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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南 日喀则群复理石的层序
、

沉积流体

性质和沉积模式分析
余光明 刘宝姑 陈成生

(成都地质产研究所 )

〔内容提要〕 日喀则群砂泥质复理石的浊积层序非常发育
,

包括富泥的粘性高密度浊流
、

砂质高

密度浊流
、

低密度浊流和 iP ck er ign 及 H伙ot t ( 1 9 8 6 )的限制性泥质高密度浊流的沉积层序
。

其中
,

低密度浊流沉积层序的组合与鲍马 ( Bou m a) 层序很相似
,

两者的区别在于沉积的粒度
、

粒级分布

范围
、

层序厚度和相组合等特钮泊勺不同
。

沉积相序
、

古流向和物源分析表明
,

日喀则群复理石盆地

的南侧主要发育单向物源的海底扇体系
,

而盆地北侧以发育双向物源和多种沉积流体的复 合沉

积为特征
。

值得指出的是
,

特殊的浊积类型— 限制性泥质高密度浊流沉积的发现为论证日喀则

群复理石盆地属残留盆地又提供了一条有力的依据
。

关键词 日喀则群 复理石 浊流沉积层序

1 引言
’

日喀则群呈狭长带状出露于雅鲁藏布江中段 冈底斯火 山
一

岩浆岩带与蛇绿岩带之间 ( 图

1 )
。

由于它位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这一重要的构造部位
,

所以受到中外地质学家的广泛重

+++++++ + + + + + + + + + + +++++++++++++++++++++

[[[[[
+ + + + + + 干 + + + +「「口口口

0 00000

+++++++ + + + + + + + + 斗 + +++++0 0 0 0 。。。

雏雏嘛翩砂粼粼粼粼粼粼粼粼粼粼粼粼粼粼
:::- - - 」 ) “

、

巨口
l

匾洲
2

回
3

皿
4

压刃
5

区因
666

图 1
.

雅鲁藏布江中段地质简图

1
.

冈底斯火山
一

岩浆岩带
; 2

.

日喀则群复理石带
; 3

.

蛇绿岩带
; 4

.

喜马拉雅被动边缘北分区沉积
;

5
.

第三系磨拉石带
; 6

.

含外来岩块的复理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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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

前人 已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
,

尤其是地层学方面的研究
,

这为我们进一步开展沉积学研

翼隽耀粼渭纂絮粼拟祝瞥瞥鹭戳思髯瀑乳翼履
意见

,

其中昂仁组复理石作为日喀则群的主体
,

这儿乎是没有异议的
。

本文所指的日喀则群

表 1 日喀则群划分简表

T a b加 1 以
v
城

o n of ht
e X ig a ez G r o u P

西藏区调队 ( 198 3 )

错江顶群 (E 卜叼)

}
一

曲贝亚组

尹集祥等 ( 19 a s )

帕达那组 ( K犷协

昂仁组 ( K苦一 K孙
日则群喀

l组组翅敞椒犯榭机属
ǐ

剩枷
日则群喀瓦

复理石主要也是昂仁组复理石
。

日喀 则 复理 石 厚度大
,

达

2 80 Om
,

主要是一套砂
、

页岩 的韵

律性互层
,

深水遗迹化石也 比较

丰富
,

浊积特征非常明显
几 ,

浊积层

序类型相当丰富
,

相组合和部面

演化也很有特色
,

属 N
.

.A 只, p卜e

(见 .H .G
`

里丁 ,1 9 78 )的标准复

理石相
。

应用现代浊积理论系统

地研究
、

分析这些层序
、

相组合与

流体性质
、

物源和盆地大地构造

背景的内在联系
,

不仅有利于完

一 接触关 系不明

侏罗一白奎系 (J 一 K )
( J

:

一 K盔)
桑祖岗组 ( K孙

着巴屯撒组 (J 3

一 lK )

断
.

