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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都地块沉积演化与古地理

杜德勋 罗建宁 李兴振
(地质矿产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内容提要〕 通过对昌都地块古生代至中生代沉积岩相
、

沉积组合
、

古地理及生物群落与生物的

深人研究及现有成果
,

提出了沉积地质与构造演化的五个阶段 .
:

以古中元古代的宁多群为代表

的前寒武纪结晶基底形成阶段 ; 以青泥洞群为代表的早古生代摺皱基底形成阶段 ;晚古生代台

地型沉积为代表的稳定地块及火山弧至弧后盆地形成
、

演化阶段 ,中生代前陆盆地形成发展阶

段及喜山期走滑拉分盆地发展阶段 l[]
。

同时
,

表明了介于 冈瓦纳和劳亚两个超级大陆之间的特

提斯
,

是个多阶段发育的具多岛屿的洋
,

其间存在一系列的地块群
,

昌都地块便是其中之一

关键词 沉积演化 古地理 多岛屿的洋 地块群

昌都地块介于江达一德钦与杂多一景洪晚古生代一早中生代火 山弧之间
.

呈向北撤开

向南收敛的带状展布
,

面积可达六万八千余平方公里
。

地块内出露地层为前奥陶 系宁多岩

群
、

奥陶系至第四系
,

其中下奥陶统青泥洞群分布于江达青泥洞一带
,

下
、

中奥陶统仅 见于芒

康海通
、

罗玛龙巴
,

志留系在盐井多吉版首次被发现 (彭兴阶
, 1 9 87 ) ; 上古生界泥盆系

、

石炭

系和二叠系主要分布于江达生达
、

青泥洞
、

贡觉
、

芒康
、

盐井
、

类乌齐
、

察雅
、

登 巴一带以及昌

都妥坝至威冲科地区
。

本文系地矿部
“
八

·

五
”

三江科技攻关项 目
“
西南三江地区铜铅锌金银锡等矿产的成矿

条件研究
”
下属课题

“

三江地区沉积地质演化
、

盆地类型及控矿条件
”

的部分研究成果
,

着重

从沉积岩相
、

沉积组合
、

古地理
、

生物群落与生物组合及层序地层的角度
,

探讨昌都地块的沉

积地质演化与古地理变迁
。

1 沉积岩相
、

沉积组合与古地理

1
.

1 前泥盆系岩相与古地理

1
.

1
.

1 奥陶系岩相与古地理

1
.

下陆棚相
:

下奥陶统青泥洞群上部为深灰色层状变岩屑砂岩
、

板岩夹数层薄层状泥

灰岩
、

泥晶灰岩和泥质灰岩
。

灰岩单层厚 cZ m ~ sc m
,

灰岩层间中常见呈波状起伏的水下沉积

间断面或冲刷面
,

侵蚀幅度 sc m一 1 c0 m
。

厚度 > 12 4 0m
。

2
.

大陆斜坡浊积扇相
:

下奥陶统青泥洞群下部为灰色
、

灰黄色中薄层至厚层块状岩屑

砂岩与粉砂质泥岩
、

泥岩互层
,

砂
、

泥组成韵律层十分发育
,

相当于鲍马序列
a 、 e
段或

a 、

b
、 e

O 罗建宁
、

杜德勋等
。

三江地区沉积地质演化
、

盆地类型及控矿条件
.

1 99 5( 送审稿 )
.

母 本文 1的 7 年 4 月收修改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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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a
段厚 s e m ~ 3 5e m

,

b 段厚 l o e m ~ 3 0 e m
, e
段厚 3 e m一 l o e m ;

岩层底面常见槽模构造
,

槽模

宽窄变化大
,

宽者达 5 0c m 左右
,

一般为 1 5c m一 2 0c m
,

有的呈分枝状或相互叠加
;
窄者仅 Zm m

~ 3m m 成梳状
;
据槽模测定古流向自下而上为 2 10

0

~ 2 2 0
。 、

3 0
0 、

1 0 0
0

三组
;
在板岩 (泥岩 ) 层

中多处含笔 石等化石
。

在顶部具槽模构造的砂岩层距 上部第一层薄层灰岩的距离仅为

。
.

s m
。

厚度 > 71 4m
。

主要为斜坡浊积扇相
。

`

从下奥陶青泥洞群下部大陆斜坡浊积扇相到上部下陆棚相
,

构成 一个较为完整的向上

变浅型沉积序列
,

而在地块南部芒康海通
、

罗玛龙巴下
,

下奥陶统下部以成份成熟度高的石

英砂岩为主
,

上部以夹有陆源碎屑的碳酸盐岩为主
,

相当于一套滨海相沉积
,

显示古沉积盆

地北深南浅的古地理格局
。

1
.

1
.

2 志留系岩相与古地理

在昌都地块南部盐井多吉版志留系剖面 (云南地矿局三大队
, 1 9 9 0) 沉积岩相的主要特

点
:

下志留统下部为灰褐色细粒石英砂岩
,

成份成熟度高
,

砂岩粒度分布曲线图表明具波浪

与回流作用的滨一浅海砂特征
,

细粒石英砂岩为滨岸砂堤 (坝 )的沉积产物
;上部为深灰色笔

石页岩
,

颜 色深
、

厚度薄
,

含漂浮生物笔石
、

牙形刺
,

可能为非补偿状态
、

滞流还原的局限海湾

一渴湖环境
。

中志留统为一套灰色页岩夹同色薄层状细粒石英砂岩
,

显示了以局限海湾一渴

湖为主并与滨岸砂堤环境的更替
。

上志留统为一套灰色薄层状含生物碎屑
、

内碎屑泥晶灰岩

与同色页岩互层
,

夹少许细粒石英砂岩
,

自下而上页岩增多
,

产牙形刺
,

为上陆棚开阔台地相

特征
。

下泥盆统多吉版组假整合覆于上志留统之上
。

总体来看
,

自早志留世至晚志 留世沉积体现了由滨岸砂堤至开阔台地演化的过程
,

构成

一个较完整的向上变深的沉积序列
。

纵上所述
,

该地块由早奥陶世大陆斜坡 、 下陆棚开阔台地至志留纪滨岸砂堤
、

局限海湾

一渴湖与上陆棚开阔台地的沉积演化与环境变迁
,

表明昌都地块受加里东构造运动的影响

明显
,

在挤压构造的总体背景下
,

由次深海一浅海 盆地逐渐隆升的过程
,

提供了分析盆 山转

化前期岩相与古地理格架晶地质依据
。

1
,

2 泥盆系岩相与古地理

1
.

2
.

1 沉积岩相与组合

昌都地块青泥洞一带
,

泥盆系觉拥组角度不整合覆于下奥陶统青泥洞群之上
。

泥盆系沉

积岩相是在加里东期造山作用的基础上
,

由泥盆纪早期的河流
、

滨岸带碎屑岩沉积物演变至

中
、

晚期的碳酸盐岩沉积
,

构成一完整的向上变深沉积序列川 (图 1 )
。

1
.

河流相
:

发育于觉拥组下部
,

由高起伏地形区和丘陵区具砾
、

砂二元结构辫状河流相

和地形较平坦区具砾
、

砂
、

泥三元结构河流洪泛平原亚相组成
。

觉拥组下部砂岩粒度分析
,

粒

度参数X M ~ 3
.

3 8 3
,

其中 2伊、
J

4沪占80 %左右
; D ~ 0

.

67 1
,

分造较好
,

K 一 1
.

0 02
,

中等
; S K ~

一 0
.

