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

19 99
岩 相 古 地 理

反d而en t田少 F乞c ies an d P目a成摇印乎 a p冲

勺b l
.

1 9 N o
.

5

C地t
.

19 9 9

文章编号 : 1004
一

78 24 ( 19 99 )0 5
一

00 60
一

05

西藏申扎地区奥陶系岩石地层划分之见解

石 和
,

王洪峰

(成都理工学院
,

四川 成都 6 1 0 0 5 9 )

摘要 :西藏申扎地区奥陶系地层组的建立不是根据岩性特征
,

而是根据地层中的化石组合和多

重地层划分的原则
。

笔者认为
,

申扎组应被废弃
,

德悟卡下组底界应作修订
,

并对该地区奥陶系

岩石地层单位进行了简要的时代讨论和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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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国际地层指南第一版 ( 1 976) 和修订版 ( 19 94) 都指出
:
只有岩石地层单位才是根据岩石

的种类划分的
,

岩石地层单位是地质填图的基本单位
。

中国地层指南 ( 1980) 也指出
:
只有岩

石地层单位才是根据实际岩石的岩性特征和岩石类别划分的
,

并以此区别于根据化石划分

的生物地层单位和依据年龄划分的年代地层单位
。

西藏申扎地区奥陶系岩性岩相变化清楚
,

化石丰富
,

部分地质学家先后进行过研究
,

并

建立了该地区奥陶系岩石地层划分系统
。

但其中个别组的建立是以生物化石组合为主要依

据
,

难以在野外填图中应用
。

本文在此提出近年对这部分地层工作的新解
,

与地质同仁商

榷
。

2 奥陶系研究简史及岩性特征

1 :
10 0 万日喀则幅 ( 197 8) 区域地质调查首次在申扎的永珠一带发现了包括奥陶系在内

的古生代地层
,

并由夏代祥
、

徐仲勋 ( 1 9 79) 将此成果在一次会议上宣布
。

西藏地质局综合普

查大队 ( 1980) 正式作了简要论述川
,

将申扎地区的奥陶系分为中奥陶统柯尔多群和上奥陶

统刚木桑组
。

柯尔多群下部为灰石失黄色钙质页岩
、

钙质粉砂岩及灰色薄层灰岩
,

厚 10 一

巧 m (但剖面中未见该部分岩性描述 ) ;中上部为紫红色 /深灰色泥质条带状灰岩
,

厚度大于

10 0m
。

刚木桑组下部为灰绿色石矢黄色钙质页岩夹青灰色薄层灰岩
、

生物碎屑灰岩
,

厚

150 m ; 中上部为灰色 /深灰色薄层状泥质条带灰岩夹生物碎屑灰岩及少量页岩
,

向上变为中

厚层状灰岩夹砂泥质条带灰岩
,

顶部为一层厚约 30 crn 的灰黑色泥灰岩
,

产腕足 iH~
n t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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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三叶虫玩l二瓜“ an 等
,

厚约 120 一 150 m
。

刚木桑组与上覆灰色嵌黑色笔石页岩夹灰黑
色薄层生物灰岩的下志留统德悟卡下组整合接触

。

倪寓南 z[]
、

林宝玉 31[ ( 1 980) 分别对申扎地区的古生代地层进行了实地调查
,

并于 1 9 81

年先后在西藏综合队的刚木桑组顶部划分出申扎组
,

但二者的申扎组含义并不一致
。

倪寓

南的申扎组从西藏综合队的原刚木桑组顶部划出
,

其下部为含笔石的泥页岩
,

上部为含三叶

虫肠 lma in it n a
和腕足从~ nt 故 的泥灰岩

、

灰岩
。

由于林宝玉的申扎组仅相当于前者申

扎组的上部
,

因此林宝玉 ( 1 983) 4[] 将 自己的申扎组改称为日阿觉阿布多组
,

而将申扎组限

制在原倪寓南的申扎组的下部层位 (笔石泥页岩部分 )
。

198 0 年
,

西藏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与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合作
,

