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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阿舍勒
、

冲乎尔地区泥盆纪

岩相古地理研究

牟传龙 刘 宝姑 朱晓镇 邢雪芬 仲勇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内容提要 〕 新疆阿舍勒
、

冲乎尔地 区泥盆纪地层以火山岩为主
,

伴有陆源碎屑岩和内源沉积

岩
。

对其古地理面貌的恢复
,

只有采用特殊的研究思路才能实现
.

缘于此
,

本文采用成因相和环

境相的研究思路
,

对该地区的岩相古地理面貌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和恢复
,

为如何在火山沉积

盆地中进行古地理研究提供了思维方法和工作模式
。

关键词 泥盆纪 相序列 岩相古地理 成因相 环境相

新疆泥盆纪地层的工作开展较早
,

并取得 了一系列的成果
。

在此基础上
,

进行了初步的

岩相古地理研究
,

尤以王鸿祯 ( 1 9 8 7 )以及新疆地质科研所 ( 1 9 8 8) 为代表
,
他们对泥盆纪岩相

古地理格局所进行的探讨和小比例尺的岩相古地理图的编制
,

为后来的研究奠定 了良好的

基础
。

实际上
,

对该区泥盆纪进行较大比例尺岩相古地理的研究尚少有人涉猎
。

由于其复杂

的构造形变
、

强烈的变质作用以及特殊的堆积体
,

都为对该区泥盆纪岩相古地理研究的开展

带来了一定难度
。

笔者有幸承担了
“

八五
”
国家攻关 30 5 项 目中的一部分研究工作

,

对新疆阿

舍勒
、

冲乎尔泥盆纪火 山沉积盆地进行了初步的岩相古地理研究
,

为如何在火山沉积盆地中

进行古地理研究提供思路和研究实例
。

1 泥盆纪相的划分

自 G er e y ( 1 8 3 8) 提出相这一概念 已有很长的时间了
,

但对相的含义至今尚有不同的认

识
,

主要表现为
:
( 1 )相仅仅是岩性的客观描述性概念

,

如砂岩相 ; (2 )相是赋育一定成因意义

的解释性概念
,

如深海相
、

浊流相
·

实际上
,

相应具备二方面的含义
:

一方面 : 是物理行为
,

反

映出相的搬运和堆积过程
,

谓之成因相
; 另一方面

,

尽管相的地质背景具有多解性的特点
,

但

相分析的目的
,

不仅是探索其物理行为
,

更重要的是探索恢复地质方面的意义
,

阐述其古环

境
,

因此这一部分称为环境相
。

成因相和环境相两者是不可分割
、

紧密联系的
,

同时
,

也存在

不容混淆的区别
,

即某一沉积作甩都有与之相应的一种或几种沉积环境
,

而一种沉积环境也

有一种或几种沉积作用
。

近代有关事件沉积研究的迅速发展
,

使相动力学分析更为复杂和困

难
。

对地层比较完整
、

相连续渐变的地区
,

人们利用瓦尔特相律分析其环境
,

并恢复古地理面

貌
,

目前已取得了斐然的成就
,

但这方面的研究更多地位于碳酸盐岩和陆源碎屑岩分布广泛

的稳定沉积区
,

也就是说
,

是正常的沉积区
。

而阿舍勒
、

冲乎尔地区泥盆纪时期
,

是以火山事

. 本文 1 9 95 年 3 月 1 9 日收稿
.