层

—
善和丰富浊积理论

,

而且也为论证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的形成演化历史提供沉积学方面的重

要依据
。

:鳄撇琴粼粼
一

黔缪“
蕊

督霍)霎黑覆耀髻
2 复理石的浊积层序与沉积流体性质

按沉积流体性质
,

日喀则群砂泥质复理石可划分为高密度浊流沉积和低密度浊流沉积

两大类
·

…{燕蘸藕黔澎藻辘黔添:

…娜味衡斗
A :

具正粒序的杂砂岩
,

厚至中层状
,

砂 /泥 比值通常 ) 1 ,

粒度分布以粗至细砂为主
,

分

选差
,

正粒序发育完好
,

粒序的上部多数缺乏牵引平行层
,

砂岩层的底顶界平坦
,

与互层的页

岩突变接触
,
底侵蚀作用不明显

,

但层 内可见兼并现象
。

上述特征揭示了沉积物高度浓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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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日喀则群复理石高密度浊流沉积层序类型

1
.

杂砂岩
; 2

.

砂质泥岩
; 3

.

砂岩日
.

泥岩 ; 5
.

页岩

F ig
.

2 S e qu e n

ces
o f t h e h igh

一
d e n s i t y t u r bi d i t y c u r r e n t d e

po
s ist i n th e X isa

z e r ly s e h

l = g r e y w a e k e ; 2 ~ s a n d y m u ds ot n e 留3~ s a n d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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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 4 ” m u ds t o n e ; 5二 hS a le

浊流悬浮物质快速沉降堆积并被迅速埋藏的沉积机制
。

A 3

具发育完整或不完整的鲍马层序的砂岩
,

中至厚层状
,

砂 /泥比一般 > 1 ,

底界与互



岩 相 古 地 理

层的页岩突变接触
,

多数呈波状
,

且

槽模
、

工具模 (图 3) 等发育
,

有时可

见较深的侵蚀凹槽
,

顶界与页岩渐

变过渡
。

鲍马层序发育完整与否
,

特

别是下平行层 (B )和上平行层 ( n )

是否出现
,

主要取决于流体的沉积

物 浓集度
、

粒度分布范围和衰退速

率等 ( .K iP ck er in g et .al
,

1 9 86 )
。

一
_

般来说
,

浊 流的沉积物 浓集度相对

较低
、

粒度分布范围大
,

且流体衰退

缓慢才有利于发育完整的鲍 马层 图 3 发育于富泥的砂质高密度浊流沉积层

序
。

底界的工具模
,

东嘎剖面

A ;

缺乏内部排列组构
、

含大 曰`
,

3 T 。 。 1 m a r k , 。 : th。 比 t t o m b o u n
由

r y 。 r t h。 m u d
一 r 、 e h 、 。 n d y

量片状矿物碎屑的砂质泥岩
,

薄至 h地h
一
d e n , ; t y t u r b id s t y cu

r r e n t 血阳
s i st i。 t h。 D o n

郎
a r se e t i o n

厚层状
,

常作为页岩中的夹层
,

碎屑

粒度较细
,

细砂和粉砂为主
,

岩层内部无排列组构
,

上下层面平坦
,

与页岩突变接触
。

属于浊

流体上部细粒悬俘物的溢岸流沉积
。

流体性质讨论
、

层序组 A 的主要特点是浊积砂岩的泥杂基含量高
,

具杂基支撑结构
,

粒度分布范围广
、

分选差
,

反映了基质强度较大的粘性砂质高密度浊流的沉积特征
。

从 A
,

(无内部排列组
一

构 )~ A ,
(正粒序 )“ A

3
(鲍马层序 )

,

沉积流体的粘度和沉积物的浓集度是依

次减小
,

流体的衰退速率
,

即沉积速度是依次减慢的
。

A
,

和 札 属于演化非成熟的高密度浊

流沉积
,

或浊流前锋及相对近源浊流的快速堆积产物
。

A , 则是演化较成熟的高密度浊流沉

积 (Wa
lk er

, 1 96 凡 w alt on
,

19 67 )
,

或为浊流前锋过后的浊流体以及离源区相对较远的浊流的

缓慢堆积产物
。

2
.

1
.

