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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羌塘地区北缘上三叠统若拉岗日岩群分布于北羌塘陆块与拉竹龙-金沙江缝合带之间的若拉岗日冲断带, 以

砂泥质复理石 、中基性 -超基性火山岩及大理岩组合为特征,夹晚二叠世灰岩岩片及蛇绿岩残块。岩石低-中级变质,

构造变形强烈,顶底均被断层切割断失,为总体无序 、局部有序的构造-地层体。若拉岗日岩群中基性火山岩具有洋

岛和岛弧型成因,它是金沙江洋盆在晚三叠世向南俯冲,而在其南缘形成的岛弧带沉积。在若拉岗日岩群采获大量

上三叠统常见的孢粉 、腕足 、双壳类生物化石, 其玄武岩年龄值为 201±4Ma(Ar-Ar法 ),时代属诺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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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三叠世北羌塘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北部拉竹龙

-金沙江缝合带与班公湖 -怒江缝合带
[ 1]
之间, 盆

地内部进一步划分为 4个构造单元,由南向北依次

为南羌塘陆块 、双湖构造混杂岩带 、北羌塘陆块及若

拉岗日冲断带
[ 2, 3]
。若拉岗日冲断带处于北羌塘陆

块与拉竹龙-金沙江缝合带之间,是一个位于缝合带

南侧的向南逆冲的逆冲断裂带
[ 3]

(图 1), 其主体地

层若拉岗日岩群为一套变质中基性火山岩与大理

岩 、砂泥质复理石 、超基性岩等岩块相伴的构造-地

层体 。笔者在西藏 1∶25万黑虎岭幅 、多格错仁幅 、

江爱达日那幅 、吐错幅区域地质调查中,对若拉岗日

岩群进行了系统的剖面测量及路线地质调查, 获得

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结合室内研究及前人成果,对若

拉岗日岩群地层特征及沉积环境进行了详细研究和

分析,认为若拉岗日岩群为一构造-地层体, 其主体

为晚三叠世砂泥质复理石 、洋岛 、岛弧相中基性火山

岩 、大理岩沉积,夹有晚二叠世灰岩岩片及蛇绿岩残

块。

1　若拉岗日岩群地层特征

1.1　岩石地层

若拉岗日岩群是由西藏区调队 ( 1986年 )所创

的若拉岗日群演变而来。若拉岗日群原指以若拉岗

日西北红泥河东沟剖面为典型代表的分布在羊湖-

若拉岗日一带的一套浅变质的砂板岩复理石建造,

时代为晚三叠世 。 《西藏地质志》 ( 1993)沿用了若

拉岗日组的定名和定义
[ 4]
。 《西藏自治区岩石地

层 》 ( 1997)进一步将其定义为分布在羊湖-若拉岗

日一带的一套复理式沉积,将若拉岗日组的地质时

代归为中 -晚三叠世
[ 5]
。王成善等 ( 2001)重新厘

定了原若拉岗日群的地层层序和时代, 将若拉岗日

群限定于代表若拉岗日地区的上三叠统
[ 6]
。成都

地质矿产研究所 ( 2005)根据西藏 1∶25万黑虎岭

幅 、多格错仁幅 、江爱达日那幅 、吐错幅区域地质调

查资料,对上三叠统肖茶卡组进行了分解, 采用构

造 -地层单位沿用其名, 将分布于白头山 、狮头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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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浅

图 1　晚三叠世北羌塘陆块在青藏高原构造格局中的位置示意图 [ 3]

Fig.1　TectonicsettingoftheNorthQiangtangcontinentalblockduringtheLateTriassic(afterZhuTongxingetal., 2005)

