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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阿舍勒
一

冲乎尔火山沉积盆地是一个以火山岩并伴有陆源和内源沉积物的堆积场

所
,

即该区泥盆纪地层是以事件作用的产物为其主要成分特点
.

显然
,

对其古地理的恢复
、

相的

划分采用传统的相序分析方法是不合适的
.

作者认为要阐明该区泥盆纪的古地理面貌
,

必须在

区域地层研究基础上
,

综合分析各种相标志和沉积物的特点
,

寻求它们的物理成因和地质成因

解
。

在这一过程中
,

相的动力学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

本文在上述学术思想指导下
,

把本区泥盆纪

的相分为成因相和环境相两大类
,

并对其中的微相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

从而为把沉积学的原理

和方法应用了火山岩的搬运机制和堆积环境研究中提供了先期研究实例
,

同时为研究和恢复该

区以至整个新疆北部泥盆纪的古地理格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关键词
:

泥盆纪 成因相 环境相 动力学

随着沉积学领域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发展
,

对瞬间或较短的地质历史时期 内所形成

的相标志
,

利用沉积物记录的研究越显重要性
。

每一种相标志和地层记录的形成
,

包括其形

成过程中的物理行为和地质行为
,

前者是具体的作用
、

过程和机制
;后者则表现为环境

、

条件

和背景
。

在很多情况下
,

相标志和地层记录的物理行为具单解性
,

而地质方面的意义
,

则是多

解的
。

众所周知
,

粒序层理在物理行为上只表现为密度流 (非牛顿流体 )的搬运和沉积作用
,

而地质成因的解释则是多种多样的
,

它可以是浊流
、

风暴流
、

火山碎屑流和洪泛流等内
、

外地

质事件的沉积作用反应
。

因此
,

要阐明一个地区的古地理风貌
,

必须在区域的地层研究基础

上
,

综合分析各种相标志和沉积物的特点
,

寻求它们的物理成因解和地质成因解
。

在这一过

程中
,

相的动力学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

1 成因相和环境相

自 G er ey ( 1 9 3 8 )提出相概念以来已有很长时间了
,

但对相的含义至今尚有不同的认识
,

概 括起来主要表现为
:

( l) 相仅仅是岩性的客观描述性概念
,

如砂岩相
; ( 2) 相是赋有一定成

因意义的解释性概念
,

如深海相
、

浊流相
。

实际上
,

考虑到相的动力学分析
,

相应具备二方面

的含义
:

一方面是物理行为
,

反映出相的搬运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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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时也存在着不容混淆的区别
,

即某一沉积作用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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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取得了斐然的成就
,

但这方面的研究仅限于碳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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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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冲乎尔地区泥

盆纪时期是一个以火山岩为主伴有内源和陆源碎屑沉积岩的堆积场所
.

从事件沉积学角度

来看
,

该地 区曾是以火 山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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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著名的瓦特相律分析方法不能完全适用
,

相的垂向分析也变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

我

们认为
,

在火山沉积盆地区
,

由于内
、

外地质作用错综复杂
,

事件本身就是随机的
,

所以对其

相及古地理研究应该采取特殊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把成因相和环境相结合起来进行沉积动

力学相分析
,

对于揭示槽区
、

造山带和活动大陆边缘表生沉积
、

生物作用与深部构造
、

岩浆作

用
,正常沉积与事件沉积

,

板内过程与板缘过程的特征和相互关系有重要作用
,

并可为古地

理分析打下坚实基础
。

事件可以分为地外事件和地内事件
,

地外事件主要是外星撞击
,

地内事件则包括生物绝

灭
、

海平面升降
、

火山喷发
、

冰川
、

大地构造
、

磁极移动
、

磁极倒转
、

沉积环境变化
、

缺氧事件
、

风暴
、

浊流等
,

因此
,

成因相可以作如下划分
:

地外事件沉积相
:

界线粘土岩
、

撞击岩等

地内事件沉积相
外力事件沉积

:

浊积岩
、

冰碳岩等

内力事件沉积
:

火 山碎屑岩等

包括一切正常作用所形成的相

zJ |||、 |

L
;

相相积积沉沉件常事正

rl|
J|`

…
相因成

沉积动力学研究就是从相动力学分析入手
,

仔细研究相的物理成因和地质成因
,

即成因

相和环境相的有机结合
,

探讨古地理变迁与区域构造和全球变化的相关性
。

2 相类型和特征

阿舍勒
一

冲乎尔地区泥盆纪沉积相类型包括成因相和环境相两大类
.

