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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颜喀拉三叠纪沉积盆地岩相与古地理

— 以阿坝
一

若尔盖盆地为例

杜德勋 罗建宁 惠 兰

(地矿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内容提要」 以阿坝
一

若尔盖盆地岩相与古地理研究办例
,

并结合区域上有关资料
,

认为巴颜喀

拉三亚纪沉积盆地发育有世界上罕见的巨型浊流沉积
,

主要由一套大陆斜坡浊积扇相组合与深

海盆地相组合等构成
,

而斜坡浊积扇
、

深海盆地的形成与发展和海平面的下降期与上升期存在

着对应关系
,

发育一系列登复的浊积扇舌状体 ;浊流沉积物以陆源碎屑为主
,

伴有火山物质和碳

酸盐岩的混合源型
,

物源主要来自北西侧与北侧的浅变质岩区 .盆地属多阶段
、

多物源
、

不同构

造性质相登加的复合盆地
。

巴颜喀拉地区作为独立的微板块与东部扬子板块之间会聚
、

碰撞表

现为扬子板块为俯冲
,

巴颜喀拉微板块为仰冲性质
.

新都桥组缺氧事件沉积物中具较广泛的微

细浸染型金矿化
,

赋存于低密度浊流沉积的扇尾一深海盆地相内
,

而且也是现代砂金矿床的主

要源区地层
。

关扭词 海底扇浊积岩 三登纪 巴颜喀拉 .

巴颜喀拉三叠纪沉积盆地处于秦祁昆微板块与喀喇昆仑
一

三江微板块所夹持的地带
,

北

以昆仑山南缘深断裂为界
,

东南侧以龙门山
一

锦屏山深断裂与扬子地块相邻
,

西南侧以甘孜
-

理塘深断裂为界
,

东西长 1 8 o ok m
,

南北宽 45 一 7 o ok m
,

呈东宽西窄的锥形展布
,

面积约 37 义

1 0
`
k m

含 [`〕
。

根据盆地内充填物的沉积相序
、

相组合
、

物源区性质
、

盆地所处大地构造背景
、

盆地沉积

后的构造活动与变形性质
,

巴颜喀拉三叠纪沉积盆地可分为可可西里盆地
,

阿坝
一

若尔盖盆

地
,

小金
一

马尔康盆地
,

雅江盆地及九龙五个盆地
。

本文主要讨论阿坝
一

若尔盖三叠纪沉积盆

地的地质演化
,

其它盆地将另文发表
。

阿坝
一

若尔盖盆地位于巴颜喀拉三叠纪沉积盆地的东端
,

北以玛沁
一

略阳深断裂与西秦

岭相连
。

南界大致在阿坝柯河
、

红原龙 日坝
、

松潘毛尔盖
、

黄胜关一线
,

东以眠江深断裂为界
。

由于盆地内露头零星
,

大部分被第四纪草沼所覆盖
,

主要 出露下三叠统菠茨沟组
、

中三叠统

杂谷脑组和上三叠统侏俊组
、

新都桥组
.

1 主要岩相类型与相组合特征

阿坝
一

若尔盖三叠纪沉积盆地以发育浊积岩为特征
,

沉积序列
、

类型齐全
,

分布广泛
,

主

要为大陆斜坡海底浊积扇和深海相沉积
。

. 本文 l , , 7 年 , 月 8 日收稿
。



岩 相 古 地 理

L l岩相类型与相组合划分

该盆地岩相类型与相组合划分遇到的难题是海底扇
,

因为古代扇的研究主要根据地层

剖面和岩相的变化
,

但连续地层露头的缺乏和横向观察的局限性
,

使全面了解古代扇的时空

变化难度较大
。

通过 V a il 等 ( 1 9 7 7) 建立的显生宙全球性海平面变化曲线与各地 区海底扇的形成时间

的对 比
,

其结果表明海平面的变化与海底扇的出现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

海平面下降期与海

底扇的形成与发展期相当
,

而在海平面上升期则很少形成海底扇
〔幻

。

当海平面下降时
,

使得

陆棚区有效沉积场所的空间变小或有负增长的沉积空间
,

陆源物质谊着海平面的下降越过

陆棚区搬运到陆坡及其盆地的海域
,

形成次深海斜坡海底扇和深海盆地沉积 〔3〕
。

同时
,

在陆

源物质穿越过程中
,

对外陆棚区和斜坡海底沉积物产生较强的侵蚀和切割作用
,

造成水道切

谷和沟状海底地貌
。

通过斜坡峡谷或似
“

辫状
”

