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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扎鲁特旗地区更新世地层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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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孢粉组合特征及光释光测年结果，对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的第四系更新统做了进一步的划分和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的中更新统风积物，岩性为黄色亚砂土，含钙质结核，发育柱状节理，区

域上称乌尔吉组，含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Ｅｐｈｅｄｒａ－Ｐｉｎｕｓ孢粉组合，光释光测年结果为（４０．４±１．９）～（１１０．０±７．５）ｋａ；下
更新统沉积物，岩性为红褐色亚砂土及亚黏土，含钙质结核、砂砾透镜体，区域上称为赤峰黄土，含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Ｂｅｔｕｌａ孢粉组合，光释光测年结果为（２００．９±９．６）～（２２０．４±１３．２）ｋａ。上述２套地层在内蒙古东南
部广泛分布，更新世地层的划分为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第四系地层划分对比研究提供了基础地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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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内蒙古扎鲁特旗地区地处大兴安岭与松辽盆

地的结合部位，研究区内第四系成因类型复杂、岩

性岩相变化快、沉积物分布连续性差、厚度变化大

且多变，因此给第四系地层的划分带来很大的难

度。本次１∶２５万扎鲁特旗幅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依据现代地层学理论，结合山区第四系发育特点，

根据第四系沉积物形成的地貌形态特征及地貌单

元之间的关系（如切割、覆盖），进行地貌的划分，

再根据不同地貌单元特点，进行岩石、岩性的调查

和第四系成因类型的划分，特别是对区内发育的

第四系更新统２套沉积物地层进行了岩性、生物
和光释光测年的研究，为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第

四系更新统地层划分对比研究提供了基础地质

资料。

１　地层划分

１．１　地层划分沿革
　　研究区第四系分布广泛，遍布各大小河谷及东

南部平原上。对于研究区的第四系２套风积物，前
人在１∶２０万和１∶５万区域地质调查中按时代或成
因类型进行了地层划分（表１）。其中，内蒙古自治
区第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２００９年对研究区内的
２套风积物的地层划分与本次工作的岩性划分一
致，但前者只是在野外调查过程中对岩性和成因类

型的划分，缺少地质年代的依据。

表 １　地层划分沿革

Ｔａｂ．１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岩性

１∶２０万
扎鲁特

旗幅［１］

１∶２０万
哈达营

子幅［２］

１∶５万
华杰幅等

３幅［３］

１∶５万
迟家堡幅

等４幅［４］
本文

黄色亚砂土 Ｑ３ Ｑ３ｅｏｌ＋ａｌ Ｑｐ３ｅｏｌ Ｑｐ３２ｗ Ｑｐ２ｗ

红、褐红色

亚砂土、亚黏土
Ｑ２－３ Ｑ２ｅｏｌ＋ａｌ Ｑｐ２ｃ Ｑｐ１ｃ

１．２　地层划分
本次研究在内蒙古扎鲁特旗平安村西北公路

边测制了第四系比较完整的剖面，采集了孢粉和光

释光测年样品。

内蒙古扎鲁特旗平安村西北公路边第四系剖

面（剖面编号ＰＭ００７）描述如下（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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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ｈ３ａｌ上全新统冲积物
１．褐色亚砂土 ０．３０ｍ

Ｑｐ２ｗ中更新统风成黄土 乌尔吉组
２．黄色粉细砂 ０．８０ｍ
３．黄色含砾亚砂土，含钙质结核


３．３０ｍ

剥蚀面

Ｑｐ１ｃ下更新统残坡积物 赤峰黄土
４．砖红色含砾亚黏土 １．３０ｍ
５．红褐色亚黏土，夹砾石层 ２．４０ｍ
＿＿＿＿＿＿＿＿＿＿＿＿＿＿＿＿＿＿＿＿＿＿＿覆盖＿＿＿＿＿＿＿＿＿＿＿＿＿＿＿＿＿＿＿＿＿＿＿＿
６．上侏罗统满克头鄂博组流纹质角砾凝灰岩

图 １　更新统垂向剖面（ＰＭ００７）
Ｆｉｇ．１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

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ＰＭ００７）
１．亚砂土；２．亚黏土；３．粉细砂；４．钙质结核；５．砂砾石透镜体；