每大类又细分为几

种微相 (表 1 )
。

下面将详细描述各种细类相的特征
.

表 1 阿舍勒一冲乎尔地区泥盆纪相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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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生物礁
、

滩相

1
.

骨架岩隆礁 见于哈巴河多纳拉萨依
、

阿舍勒等地的托克萨雷组中
,

平面上呈透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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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

大小 1 50 m 又 7 o m 左右
,

块状
,

无层理
,

可见孔洞构造
,

显明显的丘状
。

可以划分出礁

基
、

礁核
、

礁前和礁后
。

礁基主要由薄层状的含生物碎屑泥晶灰岩构成
;
礁核主要为群体四射

珊瑚 E 、 d aP 勺 “ “ 二 sP
.

和床板珊瑚 hT
a m ,

oP ~
s p

. 、

tS iar
t oP ~

s p
. 、

单体珊瑚和枝状珊瑚
、

蜂巢珊瑚
、

层孔虫所构成的生物骨架岩
,

珊瑚体具原地生长组构
;
礁前主要为礁角砾岩

;
礁后

则为含海百合茎的泥晶灰岩
。

2
.

粘结岩隆礁 出露于玛尔卡库里大断裂西侧的阿舍勒村西一带
,

礁体呈透镜体状
。

珊

瑚具有原地生长组构
,

之间为灰泥和细小的海百合茎碎屑所充填
,

其中还有层状或板状层孔

虫
,

它不仅与珊瑚共同参与造礁
,

同时还起着粘结珊瑚体的作用
。

层状孔洞发育
。

生物礁死亡的原因为
:

礁体在薄板状的泥晶灰岩基础上生长发育之后
,

或被火山物质

(图 I A )
,

或被陆源碎屑沉积物 (图 I B )快速堆积
,

使礁体窒息而亡
。

3
.

滩相 由骨屑 为 主

(7 8 % )的灰岩构成
。

该相发育

广泛
,

在阿舍勒村西的托克萨

雷组和阿教泰组中均有发现
,

骨屑为海百合茎
。

海百合茎灰

岩已强烈变质
、

变形
。

由于受后

期构造作用的影响 已片理化
,

岩石为灰泥充填还是亮晶胶结

已难以确定
,

推测可能为亮晶

胶结
,

其中发育变余平行层理

和斜层理
。

2
.

2 滨浅海相

1
.

滨浅海相 主要由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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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物礁演化序列剖面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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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l a n a s a y i

岩夹陆源碎屑岩和灰岩构成
,

发育于冲乎尔地区下泥盆统康布铁堡级
。

该区的岩石已强烈变

质
,

沉积构造难以辨认
。

从剖面上看
,

陆源碎屑岩已变质成为石英片岩
、

二云石英片岩
、

白云

石英片岩
、

黑云石英片岩
、

绿泥白云片岩
;
火山岩也已变成变角斑岩

、

变流纹岩和变英安质熔

岩
、

变英安质凝灰熔岩
。

通过恢复原岩后
,

该剖面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
: 上部主要由石英角斑

岩
、

角斑岩
、

泥质砂岩夹透镜状灰岩
、

英安质凝灰熔岩及凝灰质砂岩构成
,

砂岩中见有变余平

行层理及浪成沙纹
,

同时具有大型楔状层理
; 上部主要为安山质火山岩

、

层凝灰岩
、

流纹岩
、

凝灰质砂岩和泥质砂岩
.

根据岩相特征和沉积构造
,

显示其沉积环境为滨
、

浅海
。

2
.

