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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白垩统竟柱山组在西藏措勤地区主要沿班公湖-怒江缝合带 、且坎-古昌-阿索断裂带和塔若错北-达瓦错南-

秋措麦凹陷带断续分布。主要为一套磨拉石的紫红色碎屑岩 , 其沉积环境以扇三角洲和三角洲为主。扇三角洲和

三角洲的前积层理指示了其进积方向 , 表明早期物源来自北部 ,而晚期来自南部的陆源物质增加。竟柱山组磨拉石

沉积的发育 ,是班公湖 -怒江缝合带造山运动的证据。

关　键　词:竟柱山组;措勤地区;沉积相;班公湖-怒江缝合带;磨拉石

中图分类号:TE121.3 文献标识码:A

1　地质概况

上白垩统竟柱山组的沉积特征与措勤盆地的演

化和班公湖-怒江缝合带的闭合息息相关 。该组在

措勤盆地大致沿班公湖-怒江缝合带 、且坎-古昌-阿

索断裂带和塔若错北 -达瓦错南 -秋措麦凹陷带断续

分布
[ 1]
。其岩性以碎屑岩为主 ,角度不整合于下白

垩统或侏罗系之上 ,其上与古近系角度不整合接

触
[ 1]
。在措勤地区竟柱山组主要沿塔若错北东-达

瓦错南-扎日南木错北呈近东西向条带状分布 ,角度

不整合于则弄群(J3K1)之上 ,其沉积环境以扇三角

洲和三角洲为主
[ 1]
。

措勤盆地位于冈底斯 -念青唐古拉地块中西段 ,

北纬 30°～ 33°之间 ,东径 90°以西至国境
[ 1]
。盆地北

抵班公湖 -怒江结合带南界断裂(改则 -嘎色 -康如断

裂);南至冈底斯岩浆弧北侧断裂(江让-尼雄-措麦

断裂);向西跨过国境线延入克什米尔;向东延至尼

玛 、申扎一带 ,以申扎断裂与东侧的比如盆地分界。

措勤盆地中白垩系广泛发育 ,下白垩统以碳酸盐岩

为主 ,含火山沉积。白垩纪末盆地萎缩 ,大部分上升

成陆地 ,局部新生代为河湖相沉积 。上白垩统以竟

柱山组为代表 ,岩性主要为紫红色陆源碎屑的磨拉

石沉积 ,局部夹泥灰岩和中基性火山岩 ,总体具有下

粗上细的变化特征 ,其下部砾岩巨厚 ,可达数百米 ,

厚大于 1600m
[ 1]
。化石稀少 ,获有少量晚白垩世的

圆笠虫 、孢粉等化石。

2　剖面记述

竟柱山组系西藏第四地质大队 (1973)命名于

班戈县多巴区竟柱山。措勤地区竟柱山组在班戈-

八宿地层分区的南缘有出露 ,在塔若错北东-达瓦错

南 -扎日南木错北之间呈近东西向展布 ,其下与则弄

群上部角度不整合接触 ,其上为新近系 /第四系不整

合覆盖 ,其厚大于 1600m。

实测剖面(图 1)位于措勤县洁居纳卓乡虾格子

北 ,东距达瓦错约 7km。

竟柱山组(K2j) 大于 1602.63m

9.紫红色中层泥质石英粉砂岩与浅紫红色细粒中薄层岩

屑石英砂岩互层 , 偶夹灰绿色中薄层岩屑石英砂岩。 岩

层中发育平行层理 、波状平行层理及少量沙纹层理。 砂

岩中偶见泥砾 , 其层面上可见遗迹化石(未见顶)

>180.8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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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措勤县洁居纳卓乡虾格子竟柱山组实测剖面

