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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地质事业的蓬勃发展，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也取得了重

大进展，填补了我国的地质空白，获得了丰富的、极为宝贵的基础地质资料，解决了许多

基础地质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而且找到了一批矿床或矿产地，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及地

质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全面总结已取得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特别是1：20万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资料和

．其他地质工作成果资料，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组织了各省，市、自治区地质矿产

局编制出版分省，市、自治区的t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

系统地公开出版全国分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在我国还是首

次。它的编制，编辑与公开出版，标志着我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及我国地质科学工作的重

大进展和成就，将大大提高我国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水平和地质研究程度，全面系统地为

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提供基础地质资料。

这套系列专著，是我国广大地质工作者劳动成果的结晶。鉴于其意义重大，专业性

强，涉及面广，延续时间长，参加人员多，因此，被列为地质矿产部80年代的一项重要任

务。整个工作是在地质矿产部程裕淇总工程师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任务的具体规划部署

由地质矿产部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司负责J出版工作由地质出版社承担，各省、市、自治区

地质矿产局负责对本省、市，自治区g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编制工作的组织实施，具

体编写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队负责进行。

l区域地质志》的内容一般包括地层、沉积岩及沉积作用、岩浆岩及岩浆作用，变质岩

及变质作用、地质构造、区域地质发展史等部分，其图件主要有地质图，岩浆岩图、地质

构造图，比例尺一般为l：50万一l：100万。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质现象差异较大，因此，，

在内容编排上，应从本省、市、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现有地质资料为基础，突出本

省、市、自治区的地质特点，尽力反映本省、市、自治区的现有地质研究程度及基本区域

地质构造面貌。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出版的各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系第一版。

随着地质研究程度及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后还将及时予以补充、完善，发行新的版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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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简称内蒙古)位于中国北部，东、南、西三面与黑龙江，吉林，辽

宁、河北、山西，陕西及宁夏，甘肃等八省(区)毗连，北部与蒙古、苏联两国为邻。全

区东西长2400kin，南北宽1700km，面积118万km2，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8。

‘内蒙古全区人口2029万，其中，蒙古族285万，汉族1685万，其他为达斡尔、鄂温克，

鄂伦春、朝鲜、满等民族。行政区划设呼和浩特、包头、乌海、赤峰4个地级市和呼伦贝

尔、兴安、哲里木，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巴彦淖尔、阿拉善8个盟，下设99个

旗、县(区)。首府设在呼和浩特市(图I)。

内蒙古地形以高原为主，其次为山地和平原。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蜿蜒相连，呈

反。S”形横贯全区，与内蒙古高原，河套平原呈带状镶嵌排列，为本区地貌的突出特

‘苏

1一呼伦贝尔盟。 7一呼和浩特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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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图
Fig·I The administrative d／vision of Nei Mongol Autonomous Region

说明-本志所有涉及国境线的插图均采用地图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的z／looo万地理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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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高原占全区面积的一半左右，海拔1000m以上，地势高平，辽阔坦荡，是我国第二大高’

原。按其地貌组合特征，又可分为呼伦贝尔高原、锡林郭勒高原，乌兰察布高原和巴彦淖

尔一阿拉善高原。东北部著名的大兴安岭，延伸1400km，海拔1000--1300m，最高峰2034m，

是内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的分水岭。横亘内蒙古中部的阴山山脉，由大青山、乌拉山、色

尔腾山和狼山组成，绵延1000km，海拔1500--2000m，主峰2364m，北坡宽缓，多低山，

丘陵，南坡陡峭，形如屏障，把内蒙古高原和河套平原隔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景观。贺7

兰山呈南北向耸立在本区西部，海拔2000--2500m，最高峰3556m，山高谷深，坡度陡．

峻，同样是一座天然屏障·鄂尔多斯高原位于本区南部，其东、北、西三面被黄河环绕，

南部与晋陕黄土高原相连，西北高，东南低，海拔在1200一1600m之间，盐碱湖群和沙漠

广布。在鄂尔多斯高原和阴山山地之间，是由黄河冲积而成的河套平原，西部海拔llOOm，

东部海拔900—1000m．在大兴安岭东侧，还有辽嫩平原等。 ．‘’

