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 9 2年 ( 1 )岩 相 古 地 理 N o l
,

1 9 9 2

.
一

巴颜喀拉盆地岩相
、

相组及其演化

罗建宁 .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巴颜 喀拉盆地 北以东昆仑南缘蛇绿混杂岩带为界
,

东与龙门山
一

锦屏 山前陆褶冲带相

邻
,

西以甘孜
一

理塘结合带为界
,

总体呈斜三角形状展布
。

黄汲清 ( 1 9 62) 称之为松潘
一

甘孜

褶皱系
,

张勤文 ( 1 9 8 3) 称马尼干戈
一

理塘残余后弧盆地
,

余如龙 ( 1 9 89) 称松潘
一

甘孜前缘

复理石推覆带
。

笔者认为本区是在被动边缘基础上由弧后盆地转换为前陆盆地
。

一
、

区 内地球物理场

碑

区内地球物理磁场总体呈低背景值
,

其强度一般为 0一 50
n T

,

磁场平缓
,

局部异常强度

为 50 一 1 0 0n T (王慰基
, 1 98 6 )

,

多与印支期
、

燕山期花岗侵入体有关
。

区内硅铝层地壳厚

度大
,

深部物质磁性弱
,

上部有巨厚的非磁性沉积物
。

据朱介清 ( 19 84) 地震测深资料
,

本

区地壳厚度为 52 一 6 k2 m
,

其上部地壳厚 36 一 月ok m
,

下部地壳厚 1 7一 2 k0 m
.

据磁性体最小

埋藏深度图提供的信息
,

新龙一雅江一带沉积物厚度约 sk m 左右
,

为巴颜喀拉盆地的沉积

厚度中心
。

本区的低缓磁场背景值与上扬子地块高磁场区构成明显的差异
。

推测在巨厚的西康群

与浅变质古生代地层之下可能存在前寒武纪的浅变质岩系基底
,

相当于扬子地块上的会理

群与河 口群的地层
,

它的时代为中元古代
。

二
、

主要岩相组合与相类型特征

本区可划分为 4 个主要的岩相组合
。

1
.

盆地边缘滨海碎屑岩 . 相组

( l) 有障壁海岸
:

沉积物为陆源碎屑岩
,

主要发育于雅江组上部
,

其中分为
:

①潮坪亚相
:

主要为深灰色
、

灰色泥
、

粉砂与砂沉积物
,

发育大中型斜层理
、

人字型

层理
、

透镜状
、

脉状层理以及冲卿勾造
。

常冤生物爬痕
,

含植物碎片
。

②障壁岛亚相
:

沉积物主萝亩属灰色厚层块状含长石石英砂岩组成
,

砂粒分选好
,

成

熟度高
。

粒度概率曲线表明
,

砂粒全为跳跃组分
,

中值在 2一 4甲 之间
,

斜率为 70
。

以上
。

具
.

. 一起参加野外工作的有张正贵
、

陈明
、

李光明
、

雷山川等同志
.

. 区内岩石均道受区域变质作用
.

为变砂岩
、

变粉砂岩
、

粉砂质板岩
、

板岩
、

千枚岩等
.

为了叙述的方便
.

在文

中叙述时作了原岩的恢复
。

一一一- ~ ~ ~ . . . . . . . . .



岩 相 古 地 理

发育水平层理与小型砂纹层理
,

含
.

( . )

③

②①

下细上粗沉积序列 (图 1 )
。

③漓湖亚相
:

主要 由钙质泥岩
、

粉砂岩与泥岩组成
。

淡水与半咸水双壳类化石
。

(2 ) 无障壁滨海碎屑岩相
:

沉积物为陆源碎屑岩
,

主要发育于雅江组中上部
,

杂谷脑组上部等
。

其中又分

为
:

①海滩亚相

后滨微相
:

位平均高潮线之上的平坦狭长地带上
。

沉

积物以浅灰色
,

薄层状中
、

细粒长石石英砂岩为主
,

砂

砾分选好
,

成熟度高
,

多呈颗粒支撑
,

具发育的水平层

理
、

砂纹层理
、

波浪与流水复合波痕
、

不规则波痕等
。

层

面上发育凹坑与干裂
。

在凹坑与砂纹层理上可见植物碎

片
、

碎块与树皮片等
。

前滨微相
:

位海滩亚相下部
,

海水平均高潮线与低

潮线之间的平坦地带 内
,

沉积物主要为深灰
、

灰色中薄

层长石石英砂岩与粉砂岩
。

砂岩分选性好
,

成熟度高
,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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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滨岸砂坝沉积序列

子炭质泥岩
, ②

,

粉砂岩
,

具水平层理
.