变质 -中等变质砂泥质复理石 、洋岛 、岛弧型中基性

火山岩 、大理岩岩石组合厘定为若拉岗日岩群;将位

于前者之南的深水复理石盆地 -浊积岩沉积建造厘

定为藏夏河组
[ 3, 7]
。

1.剖面特征

若拉岗日岩群出露十分有限, 层位发育不全,仅

分布在羌塘盆地的最北部边缘, 其空间位置相当于

若拉岗日冲断带, 在双咀湖 -玉盘湖-冬布勒山-狮头

山-乌兰乌拉湖一线呈断块状出露, 东西向断续延伸

约200km, 南北宽 2 ～ 5km(图 2)。 1∶25万区域地质

调查在双咀湖 、狮头山实测地层剖面各 1条,在冬布

勒山实测构造地层剖面 1条, 下面主要介绍狮头山

实测剖面:

格尔木地区狮头山上三叠统若拉岗日岩群实测

地层剖面起点坐标:N34°55′57.7″, E89°50′34.1″;终

点坐标:N34°52′32.8″, E89°50′42.8″。剖面 1 ～ 24层

为若拉岗日岩群 (图 3) ,分别与上三叠统藏夏河组 、

始新统康托组断层接触, 未见顶 、底, 视厚度

>1587.5m。

若拉岗日岩群 (T3R) (未见顶 ) 视厚 >1587.5m

24.灰绿色变辉长岩, 受构造挤压,较破碎, 略显方向性,

片理发育。 视厚 76.3m

图 2　若拉岗日岩群空间分布及实测剖面位置图 [ 5]

1.若拉岗日群构造混杂岩;2.逆断层;3.剖面位置;4.湖泊

Fig.2　Spatialdistributionandmeasuredsectionsinthe

RolaKangriGroupComplex

1=tectonicmélange;2=thrustfault;3=measuredsection;

4=lake

23.浅灰 、灰白色厚 -巨厚层大理岩, 局部铁泥质呈细

条纹分布于岩石中,显条带。 视厚 187.1m

断　层

22.灰绿色阳起石片岩,片理发育, 片理定向排列。

视厚 67.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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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狮头山地区上三叠统若拉岗日岩群实测地层剖面图