2 层序组 B
:

颗粒支撑的砂岩和杂砂岩
,

碎屑 > 80 %
,

泥杂基 < 20 写

B :

厚层状含砾杂砂岩和砂岩
,

分选差
,

所含的砾石随机杂乱地散落
、

漂浮在砂质基质

中
,

无 内部排列组构
,

与互层
_

的中
、

薄层状页岩突变接触
,

顶底界比较平坦
,

无明显的底侵蚀

现象
。

属于沉积物高度浓集的砂质浊流的快速堆积产物
。

B Z
卜

发育正粒序的厚层状砂岩
,

杂基一般 < 1 0%
,

粗~ 细的粒序非常明显
,

底界平坦至

微波状
,

向上粒度变细且杂基增多
,

但底
、

顶界与互层的中薄层状页岩均为突变接触
。

属沉积

物高度浓集的砂质浊流悬浮物的快速沉降堆积产物
。

B
:

底侵蚀明显
、

兼并作用发育的正粒序厚层状砂岩 ( 图 凌)
,

底界波状起伏
,

底侵蚀作

用较强
,

普遍含侵蚀泥砾
,

砂岩层内也常见与侵蚀作用有关的上下粒序层 之间的兼并现象
,

有时在粒序上部可见断续状牵引平行层
。

其余特征与 B
Z

相同
。

属沉积物浓集度相对降低的

砂质高密度浊流沉积
。

B魂 具不完整鲍马层序的中
、

厚层状砂岩
,

底
几

界与下伏页岩突变接触
,

有侵蚀作用
,

通常

缺少下平行层 (B )和上平行层 ( D )
,

由正粒序 ( A )直接过渡为沙纹层 ( C )
,

然后渐变为泥岩

(E )和深水页岩
。

此现象揭示了砂质高密度浊流衰变速率较快的特点
。

当浊流块状堆积 (巾ass
de p闲 t )形成粒序层 ( A )之后

,

很快就进入到下部水流动态的粉砂和极细砂的小型沙纹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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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沉积 (C )
,

并且流体中的细碎屑 也较快速地停积

完毕
,

因此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发育上部平行层
,

而是

直接过渡到云雾状悬浮泥质物 的沉淀阶段
,

形成 E

层
。

流体性质讨论 层序组 B 以泥杂基少
、

颗粒支

撑为主要特点
,

这种富砂的浊积岩一般被认为属沉

积物浓集度相对更高的浊流的沉积产物 (P ick er i n g

e t a l
. ,

19 8 6 ; S t o w
,

1 9 8 5 )
。

从 B
,

一 B
Z

~ B 3一 , B : ,

流体

的沉积物浓集度依次降低
,

侵蚀作用则依次增强
。

缺

乏完整的鲍马层序
,

常见的类型是 B
, 、

B
,

和 B
3 ,

说明

这种砂质高密度浊流衰变快
,

属于 w al ke
r ( 1 9 6 5 )和 图 J 砂质高密度浊流沉积 (层序 B

:
)的

w alt
o n ( 1 9 6 7 )的非成熟型浊流

。

正粒序和侵蚀底界面
,

江庆则剖面

2
.

1
.

3 层序组 e :

泥质粉砂
、

细砂岩和泥岩
,

泥 F地
.

」 N o rm a l g r a d in g 。 n d 。 r

喻 d 切 t t o m

质含量 > 2 5% b o u n d a r y i。 th e s a n d y h ihg
一
d e n s i t y t u r b id i t y

C
l

中厚层状的泥质粉砂
、

细砂岩
,

分选差
,

泥
e u r r e n t d e p o s ist ( s e qu e n e。 B

3

) i n

质含量 2 5一 7 5%
,

无 内部排列组构
,

顶底界平坦
,

与
`h e J i a n g q in g z e ”即`i o n

互层的页岩突变接触
。

属富泥的细粒高密度浊流的快速堆积产物
。

C
Z

厚层
、

块状粉砂质泥岩
,

一般灰至灰黑 色
,

不显层理构造
,

底部通常含砂质碎屑
,

与

水平纹理发育或具生物扰动构造的黑色页岩互层
。

R ck er i n g 和 H isc ott 等 ( 1 9 8 5) 将这种非同

寻常的浊积类型解释为较小型盆地中的体积大
、

泥质高度浓集的浊流产物
,

并将这种侵位流

称为
“
限制性浊流

” 。

在小型盆地中
,

浊流在砂
、

粉砂质载荷的卸载期间发生多向偏离和反射
,

在沉积界面之上的水体中形成泥质高度浓集的泥云
。

泥云发生絮凝作用而快速沉降下来
,

便

形成此类块状浊积泥岩
。

2
.

