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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阿木山组自建组以来就被广泛应用，20世纪曾是内蒙地槽区上石炭统的代名词，随着地质研究程度的不断提

高，大地构造单元的划分、地层区划等也在发生变化。通过区域资料的综合研究，现认为阿木山组是华北板块北部

晚古生代大陆边缘的沉积产物，出露区只限于索伦—西拉木伦河断裂以南，形成时代为晚石炭世至早二叠世（C2-
P1），灰岩层内富含蜓、珊瑚等化石。其与三面井组是同一地层区不同地层分区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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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mushan Forma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since its founding. It was once synonymous with the Upper Carboniferous

of Inner Mongolia geosyncline zone in the last centur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geological research, the subdivision of tectonic

units, stratigraphic regionalization and other changes have also occurred.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regional data, the

authors hold that the Amushan Formation is the deposition production of the northern Late Paleozoic continental margin of North

China plate, and the outcropped areas are restricted to south of Solon- Siramulen River fault. It was formed during the upper

Carboniferous-Lower Permian period (C2-P1), and its limestone layer is rich in fusulinids, corals and other fossils. The Amushan

Formation and the Sanmianjing Formation are products of different stratigraphic subdivisions in the same stratigraphi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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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木山组是 1955 年地质矿产部 241 队在内蒙

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以下简称为达茂

旗，当时属乌兰察布盟）阿木山地区命名的一个岩

石地层单位，位于白云鄂博正北 22 km[1]。1959年，

盛金章称之为“拉老图灰岩”[2]。20 世纪 60—80 年

代开展的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引用阿木山组，时代

归为晚石炭世（当时石炭纪三分），不同地区岩性组

合有一定的差异。之后，无论正规的区域地质调

查，还是综合研究，都称其为阿木山组，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研究程度的不断提高，其涵义、形成时代、

地理分布、大地构造位置等的认识均有不同。到目

前为止，多数地质学者认为阿木山组在全区分布广

泛，西至阿拉善，东到巴林左旗[3]，断续分布达 1400

km。时代归属大体分为两种认识：一是晚石炭世，

坚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区域地质调查单位，二是晚

石炭世至早二叠世[4-12]❶。

20世纪 80年代前，大地构造采用槽台论[13]，认

为阿木山组为地槽区的沉积产物[14]。80年代后期，

开始推进全球板块构造[15]活动论的观点，区域地质

调查、科研工作都以此为基础。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各板块之间缝合线的确定，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

着不同的观点。就内蒙古中部而言，人们对西伯利

亚板块与华北板块的缝合线位置的认识也不统

一。观点一，两大板块的分界线是二连—贺根山断

裂带[16-18,3]；观点二，西拉木伦断裂带[19-33]，其西延[34]

问题讨论者甚少；观点三，位于西拉木伦河与贺根

山之间，大致在西乌旗以南、锡林浩特至巴林左旗

一线以北[35]；观点四，晚泥盆世拼合，碰撞缝合线位

于二道井—查干乌拉—红格尔一线[36]，当然还有其

他观点[37]。现阶段，更多的地质学者趋向于将索伦

山—西拉木伦河断裂作为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板

块的缝合线 [38,39]。然而，至今已通过验收的区域地

质调查图幅没有一幅是用该观点进行大地构造分

区的。2000年至今，在内蒙古境内开展的区域地质

调查工作均是以《内蒙古自治区岩石地层》（1996）[3]