Fig.3　CrosssectionacrosstheRolaKangriGroupComplexintheShitoushanarea

断　层

21.浅灰色 /灰白色厚层白云质大理岩,见条纹, 含棘屑。

视厚 233.9m

20.灰色 /灰绿色变火山角砾凝灰岩,角砾为杏仁状辉石

玄武岩, 含量 30%, 砾径 5～ 15cm, 见椭圆形气孔, 孔

径 2.5mm,岩石层状构造不明显,片理发育。

视厚 85.6m

19.灰色 /灰绿色变晶屑玻屑凝灰岩,片理发育。

视厚 85.7m

18.浅黄色 /黄色变熔结凝灰岩。 视厚 21.2m

17.灰色 /灰绿色变辉石玄武岩, 片理化明显, 顶部为厚

4.5m的灰黑色似层状碎裂硅质岩, 裂 隙发育, 裂隙

常被铁质 、碳酸盐 、石英脉充填。 视厚 120.8m

断　层

16.浅灰色 /灰白色厚层大理岩,有细小裂纹。

视厚 19.4m

15.灰绿色变岩屑凝灰岩, 片理化明显, 石英脉发育, 脉

宽 1 ～ 3mm。 视厚 107.7m

14.灰白色厚层大理岩, 岩石破碎, 方解石脉发育, 偶见

方解石团块。 视厚 9.3m

13.灰绿色变玄武岩, 偶见宽小于2mm的石英细脉。

视厚 22.1m

12.灰绿色中厚-巨厚层变质岩屑砂岩, 发育一组节理,

岩石较完整。 视厚 119.8m

断　层

11.灰绿色变辉石橄榄玄武岩, 岩石破碎, 片理发育, 方

解石脉发育。 视厚 32.8m

10.灰色中层变岩屑砂岩 、板岩互层产出,岩屑砂岩片理

化强,板岩劈理发育。 视厚 60.1m

断　层

9.浅灰色 /灰白色厚层白云质大理岩, 受构造挤压, 较破

碎,垂直层面节理发育, 被后期方解石胶结而显角砾

状。 视厚 38.8m

8.黄绿色 /灰绿色中层变质岩屑砂岩, 岩石破碎, 片理化

强,见铁泥条带。 视厚 157.4m

7.灰紫色变玄武岩 、灰绿色变含钛铁矿玄武岩, 岩石中

见杏仁体,含量 5-10%,多为椭圆状, 粒径 1 ～ 2mm,

主要由方解石组成。 视厚 12.7m

6.紫褐色中层变火山角砾岩 、变铁质凝灰岩夹深灰色钙

质千枚岩。钙质千枚岩方解石脉发育, 脉宽1 ～ 3mm。

视厚 27.8m

5.灰绿色变含钛铁矿玄武岩, 岩石中见椭圆状杏仁体,

含量约为 15%,杏仁体大小 1 ～ 2mm, 主要由方解石组

成。 视厚 24.0m

4.灰黑色板岩 、深灰色中层变凝灰岩不等厚互层, 板岩

劈理明显。 视厚 28.3m

3.灰绿色变熔结凝灰岩, 岩石中见椭圆状杏仁体, 含量

约为 10%,粒径 1mm左右, 主要由方解石组成。岩石

片理化明显, 较破碎。 视厚 9.3m

断　层

2.浅灰色 /灰白色厚层状大理岩, 灰色微晶方解石与灰

白色细粒方解石相间出现, 条带构造明显, 方解石脉

发育, 脉宽1 ～ 3mm。 视厚 14.6m

1.灰绿色变火山角砾岩 、变含蓝闪石熔结凝灰岩韵律互

层, 前者火山角砾含量约60%, 以凝灰质角砾为主, 玄

武质角砾次之, 形态不规则, 砾径 1 ～ 15cm;后者见椭

圆形气孔,孔径小于1mm,含量约 5%,片理发育 (未见

底 )。 视厚 25.8m

2.岩石组合及区域变化特征

若拉岗日岩群主要为一套变质中基性火山岩 、

砂泥质复理石 、大理岩,夹少量硅质岩 、变超基性岩,

发育一系列断面北倾的叠瓦状逆冲断裂, 与相邻地

层均为断层接触 。地层多发生浅变质, 局部已达中

等程度变质,横向上岩性及厚度变化较大 。

双咀湖 -玉盘湖一带,主要由中基性火山岩 、浅

变质碎屑岩和大理岩组成。火山岩由灰绿色晶屑凝

灰岩和杏仁状 、气孔状玄武岩,紫苏辉石玄武岩组成

爆发-喷溢旋回,碎屑岩以灰色 /深灰色中厚层状粗-

细粒变含砾石英砂岩 、石英砂岩,灰色 /灰绿色 /黄灰

色粉砂岩,深灰黑色泥质板岩构成互层或韵律或沉

积 。视厚度 >1393.0m。

冬布勒山地区, 岩石类型以砂泥质复理石-火山

岩 -大理岩岩石组合为特征,岩石以低绿片岩相的变

玄武岩 、绿帘阳起片岩 、长英质阳起片岩 、钠长绿泥

片岩及绿帘透闪石片岩等中基性变质岩为主, 板岩 、

凝灰质板岩 、硅质板岩 、千枚岩 、变岩屑石英砂岩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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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灰质岩屑石英砂岩 、滑石大理岩次之,偶夹蛇纹石

