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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区从三叠纪到老第三纪
,

发育的岩石地层主要有确哈拉群 (飞 )
、

希湖群 (lJ
_ 2 )

、

拉贡塘

组 (几
_ 3 )

、

多尼组 ( lK )
、

竟柱山组 (凡 )和牛堡组 (凡
一 3 )

。

在沉积相上
,

经历了从深水沉积到浅水

直至陆相沉积的演变
,

发育有冲积扇
、

河流
、

湖泊
、

三角洲 (潮汐 )
、

障壁海岸
、

浅海
、

深海和火山碎

屑流沉积
。

古地理分析表明
,

研究区晚三叠世古地理轮廓是一个从东南向西北和东北方向由浅

水碳酸盐台地及深水陆层海底扇沉积共同发育的沉积盆地 ;早中侏罗世
,

演变成为一个由深水

砂质浊积岩和细屑浊积岩组成的水下席状体沉积 ;进人中晚侏罗世
,

其古地理表现为一个陆屑

浅海有障壁海岸 ;到了晚白蟹世
,

研究区表现为以含煤沉积为特征的三角洲相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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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沙丁和荣布地区在行政区划上
,

横跨那曲地区和昌都地区 (图 l )
,

构造上
,

属于潘

桂棠等〔’ (] 1997 )划分的安多
一

丁青结合带南侧的那曲
一

沙丁弧后盆地
。

该研究区
,

地表大量出

露有侏罗系
、

白翌系
,

并有少量的三叠系和老第三系分布
。

从三叠纪到老第三纪
,

发育的岩

石地层主要有
:
确哈拉群 (飞 )

、

希湖群 ( J
l _ 2 )

、

拉贡塘组 (几
_ 3 )

、

多尼组 ( lK )
、

竞柱山组 (从 )和

牛堡组 (凡
_ 3 ) (表 1 )

。

近年
,

笔者在研究区对三叠系一老第三系的沉积地质特征进行了初

步研究
。

现将研究结果叙述如下
。

1 沉积相特征

1
.

1 沉积相类型

研究区内的晚三叠世到老第三纪
,

沉积相经历了从深水沉积到浅水直至陆相沉积的演

变
,

其沉积相划分见表 2 z[, 3] 。

1
.

2 主要沉积相分述

` l) 冲积扇相主要发育在老第三系牛堡组下部和顶部
,

另在上白里统竞柱山组底部也有

少量发育
。

主要为一套浅紫红色砂质不等粒砾岩
、

泥质砾岩
、

石英砂岩
、

粉砂质泥岩和泥岩

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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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区晚三亚世一老第三纪岩石地层特征

T曲 l e I L月 te T d 决成c 一 P目“ 犯 e n e 肚ht 仪由 , 柱邵 , 户 y of ht e 功川 y a r〔 a

岩岩 石 地 层层 岩 性 特 征征

老老第三系系 牛堡组组 为浅紫红色
、

紫红色陆相复成分砾岩
、

石英砂岩和泥岩沉积
。

产抱粉 Racn aen (松科 )等等

上上白至统统 竞柱山组组 为陆相沉积
,

主要为深灰色粉砂质页岩
、

钙质粉砂岩夹少量岩屑细砂岩
、

砂质砾岩
、

泥灰岩
,,

底底底底部见复成分砾岩
,

中上部夹三层碳酸盐化晶屑凝灰岩
。

下部产有孔虫
、

介形虫 ( 1 :
20 万丁丁

青青青青幅
、

洛隆幅 )))