的水道使传送到斜坡的沉积物在深水环境中

形成扇体
,

构成向上变粗的沉积组合
;
当海平面上升时

,

海平面位置均高于陆棚区
,

由于海水

升高而导致的海侵使大量砾
、

砂质陆源沉积物堆积在陆棚区
,

少量的细粒沉积物抵达斜坡底

部和盆地深海区
,

构成向上变细的沉积组合
,

因此不利于海底扇的形成
。

例如印度河海底扇
、

密西西比海底扇和亚马逊海底扇等在更新世冰期
,

因海平面的下降而导致这些扇的增长速

度加快
,

而在全新世及其以前的间冰期
,

由于海水上升而阻止了海底扇体的扩展闭
。

另外
,

作为海底扇浊积岩的成分
,

是反映构造环境的最重要和最直观的标志
,

特别是与

造山带有关的浊积岩碎屑成分
,

对于构造环境的恢复和盆地分析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如

陆源浊积岩的发育往往反映盆地处于挤压上隆时期
,

海平面下降
,

陆棚带窄
,

大量陆源物质

进入斜坡和盆地
,

形成陆源浊积岩
,
内源浊积岩的广泛分布可代表盆地处于稳定沉陷时期

,

与均匀缓慢下降的构造活动相对稳定相联系
,

海平面高
,

陆棚带宽阔
,

碳酸盐沉积作用活跃
,

陆源物质主要被限制在滨岸带
,

使得斜坡和盆地 比较发育碳酸盐浊积岩
; 基性火山源浊积岩

和中酸性火 山源浊积岩则分属于盆地处于初期的拉张断陷阶段和挤压上隆时期的产物
。

阿

坝
一

若尔盖盆地斜坡和盆地沉积的碎屑成分
,

主要 以陆源碎屑成分为主
,

其中陆源石英 占

2 5%一 50 写
,

长石占 5 %~ 15 %
,

高者达 2 0%
,

岩屑占40 %~ 45 %
,

高者达 60 %
,

岩屑成分 由粉

砂岩
、

泥岩
、

千枚岩
、

片岩
、

石英岩
、

凝灰质火山岩
、

隧石和碳酸盐岩等组成
,

泥砂细碎屑填隙

物占 15 % ~ 35 %不等 ;岩屑中碳酸盐岩占5纬~ 15 %
,

火山岩占 5%一 15 %
。

上述碎屑成分轰

明
,

该盆地浊积岩是以陆源碎屑成分为主的混合源浊积岩
,

反映盆地处于挤压闭合的构造背

景
,

邻近地区出现造山带
,

特别是火山碎屑与碳酸盐岩岩屑的混积
,

指示强烈的构造和火山

活动已开始减弱并接近尾声阶段
。

其次
,

浊积岩的粒度通常可反映搬运流体的力学性质
。

据此将阿坝
一

若尔盖盆地斜坡上

的浊流分为泥质低密度流
、

砂质高密度流和砾质高密度流
。

泥质低密度流沉积物以泥
、

粉砂

质泥为主
,

由流体湍流支撑
,

有牵引沉积和悬浮沉积
,

特别是悬浮沉积作用 比较发育
,

这种泥

质低密度流沉积往往是水下水道间的溢岸流沉积
,

普遍发育由牵引作用形成的小型低角度

单向斜层理和交错层理
,

相当子鲍马序列的
。 de 段沉积物

。

砂质高密度流沉积物主要是细

砂
,

含泥
、

粉砂或少量细砾
,

由流体湍流
、

自身高浓度产出的阻碍沉降和基质的上举浮力联 合

支撑
,

可分为牵引
、

牵引毡和悬浮沉积阶段
,

这种砂质高密度流沉积在扇头表现为水道夭然

堤的沉积
,

发育正粒序
、

小型平行层理和液化滑动构造
。

在扇中多为分流水道和朵叶体沉积
,

前者为具正粒序
,

侵蚀底界平直