0 1 9
,

近对称
;
曲线斜度 4 80

,

为近岸河流沉积物
,

砂岩粒度概率累计曲线图 (图 2 )
,

骨架颗

粒的判别分析属 D ie k in s o n ( 1 9 7 9
,

1 9 8 3 )的再旋回造山带物源区 (图 3 )
。

2
.

滨海相
: 见于觉拥组中

、

上部
,

滨海相沉积分为滨岸平原亚相和滨岸砂堤亚相
。

前者

以细碎屑的砂
、

泥间互层产出
,

发育小型浪成层理
、

水平层理
,

具钙质结核与团块
、

干裂
; 后者

以粗碎屑的砾
、

砂岩互层状产出
。

3
.

局限台地相
:

主要见于海通组
,

由一套灰绿色
、

黄灰色中厚层状砂质页岩
、

钙质页岩

和细砂岩组成
,

向上渐变为灰色中厚层状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

介壳泥晶灰岩与薄层状具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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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

产腕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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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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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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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昌都地块泥盆系沉积岩相柱状图
1

.

砾岩
、

砂岩
、

粉砂岩
. 2

.

页岩
、

泥岩
、

硅质岩
. 3

.

钙质砂岩
、

钙质泥岩
、

粉砂质泥岩
,

4
.

泥晶灰岩
、

生物碎周灰岩
、

砾屁灰岩
. 5

.

介壳灰岩
、

层孔虫礁灰岩
、

珊瑚礁灰岩
; 6

.

亮晶灰岩
、

砂屑灰岩
、

钙质结核
,

7
.

水平层理
、

斜层理
、

纹层
, 8

.

浪成交错层
、

冲剧面
, 9

,

生物扰动
、

虫迹
、

干裂
,
10

.

对称波痕
、

正拉序
、

逆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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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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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昌都地块江达青泥洞地区下泥盆统

觉拥组砂岩粒度概率累计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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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晶灰岩和细碎屑岩
、

钙质页岩间互产出
。

4
.

局限一开阔台地相
:

发育于丁宗龙组
,

其岩性
、

沉积构造特征见图 1
。

5
.

开阔碳酸盐台地相
:

见于卓戈洞组
,

由一套灰色 中厚层状生物碎屑泥晶灰岩夹中薄

层状泥晶灰岩
、

泥灰岩所组成
,

具层纹藻与水平层理
,

平行层面产出的虫迹泥灰岩呈中薄层

状出现数层
,

总厚 Zm 左右
;
含珊瑚

、

腕足类及丰富的层孔虫化石及其碎屑
,

并构成 层孔虫

礁
。

综上所述
,

昌都地块泥盆系沉积岩相演化过程是
:
辫状河流相 , 洪泛平原相~ 滨海相~

局限台地相~ 开阔碳酸盐台地相
,

展示了由大陆河流向浅海台地的变迁过程
。

在区域上
,

昌都地块南部芒康加色顶一海通
、

盐井江达弄一多吉版地区和青泥洞一江达

地 区泥盆系岩相与古地理所不同的是
,

在丁宗龙早
、

晚期和卓戈洞早期均发育有层孔虫

( A lnP h iP oar )礁 ; 而在江达地区
,

中
、

晚泥盆世半闭塞一局限台地相沉积伴有中基一中酸性

火山活动
。

从上述江达青泥洞
、

盐井
、

芒康
、

贡觉和昌都妥坝等地泥盆系岩相与古地理特征来看
,

它

们的地质位置应在昌都地块坳陷带上
,

沉积盆地类型主要为克拉通边缘海盆地或陆表海盆

地
;
从盆地构造背景来看

,

泥盆纪昌都地块为一稳定型地块
,

其沉积物显示地台型沉积特点
。

总体上
,

昌都地块由早泥盆世稳定型沉积向中
、

晚泥盆世活动型沉积转化
,

它与泥盆纪末构

造活动息息相关
。

.1 么 2 生物群落与生物组合

从总体上看
,

主江泥盆纪生物地理区属于特提斯大区
,

当然
,

昌都地块也不例外
。

早泥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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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以腕足动物为特征
,

未见浮游和漂浮生物
,

其中石燕贝类壳厚
、

壳褶粗大
。

中泥盆世生物群

进入了一个飞跃发展阶段
,

群落演替明显
、

分异度和丰度高
,

主要生物群落为珊瑚和腕足动

物
,

中泥盆世早期珊瑚群落共同特点是块状群体与个体多呈角柱形
,

伴生生物少
。

晚期腕足

动物群含适应性较广的无洞 贝类和石燕贝类
,

同时
,

与前者伴生的还有壳表光滑的腕足动

物
,

如
:
s rr i n g oc 叻h a l u s ,

A m阮oel i a , A m ob t勿 ir s
.

E m a , u el za
,

八 thy ir ,
等

,

珊瑚除块状复体

外
,

尚有少量的单体
。

从早
、

中泥盆世海域底质来看
,

均为含泥质的灰岩
,

且中泥盆世 比早泥

盆世海域底质泥质类增多
。

晚泥盆世生物群以腕足动物为主
,

早期伴生少量的珊瑚和层孔虫

礁层
,

以石燕 贝和小咀贝类共存为特点
;
晚期以小咀贝为特点

。

L Z
·

3 古地理

昌都地块早泥盆世时
,

类乌齐古陆及河流一泛滥平原占据地块大部
,

自妥坝向东至江

达
、

白玉
、

由滨海过渡到江达一带浅海
,

随着沉降幅度增大
,

江达至白玉一带变为半深海和深

海
,

上述不同古地理单元呈北北西向围绕古陆呈带状展布
,

而古陆南端左贡至德钦主要为浅

海海域
;
中晚泥盆世时

,

其古地理面貌基本上承袭了早泥盆世的古地理格局
,

在类乌齐古陆

东侧的滨海相沉积取代泛滥平原沉积
,

分布范围明显缩小
,

反映海侵自东向西推进
,

地块北

自妥坝一江达一线
,

南至左贡
、

芒康及德钦地区
,

为浅海海域所分布
。

从总体来看
,

泥盆纪古

地理呈现西陆东海
,

海侵自早泥盆世至晚泥盆世
,

由东向西推进
,

海域扩大古陆缩小的总趋

势
。

1
.

3 石炭系岩相与古地理

L .3 1 沉积岩相与组合

昌都地块石炭系出露于昌都妥坝
、

江达青泥洞
、

贡觉西侧及芒康
、

盐井等地
,

沉积岩相主

要为辫状河流相
、

滨岸沼泽
、

滨岸砂堤
、

海湾一渴湖
、

局限台地和开阔台地相等
〔2 〕 (图4 )

。

1
.

辫状河流相
:
位于马查拉组底部

,

由砾岩
、

砂砾岩
、

砂岩组成
,

具二元结构特征
.

2
.

滨岸沼泽相
:

位于下石炭统马查拉组下部
,

主要岩性为灰黑色薄一中厚层状石英砂

岩
、

钙质砂岩
、

泥质砂岩
、

泥岩与碳质页岩和碳质粉砂岩互层
,

含菱铁矿结核
,

局部小型斜层

理和波痕发育
,

含腹足类化石及植物化石碎片 ;下部有数层可采煤层
,

中
、

上部含煤线及多层

薄煤
.

青泥洞下石炭统马查拉组砂岩
,

粒度参数X M 一 3
.

25 ~ 3
.

4 43
,

其中 2尹~ 4中占80 肠左右
;

D 二 0
.