下下白蟹统统 多尼组组 为海陆交互相沉积
,

主要为灰色
、

灰黑色薄层状石英砂岩
、

灰黑色粉砂岩
、

粉砂质板岩夹少量量

含含含含砾砂岩和薄层状泥灰岩
,

含有腕足
、

腹足
、

抱粉
、

叶茎等化石石

上上侏罗统统 拉贡塘组组 为滨岸
、

陆棚相沉积
,

灰黑色板岩
、

粉砂质板岩夹灰色薄中层状细一粉砂质石英砂岩
,

局部夹夹
泥泥泥泥灰岩

、

生物碎屑灰岩
、

饼状铁质结核及黄铁矿晶体
,

含腕足
、

抱粉
、

双壳类
、

有孔虫等等

下下中侏罗统统 希湖群群 为深水复理石沉积
,

主要为灰褐灰黑色板岩
、

粉砂质板岩夹灰色薄厚层状石英砂岩
、

长石砂砂

岩岩岩岩
、

石英粉砂岩
,

岩石中含黄铁矿晶体和饼状黄铁矿结核
。

在 卜 20 万丁青县幅
、

洛隆县幅中
,,

于于于于岩层中采有菊石 P e it 如
n c t id ae 科

,

属早中侏罗世分子子

上上三叠统统 确哈拉群群 为灰色中厚层状硅质砾岩
、

砾质砂岩
、

粉砂岩
、

板岩
、

砾屑灰岩
、

泥灰岩
、

硅质岩
、

硅质灰岩
,

以以

及及及及少量灰黑色板岩
、

泥晶灰岩
,

为碳酸盐缓坡和陆屑海底扇沉积
,

含腕足
、

珊瑚
、

海百合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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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区晚三扭世一老第三纪沉积相分类表

毛阎 e 2 l b e 山璐祖ca 西. 成 口姆 l 月t e 毛血ISS lc 一 P al eo ge o e se 山m即ta 叮 肠d es in th e 动川y a r e a

相相相 亚 相相 微 相相 层 位位

大大陆相组组 冲积扇相相 扇头
、

扇中
、

扇尾尾 碎屑泥石流
,

辫状河砾岩
、

砂岩
,,

老第三系牛堡组
,

上白呈统竞柱柱

片片片片片泛沉积积 山组组

河河河流相相 辫状河
、、

天然堤河道
,

心滩洪泛沉积积 老第三系牛堡组组
辫辫辫辫状河冲积平原原原原

湖湖湖泊相相 淡水湖湖 湖滨
、

湖泊正常沉积
、

湖泊浊积积 上白坚统竞柱山组组

岩岩岩岩岩
、

湖泊碎屑流流流

海海陆过过 三角洲相相 三角洲前缘
、、

潮汐砂坝
、

潮汐水道道 下白蟹统多尼组组

渡渡相组组 (潮汐 ))) 前三角洲洲洲洲

海海相组组 有障壁海岸岸 潮坪
、

淘湖
、、

潮上一湖间坪上部
,

潮间中部馄馄 中上侏罗统拉贡塘组组

障障障障壁岛岛 合坪
,

潮沟
,

潮 间下部砂坪 ; 前前前

滨滨滨滨滨
、

滨面砂坝坝坝

浅浅浅海相相 陆 棚棚 内陆棚
、

外陆棚
、

碳酸盐岩缓坡坡 中上侏罗统拉贡塘组
、

上三叠统统

(((((((((局部成为末端变陡缓坡 ))) 确哈拉群群

探探探海相相 深海欠补偿盆地地 正常盆地地 上三叠统确哈拉群
、

中下侏罗统统

希希希希希希湖群群

深深深深海补偿盆地地 深海扇 (内扇水道
、

中扇水道
、

外外 中下侏罗统希湖补
、

上三叠统确确
扇扇扇扇扇

、

外扇边缘 ) ;席状体浊积鲁鲁 哈拉群群

(((((((((近源一远源浊积岩
,

远源浊积积积

岩岩岩岩岩
、

盆地平原 )))))

火火山山 火山碎屑流流 大陆相火山沉权权 火山灰流流 老第三系牛堡组
、

上白奎统竞柱柱

碎碎屑流流 沉积积积积 山组组

在老第三系牛堡组中的冲积扇沉积按砂质砾岩和石英砂岩
,

粉砂质泥岩比率变化
,

可进

一步划分为扇头
、

扇中和扇尾
。

方 iooo’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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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头 主要为泥石流成因的紫红色厚层块状具杂基支

撑的砂质砾岩
,

次为牵引流成因的碎屑支撑的砂质砾岩和少

量石英砂岩
。

扇中 以紫红色碎屑支撑砂质砾岩为主
,

具杂基支撑砂

质砾岩次之
,

以石英砂岩增多为特征
。

砂岩发育平行层理
,

可见虫迹
。

扇尾 主要为紫红色薄中层状石英砂岩
、

粉砂质泥岩和

泥岩沉积
。

在地层生长序列上
,

表现为后退序列
,

即由下向上为从

扇头到扇中到扇尾的变化
,

冲积扇序列平均厚为 135
.