的方案划分的（即以西拉木伦断裂北侧的二连—贺

根山断裂带作为两大板分界），甚至有的图幅出现

了地层单位特征与现定义不符的现象。因此，要从

这些区域地质调查资料中获取更多的索伦山—西

拉木伦河断裂作为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板块的缝

合线的信息，可能性非常小。张克信等[40]提出了将

对接带也作为“构造-地层大区”中一级单元的划分

方案。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西伯利亚板块与

华北板块边界线南移后地层分区及地层系统如何

建立？以阿木山组为代表，同一岩石地层单位在索

伦—西拉木河断裂两侧（两大板块）同时出现，显然

不合理，如何解决？因此，在新的构造背景下，十分

有必要对一些有争议的岩石地层单位进行重新认

识，给予新的定义及分布范围。本文将重点探讨阿

木山组的相关问题。

1 阿木山组划分沿革

阿木山组命名时的原始定义为一套海相地层，一

岩段下部为灰岩夹页岩，上部为石英砂岩夹灰岩透镜

体；二岩段为杂砂岩夹灰岩。下界不整合于上志留统

西别河组之上，上界被上侏罗统不整合覆盖[3]。

1956年，盛金章把原始命名剖面东15 km的“相

同层位”创建为“拉老兔灰岩”，并认为该地产

Triticites带分子，阿木山产Pseudoschwagerina带分

子，分别代表拉老兔灰岩的下部和上部。

20世纪 60-80年代开展的 1∶20万区域地质调

查，内蒙古从西到东有多个图幅里识别出了阿木山

组，但岩石组合及内部段的划分有较大的差别（表1）。

1978 年，《华北地区区域地层表（内蒙古分

册）》[41]认为内蒙古—松花江地层区，内蒙古草原分

区之准索伦小区、阿巴嘎旗小区、镶黄旗—赤峰小

区；兴安岭分区的西乌珠穆沁小区都有阿木山组出

露，时代为晚石炭世（当时石炭纪为三分）。

韩建修等(1979)在米韩高巧高鲁剖面建立了金

河组 [42]，该剖面自上而下划为阿木山组（碎屑岩段

C3a2、灰岩段C3a1）、金河组(C3j)、本巴图组（碎屑岩段

C2b2、灰岩段C2b1），三者间为整合接触。其中金河组

建组剖面在米韩高巧高鲁剖面22~34层，由灰岩为主

夹长石砂岩薄层组成, 厚285.6 m，与中石炭统为连续

沉积。层序自上而下为灰岩-砂岩-含砾粗砂岩粉砂

岩-灰岩，是一个完整的海退-海进层序。下部灰岩

含 Fusulinella，上部灰岩含 Triticites，两者为整合接

触，以含砾粗砂岩作为上石炭统的底界面。金河组顶

部以灰色灰岩、富产个体很小的Triticites及群体珊瑚

Hillia, Antheria, Cystolonsdaleia为特征，阿木山组底

❶李玉玺,苏茂荣,张永清,等. 1∶25万满都拉幅K49C002002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院.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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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以深灰色含砂鲕状灰岩，富产个体很大呈球形的

