多

呈小 直线段为不稳定流水环境
。

含墟拍螺
、

蛹形螺
,

据 11 块古地磁标本测定年今 89 一 9 5 力

年
。

高程 (m )

攘次琴续碳 嚎篡鬓鬓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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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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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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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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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水岭东侧新生代断陷盆地第四系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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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新统 分水岭以东埋深一般 75 一 120 m
,

厚度 4 0一 8 0m 是一套河湖相砂层
,

续

中河相零星分布
,

厚度变化大 ; 湖相沉积分布连续
,

由分水岭向平原区厚度逐渐加大
。

中更新统下段冲积层 仁覆中更新统下段湖积层
,

下伏下更新统坡洪积粘性 土或基

岩
。

厚度一般 10 一 30 m
,

为灰 白色灰黄色细砂
,

具水平层理
,

偶见砾石
,

砾占 1 70 洲
,
、

砂

占 81
.

8%
、

粉 土 16
.

5% ; 分 选 中等
,

负 偏 态
,

K g 二 1
.

0 7 7 7 中 等 尖 锐
,

代 入

Y 二 一7
.

7 3 59 < 一7
.

4 19 为河成
,

属第一寒冷期
。

中更新统下段湖积层 埋深 80 一 IOOm
,

厚度一般 10 一 30 m 是一套湖相砂层
,

以灰「J

色细砂为主
,

其次为中砂及亚砂土薄层
。

属第二温暖期
。

中更新统上段冲积层 埋深 81 一 17 7m
,

厚度 4 一 lZ m
,

岩性 为灰白色灰黑色细砂

中砂灰亚砂土薄层系河流沉积
。

据区域资料属第二寒冷期
。

中更新统上段湖积层 埋深 80 一 12 0 m
,

厚度一般 20 一 40 m
,

以细砂为主
,

其次是中

砂及亚砂土
。

属第三温暖期
。

分水岭以西
,

中更新统分布广
一

泛
,

埋深一般 130 一 150 m 最深 2 35 m
,

厚度 一般 10 一 3 01 11

最厚 62
.

8m
,

为冲积相粘性土局部夹细砂及 中砂
,

下伏基岩
,

上覆上更新统冲积层 含白花

介
、

玻璃介
。

3
.

上更新统 广布盆地中
,

分水岭东侧厚度 4 0一 60 m
,

西侧 120 一 160 m
,

为河湖相砂

层
,

以细砂中砂为主局部夹亚砂土薄层 ; 河流沉积厚度小呈窄条状零星分布
,

湖相厚度大分

布广而连续
。

上更新统下段河流冲积层 埋深一般 40 一 100 m
,

厚度一般 20 一 3Om 主要是灰 白色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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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其次为中砂及粉细砂
。

为第三寒冷期
。

上更新统下段湖积层 埋深 1 2
.

2 7一 8 9
.

9m
,

一般 15
, 一 3Om

,

厚度 20一 60m
,

主要是

灰白色
、

浅灰色细砂其次为中砂
、

粗砂及亚砂土薄层
。

湖成沉积物中草本植物占 80
.

51 %
,

木本植物占 7
.

巧%
,

是针阔叶混交林一草原型
,

为第四温暖期
。

以特异湖花介为主属淡水

微咸水环境
。

上更新统上段冲积层 埋深一般 10 一 3Om
,

厚度一般 20 ~ 40 m 最厚 12 7
.

3m
,

以中砂

为主
,

其次是浅黄色细砂
。

为第四寒冷期
。

以特异湖花介为主属于淡水环境
。

上更新统上段湖积层 局部被风积沙覆盖
,

大部分出露地表
,

超覆老地层之上厚度一

般 10 一 30 m
,

以细砂为主其次是中砂
、

亚砂土
,

偶见粗砂透镜体
。

灰白色细砂
,

具水平层

理
,

顶部为淤泥质亚粘土夹 0
.

1一 gc m 厚煤层
,

产阿氏盼鼠及东北鼠兔
,

厚度 28
.

35 m
。

由极

细砂与亚砂土组成波痕
,

波高 3一 scm 波长 33 一 7c5 m 波痕指粒 11 一 12 为湖水所致
.

沉积

物中草本植物占 36
.