值) 块状砂岩
,

砂岩顶面具 凹坑
.

发育浪层波痕与砂纹层理

F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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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水平层理与大
、

中型低角度交错层
、

对称型与不对称型浪成波痕
。

近滨微相
:

位海水平均低潮线到正常浪基面之间的平坦地带内
,

沉积物主要为灰色至

深灰色中薄层
、

薄层状长石石英砂岩
、

粉砂岩与粉砂质泥岩互层
,

发育水平层理和大
、

中

型斜层理
,

含薄状黄铁矿粒
,

可见沿层排列的植物碎片
,

具下细上粗沉积序列
。

2
.

浅海碎属岩相组

为陆缘碎屑岩
,

位于正常浪基面以下与大陆斜坡相之间的广阔地带
。

在杂谷脑组
、

侏

屡组
、

罗空松多组与雅江组内均有出现
。

其中可分为
:

①内陆棚亚相
:

沉积物主要为深灰色中
、 ’

薄层状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

粉砂岩与泥岩
。

具发育的水平层理
,

中
、

小型砂纹层理与斜层理
,

常见对称与不对称波痕
,

波痕面上具爬

行痕
。

含钙质团块与结核
,

可见双壳类化石与植物碎片
。

具下细上粗沉积序列
。

②外陆棚亚相
:

沉积物主要为深灰色中薄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

粉砂岩与钙质泥岩

夹泥质条带
。

具发育的水平层理
、

砂纹层理与斜层理
,

含较多薄壳型双壳类化石
。

3
.

大陆斜坡浊积扇相组

以陆源碎屑浊积扇沉积为主
,

在杂谷脑组
、

侏楼组
、

罗空松多组
、

雅江组下部普遍可

见
,

可分为
:

( l) 扇头亚相
:

①扇头水道微相
:

主要有三种类型
: A

.

由深灰色中厚层含泥砾粗
、

中粒杂砂岩与粉砂

质泥岩组成 (图 2
一

)I
。

泥砾块一般 2一 sc m
,

大者 8一 1 0c m ,

为水道两岸垮塌物
。

含砾砂岩

不具层理
,

具粒序变化
,

仅见鲍马序列
a 、 e

层
。

砾石层厚 0
.

2一 0
.

s m
。

杂砂岩为杂基支撑
,

胶结物含量 15一25 %
,

具下粗上细沉积序列
,

层系厚 0
.

5一 l m
,

示水浅
、

冲刷强烈的水道
,

含砾砂岩呈透镜状分布
; B

.

由厚层状含砾杂砂岩
、

粉砂岩与粉砂质泥岩组成
,

层厚 l一 Zm
,

具完整的鲍马序列 (图 2
一

1 )
,

示水道宽而浅
; c

.

由巨厚块状杂砂岩与粉砂岩
、

泥岩组成

粒序层
,

层序厚 1 0一 2 0m (见图 2一 l )
,

具完整的鲍马序列
,

以 a 层最为发育
,

示水道深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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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扇头亚相水道沉积序列

①
一

细
、

中
、

粗粒岩屑长石砂岩
.

块状层理
,

略具校序
,

含泥砾与粗大植物碎片
,

底具冲刷面
,

相当

鲍马序列
a 层 , ②

一

长石石英粉砂质细砂岩
,

具平行层理
,

含植物碎片
.

相当鲍马序列 b 层
.

香钙质
细砂粉砂岩

,

具砂纹层理
,

相当鲍马序列
。
层 , ④

,

绢云粉砂岩
,

具水平徽细层理夹炭质徽薄层
,

相

当鲍马序列 d 层 . ⑥
-

粉砂质泥岩
,

含炭质高
,

相当旅马序列
.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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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宽
,

为充填水道层序
,

砂体厚 15 一 Z om
,

宽 2 00 一 3 0 0 m
,

延伸数公里
.

