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兰哈雅地区位于华北地台北缘内蒙台隆［!］。

本区推覆构造发育，存在着貌似南北向对冲的两大

推覆构造体系。前人颇多论述。"#世纪$#年代末%#年

代初开展的!&"#万区调初步查明了盘羊山地区存在

向南推覆的逆冲断层（长’%(’ )*）。!+,$王建平等提

出大青山及相邻地区的推覆构造为中生代煤盆地两

侧相向对冲推覆，推覆距离为’-!# )*。郑亚东等［"］

在本区考察后指出本区南北向相向滑移的两大推

覆构造并非对冲，但形成时代相近。!++’-!+++年内

蒙古地质调查院在本区开展!&’万区调，在填图过

程中首次发现并确认本区存在二叠纪末—三叠纪

初由北向南滑移的大型推覆构造（而由南向北推移

的大型推覆构造形成于侏罗纪，图!），推覆距离大

于.(’ )*!"。本文将详细论述该推覆构造的地质特

征、时代依据及其大地构造意义。

! 推覆构造主要特征［/］

!"! 推覆界面的展布特征

该推覆构造作者称其为蒙古寺—盘羊山—乌兰

哈雅推覆构造。逆冲断层线西起研究区边界蒙古

寺，向西可以再延伸并被白垩纪沉积盆地掩盖，向

东至盘羊山，经土堂向南折至油篓沟，然后沿东南

方向经下半沟止于西乌兰哈雅，被中侏罗统大青

山组红色碎屑岩系不整合覆盖。在蒙古寺附近被

三叠纪凤凰山单元（0123同位素年龄"/! 45）含斑

二长花岗岩侵入，测区内出露长度/# )*，总长度大

于’# )*（图!）。断面产状北—北东倾，倾角"#-.’6。
研究区内推覆界面表现较为复杂，在主推覆面

下部原地系统内往往发育!-"个规模不等的叠瓦状

逆冲推覆构造岩片（图!），岩片组成为震旦系什那干

组白云岩、拴马桩组碎屑岩及大红山组火山碎屑岩

（图!）。显然，其推覆距离较主推覆界面要小得多，反

映出本推覆构造的扩展方式是由南向北逐渐增强的

后叠式扩展方式。

!"# 外来系统特征

本推覆构造的外来系统（上盘）由色尔腾山岩群

绿片岩、大理岩和大滩岩套糜棱岩化石英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等地质体组成。各地质体变形以较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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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乌兰哈雅地区主要断裂构造纲要图

$%&’ # ()*+%,- ./0 1234%,& *2- ./536 7/)+*1 %, *2- 8+/, 9/:/ /6-/
;!!—宝格达乌拉组；<!"—大青山组；<#=!#—五当沟组；>!$—老窝铺组；>!%—脑包沟组；>#"—大红山组；