Pseudoschwagerina为特征。

《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地质志》（1991）[14]将阿木山

组划归于天山—兴安地层区，内蒙古草原地层分区，

置于上石炭统（当时石炭纪为二分），与下伏下石炭统

本巴图组为整合接触。从东到西分布在阿鲁科尔沁

旗南部、西乌珠穆沁旗南部、阿巴嘎旗局部、苏尼特左

旗、苏尼特右旗、四子王旗、达茂旗、乌拉特中旗北部、

乌拉特后旗西部、阿拉善右旗北部及中部。典型剖面

选自西乌珠穆沁旗猴头庙米韩高巧高鲁。岩性以生

物屑灰岩为主，夹杂砂岩、砂砾岩、粉砂岩等。自下而

上划分了3个化石带：Triticites带，Pseudoschwagerina

带，Eoparafusulina带。

苏养正等（1996）[43]将阿木山组归于内蒙草原地

层区，与格根敖包组、本巴图组同属晚石炭世。格

根敖包组分布于东乌旗盐池北山，下部以安山岩及

凝灰岩为主，中上部为凝灰岩及凝灰质碎屑岩。本

巴图组分布西起阿拉善右旗，东至霍林河，北以阿

尔山断裂—二连—东乌旗一线为界，南至达茂旗以

北的额布尔讨来图断裂。由陆源碎屑岩、中酸性火

山岩、灰岩等组成；查干诺尔火山岩是本巴图组中

火山岩集中出露的地质体，由安山岩、英安岩、凝灰

岩组成，时夹灰岩透镜体。阿木山组由灰岩、石英

砂岩、杂砂岩、粉砂岩等组成，灰岩中含蜓、珊瑚、腕

足等。阿木山组一般来说是本巴图上部层位的横

向变化产物，至东部西乌旗—阿鲁科尔沁旗一带几

乎取代了本巴图组[43]。有的地方西别河组上部的石

英砂岩与阿木山组底部的石英砂岩很难区别，造成

西别河组与阿木山组整合的假象。

《内蒙古自治区岩石地层》(1996）[3]按岩性岩相、

变质程度一致性原则，将晚石炭世(当时石炭纪为二

分）的碳酸盐岩归入阿木山组。并且定义为：分布

于内蒙古草原地区晚石炭世海相碳酸盐岩为主的

岩石地层序列，由生物灰岩、白云质灰岩、角砾灰

岩、砂质灰岩、结晶灰岩等组成，局部夹硅质条带、

钙质砂岩及其他碎屑岩，含大量蜓、珊瑚和腕足类

化石，与本巴图组的碎屑岩呈指状交错或上下叠覆

关系。与下伏西别河组为不整合关系，与上覆寿山

沟组关系不清。认为正层型在达茂旗阿木山(109°

58′E，41°52′N），剖面位于灰岩与碎屑岩两者在横向

上的过渡部位，两种岩石的比量不具代表性。因此

选取次层型西乌珠穆沁旗韩米高巧高鲁剖面(117°

50′E，44°16′N）为代表。西自阿拉善右旗，东至巴林

左旗均有出露。

1995—1997年，在巴特敖包—白云鄂博地区开

展了 1∶5万区域地质调查❶❷，将阿木山组分为两个

岩性段，归于晚石炭世(当时石炭纪二分），在原 1∶

20万区调的基础上从新测制了多条剖面，补采一批

新的化石，有蜓、珊瑚、植物等。也认为蜓由下而上

分 Triticites，Pseudoschwagerina，Eoparafusulina 三

个组带。植物的时限为C2-P1。

《中国岩石地层辞典》(2000）将阿木山组归于C2

(采用二分方案），认为正层型在达茂旗白云鄂博正

北 22 km阿木山剖面[1]。定义为以海相碳酸盐岩为

主，由生物灰岩、白云质灰岩、角砾灰岩、砂质灰岩、

结晶灰岩（或大理岩）组成，局部夹硅质条带、钙质

砂岩或其他碎屑岩。与本巴图组常呈指状交错接

触或上下叠覆关系，与下伏西别河组、上覆寿山沟

组均为不整合接触。主要分布于内蒙古阿右旗—

扎鲁特旗[1]。

《中国地层典 石炭纪》(2000)中阿木山组由李文

国撰写[2]，将其归于准噶尔—兴安地层大区，内蒙古—

吉林地层区，时代归于C2-P1，典型出露区为内蒙古中

部，层位与宝力高庙组相当。命名剖面岩性主要为黄

褐色砂岩、含砾砂岩、石英砂岩、粉砂岩、紫褐色页岩、

浅灰色灰岩，局部含火山岩。参考剖面(西乌珠穆沁旗

猴头庙和米韩高巧高鲁)以生物碎屑灰岩为主，夹砂

岩、砾岩、泥质砂岩，最底部为含砾粗砂岩，含丰富的蜓

类 化 石 ，由 下 而 上 划 分 为 Triticites 带 、

Pseudoschwagerina带和Eoparafusulina带，珊瑚由下

而上分为 Hillia-Antheria 组合，Carinthiaphyllum-
Akagophyllum组合和Empodesma-Tachylasma组合；

腕足类Ella sp. , Hustedia sp. ,Stenoscisma sp. ；苔藓

虫 Fistuhpora sp. , Prismopara sp. 等。可见厚度

875 m。上与哲斯组呈断层接触，下与本巴图组整

合接触。分布于达茂旗、四子王旗、苏尼特左旗、苏

❶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区域地质研究院五分队. 1∶5万红旗牧场幅K-49-65-C、百流图幅K-49-65-D区域地质调查图幅说明书, 1995.

❷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区域地质研究院一、二分队. 1∶5万乌兰布拉格幅K49E013008、巴音敖包幅K49E013009、塔林宫幅K49E013010区

域地质调查图幅说明书,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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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特右旗、阿巴嘎旗、西乌珠穆沁旗、巴盟、阿拉善