4魂5~ 0
.

4 7 2
,

分选好
; K ~ 0

.

9 9 7~ 0
.

9 9
,

中等 ; S K - 一 0
.

0 4 2~ 0
.

0 1 7
,

正偏或近对称
;

曲线斜度 5 80 ~ 6 00
。

砂岩粒度概率累计曲线图见图 5
,

为滨岸环境沉积产物
。

3
.

滨岸砂堤相
:

位于马查拉组底部
,

主要为灰黄色中一厚层块状石英砂岩夹碳质砂质

粉砂岩及泥
、

砂质灰岩薄层
,

具水平层理
。

4
.

海湾一渴湖相
:
位于马查拉组中部

,

以灰黑色泥质灰岩
、

钙泥质砂岩
、

石英砂岩
、

含碳

质泥质粉砂岩
、

粉砂质页岩与碳质页岩互层产出为特征
,

自下而上砂
、

泥质减少灰质增多
;
含

菱铁矿结核
,

底部具波痕构造 ,产珊瑚
、

腕足类
、

腹足类
、

苔鲜虫
、

三叶虫
、

双壳类
、

海百合等化

石与生物碎屑
。

5
.

局限台地相
:

见于马查拉组上部
、

下石炭统东风岭组与鹜曲组下部
,

以灰色
、

深灰色

中厚层一块状泥晶灰岩
、

泥质灰岩为主
,

含生物碎屑或生物碎屑泥晶灰岩次之
,

白云质灰岩

少量
;
产珊瑚

、

腕足类和苔鲜虫等化石与生物碎屑
,

并在东风岭组上部
,

发育有海绵礁
。

6
.

开阔台地相
:

见于马查拉组中
、

上部
,

替曲组上部与里查组
,

以灰色中薄层状一厚层



岩 相 古 地 理 ( 4 )

地层年代

统 {组
岩性柱

沉积
构造

岩性与岩相

珊瑚礁
:

数层群体 珊瑚泥晶灰岩与层面

呈垂直或斜交状

生物 层
:

中厚层一 块状处主物碎屑泥 晶

灰岩

尹平
面相对变化

}陆~ 9 一海

里组查
上石炭统

开阔台地相
:

中厚层一块状泥晶灰岩
、

生物碎屑泥 晶灰岩
,

产较多翅
.

珊瑚
、

腕足
、

海 百合茎化 石

鹜曲组
中石统炭

东 犀葬
风 后三三
岭 匡氢:

组 L里士
海绵礁

:

海绵生物顺层展布
.

垂直层面

生长
,

礁体 上下为中薄层一 中厚层生物

碎屑泥晶灰岩

硅质岩层

开阔台地相
:

中厚层含壁生物碎屑泥 晶

灰岩
,

产珊瑚
.

腕足类化石

局限台地相
:

中厚层泥晶灰岩
、

泥质灰

岩
.

夹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

钙质 页岩
、

碳质灰 岩
.

含珊瑚
、

腹足
、

腕足类化石

石下统炭

乙 海湾
一

润湖 相
:

中厚层 石英砂 岩与碳质
、

泥质砂 叮岩构成韵律 层
,

含签铁矿结核
,

中
、

卜部含多层薄煤 反煤线
.

产腕足
、

腹足
、

答鲜虫
、

珊瑚
、

双壳
、

海 百合
、

植物等化石

色琴工一一ù

民巨巨巨比马拉组查

叠2皿

召 滨岸砂堤
:

中厚层石英砂岩夹碳质
,

砂

质粉砂岩

辫状河流相
:

砾岩
、

砂砾岩
、

砂岩

图4 昌都地块石炭系沉积岩相柱状图 (图例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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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块状泥 晶灰岩
、

泥质灰岩与浅炎色
、

灰黑色中厚层一块状生物碎屑泥 晶灰岩间互产出为特

征
,

偶见黄色或黑色薄层状钙质页岩
、

粉砂岩或细砂岩
;
产丰富的艇类化石及珊瑚

、

腕足类
、

腹足类
、

介形虫及海百合化石和大量的生物碎屑
,

并在里查组中上部发育珊瑚礁
。

从上述沉积岩相可以看出
,

昌都地块早石炭世沉积岩相垂向上 自下而上为辫状河流~

滨岸砂堤~ 海湾一渴湖~ 局限台地~ 开阔台地 ;中
、

上石炭世为开阔台地
。

总体格局是在泥

盆纪末昌都地块抬升为陆
,

石炭纪早期接受海侵
,

由于构造升降的小幅变化
,

引起海侵与海



1 9 9 7年 ( 4 ) 昌都地块沉积演化与古地理

退的相应调整
,

直至中
、

晚石炭世才定位

为浅海
。

在区域上
,

马查拉早期为辫状河

流相沉积
,

据砂砾岩斜层理测量表 明河

流流向由东向西
,

而此时在类乌齐马查

拉地区为局限台地相沉积
,

它表 明了马

查拉早期青泥洞一带为古陆
,

地形东高

西低
,

河流水流注入西部的浅海或海湾

中
。

马查拉中晚期发育有潮坪沉积
,

在中

石炭世鹜曲中期见一局限台地珊瑚礁
。

在晚石炭世俄巴纳中期和早石炭世东风

岭晚期甚见一层浅黄色或灰绿色凝灰质

泥岩
,

可 见在物源和 沉积构造背景上受

邻近火山活动的影响
,

具次活动性质
,

并

显示出昌都地块晚石炭世沉积盆地构造

活动性由北部向南部有增强之趋势
。

此

外
,

在江达地区
,

石炭系出露有相当于马

9 9
.

9 9

99
.

9

999070305010

0
.

0 1

6 价

图 5 昌都地块江达青泥洞地区下石炭统
马查拉组砂岩粒度概率累计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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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拉组
、

鹜曲组和里查组地层
,

沉积岩相主要为中
、

晚石炭世开阔台地相
,

早
、

晚石炭世局限

台地相沉积
,

并含火山物质
,

与邻近的青泥洞晚石炭世一样受火山活动的影响
。

1
·

.3 2 生物群落与生物组合

昌都地块石炭纪生物组合从早石炭世到晚石炭世均发育混生生物组合
,

为一混生生物

地理区
,

既以生物数量丰富
、

特提斯暖水生物群常见属种为主
,

又含有较多的上扬子区
、

西北

区
、

西秦岭
、

西欧各大区生物群混生
,

同时
,

含有较多本区独有的地方性属种及个别冷水生物

分子
。

在时空上沉积岩相的多样性与频繁的更替
,

也为多种外区的生物分子到本区混生提供

了有利的场所
。

早石炭世岩关期
,

生物组合显示出中国南方
、

西北
、

前苏联各区生物分子
,

表

现为混生组合的特点
;
大塘期仍保持强烈的生物混生组合的特点

,

除含有自己独有的地方性

属种外
,

尚含有中国南方扬子区地区性分子
、

广布欧亚大陆及前苏联
、

西欧
、

西北
、

西秦岭的

生物分子
,

还有本区特产的地区性分子如 iJ “
da

n
oP 妙11 “ m (江达珊瑚 )等

。

同样
,

中晚石炭世

的生物组合以中国南方扬子区生物组合为主
,

仍混生有较多俄罗斯
、

西欧地区的分子
,

并含

有一些地方性属种
。

.1 .3 3 古地理

昌都地块早石炭世类乌齐古陆迅速沉降
,

随之被海侵淹没
,

为浅海所替代
,

而青泥洞一

带抬升为古陆
,

主要的沉积岩相有辫状河流
、

滨海
、

局限台地和开阔台地等沉积
,

并在青泥洞

地区发育有海绵礁
;
中

、

晚石炭世
,

随着青泥洞古岛沉降为水下隆起
,

地块都处于浅海环境

中
,

且以开阔台地相沉积占优势
,

其次是局限台地相沉积
,

在中石炭世中期青泥洞地区发育

有珊瑚礁
;
向东侧江达一德钦一带沉降幅度加大

,

海水变深为次探海一深海
。

1
.