浅海陆架相 主要发育在阿舍勒一带的阿舍勒地层中
,

由薄层状泥晶灰岩以及灰岩

与粉砂岩的韵律互层所构成
,

见有波痕构造
,

常与火山岩相伴
。

2
.

3 深海相一次深海相

构成该环境相的除了正常相外
,

尚有其它多种成因相
,

正常相主要由薄层状硅质岩和紫

红色碧玉岩组成
。

薄层状硅质岩中发育水平纹理
,

常与枕状玄武岩
、

火山浊积岩相伴
。

紫红

色碧玉岩在研究区分布不规则
,

在蛾鲜岩体附近 的紫红色碧玉岩呈层状分布
,

延伸较远
,

并

含放射虫 (刘玉林 口述
,

19 9 1 )
,

与火山油积岩相伴
;
另一种呈透镜状分布

,

并与分布局限的枕

状玄武岩相伴
。

2
.

4 局限台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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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于阿舍勒组
、

阿勒泰组地层中
,

由厚层块状的白云岩或白云质灰岩构成
,

在床

阿依一带
,

延伸较远
,

呈带状分布
,

并且较厚
;
而在阿舍勒矿区内

,

则呈孤立透镜状产出
。

现均

已变质为结晶大理岩
,

与之上下相伴的岩石均为火山碎屑岩
,

表明该相的形成受控于火 山作

用
,

即火山喷出的物质形成一些高地形
,

为碳酸盐台地或浅滩的生长发育奠定了基础
。

同时
,

又由于下一旋回火山喷发导致碳酸盐台地的消亡
,

而成为淹没台地
。

2
.

5 火山岩相

火山岩相属成因相的一种
,

由火山活动堆积而成的事件沉积
。

本区的火山岩相为喷出

相
,

并可细分为爆发相和溢流相 (表 2)
。

表 2 新获阿舍勒
、

冲乎尔地区泥盆纪火山岩相类型及特征

T a价 e 2 F ac i se yt eP
s au d c h ar ac t e r is廿c s o f th e D e

vo
n i an v o l ca n ie

r
oc ks 垃 the A s h e l e 一C h o n g b u r r e g i o 皿 ,

X i n j i皿 g

火山岩相 岩 性 环 境

爆爆爆 空落沉积积 凝灰岩
、

沉凝灰岩岩 浅一深海相相

发发发 火 山喷射沉积积 沉凝灰岩
、

凝灰质砂岩岩 浅海相相

相相相 碎屑流沉积积 凝灰岩
、

集块岩岩 深海一次深海相相

涌涌涌浪沉积积 凝灰岩
、

沉凝灰岩岩 浅一深海相相

顺顺顺粒流沉积积 集块岩岩 深海相相

溢溢溢 枕状熔岩岩 枕状细碧岩岩 深海一次深海相相
流流流流流流

相相相相相相

1
.

爆发相 该相在本区分布广泛
,

根据火山碎屑搬运
、

沉积方式的不同
,

可划分为空落

沉积
、

火山喷射沉积
、

碎屑流沉积和涌浪沉积
、

颗粒流沉积
。

( 1) 空落沉积 这是指火山物质由海底喷出至空中
,

通过大气分选和重力作用而落入海

盆中的沉积物
。

从它的形成机制可以看出
,

一般是远火山口的火山岩相
。

其岩性为火山灰凝

灰岩和沉凝灰岩
。

岩石大娜呈灰绿色
,

成层性好
,

有水平层理和波痕等沉积构造
。

侧向延伸

稳定
.

构成火山浊积岩事件沉积中的背景沉积
、

爆发沉积顶部和浅海环境的沉积物
。

( 2) 火 山喷射沉积 由凝灰岩和沉凝灰岩所构成
。

它与空落相的区别在于岩石顶常见一

些较大的集块
、

砾石或石英
、

长石晶屑
,

不协调地覆于细的火山灰凝灰岩或沉凝灰岩沉积岩

中
。

这些较大的集块
、

砾石或晶屑常常具有压弯现象
,

这是由于火山喷射出来的岩屑或晶屑

由空中降落在凝灰岩悬浮沉积层中形成的
。

该相常分布于浅海环境中
。

( 3 ) 碎屑流沉积 火 山碎屑流是受重力控制的炽热高密度气
一

固分散 系 ( G as et al
.