本区水系分布具有东密西疏的特点。我国第二大河——黄河在区内流经778km，流域

面积达17万kmz，年平均总流量为321亿m3。此外，本区较大的河流还有嫩江、额尔古纳1

河、西辽河等，较大的淡水湖有呼伦湖、贝尔湖、居延海等。

内蒙古地处中纬度内陆，大部分属半干旱，干旱气候。其特点是：冬季漫长而严寒，

夏季短促而温热，春温骤升，秋温骤降，年、日温差大，凤多雨少，日照充足。冬季，全。

区受蒙古高压气流所控制，严寒而干燥，一般从11月至次年3月为寒冷期，而大兴安岭地

区的寒冷期则长达8个月。1月分平均气温西南部为二10℃，向东北逐渐降到一30℃，大

兴安岭北部的免渡河历史最低温度曾达一50℃，是本区最冷之地。夏季，大部分地区凉爽．

宜人，很少酷热天气，夏长一般2—3个月，7月份平均气温16—25℃，历史最高气温曾

达到43℃。春温高于秋温，年温差一般在33—49℃之间，日温差一般在10℃以上，而且从南

向北逐渐增大。多凤是本区气候的一个特点，以春季为主，全区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风速都．

在3级以上，年平均大风日在40天以上。雨量稀少，一般东部区年降雨量为550mm，向西

逐渐减少到50ram以下，且雨量多集中在夏季。年蒸发量由东向西变化于1000--4200mm

之间。日照时间长，全年日照时数由东部的2400小时向西逐步增加至3400小时，是我国日

照时数最多的地区之一。

内蒙古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矿产资源历来为世人所瞩目。到目前为止，区内共发现

矿产地4000余处，包括百余个矿种，储量居全国前10位的有43种，居全国前3位的有2L

种。其中，稀土，铌，锆，铍、煤，石膏、冰洲石、沸石、玛瑙居全国第一位，锌、铬。

天然碱，泥炭，铸型砂、粘土居全国第二位I铅、溴、石墨、耐火牯土、自云母，硫铁矿

居全国第三位。著名的白云鄂博矿区，其稀土储量为世界其他国家总储量的5倍，居世界

第一。。另外，内蒙古有居全国第一位的天然牧场，草原面积达13．2亿亩，占全国牧场面积

的30％，盛产羊，牛、马等牲畜。森林面积达2．34{L亩，木材蓄积量近lO{Lm3，占全国木

材蓄积量的1／6，主要为落叶松、白桦等树种。耕地面积8000万亩，产小麦、莜麦、谷子，

糜子、水稻、玉米、胡麻、马铃薯，甜菜等。1水面1000万亩，盛产各种鱼类，东部的呼伦

湖素有。鱼声喧嚣，饮马不进”的说法。此外，种类繁多的野生经济植物和名贵药材也在

国内外享有盛名。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内蒙古地区改变了过去经济萧条的落后局面，工业、交通

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冶金，机械、电子、化工和国防工业迅速崛起，能源和森林工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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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长足的发展，现在已成为我国钢铁、煤炭和森林工业基地。区内交通尚称便利，铁路

有京包、包兰、，集二等干线，公路四通八达，黄河的河套段可通航，有呼和浩特至北京、。

锡林浩特、海拉尔和乌兰浩特等航线，并有二连、满州里两个口岸通往蒙古，苏联两国。

内蒙古在建国前，由于地处偏辟区，交通闭塞，地质工作基本属于空白区，只有少数

牛，外地质学者在交通沿线做过少量路线地质调查，且偏重于地层古生物方面的研究。最

早涉足本区的是，1919—1920年，安德森(Andersson)曾在化德一带对第三纪地层做过潺

查，并采集了哺乳动物化石。嗣后，1922--1923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先后

