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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盆地南缘盐锅峡组的建立及其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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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民和盆地下白里统地层出露广泛
,

在其中部有一整套以水下沉积构造和其中特有的蓝灰

色标志层为主体的细碎屑岩系
,

与上
、

下地层有着极大差异
,

命名为
“

盐锅峡组
” 。

该组地层剖面

连续
,

出露甚好
,

顶底清楚
,

具独特的岩性
、

岩相特征
。

该组岩石地层单位的正式建立
,

不但便于

区内地层划分与对比的需要
,

而且对盆内层序地层
、

构造演化
、

作用相分析都具重要作用
。

关 键 词 :区域地层 ;划分与对比 ;下白要统 ;盐锅峡组

中图分类号 :巧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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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盆地下白翌统地层出露广泛
,

是一大套由粗至细的碎屑岩组成的巨大旋回
。

在巨

大旋回的中部
,

也就是盆地早期沉积的粗碎屑岩系之上有一整套以水下沉积构造发育为主

体的细碎屑岩系
,

底
、

中
、

顶夹有三套特殊标志层
,

其无论在颜色
、

岩性
、

沉积构造等方面与上

下地层迥然不同
。

它代表盆地扩展时期的标志
,

我们把它称为盐锅峡组 ( K
l

刃
,

相当 :1 20 万

兰州幅 ( 1965 )河 口群的第二岩组的
a
段

。

盐锅峡组在盐锅峡电厂附近出露最佳
,

其剖面连续
,

沉积特征清楚
,

观察方便
,

交通便利

(图 1 )
,

在民和盆地罕见
,

是建组
、

研究沉积环境十分理想场所
。

1 盐锅峡组剖面描述 (图 2)

上覆地层 :红古城组 ( lK h)

25
.

紫灰色巨厚层一薄层细砂岩与暗紫色中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层理 23
.

4l m

—
整 合

—盐锅峡组 ( lK刃

24
.

紫灰色中一薄层细砂岩与暗紫色夹绿黄色厚一中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岩
,

中部见近 Zm

厚的蓝灰色薄层粉砂岩与粉砂质泥岩互层
。

底部发育浪成交错层理
、

潜穴
、

虫管
、

龟

裂
,

细砂岩中可见波痕 79
.

能m

23
.

黄色薄层细砂岩与蓝灰色块状粉砂质泥岩互层
,

细砂岩中可见浪成交错层理 28
,

40 m

22
.

紫灰色巨厚层一厚层细
、

粉砂岩与中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层理
,

层面上

可见不对称分叉波痕
、

潜穴 13
.

56 m

21
.

灰色中厚层细砂岩与暗紫色中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底部见薄一中厚层含小砾细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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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板状
、

浪成交错层理 11
.

40 m

20
.

灰色巨厚层细砂岩与暗紫色中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上部为薄层细砂岩与中厚层粉

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层理
,

层面上可见潜穴 刀
.

94 m

19
.

灰色中厚层细砂岩与暗紫色厚一中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层理 4
.

92 m

18
.

灰紫色中厚层细
、

粉砂岩与厚一中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层理 61
.

男 m

17
.

紫灰色薄一中厚层细砂岩与中一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层理 24
.

38 m

16
.

紫灰色薄层细
、

粉砂岩与中一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层理及波痕 33
.

38 m

巧
.

紫灰色中一薄层细砂岩与暗紫色巨厚层一中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层

理
、

波痕 11
.

46 m

14
.

紫灰色中一薄层粉
、

细砂岩与暗紫色中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层理 75
.

31 m

13
.

紫灰色或灰绿色中一薄层粉
、

细砂岩与暗紫色中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对称波痕 8
.

Om

12
.

灰绿色中厚层细砂岩与暗紫色厚一中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层理 103
.

78 m

11
.

紫灰色薄层一厚层一巨厚层细砂岩与暗紫色块状粉砂质泥岩互层
,

上部为灰绿色薄层

细砂岩与暗紫色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板状
、

浪成
、

波状层理
,

层面上可见大量潜

穴
、

虫管 61
.

28 m

10
.

蓝灰色或暗紫色中一薄层细砂岩与暗紫色中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层

理
、

波痕 100
·

02 m

9
.

紫灰色厚层细砂岩与暗紫色块状粉砂质泥岩互层
,

中上部为薄层粉
、

细砂岩与中一厚层

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层理 10
.

45 m

8
.

暗紫色薄层粉
、

细砂岩与暗紫色中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层理 33
.

56 m

7
.

灰紫色中厚层细砂岩与暗紫色巨厚层块状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层理 38
.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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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蓝灰色薄层粉砂岩与暗紫色中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39
.

76 m

5
.

紫灰色厚层细砂岩与暗紫色中一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层理 36
.

03 m

4
.