,

1 9 8 7 ) 〔` , 。

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
,

火山碎屑流 ( p y r o e l a s t i。 f l o w d e p o s i t s )应该发育于大气环

境中
,

关于是否存在水下火山碎屑流是火山学中最困难和富于挑战性的领域 ( G as et al
.

,

1 98 7 )
。

尽管有些学者在这方面进行过有益的探索
,

但目前人们对水下是否存在有火山碎屑

流仍持有不同的看法 (龚一呜
, 1 9 9 0 ) . 。

另一方面
,

沉积物重力流的研究由来已久
,

并达到了

相当的水平
。

M id dl et on 和 H a m p ot (n 197 6 ) 〔幻
按支撑沉积物机理划分为四种沉积物重力流

,

即碎屑流
、

颗粒流
、

液化流和浊流
。

它们先通过表生风化阶段
,

尔后再通过密度流搬运堆积而

成
。

由此
,

我们考虑到将沉积学的原理应用于火山岩的搬运机制研究中
,

并发现水下火山碎

. 龚一鸣
,

1 9 9。
,

新祖北部泥盆纪火山沉积岩系的板块沉积学研究
,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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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流是存在的
,

不仅如此
,

火山颗粒流也是存在的
.

本区的火山碎屑流既不同于陆上火山碎

屑流
,

也不同于表生风化的再沉积火山碎屑流
,

而表现为水下火山碎屑流
,

主要分布于阿舍

勒矿区一带
,

由一套厚的集块岩
、

含集块角砾凝灰岩构成
,

平面上呈半环状分布
。

集块的成分

较复杂
,

有细碧岩
、

角斑岩
、

石英角斑岩
、

凝灰岩
,

形态各异
,

大小不厂
,

主要呈棱角状
、

次棱角

状
、

次圆状
,

最大达 64
c m

,

最小 1一 cZ m
,

通常为 10c m 左右
,

集块常见淬火边
。

岩石总体上呈

杂基支撑及一些小的碎屑
,

杂基为细粒级的凝灰质 (岩 )
,

具有粗尾递变层理
,

显示流动搬运

特点的砾石群发育
,

单元厚度通常为 1
.

s m
。

杂基的成分均为火山物质
,

而未发现陆源粘土
.

从剖面上可以看出
,

在适当的时机
,

碎屑流可以转化为颗粒流 (图 Z A )和火山浊流 (图 Z B )
。

(4 )火山颗粒流沉积 这是一

汤10m.10a一ó种以颗粒碰 撞支撑的重力流所形

成的沉积体
,

发育于阿舍勒齐叶组

中
。

岩性主要为集块岩
,

平面上分

布局限
,

往往与火山碎屑流相伴
。

仑显示的宏观特征为颗粒支撑
,

集

块之间少有细的火山物质
。

集块与

集块之间直接接触
,

集块的成分与

水下火山碎屑流没有多大差别
,

只

是集块的磨圆度较水下火 山碎屑

流好
。

单元厚度 1一Zm
。

( 5 )火山碎屑涌浪沉积 ( p y r o -

c l a s t i c s u r g e d e p o s i t s ) 火山碎屑

涌浪是由火山作用产生的低密度

火山碎屑流
,

具牵引流的性质
。

该

相只在阿舍勒村北 的齐叶组地层

中可见
,

由凝灰岩组成
,

具完整的

S p ar k 。
组合序列 (图 3)

.