６．流纹质角砾凝灰岩；７．孢粉样品；８．光释光测年样品

本次研究在上述剖面的２层、３层、４层和５层
分别采集了孢粉和光释光样品。同时，在鲁北砖厂

采土场、华杰等地的砖红色亚黏土和黄色亚砂土中

分别采集孢粉和光释光样品。

在研究区内下更新统赤峰黄土零星分布，见于

陶海营子、东沟、浑尼吐、华杰等地，厚度３～８ｍ。
一般围绕基岩呈弧形分布，堆积物具２层结构：下
部为含碎石亚黏土，上部为红色、砖红色黏土、亚黏

土。其中含有大量钙质结核，表层多具龟裂纹。下

部含有砂砾岩透镜体。岩石碎屑成分因地而异，大

小多在５～２０ｃｍ之间，棱角状，含量一般在１０％～
２０％。赤峰黄土夹有埋藏土，从宏观上看红、黄相
间，单埋藏土厚度较小。

在研究区内中更新统风成黄土乌尔吉组主要

分布于山前坡地广大区域，形成黄土平台及深切黄

土冲沟，岩性主要为浅黄色亚砂土夹钙质结核层。

亚砂土呈浅黄色，大孔隙，柱状节理发育、密集，柱

高０．４～１．１ｍ，底部夹有１～２层１０～３０ｃｍ厚的钙
质结核层（又叫“僵石”），色调为灰白、乳白色，成

分为碳酸钙，断面呈同心环状，长短不一，形态各

异，有萝卜形、纺缍状、球形、哑铃状等，大者１０ｃｍ，
小者１ｃｍ，多呈层状展布，延伸长可大于３０ｍ；另
外中下部层位间亦夹有厚１５～４０ｃｍ的冲积砂砾
石层，透镜体状延伸长几十厘米至十几米不等，砾

石成分繁杂，磨圆度好，局部砾石还可见弱定向

排列。

野外观察乌尔吉组与赤峰黄土两者之间有明

显的剥蚀面。两者为上下层位关系。

２　孢粉组合

对分析鉴定结果进行统计研究表明，采自赤峰

黄土和乌尔吉组的孢粉样品，孢粉含量较多，但孢

粉类型较少（图２），共计２４科３１属植物。通过对
分析鉴定结果的综合研究，依据孢粉化石产出的

层位、组成分子的分布变化及区域纵横向分布特

征，划分为２个孢粉组合。
２．１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Ｂｅｔｕｌａ（蒿属－蓼属－

桦属）组合

　　本组合产自赤峰黄土中，含孢粉化石２７个属
种类型（表２），孢粉组合的基本特征是，以草本植
物花粉在组合中占绝对优势（６５．８２％～９６．２９％），
乔木、灌木植物花粉较少（３．７１％ ～３４．１８％）。蕨
类植物孢子未见。具体组成成分及平均百分含量

如下：

草本植物中以蒿属（４０．４１％）和藜科（２８．５８％）
植物花粉含量最高，其次为菊科（２．７３％）、苍耳属
（１．９０％）、禾本科（１．４９％）、荨麻属（１．３６％）、蓼属
（１．１７％）。此外，莎草科（０．２０％）、龙胆属（０．０７％）、
百合科（０．０７％）、草属（０．０７％）、毛茛科（０．２３％）、唐
松草属（０．１２％）、地榆属（０．１９％）等花粉少量分布。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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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内蒙古扎鲁特旗地区更新世孢粉
Ｆｉｇ．２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ｐｏｌｌｅ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ｉｎＺｈａｌｕｔｅｑｉ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１～６．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７．苍耳属Ｘａｎｔｈｉｕｍ；８～９．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１０～１２．藜科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１３．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１４．莎草科

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１５～１８．桤木属Ａｌｎｕｓ；１９～２１．桦属Ｂｅｔｕｌａ；２２．榛属Ｃｏｒｙｌｕｓ；２３．鹅耳枥属Ｃａｒｐｉｎｕｓ；２４～２５．栎属Ｑｕｅｒｃｕｓ；