Fig.1　MeasuredsectionoftheJingzhushanFormationin

Xiagezi, Jiejunazhuo, Coqen

8.紫红色中层含钙粉砂质泥岩 、灰褐色中厚层长石岩屑砂岩

与灰绿色中厚层细粒岩屑石英砂岩 、中层含粉砂质泥岩

互层。岩层中发育水平层理或平行层理 , 砂岩 、粉砂岩

中见变形层理 、斜层理和沙纹层理 , 有时可含泥砾

159.12m

7.紫红色 /浅紫红色中层夹薄层含钙细粒岩屑石英砂岩与

泥质粉砂岩互层 , 偶夹灰绿色中薄层细粒岩屑石英砂

岩。岩层中普遍发育平行层理 ,也可见变形层理和小型

交错层理 98.83m

6.紫红色中薄层长石岩屑砂岩与灰色中薄层含钙细粒岩

屑石英砂岩互层 ,夹灰绿色中薄层含钙细粒岩屑石英砂

岩 、含钙泥质石英粉砂岩。 岩屑石英砂岩中常含砾石 ,

局部为砾岩透镜体 ,砾石成分为复成分 , 或为单一的紫

红色粉砂质泥岩质。岩层中发育平行层理 , 斜层理常

见 ,偶见变形层理 , 为下粗上细的粒序 596.60m

5.浅紫红色中薄层长石岩屑砂岩与紫红色薄层凝灰质岩

屑石英粉砂岩互层 , 夹褐灰色中厚层(少量薄层)含砾

细粒钙质凝灰质岩屑砂岩及褐色中酸性火山质细砾岩 ,

底部有一层细砾岩 , 厚约 4m。 岩屑砂岩层面上可见一

些小型流水波痕 , 指示的水流方向分别为 165°及 70°。

砂岩中的下层面附近多含有紫红色粉砂质或泥质砾石 ,

少数为砂岩砾石。岩层以平行层理为主 ,偶见交错层理

136.46m

4.褐灰色厚层块状中酸性火山质砾岩 ,夹浅褐红色薄层岩

屑长石石英砂岩透镜体。砾岩砾石一般大于 5cm。砂

岩透镜体显示平行层理 ,砾岩主要为块状 96.78m

3.褐灰色厚层块状砾岩 ,夹中酸性火山岩质含砾岩屑粗砂

岩透镜体。砾岩中砾石多见大于 5cm者 , 成分复杂 , 见

流纹质 、安山质 、英安质等及其它沉积岩砾石 , 砂岩透镜

体较少 ,为平行层理 120.04m

2.褐红色中厚层夹块状砾岩 ,夹中薄层褐灰色中酸性火山

岩质含砾粗砂岩 ,砾岩的砾石成分以红色砂岩或复成分

(砂岩 、石英砂岩 、石英岩 、火山岩 、泥岩质等)为主 , 因

层而异 ,砾径多在 2.5cm以下 , 少数可达 5cm以上。粗砂

岩平行层理发育 213.98m

则弄群上部(J3K1Z
2):

1.褐色 /浅褐色中厚层夹薄层岩屑石英砂岩 、含砾粗砂质

中粒岩屑石英砂岩与中酸性火山岩质砾岩不等厚互层。

砂岩中普遍含砾石 , 砾石成分复杂。砂岩细 、中 、粗皆

有 , 各种岩性多组成向上变粗粒序 , 但也有少数相反。

多见平行层理。 128.53m

措勤地区内的竟柱山组主要是一套紫红色 /浅

紫红色夹灰色 /灰绿色(含钙)岩屑石英砂岩 、长石

岩屑砂岩 、含(泥)砾砂岩 、石英粉砂岩 、泥质粉砂岩

与粉砂质泥岩互层 , 夹砾岩 、火山质砾岩 、深灰色

(含生物碎屑或圆笠虫)灰岩透镜体。局部的粉砂

岩与粉砂质泥岩呈颜色鲜艳的杂色(紫红色 /黄绿

色 /灰绿色等)互层 ,底部以褐红色 /褐灰色厚层块

状砾岩 、中酸性火山质砾岩夹褐灰色 /浅褐红色含砾

岩屑粗砂岩透镜体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图 1),在虾格子一带的底部砾岩层厚达 430.80m,

而向东 、西两侧砾岩厚度减小 ,砾石砾径也呈减小的

趋势。措勤地区竟柱山组各种岩性多为下粗上细的

旋回 ,沉积构造发育 ,多见平行层理 、斜层理 、交错层

理 、沙纹层理 、大型及小型槽形层理 、水平层理 、变形

层理 、波痕 、泥裂等。

3　沉积相特征

3.1　基本层序

措勤地区竟柱山组基本层序有 4种类型

(图 2):A型基本层序为褐红色中厚层砾岩夹褐灰

色中薄层含砾石英砂岩;B型 、C型和 D型基本层序

以砾岩 、含砾砂岩 、长石岩屑砂岩 、含泥砾石英粉砂

岩组成 。其基本层序特征反映了沉积环境以扇三角

洲和三角洲为主的沉积环境 。

3.2　沉积相展布

竟柱山组分布于扎布耶茶卡-达瓦错 -蔡几错

断裂以北 ,呈近东西向展布 ,主要是一套陆源碎屑沉

积 ,沉积相呈南北向分异。扎布耶茶卡-达瓦错 -蔡

几错断裂对盆地的控制作用明显 ,在竟柱山组分布

区域的北部以发育砾岩的扇三角洲-水下扇为特征 ,

扇体中的前积层理方向指示进积方向由北向南 ,说

明物源源自北部 ,即早期北部构成了盆地的主要沉

积供给区;靠近南部的竟柱山组以砂岩和泥岩沉积

为主 ,发育三角洲相 ,三角洲中以河道沉积和河道间

湾沉积为主 ,三角洲前积层理和河道沉积指示物源

来源于南部 ,说明晚期来自南部的陆源物质增加

(图 3)。层序的底界位于则弄群的角度不整合面 ,

垂向上由两个向上变细的沉积旋回构成 ,单个沉积

旋回的下部为自南向北厚度增加的砾岩 ,上部以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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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竟柱山组基本层序