盟等地。岩性、厚度变化各异，在西部乌力吉一带

出现中酸性凝灰岩和火山角砾岩夹砂质泥岩，可见

厚度达1671 m。本组为浅海相夹火山岩相沉积。

2000年至今，新一轮区域地质调查工作进展速

度很快，多家有资质的单位在内蒙古境内完成了1∶

25万区域地质调查，到目前为止，内蒙古境内基岩

区的1∶25区调工作已大部分完成。1∶5万区调则主

要针对重要的成矿区带布置。这一时期完成的区

域地质调查图幅(内蒙古中东部）的基本构造格架是

以二连—根贺山为界，南属华北板块、北属西伯利

亚板块，地层区划则主要采用《内蒙古自治区岩石

地层》(1996）[3]观点，阿木山组与本巴图组相伴而生，

时代为晚石炭世（石炭纪二分），地层区划属华北地

层大区，内蒙古草原地层区，锡林浩特—磐石地层

分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板块古生代陆缘增生

带。2000年后，区域地质调查采用石炭纪二分，二

叠纪三分的方案，因此，纪、世等的时限、位置也相

应发生了变化。现完成的 1∶25万图幅有 8幅涉及

阿木山组（表2）。

《中国地层表》(2014）❶将阿木山组的上部置于

下二叠统(乌拉尔统，阿瑟尔阶至萨克马尔阶 P1
1），

牙 形 类 属 Streptognathodous isolatus 带 ，蜓 ：

Eoparafusulina 带，Pseudoschwagerina 带。

2 阿木山组现在定义

地层区的划分是建立在大地构造基础之上的，

《中国区域地质志工作指南》(2012）❷ [38]综述了不同

大地构造划分方案，最终确定以索伦—西拉木伦河

断裂为界，北为西伯利亚板块，南为华北板块。本

文采用此划分方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地层区划。

西拉木伦河断裂作为西伯利亚（中国北方）地层大

区（相当于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柴达木地层大

区（相当于华北板块）分界线。在柴达木—华北地

层大区内以川井—达茂旗—化德—赤峰一线（即过

去所说的槽台断裂）为界，北侧为华北北缘地层区，

南侧为华北地层区；华北北缘地层区以补力太北西

向断裂为界，西为红旗牧场地层分区，东为翁牛特

地层分区（图1）。

本文定义的阿木组是指分布于红旗牧场地层

分区的碳酸盐岩-碎屑岩建造，依据岩性组合分为

两个岩性段，一段下部为石英砂岩，偶夹生物碎屑

灰岩，底部角度不整合于老地质体之上；中部为生

物碎屑灰岩，有时出现砂泥质夹层，灰岩中富含蜓

等化石；上部以中粗粒(石英）砂岩为主，夹泥晶灰岩

透镜体。二段下部为粉砂质泥页岩(是二段开始的

标志层）夹长石岩屑杂砂岩；中部以长石岩屑杂砂

岩为主，局部有火山质夹层；上部为长石(石英）杂砂

岩夹泥晶灰岩、粉砂质页岩等。顶界不清。分布范

围：南界达茂旗—川井—乌拉特后旗—乌力吉南，

北界脑木根南—索伦—中蒙边界，东界补力太东，

西界被巴丹吉林沙漠覆盖，呈北东东向断续分布

(103°~113°E）。除此以外地区（即不属于红旗牧场

地层分区）的相当层位地层不再称为阿木山组，如

将分布于西伯利亚（中国北方）地层大区，内蒙兴安

松辽地层区，锡林浩特地层分区相当层位的地层称

为本巴图组（因阿木山组与本巴图组分属南北两大

板块）；将分布于翁牛特地层分区相当层位的地层

称作三面井组。

阿木山组大套的泥晶灰岩、生物碎屑灰岩以层

状礁或点状礁的形式出现，沿走向不连续，点状礁

表现为孤立的圆形山包，形成高耸山峰(相对高差几

十米至上百米），其四周为砂泥岩、泥灰岩等，形成

低洼地形(如阿木山、没世盖等地）。因此，灰岩的多

少、厚度的大小、生物的寡众等均不是该组区域地

层对比的绝对依据。

3 典型剖面描述

依据地层出露、建组剖面等，将典型剖面选自达

茂旗西北阿木音乌苏阿木山组剖面（图2），该剖面是

1∶5万区域地质调查时在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基础

上实测的，1∶25万K49C003002幅区域地质调查时对

其进行了修测，划分了2个岩性段，一段厚度>557 m，

底部角度不整合覆于包尔汉图群之上；二段厚度>

❶全国地层委员会《中国地层表》编委会编,中国地质调查局监制.中国地层表. 2014.

❷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调查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区域地质志工作指南[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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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m，顶部被断层所截或被第四系覆盖。
阿木山组二段(C2P1a2）

宝音图岩群

———— 断 层 ————

57.紫红色角岩化变质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夹角岩化变质

细中粒长石石英砂岩，具平行层理 ＞8 m

56.浅紫灰色钙质微粒长石杂砂岩与钙质粉砂质页岩互

层夹灰黄色泥晶灰岩，具平行层理 63 m

55.浅灰色细粒石英砂岩透镜体 4 m

54.浅紫红色钙质微粒长石杂砂岩与钙质粉砂质页岩互

层夹灰色泥晶灰岩，具平行层理及水平层理 16 m

53.暗绿灰色细中粒长石石英砂岩与钙质微粒石英砂岩

不等厚互层夹粗粒长石石英砂岩透镜体，具平行层理、侵蚀

构造 18 m

52.暗灰色细中粒长石石英砂岩及浅灰色粗砾岩透镜

体，具平行层理及冲洗层理 31 m

51.灰白色中晶灰岩夹灰色钙质粉砂质页岩及钙质细粒

长石石英砂岩 19 m

50.暗灰色粉砂质页岩夹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18 m

49.暗灰色粉砂质页岩夹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及粗粒长石

石英砂岩透镜体，具侵蚀构造、水平层理、平行层理 30 m

48.褐黄色泥晶灰岩 21 m

47.暗灰色含生物碎屑微晶灰岩，含珊瑚、蜓、双壳类等

化石碎片 14 m

46.暗灰色粉砂质泥质页岩夹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

12 m

45.褐黄色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 2 m

44.暗灰色细中粒长石石英砂岩夹粉砂质泥质页岩

14 m

43.暗灰色中粒长石石英砂岩夹含砾中粗粒长石石英

图2 达茂旗白音敖包苏木阿木音乌苏阿木山组剖面图
Fig.2 Geological cross section of the Amushan Formation in Damaoqi Baiyia Obao Amuyinwusu

图1 阿木山组分布略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Amushan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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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 9 m

