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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布于炉霍-道孚断裂带的如年各组为一套深海环境形成的构造变形强烈的含硅质岩复理石沉积,与大量的蛇

绿岩残片和古生界灰岩等外来岩块共存,具有基质 、原地岩块和外来岩块共存的沉积-构造混杂特征, 时代可限制在

中三叠世拉丁期 —晚三叠世诺利期。为了与理塘蛇绿岩群及金沙江蛇绿岩群相对比, 将其更名为如年各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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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背景

如年各组
[ 1]
自四川区调队 ( 1984)创建以来, 因

其特殊的岩性组合特征以及对研究川西高原炉霍-道

孚断裂带晚二叠世 —晚三叠世的构造环境及对鲜水

河断裂带的生成 、发展及演化的映射作用而一直备受

地质学家们的关注;关于其岩性 、层位及形成环境的

争论也一直不断,新的观点也不断被提出 。由于其走

向上碳酸盐岩 、碎屑岩 、火山岩犬齿交错, 具有一定的

时代, 一定的层位,因而有人曾称混杂岩 、混积层 、滑

塌混积层 、海底裂谷火山混杂堆积层 、泥砾混杂岩 、重

力滑塌推覆体等
[ 2]

。 “四川省岩石地层 ” ( 1997)定义

该组为灰色 /紫红色块状灰质角砾岩 、生物碎屑灰岩 、

灰绿色 /紫红色蚀变玄武岩 、枕状玄武岩 、玄武质凝灰

岩,夹变质砂板岩 、硅质岩 。 1∶25万康定幅认为该组

为特定构造事件的产物,而沿用前人所称碳酸盐岩型

块砾混积层这一术语, 由于放射虫的发现, 将其时代

下延至中三叠世拉丁期
[ 3]

。而经过本次调查, 对该

套地层又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 。

如年各组及外来岩块的分布严格受到炉霍-道孚

带控制, 呈北西-南东向分布于鲜水河断裂两侧

(图 1) 。

2　岩石组合特征

如年各组的岩石组合较为复杂,为一套深灰色绢

云母板岩与灰色 /深灰色薄层状变质细粉砂岩复理石

韵律沉积, 其间夹有硅质岩 、灰岩 、玄武岩 、辉长岩 、蚀

变超基性岩等不同成因环境的岩块,构造变形较为强

烈,与其它地质体间多为断层接触。从总体上来看,

具有以基质为主,伴以大量砂岩类原地岩块及灰岩 、

超基性岩外来岩块散布其间,并含放射虫硅质岩的特

征 。现以道孚县韩家沟剖面 (图 2)为例予以说明 。

剖面位于道孚县韩家沟,各层位之间均以断层相

接触, 岩性特征叙述如下:
1.深灰色板岩与灰色薄层状变质粉砂岩韵律互层, 见浅

灰色中厚层状结晶灰岩外来岩块,具有明显的硅化现象, 与基

质整合接触

2.灰绿色蚀变枕状玄武岩,岩石枕状构造发育,构造变形

强烈,局部有定向构造

3.灰绿色 /绿灰色蚀变辉长岩, 岩石蚀变及构造变形强烈

4.灰绿色蚀变枕状玄武岩

5.墨绿色蚀变超基性岩 (橄榄辉石岩 ), 岩石具蛇纹石化 、

碳酸盐化 、绿泥石化, 变形强烈

6.深灰色绢云母板岩与灰色薄层状变质粉砂岩韵律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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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如年各组及岩块分布图

1.西康群;2.两河口组;3.如年各岩组;4.灰岩岩块;5.基性火山

岩岩块;6.雅江组一段;F1.亚龙-罗柯断裂;F2.鲜水河断裂;F3.

交纳-打龙断裂;