②扇头边滩微相 :
沉积物主要由块状长石岩屑砂岩

、

粉砂岩与泥岩组成
,

其沉积序列

见图 3
。

以发育 b 层为特征
,

底部可见斜层理
,

砂粒由岩屑
、

长石
、

石英组成
。

中酸性长石

含量占 5一 25 %
,

岩屑占 5一 10 %
.

岩屑主要成分为绢云片岩
、

绿泥石
、

白云母
、

黑云母
、

隧石等
,

主要来 自变质岩区碎屑
。

石英占 4 0一 60 %
,

胶结物 25 一 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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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扇头亚相边滩徽相沉积序列

①
一

岩屑长石石英杂砂岩
.

底具斜层理
. ②

一

具砂纹层理的粉砂岩
,

③
一

具徽细水平层理的粉砂质泥岩
. ④

自

不具层理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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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头亚相序列的底面发育大量的冲刷沟模
、

槽模
、

负载与冲刷印模
,

其中具挤压
一

滑动

型
、

划痕型等
。

( 2) 扇中亚相
:

沉积物为陆源浊积
,

.

由深灰色中一细粒岩屑长石石英砂岩与粉砂岩
、

泥岩组成
,

砂岩层发育递变层理
。

①扇中水道微相
:

可见完整的鲍马序列
a 、

b
、 。 、

d
、 e
层 (图 刁)

。 a
层具明显的粒序变

化
,

层系厚度 0
.

5一 Zm
,

为中一厚层递变浊积岩
,

其序列特征见图 4
.

在水道微相中仍可见

含泥砾与细砾岩
,

相当于鲍马序列
a
层

,

缺 b 层
, C 层中具包卷层理

、

液化层理与小型滑塌

层理
。

②扇中边滩微相
:

岩相详细描述见图 5
,

缺失鲍马序列
a 层

。

( 3) 扇尾亚相
:

沉积物主要由粗粉砂岩至极细粒岩屑长石杂砂岩与泥岩组成韵律层
,

缺失鲍马序列
a 、

b 层
。

韵律层厚 20 一 5 0c m ,

底具弱冲刷
。

见于侏楼组与新都桥组下部
,

为

薄层状至条带状浊积岩
。

4
.

深水盆地相组

沉积物多为低密度浊积岩
,

其序列特征见图 6
。

主要为深灰色细粉砂岩与暗灰色泥岩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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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扇中水道沉积序列

①
一

块状含砾细
、

中粒含长石石英砂岩
,

含石英质砾石与岩屑
.

杂基邵%
,

砾径 .0 5一 Zcm
,

鲍马序列

a 层 . ②
一

具平行层理细砂岩
,

鲍马序列 b 层 .

含具包卷层理
、

小型滑塌层理粉砂岩
,

鲍马序列
C

层
. ④

一

具水平层理粉砂岩
.

鲍马序列 d 层
. ⑤

~

深灰色泥岩
,

鲍马序列
。
层

F逗
.

沼 S川 lme
n atr y , 月 u . n a 活 of c ih 川 n e怡 in ht

e m ld id e f a n

成韵律层
,

泥岩无层理
,

粉砂岩呈条带
,

具粒序层理
,

序列底部具微弱冲刷
,

层厚为 3 0一

5 0c m (图 6
一 1 )

,

及 0
.

3一 2 c0 m (图 4一 I )
,

为薄层状条带状与纹层状浊积岩
。

含薄层弱牙

型双壳类以及蛇曲形齿食虫迹等
,

其中又可分为
:

补偿型与欠补偿型盆地沉积物
。

图 5 扇中边滩沉积序列

①
一

块状长石石英砂岩
,

具平行层理
,

底具斜层理
,

鲍马序列 b 层 .