岩 相 古 地 理

件沉积为主的古地理单元
,

用传统的相分析方法显得苍 白无力了
,

即著名的瓦尔特相律分析

方法不能完全适用
。

对于火山沉积盆地
,

由于内
、

外地质作用错综复杂
,

事件本身就是随机

的
,

因此
,

对其沉积相及古地理研究应该采取特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只有把成因相和环境

相结合起来
,

进行沉积动力学相分析
,

才能揭示和恢复当时的占地理面貌
。

根据阿舍勒
、

冲乎尔地 区泥盆纪火山沉积盆地中堆积物的客观特征
,

其沉积相类型可以

分成环境相和成因相两大类
,

每大类相又细分为几种微相 (表 1 )
。

各细类相的特征另有文章

专门叙述
。

2 沉积模式探讨

有关沉积相模式的描述和讨论的专著和文

献很 多
,

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

对于地层完整连

续的沉积岩地 区
,

人们运用瓦 尔特相律编制和

绘出了多种沉积模式
,

进行了很好的总结
。

该区

泥盆纪盆地是以火山事件
、

浊流事件为主
,

伴有

正常沉积作用的堆积场所
,

因而在讨论沉积模

式的时候
,

环境相和成因相是不可分割和紧密

相关的
,

并且在研究的思路上与传统的相模式

研究也有所差别
。

下面将从环境相和成因相的

角度上
,

不同层次地探讨沉积模式
。

2
.

1 成因相模式

2
.

1
.

1 火山岩的堆积 (沉积 )模式

火山岩成因相包括爆发相和溢流相
,

具体

细分为空落相
、

火 山浊流相
、

水下火山碎 屑流

表 1 阿舍勒
、

冲乎尔地区泥盆纪相类型

T a b le 1 F a c i e s t y P e s i n ht e A s h e l e a n d

C b o n g h u r r e g i o n s d u r i n g t h e D e v o n i a n

一

{
·

一{一{
L溢流相

降落沉积

碎屑流沉积

涌浪沉积

流

流流浊屑粒屑碎顺碎山山山火火火
r21||||es、

相流

相岩重力暴山风火

火 山浊流相

陆源碎屑浊流相

相海深盯州相绷相代州相滩州相陆海礁台海海物浅限深浅滨生局
了

l
se又|
.

1
相境环

相
、

火山颗粒流相等
.

空落相是火山喷发时的火山灰或细的火山物质通过大气搬运
,

后因重

力作用而堆积下来
。

因此
,

它的堆积位置通常离火山口较远
,

而堆积的环境可能是陆相或海

相环境
。

本区的空落相多数位于浅海一深海环境中
,

往往构成火山浊积岩的远端或上部单元

组分
.

水下火山碎屑流相
、

火山颗粒流相的堆积
,

位置通常较空落相和火 山浊流相离火山口

近
,

发生的古地理位置应是火山斜坡
。

火山浊流
,

因其形成的条件而决定其搬运物质的堆积环境应是火山盆地 (火山洼地 )
。

火山溢流相中的柱状节理细碧岩是海平面下降时所形成
,

枕状细碧岩则形成于火 山盆

地中
。

根据其沉积特征和野外的客观展布
,

可将火山岩的成因相模式总结如图 1 所示
。

2
.

1
.

2 该区泥盆纪托克萨雷组中的陆源碎屑浊流沉积模式应为浊积扇模式

要识别一套浊积岩的沉积模式
,

仔细研究沉积地层中的特殊标志
,

如有无水道的证据
,

是非常重要的
。

迄今为止
,

多数研究者认为陆源碎屑浊流有两种沉积模式
,

分别是海底扇和

海槽模式
。

而两者的区别除物源
、

古流向等差别外
,

有无水道是两者的根本辨别标志
,

即海底

扇中具有水道
,

而海槽模式中则不发育水道
。

仔细考察托克萨雷组的浊积岩后
,

我们发现
,

水道沉积砂体或砂砾岩体在研究区分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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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阿舍勒地 区泥盆纪火山岩成因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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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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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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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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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阿舍勒地区泥盆纪托克萨雷组浊积岩剖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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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现有由水逆侧向侵蚀形成的
“
泥砾块

” .

砂体侧向延伸不稳定
,

呈透镜体
。

同时
.