83 %
,

木本植物占 10
.

54 %
,

族类及裸子植物占 51
.

犯%
,

属于针阔叶混

交林一草原型
,

为第五温暖期
,

以特异湖花介
、

湖花介为主属淡水一微咸水环境
。

.4 全新统 据野外资料
,

主要有三种成因类型
,

风积砂 ( Q孟) 分布高原南部
,

厚度一

般 10 一 20 m
,

是灰黄色粉细砂
,

组成沙丘 ; 冲积层呈窄条状分布河谷中
,

表层为灰黑色亚

粘土
,

其下为灰白色 中细砂
,

具明显二元结构
,

厚度一般 or 一 20 m
,

组成冲积阶地及河

床 ; 湖积层呈环带状分布于湖泊周 围
,

组成阶地与漫滩
。

其表层岩性为灰黑色亚粘土灰草碳

层
,

下部为灰白色中细砂
,

厚度 15
.

85 一 46
.

5m
。

其中草本植物 占 44
.

45 %
,

木本植物 占

.9 6%
,

蔽类和裸子植物占 45
.

51 %
,

属针阔叶混交林一草原型
,

属第五寒冷期
,

以特异湖花

介
、

湖花介为主属于淡水 一微咸水环境
。

二
、

沉积环境

依前述
,

早更新世全区地壳相对上升
,

以暂时流水作用为主
,

沉积一套棕红色含钙质结

核及铁锰质结核的坡洪积相粘土
,

由于气候干热堆积物中 P b
、

Z n
、

iN
、

C r 、

V 等微量元素

大量聚集
,

而 C 。 、

C u 散失
。

中更新世由于地壳升降差异性
,

分水岭以东
,

中更新世初
、

晚期地壳均处于上升阶段
,

以河流作用为主
,

堆积一套灰白色灰黄色粉细砂
,

据钻孔资料 : 初期河流不发育
,

堆积物厚

度 10 一 20 m 其河道位于 h 3一h 7一h , 3一 h , 4一 h 26
孔附近

,

波及范围仅在河道两侧百多米内
。

晚期

冲积物见于 h 3h g
孔

,

厚度 3一 7
.

5m
,

据 H ,
孔厚 3m

,

h 3
孑L厚 7

.

5m 资料
,

推测该河由南流

向北 (图 3)
。

由于气候湿冷不利微量元素迁移
,

而活动性较强的 P b
、

V
、

N i 等元素大量富

集
。

中更新世中
、

末期地壳下降
,

以湖水作用为主
,

堆积一套灰白色灰黑色粉细砂
。

据钻探

资料表明
,

中期湖水首次出现在好鲁库以东
,

面积约占全区的 8%
,

h 3 、

h 4 、

h 6
孔附近堆积

物厚度达 30 一 40 m
,

为湖心区
。

末期湖水以 h s 、

hl
;
孔为中心 向周边扩大

,

波及到分水岭以

东
,

其面积约占全区的 l / 4
,

h 14一 h , 6、 h 22 、

h 4 、

h l g
孔堆积物厚达 40一 7 8m

,

为湖心区之

一
,

h 4 、

h :
孔厚达 3 4一 6 3m

,

这是另一个湖心 区 (图 4 )
。

由于气候干热
,

有利 P b
、

z n
、

C o V
、

N i等微量元素大量富集
。

有机质的存在迫使 C u 分散
。

主要矿物有杨榴石
、

褐铁矿

等
,

现稳定矿物组合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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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岭以西
,

整个中更新世地壳处于相对上升阶段
,

均以河流为主
,

沉积一套棕红色粘

性 土
,

据钻孔 资料河 流 波 及 范围约 占全 区 的 1 / 2
,

河道 主 要有两 条
,

一 条位 f

H , 8一 C ,。一 C厂 C 6一 C ,
孔附近

,

另一条位于 H厂C I
厂C S一 C :

孔附近
。

怒貂
断

,再

. 玛 狡夕

贡格尔邦勒

流
二 冲

.

几 、

C产.了、
少了,

`

C.

ù
.