2 低密度浊流沉积层序 ( )L

p iP
e r ( 19 7 8 )

、

S t o w 和 S h a n tn u s a n ( 1 9 8 0 )所建立的低密度浊流沉积层序并不能概括日喀

则群复理石低密度浊流的沉积类型
。

因此
,

我们在辨认出 4 种 低密度浊流沉积组 合的基础

上
,

提 出了一个低密度浊流沉积的理想综合层序 (图 5 )
。

日喀则群复理石低密度浊流沉积层序的流体动力解释如下
。

我们知道
,

从流体性态来看
,

低密度浊流属下部水流动态
,

其沉积作用可以说是两种过

程的叠加
:

悬浮物的垂向加积+ 流体底部的剪切牵引推移
。

当加积的沉积物粒度大到超过底

剪切牵引动能的上限时
,

就无法被改造而出现推移质的床沙底形
,

其结果是 出现正粒序层

( L
,
)

。

当沉积物的粒度较小
,

以致流体底部的剪切牵引力能够将其推移改造成小型沙波时
,

就形成了爬升形沙纹层理 ( L
Z
)

。

L
。
则是在垂向加积物比较丰富

,

且底牵引比较弱的情况下产

生的
。

L
;

是浊流衰减至尾声阶段的产物
,

表现为悬浮的云雾状泥和细粉砂的絮凝沉降作用
。

根据我们对青藏高原深水沉积的研究
,

上述低密度浊流沉积的理想层序是具有代表性和实

用性的
。

2
.

3 鲍马粒序 ( A )与低密度浊积粒序 (L
1
)的鉴别标志

目前在有关浊流沉积的文献中
,

将高密度浊流沉积与低密度浊流沉积相混淆的例子并

不少见
,

这主要是对鲍马层序粒序层的成因机制认识不足之故
。

不能只见到浊积岩中的正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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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羹ō到一户羹飞丢鳌秘ǎ霍重一三分气冬苏徽石一
孟孟夔夔 遍遍 }}}

濡!昌人护活三二夕 A 3

B
.

低密度浊流沉积
综合理想 层序 ( L )

生物扰动的泥摹
水平纹理的泥质

波状至断续状的
粉砂和泥质的相
I可条带

二d门̀LL剑昌一

润石二城

熨三}
小型沙纹层理的
粉砂至极纽砂

正粒序的粉砂
、

细

砂
.

有时含中枪砂

LLL

擎曰丁盯司士
下tf上3m

r

F i g
.

5

图 5 日喀贝lJ群复理石 低密度浊流沉积层序

S e q u e n ce s o f ht e l o w
一
d e n s立t丫 ut r b记 syt

e u r r e n t d e p o s i st in t h e x i g a z e F l y cs h

序构造就将其确定为鲍马层序的 A 单元
,

然后再根据粒序层上部发育的沙纹层
、

水平层等

组合
,

确定出一系列不完整的鲍马序列
,

如 A
一

--C D 一 E
、

A
一

D
一

E 或 A
一

E 等
。

事实上
,

有许多正粒

序层并不属于高密度浊流的沉积产物
,

而是属于低密度浊流的沉积产物
,

其形成机制上文 已

论及过
。

在深水沉积研究中
,

明确区分高密度浊流沉积与低密度浊流沉积是一项很重要
、

也

很有意义的工作
。

鉴于此
,

我们在建立低密度浊流沉积层序的基础上
,

将鲍马粒序与非鲍马

低密度浊积粒序的鉴别标志归结为表 2
。

从表 2 可知
,

高密度浊流和块体堆积 ( ma 、 d叩。叭 )的机制决定 了鲍马粒序 (A )厚度大
、

粒级范围较宽的基本特点
,

而低密度浊流和悬浮物的散落堆积 ( fal lou t) 则必然导致 L
」

厚度

较小
、

粒级范围较小且细的基本特征
。

3 相组合
.