4 二盛系岩相与古地理

二叠系出露于昌都妥坝
、

江达青泥洞
、

索如
、

类乌齐涌义曲
、

贡觉色杂及芒康
、

盐井等地
,

沉积岩相类型主要为开阔台地
、

滨岸砂堤
、

滨岸沼泽及海湾一渴湖等 (图 6 )
。

L .4 1 沉积岩相与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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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吸 F̀ 代代 岩性柱柱 沉积积 了了珍乎面相对变化化
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造造 岩性与岩相相 陆 。 海海

国国国
组组组组组 ~

l es 二卜卜

上上上 卡
...

……
匡 〕〕 黑色泥岩

、

钙质泥 岩与碳泥质 石英砂岩
、、 、

…………
叠叠叠 香

!!!!! 八八 粉砂岩互层层

………
统统统 达 ::::: 名至型型 薄层泥晶灰岩岩岩岩

组组组组组 必必 海湾 一妈湖 相
:

钙质泥岩
、

泥碳质石英英英英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砂岩
、

粉砂岩
,

夹少许生物碎屑泥 晶灰灰灰灰

妥妥妥妥妥 八八 岩
、

泥晶灰岩
,

产腕足
、

腹足
、

瓣鳃化化化化

坝坝坝
:::::

乙乙 石石石石

组组组 〕〕〕 AAA 滨岸沼泽扣
: ’

中厚层 一块状泥质粉砂岩
,,,,

卜卜卜卜卜 必必 石英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成 层性好
,

砂砂砂砂

111110 0 ::::: 人人 泥呈厚 。
.

5 一 1。 互层韵律性强
,

砂 岩具具具具

mmmmm 尘
二二二

乙乙
·

下粗上细正粒序
.

夹泥灰岩及煤线
.

含钙钙钙钙

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 质
、

铁质
、

硅质与砂 质结核
,

产腕足
、

瓣瓣瓣瓣

下下下 交交

爵
’’

入入 鳃
、

珊瑚
、

腹足
、

海 百合茎及植物化石石石石

叠叠
...

嘎嘎嘎 VVV 滨岸砂堤
:

中厚层含砾长石石英粗砂岩
.......

统统统 组组组组 产植物化石石石石

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阔台地相
:

中厚层一 块状生物碎屑泥泥泥泥

雨雨雨 殆田田田田 晶灰岩
、

亮晶灰岩
、

泥晶灰岩及钙质长长长长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英砂岩
、

泥岩
,

产妊
、

珊瑚等化石石石石

’’’

穿穿
J 一三= 一一一一一一一
-------人

.

…………………lllllll
·

一一一一一一一

图 6 昌都地块二亚系沉积岩相柱状图 (图例参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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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开阔台地相
: 见于下二叠统莽错组和交嘎组

,

主要岩性为灰
、

灰黑色中薄层一厚层块

状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

泥晶灰岩
、

亮晶灰岩
,

产缝
、

珊瑚等化石
。

2
.

滨岸砂堤相
: 见于上二叠统妥坝组底部

,

由灰黑色中厚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夹含

云长石石英粉砂岩及底部为含砾长石石英粗砂岩组成
,

厚约 90 m
,

产植物化石及碎片
。

3
.

滨岸沼泽相
:

见于妥坝组中
、

上部
,

主要岩性为灰黑色中厚层一厚层块状钙泥质粉砂

岩
、

粉砂质泥岩
、

碳质或钙质泥岩
,

偶见泥灰岩
,

砂岩具下粗上细正粒序
,

见有小型水平层理
、

斜层理
,

平行层面的虫迹分布较广
;
泥岩中含钙质

、

铁质
、

砂质或硅质结核及泥灰岩透镜体
;

砂
、

泥呈厚:0 sc m ~ I c m 互层
,

韵律性强
;
顶部碳质泥岩夹数层薄板状

、

透镜状
、

结核状泥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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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云石英粉砂岩
;
在下部层位中含有数

层煤线
,
产植物

、

腕足类
、

瓣鳃类
、

海百

合茎
、

腹足类等化石与碎屑 (片 )
。

妥坝上二叠统妥坝组砂岩粒度分析

表明
,

粒度参数X M ~ 3
.

1 67
,

其中 2沪一

4尹占 91 %以上
; D 一 。

.

5 10
,

分选性好一

较好
; K ~ 0

.

97 7
,

中等
; S K 二 一 0

.

02 9
,

近对称
;
曲线斜度 58

。 。

妥坝组砂岩粒度

概率累计曲线图见图 7
,

为滨岸砂岩沉

积
。

4
.

海湾一渴湖相
:

见于上二叠统卡

香达组
,

由黑色碳质泥岩
、

钙质泥岩
、

碳

泥质石英砂岩和少量的生物碎屑泥晶

灰岩
、

泥 晶灰岩 组成
,

砂
、

泥岩 成互 层

状
,

产腕足类
、

瓣鳃类
、

腹足类化石与生

物碎屑
。

9 9
.

9 9

999070503010

图 7 昌都地块昌都妥坝地区上二叠统妥坝组
砂岩粒度概率累计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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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二叠统莽错组和交嘎组沉积岩相为开阔台地相 ; 上二叠统妥坝组底部为滨岸砂堤相
,

其它部分为滨岸沼泽相 ;卡香达组沉积岩相为海湾一渴湖相
,

总体上 自早二叠世至晚二叠世

构成向上变浅沉积序列
。

在区域上
,

江达一贡觉东侧出露下二叠统莽错组为浅灰色中厚层状灰岩夹灰绿 色基性

凝灰岩
,

沉积时受火山活动的影响
。

在江达索如一带出露下二叠统莽错组
,

芒康 日金
、

海通
、

加色顶
、

廓龙嘎等地出露下二叠统灵芝桥组
,

沉积岩相多属开阔台地相
,

局部可能存在短暂

的半闭塞的局限台地相
.

在芒康西曲河出露下二叠统西曲河桥组
,

主要岩性为灰
、

深灰色薄

层状粉砂质绢云板岩
、

钙质板岩
、

凝灰质板岩与长石石英细砂岩和灰绿色变玄武岩互层产

出
,

二者均见夹灰色含放射虫硅质岩和较强的黄铁矿化
,

后者具发育的枕状构造和不同程度

的糜棱岩化
,

含杏仁体
; 沉积岩相自下而上为深海盆地相~ 大陆斜坡浊积扇相 二

综上所述
,

昌都地块二叠系沉积岩相的总体格局
:
北起昌都妥坝

,

江达青泥洞
、

索如
,

经

贡觉往南至芒康
、

盐井一带
,

基本上是滨一浅海相
、

浅海相和海陆过渡相沉积
,

并伴有不同程

度的中基性或基性火山活动
,

而且由贡觉向芒康活动性增强
,

在晚二叠世晚期芒康海通
、

加

色顶
、

廓龙嘎及左贡沙龙一加卡等地成为昌都地块古陆边缘基性火山岩线型喷发中心 ; 上述

地区东侧芒康西曲河一带于早二叠世为深海盆地一大陆斜坡相沉积
,

而西侧的左贡至碧土

一带在早二叠世为大陆斜坡相沉积
,

表明昌都地块在早二叠世中间地带为陆棚
,

东西两侧为

大陆斜坡
,

呈中间高两边低
;
晚二叠世随着东

、

西两侧的构造抬升
,

使昌都地块大部地区处于

滨一浅海或海陆过渡环境之下
,

并伴有强烈的火 山活动
。

1
.