一ù念

l.7/ 万
、

了,
u

奋̀探叫划ù林
.

r
:

声、、l

茹、 :\
、

口 I

〔 ) 2

厂 ) 3

之沙
4

七 -一
一司` -一一一 一目

}
、

中更新世 i 要河道 2
、

中更新 世初期 主要河道

3
、

中更新世晚期主要河道 4
、

晚更新世初期 主要河道

中更新世中期湖区 2
、

中史新世末期 湖 ,_
、

卜

晚更新世中期湖心区 4
、

晚更新世末期湖心卜

图 3 赤峰西部高原第四纪河道位置图

F ig
.

3 L o e a t l o n m a P o f Qu a t e r n a r y c h
a n n e ls

i n W e s t C h i fe n g P la t e a u
.

图 4 赤峰西部高原第四纪湖心位置图

F i g
.

4 R i s t r ib u t i o n o f Q u a te r n a r y l a k e s ( Ln t h e l r

c e n t r e s ) in W e s t C h i fe n g P l a te a u

晚更新世初期
、

晚期全区地壳仍处于上升阶段
,

均 以河流为主
,

堆积一 套河相粉细砂

层
。

初期
,

分水岭以东堆积物厚度 一般 10 一 20 m
,

河道位 于 H 26 一 h 3一 h 7一 h g一 h 22一 h 2 6
孔 附

近
,

分水岭以西河道位于 H ! 8一 H 1 4一 H I
厂 c l` C 6一 5C 一 c l

孔附近堆积物厚达 20 一 5 2 m
,

晚

期
,

分 水 岭 以 西 堆 积 物 厚 度 一 般 2 0一 50 m
,

主 要 河 道 有 两 条
, `

条 位
一

J

H , 8一 H l
厂 C 1

--0 C 6一 C厂 C ,
孔附近

,

堆积物厚达 5 0一 Zom
,

另一条位于 C , 9一 C S一 C 、
孔附近

,

堆积物厚达 8 0一 12 om
,

分水岭以东河道位于 H Z` h 3一h 4一h 、 4一 h 2 2一 h Z厂h 2 6
孔附近

.

堆积物 j享

度 30 一 20 m
。

由于气候湿冷
,

活动性较强的 C u
、

Z n
、

N i 元素富集
,

出现非稳定矿物组介

段
,

含大量的湖花介及候氏玻璃介
,

属淡水环境
。

晚更新世中期
、

末期地壳下降均以湖水为主
,

堆积一套湖相粉细砂层
。

中期
,

分水岭 东

侧堆积物厚度一般 20 一 40 m
。

h 22 一 h 26
孔附近湖积物厚达 40 一 70 m 为湖心区 ; 在 h 14 孔东湖

积物厚 58 m
,

大水诺尔一带厚 64 m 为另外两个湖心区
。

分水岭两侧厚度一般 30 一 40n
:

,

c l一 2
、

c s 、

c s
孔及 H l :

孔附近厚达 50 一 70 m 分别为两个湖心区
。

末期
,

火山频繁活动
,

玄

武岩断续喷发
,

地壳颤动式大幅度下降
,

湖水首次越过分水岭覆盖全区
,

.

堆积物厚度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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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3 0m
,

达尔罕以西由于玄武岩台地阻挡
,

断裂交叉带附近下降幅度大
,

堆积物厚达 70

余 m ( lC , )
,

是湖心区之一
。

在 H l :
孔及 C , 、

C : 孔附近湖积物厚达 30 一 50 m
,

这又是另外

两个湖心区
。

湿热气候延至末期由湿热趋于湿冷
,

为针阔叶混交林~ 草原植被
,

稳定性较强

矿物大量出现
,

大量湖花介发育
,

属淡水 ~ 微咸水环境
。

全新世以来地壳处于上 升阶段
,

气候干冷
,

据野外调查
,

冲积物呈窄条状分布各河谷

中
,

其宽一般 50 一 l oo m 切深 10 0一 150 m
,

湖积物呈环带状分布各湖泊周围
,

区内南部以风

积物为主
,

出现浩瀚的沙海
。

8 1 8 20 部队为本文提供许多实际资料
,

内蒙地矿局高级工程 师方含辉同志审阅此文
,

并提出宝贵意见
,

一并表示感谢
。

收稿日期 : 19 87 年 12 月 2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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