日喀则群砂
、

泥质复理石可分为海底扇沉积组合和非扇沉积组合两大类 (图 6)
。

海底扇沉积组合中主要发育的是中扇朵叶体
、

中扇水道和外扇朵叶体相序
。

在研究区
,

我们尚未发现与之相配套的内扇水道相序
,

这可能与此种扇体具有比较稳定的内扇水道
,

其
沉积出露有限

,

不易被发现
,

而中扇
、

外扇沉积展布面积大
,

容易被发现有关
。

中扇水道沉积

心MP
,

)具有明显的向上变薄
、

变细的相序
,

砂岩层总体上呈透镜体产出
。

中扇朵叶体、M F :
)具

向上变厚
、

变粗的相序
,

砂岩层比较稳定
,

侧向延伸远
。

中扇水道和朵叶体的主要沉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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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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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鲍马粒序 ( A )与低密度浊流沉积粒序 ( L
l

)的鉴别标志

T a b le 2 C r i te r la f o r ld e n t i f i ca t i o n fo t h e云 ) u m a d l v肠 i o n ( A )

and lo w
一

ds
n s i t y 扣 r b id i t y e u r r

ne t d e P沮 i t d i v ls lo n ( L
,

)

鲍鲍马粒序 ( A ))) 低密度浊流沉积粒序 (L
,
)))

111
.

鲍马层序的 A 、 B 单元麟典型的高密度浊流流 1
.

粒序 L L

属于低密度浊流悬浮物的垂向降降
沉沉积

,

其中 A 是块体堆积 ( m。 , de 卿 i)t 产物
, BBB 落 ( fa llo llt )产物

,

在低密度浊流中不存在上上
属属于上部水流动态的底剪切

、

牵引产物物 部水流动态
,

故缺乏下平行层 BBB

222
.

碎屑的粒度分布范围大
,

通常包括从砾级到到 2
.

粒度分布范围小
,

一般是细砂 至粉砂级
,,

粉粉砂级碎屑
...

有时含少量中砂砂

333
.

粒序单元的厚度一般 > 10 。。 3
.

粒序单元的厚度一般 < s c m ,

最常见的是是
((((( 3Cmmm

444
.

产 出于中厚层 以上 ( > 10 c m ) 的砂岩层发育育 4
.

产出于薄层至极薄层 ( < 10c m ) 粉砂岩和和
的的相段中中 砂 岩层发育的相段 中中

M F
I

厂
示l
了矛了飞式

oF.03
.

NF承
户

l
了
1

.

乎

!
|

,, r t , r , r 竺 rrr
一一下一1 一万一万一门「一一

,,
: :::

户户户

`̀̀

注注二二二乙二二
,, 尸, 尸 , , , 户甲甲

陌陌一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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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口乙乙二二二
... , 户 , . . , 尸 . . ` ,

,,

芝生、

。

过

l了..es.ee一F.3
mN o

图 6 日喀则群砂泥质复理石的相组合

M F卜 中扇水道相序
, M F卜 中扇朵叶体相序

; o F
.

外扇朵叶体相序
, N F 卜 非扇低密度浊流沉积相序

;

N F 2 .

非扇泥质高密度浊流沉积相序
, N F 卜 含砂质高密度浊流沉积的非扇相序

jF s
.

6 凡
e ie s 朋 s o c ia t i o n s o f t he sa n d y a n d m u d d y f ly sc h i n t h e

iX g a ez G r
ou P

M F
i

= m id dl e一 f a n e h a n n e l l a e i e s
se q u e n e e , M F

Z

= m id d l e
一

加 n lo be f a e ie s s e q u e n e e , O F 二 o u t e r一 af n l o be 份 e ies

s e q u e n c e , N F 一= f a c祀 5 s e q u e n ce o f n o n 一 fa n lo w
一

配
n s l t y t u r b id j ty e u r r e n t d e

op
s i st ; N F

Z

= f a cj se s e q u e n e e o f

n o n 一 fa n m u d d y h ihg
一
d e n sj yt ltt rb i di yt e u r r e n t d e

op
s ist ; N F

3

= n o n 一 fa n f a e ise s e q u e n ce o f sa n d
一

be a r i n g h ihg
-

d e n s i t y ut
r bi d iyt cu

r r e n t de op
s ist

是高密度浊流沉积层序 A
, 、

A Z

和 A
3 。

外扇相序 (O F )主要是低密度浊流沉积层序 (L ) 的组合
,

其与非扇沉积的区别在于它具有向上变厚变粗的相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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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扇沉积组合的相序 N FI

系低密度浊流

沉积层序 () L的韵律性重复 (图 7)
。

相序 N P
:

是
、

一种特殊的类型
,

由高度浓集的泥 质浊流
,

即
“

限制性浊流
”

的沉积组合
。

相序 N F 3

为复合沉

馨赢黯篡架{变叠嘿黑
一

这些高密度浊流的沉积物主要是蛇绿岩碎屑
。

根据古流向侧定
,

其源自盆地的非面
,

沉积方式
·

主要充填截切水道
、

溢岸流和面状砂质高密度

浊流的沉积
。

4 沉积模式分析

前人曾把 日喀则群当作单斜地层
,

从而测

出的地层厚度达 6 00 0一 70 00 m
。

通过系统的野

外工作
,

我们发现它是个复式向斜
,

而且向斜南

翼 地层的总厚度大约俪0m
,

北翼 28 00 m 左 图 7 低密度浊流沉积的韵靴互层
,

东嘎剖面

右
,

这揭示了沉积盆地原始沉积南薄北厚的充 珑
.

7 hR hyt m i。 lay er in幻
。 : h

。
low

一

de
n
ist y

填形式
。

此外
,

南北两翼的基本沉积特征也有明 ut br iid yt 。 ur er nt de pos ist i。 t he oD
n
铭

a ,
* ct iol’

显的差异
。

.4 1 复式向斜南翼砂泥质复理石的主要特点
,

( 1) 碎屑沉积物主要是成熟的石英砂和粉砂
。

( 2 )古流向平均方向为北北东
,

呈扇形展开 (图 8)
,

即总体由南向北的流动
。

( 3) 盛行富泥的粘性沙质高密度浊流沉积 ( 层序组合 )A 和低密度沙流沉积 (层序 L )
。

(4 )代表性沉积单元是海底扇体系
,

扇体的中扇和外扇相序特别发育
,

分布面积广
,

结合

上 面的特点 3, 可以推测这些扇体具有类似被动边缘型的高效海底扇 h( ig h ef icf i en st ub m a -

r i n e
af

n )的特点
。

(5 )垂向上
,

中下部主要是海底扇沉积
,

上部为非扇浊流沉积
,

其中以发育高度浓集的泥

质浊流沉积为特征 (图 8)
,

4
.

2 复式向斜北翼砂泥质复理石的基本特点

(1) 碎屑沉积物有两类
`
一类是成熟的石英砂和耸砂

; 另一类主要是蛇绿岩碎屑
·

两者基

本上不混积
,

而是各自沉积成层
。

(2 )古流向显示北北东和南南东双向式 (图 8)
。

石英砂和粉砂岩层的古流向总体向北
,

指示沉积翅源 自于盆地的南面
。

与之相反
厂

,

蛇绿岩质碎屑岩层的古流问则总体间南
,

指示沉

积物来源于盆地的北面
。

一

( 3) 源于盆地北面的蛇绿岩质碎屑岩主要系砂质高密度浊流的沉积 (层序组 合助
,

而源

于盆地南面的石英砂岩和粉砂岩却主要属于低密度浊流沉积和富泥的粘性砂质高密度浊流

沉积 (层序组 L 和 A )
。

这一现象表明物源是决定流体性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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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日喀则群砂泥质复理石的沉积相柱状图

1
.

厚层状砂岩 ; 2
.

中厚层状砂岩
。 3

.

薄层状粉砂岩
; 4

.

页岩 ; 5
.

块状泥岩
; 6

.

蛇绿岩质砂岩

F i g
.

8 eS di m e n at r y 企a e ies
c o lu m n s o f t he s a n d y a n d m u d dy f ly s e h i n th e X ig a ez G r o u P

l = ht ie k
一

be d d de as n d s ot n e ; 2 = m do
e r a et ly th ic k

一

比 d d de as n d s
ot

i l e , 3 = ht i n
一

be dd de
s il st t o n e ;

4之 5 1一a l e ; 5二 m a ss i v e m u d s t o n e ; 6 ~ o p h io l i t沁 s a n d s ot n e



岩 相 古 地 理

(4 )特征的沉积类型是高度浓集的泥质浊 流的沉积 (层序 C
: 、

相序 N F户
,

该沉积类型在

剖面中所古的比例比向斜南翼大得多
。

(匀垂向变化
,

下部主要发育夹有砂质高密度浊流沉积的非扇相序 ( N F。 和扇体系
,

上部

则主要是非扇的
“
限制性

”