②
一

粉细杂砂岩
,

具砂纹层理
,

鲍马序列
。 层 . ③

一

粉砂岩与粉砂质

泥岩
,

具水 平层理
,

鲍马序列 d 层 . ④炭质泥岩
,

鲍马序列
。 层

④③②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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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深水盆地亚相沉积序列

①
一

深灰色含细粒粉砂岩
.

(有的含凝灰质 )
,

发育砂纹层理
,

相当鲍马序列 C 层 .

②
一

深灰色粉砂岩与粉砂质泥岩
,

具水平层
,

相当鲍马序列 d 层 , ③
一

深灰色泥岩
,

相当鲍马序列
。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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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垂向剖面与沉积演化

区内三叠系自下而上分出 7 个岩石地层单元
,

现将这些岩石地层单元的代表性剖面的

垂向序列特征叙述如下
:

1
.

菠茨沟组

菠茨绝组沉积相自下而上为
:

饥饿型 (欠补偿型 ) 深水盆地相组合一大陆斜坡浊积扇

相组合一浅海相组合 (图 7)
,

构成完整的海退序列
。

( l) 深水盆地相组合
:

沉积物主要为一套凝质粉砂岩
、

凝灰岩与泥岩组成条带状层纹

,



1 9 92 年 (1 )巴颜喀拉盆地岩相
、

相组及其演化

今

甩甩从年代代

黔黔
罕十性 少 lll沉积积 岩 性性 沉积环峨分析析 沉积 曲线线

箕笠笠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透透透透 军2 1
,

策策策

匡匡匡
纵纵纵纵纵纵纵 南 坡 向向向

毕毕毕 谊谊 . 0000 三李戳戳
廿
润eee 甲一 ~一 —

一
— —— 没没 l勺陆翻亚栩栩

……///{{{
一 门门了— 一 ,,

吮吮吮 茂茂茂茂茂茂茂茂茂茂茂 夯夯
...

海海海海海海 }}}

………
忱忱忱 淘淘淘

抉抉
尹心心 一一

相相相相相相
}}}
lll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 lll 组组组组组组 lllll

井井井井井井
VVV 粉砂六

.

泥岩
、

粉砂峨配 岩岩岩岩岩岩岩

………
’ ““

VVVVVVVVVVVVV 互 J去天角砾状灰护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

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价 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 l卜卜

<<<<<<< 60 :::

载载
二二二 VVV 钧砂六与粉砂欣泥六厅)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

司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

蓦蓦蓦蓦蓦蓦
弃

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
月 ,,,, . r ~ 一一一一一一一

薰薰薰薰薰薰
三三 VVVVVVVVVVVVVVVVVVV

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

司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

}}}}}}}
0 6

111下气气
三三 甲甲 细砾粉

.

砂护户 J泥岩岩 科科 白头部亚 川川川川川川川

,,,,,,,,,,,,,,,,

《《《 坡坡坡坡坡坡坡坡
1111111 0

.

努 ]]]` , , “ 令门门门门 浊浊浊浊浊浊浊浊

.............................................................

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积

1111111 SSS
/

褚褚褚
细砂岩

,

粉砂岩与泥岩底拜拜 扇扇 自中部亚州州州州州州州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冲姗
.

翻 律层 0 2
一0

.

5 ...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导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粉粉粉粉粉粉粉粉粉粉砂岩
、

泥岩与况灰岩阳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阿阿阿阿污 1111111 一层 o
·

0 5一 o 沦 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m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尾部亚相相相相相相相卜卜卜卜卜
「犷万三飞三 lllllllllllllllllllll

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囊
趁趁趁趁趁趁趁灰岩

,

粉砂岩与泥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地地地地地地地

蒸蒸
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少泥 灰岩岩 水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圆圆圆阔阔阔阔阔阔阔阔阔阔阔阔阔阔阔阔
盆组组组组组组组组LLLLLLL O

t

7 111

澎
、、、、、、、、、、、、、、、、、、、、、、、、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状玄武护货货货货货货货货货货货货货货货{{{{{{{ lllllllllll } }}}}}}}}}}}}}

图 7 波茨沟组沉积岩相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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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浊积岩
,

韵律层厚 。
.

此一 u
.

Zm
.

一般为 0
.

5一 c3 m
.

