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对内蒙古中部地区苏尼特左旗等8幅图(约3000b )l：5万区域地质调查，发现了交 

其尔构造带。该构造带由浅部的逆冲推疆断裂与深部的韧性剪切带上、下叠置而成。 

关键词 内蒙古中部 交其尔 逆冲推疆断裂 韧性剪切带 

交其尔构造带是八·五期间1：5万区调 

工作中发现的一条重要的区域性构造带。交 

其尔构造带位于内蒙古中部苏尼特左旗以南 

约90km处。在1：20万布伽重力异常图上， 

该构造带恰好位于阿木鸟苏北正异常与白音 

宝力道南负异常的转换梯度带上(图 1中斜 

短线加重黑线所示)。整条构造带呈NEE向 

展布，长约 150kin，宽约2km。由于后期地质 

体的破坏与掩盖，该构造带在地表上呈断续 

出露，其中以哈拉干一交其尔段内出露最好。 

1 构造带的平面展布特征 

在交其尔及其以西，构造带的平面展布 

特征见图 2。在楚鲁浩饶图之南、北各有一 

条呈舒缓波状的推覆断裂呈 NNE向展布，它 

们依次将中元古界温都尔庙群楚鲁浩饶图岩 

组(Pt2 e)之绿片岩系推覆到构造片岩与具强 

烈糜棱岩化的二叠纪查干楚鲁二长花岗岩 

(Peh,0')之上。在et2 e与构造片岩中分别见 

有糜棱岩与 eehr[／的构造窗。在交其尔以及 

西侧，早元古代的超基性岩(Pt1 )在et2 e中 

呈断片产出。在西部准苏活博勒卓，Pt2 e为 

呈条带状展布之断片，其中见有 Pehr／'／呈构 

造窗出露以及呈飞来峰形式存在的中元古界 

含燧石条带白云岩的巨大岩块(et2h)。et2 e 

的南北两侧为由Pch 糜棱岩组成的韧性剪 

切带。该韧性剪切带被三叠纪的白云母二长 

花岗岩(1I删 )侵入破坏。 

。 

从上述特征可以看出，交其尔构造带具 

有明显的双重结构特征，即上部(浅部)具推 

覆斯裂而下部(深部)具有韧性剪切带特征。 

2 浅部推覆断裂的剖面结构特征 

2．1 推覆构造面与构造片岩带 

推覆构造面在剖面上总体鲠向为 160'一 

170~，倾角5。一20~。其上是一套构造片岩，厚 

约 10m。该套构造片岩实际上是由下盘遭受 

韧性剪切的eehr／'／与上盘 e所共同组成。 

构造片岩中的片理面极为发育且产状与推覆 

面的产状一致。根据片理面上拉伸线理的走 

向(34O~±)判断，推覆构造面的运动方向为 

由SSE向NNW。构造片岩呈具有暗色条纹 

的浅灰色，由云母等片状矿物的平行排列组 

成定向的连续条带，条带间则为呈定向排列 

的微晶石英、长石、云母等。斜长石斑晶(残 

斑)具环带结构，其边缘具明显的动态重结晶 

与细粒化。这些残斑往往显示出右行旋转之 

特点，指示了推覆具剖面逆冲的特征。 

2．2 推覆断裂上盘的浅变质岩系 

推覆断裂上盘主要是 l't2 e绿片岩、变质 

砾岩夹石英岩、大理岩(全岩 sⅡr_Nd等时年 

龄为 1224-Ms)~，其间夹有呈小型断块或断片 

产出的早元古代基性、超基性岩(岩性为辉长 

岩与蛇纹岩，全岩 sTn—Nd等时年龄为 

1720Ma)~。该套浅变质岩系形成一系列轴 

面南倾、倾角约50~±的同斜倒转褶皱并常伴 

奉文1997年l0月收到，文元亮编辑。 ①、②均为中国地质科学院沈阳地质研究所铡试。 

l8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5期 高德臻：内蒙古中部交其尔复杂构造带构造研究 

有产状与褶皱轴面相近的叠瓦式逆冲断层， 指示了推覆体运动方向为由南向北推覆。 

图1 布伽重力异常图 

(据石油都资料) 