Fig.1 　 Distribution ofthe Runiange Formation and

associatedallochthonousblocks

1=XikangGroup;2=LianghekouFormation;3=Runiange

Formation;4=limestone;5 =basicvolcanicrocks;6=the

firstmemberoftheYajiangFormation.F
1
=Yalong-Luoke

fault;F2 =Xianshuihefault;F3 =Jiaona-Dalongfault

层, 其间有灰白色厚块状结晶灰岩外来岩块

7.糜棱岩化带, 带内见蚀变超基性岩 、蚀变辉长岩透镜

体, 透镜体周围为片理化强烈的片状岩石

8.深灰色绢云母板岩与灰色薄层状变质细粉砂岩韵律互

层

9.浅灰色 /灰白色块状结晶灰岩构造岩块

10、绿灰色或灰绿色蚀变玄武岩, 绿泥石化 、碳酸盐化强

烈, 岩石片理化 、透镜体化现象普遍

11.浅灰色 /灰白色中厚层状细中晶灰岩

12.深灰色绢云母板岩夹灰色薄层状变质粉砂岩或与其

互层, 劈理发育

基质为强烈变形的含硅质岩复理石, 褶皱 、断裂

发育,地层层序不清,化石稀少, 局部可见槽模构造 、

粒序层理,岩性组合为深海环境形成的一套薄层 (少

量中层 )状岩屑石英细粉砂岩与板岩互层,其间含有

放射虫硅质岩。其中,板岩表现为强烈的劈理化和揉

皱,局部可见劈理褶皱现象,原始层理难以确定;砂岩

表现为脆性剪切破裂和透镜化, 构造置换现象较明

显,局部地段尚可见变余层理构造 (但其间的砂岩夹

层多被拉断而不连续 )。产状多变, 时而南西倾, 时

而北东倾, 时而近直立,小尺度同斜褶皱强烈,在翼部

层理产状与劈理产状平行,在转折端二者产状近于直

交 。

原地岩块为强硬层 (砂岩 )在强烈的构造变形作

用下, 经剪切 、错断而成, 呈透镜体状产出, 其长轴与

劈理产状一致, 大小不等, 一般为 1 ～ 3m×3 ～ 5m, 其

周围被板岩包围 。

外来岩块主要由石炭系—二叠系的灰岩及蛇绿

岩残片构成,其中见有辉长岩 、蚀变玄武岩及硅质岩,

属蛇绿岩的上部单元岩石类型 。外来岩块与基质均

呈断层接触 。局部可见辉长岩脉状贯入蚀变玄武岩

或硅质岩中, 使硅质发生重结晶而形成 10 ～ 20cm的

退色边,而辉长岩与硅质岩的接触带附近, 辉长岩粒

度较细,向内粒度逐渐变粗,具冷凝边,似属蛇绿岩的

岩墙群单元;蚀变玄武岩与硅质岩呈互层状产出, 二

者的接触面具微波起伏, 它们分别属蛇绿岩的基性熔

岩单元和深海沉积物单元。在道孚县城附近的洛尔

瓦沟和韩家沟发现有橄榄辉石岩或辉石橄榄岩 、枕状

玄武岩 、块状玄武岩及紫红色硅质岩 (或泥质硅质

岩 ) 。崩龙沟段见有大量的结晶灰岩外来岩块和蚀

变玄武岩。其基质部分, 由炉霍县的瓦各公社向南

东,薄层变质砂岩相对减少,板岩相对增多,但复理石

韵律特征各处都是明显易见的 。外来岩块的数量及

类别各处是有很大差别的, 分布是极不均匀的, 超基

性岩残片少见, 仅见于洛尔瓦及韩家沟两地;辉长岩

残片于易日沟 、洛尔瓦 、韩家沟少量出现;蚀变玄武岩

残片和结晶灰岩块大部地段可以见到,岩块的大小悬

殊 。属蛇绿岩组分的各类构造残片与基质均为断层

接触;石炭系 —二叠系灰岩块与基质的接触关系既

有沉积接触,也有构造接触,具有沉积 、构造接触的双

重性。从宏观上看, 如年各组的区域分布也是有明显

变化的,尤以炉霍—道乎一带出露最宽,从北西到南

东,分布特征有鲜水河断裂北东向断裂南西转移的趋

势 。

3　岩石的成因

3.1　基质

如年各岩组的基质为薄层 (少量中层 )状岩屑石

英细粉砂岩夹深灰色中薄层状粉砂质炭质泥质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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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韩家沟如年各岩组剖面

1.碎粒岩;2.变质砂岩;3.板岩;4.灰岩;5.蚀变辉长岩;6.蚀变超基性岩;7.枕状玄武岩;8.构造蚀变岩;9.硅化灰岩;10.断层破碎带;11.碎

裂灰岩

Fig.2　Cross-sectionacrosstheRuniangeFormationinHanjiagou

1=granuliticrocks;2 =metamorphicsandstone;3 =slate;4 =limestone;5 =alteredgabbro;6 =alteredultra-basicrock;

7=pillowbasalt;8=structurallyalteredrock;9=silicifiedlimestone;10=fracturezone;11=cataclasticlimestone