底具清晰的界面
,

粉砂岩呈粒序层
。

粉砂粒成熟度低
,

分选差
,

具较多火山岩晶屑与碎屑
,

含葛球状菱铁矿
,

可见小型砂纹层

理
,

泥岩中具微细水平层理
,

为低密度浊积岩
。

沉积物主要来源于火山沉积物
,

韵律层厚

度薄 (厚 0
.

05 一 0
.

Zm )
,

为沉降速度快
、

沉积速率缓慢的欠补偿型饥饿盆地
。

与下伏晚二叠

世玄武岩呈连续沉积
,

为稳定沉陷背景
,

沉降与沉积速率不平衡
,

沉积速率很低
,

物质来

源缺乏
。

( 2) 斜坡浊积扇相组合
:

沉积物主要为陆源浊积岩
,

由细砂岩
、

粉砂岩与泥岩组成韵

律层
,

包括
:

①扇尾亚相
,

韵律层厚 0
.

0 5一 0
.

Zm ; ②扇中亚相
,

夹泥灰岩
,

韵律层厚 0
.

2一

0
.

s m ; ③扇头亚相
,

夹砾岩
,

砾石成分为灰色板岩 (大小为 0
.

5一 I c m )
、

角砾状灰岩 (2 一

3e m ) 等
,

砾岩层厚 0
.

3一 0
.

3m
。

( 3) 浅海
一

滨海相组合
:

沉积物由细砂岩
、

粉砂岩 与泥岩互层组成
,

含双壳类化石
,

可

见斜层理
、

小型砂纹层理与水平层理
。

上部夹角砾状灰岩
、

粉晶灰岩
、

鲡屑灰岩
、

砂屑灰

岩
,

并可见潮汐层理
、

人字型层理
、

砂纹层理
,

含较多植物碎屑与碎片
,

渐变为无障壁滨

岸带沉积环境
。

2
.

杂岩脑组

杂谷脑组在区内有较广泛的分布
,

自下而上可分为下列 6 牛 兄积相组合 (图 8 )
。

( l) 大陆相组合
:

由砂砾岩组成
,

又可细分为
:

①河流相
:

沉积物由厚层状含砾长石

石英砂岩与粉砂岩组成
。

砾石主要成分为板岩
,

砾径一般 l一 cZ m
,

最大砾径 Z J c m
,

呈棱角

与次棱角状
,

含植物碎片
; ②冲积平原相

:

沉积物由岩屑长石砂岩
、

粉砂岩与粉砂质泥岩

组成
,

具下粗上细沉积序列
,

含丰富植物碎片
。

( 2) 滨海
一

浅海相组合
:

由砂砾岩
、

砂岩
、

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含火山碎屑凝灰岩与

结晶灰岩互层
。

砾石成分为玄武岩
、

鲡屑灰岩
、

砂屑灰岩
、

硅质灰岩等
,

砾径一般 4一 c6 m
,

大者 10 一 1 6c m
,

其中最大为 1 80 cm (为滨海残留山垮塌物 )
。

可见浪成层理
、

斜层理与人字

型层理等
,

发育波痕
,

具虫迹与植物碎片
。

(3 ) 斜坡浊积扇相组合
:

沉积物主要为陆源浊积岩
,

具扇头
、

扇中
、

扇尾亚相
,

底面

发育有
·

冲刷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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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深水盆地相组合
:

沉积物主要为低密度浊积岩
,

碎屑来自陆源
。

( 5) 斜坡浊积扇相组合
:

呈进积型相互叠置的朵叶体
。

( 6) 浅海相组合
.

3
.

侏樱组

侏侯组沉积相自下而上为
:

( 1) 滨海
一

浅海相组
,

沉积物主要为砂泥岩夹钙质泥岩
,

在一些地区有含盐显示
。

( 2) 斜坡浊积扇相组
:

沉积物以薄层状与条带状细屑浊积岩为主
,

见属种单一的薄壳

弱牙型双壳类化石与次深海环境的虫迹
。

4
.

新都桥组

新都桥组的沉积物为深水盆地相的深灰
、

灰黑色泥岩夹粉砂岩
、

细砂岩条带与薄层
,

含

较丰富有机质与薄球状黄铁矿
,

发育条带状与层纹状低密度细屑浊积岩
,

具较丰富的薄壳

弱牙型双壳类
。

5
.