2．3 上驮白云岩块 

在推覆断裂的上盘还见有一系列由大小 

不一的中元古界含燧石条带的白云岩块 

( b，全岩Rb—sr等时年龄为 1413Ma)形成 

的飞来峰。在许多地方见到上述白云岩块被 

推覆到 e褶皱了的地层之上，使二者的产 

状明显不协调，但在靠近二者的接触界面部 

位， e绿片岩中往往形成与接触界面一致 

的片理化带。浅部推覆断裂具有双重推覆性 

质。交其尔及其以西所展布的 e实际上 

是一套夹于两个推覆构造面之间的构造断片 

(图3)。根据形成飞来峰的 b与其南部呈 

单斜产出的该套地层(相当于推覆构造带的 

根部)的距离推断，推覆构造自南向北的水平 

位移应 >∞kIn。依据在构造片岩中多硅白 

云母Ar Ar法所测年龄为224-Ma判断，推覆 

构造的形成时期为中晚三叠世，相当于印支 

运动。 

3 深部韧性剪切带的构造特征 

在图3中可以看出，韧性剪切带(花岗质 

糜棱岩带)位于推覆构造的下盘。韧性剪切 

带在地表(图2)为一条 NEE走向、宽 lkm 

2km的花岗质糜棱岩带。当上覆的推覆断片 

e经剥蚀后，亦可见到呈构造窗出露的糜 

棱岩。 

糜棱岩带中具发育较好的糜棱面理。糜 

棱面理的总体倾向为 14 150~，倾角40D 

60D；面理上拉伸线理的统计产状为 220。一 

24o。 ∞。±。糜棱岩带与上部推覆构造在走 

向上存在20o±的夹角，而前者的倾角较后者 

陡。韧性剪切之运动方向为 NE—Sw向。 

3．1 韧性剪切带的平面分带特征 

由于构成韧性剪切带母岩一二云母二长 

花岗岩自身结构的不均一性，在其发生韧性 

剪切递进变形过程中岩石的应变亦产生不均 
一 性，从而导至糜棱岩。内部的分带现象。楚 

鲁浩饶图北懊I的糜棱岩带在平面上明显地分 

成5个带(图4)，各带的特征见表 1。从图4 

和表1可以看出，变形最强的Ⅱ带并未紧靠 

推覆构造面，从而可以说明，该韧性剪切带并 

非由其上部的推覆构造所至。 

3．2 显徽构造特征与剪切运动指向 

沿糜棱面理的走向且垂直面理取定向薄 

片进行显微构造观察，其具体特征如下： 

1)石英丝带状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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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交其尔构造带地质图 

Q一第四系；N一第三系； 上泥盆统色日巴彦教包组 e一中元古界温都尔庙群楚鲁皓饶固趣组； 中元 

古界必鲁圈岩组；TI rr～三叠纪白云母二长花岗岩； Irr 一二叠纪二长花岗岩； 卜早元古代超基性岩；1一推 

疆断裂；2—逆断层；卜唯 磺 明断层；4～构造宙；卜 飞来峰；6_啭睦岩；7一构造片岩{昏一断裂编号 

图3 交其尔推覆构造带准苏沃博勒卓剖面 

P【2b一中元古界必鲁暖岩组； 中元古界担都尔庙群楚鲁请饶暖岩组；Bd州一二叠 

纪二长花岗岩； —推覆构造面；Gm--花崩岩中的麋棱岩；卜 飞来峰；1—台燧石条带白 

云岩；2． 质砂砾岩；卜 片岩 

圆  口 2囫 。团  囫 s圈 6 

与宏观构造一样，在显微镜下，花岗质糜 

棱岩存在发育程度不同的由暗色细粒集合体 

组成的条带。这种条带往往呈褶皱状弯曲。 

4)云母鱼 

由先存云母片在剪切过程中节理发生弯 

曲或整体发生旋转而呈“s”型。这种发生“s” 

型旋转的云母鱼指示了糜棱岩的平面左旋剪 

切特征。 

表1 韧性剪切带中糜棱岩特征表 

分带号 石苇 糜棱岩分类 
I 4—6 初糜棱岩 

Ⅱ >11 麋棱岩 

Ⅲ 3—5 韧糜棱岩 

Ⅳ <3 糜棱岩化二长花岚岩 

V 4—5 初靡棱岩 

3．3 剪切带内部化学成份的改变 

由于剪切带中的剪切变形增加了矿物内 

部的应力能，引起了矿物的重结晶，有利于流 

体相的流动，改变了总的化学成份和加速了 

矿物的化学反应。此外，还使一些矿物与变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5期 高蔷臻：内蒙古中部交其尔复杂构造带构造研究 

化了的化学环境发生再平衡并从其晶格中排 

出杂质。作者对剪切带中的斜长石、白云母 

的残斑与边缘细粒分别做了电子探针分析， 

其结果如表 2。在剪切应力作用下，从残斑 

到边缘细粒，斜长石中 Na20、si 、K2O等成 

份呈增加趋势，其它成份呈减小趋势；白云母 

中的N O、Mg0、s 02、MnO、c o3、NiO呈增加 

趋势，其余呈减小趋势。在糜棱岩中所傲 

Au、 、cu分析，含量很低，看来，交其尔构造 

带cu、Au、 成矿作用与韧性剪切带无关。 

3．4 剪切带形成的时问与温压条件 

表 2 糜棱岩中斜长石、白云母电子探针分析结果f％) 