5次在二连盆地考察第三系，采集了大量脊椎动物化石，所建始新统阿山头组，伊尔丁曼

哈组，沙拉木伦组及渐新统乌兰戈楚组等地层名称至今仍被沿用。1922--1933年，桑志华

(E．Licont)，德日进(P．Teiehard)在乌审旗萨拉乌苏地区第四纪地层中最早发现河

套人及河套文化，并采获大量脊椎动物化石，命名为萨拉乌苏河建造，成为我国北方晚更

新世标准地层之一。20年代中期，美国人勃克(C．P．Better)、毛里士(P．K．Morris)

随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两次考察哲斯敖包地区，采集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1927

年在纽约出版《蒙古地质》一书。随后，北京大学教授葛利普(A．W．Grabau)据此编

写的古生物学巨著《内蒙的二叠系》于1931年出版。他所提出的哲斯动物群对内蒙古地

槽区早二叠世地层划分及生物群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23--1924年，法国地质学

者德日进曾到内蒙古东部林西县一带对石炭系、二叠系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林西系，并现

桌子山、磴口等地作过调查，先后发现含笔石的奥陶纪地层和渐新世哺乳动物化石。1929

年，巴尔博(G．B．Barbour)研究了汉诺坝玄武岩层中所含的动、植物化石，将其时代定

为中新世。 。

与此同时，在20至30年代中，中国老一代地质学者王竹泉、孙建初等先后来内蒙古大

青山等地作过地质调查并著文：首次建立石炭一二叠纪拴马桩煤系，对一套片麻岩系与山

西太古代桑干群对比，提出什那干灰岩为震旦系。此外，何作霖称白云鄂博群为北方震旦

系，丁道衡在乌拉特中旗发现恐龙化石，肯定了白垩系的存在。他们都是内蒙古地质工作

的先驱者。。

建国后，内蒙古的地质工作得到飞速发展。1951一1955年，长春地质学院刘国昌教j殳

曾对大兴安岭地区的泥盆系、石炭一二叠系作过研究，创立了乌奴耳灰岩、石炭一二叠系高

家窝棚灰岩、柳条沟灰岩、四甲山灰岩等。这些地层名称至今仍被沿用。1955年，地质豁

241地质队建立晚石炭世阿木山组。1954年，关士聪曾对贺兰山，桌子山地区的奥陶系及

石炭一二叠系作了较详细划分。1956年，地质科学院赵庆林、姜春发等最早进入内蒙古西一

部北山地区工作，报导有下=叠统哲斯组及石炭系的存在。1957年，李毓英建立白云鄂博

系，时代为元古代。‘ 。

从1957年开始的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以下简称区调)至60年代中期完成。这项工

作不仅填补了广大的地质空白区，也是第一次区域性的地质总结。1956年，首先在大兴安一

岭地区开展1：20万区调工作，随后于1962年，内蒙古全区有计划地开展了l：20万区调，

至1985年总计完成216幅。其中，内蒙古第一区域地质调查队(简称内蒙古第一区调队)

完成88幅，内蒙古第二区域地质调查队(简称内蒙古第二区调队)完成29幅，河北省区境
地质调查队完成7幅，黑龙江省区域地质调查队完成15幅，吉林省区域地质调查队完成7

幅，辽宁省区域地质调查队完成5幅，山西省区域地质调查队完成6幅，陕西省区域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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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队完成4幅，宁夏区域地质调查队完成19幅，甘肃省区域地质调查队和甘肃省地质力

学队共完成36幅。通过1：20万区调工作，取得了极为丰富的基础地质资料，使地质研究程

度得到很大提高，为经济建设、成矿区划、科研，教学等多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是

：编写本书的基础。1976--1979年，相继出版了内蒙古中部、甘肃、宁夏，黑龙江等省(区、

压域地层表，这是建国以来各省区第一次对地层系统及地层层序较完整的总结，它对本区

及全国的地层划分、对比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应当指出，在开展1：20万区调过程中，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地质科学院地质所、长春地质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