２６～２７．荨麻属Ｕｒｔｉｃａ；２８．榆属Ｕｌｍｕｓ；２９～３１．麻黄属Ｅｐｈｅｄｒａ；３２～３４，３６．松属Ｐｉｎｕｓ；３５．云杉属Ｐｉｃｅａ

表 ２　孢粉组合百分含量统计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ｐｏｌｌｅ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

属种名称及百分含量

层位及样品号

乌尔吉组 赤峰黄土

ＰＭ００７－

２－１ＢＦ

ＰＭ００７－

３－１ＢＦ

ＰＭ００７－

３－３ＢＦ

Ｄ４１６４－

１ＢＦ

ＰＭ００７－

４－１ＢＦ

ＰＭ００７－

５－１ＢＦ

ＰＭ００９－

３ＢＦ
Ｄ３２８０ＢＦ

Ｄ４１６３－

１ＢＦ

中华卷柏（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０．８９ 　 　 　 　 　
泽泻属（Ａｌｉｓｍａ） 　 　 　 　 　 　 　 ０．５６ 　
藜科（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 ３７．５０ ２３．６８ ２７．６８ １５．６０ ３５．３５ ３３．６０ ８．２４ ３８．５５ ２７．１６
菊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 ５．３６ １．３３ ４．７６ ２．００ ３．００ ３．６０ ０．９９ １．１２ ４．９３
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１４．２９ ２４．００ ４０．９５ ５８．４０ ３１．６７ ３２．８０ ５４．２８ ２４．０２ ５９．２６
苍耳属（Ｘａｎｔｈｉｕｍ） ５．８６ １．６７ ０．９５ ０．８０ １．００ ０．８０ ０．９９ ６．７０ 　
莎草科（Ｃｙｐｅｒａｃｅａｅ） 　 ０．３３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６２
龙胆属（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０．３３ 　 　 　 　
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 １．７９ ０．６７ ３．８１ ２．８０ １．６７ ０．８０ ０．３３ ２．７９ １．８５
百合科（Ｌｉｌｉａｃｅａｅ） 　 　 　 　 ０．３３ 　 　 　 　
草属（Ｈｕｍｕｌｕｓ） 　 　 　 　 ０．３３ 　 　 　 　
蓼属（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０．８９ １．００ 　 　 ０．３３ ３．２０ ０．６６ １．６８ 　
报春花科（Ｐｒｉｍｕｌａｃｅａｅ） 　 ０．３３ 　 　 　 　 　 　 　
毛茛科（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ａｃｅａｅ） 　 ０．３３ 　 ０．４０ ０．３３ ０．８０ 　 　 　
唐松草属（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 　 　 　 　 　 　 　 　 ０．６２
地榆属（Ｓａｎｇｕｉｓｏｒｂａ） 　 　 　 　 　 ０．４０ 　 ０．５６ 　
荨麻属（Ｕｒｔｉｃａ） 　 １．６７ ８．５７ ２．８０ ３．００ 　 ０．３３ ２．２３ １．２３
败酱属（Ｐａｔｒｉｎｉａ） 　 　 　 　 　 　 　 　 ０．６２
麻黄属（Ｅｐｈｅｄｒａ） １．７９ ２．６７ ０．９５ 　 １．００ ０．４０ ０．３３ ０．５６ 　
云杉属（Ｐｉｃｅａ） ０．８９ 　 　 　 ０．３３ 　 　 　 　
松属（Ｐｉｎｕｓ） ２３．２１ １０．３３ ７．５７ ３．２０ １２．００ ７．２０ ９．８７ ７．２６ ２．４７
槭属（Ａｃｅｒ） 　 　 ０．９５ 　 　 　 　 　 　
桤木属（Ａｌｎｕｓ） 　 １．００ 　 ０．４０ 　 　 ２．３０ ０．５６ 　
桦属（Ｂｅｔｕｌａ） ５．７５ １３．３３ 　 ７．２０ ５．３３ １１．６０ １４．８０ ６．７０ ０．６２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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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榛属（Ｃｏｒｙｌｕｓ） 　 ５．３３ ２．８６ １．２０ ０．３３ ２．４０ ２．３０ ０．５６ 　
鹅耳枥属（Ｃａｒｐｉｎｕｓ） ０．８９ ７．６７ 　 ２．００ １．３３ １．２０ ３．２６ ０．５６ 　
卫矛属（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０．６７ 　 　 　 　
胡桃属（Ｊｕｇｌａｎｓ） 　 ０．３３ 　 ０．４０ 　 　 　 ０．５６ 　
栎属（Ｑｕｅｒｃｕｓ） ０．８９ ２．００ 　 １．６０ １．００ ０．８０ ０．９９ ０．５６ ０．６２
绣线菊属（Ｓｐｉｒａｅａ） 　 １．００ 　 　 　 　 　 　 　
榆属（Ｕｌｍｕｓ） 　 １．３３ ０．９５ ０．８０ ０．６７ 　 ０．３３ ４．４７ 　
总孢粉数量／粒 １１２ ３００ １０５ ２５０ ３００ ２５０ ３０４ １７９ １６２
花粉浓度／（粒·ｇ－１） ２０６３５ ８２９１１ ５８０３７ ６００８ ３６８４ １２５６２ ５７１ １６２１ １９０５
蕨类植物含量／％ ０．８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草本植物含量／％ ６５．６９ ５５．０１ ８６．７２ ８３．２０ ７７．３４ ７６．４０ ６５．８２ ７８．２１ ９６．２９
乔、灌木植物含量／％ ３３．４２ ４４．９９ １３．２８ １６．８ ２２．６６ ２３．６ ３４．１８ ２１．７９ ３．７１