42.暗灰色粉砂质泥页岩夹微粒长石杂砂岩，具水平

层理 19 m

41.暗绿灰色细粒岩屑砂岩夹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24 m

40.暗灰色粉砂质页岩夹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 37 m

39.紫灰色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夹泥质粉砂质页岩，具

水平层理 22 m

38.紫灰色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夹细中粒长石石英砂岩

及微粒长石石英砂岩 26 m

37.紫灰色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夹粉砂质泥质页岩，具

平行层理、水平层理 25 m

36.紫灰色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夹细中粒长石石英砂岩

及微粒长石石英砂岩 22 m

35.紫灰色粉砂质泥页岩与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不等厚

互层 50 m

34.紫灰色粉砂质页岩夹粗粒长石石英砂岩透镜体及细

粒长石岩屑杂砂岩 34 m

33.紫灰色片理化泥质细粒岩屑长石杂砂岩 8 m

32.紫灰色细粒岩屑杂砂岩 25 m

31.暗灰色粉砂质泥页岩夹粉砂岩及细粒岩屑杂砂岩透

镜体，具冲洗层理 91 m

阿木山组一段(C2P1a1）

30.灰色中粒石英砂岩夹含砾粗粒石英砂岩及泥晶灰岩

透镜体 10 m

29. 暗 灰 色 生 物 碎 屑 泥 晶 灰 岩 透 镜 体 ，含

Lophophyllidium cf. progressium Fomitschev 10 m

28.灰色钙质粉细砂岩夹浅灰色含砾粗粒石英砂岩透

镜体 3 m

27.浅灰色中粒石英砂岩与粗粒石英砂岩不等厚互层夹

细砾岩透镜体 50 m

26.灰色泥质粉砂岩与粉砂岩不等厚互层夹浅灰色中粗

粒石英砂岩透镜体 8 m

25.暗灰色粗粒石英砂岩夹含砾粗粒石英砂岩，具冲洗

层理、平行层理及侵蚀构造 18 m

24.浅灰色粗粒石英砂岩夹含砾粗粒石英砂岩及中粗粒石

英砂岩，具冲洗层理、平行层理及侵蚀构造 50 m

23.紫红色微粒长石石英杂砂岩夹褐黄色钙质泥页岩

2 m

22.暗灰色泥晶灰岩 2 m

21.灰色粗粒石英砂岩与中粒石英砂岩互层夹含砾粗粒

石英砂岩、泥晶灰岩透镜体及细砾岩透镜体，具平行层理、冲

洗层理、侵蚀构造 44 m

20.灰色中粒岩屑石英砂岩与粗粒石英砂岩不等厚互层

夹含砾粗粒石英砂岩及细砾岩透镜体 42 m

19.紫红色钙质泥质粉砂岩夹暗灰色泥晶灰岩，含蜓化石

7 m

18. 暗 灰 色 生 物 碎 屑 泥 晶 灰 岩 ，含 Quasifusulina

longissima mesaproloca Li, Triticites paramontiparus

mesophacus Rosovskaya. 5 m

17.暗灰色生物碎屑泥晶灰岩夹紫红色钙质泥岩及钙质

微粒石英砂岩，含蜓化石 32 m

16.灰色藻纹层微晶灰岩 7 m

15.灰色泥晶灰岩，含蜓化石 9 m

14.褐灰色砂质微晶灰岩，含蜓化石 14 m

13.暗灰色泥晶灰岩、含蜓化石 24 m

12.紫红色钙质泥岩夹紫灰色中粒石英砂岩、细粒石英

砂岩、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34 m

11. 暗 灰 色 生 物 碎 屑 泥 晶 灰 岩 ，含 Triticites

paramontiparus mesophacus Rosovskaya，Quasifusulina sp.

2 m

10.紫灰色钙质泥岩夹钙质粉砂岩及暗灰色泥晶灰岩，

含蜓化石 6 m

9.暗灰色生物碎屑微晶灰岩，含蜓化石 26 m

8.灰紫色薄板状钙质泥岩与暗灰色泥晶灰岩不等厚层，

含蜓化石 12 m

7.暗灰色泥晶灰岩，含蜓化石 51 m

6.灰色细粒石英砂岩夹浅灰色薄层状粉砂质灰岩，具水

平层理及冲洗层理 11 m

5.灰白色中粒石英砂岩夹粗粒石英砂岩透镜体，具鱼骨

状交错层理、平行层理 58 m

4.灰色含生物碎屑灰岩透镜体 2 m

3.浅灰色中粒石英砂岩夹含砾粗粒石英砂岩透镜体，具

冲洗层理、平行层理、侵蚀构造 12 m

2.浅灰色粗粒石英砂岩 13 m

1.灰白色含砾粗粒岩屑石英砂岩 3 m

———— 不整合 ————

包尔汉图群哈拉组（O1-2h）

4 主要出露区阿木山组特征

阿木山组总体呈北东向展布，自西向东岩性组

合、生物特征等有一定差异。

（1）芒罕超克

K-48-(31)幅将阿木山组划为两个岩性段，上岩

段为(长石）石英砂岩、岩屑砂岩、粉砂岩，夹凝灰岩及

灰岩。灰岩中产蜓Triticites sp., Triticites sinuosus

Rosovskaya , Rugosofusulina sp., Quasifusulina sp. ,

Schwagerina sp. 等 、腕 足:Enteletes cf. kayseri

Waagen, Dielasma cf. truncatum Waagen，腹 足:

Naticopsis sp.，Bellerphon sp.。下岩段为灰黑色千枚

状板岩夹变质粉砂岩、紫红色板岩等，与上岩段关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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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未采到化石，该段的归属尚须进一步研究。

（2）恩格尔乌苏

阿木山组与超基性岩混在一起，为一蛇绿混杂

岩带。阿木山组作为基质，岩性主要有长石石英砂

岩、长石砂岩、石英岩、变质砾岩、白云石大理岩、硅

质灰岩透镜体等（K-48-(26)幅）。白云岩中产珊

瑚:Tschussovskenia sp. , Perophyllid gen. indet,海百

合：Pentagonocylicus sp.。该地区断裂构造发育，基

岩露头不佳，地层层序尚需重建。

（3）东德乌苏

该地的阿木山组主要为一套灰岩、生物碎屑灰

岩、细砂岩、泥质粉砂岩等，局部夹火山岩。灰岩中

含 蜓化 石 Pseudoschwagerina sp. , Rugsofusulina,

Triticites jigulensis, Quasifusulina sp. 等。该地区构

造运动强烈，岩石十分破碎，露头差，地层层序还尚

未研究清楚。

（4）克克呼都格—尚丹

K-48-(27)幅将阿木山组分为三个岩性段，一

岩段以长石砂岩为主，夹少量碎屑岩及灰岩，灰岩

沿走向相变为砂岩、板岩；二岩段为浅海相碳酸盐

岩，地球化学特征显示沉积环境为富氧的海相半封

闭超咸水环境[44]；三岩段为砂砾岩，见陆相植物与海

相动物化石共生，二、三岩段灰岩中所含化石可与

阿 木 山 地 区 的 阿 木 山 组 剖 面 相 对 比 ，产

Pseudoschwagerina带的主要分子。

（5）264界碑

出露阿木山组中上部层位，中部以灰岩为主，

局部夹有石英砂岩，灰岩中含腕足、珊瑚、苔藓虫等

化石，未见蜓类化石，K-48-(22)幅认为腕足化石的

时代为晚石炭世至早二叠世（C2-P1），苔藓虫所代表

的时代为早二叠世（P1），珊瑚化石的时代为石炭纪

至二叠纪（C-P）。上部层位为板岩、细砂岩、长石砂

岩，其间夹有灰岩透镜体，未见化石。

（6）吉如和

阿木山组主要由结晶灰岩、生物碎屑灰岩、长

石岩屑砂岩、石英砂岩、粉砂质板岩、凝灰质杂砂

岩、凝灰岩、粉砂质泥岩等组成，夹有灰岩透镜体。

灰岩中产蜓：Triticites sp.; 珊瑚：Carinthiaphyllum ?