绿灰色中一薄层粉
、

细砂岩与暗紫色
、

灰绿色中一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

层理
,

层面上可见潜穴
、

虫管
、

不对称波痕 3
,

58 m

3
.

灰绿色薄层粉砂岩与暗紫色
、

灰绿色中一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水平层理
,

层面上

富含虫管
、

潜穴 22
.

0’7 m

2
.

紫灰色中一薄层粉
、

细砂岩与暗紫色中一厚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浪成交错层理
、

斜

层理 31
.

22 m

1
.

暗紫色巨厚层粉砂质泥岩 2
.

10 m

—
整 合 ——下伏地层 朱家台组 ( K

、 :
)

:

灰绿色中一薄层状细砂岩
,

层面上发育波痕
、

虫管
、

龟裂

2 组的内涵
、

标志性特征及外延

从剖面描述可见
,

盐锅峡组与红古城组
、

朱家台组的界线截然分明
,

再伴以下
、

中
、

上三

层蓝灰色薄层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特殊标志
,

野外不但醒目
,

而且易于划分对比
。

因此
,

盐锅峡组的涵义应为
:
位于下白奎统暗紫色或灰色砂

、

泥岩频繁互层之下
,

下伏下

白翌统早期粗碎屑岩系之上
,

以暴露面广泛发育的细
、

粉砂岩之上
,

以灰绿色或暗紫色广泛

发育浪成波痕为沉积特征的
,

以细碎屑岩系为主夹有特殊的标志层
,

横向上岩性变化明显
,

但其可追索的界线上下沉积特征独特组合及内部的标志层到处可见
。

盐锅峡组与上
、

下地层迥然不同的及独特的沉积特征组合
,

以三套蓝灰色为标志
,

代表

洪水最大泛滥面
,

分别组成了三个完整的沉积旋回
。

早期旋回是在冲积平原基础上
,

出现盆

地水体扩张期
,

以早期发现中
、

厚层浪成波痕的细砂岩广泛发育为特征
,

为浅湖相沉积
,

尔后

水体进一步加深
,

以蓝灰色薄层粉砂岩
、

粉砂质页岩出现为标志
,

之后又变浅
,

发育浪成
、

板

状
、

波状交错层理
,

层面上发育大量潜穴为特征
。

中

期沉积旋回所不同的是
,

局部出现了含小砾的层 以及

旋回结束以龟裂和大量潜穴为特征的暴露面构造 (图

3 )
。

上部沉积旋回与其下
、

中部有较大不同
,

未出现

厚层以上的细砂岩和旋回结束的暴露面构造
,

旋回厚

度远较下
、

中部旋回规模小
,

因而盐锅峡组为滨
、

浅湖

沉积体系
。

三次以蓝灰色为标志的大旋回
,

分别代表

了盆地三次水体扩展期
。

该组纵向上旋回有序
,

但横向上岩性变化较大
。

在盆地南缘始终可见三套蓝灰色标志层和两套巨厚

层细砂岩
,

但在盆地北缘盐锅峡组出露不全
,

仅能见

一套蓝灰色标志层
,

而且其下夹由巨厚的细砂岩变为

中厚细砂岩
,

但沉积构造仍为浪成波痕
。

尽管横向上

岩性
、

岩相变化较大
,

但该组的蓝灰色标志层从盆地

潜穴
、

龟裂

浪成波痕
浪成波痕
(蓝灰色层 )

斜层理 (蓝灰色 )

浪成波痕

0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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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岩 相 古 地 理 (3 )

边缘至盆地中心广泛存在
,

是一套特殊的沉积产物
,

代表了盆地扩展的标志
,

因而可以作为

对比和划分的良好标志
。

3 地质学意义

盐锅峡组尽管继民和盆地下白奎统红古城组之后建立的第二个岩石地层单位
,

但其地

质学意义十分重大
。

首先
,

它继红古城组之后
,

大大改变了兰州
一

民和盆地下白至统长期以来以群代组的局

面
,

给区域地层划分与对比带来极大便利
,

特别是 目前开展 1 : 5 万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

带

来便利是不言而喻的
。

它给大地构造研究也带来极大便利
。

盐锅峡组滨
、

浅湖沉积体系是盆地内外相互作用

的结果
,

它是民和盆地成生
、

扩展的重要时期
,

反映了盆地的构造运动由早期断陷转为引张
,

古地理由
“

高山峡谷
”

转为地势平坦
,

给构造古地理研究注人了活力
。

它大大加强了盆内相分析
。

盆内相分析不光是环境分析
,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查明环境

形成的地质作用过程
,

也就是作用相分析
。

因而
,

盐锅峡组的建立
,

可 以大大加强作用相分

析
。

总之
,

盐锅峡组的建立
,

不仅在理论上
,

而且在实践中都具诸多意义
。

这种意义将在今

后盆地工作中不断显现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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