,

发育向上奄薄
、

变细的层序
; 后者则为向上变厚

、

变粗的层



19 9 8 年 1( ) 巴颜喀拉三叠纪沉积盆地岩相与古地理— 以阿坝
一

若尔盖盆地为例

序
。

砾质高密度流沉积物为细泥砾 (含卵石 )
、

泥
、

粉砂和细砂
,

由湍流
、

阻碍沉降
、

基质浮力和

分散应力支撑
,

沉积作用与砂质高密度浊流相同
,

这种砾质高密度流沉积在扇头为水道内沉

积物
,

似河床底部的滞留砾石沉积
,

砾石以细泥砾 (2 一 sc m )为主
,

分选差至 中等
,

多呈次棱

角状至次圆状
,

为砂
、

泥质填隙
,

有时可见叠瓦状构造
,

发育正粒序或略显正粒序
,

具向上变

细
、

变薄的层序
,

侵蚀底界波状起伏
,

侵蚀幅度 5一 1 c5 m
,

相当鲍马序列
a
段川

。

最后
,

从流体性质来看
,

自大陆斜坡至深海盆地
,

水下重力流流体由上部流动体制向下

部流动体制转化
,

随水体动力 能量的衰减和水体沉积物的稀释
,

流体的性质由重力流转变

为牵引流
,

相应沉积特征也随之发生调整和改变
。

在大陆斜坡浊积扇上
,

扇头表现为砾质
、

砂

质高密度浊流沉积
,

相应分布于河道和天然堤岸上
,

而泥质低密度浊流则为越过堤岸的溢岸

流沉积 (或称岸后沉积 ) ;扇中是以含少量砾质的砂质高密度浊流沉积为主
,

分布于河道与相

邻的堤岸上
,

而泥质低密度浊流沉积似如泛滥平原广布岸后的广阔地 区
;
扇尾是泥质低密度

浊流沉积
,

分布于扇中叶状体外缘与深海盆地接壤的地带
,

随之逐渐过渡为深海盆地相沉

积
。

由此可以看出
,

既便在扇头和扇中亚相沉积内
,

由河道至堤岸
、

岸后溢岸流沉积
,

在垂向

上和平面上依然能反映出水下重力流流动体制
、

能量和性质的上述变化特征
。

据上述海平面变化
、

海底扇浊积岩成分性质
、

粒度及流体性质等因素
,

拟定岩 相类型与

相组合的划分 (图 1 )
。

1
.

低水位混合源大陆斜坡浊积扇相组

具溢岸流沉积的扇头亚相 ( I ;
)

具堤岸一溢岸流沉积的扇头亚相 ( I :
)

具堤岸一溢岸流沉积的扇中亚相 ( 1
3
)

具溢岸流沉积的扇中亚相 (I “ )

具堤岸流沉积的扇中亚相 ( I
。
)

1
.

低水位内源大陆斜坡浊积扇相组

具溢岸流沉积的扇中亚相 ( I ,
)

皿
.

高水位混合源深海盆地相组

vI
.

高水位内源深海盆地相组

1
.

2 岩相类型与相组合特征

1
.

2
.

1 低水位混合源大陆斜坡浊积扇相组 ( I )

1
.

具溢岸流沉积的扇头亚相 ( I ,
)

:

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 e
段及 ad

e
段 (图 1

,

I , 一
A

、

B )
,

为

扇头亚相的主要类型
,

分布普遍
。

见于阿坝一垮沙
、

唐克一瓦切
、

龙 日坝一安曲
、

瓦切一两河

口和黄胜关一川主寺的侏楼组
、

杂谷脑组
,

以及川主寺一黄龙
、

川主寺一隆康的杂谷脑组
。

该

亚相
。 段沉积物由深灰色

、

灰绿色 中厚层状
、

厚层块状凝灰质粗
、

中粒岩屑长石石英细砂岩 .