　　乔木、灌木植物中针叶植物有较多的松属
（７．７６％）和少量的云杉属（０．０７％）花粉。落叶阔
叶植物以桦属（７．８１％）占优势，其次为鹅耳枥属
（１．２７％）、榛属（１．１２％）、榆属（１．０９％）。同时，
栎属 （０．７９％）、胡 桃 属 （０．１１％）、卫 矛 属
（０．１３％）、桤木属（０．５７％）等花粉少量分布。普
遍含有旱生植物麻黄属（０．４６％）花粉，但含量
较少。

样品花粉浓度较大，指示采样点当时植被覆盖

度较高，具有蒿属、藜科占优势的草原疏林植被景

观。旱生或超旱生植物（蒿属 ＋藜科 ＋麻黄属，占
６９．１５％）出现较多，针叶、阔叶植物较少，以耐干
旱、耐寒冷植物（松属 ＋云杉 ＋桦属，占１５．６４％）
为主，同时，喜阴、喜湿的植物，如鹅耳枥属、榆属、

蓼属和泽泻属也有一定含量。表明这一时期的气

候主要为干旱的草原气候类型，气候明显有波动，

曾出现过干燥、湿热的气候。

２．２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Ｅｐｈｅｄｒａ－Ｐｉｎｕｓ（蒿属－麻黄属－
松属）组合

　　本组合产自乌尔吉组中，含孢粉化石２３个属
种类型（表２），孢粉组合的基本特征是，以草本植
物花粉在组合中占绝对优势（５５．０１％～８３．２０％），
乔木、灌木植物花粉较少（１３．２８％～４４．９９％）。蕨
类植物孢子仅见卷柏一属。其具体组成成分及平

均百分含量如下：

草本 植 物 中 以 蒿 属 （３４．４１％）和 藜 科
（２６．１２％）植物花粉含量最高，其次为菊科
（３．３６％）、苍耳属（２．３２％）、禾本科（２．２７％）、荨
麻属（３．２６％）。含量较少的植物花粉有：莎草科
（０．１８％）、蓼属（０．４７％）、龙胆属（０．０７％）、报春
花科（０．０８％）、毛茛科（０．１８％）。

乔木、灌木植物中针叶植物有较多的松属

（１１．０８％）和少量的云杉属（０．２２％）花粉。落叶
阔叶植物以桦属（６．５７％）占优势，其次为榛属
（２．３５％）、鹅耳枥属（２．６４％）、栎属（１．１２％）。此
外，槭属（０．２４％）、桤木属（０．３５％）、胡桃属（０．１８％）、
绣线菊属（０．２５％）、榆属（０．７７％）等花粉少量分布。
普遍含有旱生植物麻黄属（１．３５％）花粉，个别样品含
量较高。