化橄榄岩 、碳酸盐化蛇纹岩 、蛇纹片岩等镁质变质岩

岩片,其中超基性岩 、硅质岩及其相邻的绿帘阳起片

岩 、绿帘透闪片岩为蛇绿岩片残片 。视厚度

>589.6m。

狮头山地区,为一套已变质的火山岩和碎屑岩 、

碳酸盐岩组成的韵律式沉积建造, 岩石类型主要为

变火山角砾岩 、变火山角砾凝灰岩 、变熔结凝灰岩 、

变凝灰岩 、变铁质凝灰岩 、变晶屑玻屑凝灰岩 、变岩

屑凝灰岩,变玄武岩 、变辉石玄武岩 、阳起石片岩。

由于强烈的构造剪切和区域变质 、动力变质作用,发

育构造糜棱岩 、斜长角闪岩 、石英片岩和蓝闪石 、硬

玉等高压变质矿物,局部出现下地壳物质组成 -麻粒

岩相岩石组合
[ 8]
。视厚度 >1587.4m。

1.2　古生物特征及地层时代

1.古生物特征

调查区上三叠若拉岗日岩群出露十分有限, 层

位发育不全,获得生物化石较少,在双咀湖东泥质板

岩中采获孢粉:Taeniaesporitesnoviaulensis, Apiculata-

sporitessp., Psophosphaerasp., 在冬布勒山大理岩

中采获牙形石:Epigondolella,西藏区调队 ( 1986 )在

长颈湖-玉盘湖碎屑岩中采获腕足类:Amphiclinain-

termediaBittner, A.taurica(Moisseiev) , Rhaetinopsis

zadoensisChing, R.pentagonalisSunetye, Rhaetina

cf.tauricaMoisseiev, R.cf.jondaensisSun, Zeilleria

moisseievDagys, Z.butoroskia( Bittner) , Caucaso-

rhynchiacf.kunensisDagys, Koninckinacf.elegantula

(Bittner) , K.leonhardiwissm, Yidunellacf.pentago-

naJin, SunetYe, 双壳类:Indopectenserraticostus

(Bittner) 等 。其中孢粉 T.noviaulensis,腕足 Amph-

iclinaintermediaBittner, A.taurica ( Moisseiev) ,

RhaetinopsiszadoensisChing, R.pentagonalisSunet

ye, Rhaetinacf.tauricaMoisseiev, Zeilleriamoisseiev

Dagys, Z.butoroskia(Bittner) , Caucasorhynchiacf.

kunensisDagys, Koninckinacf.elegantula(Bittner) ,

双壳 Indopectenserraticostus(Bittner)等生物化石时

代意义较强,这些属种都是上三叠统中的常见分子,

尤以诺利期表现最为突出。

2.地层时代讨论

调查区上三叠统若拉岗日岩群呈岩片产出, 与

相邻地层均为断层接触,获得生物化石较少,地层时

代存在分歧。西藏区调队 ( 1986)将若拉岗日群时

代为晚三叠世 (西藏区域地质调查大队, 1∶25万改

则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1986);《西藏自治区岩石

地层》 ( 1977)将分布在羊湖 -若拉岗日一带的一套

复理式沉积步定义为若拉岗日组, 时代归为中 —晚

三叠世
[ 5]
。伊海生等 ( 2004)在狮头山东部乌兰乌

拉湖西天池山发现晚二叠世长兴期有孔虫化石的外

来灰岩岩块
[ 9]
。

本次 1∶25万区调及西藏区调队 ( 1986)进行

1∶100万改则幅区调采获的孢粉 Taeniaesporitesnovi-

aulensis,腕足 AmphiclinaintermediaBittner, A.tauri-

ca ( Moisseiev), RhaetinopsiszadoensisChing, R.

pentagonalisSunetye, Rhaetinacf.tauricaMois-

seiev, ZeilleriamoisseievDagys, Z.butoroskia(Bitt-

ner) , Caucasorhynchiacf.kunensisDagys, Konincki-

nacf.elegantula(Bittner) ,双壳 Indopectenserratico-

stus(Bittner)等属种是上三叠统中的常见生物分

子,本次区域地质调查在双咀湖东和狮头山若拉岗

日岩群玄武岩获得的年龄值均为 201±4Ma(Ar-Ar

法 )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西藏 1∶25万黑虎岭区

域地质调查报告, 2005;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西藏

1∶25万多格错仁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2005) , 显

示其时代为晚三叠世诺利期 -瑞替,与化石鉴定结果

是一致的。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若拉岗日岩群

属晚三叠世诺利期, 夹有晚二叠世灰岩岩片及蛇绿

岩残块 。

2　构造演化及沉积环境分析

2.1　构造演化对沉积的控制作用

调查区位于羌塘地区北部拉沙龙 -金沙江结合

带南缘若拉岗日冲断带。根据地球动力学背景 、岩

浆活动 、地质界面 、沉积建造 、变质作用和构造变形

等综合分析,羌塘地区奥陶纪 -早侏罗世地质发展

演化阶段划分为:前奥陶纪变质基底形成 、奥陶纪 -

石炭纪被动大陆边缘 、二叠纪南部伸展 -中部俯冲

(双湖构造带 ) 、早中三叠世局部伸展 、晚三叠世 -

早侏罗世碰撞造山等 5个地质发展演化阶段 (图 4)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1∶25万多格错仁幅区域地