orn (图

2 )
。

( 2 )河流相于老第三系牛堡组中上部发育
。

表现为辫状

河和辫状冲积平原
。

辫状河 由辫状河河道和天然堤两个微相组成
。

辫状

河河道由紫红色
、

厚层状 (砾质 )石英砂岩
、

粉砂岩组成
。

以

中厚层石英砂岩底部出现薄层状
、

透镜状砾质石英砂岩和粉

砂岩为特征
。

石英砂岩中发育平行层理和斜层理
。

对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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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测定古流向为 7 60 (表 3 )
。

表 3 晚三盛世一老第三纪地层古流向 (斜层理
、

波痕 》数据

叭山l e 3 Th
e 脚曲

~
e n t d a 加 for th e

in th e L a te T ri 理成C 一

曲U甲理 b 刃曲娜 汕d riP P le n . 对妇

P习以唱e n e st ra 肠

层层 位位 地 点点 岩 性性 地 层 产 状状 斜 层 理理 波 痕痕

野野野野野野外产状状 校正产状状状

确确哈拉群群 丁青下拉拉 砂质砾岩岩 1如
o

乙 70000 182忆7 2000 128
0

艺7
00000

(((飞娇)))))))))))))))

希希湖群群 索县荣布布 细砂岩岩 22
0

艺55
0000000

303
000

((( J
, _ Z

hx )))))))))))))))))))))))))))))))))))))))))))))))))))))))))))
粉粉粉粉砂岩岩 1

0

艺 5 5
0000000

3 5
000

中中中中粒砂岩岩 匆 2
0

匕 52
000

3 35
0

匕67
000

3 18
0

乙 16
00000

拉拉贡塘组组 边坝麦曲曲 砂 岩岩 17 5
0

乙 52000 120
0

乙48
。。

57忆 4 1
00000

(((五
_ 3
仓)))))))))))))))))))))))))))))))))))))))))))))))))))))))))))

砂砂砂砂 岩岩 17 8忆跳
。。

120乙印
。。

15 7
0

匕 3 9
00000

砂砂砂砂 岩岩 16 3丫 7护护 15 8
0

匕 6 1
000

0
0

乙 9
00000

多多尼组组 比如白嘎嘎 砂 岩岩 18 3忆 3 8
0000000

6 8
000

((( K : d )))))))))))))))))))))))))))))))))))))))))))))))))))))))))))
砂砂砂砂 岩岩 2的

。

艺 60
““““

8
ooo

竞竞柱山组组 索县荣布布 砂 岩岩 6
0

乙47
000

3 30
。

乙 19
000

2 62
0

艺 4 9
00000

((( KZ j )))))))))))))))

牛牛堡组组 巴青 日阿曲曲 砂 岩岩 14
0

乙49
““

36
。

艺印
。。

7 6忆 2 1
00000

(((凡
_ 3 n

)))))))))))))))