4
.

2 生物群落与生物组合

昌都地块二叠纪生物组合不仅发育复类
、

珊瑚
,

而且腕足类
、

双壳类
、

有孔虫
、

苔辞虫
、

菊石等也很发育
,

内部构造较复杂的P a r a
fu su lt’ an 在整个早二叠世都很发育

。

主要生物门类

平行演化大体相同
,

纵向演化比较清楚
,

如早二叠世早期以发育拟旋脊缺乏副隔壁的对王s el
-

il an 为主
,

晚期则 以发育副隔 壁的 N 召。 , hc wa ge ir an
;
晚二 叠世 早期以发育蜕化变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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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o d
n qf 认s i ea ll

, R e ic he ll’ an 为主
,

晚期则以 隔壁褶皱特别强 烈的 aG lot wa l’t’n
e l勿

,

尸 a aZ 。
fu su il an 为特征

。

昌都地块二叠纪始终是以喜暖的特提斯生物群为主
,

早二叠世晚期是以特

提斯生物群为主
,

也有冈瓦纳生物群分子的渗入
,

但晚二叠世未发现冈瓦纳生物群分子
。

L .4 3 古地理

昌都地块早二叠世挟持于类乌齐古陆与江达古陆之间
,

主要沉积岩相为开阔台地
,

向地

块北部可能出现滨海相沉积
,

沿其江达古陆东侧则有局限台地一开阔台地相沉积
,

向东变深

为次深海一深海的斜坡一盆地沉积
,

仍保留了晚石炭世的沉积面貌
;
晚二叠世类乌齐古陆范

围向南东急剧扩展
,

东部江达古陆向北西延伸
,

主要沉积岩相演变为以海陆过渡相沉积居优

势
。

l
,

5 中生界沉积岩相与古地理
L .5 1 概况

中生界在区内广泛分布
,

约占区内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
,

具向北西撤开向南东收敛的带

状展布特征
.

三叠系以海相沉积为主
,

兼有海陆交互相和陆相
,

地块东侧江达一徐中一带火

山岩发育
,

靠近地块东
、

西两侧大断裂地区
,

岩石具轻变质现象
;下侏罗统为陆相

、

海相与海

陆交互相
,
中侏罗统有广泛的海相沉积

,

可与藏北羌塘盆地
、

兰坪一思茅盆地相连接
;上侏罗

统为陆相沉积
;
白奎系亦为陆相沉积

;
昌都地块三叠系主要分布于地块北部

、

东部和西部
,

侏

罗系
、

白里系则集中分布于中部和南部地区
。

.1 .5 2 地层与主要岩性特征

1
.

三叠系

从下至上分为以下各组
:

普水桥组
:

紫红色砂砾岩
、

泥岩夹凝灰岩
,

厚 3 00 m ~ 1 0 o 0 m
,

分布于江达一带
.

色容寺组
:
灰

、

深灰色厚层块状鲡粒灰岩
、

角砾状灰岩
,

厚 2 9 om ~ 500 m
。

色容寺组与下

伏普水桥组呈整合接触
。

甲王拉组
:

紫红色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与砾岩
,

厚 1 5 0 0m ~ 2 2 0 0 m
.

(含碳酸盐岩 ) ;
在东侧

江达地区三分为东独组 (红色碎屑岩夹火山岩 )
,

公也弄组与洞卡组 (砂岩夹火山岩 )
,

厚达

1 50 0 m ~ 2 7 o o m
,

与下伏地层为平行不整合或角度不整合接触
。

波里拉组
:

浅灰色灰岩
、

泥晶灰岩
、

瘤状灰岩
、

生物碎屑灰岩
,

广泛分布
,

延伸稳定
,

厚

3 0 0m ~ 8 0 0m
。

阿堵拉组
:

灰色
、

深灰色泥岩
、

粉砂岩夹长石石英砂岩与煤线
,

含植物碎片
,

厚 42 8 m 一

10 9 0m
。

夺盖拉组
:

灰黑色砂岩与页岩互层夹煤线
,

含丰富植物化石
,

该组黑色含煤岩系厚 8 00 m

~ 1 0 O0m
。

2
.

侏罗系

下侏罗统查郎嘎组
:
紫色砂岩夹泥岩

,

底部为杂色层
,

厚 l o 00 m
.

中侏罗统土拖组
:

紫红色泥岩夹砂岩
,

厚 700 m ~ 800 m ;东大桥组
:

灰绿色中薄层粉砂岩

夹泥灰岩
,

含海相介壳类化石
,

厚 30 m一 200 m
.

上侏罗统小索卡组
:

紫红色砂岩夹泥岩
,

厚 l 0 0 0m
。

3
.

白蟹系

老然组
:

砖红色泥岩央粉砂岩与砂岩
,

厚 30 Om一 1 0 o o m
。

与下伏地层呈平行不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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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5 3 沉积相序与相组合

沉积相组合类型
、

沉积相及赋存地层时代见表 1
。

表 1 昌都地块中生代沉积相组合类型

Ta b le 1 M e s

ooz
le , e d lm e n at yr f a e les as s倪 i a ti o ns 三n t h e Q a m dO b lo ck

沉沉积相组 合类型型 沉 积 相相 胶 存 地 层 时 代代

河河流及湖泊环境境 辫状河河 上三处统甲王拉组组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侏罗统
、 下白蟹统统曲曲曲流河河河

湖湖湖 泊泊 } 甲王拉组 (吉塘
、

妥坝 )
、

上侏罗统 (甲桑卡 )
,

下
、

中侏罗统统

过过渡环境 至碎屑陆栩栩 三 角 洲洲 } 下
、

中侏罗统统

河河河 口 海海 甲王拉组
、

夺盏拉组
、

东大桥组组

局局局 限 台 地地 夺盖拉组
、

东大桥组组

碳碳酸盐陆拥 (台地 ))) 滨 外 陆 拥拥 上三盛统下部部

上上上陆侧碳酸盐 台地地 波里拉组组

下下下陆栩碳酸盐台地地 波里拉组 ( 昌都
、

江达 )))

碎碎屑陆拥拥拥 阿堵拉组 (妥坝
、

昌都
、

吉塘 )))

深深海
、

半深海海海 阿堵拉组 (妥坝 )))

1
.