sp. , Kionophyllum sp. ; 苔藓虫：Fenestella? sp. 。K-
48-(18)幅将百余米厚的玄武岩、褐铁矿化硅化火山

岩也归于阿木山组，本文认为是构造叠加所致，应

从中剔除，不排除其为中生代岩层的可能性。

（7）哈布塔拉盖(索伦平顶山）

阿木山组岩性为粉砂岩、灰岩、石英砂岩等，以

灰岩为主，含蜓Triticires sp. ；珊瑚 Caninia sp.等大

量化石（K-49-(13)幅），上下限不清。K49C002001

幅新发现 Euomphalids sp.（Pz），Aviculopectindae

（C-P)。

（8）阿木音乌苏—讨来图

呈北西向条状分布，出露面积较大。上段岩性为

粉砂质泥岩、长石岩屑杂砂岩、(长石）石英砂岩、结晶

灰岩，夹生物碎屑灰岩，含蜓、腕足、珊瑚等化石；下段

为不同粒径的石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夹砾岩、泥岩、

泥晶灰岩，局部形成了生物礁，灰岩中化石丰富，有腕

足、蜓、珊瑚等。该地上下不同层位均产蜓：Triticites

paramontiparus mesophacus Rosovskaya,

Quasifusulina sp., Schwagerina sp.。 另 见 珊 瑚 ：

Lophophyllidium cf. progressium Fomitschev等。

（9）阿日公—没世盖

大面积出露阿木山组，上段粉砂质泥岩、长石

砂岩不等厚互层夹生物碎屑灰岩等，泥岩中产植物

化石：Pecopteris (Asterotheca) chemitelioides, 繁盛

期为晚石炭世至早二叠世(C2-P1）。下段砂砾岩、长

石(岩屑）杂砂岩、石英砂岩、粉砂质泥岩、生物碎屑

灰岩，局部夹凝灰岩，灰岩中化石丰富。在巴音乌

拉剖面中第2和第4层（3层厚度为116 m）同时产相

同的蜓化石组合。蜓：Schwagerina amushanensis ,

Pseudofusulina safetgyrensis , Triticfes lalaofuensis,

Schwagerina sp .等，另见珊瑚：Dibunophyllum sp.,

Caninophyllum domheriforma 等。其它灰岩夹层中

另见蜓：Triticites jigulensis Rauser, Pseudoschwagwrina

sp., Quasifusulina sp., Staffella sp. , Biwaella sp,

Rugosofusulina sp., Ozawainella sp. ,Fusulina sp.等，

有 孔 虫 ：Deckerella sp. , Palaeotextularia sp. ,

Cribrostomum sp. ；单体珊瑚：Corwenia sp ；腕足：

Reticulatia tenuireticulatus(ustriki) streptorhynchus ?

sp., Anidanthus sp. Alexania cf. gratiodentalis

(Grabau), Dictyoclostus sp., Buxtonia sp.。

5 讨 论

阿木山组自创建以来，在区域地质调查及地质

综合研究工作中被广泛引用，其分布范围东西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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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km之多，过去一直是内蒙古地槽区晚石炭世

的代名词，认为与本巴图组相伴而生。

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及《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地