乌尔吉组与赤峰黄土中孢粉组合的共同点是

两者均以旱生草本植物蒿属、藜科、菊科占优势，针

叶、阔叶植物较少，以松属、桦属为常见。两者的区

别在于，在乌尔吉组上部孢粉组合中，旱生植物麻

黄属含量明显增加，喜阴、喜湿的植物明显减少，出

现了耐旱的蕨类植物。

乌尔吉组孢粉样品花粉浓度也较大，指示采样

点当时植被覆盖度较高，具有蒿属、藜科占优势的

草原疏林植被景观。旱生或超旱生植物（蒿属＋藜
科＋麻黄属，占６２．８２％）占优势，针叶、阔叶植物
较少，仍以耐干旱、耐寒冷植物（松属 ＋云杉 ＋桦
属，占１７．８７％）为常见，表明这一时期的气候以干
冷为特点。

３　光释光测年

３．１　样品采集
　　本次研究在ＰＭ００７剖面的２层、４层分别采集
了光释光样品。同时，在鲁北砖厂采土场、华杰等

地的砖红色亚黏土和风成黄土中也分别采集了光

释光样品（表３）。采集样品用钢管钻洞取样，钢管
外用锡纸和褐色塑料包装，送至实验室。

３．２　光释光测年结果
对于所有细颗粒样品采用简单多片再生法获

得等效剂量值，用饱和指数方法进行拟合，生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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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样品信息及光释光测年结果
Ｔａｂ．３　Ｓａｍｐｌ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ＯＳＬｄａｔ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野外编号
采样位置

（经纬度）
岩　性 层　位 Ｕ／１０－６ Ｔｈ／１０－６ Ｋ／％

等效剂量

Ｅ．Ｄ／Ｇｙ
年剂量Ｄｙ／
（Ｇｙ／ｋａ）

含水量／％ 年龄／ｋａ

ＤＢ００４２
４４°５１′２３″
１２１°１４′２０″

浅黄色粉细砂
乌尔吉组

Ｑｐ２ｗ
１．３２ ６．７１ １．９６ １２５．２０±３．２１ ３．１０ １０．１２ ４０．４±１．９

ＰＭ００９２
４４°３６′２１″
１２０°５７′５８″

浅黄色粉细砂
乌尔吉组

Ｑｐ２ｗ
０．８１ ３．４０ ２．４７ １６０．９０±３．８８ ３．２０ ５±２ ５０．３±２．３

ＰＭ００７２２
４４°１７′３９″
１２０°２５′５１″

浅黄色粉细砂
乌尔吉组

Ｑｐ２ｗ
１．６５ ７．０３ １．５９ ３１３．３７±１７．２３ ２．８５ １１．９９ １１０．０±７．５

ＤＢ００５
４４°５０′４９″
１２１°１２′１４″

砖红色含

砾亚黏土

赤峰黄土

Ｑｐ１ｃ
１．１２ ５．９３ ２．２４ ５８７．３８±１６．２２ ３．３２ ５．１２ １７６．８±８．６

ＤＢ００４１
４４°５１′２３″
１２１°１４′２０″

砖红色含

砾亚黏土

赤峰黄土

Ｑｐ１ｃ
１．５２ ８．３７ １．９６ ６８６．８０±１８．１４ ３．４２ ４．７７ ２００．９±９．６

ＰＭ００７４２
４４°１７′３９″
１２０°２５′５１″

砖红色含

砾亚黏土

赤峰黄土

Ｑｐ１ｃ
２．９３ １２．４０ ２．５４ ９１４．２６±６．８５ ４．５２ １７．８９ ＞２０２．１

ＤＢ００３
４４°２６′１２″
１２０°５５′１４″

砖红色含

砾亚黏土

赤峰黄土

Ｑｐ１ｃ
１．８０ ７．３４ ２．１９ ７７５．７３±３４．６４ ３．５２ １１．３５ ２２０．４±１３．２

　　注：光释光测年由国土资源部地下水矿泉水及环境测试中心测试

线图显示简单多片法测的细颗粒样品再生剂量点

不太分散，生长曲线没有明显饱和，样品测试数据

基本可信。但编号为ＰＭ００７－４－２样品生长曲线
趋于饱合，年龄值应采取大于计算得出数据。基于

样品铀／钍／钾含量分析得到的年剂量计算出测试
样品的光释光年龄（表３）。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采自乌尔吉组岩性为浅