河流及湖泊环境的沉积相组合

`1) 辫状河的沉积相序
:

由厚层块状砾岩与中薄层含砾砂岩
、

粉砂质泥岩构成下粗上细

的二元结构
,

上部细粒单元不很发育
;砾岩层一般呈透镜状

,

底界面侵蚀作用明显
,

常见叠瓦

构造
,

砂岩中发育大
、

中型槽状交错层理与单斜层理
,

属辫状河流心滩沉积
。

(2 )曲流河的沉积相序
:

中一厚层状含砾砂岩与粉砂质泥岩互层
,

局部可见薄层状砾岩
。

含砾砂岩底面呈凹马不平的侵蚀界面
,

底部常发育小透镜状砾岩— 河道的滞留砾岩
,

含砾

砂岩具板状交错层理
,

属边滩沉积 ,上部粉砂质泥岩主要发育沙纹层理及水平层理
,

为夭然

堤沉积
。

上述组合是典型二元结构
。

( 3) 湖泊的沉积相序
:

分为泥石流和湖泊两种沉积类型
,

前者主要为厚层块状的砾岩夹

中
、

薄层状的泥岩及砂岩透镜体
,

砾岩为杂基支撑
,

无内部构造
,

砾石分选
、

磨圆均 比较差
,

透

镜状砂岩具明显的侵蚀底界
,

且砂岩斜层理发育
;泥石流层与砾岩上

、

下均呈突变接触
,
泥石

流沉积可能属于发育湖滨地带的泥石流沉积扇体
,

其中砂岩为发育扇体上的小型流水的牵

引流沉积
,

泥岩则为泥石流间歇期的湖泊泥质沉积
。

后者湖泊沉积由入湖的水下河道的牵引

流沉积砂岩
,

由相当鲍马层序
。 、

b 段的高密度浊积砂岩和低密度浊积粉砂岩以及湖相泥岩

组成
。

2
.

过渡环境至碎屑陆棚川 飞积相组合

( l) 三角洲沉积相序
:

底积层为深灰色至灰黑色泥岩夹薄层状砂岩和砾岩
,

砂岩和砾岩

层厚稳定
,

具有席状体特点
。

前积层为厚层状砾岩
、

含砾杂砂岩和砂岩夹薄层状泥岩
、

砂
、

砾

岩
,

无 内部构造
,

但砂
、

砾岩常构成下细上粗的逆向层序
,

为河口 砂坝快速进积型堆积产物
.

顶积层为厚层状砾岩一中层状砂岩一薄层状粉砂质泥岩组成的韵律性互层
,

可能分属于三

角洲平原的辫状河流一夭然堤一河道间沼泽沉积
,

砾岩层呈透镜体产出
,

侵蚀底界明显
,

常

发育叠瓦状构造和大型交错层理
,

这些都是牵引流沉积主要特征
。

这种砾质三角洲沉积与扇

三角洲结构很相似
,

也可能是造山带三角洲特征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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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三角洲沉积相序
,

底积层主要为粉砂质泥岩夹薄层状细砂岩及泥晶灰岩 ;前积层

为块状至中厚层状砂岩及含砾砂岩
,

以发育大
、

中型斜层理
、

槽状交错层理为特征
; 顶积层为

厚层状砂岩与碳质泥岩互层或含砾砂岩与粉砂质泥岩的互层
,

砂岩常发育斜层理及平行层

理
,

泥岩及粉砂质泥岩中普遍含钙
、

铁质结核
。

在纵向上表现为海退型和海进型两种三角洲

沉积相序
。

( 2) 河 口湾沉积相序
:

岩性由含碳质泥岩和深灰色钙质泥岩夹薄层砂岩
、

砂岩透镜体和

泥晶灰岩组成
,

含植物碎片
、

双壳类和叶肢介化石
,

表明沉积环境是一种局限的停滞水区
,

偶

尔受到流水的影响
.

( 3) 滨外沉积相序
:

主要为粉砂质泥岩和钙质泥岩夹薄层状粉砂岩及粉砂岩透镜体和薄

层状泥晶灰泥灰岩
,

化石种类丰富
,

如双壳类
、

腕足
、

珊瑚
、

腹足
、

藻类和层孔虫等
。

3
.

碳酸盐岩陆棚相沉积组合

( 1) 局限海的沉积相序
:

为渴湖
、

潮坪沉积的泥晶灰岩
、

泥岩和微晶 白云岩
、

夹潮道
、

潮沟

沉积的角砾状灰岩
,

其特点是生物种类单调
,

以介形虫为主
,

缺乏广海型生物组合
,

并普遍含

球粒
。

潮道
、

潮沟的砾屑灰岩呈透镜体产出
,

侵蚀作用明显
,

砾屑系潮道
、

潮沟两侧垮塌或就

近冲刷
、

侵蚀的产物
。

(2 )上陆棚的浅水碳酸盐沉积相序
:

主要为浅滩
、

滩前和滩后的沉积组合
,

浅滩相的代表

岩性为亮晶和微晶砂屑灰岩
、

藻灰岩
,

滩前主要沉积为泥晶藻屑角砾状灰岩
、

泥晶生物碎屑

灰岩和粒屑泥晶灰岩
,

滩后发育有球粒
、

介形虫泥晶灰岩
,

并含陆源粉砂物质
。

( 3) 下陆棚的碳酸盐沉积相序
:

主要是以生物碎屑泥晶灰岩和泥晶灰岩沉积为主
,

伴有

多层风暴作用的沉积产物
。

4
.

碎屑陆棚的沉积组合

主要为泥质沉积夹中薄层状的砂岩
、

粉砂岩及泥晶灰岩
。

5
.

深海
、

半深海的沉积组合

主要为中薄层状岩屑砂岩
、

粉砂岩与泥岩组成中低密度浊积岩
。

1
.

5
.

4 三必纪生物群落与生物组合

1
.

早三叠世双壳类以克氏蛤和真形蛤为主
,

当时海域与扬子海相通
,

属暖水型低纬度

北特提斯型
,

与阿尔卑斯地区同属一个生物地理 区
,

其中混合不少环太平洋型属种
.

中三叠

世 双壳类属种与数量增多且分布广泛
,

以鱼鳞蛤 ( aD
。 , all )

、

海燕蛤 (万`肠 l’a )
、

海 浪蛤

(尸 os id on 血 )等薄壳型双壳类为主
,

其中阿尔卑斯的co
s t at or ia 9 0 1阅向 s st’ , 朋

s
uy i有广泛的分

布
,

该属种为特提斯型主要分子之一
,

而昌都地块的江达地区却以底栖与浮游双壳类为主
,

含部分特提斯海西岸的属种
。

从区域生物分布特征可得出当时的特提斯海域与环太平洋海

域是连通的
。

晚三叠世是双壳类繁盛的顶峰时期
,

卡尼早期以薄壳型双壳类海燕蛤为主
,

主

要是特提斯型
,

分布广泛
;
诺利期该区属 巴颜喀拉区生物群

,

仍以薄壳型 H al ob ia 群为代表
,

包括尸er ga m t’d t’a 在内
,

并广泛发育介d oP ec et n ,

N
尸。 m e

ga 介d o , 属 (在阿尔卑斯山区发育 )
,

属

特提斯型
,

具不多的环太平洋分子
。

晚三叠世瑞替期
,

本区内大部分地区已逐渐脱离海域
,

经

历了海陆交互环境
,

双壳类为半咸水到淡水属种
,

个体变小
,

种属渐趋于单调
。

2
.

位于 昌都地块东缘江达地 区
,

代表奥伦期的Q tD en i l e s 组合多有分布
,

多属特提斯动

物区系
。

安尼期菊石类最丰富
,

分布范围最广
,

该区以安尼中
、

晚期分子为主
,

属特提斯型
;
拉

丁期菊石类的分布范围明显缩小
。

诺利期菊石类亦是较丰富且分布范围较广
,

但瑞替期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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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石类
。

3
.

诺 利期 La ba all
: “ es st’

一

R h ae ti、 以泛户 ti ac 组合
,

见 于江 达 波 里拉 组
,
卡 尼 期 S a n -

卯 l’a o t和盯 15 e l l iP t
l’ca

一
乙浏沁忿勺 rt’s ~ kr ae 组合

,

见于江达东独组及 昌都甲拉组
.