质志》[14]、张允平[45]等认为本巴图组（C2）与阿木山组

（C3）为整合接触。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二者是同期

异相[3]，为同一盆地同时沉积的产物，二者在横向上

指状交错，垂向上相互叠置，以碳酸盐岩为主体的

称阿木山组，以碎屑岩夹火山岩为主的称本巴图

组。本文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如果确实存在“指状

交错”，那也只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局部带状出

现，不可能在东西1000 km多的区域内到处可见，这

既不符合沉积规律，也不适用于地质填图。事实

上，灰岩和碎屑岩在以上两个组中都存在，只是在

微环境及物源补给的变化过程中二者出现的比率

不同而已。大套的生物碎屑灰岩为碳酸盐岩台地

相，多形成生物礁。

K-49-(20)幅报告中提到，盛金章研究了阿木

山和讨来图（误为拉老兔）两地蜓类化石之后，认为

上述两地的含蜓灰岩不是同一层位，阿木山附近所

产蜓科以Pseudoschwagerina为主，而讨来图附近所

产的蜓科以Triticiter为主，前者层位在后者之上。

赵泽国根据嘎少庙、平顶山腕足类化石组合特征

及其与大量 Triticites共生，未见Pseudoschwagerina

层出现，认为阿木山组时代为晚石炭世早期。杨廷

阶、朱光礼及K-49-(20)幅等在阿木山和讨来图等

地发现 Pseudoschwagerina 和 Triticites 混生和互层

出现，且以前者为主，认为上述两地含蜓灰岩为同

一层位，其时代为晚石炭世。

现根据大量的区域地质调查资料分析，阿木山

组与本巴图组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岩石地层单位。

（1）二者的建组剖面不在同一地区：阿木山组的建

组剖面位于白云鄂博北 20 km的阿木音乌苏（阿木

山），本巴图组的建组剖面位于苏尼特左旗赛汗高

毕苏木(当时称本巴图公社）两地相距>300 km；（2）

二者的沉积环境、物源补给等方面不同：阿木山组

为一相对稳定的浅海滨岸-碳酸盐台地相沉积，岩

层中鱼骨状交错层理及低角度冲洗层理发育，碎屑

岩中碎屑分选好，结构及成分成熟度高，物源相对

较远，补给差，搬运距离远，碎屑中石英所占比率

高；本巴图组为动荡浅海环境，碎屑岩中碎屑颗粒

分选、磨圆等差，长石所占比率高，杂基填隙物发

育，以长石杂砂岩、粉砂岩类为主，结构及成分成熟

度低，搬运距离短，为快速堆积的产物，岩层中凝灰

质组分及细碎屑沉积物较多；（3）二者所处的大地

构造位置不同：阿木山组出现于华北板块晚古生代

北部陆缘增生区内，位于索伦山深大断裂以南，分

布于内蒙古的中西部地区；本巴图组处于西伯利亚

板块东南大陆边缘晚古生代增生区，位于索伦—西

拉木伦河深大断裂的北侧，常与洋壳残片中的基

性、超基性岩片相伴而生（如满都拉地区、扎鲁特旗

好老鹿场地区[46]），地理上位于内蒙古中东部区。

K-49-(15）幅将阿木山组分北半幅与南半幅来

描 述 ，南 北 灰 岩 夹 层 中 都 产 蜓 ：Triticites ,

Pseudoschwagerina，且二者共生，无分带现象。当

时的报告也认为南北两部分的阿木山组岩性岩相

有差异，北部属地槽型海相沉积的碎屑建造，南部

含植物化石，属大陆边缘海陆交互相沉积的碎屑

岩-碳酸盐岩-火山碎屑岩建造。K49C002002幅区

调修测时将K-49-（15）幅北半幅的阿木山组归于

本巴图组（C2b），南部仍称阿木山组（C2P1a），并从中

圈出了“没世盖生物礁”。由此可知，不论20世纪80

年代初还是21世纪初，都认为这一地区中生代盆地

两侧的上石炭统-下二叠统地层是有差异的。

K-49-（10）幅认为毛敦敖包一带阿木山组

（C3a）角度不整合在本巴图组(C2b）之上。阿木山组

灰 岩 中 含 腕 足 ：Orertonin sp. ；珊 瑚 ：

Neoudbradradyphyllum ? sp. ，Kionophyllum sp. ，

Multithecopora sp，Neokopzinckophyllum sp. ；蜓：

Pseudoschwagerina sp.，Quasifusulina sp. , Triticites

sp.，Schubertella, Schwagerina sp. ；本巴图组灰岩中

产珊瑚：Palaeosnilia；蜓：Eostaffella, Profusulinclla,

Fusulinella。K49C002003幅❶区调修测时认为上述

角度不整合不存在，原划阿木山组是本巴图组的一

部分。1∶20万、1∶25万区调均认为该地区化石演化

序列 Eostaffella-Prafusulina-Fusulinella 与贵州独

山地区化石演化序列相一致。由此可见，同种生物

在某个时期出现的地域非常广泛，两个完全不同的

地层分区中可出现相同的古生物及相同的生物发

展史。进一步说明，在地层的划分对比研究中古生

物只是其中因素之一，并不是绝对的依据，如见到

❶周志广,柳长峰,刘文灿,等.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1:25万补力太幅K49C002003 [R].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调查研究院,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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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ticites sp. 就认为该地层是阿木山组，这是不正确