质调查报告, 2005)。其中晚晚三叠世 —早侏罗世

是羌塘地区地质构造发育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时

期,南 、北羌塘陆块之间的持续碰撞和北羌塘陆块与

金沙江洋盆之间的俯冲碰撞是羌塘地区晚三叠世—

早侏罗世碰撞造山最重要的地质构造事件

(图 4D) 。印支运动对北羌塘地区有强烈影响, 由

于金沙江洋盆向南俯冲消减,于金沙江洋盆南侧若

拉岗日冲断带此时处于洋岛 -岛弧环境,从而控制了

若拉岗日冲断带晚三叠世的沉积建造, 形成了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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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环境的砂泥质复理石 、洋岛型 -岛弧型中基性火

山岩和大理岩 、硅质岩 、超基性岩组成的若拉岗日构

造-地层体,同时还伴随有强烈的构造剪切和区域变

质 、动力变质作用,发育构造糜棱岩 、斜长角闪岩 、石

英片岩和蓝闪石 -硬玉等高压变质矿物,局部出现下

地壳物质组成 -麻粒岩相岩石组合 (图 4D)。

图 4　西藏北部羌塘地区奥陶纪 -早侏罗世地质构造发展演化模式

1.大陆壳;2.洋壳;3.变质杂岩;4.中酸性侵入岩;5.中酸性火山岩建造;6.基性火山岩建造;7.碳酸盐岩建造;8.碎屑岩建造;9.麻粒岩及榴

辉岩组合;10.蓝闪石等高压变质矿物;11.海平面

Fig.4　ModelfortheOrdovician-EarlyJurassicgeologicaltectonicsintheQiangtangregion

1=continentalcrust;2 =oceaniccrust;3 =metamorphiccomplex;4 =intermediatetoacidicintrusiverock;5=intermediateto

acidicvolcanicrockformation;6 =basicvolcanicrockformation;7 =carbonaterockformation;8 =clasticrockformation;

9=granulite-eclogiteassociation;10=high-pressureglaucophane;11=sea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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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沉积环境分析