罗空松多组 为斜坡浊积扇组合与浅海相组合
。

6
.

雅江组 雅江组沉积相自下而上 为 (见图 9)
:

( l) 斜坡浊积扇相组
:

包括扇头
、

扇中与扇尾亚相
,

组成进积型向深海方向推进的朵

叶体
,

在剖面上部组成向上变厚变粗沉积序列
。

发育巨厚的充填水道砂岩体 (图 g )
。

( 2) 浅海相组合
。

( 3) 滨海相组合
:

包括①无障壁海岸 ; ②有障壁海岸
。

浅海相组
、

滨海相组沉积特征前面已描述
,

这里不作重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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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底村组 为内陆河湖相
。

四
、

沉积演化阶段与特征

.

根据本区三叠纪的岩相特征
、

沉积旋回和海平面升降变化
,

自下而上可归分为 5 个演

化亚阶段 (图 1 0 )
。

1
.

早二必世至早三盛世亚阶段 ( I )

区内从早二叠世碳酸盐岩台地斜坡相组 ~ 晚二叠世次深海枕状玄武岩一早三叠世深海

平原凝灰质浊积岩一早三叠世晚期的滨海
,

经历了拉张至挤压阶段
。

这种拉张与扬子陆块

内早二叠世晚期大规模地裂活动相连系
。

裂陷发生在扬子陆块西缘被动边缘碳酸盐陆棚基

础上
,

沉积了斜坡角砾状灰岩
。

晚二叠世进一步拉张
,

出现海相枕状玄武岩
。

早三叠世处

于稳定沉降阶段
,

形成欠补偿型深水盆地
,

沉积速率很慢
,

大约为 0
.

1一 0
.

3c m / K a ,

为本区

海平面高位时期
。

早三叠世中期开始海退
,

海平面逐渐下降
,

形成不发育的斜坡浊积扇
。

早

三叠世晚期海平面进一步下降
,

至早三叠世末期隆升为滨岸环境
,

盆地周边隆升为陆
。

从

晚二叠世起的海进到早三叠世中期的海退
,

构成完整的一个沉积旋回
。

构造应力背景从拉

张阶段演化到挤压阶段
,

次稳定型裂陷海盆从形成到闭合
。

据碎屑成分与流向分析
,

物源

一部分来自东南方向
,

而主要部分来自北西侧与北侧
。

在道孚侏楼地区可见杂谷脑组沉积

在早三叠世与二叠纪的混杂堆积层之上
,

混杂堆积层中具角砾状灰岩
、

玄武岩
、

脉石英
、

硅

质岩
、

碎屑岩以及碳酸盐浊积岩等
,

可能为裂陷海盆闭合的产物
.

.

2
.

中三盛世亚阶段 ( l )

中三盔世亚阶段沉积演化的主要特征如下
:

( 1) 中三叠世早期到晚期经历了大陆相组~ 滨
、

浅海相组一斜坡浊积扇相组~ 深水盆

地相组一斜坡浊积扇相组~ 浅海相组的演化
,

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海进到海退沉积旋回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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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巴颜喀拉盆地三叠系岩相住状综合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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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背景从早期的拉张发展到晚期的挤压
。

( 2) 中三登世以发育陆源碎屑浊积岩为特征
,

据碎屑成分与流向作出的浊积岩源头分

布 (图 1 1 )
,

反映了中三叠世盆地周边开始有明显的升降运动
,

形成隆起的岛链或山链
,

为

盆地提供物源
。

砂岩碎屑中具较多的变质岩屑
,

长石以中酸性长石为主
,

石英多具波状消

光
,

物源主要来自北侧与西侧浅变质岩区
,

为与金沙江洋壳向西俯冲碰撞相关的前陆盆地

沉积物
。

在道孚一炉霍一带
,

杂谷脑组超覆于蛇绿混杂堆积之上
。

在折多山至康 定下城子

一带
,

杂谷脑组与下伏地层呈微角度不整合
。

( 3) 盆地中沉积速率快
,

沉积厚度巨大
,

反映周围岛链不断隆起
,

盆地不断沉降
,

两

者接近平衡
。

中三叠晚期
,

周围岛弧或山链抬升速度加快
,

形成一系列进积型浊积扇
。

( 4) 盆地的沉积中心大致在色达至理县与炉霍至道孚一带
,

可能存在两个盆地中心

(图 1 1 )
。

3
.