重新测制了申扎

一带的奥陶系剖面
,

采用两分方案
,

将申扎地区的奥陶系称为上奥陶统 日阿觉群
,

从下向上

包括柯尔多组
、

刚木桑组和申扎组
,

其中的申扎组与倪寓南的申扎组含义相同
。

《西藏自治区岩石地层》6[] 在对申扎地区奥陶系岩石地层单位的清理方案中仍采用 了

倪寓南和 1 : 100 万日喀则幅区调报告中的岩石地层单位系统
。

申扎地区奥陶系岩石地层单位划分沿革见表 1
。

T a b le l

表 1 西藏申扎地区奥陶系岩石地层单位划分沿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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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岩石地层单位讨论

柯尔多组 该组由西藏综合普查大队 ( 1980) 的柯尔多群演变而来
,

根据该队与成都地

质矿产研究所的重测剖面
,

柯尔多组岩性为一套紫红色石灾色 /深灰色的灰岩
、

条纹状灰岩
、

生物碎屑灰岩和白云质灰岩组成
,

含角石
、

海百合茎
、

三叶虫及牙形石等化石
,

本组下不见

底
,

上与刚木桑组底部的页岩呈整合接触
,

出露厚度可达 390 m
。

柯尔多组岩性特征明显而

稳定
,

与上覆刚木桑组的界线易于识别
,

符合岩石地层单位的定义
。

刚木桑组 根据西藏区调队 1 : 100 万日喀则幅地质报告中所列剖面
,

刚木桑组由两岩

性段组成
。

下部以灰绿色 /黄褐色石失黄色页岩
、

钙质页岩和粉砂质页岩为主
,

夹薄层灰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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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碎屑灰岩
,

含角石
、

三叶虫
、

笔石
、

牙形石及腕足
、

腹足类化石
,

厚度为 150 m 左右 ;上部

为一套灰色
j

找呆灰色
口

恢黑色薄层灰岩
、

瘤状灰岩
、

生物碎屑灰岩
,

偶见夹页岩
,

含角石
、

三叶

虫
、

腕足
、

腹足
、

苔醉虫等化石
,

厚 n o 一 330 m
。

上覆与德悟卡下组底部的页岩整合接触
。

刚

木桑组岩性特征明显而稳定
,

可分为下部页岩夹灰岩段和上部灰岩段
,

与下伏柯尔多组和上

覆德悟卡下组分界清楚
,

易于识别
。

申扎组 倪寓南等在测制奥陶系一志留系界线剖面时首先命名的申扎组由两部分组

成
。

下部为笔石页岩
,

厚约 5
.

3m ;上部为泥灰岩
、

灰岩
,

含腕足
、

三叶虫
,

厚约 8
.

8m
。

尽管当

时倪寓南就已认为
“

剖面中 7 层 (德悟卡下组底部 )的岩性与下伏地层 6 层 (申扎组顶部 )相

似
” ,

本应按岩性的一致将这部分地层归人德悟卡下组
,

但受过去传统的统一地层划分的影

响
,

却根据其中含有奥陶纪晚期的笔石动物和 iH~ nt 故屯胶lma in t￡an 腕足
、

三叶虫动物群

而将其命名为一岩石地层单位
,

这种用生物化石组合来划分岩石地层单位的方法不符合多

重地层划分的原则
。

此外
,

申扎组的厚度小
,

极不稳定
,

在刚木桑与门德俄玛之间的命名剖

面上总厚 14 m
,

在柯尔多
、

刚木桑剖面上总厚 4m
,

在门德俄玛 5 1 1 8 山脊南坡总厚小于 s m
。

鉴于上述
,

倪寓南的申扎组实际是生物地层单位的概念
,

因此
,

宜将申扎组一名取消而归人

德悟卡下组
。

至于林宝玉 ( 1 981 )命名的申扎组或 198 3 年厘定含义后的申扎组都是倪寓南

命名的申扎组的一部分
,

同样不符合岩石地层单位划分的原则
。

日阿觉阿布多组 该组为林宝玉 ( 1981 )命名的申扎组
,

19 8 3 年改称为现名
,

相当于倪

寓南的申扎组上部
,

岩性为深灰色 /灰色泥灰岩
、

灰岩
,

含腕足
、

三叶虫化石
。

林宝玉称其厚

度一般为 0
.

s m
,

最厚不超过 2
.