水道砂

体的底面往往具有由水道深切所形成的侵蚀坑洼
,

从而使其底界面呈现出波状起伏
。

升此而

外
,

在研究区的霍特拉克和姜居勒克村剖面
,

发现 有更为 明显的水道砾岩或砂砾岩体
,

该地

质体侧向不稳定
,

呈透镜体
,

其岩性为变砂砾岩
,

在霍特拉克厚 s m
,

在姜居勒克村厚达 30 m

左右
,

砾石的含量不均匀
、

分选性差
,

具有平行层理
、

交错层理
。

在砂砾岩体相邻的砂体中
,

常

常可见到具斜层理的较细组份被较粗组份侵蚀
,

并大量出现分枝复合现象
,

显示 出水道迁移

的痕迹
。

上述的信息
,

说明该区陆源碎屑浊流应为扇模式
。

2 环境相模式

对一个地区进行相的动力学分析
,

其目的是要揭示该区的古地理格架和面貌
。

进行成因

相模式的探讨
,

也在于帮助建立和划分环境相
,

从这种意义上说
,

成因相和环境相是不可分

害组的
。

恢复该区泥盆纪地层的环境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

其原因在于泥盆纪时期
,

该区是以

火山岩为主体的堆积场所
。

这次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把沉积学的原理和方法应用于火山岩的

堆积环境和搬运机制的解释中
,

对该区广泛分布的火山岩
,

首先进行成因相的研究
,

探 明其

搬运机理和流体性质
,

再进一步寻求环境信息
,

帮助建立和恢复环境相
,

即古地理环境
。

同

时
,

由于火山沉积盆地中
,

除了火山岩堆积体外
,

还伴有正常作用形成的沉积物
,

即沉积岩夹

层
。

这些属于水域内的必然产物
,

直接受其古地理环境所控制
,

因而这些沉积岩夹层所反映

出的环境意义是客观和真实的
。

如果只对火山岩进行成因相研究
,

要准确恢复其堆积环境几

乎是不可能的
。

所以
,

研究火 山岩成因相的同时
,

对其中的沉积岩夹层进行准确的环境相研

究
,

用以解释火山岩的堆积环境
,

阐述区域上整个古地理面貌是非常重要的
,

也是必不可少

的
。

只有这样
,

才能准确认识和恢复火山沉积盆地内的古地理和沉积式样
。

2
.

1 相序列和旋回分析

2
.

1
,

1 阿舍勒村剖面相序列

阿舍勒村剖面发育的地层为阿舍勒组地层
,

是 由火 山岩夹一些沉积岩和火 山沉积岩所

构成 (图 3 )
。

该剖面呈现出两种环境相和两种成因相
,

即浅海相和深海相
,

火山浊流相和爆

发相
,

充分体现了成因相和环境相紧密相关的特点
。

剖面的下部由火山岩和沉积岩组成
,

火

山岩主要为凝灰岩
,

沉积岩为簿层状灰岩
、

粉砂岩
、

中一厚层块状灰岩
、

砂质灰岩
、

泥灰岩以

及硅质条带
.

地层中具有水平层理
、

波痕
、

韵律层理以及火山喷射角砾
。

这些岩性和沉积构

造说明其沉积环境为浅海
,

从而指示该段中的火山岩的堆积环境也为浅海
。

上部由火山灰凝

灰岩
、

含放射虫的硅质岩
、

含角砾凝灰岩和角砾凝灰岩组成
。

火山岩中具有不完整的鲍马序
,

列组合
、

底模构造和深水遗迹化石
。

这些信息说明该段火山岩堆积环境为深海
一

次深海
,

其环

境相为深海
一

次深海相
。

上述反映出阿舍勒村西的沉积旋回为从浅海— 深海
一

次深海变化的海进旋回
。

2
.

1
.