?!&—拴马桩组；@&—什那干组；A6B’!—色尔腾山岩群；A6!#$—乌拉山岩群；C!—白垩纪花岗岩；

D!—三叠纪花岗岩；>!—二叠纪花岗岩；>*#!—古元古代花岗岩类；A6B!—新元古代花岗岩类；

A6!!—中太古代杂岩类；#—正断层、逆断层；!—二叠纪末推覆构造；B—侏罗纪推覆构造；

E—飞来峰；F—构造窗；G—剥离断层；H—中—浅构造相韧性剪切带；I—过渡关系

次糜棱岩化为特征。柳树沟岩组内部发育数条宽度

不等的走向B!"J左右的挤压劈理化带，改造了早期

面理，产状为B"KBFJ!BFJ。大滩岩套普遍发育韧性

变形，其中强带中发育石英拔丝条带及矿物定向，糜

棱面理产状为#"KE"J!B"KBFJ。在主推覆界面的附

近发育一系列小型逆冲断层，产状与主推覆面一致，

与主断面共同组成推覆构造前缘的一部分。

!"# 原地系统特征

原地系统由震旦系什那干组、上石炭统拴马桩

组、二叠系大红山组、脑包沟组组成。发育!KB个叠瓦

状逆冲构造岩片，长度较主推覆面小，断面倾角较陡

（E"KG"J），同时发育较强的同斜褶皱，褶皱轴面倒向

与主推覆面近于一致，远离推覆面褶皱强度越来越

弱，由同斜褶皱过渡到宽缓褶皱和单斜。褶皱轴面产

状倾向一般为B"KBFJ，倾角G"KH"J，显示了与主推覆

面一致的运动学特征。

!"$ 断层域特征

如图!所示，（#）糜棱岩化绢云绿泥片岩，糜棱面

理产状BE"J!F"J，与前述劈理斜交，交角约!"J，说

明该糜棱面理是早期形成的。（!）上盘灰绿色绿泥绢

云糜棱片岩，发育一组劈理，微劈理有规律斜列，间

距#KB L.，与内部小型揉皱组成M—?组构，指示剪

切运动方向为逆冲型。说明该劈理带是本次推覆构

造的产物，该带宽约!" L.。（B）断层泥、碎粉岩带，宽

#KB.，延伸稳定，呈黑色，主要由碎粉及泥状物质组

图! 干沟口子北断层剖面素描图

$%&’ ! MN-*L2 37 *2- 1-L*%3, 37 *2- O/,&3)N3)P%
;36*2 7/)+*

"—糜棱片岩；#—劈理化带及透镜体化带；

$—断层泥碎粉岩带；%断层角砾岩；&—砂砾岩；

A6!’!—色尔腾山岩群；?!&—拴马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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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晚二叠世末推覆构造剖面图（$—%）

&’() # *+,-’./（$—%）.0 -1+ 23-+4- 5+67’3/ /388+ 4-69,-96+
:;<!!—五当沟组；5! "—老窝铺组；5!#—脑包沟组；5;$—大红山组；=!%—拴马桩组；>%—什那干组；