辫状河道天然堤沉积不很发育
,

为紫红色薄层粉砂质泥岩和泥岩夹薄层石英砂岩
、

粉砂

岩沉积
。

其层序厚十几厘米至 5 c0 m 。

辫状冲积平原 主要表现为心滩洪泛沉积
,

次为辫状河河道
。

洪泛沉积在老第三系上部沉积中尤为突出
。

由一套紫红色粉砂质泥岩和泥岩夹薄层石

英粉砂岩
、

细砂岩构成
。

辫状河河道与辫状河区别在于后者表现为平面状
。

由紫红色薄中层状石英砂岩
、

粉砂

岩沉积构成
,

发育平行层理和小型沙纹层理
。

( 3) 湖泊相为竞柱山组主体沉积
,

可进一步划分为湖滨
、

湖泊浊积岩
、

湖泊碎屑流和正常

湖泊沉积等微相
。

·

湖滨 在竞柱山组底部少量发育
,

由灰
、

深灰色薄中层状岩屑砂岩和岩屑粉砂岩组成
。

湖泊浊积岩 在竞柱山组中出现
,

由灰色薄中层状岩屑砂岩
、

岩屑粉砂岩构成
。

砂岩底

面具冲刷
,

具正粒序和鲍玛序列
a + b + e

或
a + C + e 、 a + e

等层序
。

对浊积岩中
。
段斜层理

测定古流向为 2 62
“

(表 3 )
。

湖泊碎屑流 于竞柱山组中上部局部发育
,

为浅紫灰色中厚层状砂质砾岩沉积
,

少数呈

透镜状
。

砾岩对下伏沉积有冲蚀作用
,

可见下伏地层撕裂卷人砾岩中的现象
。

湖泊正常沉积 主要在竞柱山组中发育
,

为灰黑色粉砂质页岩
、

页岩和泥灰岩沉积
。

在

层面上常见星射状水平遗迹化石 `

( 4 )三角洲相!于下白要统多尼组中发育
,

是一个主要受潮汐控制的破坏性三角洲
,

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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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白嘎
、

约罗贡一带表现为三角洲前缘和前三角洲沉

积
。

三角洲前缘 受潮汐作用影响
,

其河口砂坝
、

远

砂坝被改造成为潮汐砂坝和潮汐水道沉积
。

潮汐砂坝主要形成灰色灰白色中厚层状石英中

细粒砂岩
,

次为薄中层状石英细粒砂岩和粉砂岩
,

平

行层理发育
。

含植物化石和小煤精团块
。

.

可见直线

脊波痕和链状波痕
,

波脊走向 8
“

(表 3 )
。

在剖面序列

上
,

常构成向上变厚变浅旋回 (图 3)
。

潮汐水道在地层中出现不多
,

为灰色薄中层状石

英细砂岩和粉砂岩沉积
。

在剖面上
,

构成向上变薄砂

质序列
,

其底部砂岩呈透镜状
。

前三角洲 为三角洲沉积之外于浪基面下的陆

亡口链状波痕

已
垂直钻子。

【当 直线彼痕

图 3 研究区多尼组潮汐砂坝沉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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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沉积
。

主要为灰黑色粉砂质板岩
、

泥质板岩
,

次为灰色薄中层石英细砂岩
,

其中具有毫米

级细砂质条带层理和透镜状层理
,

并含有植物化石
,

砂岩中可见不连续的泥质脉线
,

板岩中

常见铁质结核顺层排列
。

指示在三角洲相陆屑砂质充分供应下
,

前三角洲相在海底同生和

准同生期处于还原环境
。

由前三角洲和三角洲前缘组成的旋回沉积在比如白嘎
、

约罗贡一带构成多旋回地层沉

积
,

高耸山巅
、

巍巍状观
。

( 5) 有障壁海相在中上侏罗统拉贡塘组中发育
,

由潮坪
、

渴湖
、

障壁岛三个亚相组成
。

潮坪 可进一步划分为潮上
一

潮间坪上部
、

潮间中部混合坪
、

潮间下部砂坪
、

潮沟等微

相
。

潮上
一

潮间坪上部不十分发育
,

仅在两个层位见及
。

主要表现为灰黑色薄中层状粉砂质

泥岩和泥岩夹若干层煤线沉积
,

并含大量植物碎片
。

煤线厚 0
.