啦与内蒙古第一区调队合作，在古生物研究、地层划分，对比等方面取得了很多宝贵资
斟，对提高l：20万图幅质量做出了贡献。他们对内蒙古地槽区古生代、中生代地层古生物

．方面的研究均有论述，特别是二叠系，志留系、泥盆系的研究，本区已成为我国北方研究

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1975--1978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齐陶、翟人

：杰等人同内蒙古第一区调队合作，曾在二连一萨拉木伦盆地进行大规模考察研究，采集了

大量脊椎动物化石，对第三系划分及动物群分带等方面均较前人有新的进展。1980年以

来，内蒙古第一区调队与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合作，对巴特敖包地区志留一泥盆纪地层与动

物群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并出版有专著。与此同时，地质科学院地质所、．天津地质矿

产研究所沈其韩，孙大中等几次来内蒙古开展早前寒武纪变质岩系划分、对比及同位素地

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撰有论文，为内蒙古早前寒武系研究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

1978一1981年，内蒙古第一区调队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刘宪亭等合作，对固阳含

谋盆地的早白垩世地层古生物进行专题研究，采集了大量的各门类化石，总结了生物群的

特征，建立了固阳含煤盆地的地层系统，出版了《内蒙古固阳含煤盆地中生代地层古生

物》一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1980年，地质科学院地质所在乌拉特前旗大余太山黑拉

地区采集了大量的珊瑚、牙形刺等化石，对这个地区的奥陶系做了进一步划分，并创立了

地层名称，使其研究程度有了新的提高。1975—1982年期间，宁夏地质研究队、西安地质

研究所、兰州地质研究所等单位对内蒙古西部北山地区，巴丹吉林沙漠北缘、巴音西别及

贺兰山等地曾做过调查研究，对中，上元古界的划分、建立的地层名称以及泥盆系、二叠

系的研究报告至今仍是唯一的科研成果。 ．

还应该指出，从50年代至今，石油，煤炭和水文等部门在内蒙古开展石油、煤田普

查和水文地质调查的同时，对本区内有关地层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长庆油田和第三

石油普查大队在河套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二连盆地等地区，对中、新生代地层做了大量

工作。如在伊克昭盟建立的下白垩统志丹群及其划分，已广为应用，通过大量的地面物探

工作，测得河套盆地沉降中心深达万米I通过深井，首次钻穿盖层深达5700余米，并对第

三系、第四系做了较详细的划分，建立了地层名称。煤炭部门对下白垩统煤田的普查、勘

探，基本建立了各含煤盆地的地层系统。内蒙古水文队在河套盆地的第四系工作中取得了

一些资料，黑龙江省第一水文队，辽宁省水文队曾于70年代分别对海拉尔盆地、赤峰地区

韵第四系进行专题研究，建立了地层系统，划分了5次冰期。
’

在岩浆岩的研究方面：1975m1980年，李家驹等根据1：20万区调成果编制的‘内蒙古中

部岩浆岩图'及说明书，对研究内蒙古侵入岩有一定参考价值，1956--1986年，内蒙古地

质局126地质队、205地质队及207地质队以找铬铁矿为目的，先后对贺根山和索伦山一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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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基性岩进行研究，并写有报告，近年来，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李之彤等及黑龙江省地矿

局，分别撰文论述内蒙古部分地区岩浆成因与构造的关系，对提高我区岩浆岩研究水平起

到了推动作用。
‘ ⋯

区域变质岩的研究工作始于1982年。为了配合全国变质图的编制，由内蒙古第一区调

队负责，内蒙古地质研究队、内蒙古地质实验中心参加，于1984年完成了《内蒙古中、东

部地区变质图》及说明书，接着于1984—1985年完成了譬内蒙古区域变质作用及其有关矿

产的研究》，得到有关变质岩专家的一致好评。该成果首次对内蒙古区域变质岩进行全面

系统的总结，从地壳演化、区域变质作用类型等方面论述了变质相、相系特征，对提高内

蒙古变质岩研究水平起了先导作用，是编写本志有关变质岩内容的主要资料。

对区域构造的研究，早在1945年，著名大地构造学家黄汲清在《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