分布于羌塘盆地最北部晚三叠世若拉岗日岩群

岩石类型以砂泥质复理石 (多已发生轻度变质, 局

部已达中等程度变质 ) 、变中基性火山岩 、大理岩岩

石组合为特征,夹变超基性岩 、硅质岩岩块。

大理岩 、砂泥质复理石岩石中保留了许多原岩

特征,其通常呈层状产出, 片理面与成分层基本平

行, 以厚薄不等的岩石组合在不同地段重复出现,具

有韵律性分布特征 。在大理岩中除方解石外还含有

细粒砂状石英或粉砂状石英, 局部可见石英呈细条

带平行层面分布,大理岩层面见有不完整的残留波

痕构造以及变余灰岩砾石, 显示原岩为沉积成因。

大理岩中发现晚三叠世诺利期牙形石 Epigondollella

动物群和介形虫 SucocytheresubovataZheng等,原岩

为灰岩,为有障壁海碳酸盐台地相开阔台地亚相。

变质岩屑砂岩 、板岩中变余层理 、变余碎屑结构发

育,原岩为岩屑砂岩 、泥岩,在双咀湖见 3种基本层

序 (图 5):①岩屑长石砂岩与页岩的互层韵律式沉

积 (图 5-A);②细砂岩 、粉砂岩与页岩组成互层状韵

律式沉积 (图 5-B);③岩屑长石砂岩与泥质粉砂岩

或粉砂质页岩的互层韵律式沉积合 (图 5-C) 。具复

理石特征,反映斜坡-盆地相沉积环境。

图 5　双咀湖若拉岗日群基本层序图

Fig.5　GeneralsequencesthroughtheRolaKangriGroupComplexintheShuangzuihuarea

　　变质中基性火山岩成层性良好,变余斑状结构 、

变余凝灰结构 、变余杏仁构造发育,常与变质岩屑砂

岩 、变质硅质岩 、大理岩等典型沉积岩以厚薄不等的

组合在不同地段重复出现,具有韵律性特征,原岩为

沉积成因 。根据岩石的主量与微量元素进行构造环

境判别:双咀湖地区火山岩属碱性玄武岩系列,形成

于板内环境 ;白头山地区原岩恢复属为一套碱性钠

质系列的碱性火山岩类, 由紫红色杏仁状变玄武安

山岩及灰绿色变安山质凝灰岩间互组成, 属岛弧火

山岩;冬布勒山地区中基性变质岩原岩恢复属碱性

玄武岩,属洋脊火山岩;狮头山地区火山岩主要属碱

性钠质系列的拉斑玄武岩类, 属大洋板内洋岛火山

岩
[ 10]
。

冬布勒山地区若拉岗日岩群中部见一套变基性

火山岩 、变超基性岩 、硅质岩等岩石相互堆叠而成的

构造岩片 (图 6)。其中基性火山岩已变质为绿帘阳

起片岩 、绿帘透闪片岩, 原岩恢复属碱性玄武岩, 构

造环境判别具过渡型洋脊玄武岩的特点;超基性岩

强烈蛇纹石化,并在原地上升侵位时混有地壳物质,

成岩后经构造作用裂解 、迁移, 并异地就位,在这一

过程中原岩遭受强烈蚀变改造,其地质 、岩石 、地球

化学特征显示与藏东金沙江中段超镁铁质岩 -辉橄

岩特征 (青海区调队, 1992)相一致, 表明它们具有

相同的构造属性和产出背景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

所, 1∶25万黑虎岭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2005)。另

外,在狮头山一带,还产有数条变辉长岩墙,构造环

境判别属大洋板内,并与洋底玄武岩分异有关,这些

岩石分别代表了蛇绿岩套的不同组份, 在区内呈岩

片状叠置在一起,构成了冬布勒山蛇绿混杂岩。区

域上,冬布勒山蛇绿混杂岩带与调查区东部康特金-

岗齐曲蛇绿混杂岩带 (边千韬等, 1991)
[ 11, 12]

属同一

个构造混杂岩带, 康特金-岗齐曲蛇绿混杂岩带东连

金沙江蛇绿岩带 (边千韬等, 1997)
[ 13]
。

综上所述,若拉岗日岩群组成复杂,沉积环境多

样,既有斜坡 -盆地相砂泥质复理石沉积, 洋岛 、岛弧

型火山岩沉积及开阔台地亚相碳酸岩沉积,还夹有

晚二叠世灰岩岩片及蛇绿岩残块;岩石变质变形程

度强弱不一, 发育一系列断面北倾的叠瓦状逆冲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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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冬布勒山若拉岗日岩群蛇绿构造混杂岩构造剖面图

1.若拉岗日岩群;2.变凝灰质岩屑砂岩;3.大理岩;4.绢云母千枚岩;5.绿帘阳起片岩;6.绿帘透闪片岩;7.硅质岩;8.蛇纹岩;9.碳酸盐化蛇

纹岩;10.蛇纹石化辉石橄榄岩;11.韧脆性断层;12.产状

Fig.6　StructuralsectionacrosstheophiolitictectonicmélangesfromtheRolaKangriGroupComplexintheDongbolhaishanarea

1=RolaKangriGroupComplex;2=metatuffaceouslithicsandstone;3=marble;4=sericitephyllite;5=epidoteactinoliteschist;