5 一 1。 m
。

说明当时古气候为

潮湿气候环境
。

潮间中部砂泥混合坪在地层中较为常见
,

尤以中上部为甚
。

主要由灰褐色薄中层状石

英细砂岩
、

石英粉砂岩和灰黑色泥质粉砂岩组成
。

大量发育潮汐层理
,

如透镜状
,

脉状层理

和条带状层理
。

具生物扰动和生物钻孔构造
,

发育不对称流水波痕
,

波脊平直
,

未见分叉
。

可见植物碎片
。

潮间下部砂坪在地层中较常见
,

主要出现在中上部
。

由灰褐色中厚层状石英中细粒砂

岩组成
。

主要为单层岩石成套集中出现
,

少量呈单层夹于泥质粉砂岩和粉砂质泥岩中
。

岩

石发育平行层理
、

斜层理
、

鱼骨状交错层理和槽状交错层理
,

偶见岩石中含有毫米级粉砂泥

质细脉
。

另外
,

岩石中偶见双壳类化石和植物碎片
,

以及生物挠动构造和不对称流水波痕
。

对岩石中斜层理古流向测定为 1570 和 o0
一 570

,

显示出双向古水流 (表 3 )
。

潮沟仅偶尔见及
。

在边坝麦曲剖面中
,

它由含砾中粒石英砂岩组成
,

岩石呈透镜状
。

砾

石为粉砂岩成分
,

呈长条形
、

不规则形
,

具棱角状
,

大小为 20 x or 一 巧 x 3cm
。

砾石主要分布

于中下部
。

渴湖 主要出现在地层中下部
。

为灰黑色粉砂质板岩
、

灰褐色中厚层状粉砂质泥岩和

泥质粉砂岩沉积
。

普遍发育水平状毫米至厘米级颜色条带
,

并偶见毫米级细砂质纹理
。

岩



1望刹) 年 ( 4 ) 西藏沙丁
、

荣布地区三叠系一老第三系沉积地质特征

石中普遍发育顺层黄铁矿结核
。

以上由潮坪相和泻湖相沉积组成的多旋回层序结构 (图

4 )
。

障壁岛 出现在拉贡塘组中
。

由前滨和滨面砂坝两个

微相组成
。

前滨主要由灰褐色中厚层状石英中细粒砂岩组成
,

少量

为薄中层状石英细砂岩沉积
。

层序上
,

常构成向上变厚砂质

旋回
。

砂岩发育有两组波痕
,

显示出前滨带复杂的水体状

态
。

一组为 68
“ ,

另一组为 106
” ,

后者在前者波谷中发育
,

并

未切过前者的波脊 (表 3)
。

滨面砂坝主要由灰褐色薄中层状石英细砂岩组成
,

少量

为灰褐色粉砂质板岩和泥质板岩
。

岩石层序组合为薄中层

状砂岩或薄中层状砂岩夹少量粉砂质泥质板岩
。

前滨和滨面砂坝微相可与障壁岛同时发育
,

一般是下部

为滨面砂坝
,

上部为前滨沉积
。

也可 由两个微相单个发育
,

组成障壁岛沉积
。

( 6) 浅海相仅由一个陆棚亚相组成
。

李多

夕艺产

潮 下淘湖

潮间混合坪
潮间砂坪

潮间棍合坪

潮 间砂坪

潮下消湖

皿攀解

图 4 拉贡塘组潮坪与涓湖

旋回沉积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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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棚亚相在陆屑沉积体系中
,