下部是有

逆粒序或无粒序的角砾凝灰岩 (火

山碎屑 流 )
,

中部为具有交错层理

的凝灰岩 (灰云涌浪沉积 )
,

以及上

部过渡成具有水平层理的火山灰

降落沉积
。

在野外产状上
,

它与火

山碎屑流
、

火山颖粒流以及具有柱

状节理的细碧岩 (玄武岩 )共生
,

这

一现象表明该套火山岩是海平面

鬓鬓鬓顺粒流

碎屑流
碎屑流

尽尽、 术犷犷

图 2 阿舍勒中泥盆统火山重力流组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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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火山灰凝灰岩 火山灰 流

、角砾握灰岩 火山碎屑流

阿舍勒齐叶组 Sp ar k ,

组合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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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时发生喷发所形成的
,

从而客观上成为划分层序界线的一个良好标志
.

2
.

滋流相 主要由玄武岩
、

流纹岩
、

英安岩组成
。

玄武岩为柱状节理玄武岩
、

枕状玄武岩

和块状玄武岩
,

主要发育于齐叶组中
,

在矿区的阿舍勒组中亦有分布
。

柱状节理玄武岩为六

方柱形
,

呈锥状或平卧状分布于地层中
,

与集块岩相伴
,

岩石为灰绿色
,

发育气孔构造
,

杏仁

体指示流动方向为 3 35
0 .

该相的划分目前存在较大的分歧
,

有的学者按火山岩石学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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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

把该相划归入火山颈相
,
有的学者根据熔岩流动力学和柱状节理形成机理

,

则认

为不属于火山颈相
,

而是在海平面下降时
,

火山暴露出水面
,

于大气环境中形成的熔岩流
。

柱

状玄武岩在本区分布较广
,

发育分枕和连枕构造
。

枕叶呈不规则球形
、

椭球形
,

枕径 40 一

1 3 0c m
,

枕间由绿帘石
、

灰岩及硅质岩胶结
。

岩石已变质
,

由 70 %一80 %的不规则粒状绿帘石

组成
,

其余为针柱状透闪石
、

阳起石
,

少量绿泥石
、

钠长石
、

石英组成
,

与下伏块状熔岩呈过渡

关系
。

由于枕状玄武岩与纹层状的薄层硅质岩
、

火山浊积岩
、

陆源浊积岩相伴
,

故推测其喷发

环境为深海
。

.2 6 风暴流沉积

该相是在风暴作用下所形成的沉积物
,

分布相当局限
,

仅见于阿舍勒矿区水泵房附近的

阿舍勒组地层中
,

由海百合茎灰岩组成
,

发育粒序层理
,

粒序由海百合茎显示
。

2
.

7 火山浊流沉积

通常所说的火 山碎屑浊流主要是指由火山碎屑组成的浊积岩的搬运形式
,

它通过了一

个表生风化阶段
,

再经过水体搬运
,

陆源或细的火山物质杂基支撑所形成的
。

它类似于陆源

碎屑浊流或碳酸盐浊流
,

只不过岩石成分中以火山碎屑为主而已
。

本文所说的火山浊流沉积

则是指直接由火 山喷发出来的高密度物质在水中形成密度流的沉积物
,

未经表生风化阶段
,

是一次性堆积而成
。

其岩石特点表现为几乎全是由火山物质组成
,

杂基亦为细的火山物质
。

因此
,

它不具有火山碎屑浊流那样的指相意义
。

研究区的火山浊流分布广泛
,

无论浅海或深海均有分布
.

根据粒度可分为粗粒和细粒火

山浊积岩
。

粗粒火山浊积岩由角砾凝灰岩和细的凝灰岩组成
,

发育完整和不完整的鲍马序列

组合 (图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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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阿舍勒中泥盆统齐叶组粗粒火山浊积岩剖面结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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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段
:

由角砾凝灰岩组成
,

受后期片理化作用
,

角砾 已发生压扁拉长
。

片理化方向与层

理产状不一致
,

呈交角产出
。

角砾呈紫红色
,

杂基支撑
,

杂基为细的火山物质 (凝灰质 )构成
。

具有正粒序层理
.

单层厚度通常小于 1 5c m
,

下伏层段为 B
、

E 或 D 段
,

冲刷作用明显
。

系高密

度火山浊流所形成
,

通常离火山口较近
.

B 段
: 以发育平行层理为特征

,

岩性与 A 段类似
,

仅粒度较细
,

分选较好
.