中
、

晚三盛世亚阶段 ( 瓜 )

这个阶段海盆分布面积最大
,

经历了早期拉张
、

中期沉陷与晚期挤压阶段
。

自侏屡组
、

新都桥组至罗空松多组
,

组成一个完整的海进到海退沉积旋回
。

自下而上

为
:

滨海
一

浅海相组~ 斜坡浊积扇相组~ 深水盆地相组一斜坡浊积扇相组 ~ 浅海相组~ 斜坡

浊积扇相组~ 浅海
一

滨海相组
,

总体以陆源碎屑为主
,

仅在新都桥组见少量的火山碎屑
。

新

都桥组为稳定的深水黑色泥岩相
,

属缺氧环境的产物
,

此时海盆面积最大
。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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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中三处世浊积岩像头与流向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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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晚三盛世诺利克期亚阶段
:

( vI )

总体为海退序列背景
,

但尚有波动
,

经历了一次小的海进与海退
。

反映本区已开始上

升
,

到中晚期上升速度加快
,

形成一系列进积型叠复的浊积扇舌状体
。

在雅江一带据所测

海浪流向为 Sw 一 N E
,

推测在晚三叠世
,

自北东方向提供大量的陆源碎屑
。

这一古陆在哪里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据现在的岩相展布方向表明
,

这一带已明显位移
。

5
.

晚三盛世瑞替克期阶段 ( v )

已隆起为陆内山间盆地
。

三叠统 自下而上经历了 4 次大的海进到海退沉积旋回
,

以中
、

晚三叠世沉降规模最大
,

影响范围最广
,

并伴随有缺氧事件
。

五
、

小 结

.

现将巴颜喀拉盆地的主要特征归纳如下
:

1
.

盆地的刚性基底之上为中
、

晚元古代浅变质岩系
,

其上为古生代浅变质岩系
,

自早

二登世至晚二叠世可划分出 5 个演化亚阶段
。

2
.

在三叠纪沉积期
,

盆地边缘与不同性质陆壳或洋壳接触
。

北缘为不成熟被动边缘
,

东缘为成熟的被动边缘
,

西侧为甘孜
一

理塘洋盆
。

盆地为一个多阶段不同性质叠加的复合盆

地
。

在早古生代至晚古生代早期为被动边缘盘地
,

晚古生代至早
、

中三叠世为弧后盆地
,

晚

三叠世之后
,

由于甘孜
一

理塘洋壳向西俯冲
,

雅江盆地转变为前陆褶冲带
,

其东侧形成前陆

盆地
。

3
.

早三叠世时期为欠补偿深海盆地
。

中三叠世起沉积了一套巨厚的陆源碎屑浊积扇为

主的沉积物
,

但缺乏火山活动与火山沉积物
。

自早三叠世至晚三叠世经历了 4次大的海进

与海退沉积旋回
。

以早
、

中三叠世海平面位置最高
,

以晚三叠世卡尼克一诺利克期海盆面

积最大
,

影响范围最广
,

并出现新都桥组缺氧事件沉积物
,

其中具较广泛的微粒型金矿化
,

而且是目前已发现的现代砂金矿床的主要源区地层
,

是寻找微粒型金矿的最有希望层位
。

金



岩 相 古 地 理

矿赋存于低密度浊积岩中
,

其成矿条件与苏联穆龙套型金矿有一定的相似
.

月
.

三叠纪之后
,

地层遭受强烈的构造变形
,

亦有印支晚期与燕山早期花岗岩体侵入
。

三叠系地层沉积时为一冷盆地
,

但在后期陆内会聚过程中形成的构造变形与岩浆侵入活动

产生的热小循环
,

为中
、

低温矿床的形成与成矿溶液的迁移创造有利条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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