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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天山北缘石场．玛纳斯、安集海河和四棵树河地区18个样品进行了磷灰石裂变径迹年龄测定，同时测定了中生界地层10件裂变径迹

品相应煤层的镜质体反射率。结果表明地层由老到新镜质体反射率逐渐增加，磷灰石裂变径迹中值年龄逐渐降低。石场．玛纳斯地区，下部三

叠系煤层镜质体反射率R。值较低，为0．56％，磷灰石裂变径迹中值年龄较大，为125．3±9．1Ma；八道湾组煤层R。为0．53％～0
64％，磷灰石裂变径迹中值年龄介于81．3±4．7～87．8±5．9Ma；上部西山窑组煤层R。最高，达到0．81％，磷灰石裂变径迹中年

龄较低，为44．0±5．4—11．8±1．8Ma；相同层位，东部石场．玛纳斯一带R。比西部四棵树地区高，磷灰石裂变径迹年龄刚好相反。

磷灰石裂变径迹模拟结果表明中生界三叠系、下侏罗统地层的埋藏深度相对较浅，上覆沉积持续的时间到晚侏罗世到早白垩世基本上已经结

束，然后保持在基本不变的深度，直至中新世，不整合在三叠系之下的花岗岩的模拟结果也支持这样的认识。晚侏罗世一早白垩世的冷却降

事件可能是地温梯度变化和隆升作用的共同结果；中侏罗统地层埋藏增温过程持续时间较长，在玛纳斯地区直至渐新世末期。所有样品中磷

石裂变径迹模拟都记录了10Ma左右的快速冷却过程，近4—5kin的地壳表层物质被剥蚀，平均剥蚀速率400—500m／Ma。这一剥蚀过程

应该与天山地区的快速隆升，以及向北的冲断推覆作用相对应。天山地区山前带的变形应不早于10Ma，这一认识与野外地质证据一致。

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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