1
.

5
.

5 中生代沉积相演化

昌都地块早
、

中三叠世沉积相以河流
、

湖泊和滨海环境的沉积组合为主
,

在中三叠世地

块东侧江达地区随断陷作用海水加深
,

产生三角洲一陆棚一斜坡一盆地环境的沉积组合
。 `

晚三叠世早期 (甲王拉组 )发育的是湖滨环境的泥石流沉积一断陷型湖泊沉积及其广泛

的河流沉积组合
。

晚三叠世中期该区处于相对稳定阶段
,

主要为陆棚碳酸盐岩沉积
;
晚三叠

世晚期发生抬升作用
,

以发育陆源三角洲沉积为特征
.

从地块三叠系沉积相组合类型及相的时空演化看出
,

整个地块的水深都比较浅
,

都是由

陆相沉积演化到陆棚沉积
,

而且陆源碎屑成份主要都是石英质糜棱岩碎屑
,

来源区母岩性质

相同
,

其构造背景不是来自稳定陆块的产物
,

而物源区是再旋回造山带
。

该 区早侏罗世的河流
、

湖泊和海陆交互的三角洲环境沉积组合
,

逐渐过渡中侏 罗世湖

泊
、

海陆交互的三角洲和河 口湾环境
,

以及广泛的海相沉积组合
,

而晚侏罗世直至白里纪发

育广泛的河流环境为代表的陆相沉积
,

从而于中侏 罗世晚期结束本区海相沉积历史
,

被晚侏

罗世陆相沉积所代替
.

2 沉积地质与构造演化阶段的划分

据已有研究成果及上述沉积岩相
、

沉积组合
、

古地理及生物群落与生物组合的论述
,

昌

都地块沉积地质与构造演化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 0
:

2
.

1 前寒武纪结晶基底形成阶段

古中元古代的宁多群片麻岩
、

变粒岩仅出露于 昌都地块北部小苏莽
、

夏 日多
、

拉多及贡

觉雄松一带
。

在夏 日多二云母斜长片麻岩 U
一

P b 年龄为 2 2OoM a( 1
:
2 0 0 0 0 0 拉多幅区调报

告 ) ;小苏莽黑云 二长片麻岩
,

U
一

P b 年龄为 1780 M a ~ 1 8 7 oM a ;
雄松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

Sm
一

N d 全岩等时年龄 1 5 9 4士 2 4 oM a ,

其片麻岩的R b
一

S r
全岩等时年龄为 6 5 1士 1 5 2M a 、

6 7 0 士

24 M a 和 6 12 士 39 M a ,

相当于中新元古代
;上覆草曲群一套千枚岩

、

片岩浅变质岩系的U
一
P b

年龄 87 6M a ~ ” gM a ,

底部变质砾岩的出现及变质程度变浅
,

可能存在类似扬子陆块的晋宁

运动
,

推测结晶基底形成于晋宁运动
。

2
.

2 早古生代褶皱基底形成阶段

昌都地块北部下
、

中奥陶统下部为一套大陆斜坡浊积扇相至下陆棚相碎屑岩夹碳酸盐

岩沉积和上部碳酸盐台地相沉积
,

而南部为下陆棚相至开阔台地相沉积
,

总体呈向上变浅沉

积序列
,

显示北深南浅的古地理格局
;
自早志留世至晚志留世沉积则由滨岸砂堤` 局限海湾

~ 渴湖` 开阔台地演化过程
,

构成向上变深沉积序列
,

而地块北部青泥洞群被泥盆系沉积以

角度不整合覆于其上
。

上述地质记录表明
,

青泥洞一带中奥陶世造山运动明显
,

地块北部早

奥陶世沉积及南部盐井一带志留纪的向上变深沉积与北部早奥陶世以后的造山隆升
,

不仅

提供了存在原特提斯洋的证据
,

而且可推测其与西邻的原特提斯澜抢江洋有密切关系 ;

. 地矿部成都地矿所
、

云南地矿局
、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
. “

西南三江地区材铅锌金银锡等矿产的成矿条件研究
”

(送审稿 )
,

1 9 9 5
.



岩 相 古 地 理

2
.

3晚古生代稳定地块及火山弧至弧后盆地形成
、

演化阶段

自加里东运动之后
,

昌都地块开始进入稳定地块发展阶段
。

泥盆系由早期的河流
、

滨岸

带碎屑岩沉积演变至中
、

晚期的碳酸盐台地相沉积
,

尤其在地块南部发育层孔虫礁
,

自下而

上构成一完整的向上变深沉积序列
。

在青泥洞
,

泥盆系不整合在强烈褶皱的下奥陶统之上
,

觉拥组下部砂岩物源性质为再旋回造山带物源区
,

与早奥陶世后造山隆起密切相关
。

据下泥

盆统砂岩斜层理测量的水流方向为自东向西流
,

反映青泥洞一带早泥盆世早期有古陆存在
,

而其西侧有海侵
,

可能与古陆西侧古特提斯澜沧江洋的海进有关
。

地块东侧江达地区与上述

地块坳陷带上地台型沉积不同的是
:

在早泥盆世局限台地相沉积基础
.

上
,

至中晚泥盆世沉积

环境有变深之趋势
,

同时
,

出现多次基性至中酸性火山活动
,

有蚀变基性玄武和基性一中酸

性火山角砾岩及凝灰岩
,

并在中泥盆世晚期
、

晚泥盆世早
、

晚期成为火山喷发中心
。

由于金沙

江带中
、

晚泥盆世发生拉张裂陷
,

致使在晚泥盆世出现深水浊积岩
、

含放射虫硅质岩及含牙

形刺的薄层泥质灰岩
,

上述火山活动可能是地块边缘海盆地伸展机制下火 山弧及弧后盆地

的产物
。

石炭纪早期
,

除青泥洞古陆之外
,

其余地区处于滨海一浅海一斜坡一次深海环境
,

在青

泥洞一带沉积了一套河流相一滨岸沼泽一潮坪相一局限台地海绵礁一局限台地相的碎屑岩

和碳酸盐岩
,

河流流向仍然自东向西
。

至晚石炭世为碳酸盐台地相
.