它是密度流向

牵引流转变过程中的产物
.

C 段
:

发育沙纹层理或包卷层理
,

岩性仍为凝灰岩
,

与 B 段极为类似
。

D 段
:

以发育水平层理为特征
,

岩性为细到粉砂级凝灰岩
。

E 段
:

灰绿色凝灰岩
,

块状或具遗迹化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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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火山浊流沉积 中

鲍马序列组合的完整性
,

本

区火山浊积岩的层序结构

序 列 主 要 为
:

A B C D E
,

B C D E
,

A E 和 A B E 等 ( 图

5 )
。

浊流沉积在各时代地层

中都有分布
。

对于完整序列

的浊积岩的形成机制
,

鲍马

曾用 浊流流速衰减
,

因而依

次沉积各段岩层
,

并在远端

依次超覆来解释
。

对 T b ed e ,

T a ,

T a b 。 ,

T a b 等都可用这

种原理来解释
。

但本区的火

山浊积岩中的鲍马序列 多

数为 A E
,

A B E
,

用这种原理

解释就存 在很大困难
,

尤其

对火山岩沉积盆 地中的火

山浊积岩
。

对本区泥盆纪地

层中出现 的多个组合序列
,

作者认为这些地 层是由每

一次火山喷发事件的火 山

浊流所形成的沉 积单元 叠

加而成
。

缘于此
,

我 们可以

通过详细研究地 层 中浊积

岩的鲍马序列组合类型
,

仔
’

图 5 阿舍勒地区齐叶组火山浊积岩结构序列组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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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统计单元数
,

从而追溯和分析古代火山喷发的次数
,

并有助于准确判断火山口的位置
。

细粒火山浊积岩由细粒凝灰岩组成
,

在阿舍勒组中分布广泛
。

岩石中具正粒序层理
,

具

不完整的 A E 序列组合
。

E 段中发育深水遗迹化石
,

其剖面结构如图 6所示
。

2
,

8 火山碎屑浊积岩

火山碎屑浊积岩在古代地层中也有发现
,

同代深海砂中亦有类似的沉积
。

在巴布亚的第

三系和白蟹系中存在火山碎屑浊积岩
,

在澳大利亚有泥盆系和石炭系斜长石晶屑浊积岩等
,

我国滇黔桂地区下二叠统也有火山碎屑浊积岩的分布
。

该类沉积物是由火山碎屑浊流所形

成
,

与火山活动息息相关
。

本研究区的火山碎屑浊积岩主要分布于阿勒泰组地层中
.

岩石后

期的构造作用和变质作用强烈
。

从宏观上看
,

该套地层为砂泥韵律互层
,

也就是前人称谓的
“
类复理石式

”
韵律

。

野外露头上的岩石为石英片岩
、

千枚岩和硅质岩
,

通过镜下鉴定恢复原

岩为凝灰质石英砂岩
、

粉砂质泥岩或沉凝灰岩
.

硅质岩不是原生沉积的
,

而是沉凝灰岩变质

而来
,

其中的石英和长石晶屑明显
。

岩石 中的粘土矿物或火山物质均 已变成绿泥石
,

所以整

个岩石都为绿色
。

绿泥石与矿物均随后期片理化方向排列和定向
。

由粘土转化的绿泥石和

由火山物质通过绿泥石化形成的绿泥石在镜下的特征是截然不同的
。

由原岩中的杂基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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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泥石分布比较有规则
,

介于颗粒之间的孔隙中
,

并随矿物

一起沿后期构造片理化方向排列
,

井然有序
,
而由绿泥石化形

成的绿泥石呈团块状或斑团状产出
。

岩石中具有粒序层理以及

不完整的鲍马序列 C D E 组合
,

C 段主要见沙纹和包卷层理
。

该

相在勃拉德
、

也拉曼
、

巴扬卓拉克一带的地层中伴有辉石岩
、

角

闪岩
、

辉长岩以及基性玄武岩
,

其沉积序列如图 7所示
。

上述特

征表明
,

该相为深海一次深海环境的产物
。

2
.