由内陆棚和外陆棚两个微相组成 ;在碳酸盐沉积体系中
,

成为碳酸盐缓坡
,

局部成为末端变陡缓坡
。

前者出现在比如白嘎
、

雅安多一带的拉贡塘组

中
,

后者发育于确哈拉群中
。

内陆棚由灰色粉砂质板岩
、

泥质板岩和灰色
、

灰褐色薄中层状石英砂岩组成
。

其层序特

征为粉砂质泥质板岩与薄中层状石英砂岩呈等厚互层
,

或为薄中层状石英砂岩夹粉砂质
、

泥

质板岩
。

外陆棚主要为灰褐色粉砂质板岩和泥质板岩
,

次为灰褐色薄中层状石英砂岩和粉砂岩
。

另外
,

还少量发育灰色薄中层状泥晶灰岩
、

泥晶含生物碎屑灰岩以及白云质球粒灰岩
。

碳酸盐缓坡 (局部为末端变陡缓坡 )主要由褐灰色薄中层状泥晶灰岩
、

生物碎屑泥晶灰

岩
、

泥晶生物碎屑内碎屑灰岩
,

含硅质条带泥晶灰岩和泥灰岩组成
,

局部见薄层状硅质岩
、

硅

灰岩
,

另外
,

还有少量透镜状砾屑灰岩沉积
。

其中泥晶生物碎屑内碎屑灰岩和砾屑灰岩分别

为浊流和碎屑流成因
。

在层序上
,

砾屑灰岩夹于薄层状石英粉砂岩
、

泥灰岩和生物碎屑泥晶

灰岩之中
,

在侧向上相变为石英粉砂岩和泥灰 岩
,

其砾石又主要为盆内泥晶灰岩
,

表明碳酸

盐缓坡局部末端发生了变陡
。

(7) 深海相由深海欠补偿盆地亚相和深海补偿盆地亚相组成
。

深海欠补偿盆地主要表现为正常盆地微相沉积
。

主要于确哈拉群中产出
,

少量发育于

希湖群中
。

在确哈拉群中由灰褐色粉砂质泥质板岩
、

灰色薄中层状泥晶灰岩
、

薄层硅质岩和

硅灰岩组成
。

在希湖群中
,

主要为泥质板岩
。

深海补偿盆地有陆屑深海扇和陆屑席状体两种沉积
。

前者于确哈拉群发育
,

后者发育

在希湖群中
。

深海扇沉积 该扇沉积可进一步划分为内扇水道
、

中扇水道
、

外扇和外扇边缘
。

其沉积

模式 (图 5 )
。



岩 相 古 地 理

图 5 上三叠统确哈拉群陆屑浊积扇沉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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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扇水道在确哈拉群中上部较常见
,

另在底部也有发育
。

英砂岩
、

中厚层状石英中细粒砂岩和少量灰褐色粉砂质

泥质板岩组成
,

剖面上具有明显的向上变薄变细层序
,

层

序厚为 1
.

5 一 3
.

5 m
,

个别达 10
.

om 左右
。

在层序上
,

其水

道堤岸沉积一般不太发育 (图 6)
,

为内扇水道沉积序列
。

在砂质砾岩中发育的斜层理古流向为 12 50 (表 3)
,

指

示海底扇由 N W 向 SE 流动
。

中扇水道在海底扇沉积中

不太发育
。

由灰色薄中层状石英细粒砂岩和灰褐色粉砂

质泥质板岩组成
。

其层序特征表现为中层状砂岩具透镜

状
。

外扇沉积在地层的中下部发育
,

由灰色薄中层状石

英细粒砂岩组成
,

剖面上构成向上变厚砂质旋回
。

外扇边缘亚相由灰色薄中层状石英细砂岩
、

钙质石

英粉砂岩
、

灰褐色粉砂质
、

泥质板岩和灰褐
、

灰色薄中层

状生物碎屑泥晶灰岩组成
。

其岩石组合特征为薄中层状

砂岩
、

粉砂岩和粉砂质泥质板岩夹薄中层状生物碎屑泥

晶灰岩和泥晶灰岩
,

或薄中层状砂岩与粉砂质泥质板岩

互层
,

其互层比为 3 : 1
,

砂岩单层厚 8 一
20

c m
,

或以薄中层

由灰白色中厚层块状砾质石

…… ……

{

图 6 确哈拉群陆屑内扇水道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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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望为 年( 4 ) 西藏沙丁
、

荣布地区三叠系一老第三系沉积地质特征

状砂岩为特征
,

砂岩单层厚 7 一 15 c m
。

席状体沉积 该沉积体系是以不具海底水道沉积为特征
,

主要为重力流由近及远
,

具粗

粒碎屑到细碎屑浊积相的变化
。

在研究区内
,

该套沉积在希湖群中发育
,

主要为远源 (部分

近源 )陆屑浊流沉积
。

具古鲍玛序列的砂质浊积岩特征 [’] 和具有 iP ep lsr ]泥质浊积岩结构的

细屑浊积岩沉积
。

另还形成有少量的石英粉砂质细砾岩和中细砾质石英细粒砂岩等粗碎屑

重力流沉积 (图 7 )
。

其砂质浊积岩和细屑浊积岩沉积特征如下
:

盆地平原

图 7 下中侏罗统希湖群浊流沉积席状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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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质浊积岩 为浅灰色薄中层状中细粒石英砂岩和石英粉砂岩
。