斜长石 白云母 

残斑 细粒 残斑 细粒 

O 10 41 I1． 0 44 O．5l 

MgO 0∞ O．13 I．29 I．44 

 ̂ 2l_36 ∞ ．15 33．12 32．o5 

SiO2 64．42 65．99 48 25 48 39 

O O．32 0．33 6．28 5．69 

∞  2．∞ 1．皿  O l2 O．10 

Ti晚 O．00 0．17 I 01 O． 

MnO O．00 O．25 O．15 O．3l 

0．02 O ∞ 0．∞ 0．0l 

Ni0 0．20 O．18 0．∞ 0．1l 

Fe0 O．14 O．∞ 5．∞ 4．76 

P2Os m00 0．00 0．00 O．∞ 

T口rAL 99．10 99．49 95．78 94．13 

I)形成时间 

经对准苏沃博勒卓花岗质糜棱岩所做 

l●一Ar法测年，其年龄值为PA7Ma，相当于晚 

二叠世末或三叠纪初期。该处其母岩 

(Pld咖r)的U—Pb等时年龄为25∞Ia。可见 

韧性剪切运动发生的时间为其母岩侵入的同 

时或稍后。 

2)温压条件的估算 

经对糜棱岩中发生动态重结晶的石英包 

体进行均一法测温，得其形成温度为220％ 

一 250％。另据带内新形成的多硅白云母进 

行电子探针分析，经计算其硅原子数并在其 

P— 稳定曲线上投点，确定其围压约为 

2700Pa，换算其形成探度约为 IIkm。 

4 统一动力学分析及其区域构造意义 

交其尔构造带浅部为推覆构造而深部为 

韧性剪切带、上下相互叠置的复杂构造带。 

深部韧性剪切带所依附的母岩( 社 )为 

陆壳重熔型二长花岗岩。该岩体在晚二叠世 

总体沿 NEE方向侵人并占据了白音宝力道 

以南的负重力异常所在的空间(图 I)。在海 

西运动末期，在南北两大板块相互挤压应力 

场的作用下，岩体沿 NEE向与围岩的接触界 

面发生平面左行剪切滑动。在深部呈韧性剪 

切状态而在浅部则伴有水平方向上的缩短与 

垂直方向上的隆升。在上述应力场的持续作 

用下至印支期，地壳表层发生强烈缩短，在水 

平方向上形成自南向北的大规模推覆构造。 

因此，交其舟：构造带为内蒙古中部地区自海 

西末一印支期，在南、北两大板块相互挤压这 
一 统一构造应力场作用下持续变形的产物。 

通过对交其尔构造带的研究及对苏尼特 

左旗地区3000kn~1：5万区域地质调查表明： 

在二叠纪早期、内蒙古中部地区仍处于中朝 

板块北缘的活动带。南北两大板块的最终会 

聚时限应为海西末一印支期，其中以印支为 

该地区构造的强烈活动期。在此期间，区内 

地质体一直处于南、北两大板块相互挤压的 

构造应力场作用之下，交其尔构造带之深部 

韧性剪切、浅部大规模推覆构造即为该时期 

的构造表象。交其尔构造带浅部之推覆断片 

P【2 e为进一步寻找cu、 、Ag矿产的有利构 

造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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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嵌岩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_ 

得了重大技术突破。Pz系列组合牙轮钻头，在钻头结构方面，其独特的技术特征，如 

耐磨“满眼”筒状外形结构，。双支点”牙轮防脱机构、独特合理的牙轮分布方式、计算 

机辅助设计等均属国内外首创。 

对于大口径嵌岩施工技术，Pz系列组合牙轮钻头及其嵌岩技术为解决大日径嵌 

岩钻进这一重大技术难题提供了一种先进实用的施工工法和先进、高效的碎岩机具。 

通过大量设计与生产试验总结出的大直径组合牙轮钻头设计方法和嵌岩钻进工艺， 

丰富了大口径钻进理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大骨径钟头的避过 越建与馋用具 

r＼商 珲百万 嘶 酊疆!氡旨夏 匿葸 可茬写泵_河藕江大桥主桥墩基础工程施 

左中采用一个PZ 钻头，完成直径280o mⅡ·的桩孔6个，嵌岩总工作量85 m，总 

战孔工作量 152 m，其中单孔钻进卵砾石层3．6 m一16 In．单孔人岩7 m一12 m。1997 

年6月，原地矿部黄海机械厂采用9只IrZX1200钻头在山东省潍莱高速公路钻进花 

岗岩，总进尺750m，平均钻头进尺 83m。山东省青州市基础工程公司在博莱高速公 

路白沙河大桥工地采用一个 IrZX1500钻头施工钻进基岩 392 m，其中钙质页岩 22, 

m，石灰岩168m，反循环最高时效达2．1 m／h。1996年 3月，辽宁有色勘察研究院 

华能大连二电厂工地使用9只PZX600钻头完成基岩总进尺1358．9 m，钻头平均进q 
150．99m。 l 
四年来，累计生产各种规格PZ系列组合牙轮钻头20∞余只，总产值近413OO]， 

元，国内市场占有率80％～90％，并有部分产品打人国际市场。 J 

1998年7月10日，原地矿部科技司组织以李世忠教授为主任的鉴定委员会，事 

请国内著名教授和专家对该项施工技术进行技术鉴定。鉴定委员会认为：PZ系列 

台牙轮钻头及其嵌岩钻进技术，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高效的技术方法，该 卿 
究成果在大口径嵌岩钻进技术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推广和应用必将为提高我 

国基岩钴遴拄 ，为经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地矿壹!勘 技术研究所 刘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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