图 3　如年各岩组碎屑岩的 Q-F-L, Qp-Lv-Ls图解

A.陆块物源区;B.再旋回造山带物源区;C.岩浆弧物源区;D.俯冲带混杂岩体物源区;E.碰撞造山带物源区;G.岛弧造山带物源区

Fig.3　Q-F-LandQp-Lv-LsdiagramsoftheclasticrocksfromtheRuniangeFormation

A.Continentalblock;B.Recycledorogen;C.Magmaticarc;D.Subductionmelanges;E.Collisionalorogen;G.Island-arc

orogen

互层, 含硅质岩。局部可见到槽模构造 、粒序层理等

沉积构造。

碎屑岩中石英成分在 46% ～ 70%之间, 平均为

62.88%,长石成分在0% ～ 12%之间,平均为 7.5%,

岩屑成分在 2% ～ 12.3%之间,平均 5.94%,其成分

成熟度在3.74 ～ 5.78之间,平均值为4.70,说明如年

各组整体的成分成熟度及结构成熟度均较高,反应

了物源大多是经过了较长距离的搬运 。由砂岩的粒

度累计概率曲线 (图 3)显示, 该组的粒度概率分布

曲线总体上由悬移总体 、跳跃总体和滚动总体组成

不明显的三段式或两段式, 悬浮总体约占 15%, 斜率

极低, 反应了分选性差;跳跃总体约占 80%以上,斜

率较陡,反应了分选性好;滚动总体整体上不太发

育,斜率除个别外均极低。综合区域资料,结合康定

幅发现的深海环境的指相化石 —放射虫
[ 4]

, 如年各

组中含硅质岩的砂泥质复理石沉积环境应为次深

海-深海盆地相。

3.2　外来岩块

如年各组的外来岩块多为灰色 /紫红色角砾状

灰岩 、硅质岩及玄武岩 、玄武质角砾岩 、辉长岩 、蚀变

超基性岩等蛇绿岩残片的组合, 角砾状灰岩沿走向

迅速尖灭,为玄武岩 、玄武质角砾岩所代替, 灰质角

砾岩的角砾与基质界限分明, 成分上也无明显差别,

时而还可发现古生代化石,显然为再沉积的产物,从

其中一般含粘土矿物来看,应为陆源碎屑,这类沉积

应发生于地形高差较大,地震构造活动强烈的地带;

从灰岩块边部出现烘烤现象等看来,其中部分也可

能是在形成之后, 被基性火山岩俘虏。基性火山岩

中偶见有枕状构造,并出现紫红色调,说明氧化作用

强,应形成于浅水体里, 甚至局部可能为陆上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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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林, 2004) 。

3.3　原地岩块

原地岩块为基质部分的强硬层 (砂岩 、硅质岩 )

在强烈的构造变形作用下, 经剪切 、错断而成,应属

构造成因。

综上所述,如年各组中的灰岩及基性火山岩岩

块与基质的形成环境显然不同, 属沉积-构造混杂

岩 。

4　构造环境

4.1　物源分析

利用迪金森的 Q-F-L和 Qp-Lv-Ls( 1979 )图

解
[ 5]

(图 3) ,对如年各组地层中所采集到的碎屑岩

进行投点,结果显示, 如年各组碎屑物来自两种不同

的源区,一种为陆块物源区 (上升隆起的基底物源

区 ) ,一种为再旋回造山带物源区 (碰撞造山带 ) ,但

主要为陆块物源区, 说明分布于鲜水河断裂带两侧

的如年各组,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 (或称之为相区 )