Fig.2　GeneralizedsequencesoftheJingzhushanFormation

岩为主 ,上部旋回的上部有来自南部的三角洲相砂

岩厚度向北减薄的特征(图 3)。

图 3　措勤竟柱山组沉积相时空分布

Fig.3　Spatio-temporaldistributionofthesedimentaryfacies

intheJingzhushanFormation

4　区域对比

竟柱山组在措勤盆地主要呈近东西向带状展

布 ,在班公湖-怒江缝合带 、且坎 -古昌 -阿索断裂带和

塔若错北 -达瓦错南-秋措麦凹陷带断续分布。

在安多县东巧乡赛乃巴布村 ,竟柱山组主要为

一套粗砾岩 、火山角砾岩 、沉凝灰岩夹砂岩 、粉砂岩 、

页岩;在安多南边的班戈县江错乡拉弄附近 ,竟柱山

组主要为一套含砾粗砂岩 、细砂岩 、粉砂岩 、粉砂质

泥岩(中国石油大学 , 1996)。在尼玛县巴龙灯竟柱

山组主要为一套钙质岩屑砂岩 、长石石英砂岩 、粉砂

岩 、砾岩夹含角砾石英粗面岩 、角砾状泥晶灰岩 、安

山质角砾凝灰岩 ,砾石成分主要为砂岩 、灰岩 、粗面

岩 、凝灰岩;在紧邻其南西边的尼玛县阿索乡郎多客

嘎处 ,竟柱山组表现为小砾岩 、砂岩 、粉砂岩夹泥质

粉砂岩及页岩(中国石油大学 , 1995)。

从以上不难看出竟柱山组南北沉积是有差异

的 。在北部靠近班公湖-怒江缝合带 ,其粒度较粗 ,

向南部逐渐变细 。北部火山岩成分较多 ,向南部逐

渐消失 ,火山活动北部较为强烈 。

在改则 -班戈一带竟柱山组主要为紫红色 /灰紫

色砾岩 、长石石英砂岩 、砂岩 、粉砂岩和粉砂质泥岩 ,

具大型斜层理 、交错层理及冲刷构造 ,其厚度数百米

至大于 1600m;在日土-革吉一带竟柱山组主要由下

部紫红色复成分砂岩 、岩屑砂岩 、砂砾岩夹砂质灰岩

向上过渡为灰色灰岩 、砾屑灰岩 ,其厚度一般在

300m左右。改则 -班戈相对位于竟柱山组分布的东

部 ,日土 -革吉相对位于西部。

东部竟柱山组厚度普遍大于西部竟柱山组厚

度 ,同时期的东部竟柱山组粒度比西部的要粗。当

东部为陆相 -过渡相沉积时 ,西部则还是以碳酸盐岩

为主的海相沉积 。因此这次海侵西部早于东部 ,海

退则东部早于西部。竟柱山组中下部层位自东向西

由低变高 ,即竟柱山组底部层位东部低西部高 。

5　构造意义

现今班公湖 -怒江一带没有大规模延展的山脉

存在 ,那么班公湖 -怒江洋盆的闭合是否发生碰撞形

成造山带呢 ?竟柱山组磨拉石的沉积 ,就是班公湖-

怒江洋盆闭合造山的沉积响应。磨拉石的出现就代

表了造山带的存在 ,可见当时班公湖-怒江洋盆闭合

碰撞的确形成了造山带 ,但由于强烈剥蚀 ,这个造山

带现今已从地貌上消失了。

二叠纪末期 ,措勤盆地地区古生代强烈褶皱 ,抬

升为陆 ,形成了措勤盆地基底。中晚侏罗世时期 ,随

着班公湖-怒江洋壳向南的俯冲作用加剧 ,盆地构造

背景由弧后扩张变为弧后挤压 ,盆地内的沉积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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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群上部为代表。早白垩世早期 ,本区岩浆活动极