泥质高密度浊流沉积 N(
F Z

)和低蜜度浊流沉积 ( N F
,
)的组 合

。

根据复式向斜南北两翼的沉积特点可以看出
:

( 1 )导致复式向斜南
、

北两翼沉积性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南翼是单向物源的沉积
,

而

北翼则是双向物源
、

多种流体和流向几乎呈正向相对的复合沉积
,

因此
,

它不仅捕集的沉积

物多
,

沉积厚度大
,

而且沉积特征也复杂得多
。

一

( 2) 盆地南侧海底扇发育
,

而且属于物源丰富的富泥的高效海底扇类型
。

扇体发育通常

标志着相对海平面下降或区域性构造抬升作用
。

(3) icP ke irn
g 和 iH 、 ot t( 1 98 6 )所描述的

“ 限制性
’ ,

泥质高密度浊流沉积发育
。

这一特殊 的

浊积类型给我们提供了两条信息
:

.A 沉积盆地规模较小
,

有一定的局限性
`

从垂向演化来

看
,

地层柱子的上部这种浊积类型特另咪育
,

说明盆地是向着规模逐渐变小
、

局限性增强 的

方向演化的
; B

.

此浊积类型在复式向斜的北翼比南翼发育
,

说明北翼的原始沉积水体深
,

因

为每一段浊流在砂和粉砂物质卸载
,

并停止流动时
,

其所携带的云雾状泥一般都汇聚在盆地

的深水部分
。

此外
,

北翼低密度浊流沉积比南翼发育
,

也说明往北水体是加深的
。

(4 )复式向斜北翼所夹的蛇绿岩质碎屑岩具有与发育在盆地北缘的蛇绿岩质砂砾质海

底扇沉积相同的沉积物成分
、

相同的物源方向和相同的沉积流体性质
,

说 明两者具有成生联

系
。

这些非扇的蛇绿岩质浊流沉积可能发育在蛇绿岩质海底扇的外缘靠盆地中心一侧
,

直接

受蛇绿岩质海底扇浊流事件的影响
。

上述特征进一步表 明日喀则群复理石属于造山期的残留盆地沉积
。

这一论断我们在
“

喜

马拉雅特提斯域中新生代沉积盆地演化的构造格局及其与阿尔卑斯的对 比
,,

及
“
雅鲁藏布江

缝合带日喀则群蛇绿岩质海底扇及其板块构造意义 (见本期 )
”

两文 中都比较详细地论证过
。

图 9 是对 日喀则群复理石沉积特征的一个简要概括
。

5 结论

.1 日喀则群砂泥质复理石的浊积层序类型相当齐全
,

包括粘性 (富泥 )砂质高密度浊流
、

砂质高密度浊流才限制性
,,

泥质高密度浊流以及低密度浊流的沉积层序
。

其中
,

低密度浊流

沉积层序很有特色
,

它是介于鲍马层序与 iP pe r ( 19 7 8) 及 tS ow 等 ( 1 9 8 5) 的细粒浊积层序之

间的过渡类型
。

我们希望这一低密度浊积层序的建立
,

将有助于正确区分鲍马层序和低密度

浊流沉积
,

并能起到完善浊流沉积层序的作用
。

.2 海底扇是 日喀则群复理石的重要沉积单元
。

盆地南侧主要发育富泥的高效海底扇
,

其

基本特征与成熟被动边缘型海底扇相同
。

盆地北侧以发育蛇绿岩质砂砾质海底扇为特点
,

这

些海底扇则与活动边缘型的扇体很相似 (见本期
“

难鲁藏布江缝合带 日喀则群蛇绿岩质海底

扇及其板块构造意义 ,’)
。

3
. “

限制性
”
泥质高密度浊流沉积的发现及其在纵横向上的分布

、

高密度浊流沉积发育
、

沉积物成分和物晾分析
、

古流向等特征表明日喀则群复理石沉积盆地的沉积物洪给丰富
,

盆

地是向着
_

规模逐渐减小的方向演化的
,

且盆地可能呈南侧坡降缓
、

水体相对浅
,

而北侧坡降

陡
、

水体深的不对称形状
,

属子板块开始碰撞造山期的残留复理石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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