2 多拉纳萨依剖面相序列和旋回

多拉纳萨依剖面出露的地层为托克萨雷组 (图 4 )
,

下部由灰色硅化微晶灰岩组成
,

往上

变为灰色生物碎屑灰岩和生物礁灰岩
,

生物碎屑 由海百合茎组成
,

造礁生物主要有枝状珊

瑚
、

蜂巢珊瑚
、

群体珊瑚和层孔虫
。

反映出环境相为浅海相和生物礁滩相
;
上部由巨厚的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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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乎尔地区泥盆纪岩相古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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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屑浊积岩构成
,

其成因相为浊流相
,

环境相则表现为深海
一

次深海相
。

反映出海退一海进的

旋回
。

2
.

1
.

3 喀英德剖面相序列

喀英德剖面呈现的地层为阿舍勒组下部地层
,

相当于 D川 ` 、

zD az 段
。

剖面的底部 出露不

完全
,

直接与花岗岩体相接触 (图 5 )
。

下部由凝灰质砂岩组成
,

含有丰富的火山泥球
。

泥球具

有好的同心环构造
,

形成以圆形为主
,

伴有压扁状或椭圆状
。

绿帘石化强烈
。

具有波痕及生

物遗迹化石
;
上部由薄层状的灰岩

、

白云岩
、

硅质岩和凝灰岩
、

凝灰质砂岩所构成
。

根据沉积物性质和沉积构造
,

可以认为该区的环境应为浅海
。

但值得说明的是
,

火山泥

球的出现
,

反映出该区或邻区曾有陆相喷发
。

这是因为火山泥球一般是大陆喷发
、

水中沉积

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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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系统 岩性柱 } 岩性描述 及其沉积构造 化石 环境

深海

次深海

中厚层状砂 岩和粉砂 质泥岩
、

泥岩组

成宏 现的 砂泥韵律互层
.

由岩体影响
,

岩石强烈角岩化
。

远 离岩体角岩化减

弱
.

出现各仲变余层理
.

包括校序层理
、

平行层理
、

沙纹层理
、

水平 层理
.

以

C D E I M { D E 鲍马序列为主
,

井夹 有数

层透镜状产出的 含砾砂岩体

灰绿色粉砂 岩
、

泥质粉砂岩 与粉砂

质泥 岩和泥 岩组成 韵律互层
,

发 育

大量的鲍马序列组 合
,

尤以 C D E 常

见
,

也 见有 BC D E 底模构遣发 育

上部为糜 棱岩化的微晶灰岩

中 下部由灰色 生物 碎属灰 岩和 生物

礁灰 岩组成
,

礁体向两侧变薄
,

呈透

镜状产 出

少量海 百台

茎
、

层几虫

及枝状蜂巢

和单体珊瑚

礁滩

灰色硅化微晶灰岩 (度棱 合化强烈 )

少最海百

茎化石 浅海

100
nI50。

图 4 多拉纳萨依托克萨雷组相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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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相模式

运用上述剖面的分析方法
,

对研究区的泥盆纪进行了广泛而详细的考察
,

总结出该区泥

盆纪环境相模式主要有下列几类
。

第一类 (图 6A )
,

该类环境相模式发育于康布铁堡期
,

是泥盆纪火山沉积盆地成生的最

早期
。

它是在早古生代造山和成陆的基础上
,

由于区域的拉张活动和海平面上升所形成的
。

第二类 (图 6 B ), 由于区域拉张裂陷的扩大
,

同时海平面上升
,

使该区火山沉积盆地范围

扩展
,

在裂谷中心区成为深海
一

次深海环境
,

裂谷的西侧为碳酸盐缓坡
,

缓坡上断续分布有生

物礁
,

东侧冲乎尔地区为次深海
、

滨浅海及碳酸盐孤立台地
。

第三类 (图 6 C )
,

裂谷中心和西边的裂陷作用加强
,

而东边减弱
,

从而呈现出该类环境相

模式的空 间配置
,

即阿舍勒地 区和玛尔卡里断裂以西地区为深海
一

次深海环境
,

而快德弄北

东侧大断裂以东成为统一的浅海
、

滨浅海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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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岩相古地理

晚志留世末
,

新疆大部

分地 区发生 了晚加里东运

动
,

阿尔泰北部
、

天山中部和

昆仑西部部分地 区相继上

升
,

形成 了阿 尔泰
、

西 昆仑

岛
。

这一古地理格架成为泥

盆纪盆地产生和古地理发展

演替的基础
。

3
.