单层厚 1 一 45
c m

,

具

鲍玛序列
。

在薄层砂岩中
,

具有鲍玛层序 b + 。 、

b 或
C
段构造

,

次为
a
段 (无粒序

,

具块状层

理
,

分选较差 )
。

在中层状砂岩中
,

则主要发育
a
段块状层理

,

次为 b 段和
。
段

。

在砂岩内部

和表面可发育斜层理和不对称的直线脊流水波痕和生物扰动
、

生物钻孔构造
。

对斜层理测

得的古水流为 3 18
“ ,

波痕走向为 3 0 30 和 350 (表 3 )
。

砂质浊积岩中常发生由薄层砂岩经冲刷

后兼并成中层状砂岩的现象
,

并在层序上构成了由薄层到中层砂岩变化的砂质旋回
。

细屑浊积岩 系指由高密度浊流沉积后残剩的低密度浊流沉积形成
,

主要有两种类型
,

即粉砂质浊积岩和泥质浊积岩
。

粉砂质浊积岩为灰褐灰黑色粉砂质板岩和少量薄中层状石

英砂岩
。

可见完整 R p er 序列
,

但经常可见 E ;
段与鲍玛 d 段相伴

,

表现为毫米级至厘米级细

砂质
、

粗粉砂质条带
。

另外
,

在一些粉砂质浊积岩中
,

含有大量微小化石和小植物碎片
,

显示

出从浅水带人深水的特征
。

泥质浊积岩主要为灰褐灰黑色泥质板岩
,

在野外有时难与粉砂

质板岩相区别
。

其特征是粒度细
、

颜色深
,

具有毫米级 ( 0
.

2 一 0
.

4
~ )成分颜色条带

。

在板

岩的表面常见生物水平钻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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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沉积结构构造和岩性组合
,

研究区希湖群的席状体沉积体系
,

可进一步划分为近源
-

远源浊积岩相
、

远源浊积岩相及盆地平原相
。

前者主要出现在地层的下部
,

在中部也有少量

发育
。

主要由砂质浊积岩组成
,

岩石组合为薄中层状石英砂岩和粉砂岩
。

远源浊积岩相在

地层中部和下部比较发育
,

主要由细屑浊积岩
,

砂质浊积岩和盆地正常沉积组成
。

后者与正

常盆地的区别
,

在于它具有异地浊积沉积特征
。

在上三叠统确哈拉群和侏罗系希湖群中部

有所发育
。

在确哈拉群中
,

它由灰褐色粉砂质泥质板岩
、

灰色薄中层状石英砂岩
、

薄层硅灰

岩
、

泥灰岩组成
。

其岩石组合特征为粉砂质泥质板岩 (偶 )夹薄中层状砂岩
,

或薄层硅灰岩夹

薄层砂岩
、

粉砂岩
。

在希湖群中
,

该相沉积主要在地层上部和中部出现
,

另外在下部也有少

量发育
。

它由细屑浊积岩和正常盆地沉积组成
,

为粉砂质板岩和泥质板岩
,

次为砂质浊积岩

(表现为偶夹薄层状石英砂岩和粉砂岩沉积 )
。

( 8) 火山碎屑流沉积仅表现为大陆火山灰流沉积
,

发育在老第三系牛堡组中上部
,

少量

出现在上白里统竞柱山组中
。

为绿灰色薄层状晶屑凝灰岩
,

在牛堡组中
,

它夹于辫状河平原

紫红色泥岩和砂岩中
。

在竞柱山组中
,

它夹于正常湖泊泥质物中
。

2 古地理分析

2
.

1 晚三叠世岩相古地理

研究区三叠纪地层仅见上三叠统确哈拉群
,

由于确哈拉群在研究区出露零星
,

资料缺

乏
,

古地理图难以编制
。

笔者通过对丁青一带上三叠统的研究和前人资料分析
,

晚三叠世古地理轮廓为一个由

浅水碳酸盐台地和深水陆屑海底扇共同发育的沉积盆地
。

碳酸盐台地位于盆地东南
,

向西

北和东北方向逐渐为陆屑海底扇取代
,

海水由东南浅水逐渐向西北和东北方向加深
,

在丁青

断裂带附近变为最深
,

其表现为硅质岩中大量发育有深水放射虫
。

由该断裂带向南至丁青

下拉一带的硅质岩中则未见有放射虫化石
,

这一点可由与其共的生碳酸盐缓坡沉积得到佐

证
。

晚三叠世
,

沉积盆地中发育的碳酸盐体系和陆屑海底扇体系沉积特征
,

在丁青下拉
,

确

哈拉一带表现明显
,

剖面上表现为碳酸盐与陆屑深水浊积岩发生交互沉积
。

陆屑海底扇是

由 入W 向 SE 方向侵人超覆
。

2
.