黄色粉细砂的样品光释光测年结果为（４０．４±
１．９）～（１１０．０±７．５）ｋａ，采自赤峰黄土岩性为砖红
色含砾亚黏土的样品光释光测年结果为（２００．９±
９．６）～（２２０．４±１３．２）ｋａ。

关于第四系各期界线划分的时代问题，目前国

内外均有较大争议［５－７］，依据中国地层表２０１０年
试用稿所采用的上、中、下更新统界线的划分时限，

同时考虑到研究区内更新统２套沉积物的发育和
分布特征，将研究区的浅黄色风成砂乌尔吉组划为

中更新统，将其下部砖红色含砾亚黏土赤峰黄土划

为下更新统。

４　区域对比

赤峰黄土在内蒙古的赤峰、敖汉旗、喀喇沁旗、

宁城一带较为发育，内蒙古宁城地区发育的赤峰黄

土在区域上具有代表性［８］，它一般覆盖在不同的地

貌单元之上，岩性上主要由一套棕红色的亚黏土层

（古土壤层）和棕黄色的亚粉砂层（黄土层）构成。

研究资料表明，在赤峰南山第四系地质剖面中赤峰

黄土含的孢粉化石以藜科（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植物花
粉为主，其次为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和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
ｉａ），属于干旱的草原气候类型［９］，其孢粉组合的特

点与本研究区的较相似。

１９８３年内蒙古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二队三分
队在赤峰北部的巴林左旗碧流台地区开展区调工

作中，将在乌尔吉地区发育的一套黄土状亚砂土

层，产哺乳动物化石的第四系命名为乌尔吉

组［１０－１１］。乌尔吉组在内蒙古东南部赤峰、敖汉旗、

宁城一带广泛发育，根据最新地质调查在辽宁北部

也有发育［１２］，乌尔吉组建组剖面的岩性为黄土状

亚砂土层，呈淡黄色，质地较疏松，粉砂含量大，颗

粒较均匀，含钙质成分较高，可见微弱层理和细砂

透镜体。孢粉化石组合为草本植物的藜科（Ｃｈｅ
ｎｏ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蒿属（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毛茛科（Ｒａｎｕｎｃｕ
ｌａｃｅａｅ）、禾本科（Ｇｒａｍｉｎｅａｅ）、鐯形科（Ｕｍｂｅｌｌｉｆ
ｅｒａｅ）、草属（Ｈｕｍｕｌｕｓ）、蓼科（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ｃｅａｅ）、唐
松草属（Ｔｈａｌｉｃｔｒｕｍ）、石竹科（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ａｃｅａｅ）、菊
科（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等草本植物占总数的８０．５％；云杉
属（Ｐｉｃｅａ）、松属（Ｐｉｎｕｓ）、罗汉松属（Ｐｏｄｏｃａｒｐｕｓ）、
铁杉属（Ｔｓｕｇａ）等针叶树种植物占１４．６％；阔叶植
物以桦属（Ｂｅｔｕｌａ）为主，少量榆属（Ｕｌｍｕｓ）、柳属
（Ｓａｌｉｘ）等植物花粉，占４．９％。总起来看，建组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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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乌尔吉组古植被是以草本植物占绝对优势，木本

植物少量出现为特点，绝大部分植物是属湿冷条件

下的物种，这与本研究区的孢粉组合特征也较

吻合。

５　结论

（１）乌尔吉组岩性为黄褐色亚砂土，含钙质结
核，发育柱状节理，含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Ｅｐｈｅｄｒａ－Ｐｉｎｕｓ孢
粉组合，光释光测年结果为（４０．４±１．９）～（１１０．０±
７．５）ｋａ，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

（２）赤峰黄土岩性为红褐色亚砂土及亚黏土，
含钙质结核、砂砾透镜体，含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Ｂｅｔｕｌａ孢粉组合，光释光测年结果为（２００．９±９．６）
～（２２０．４±１３．２）ｋａ，地质时代为早更新世。

致谢：本次研究采集的孢粉样品由吉林大学

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研究中心分析鉴定；光释光测

年由国土资源部地下水矿泉水及环境监测中心测

试；野外工作中得到了沈阳地质调查中心陈树旺

研究员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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