为强烈 ,发育巨厚的火山岩及碎屑岩建造 ,此时期的

沉积以则弄群为代表 。则弄群沉积期之后 ,火山作

用逐渐减弱 ,措勤地区北部班公湖-怒江洋关闭后的

陆内碰撞挤压作用增大 ,在北部形成陆内前陆盆地。

盆内沉积充填以多尼组为代表 ,主要发育水下扇沉

积体系和滨浅海沉积体系 。早白垩世晚期 ,是措勤

地区海浸最广泛的时期 ,以广泛发育郎山组碳酸盐

缓坡 -台地沉积体系为特征 。早白垩世末期 ,本区的

造陆运动作用加强 ,下白垩统及其以前的地层普遍

褶皱抬升 ,并伴随大规模的岩浆侵入 。至晚白垩世

措勤地区几乎全部上升为陆 。由于持续的南北向挤

压 ,在措勤地区南部造成大规模的逆冲推覆 ,并在推

覆带的前缘形成陆相前陆盆地。盆地在横剖面上为

北深南浅的箕状;在平面上呈东西向延伸的带状 ,沉

积相呈南北向分异 。盆地内沉积以上白垩统竟柱山

组为代表 ,该组在盆地北部以发育扇三角洲 -水下扇

砾岩为主;盆地南部竟柱山组以湖相 -三角洲相砂岩

和泥岩沉积为主
[ 1]
。

竟柱山组具磨拉石性质的碎屑岩 ,在班公湖-怒

江洋盆闭合 、碰撞造山 、逆冲推覆过程中 ,快速沉积

下来 ,磨拉石沉积的出现标志着中生代盆地演化结

束 ,此时也正是班公湖-怒江洋盆闭合与碰撞造山的

转折点。陆-陆碰撞引起地壳隆升 ,隆升的山体被剥

蚀的速度非常快 ,受到强烈的夷平作用 ,所以今天班

公湖 -怒江一带没有隆起象喜马拉雅和冈底斯那样

宏大的山脉。措勤地区竟柱山组总体构造线为东西

向 ,表现为一大型宽缓开阔复式向斜 ,内部发育大量

次级褶皱 。其褶皱主要是由于持续的南北向挤压力

而形成的 ,也是班公湖 -怒江带造山运动的表现之

一。因此 ,竟柱山组这套磨拉石沉积 ,是班公湖-怒

江洋盆完全闭合 ,碰撞造山运动的直接证据 。

6　结　论

(1)措勤地区竟柱山组在塔若错北东 -达瓦错

南 -扎日南木错北之间呈近东西向展布 ,向下以角度

不整合覆于则弄群(J3K1)之上部 ,其上为新近系 /第

四系不整合覆盖 ,厚大于1600m;

(2)措勤地区竟柱山组主要为一套磨拉石性质

的紫红色 /浅紫红色陆源碎屑岩 ,岩屑石英砂岩 、长

石岩屑砂岩 、含砾砂岩 、石英粉砂岩 、泥质粉砂岩与

粉砂质泥岩互层 ,夹砾岩 、火山质砾岩 、深灰色 (含

生物碎屑或圆笠虫)灰岩透镜体 。为下粗上细的旋

回 ,多见平行层理 、斜层理 、交错层理 、沙纹层理 、大

型及小型槽形层理 、水平层理 、变形层理 、波痕 、泥裂

等;

(3)措勤地区竟柱山组基本层序特征反映了以

扇三角洲和三角洲为主的沉积环境。竟柱山组分布

的北部发育扇三角洲 -水下扇 ,扇体的前积层理显示

其进积方向由北向南 ,说明早期物源来自北部。而

南部发育三角洲相 ,其前积层理和河道沉积显示进

积方向由南向北 ,表明晚期来自南部的陆源物质增

加;

(4)竟柱山组北部靠近班公湖-怒江一带 ,其粒

度较粗 ,向南部逐渐变细。北部火山活动较为强烈 ,

竟柱山组分布的东部(改则 -班戈一带),其地层厚度

比西部(日土 -革吉一带)大 ,其粒度也较粗。表明竟

柱山组底部层位东部低西部高 ,海侵西部早于东部 ,

海退则东部早于西部;

(5)竟柱山组的沉积具磨拉石性质 ,因此它是

班公湖 -怒江缝合造山运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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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UpperCretaceousJingzhushanFormationintheCoqenregion, XizangisarrangedalongtheBangong

Lake-Nujiangsuturezone, Qiekan-Goicang-AsogfaultandnorthernTaroLake-southernDawaLake-Qiucuomai

depressionzone.Lithologically, theJingzhushanFormationismadeupofasuiteofpurplishredmolasseclastic

rockswhichwerelaiddowninthefandeltaanddeltaenvironments.Theprogradationaldirectionsindicatedbythe

foresetbeddingsintheseenvironmentssuggestanearlyprovenancefromthenorthandanadditionallateprovenance

fromthesouth.ThedevelopmentofthemolassesdepositsintheJingzhushanFormationhasprovidedaconvincing

orogenicevidenceoftheBangongLake-Nujiangsuture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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