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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木乃组”由新疆地质局区测大队与中国地质

科学院地质研究所1974年创建，创名地为吉木乃县

哈尔加乌西南萨尔布拉克沟，原称之为萨尔布拉克

组。后因名称与柯坪地区奥陶系组名相同，将其更

名为吉木乃组，时代置于早石炭世(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地质矿产局，1993)。新疆地质矿产局地质矿产研

究所(1991)将该组时代定为中石炭世（石炭纪三分

法）。1998年新疆地矿局第四地质大队在萨吾尔山

托斯特一带进行1∶5万区域地质调查时，依据采获

的 安 加 拉 植 物 化 石 Lepidodendron sp. ，

Belonophyllum sp.，Neuropteris sp.，Calamites sp.，
Caenodendron primaevum等，将其时代定为早石炭

世早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局(1999)依据

在该组下部采集的Angaropteridium cardiopteroides
等植物化石，将时代重定为晚石炭世早期。

本次研究的吉木乃组分布在吉木乃县东南部

萨尔布拉克沟一带，与上覆下二叠统哈尔加乌组

(296.7 Ma; 周涛发等，2006)呈平行不整合接触，且

东、西边界多被早二叠世花岗岩(298~295 Ma)侵入，

主体为一套陆相基—中酸性火山熔岩及火山碎屑

岩夹少量凝灰质砂岩、粉砂岩等陆源碎屑岩。其中

火山岩的基/中总厚度之比约为2∶1。遗憾的是，该

组主体以火山岩为主，却无精准同位素定年指示时

代，加之前述化石多指示时限跨时太长(早石炭—晚

二叠世)，致使该组时代久存分歧，影响区域地层层

序和年代格架的正确建立以及区域地层对比。

本次于吉木乃组上部发现一套层位延伸稳定

且厚度约15 m的浅肉红色流纹岩夹层。岩石风化面

多呈黄褐色、浅肉红色，新鲜面呈浅肉红色，流纹

构 造 发 育 。 于 流 纹 岩 中 采 集 1件 样 品 用 于

LA-ICP-MS锆石U-Pb测年研究。锆石定年在西安地

质调查中心国土资源部岩浆作用成矿与找矿重点

实验室完成。本次获得的锆石多呈长柱状、正方双

锥状自形晶体，均具有典型的岩浆韵律环带，属于

岩浆结晶锆石，能代表流纹岩的成岩年龄。15个测

点的206Pb/238U表观年龄值为298~312 Ma，最大的年

龄误差为5 Ma，其 206Pb/238U年龄加权平均值为

304.1±2.5 Ma(n=15，MSWD=1.07)，属于晚石炭世

晚期卡西莫夫阶，限定其地质时代为晚石炭世晚期

(大致相当于卡西莫夫期)，代表了吉木乃组形成时

代的上限，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局(1999)
依 据 该 组 下 部 层 位 中 的 Angaropteridium
cardiopteroides等植物化石厘定的晚石炭世早期的

年龄，可能代表了该组沉积时代的下限。至此，可

以确认吉木乃组地质时代大致为晚石炭世巴什基

尔期—卡西莫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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