物源不同。结合区域构造,可以推测如年各组地层

中的物质组分可能来自龙门山古陆, 以及金沙江结

合带。

4.2　砂岩的稀土元素分析

在如年各组所取六件砂岩稀土样品, 分析结果

显示 (图 4) , La含量为 ( 30 ～ 113) ×10
-6
,平均值为

( 71.68) ×10
-6
, Ce含量为 ( 15.8 ～ 83.1) ×10

-6
,平

均值为 51.75 10
-6
, La/Yb特征值为 7.12 ～ 10.63,

LREE/HREE为 2.09 ～ 2.85, LaN/YbN为 4.8 ～ 7.17,

Eu/Eu
＊
为 2.26 ～ 8.81, 所有这些参数与 Bhatia

( 1985)砂岩的 REE参数表对照,显示出离散阶段的

非稳定型大洋岛弧区的特点。

图 4　如年各岩组稀土元素分配模式图

Fig.4　REEdistributionpatternsforthesandstonesfromthe

RuniangeFormation

稀土配分模式图显示 Eu具极不明显的负异

常,曲线略右倾 、斜率很缓, 显示出其属于大洋岛弧

区构造环境的特点 。

4.3　如年各组砂岩化学成分分析

如年各组内取得 5件化学分析样品, 投影在

Bhatia( 1983)砂岩构造环境判别图解中 (图 5) 。由

于 Fe、Ti迁移能力低, 在 Bhatia( 1983)各种判別图

中,最具环境判别意义的是 Al2O3 /SiO2图解, 其中

有两件样品落入该图解中的 A区, 即大洋岛弧区,

其余有件投在 A区附近, 仅 1件靠近 B区 。综上所

述,该套地层所属盆地为非稳定型, 为大洋岛弧盆

地。

图 5　如年各岩组砂岩化学成分构造环境判别

A.大洋岛弧;B.大陆岛弧;C.活动大陆边缘;D.被动大陆边缘

Fig.5　Majorelementcompositionplotofsandstonesfrom

theRuniangeFormationfortectonicsettingdiscrimination

A. Oceanic island arc; B. Continental island arc;

C.Active continentalmargin; D. Passive continental

margin

5　时代探讨

该套地层的碳酸盐岩中曾采得众多的化石 (刘

旗等, 2003) ,时代涉及中三叠世拉丁期的牙形刺类

(陈维生等, 1984) (炉霍侏倭 )Enatiognathusziegleri,

Anastrophognathussp., 晚三叠世的海燕蛤 Halobia

astriaca,中晚三叠世的许氏创孔海百合 Traumatocri-

nushsǜi,二叠纪的 WaagenophyllumindicumStenodis-

cusgraunlaris,石炭纪 —二叠纪的 Stenoporsp.等, 时

代跨度较大。但含上述化石的灰岩块体被认为属外

来岩块, 不能代表如年各组的沉积时代 。梁斌等

( 2003)在现认为属基质部分的硅质岩中发现有放

射虫, 经鉴定, 可以划归为两个组合:Oertlispongus

inaequispinosus和 Muelleritortiscochleata组合, 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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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与 Longobardian早中期的 Muelleritortiscochleata

带对比 ( KozurHetal, 1994;DumitricaPetal, 1999) 。

Fassanian相当于拉丁期早期, Longobardian相当于

拉丁期晚期
[ 3]

。据此该放射虫的年龄, 将如年各岩

组的时代下延至中三叠世拉丁期。

笔者认为:中三叠世放射虫动物群的地质时代

代表了如年各组硅质岩和玄武岩的地质时代,为该

裂谷拉伸阶段的产物;辉长岩的锆石 U-Pb法 (西北

大学 )年龄值为 ( 209 ±6.4) Ma, 为裂谷拉伸至洋壳

的产物,时代为晚三叠包诺利期, 此时, 沉积盆地仍

处于伸展阶段;而如年各组的上覆地层两河口组的

沉积环境,笔者认为为裂谷关闭后的浅海陆棚沉积,

据此似可将如年各组的时代重新厘定为中三叠世拉

丁期─晚三叠世诺利期。

6　结　论

分布于炉霍 -道孚结合带, 与上 、下地层均为断

层接触的构造变形强烈的含有大量灰岩及蛇绿岩残

片的深海相含放射虫硅质岩复理石的特殊地层体,

具有总体无序局部有序,基质 、原地岩块及外来岩块

共存的特点 。基质为次深海-深海盆地环境的含硅

质岩复理石沉积,外来岩块为浅水或陆上喷发的基

性火山岩岩块及滑混成因的灰岩岩块, 强烈的构造

作用而形成的原地岩块所组成的沉积-构造混杂体 。

为了与区域上的金沙江蛇绿岩群及理塘蛇绿岩群对

比,以构造地层单位改称如年各岩群;并将其划入新

建之炉霍 -道孚地层小区,时代为中三叠世拉丁期 —

晚三叠世诺利期。

本文为 1∶25万炉霍 、马尔康幅区调成果之一,

参加工作的主要成员还有戴宗明博士 、朱学波硕士 、

李振江高级工程师 、王帮全高级工程师 、文建华工程

师 、黄成工程师 、赵玉鹏工程师等,在此一并表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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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wexplanationoftheRuniangeFormationinwestern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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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uniangeFormationintheLuhuo-Dawufracturezoneconsistsofasuccessionofthehighlydeformed

deep-seasiliceousflyschdepositsassociatedwithophioliticrelictmassesandPalaeozoiclimestonesasallochthonous

blocks, characteristicofthesedimentary-tectonicmélangesthathavethefeaturesofthecoexistenceofmatrix,

autochthonousandallochthonousblocks.TheFormationmaybetracedbacktotheMiddleTriassic-theNorianof

theLateTriassic.Tectonic-stratigraphically, theFormationisrenamedRuniangeGroupComplexaimingatthe

correlationwiththeJinshajiangandLitangOphioliteGroupComplexes.

Keywords:Luhuo-Dawufracturezone;RuniangeFormation;sedimentary-tectonicmélanges;ophiolite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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