1 早泥盆世康布铁堡期

岩相古地理

研究区早泥盆世康布铁

堡期与晚志留世相 比
,

海域

范 围相对 缩小
,

此时北边的

阿 尔泰一带均隆 起成为陆

地
,

没有接受任何时期的沉

积
。

冲乎尔地区接受了早泥

岩岩性柱柱 岩 性 描 述述 环境相相

}}}
···

凝灰质砂岩岩 浅浅

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灰岩沉 积为主
,

夹有少量的硅质沉积积 海海

相相相相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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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喀英德阿舍勒组环境相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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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世康布铁堡组的沉积
,

岩

相为火山岩相夹有内源和陆源碎屑沉积岩相
。

其古地理环境
,

因受区域的拉张效应和全球海

平面上升的影响
,

沦为滨浅海
。

从区域的地层分析表明
,

此时的阿舍勒地区缺失与之相应的

地层
,

说明阿舍勒地区尚处于剥蚀状态
,

南部的布尔津一带也是如此
。

其古地理面貌如图 7

所示
。

3
.

2 阿舍勒期岩相古地理
深海

陆地

C

( D Z )

陆地

陆地

S L

A

( D
: )

图 6 泥盆纪环境相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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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期受区域拉张
、

断裂活动及全球海平面上升的综合效应的控制
,

使得区内发生海侵
,

海域向西扩展
,

海水浸提整个研究区
。

于阿舍勒期早期成为浅海环境
。

断裂活动造就了区内

沉积式样的分异
,

并控制了后期的沉积相演变
.

在阿舍勒一带
,

由于断裂活动强烈
、

裂陷幅度

较大
,

伴随大量的火山喷发
,

使得古地理由浅海迅速转变为深海
一

次深海环境
,

岩相由阿舍勒

期早期灰岩
、

粉砂岩夹火山岩建造变成晚期的火山浊积岩相和含放射虫的硅质岩相
。

同时
,

由于火山喷发物的快速堆积
,

造成了局部的高地形
,

从而形成了位于浅海背景下的小碳酸盐

台地和台地浅滩
。

这些碳酸盐台地在平面上分布不连续
,

有的为延伸不远的条带
,

岩性为厚

层块状的白云岩 ;有的为延伸很短的透镜体
,

岩性为厚层块状的白云岩和海百合茎灰岩
,

在

台地浅滩上
,

可见风暴作用 (图 8 )
。

海百合茎灰岩中具有粒序层理
,

粒序由海百合茎构成
,

表

现为正粒序
。

西侧
,

即玛尔卡库里断裂以西的多拉纳萨依地区直至中苏边境
,

在整个阿舍勒
期保持了碳酸盐台地环境

,

其岩相为簿层缺的泥晶灰岩相
。

在台地上
,

发育断续分布的生物

礁滩
。

东侧
,

即快德弄北东侧大断裂以东的冲乎尔盆地
,

存在两种环境的分异
,

其一是介于快

德弄北东侧和布尔津勃拉德
、

也拉曼和巴扬卓拉克一线之间
,

其古地理环境为深海
一

次深海
,

岩相以火山碎屑浊积岩相为主导 ;其二是介于勃拉德
、

也拉曼
、

巴扬卓拉克一线至塔尔浪海

流滩一线之间的地区
,

为滨浅海环境
,

岩性主要由石英杂砂岩
、

碳质粉砂岩
、

泥岩和层状灰岩

及含海百茎的变质结晶灰岩透镜体
,

同时含有大量的火山泥球
。

东北边的阿尔泰古陆仍然存

在
,

其范围与康布铁堡期大致相同
。

该期总的古地理面貌如图 9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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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性柱 岩性描述及其它特征