6=epidotetremoliteschist;7 =siliceousrock;8 =serpentinite;9 =carbonatizedserpentinite;10 =serpentinizedpyroxene

peridotite;11=brittle-ductilefault;12=occurrence

裂, 与相邻地层均为断层接触,局部含蓝闪石等高压

变质矿物,显示遭受强烈挤压改造 。表明该区若拉

岗日岩群为一个构造-地层体,其主体为晚三叠世岛

弧相砂泥质复理石 、中基性火山岩 、大理岩沉积, 夹

有晚二叠世灰岩岩片及蛇绿岩残块 。

3　结　论

( 1)若拉岗日群分布在北羌塘盆地的最北部边

缘的若拉岗日冲断带, 岩石类型主要为一套砂泥质

复理石 、中 -基性火山岩 、大理岩组合,夹有晚二叠世

灰岩岩片及蛇绿岩残块,岩石普遍浅变质,局部中等

变质,构造变形强烈, 顶底均被断层切割断失, 地层

层位发育不全, 实质上是总体无序 、局部有序的构

造-地层体。

( 2)若拉岗日群岩石类型以砂泥质复理石-洋

岛 、岛弧型火山岩-大理岩岩石组合为特征, 其中基

性火山岩具有洋岛和岛弧型成因, 为岛弧相沉积。

它是金沙江洋盆在晚三叠世向南俯冲,在其南缘形

成的岛弧带沉积。

( 3)调查区若拉岗日岩群采获孢粉 Taeniaes-

poritesnoviaulensis, 腕足 AmphiclinaintermediaBitt-

ner, A.taurica(Moisseiev), Rhaetinopsiszadoensis

Ching, R.pentagonalisSunetye, Rhaetinacf.tauri-

caMoisseiev, ZeilleriamoisseievDagys, Z.butoroskia

(Bittner), Caucasorhynchiacf.kunensisDagys, Kon-

inckinacf.elegantula(Bittner) , 双壳 Indopectenser-

raticostus(Bittner)等上三叠统常见的生物属种, 双

咀湖东和狮头山若拉岗日岩群玄武岩年龄值均为

201±4Ma(Ar-Ar法 ) ,与化石鉴定结果一致,若拉岗

日岩群时代属晚三叠世诺利阶。

参加野外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的还有董瀚 、张

启跃 、田应贵 、欧春生 、石文礼 、李鸿睿等, 在此表示

忠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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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igraphiccharacteristicsandsedimentaryenvironmentsoftheUpper
TriassicRolaKangriGroupComplexonthenorthernmarginofNorth
Qiangtangcontinentalblock

JINCan-hai, ZHUTong-xing, YUYuan-shan, ZHOUBang-guo, FENGXin-tao
(ChengduInstituteofGeologyandMineralResources, Chengdu610081, Sichuan, China)

Abstract:TheUpperTriassicRolaKangriGroupComplexonthenorthernmarginoftheNorthQiangtangcontinen-

talblockoccursintheRolaKangrithrustfaultsandwichedbetweentheNorthQiangtangcontinentalblockand

Lazhuglung-Jinshajiangsuturezone, andconsistsofsandyandmuddyflysch, intermediete, basicandultrabasic

volcanicrocks, andmarbleassociationsintercalatedwiththeLatePermianlimestoneandophioliterelicts.These

rocksareslightlytomoderatelymetamorphosedandhighlydeformed.Theintermediatetobasicvolcanicrocksin

theRolaKangriGroupComplexhaveanoceanicislandandisland-arcoriginandgeneratedduringthesouthward

subductionoftheJinshajiangoceanicbasinduringtheLateTriassic.AbundantLateTriassicfossilsincluding

sporopollen, brachiopodsandbivalvescollectedfromtheRolaKangriGroupComplexandAr-Aragesdated201±

4MaofbasaltindicatethattheRolaKangriGroupComplexshouldbetracedbacktotheNorian(LateTriassic).

Keywords:RolaKangriGroupComplex;UpperTriassic;intermediatetobasicvolcanicrock;stratigraphic

characteristics;sedimentary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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