2 早中侏罗世岩相古地理

在研究区
,

下中侏罗统希湖群受研究程度限制
,

未能编制古地理图
。

对希湖群沉积相研究表明
,

研究区早中侏罗世岩相古地理为一个由深水砂质浊积岩和

细屑浊积岩组成的席状体沉积 (图 7 )
。

在席状体沉积模式中
,

缺少水道沉积
,

主要表现为由

近源到远源的浊积岩相变化
。

古水流向为 SW一N’E
。

2
.

3 中晚侏罗世岩相古地理

中晚侏罗世岩相古地理特征如图 8
。

从图中可看出
,

该期古地理是一个陆屑浅海有障

壁海岸 6[, 7〕
。

古地理单元由潮坪
、

渴湖
、

障壁岛
、

内陆棚和外陆棚组成
。

其特征为潮坪漓湖

位于东南隅
,

海水向西北逐渐加深
,

同时
,

其沉积相经由障壁岛相变为内陆棚和外陆棚沉积
。

近岸古水流显示为 157
。

和 O一 57
。

两组双向潮汐水流
,

即向南和向北潮汐流动
。

层序上
,

潮坪沉积表现为灰褐色
、

灰黑色薄层
,

中层状粉砂质泥岩和泥岩
、

灰褐色薄厚层

状石英中细粒砂岩
、

粉砂岩沉积
。

潮汐层理
、

鱼骨状交错层理发育
。

在潮上带粉砂质泥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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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研究区中晚侏罗世岩相古地理图

1
.

古流向;2
.

植物化石3 ;
.

双壳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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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岩中可夹有若干层煤线沉积
。

渴湖相沉积主要形成了灰褐
、

灰黑色粉砂质板岩
、

灰褐色中

厚层状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
,

并普遍具有顺层黄铁矿结核
,

显示了润湖相近底部水的局

限还原环境
。

渴湖相外侧的障壁岛由滨面砂坝和前滨带所组成
。

内陆棚沉积
,

表现为灰褐色粉砂质泥质板岩和灰褐色薄中层状石英砂岩沉积
。

外陆棚表现为海水进一步加深
,

主要形成灰褐色粉砂质泥质板岩
,

少量灰褐色薄中层状

石英砂岩和粉砂岩
,

夹少量灰色薄中层状泥晶灰岩
、

泥粒灰岩和粒泥灰岩
。

显示出外陆棚环

境受陆屑注人影响进一步减小
,

海水变得较为清澈
,

碳酸盐沉积逐渐发育
。

2
.

4 早白呈世岩相古地理

早白奎世表现为以含煤沉积为特征的一套三角洲相沉积
。

其古地理如图 9
。

早白翌世古地理由三角洲平原
、

三角洲前缘和前三角洲三个单元组成
。

陆屑物由东南

陆地注人
,

海水由东南向西北加深
。

受潮汐作用影响
,

三角洲水下大部分经潮汐流改造成潮汐砂坝
,

致使该三角洲成为一个

潮控三角洲
。

三角洲平原相
,

以含煤沉积为特征
,

是一套灰色砂岩和灰黑色粉砂质泥岩
、

泥岩和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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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研究区早白至世岩相古地理图

1
.

植物化石 ; 2
.

软体动物化石 ; 3
.

古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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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
。

三角洲前缘相
,

在比如白嘎
、

约罗贡一带有较好出露
,

主要表现为潮汐砂坝布冗积
,

形成了

灰白色中厚层状中细粒石英砂岩和薄层中层状细粒石英砂岩和粉砂岩沉积
,

岩石淘洗干净
,

结构成熟度和成分成熟度都较高
。

岩石中含有双壳类和植物化石
。

前三角洲相
,

实际上是位于浪基面以下的陆棚相沉积
,

位于研究区西北隅
。 ,

由灰褐黑色

粉砂质板岩
、

泥质板岩和少量灰色薄中层状石英细砂岩
、

粉砂岩组成
,

并含有植物化石
。

在课题研究中
,

得到了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罗建宁
、

雍永源
、

贾保江研究员的指导
,

并同

时得到了冯纯江
、

张连英高级工程师和孙志明工程师的帮助
,

在此一并表示深切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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