5m
,

在倪寓南所测的刚木桑与门德惮俄之间剖面上也仅厚约

gm
。

此部分地层含有 iH~ nt ia
,

压l m a in it an 等腕足
、

三叶虫和笔石化石
,

其下为含晚奥

陶世笔石的页岩
,

其上为含早志留世笔石的页岩
,

因此被林宝玉认为是奥陶系
、

志留系的过

渡层而建立的地层单位
,

厚度太薄
,

岩性特征与上覆的德悟卡下组的整体岩性特征一致
,

因

而也不宜采用 日阿觉阿布多组
。

德悟卡下组 西藏综合队的德悟卡下组为一套灰色石失黑色笔石页岩与灰黑色生物灰

岩呈不等厚互层
。

倪寓南的申扎组由于岩性特征与西藏综合队一致
,

宜将其归人德悟卡下

组
,

则本文修订含义后的德悟卡下组其底界应改至倪寓南的申扎组的底界
,

以便于野外填图

识别
。

申扎地区奥陶系岩石地层单位划分对比如图 1
。

4 时代归属

柯尔多组 该组头足类化石较为丰富
,

其中 众 t u iest 是广泛分布于扬子区和新疆等地

上奥陶统庙坡阶反 t iu est 带的属
,

iS n

oce ar : ht 认 en se
,

R i cl 浓

~ ~
,
等是华中

、

西南区宝塔

阶的头足化石 ; 牙形石 中的 aH am
, 1泥址u , 。脚勿她 eu

:
是一个 时限较长 的种 ( C ar a doc ian

-

A s h isl han )
,

见于扬子区宝塔组
、

藏南甲曲组
、

英国 K ies ley 灰岩
、

东波罗 的海的 N ab al a
阶及

挪威的 hC as m o p s
灰岩中

,

但 旦旧心 u :

an se ir un
:
是西北欧 lL an de iil an 阶的带化石

。

因此
,

按

《IU G S 198 9 全球地层表》
,

柯尔多组为一奥陶系跨统岩石地层单位
,

大致相当于 lL an de iil an
-

C冶r a doc ian 阶
。

刚木桑组 该组头足类化石也较丰富
,

其中 几人动 iel
n

~
: h u a

聊咖
刀名姆n

iss 见于江南

区上奥 陶统黄泥 岗组
,

A nt 艺P l e c t a “ 泞’a :

hsa m at at 翻 en se 见 于扬 子区 上奥 陶统 临湘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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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hs na
~

: ,

D ies t众留争’a :
见于江南区三巨山组和长坞组 ;牙形石 A渤鱿纳侧夕砚 ht u : : 赵介伪

“ :

是北大西洋牙形石动物地理区上奥陶统 C盯 a doc ian 阶中上部的带化石
。

因此
,

刚木桑组时

限应大致相当于 C ar a doc ian 一怂 h g iill an 早期 (临湘期 )
。

德悟卡下组底部 (即倪寓南的申扎组 ) 该部位产丰富的笔石
、

腕足化石
。

笔石中的

D IP I叮 ar tP us 灰负叨
正icu

:
是英国 sA掩 iill an 阶顶部的带化石

,

腕足可称为 iH ~ nt 边
一

iK n

滋 la

组合
,

广泛分布于扬子区五峰阶上部观音桥组
,

也是英国上奥陶统顶部 iH
r n a n t ian 阶的带化

石
。

因此
,

本文修订了其底界的德悟卡下组底部属上奥陶统儿h g iill an 阶上部
,

大致相当于

五峰阶
,

则德悟卡下组为一跨奥陶系一志留系界线的岩石地层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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