的。本巴图组与阿木山组中出现相同的古生物是

很正常的，以蜓为代表，晚石炭世至早二叠世的繁

盛期内不同的大洋盆地可以同时生长同一个或多

个属种的生物。

K49C002004幅已将花敖包（K-49-（18）幅）等

地的阿木山组修订为三面井组(P1s），将包尔罕图敖包

（K-49-（17）幅）等地的阿木山组修订为白乃庙组。

K-48-(18)、K-49-(13)幅将浑德伦乌兰—包日

腾地区一套岩性组合为变质细砂岩、细粒石英砂

岩、长石石英砂岩、复成分砾岩、长石砂岩、板岩、页

岩、结晶灰岩、生物碎屑灰岩（夹层）等的地层（以碎

屑岩为主）归于下二叠统包特格组，K48C002004、

K49C002001 幅归于中二叠统哲斯组，灰岩夹层中

产腹足类：Meekopira sp.(C- P)，蜓：Hemifusulina

sp. , Triticites sp. , Quasifuslina sp. , Rugosofusulina

sp. , Schwagerina sp. , Schubertella sp. 。本文综合考

虑其岩性、化石、出露地区等因素，认为将其归于阿

木山组(C2P1a）上部层位更客观。

K-48-（20）幅将南部马拉盖哈达一带下部岩

性组合为白云母石英片岩、二云母石英片岩、电气

石石英片岩及石英岩，上部岩性组合为流纹岩夹次

生石英岩的一套岩石组合也归于阿木山组，厚度>1

162 m，未见化石。从岩石组合看，应归于北山群。

巴龙苏等地 K-48-（26）幅称阿木山组中岩段

的地层，中上部为一套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总厚

度>700 m，岩性较简单，该地区露头不佳，产状也不

是很清晰，是否与含化石的灰岩、碎屑岩是连续沉

积,尚未研究清楚，本文建议将该套火山岩从阿木山

组中剔除。

保格切、本勃哈拉乌拉、那仁萨拉一带出露一

套以火山为主要的地层，K-48-（28）幅将其归于阿

木山组一段，出露零星，多呈弧岛状分布于华力西

期侵入体之中，岩石组合为英安质岩屑凝灰岩、英

安质火山角砾岩、凝灰质粉砂岩，局部为流纹质晶

屑凝灰岩，总厚度达 5 000余m，不含化石。这套火

山地层不应归于阿木山组。

英格特东南分布有一套火山岩，局部夹灰岩，

总厚度近1000 m，K-48-（22）幅将其归入阿木山组

一段(C3a1），卜建军(2012）[47]认为火山岩段为晚石炭

世小独山期或更早。本文将火山岩从阿山组中剔

除，原因是阿木山组虽有火山岩夹层，但厚度没有

如此之大，从地质体相关性来看，该火山岩并没有

与阿木山组的碎屑岩、灰岩接触，独立分布于华力

西中期侵入体的四周，呈“环状”产出。

乌兰敖包一带（K-48-（23、29）幅）的阿木山组为

石英砂岩、粉砂岩，其间夹有生物碎屑灰岩，属下部层

位，灰岩中含蜓：Rugosofusulina sp. , Ttiticites sp.,

Schwagerina sp.; Quasifusulina spatiosa Sheng, Q.

plena Hao, Q. sp.; Rugosofusulina sp., Pseuofusulina

sp.; 珊 瑚 ：Dibunophyllum sp., Cardiophyllum sp.,

Amandophyllum sp.。陈登超等（2010）依据乌兰敖包

原阿木山组下段砂岩的下限年龄(259 ±5) Ma认为该

套地层可能系晚三叠世沉积（与晚珊瑚井组相当），应

从阿木山组（C2P1a）中解体出来[48]。但韩伟等（2012）

还认为该区阿木山组属石炭系—二叠系[49]。

6 生物特征及时代依据

阿木山组灰岩中含有丰富的化石，同一剖面可

出现多层化石。

蜓：在不同地区阿木山组灰岩中十分常见，主

要 有 Triticites sp., Quasifusulina sp., Schwagerina

sp., Rugosofusulina sp., Qzawainalla sp.,

Pseudoschwagerina sp. 等。石炭纪顶部的带化石

Triticites与二叠纪最底部带化石Pseudoschwagerina

在阿木山组不同出露区都有混生现象，无论是单一

化石出现的层位，还是混生化石出现的层位，其所

在剖面的岩石组合没有太大的差别，野外不可区

分，应为统一的地层体，所确定的地层时代为晚石

炭世至早二叠世(C2-P1）[50]。阿木音乌苏、查干哈布

等 地 产 Triticites sp.，Triticites omiensis，Triticites

ohioensis，Triticites paramontiparus，Mesophacus，

Psaudoschwagerina cf. texana，Pseudoschwagerina

uddoni，Pseadoschwagerina sp.，Quasifusulina sp.，

Quasifusulina spatiosa， Quasifusulina congissima

Mesaproloca， Pseudofusulina aff. Nelsoni，

Rugosofusulina intermidia，Schwagerina wellsensis，

Paraschwagerina gigantea。 国 际 二 叠 系 年 表

(2007） [51] 中 将 蜓 Pseudoschwagerina spp. 及

schwagerina spp.作为晚二叠世阿瑟尔阶及萨克马

尔阶的标准化石。

植物：扎木呼都格粉砂质板岩中产 Calam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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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 Pecopteris cf. arborescens ; 圐圙南山砂岩、泥岩中

产 Pecopteris (Asterofheca) chemitelioids 。Pecopteris 繁

盛期为晚石炭纪至早二叠世(C2-P1），Calamites是石

炭纪—二叠纪普遍发育的蕨类植物。

珊 瑚 ：不 同 出 露 区 都 有 产 出 ，主 要 有

Dibunophyllum sp. , Caninophyllum domheriforma,

Lophophyllidium cf. progressium Fomitschev,

Bothrophyllum sp.，Caninia sp. , Schubortella Kingi

等。为晚石炭世(C2）的产物。

从地层的接触关系看，在阿木音乌苏、没世盖

等地阿木山组以角度不整合的形式覆于中下奥陶

统包尔汉图群哈拉组(O1-2h）及上顶志留统西别河组

(S3- 4x）之上，顶界被断层所截或被中生代地层覆

盖。阿木山组形成于晚石炭世至早二叠世 (C2-
P1）[9-12,52]。

7 结 论

（1）阿木山组是华北板块北部晚古生代大陆边

缘的沉积产物，形成于晚石炭世至早二叠世(C2-
P1）。与本巴图组非“同期异相、指状交错”，二者分

属两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及地层大区。本巴图组

所代表的是西伯利亚板块晚古生代东南大陆边缘

的沉积体，蜓等化石的某些属种在以上两个组中可

同时出现。

（2）阿木山组的分布限定在红旗牧场地层分区

内，呈北东向断续展布，主要集中分布于阿拉善和

白云鄂博以北地区。

（3）阿木山组岩石组合以碎屑岩与碳酸盐岩交互

出现为主，不同地区二者产出比例有所不同，局部见

有火山岩夹层，大套的火山岩应从该组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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