沉积
,

而在昌都一开心岭

一带下石炭统为含煤碎屑岩
,

上石炭统主要为碳酸盐岩夹火山岩
。

表明昌都地块早石炭世整

体隆升
,

东西两侧边缘的青泥洞和开心岭都有古陆出现
,

晚石炭世海侵使得昌都地块成为广

阔的海域
,

原先的古陆呈水下隆起
。

从区域上来看
,

昌都地块东临的金沙江
一

哀牢山洋和西濒

的澜沧江洋
,

在早石炭世都处于扩张期
,

此时昌都地块的隆起是两侧岩石圈伸展伴随的弯起

作用所引起的
,

而晚石炭世碳酸盐台地相的发育和广泛分布
,

则是地块两侧洋盆海进范围不

断扩大所致
。

二叠纪早期以碳酸盐岩夹碎屑岩为主的开阔台地相沉积
,

至晚期演变为细碎屑岩
、

含煤

碎屑岩及少量碳酸盐岩沉积的滨岸砂堤相
、

滨岸沼泽和海湾一渴湖相
,

总体构成一个向上变

浅沉积序列
,

并伴有基性一中基性一中酸性岛弧型火山活动
。

由于上述地块东西两侧洋盆的

洋壳向昌都
一

思茅陆块相向俯冲的过程中
,

在其两侧发育火山弧带
,

地块中部逐渐转化为弧

后盆地
,

使得地块总体处于列岛分布的隆起状态
。

么 4 前陆盆地形成发展阶段

早三叠世
,

昌都地块仅在局部坳陷 (如江达火山弧的弧前地带及东西向和北西向拗陷盆

地 )沉积有碎屑岩
、

碳酸盐岩和火山岩
,

由次活动型山麓堆积至河流
、

滨海
、

浅海相红 色复陆

屑火山沉积建造演变为由台地
、

台地斜坡至盆地相沉积组成的稳定型碳酸盐建造
、

瘤状碳酸

盐建造
,

但大部分地区均缺失沉积
,
中三叠世在地块两侧山前坳陷沉积一套碎屑岩

、

碳酸盐

岩及中酸性火山岩
,

早期为次活动型 内源与火山源为主的复理石建造至次活动型以陆源为

主含火山源的复理石建造
,

晚期为河流
、

冲积平原
、

滨岸至浅海相的稳定型复陆屑建造
、

磨拉

石建造
,

向上演变为碳酸盐台地至盆地相的次稳定型瘤状碳酸盐与碳酸盐建造
。

晚三叠世早

期
,

为一套碎屑岩沉积并相伴大量的中基性一中酸性火山活动
,

形成大量山前磨拉石堆积
,

其沉积环境为活动型陆缘火山弧
,

属复陆屑火山沉积建造
、

浅水碎屑岩建造
、

岛屿火山建造
、

复陆屑建造
、

磨拉石建造与火山磨拉石建造
,

反映该期发生强烈的造山作用
,

使得 山脉急剧

抬升
,

并向盆地内部不断推进
,

盆地萎缩而变小
;
晚三叠世波里拉期出现广泛海进

,

发育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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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分布的台地型碳酸盐岩
,

为稳定型碳酸盐建造
,

瘤状碳酸盐建造与碳酸盐复理石建造 ;

晚三叠世晚期阿堵拉期和夺盖拉期
,

由浅海至滨海相的稳定型复陆屑建造
、

浅水碎屑岩建造

向上演变为滨海至润湖相的次稳定型复陆屑建造
、

海陆交互含煤建造
,

表明昌都地块两侧小

幅度隆升并逐渐出露水面
,

剥蚀物以长石石英砂岩和含煤碎屑岩 为代表
,

在盆地内快速堆

积
,

未能形成粗碎屑磨拉石沉积
。

此后
,

除中侏罗世再次出现海进外
,

晚侏罗世一白垄纪均为

陆相红层
,

白圣纪出现膏盐层
,

盆地处于不断收缩时期
。

么 5 走滑拉分盆地发展阶段

由于喜马拉雅期印度板块向北下插推挤和扬子陆块阻护拍勺强烈挤压
,

使腰部德钦一维

西一带强烈紧缩
,

北部昌都和南部思茅块体向两端挤离
.

在坳陷带内形成一组共扼走滑断裂

系
,

在北部 (昌部 )块体东侧贡觉一带形成右行走滑拉分盆地 (如贡觉盆地 )
,

西侧囊谦代带形

成左行走滑拉分盆地 (如囊谦盆地 )( 刘增乾等
,

1 9 9 3 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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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三系盆地内沉积了一套

含膏盐的红色碎屑岩
,

局部地区和时段的泥炭或褐煤沉积
,

除部分发育在晚 白奎世后的残留

湖盆中外
,

大部分都堆积在走滑拉分盆地中
。

3 结语

1
.

对昌都地块沉积地质演化研究表明
,

介于 冈瓦纳和劳亚 两个超级大陆之间的特提

斯
,

是个多阶段发育的具多岛屿的洋
,

其间存在一系列的地块群
,

昌都地块便是其中之一
。

2
.

从沉积盆地性质分析来看
,

昌都地块晚古生代沉积是建立在加里东造山带基础上
,

一直处于稳定地块形成演化阶段
,

总体上属克拉通 内浅海盆地
;
中生代昌都地块则经历了中

三叠世一早侏罗世与中侏罗世一晚白垄世两个构造旋回
,

则完成了从伸展裂陷到前陆盆地

坳陷的构造属性转化
;
新生代 (主要是第三纪 )盆地都属于走滑拉分盆地

。

3
.

从昌都地块古生物群落与组合资料表明
,

显示出明显的新扬子或华南特征
,

尤其是

晚古代生物组合具有很强的混生性
,

它表现在
:
( l) 昌都地块含有

,

较多的本区独有的地方性

生物属种
,

以喜暖的特提斯生物群为主
,

并伴有珊瑚礁
、

层孔虫礁和海绵礁的出现
; ( 2) 由于

冈瓦纳大陆在晚石炭世发生冰川作用
,

随着时 间的推移
,

冈瓦纳大陆冰川作用不断加剧
,

在

晚石炭世至早二叠世初期
,

冰川作用达到高峰
,

影响面十分广泛
,

几乎遍及整个 冈瓦纳大陆
。

据西藏聂拉木早石炭世古纬度 74
.

85
,

晚泥盆世古纬度75
.

6 5
,

处于高纬度地区
;
参考昌都地

块东邻的 巴塘晚二叠世古纬度 12
.

3N
,

南部的德钦早二叠世古纬度 9
.

3N
,

处于低纬度地

区闭
。

推测冈瓦纳大陆冰川作用与气候影响至本区
,

使气候变冷导致一些喜冷的冈瓦纳生物

群分子渗入 ; ( 3) 昌都地块晚古生代尽管受东
、

西两侧古陆的影响
,

但仍与特提斯等海域相通

的
,

因此该区生物群中尚含有中国南方扬子 区
、

西北 区
、

西秦岭
、

欧亚大陆及前苏联
、

西欧的

生物分子
。

昌都地块三叠纪生物组合主要是以特提斯型为主
,

渗人环太平洋分子
,

或二者呈混合

型
。

此外
,

昌都地块与中咱
、

保山等地块
,

位于冈瓦纳与劳亚古大陆气候之间的古
、

中特提斯

海域中
,

呈地块群样式分布
,

造成沉积岩相和古地理时空分布上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

为区外

的生物分子能在该区混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

4
.

昌都地块古地理变迁表明
,

在加里东造山作用基础上
,

泥盆纪地块呈现东陆西洋
,

海

侵自早泥盆世至晚泥盆世
,

由西向东推进
,

海域扩大古陆缩小的总趋势
:

早石炭世该 区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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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洞一带为古陆
,

中
、

晚石炭世为水下隆起外
,

均为广海
;
早二叠世随着类乌齐

、

江达一带抬

升出露水面
,

至晚二叠世古陆范围不断扩大
。

值得指出的是石炭纪
、

二叠纪的不同时期
,

地块

中间地带为古陆或水下隆起
,

东
、

西两侧为次深海一深海的斜坡或盆地
,

显示地块中间高两

边低的古地理格局
,

对中生代的沉积演化具有控制作用
.

早
、

中三登世为古陆与陆缘海
,

地块

东侧中三叠世处于次深海和深海
;
晚三叠世早期至中期

,

由古陆演化为浅海陆棚
;
晚三叠世

晚期地块抬升
,

水深变浅
,

出现陆源三角洲
;
早侏罗世至中侏罗世古陆范围不断扩大

,

海侵范

围进一步缩小
,

中侏罗世晚期结束本区海侵的历史
,

被晚侏罗世直至白圣纪的陆地所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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