元l一书中，提出。内蒙地轴”，“鄂尔多斯地台”的概念。1959年，地质科学院编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构造图》及说明书，明确将内蒙古南部划为中朝准地台，北部划为

内蒙古华力西褶皱系和大兴安岭褶皱系。在70年代，本区地质构造的研究多以地质力学方

法为指导，并完成了全区构造体系图编制工作。1980年，谢同伦用板块构造理论著文论述

《内蒙古古生代地槽的兴衰》。沈阳地质矿产所、河北地质学院、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等

单位相继来内蒙古对板块构造进行调查研究，搜集了一些可贵的资料，确认了蛇绿岩套、

混杂堆积及双变质带的存在。1979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编的1：400万《中国

大地构造图》及说明书，对内蒙古前寒武纪地壳和北部地槽发展史做了论述，把地质构造

研究引向多旋回理论与板块构造理论相结合的道路。
‘

《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地质志》的编写工作始于1983年，由内蒙古第一区调队负责。资

料搜集截止时间基本至1985年底。主编由内蒙古地矿局总工程师潘启宇(高级工程师)担

任，副主编由内蒙古第一区调队总工程师沈鸿章(高级工程师)担任。全书共分五篇，执

笔入分别为：绪言，沈鸿章，第一篇第一章太古界，董启贤；第二章元古界，梁玉佐，第

三章寒武系，李文国、王惠，第四章奥陶系和第七章石炭系，I堑道苤et第五章志留系和
第八章二叠系，李文国I第六章泥盆系，李文国、贺希格，第九章三叠系和第十章侏罗系，

谭琳；第十一章白垩系，赵世德，第十二章第三系和第十三章第四系，吴荣康，第二篇岩

浆岩和岩浆作用，郭喜珠，万希贤、杨增亮，其中，中生代火山岩，赵国龙、李佐英，新生代火

山岩，刘仁民，第三篇区域变质岩及变质作用，吴应瑞、曹生儒，第四篇地质构造，朱绅

玉、李宝玉，杨继贤I第五篇地质发展史，苏君伯I结语，潘启字。地质志统稿人，边树

起、苏君伯。地质志责任编辑，李锡荣。地质图编制工作由陈家祺负责，参加人员有翟振

起，杨泉水、史学贞、郎廷贵，岩浆岩地质图编制工作由郭喜珠负责，参加人员有万希贤

杨增亮、邓淑贞，地质构造图编制工作由朱绅玉负责，参加人员有李宝玉，陆波。地质图、

岩浆岩图、地质构造图责任编辑，周耀礼、李宝玉。参加编志工作的还有刘英元、田栓

牛、常锐、张建平、张林，张娟、李淑芳、李淑龙、刘立杰、陈光烈等。杨铁钢参加了文

字整理和校样。参加地质志插图和地质图，岩浆岩图、地质构造图清绘工作的有杨素云、

王梅、杨英凤、崔荣、崔玉珍，刘雅静。地理底图由庄莅华编制。

本志评审验收由地质矿产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科技顾问委员会主任程裕淇教授主

持，聘请下列评审员对有关篇、章进行评审：沈其韩，张履桥，太古界，陆宗斌，壬楫，

元古界，项礼文，寒武系，赖才根，奥陶系，侯鸿飞、苏养正、胡泽瑾，志留系、泥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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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黄本宏，二叠系；周惠芹，三叠系I王思恩、张志诚，傅家

立君，白垩系，齐陶、翟人杰，第三系I I陈茅南l，第四系，李
岩浆岩和岩浆作用I李树勋，区域变质岩及变质作用，姜春

国龙，构造地质，地质发展史，李宝山，地质图、岩浆岩图、地

审工作的还有简人初、田玉莹，刘海阔、伦志强、朱玉瑛、李铁

恩远、沈永和、赵克昌、方如恒、胡骁、李国忱，潘启字、特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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