梦月刊月 海百茎灰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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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齐叶期岩相古地理

该期古地理格局受构造沉降和全球海平面下降所控制
。

阿舍勒地区
,

由于构造拉张强

烈
、

火山喷发 巨烈
,

形成了以火山岩建造为主的岩相特征
。

其成因相包括火山颗粒流相
、

火山

碎屑流相
、

火山浊积岩相
、

火山碎屑浊积岩相和火山溢流相
。

溢流相主要由枕状细碧岩构成
。

这些特征表明
,

该区仍维持了阿舍勒期的深海
一

次深海古地理环境
。

玛尔卡库里断裂以西的

地 区
,

则 由早期的碳酸盐台地迅速演化成深海
一

次深海相
,

其岩相为一套巨厚的陆源碎屑浊

积岩
。

上述的阿舍勒地区和多拉纳萨依及其以西的地区
,

古地理环境的演变主要受控于构造

沉降
.

该期
,

全球海平面处于下降时期
,

本应表现向上变浅的序列
,

但由于构造沉降幅度大于

海平面下降幅度
,

从而水域的深度大大加深
,

而成为深海
一

次深海环境
。

在冲乎尔地区
,

即快

德弄北东侧大断裂以东地区
,

构造活动较弱
,

表现为向上变浅序列
,

早期的深海演变成浅海
,

而早期的浅海环境
,

局部变浅成为一些小的孤立台地
,

从布尔津县龙 口剖面可以看出这一点

(图 1的
。

该期总体古地理面貌如图 n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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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性 住 岩性特征及沉积钩造

薄层状灰岩以及砂岩
、

泥岩组 合
,

具有浪成沙纹
、

水平层理
.

局部可 见拉序层理

厚层块状白云 岩
.

具 纹层构造
.

与下伏地 层之间的

界线为 暴露喀 斯待

浅海相

碳酸盐

台地相

极薄层泥晶灰岩与砂质灰岩
、

钙质砂岩组成 不规

则互层

凝灰质砂岩
.

其中含有火山泥球

石英杂砂岩 ( 现为石英片岩 》与 片岩或 千枚 岩 ( 粉

砂质泥 岩〕互层
.

夹有几 层薄层状 灰岩

凝灰质 砾岩或 含砾石英砂 岩

凝灰质砂岩或 长石石英砂岩夹黑色碳质粉砂岩

灰白色海百 合茎灰岩
.

破碎
.

片理 化强烈

海 百合茎 含量较多
·

但较
} 台地 相

一ì巨一嚷刚隔
|ó|匕

甘

图 1。 布尔津龙口泥盆纪沉积相剖面结构图

iF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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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新疆阿舍勒
、

冲乎尔地区泥盆纪火山沉积盆地的岩相古地理研究
,

使我们深深地

认识到
,

对火山沉积盆地的岩相古地理恢复只有通过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才能较准确
、

客观地

认识和恢复火山沉积盆地的岩相古地理格局
。

在这一认识过程中
,

首先得运用沉积学的原理

和方法对其充填物进行成因相和环境相的研究
、

划分
;
然后把成因相和环境相两者结合起

来
,

最终揭示地质历史时期的岩相古地理面貌
。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
,

沉积相动力学分析显得

尤其重要
。

由于对火山沉积盆地 (即以火山事件为主的堆积场所 )的岩相古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或

探索阶段
,

文中可能存在不妥之处
,

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
。

研究过程中
,

得到了陈毓川研究员
、

叶庆桐研究员
、

朱明玉高级工程师的帮助
。

对新疆

3 0 5项 目办公室的帮助
、

成都地矿所众多专家的指导
,

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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