$6#&!—色尔腾山岩群；$6#!—新太古代二长花岗岩

成 ，较 松 散 易 风 化 ，原 岩 成 分 为 下 盘 碳 质 板 岩 、粉

砂岩构成，面理产状?@!#?@。（A）构造角砾岩带，宽

;?7左右，原岩由砂砾岩、砾岩组成，大小相差悬殊，

普遍褐铁矿化。（B）下盘拴马桩组砂砾岩中的构造破

碎带，宽!?C!?? 7，靠近结构面破碎程度加强，而且

发育较强的牵引褶皱，褶皱轴面倒向与断层面产状

一致。在不同能干性的岩性层之间（如砂砾岩与碳质

粉砂岩）多发育次级小断层，并可见磨擦镜面和擦

痕。擦痕线理产状为D?@!;?@。

!"# 构造窗特征

填图结果显示，该推覆构造在上半沟东、丑贵沟

二号东南约; E7处和永宁巷西南B?? 7处发育构造

窗。丑贵沟二号构造窗出露面积?)?B E7!，断层迹线

自行圈闭，断面向四周倾斜、产状较缓。沟谷中出

露什那干组白云岩及不整合其上的拴马桩组碎屑

岩，属原地系统。外来系统为色尔腾山岩群和新太

古代糜棱岩化二长花岗岩。断层面附近岩石破碎

强烈而且普遍褐铁矿化，永宁巷构造窗出露面积

约?)? ;!B E7!，原地系统（下盘）为什那干组白云岩。

外来系统（上盘）为新太古代糜棱岩化石英闪长岩、

花岗岩（图;）。北侧断层迹线被三叠纪含斑粗中粒二

长花岗岩侵入；上半沟构造窗出露面积!F?)B E7!，

呈一椭圆状，下盘岩性为震旦系什那干组和不整合

其上的二叠系脑包沟组，上盘是色尔腾山岩群，断层

面产状在构造窗北侧比较平缓，而在南侧则表现的

较陡立（图#），颇具背形叠置式双重逆冲推覆构造特

征。断层面上盘岩石破碎强烈，且有糜棱岩化特征，

该构造窗距主推覆面#)B E7。

!"$ 运动学、几何学特征

本推覆断层的运动学标志主要为主断层面上的

擦痕、断层带内*—=组构、下盘地层牵引褶皱及褶

皱倒向，断层旁侧劈理带等。

干沟口子北发育于主断面及其旁侧的热擦痕线

理产状D?@!;?@，主断面产状#D?@!AB@。上盘糜棱片

岩中剪切劈理（破劈理）带与糜棱面理的交切关系也

反映了运动学特征。沿主断面走向追索，下盘拴马桩

组砂砾岩普遍发育轴面与主断面大致平行的同斜褶

皱，轴面产状经统计为#B?C#?@!!BCA?@之间。

上述资料共同反映了一个特点：本推覆断层由

北向南推移，线理产状显示为斜逆冲型。根据“弓箭

原理”推覆构造的运动方向为!#?@，这与前述*—=
组构、褶皱倒向（图!）及断面擦痕所显示的运动指向

大体一致，所以该推覆构造总体运动方向应为;G?@C
!#?@。本推覆构造系由一系列倾向腹陆的次级叠瓦

式逆冲断层和断块组成（图;、#），扩展方式为后展式

（主推覆面位于次级叠瓦扇的后侧），次级冲断层的

产状多数与主断面倾向相同，倾角略大。这种断层系

的组合型式一般多见于双重逆冲推覆构造，但本区

仅见顶板逆冲断层，底板逆冲推覆界面不清（可能被

侏罗纪由南向北推覆构造掩盖）。顶板推覆构造的锋

带部分表现为强烈的挤压，发育叠瓦扇的同时，次级

紧闭同斜褶皱，定向构造明显，劈理发育。向外缘带

过渡，构造定向性不明显，褶皱也由紧闭型转变为开

阔型，断层角度增大。

!"% 推覆距离估计

由前述运动学标志和图;可以看出，逆冲推覆构

造的前缘位于蒙古寺—盘羊山—油篓沟—西乌兰哈

雅一线，总体走向北西—南东，以总体运动方向的前

锋与构造窗之间的距离为推覆构造的滑移距离估

算，该推覆体的推覆距离应大于A)B E7。

! 推覆构造形成的时代依据

前人认为该推覆构造形成于 晚 侏 罗 —早 白 垩

世，原因是断层西端切割下盘大青山组并为白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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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整合覆盖［U］。本次调查发现该断层在乌兰哈雅北被

大青山组紫红色砾岩、砂岩不整合覆盖，推覆体下盘

的最新地层为二叠系大红山组和脑包沟组，且在蒙

古寺附近发现该断层被三叠系二长花岗岩侵入（图

8），该侵入体的年龄为!S8B,（/*=V法），所以，该推

覆构造发生的时代应在晚二叠世末至早三叠世。

S 推覆构造形成的动力学机制

在稳定的华北地台上发生二叠纪末—三叠纪初

大型推覆构造，改变了以前人们对该区推覆构造形

成时代的看法，必然引起地质学家们的关注，那么其

形成的动力学机制及力学来源是什么？作者认为发

生在晚二叠世末—早三叠世的推覆构造恰巧与华北

与华南板块三叠纪初期碰撞时间相一致［Q］，巨大的

南北向板块碰撞力必然导致已与西伯利亚拼合的华

北板块发生陆内变形，推测其本区晚二叠世末可能

形成大型推覆构造。以往一直认为华北地台活化或

大陆边缘活动阶段始于中生代，而本推覆构造形成

时代的确认表明，华北地台北缘隆起带的发展史与

整个华北地台相比具特殊性。二叠纪末—三叠纪初，

本区存在一起明显的陆内造山事件，其运动方式是

以大规模的水平运动为主［Z[\］。

结论：（8）蒙古寺—乌兰哈雅逆冲推覆构造的形

成时代被确认为晚二叠世—中三叠世之间，并且有

准确的时代依据和详实的地质资料。（!）打破了长期

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印支期以上升隆起的垂直运动为

主，而没有水平运动的认识，指出本区存在有较大规

模水平运动，为一次重要的陆内造山事件。（S）本区

推覆构造的形成推测应是西伯利亚板块、华北板块、

华南板块相互汇聚，碰撞作用的结果。

在成文过程中曾得到内蒙地勘局总工程师赵国

龙、地调院副院长邵积东和原地调院副总工程师朱绅

玉先生的指导，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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