9 陆源碎屑浊积岩

这是浊流形成的岩石
,

该相主要分布于玛尔卡库里以西的

托克萨雷组中
。

岩石后期片理化强烈
,

多数已成为变长石石英

杂砂岩
、

千枚岩
。

千枚岩主要为石英千枚岩
、

绿泥石英千枚岩及

绢云绿泥千枚岩等
。

岩体附近的岩石已变质成为斑点状黑云茧

青石角岩
、

长英质角岩
、

方柱石透辉石角岩等
。

根据薄片鉴定和

8
.

9 e . .

图 6 阿舍勒组中的火山

浊积岩组合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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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岩恢复
,

该相由长石石英杂砂岩与泥岩或

泥质粉砂岩构成
,

宏观上呈砂泥交替
,

组成若

干韵律
,

延伸非常稳定
。

它具有浊流沉积的各

种特征
。

1
.

岩石学特征

中泥盆统托克萨雷组陆源碎屑浊积积是

由砂岩和泥岩的韵律互层组成
,

砂岩主要是

长石 石 英杂砂 岩
,

杂基含量 一般 在 17 %左

右
。

颗粒呈棱角状
、

次棱角状和次圆状
,

磨圆

较差
,

杂基支撑
,

基底式胶结
。

杂基成分以绿

泥石为主
,

少数见有水云母并随碎屑与片理

化方向定向排列
。

2
.

具有浊积岩的剖面序列组合

本区浊积岩具有完整和不完整的鲍马序

列组合
,

同时在盆地不同部位具有不同的组

合
。

完整的鲍马序列组合为
:

A
.

粒序层段 研究区的陆源碎屑浊积

岩的粒度通常较细
,

绝大部分粒级为细砂级

到粉砂极
,

因而其粒序在野外很难一目了然
。

但在多拉纳萨依剖面由下而上表现为正粒序

层理
。

B
.

下平行层段 以细砂为主
,

通常由长

石石英杂砂岩所组成
,

颗粒大致是定向排列
,

以粒度的粗细变化显示出清楚的平行纹理
,

剖面构造 岩性 及相关特征 环境

组

盆耀薯李篡戳莺蒙鬓
岩 (露头上为灰

、

黄绿色硅质岩 》
。

沉

积构造主要为水平层理和沙纹层 理

以中厚层状凝灰质砂岩
、

粉砂岩和

泥岩组成宏观韵律沉 积构造以正粒序

层理
、

沙纹层理
、

包卷层理及水平层

理为主
,

并构成不完整 的鲍马序列组

合
,

主要为 C D多
、

A E 和 A C E
,

为火山碎 屑浊积岩
,

凝灰质砂 岩有一

部分表现为硅质岩产出 ( 露头上 )

到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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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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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图 7 布尔津勃拉德阿勒泰组下亚组沉积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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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 o r m a t io n ,

B u r q in ,

X in ji
a n g

通常与上覆 C 段 (沙纹段 )为过渡渐变关系
,

与下伏 A 段虽亦过渡
,

但却比较明显
,

野外露头

上可以清楚识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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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沙纹层理 此段分布广泛
,

普遍具同斜的同向纹层以及反映快速堆积的包卷层理
.

包卷层理形态各异
,

与挠曲强烈的砂泥似乎易相混
,

纹层似断若续
,

平行而略斜交
。

D
.

上平行层段 类似 B 段的沉积特征
,

只不过粒度通常更细
,

为粉砂级
,

以微细纹层发

育为特征
。

E
.

泥岩段 研究区 E 段通常由不具平行纹层的泥岩构成
.

上述完整的鲍马序列组合较少见
,

仅见于多拉纳萨依一带
,

而以不完整的鲍马序列为

主
,

如哈巴河大桥一带
,

以 C D E 组合为主
.

3
.

浊积岩层的底面特征

每个以 A 段或 C 段开始的鲍马序列中
,

不时可见发育完好的底面印模构造
,

如槽模
、

沟

模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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