或杂砂岩
,

显粒序或略具粒序
,

底部具侵蚀界面
,

侵蚀幅度 5~ 1 c0 m 弃含泥砾
,

偶见板岩砾石
,

呈椭圆形扁平状
,

磨圆度好
,

分选差
,

有时可见砾石相互叠置向一方倾斜
; 砾石大小一般为 5

~ s e m
,

大者可达 1 5~ Z o e m
,

小者仅 l一 0
.

s e m
,

砾石层厚一般 5~ 1 0 e m
,

但垮沙剖面上厚达 2 0

一 2 5c m
,

最厚可达 50
c m

。

底面上发育有大
、

中
、

小不等的槽模及沟模
; d 段沉积物为灰绿 色

、

灰黑色薄层状或条纹条带状凝灰质或碳质粉砂岩
、

泥质粉砂岩
,

水平微细层理发育
; e
段为

. 区内岩石均遭受区域变质作用
,

在文中叙述时作了原岩的恢复
。



岩 相 古 地 理 (1 )

海面平
相 } 亚

组 ! 相
序 列

物源 !沉邢
,

性质 l牛专f一}

护奋杆{

哭 牛,

己
A

堪沉积滋岸流岸
eJ往rLO.

...

厂厂
·· J .

一一

牙牙。 悦沙
。 ...

低

堤岸|溢岸流沉积

熟
·

急
·

邑
B

电
·e. na

氢
“e刁仆

.

h

溢岸流沉积

源

甩
。

J仆卜.

己
·

户J住.r

一士一
.

一B一矛一
. ·

一二
.

一
·

一l一七ù:ùF
rd月aee

白

位
溢岸流沉积

、1111
.·

一E一一一一
·

一
· .

一A1̂111
·

。

一里一一一
·

二叭盆洲

急
。

戛
·

摹
。

eJ口.

U 1 11

水盆

水

一
,

勺一,一二̀一一ì
.

一
.

一一B
ì声一B一三二

ō

一一工一工l

eJ口亡

位 } 地

eJU

、土工一̀气刁一亡一一工一产一才一̂一一一一一̀一11一l]工lllf一̂一工
J
tó亡声一

,诵占上
·
t̂ùó llllL三i声ù J一一一习j口ì

图 1

iF g
.

1 S
e d im e n t a r y af e

大陆斜坡浊积扇一深水盆地岩相类型
i
e s

b a s
in

t y p念 5
i n t h e e o n t i n

e n t a l s lo p e t u r b id i t
e af n 一 a b邓

s a l

in t h e A b a 一 Z o i g e B a s
i n

,

S i
e h u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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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若尔盖盆地为例

灰绿色
、

灰黑色薄层状碳质粉砂质泥岩
、

泥岩
。

上述
a
段主要为水道内沉积

,

而 d
、 e
段为溢岸

流沉积
,

直接覆盖在水道沉积之上
,

也可能是水道逐渐废弃所造成的
。

2
.

具堤岸一溢岸流沉积的扇头亚相 ( 1 2
)

:

该亚相可有三种不同的组合
,

第一种相当于

鲍马序列的
a b d e

段 (图 l
, I ,一 A )

,

见于阿坝一垮沙
、

龙 日坝一安曲杂谷脑组
,

唐克一瓦切杂

谷脑组 ;第二种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ab
c e
段 (图 1 , I : 一 B )

,

见于阿坝一垮沙
、

唐克一瓦切及黄胜

关一川主寺杂谷脑组
;
第三种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a b c d e
段

,

仅见于瓦切一两河 口杂谷脑组 中

(图 1 , I : 一

C )
。

沉积物特征
, a
段为深灰色

、

灰绿色中薄层
、

中厚层一块状
,

粗一中粒岩屑长石

石英杂砂岩
、

含云细砂岩
,

底部见侵蚀面
,

其侵蚀幅度约 sc m
,

可见大型槽模
,

底面上含有泥

砾
,

向上显下粗上细的正粒序 ; b 段呈灰绿色
、

深灰色中薄层状
、

中厚层状中粒岩屑长石石英

细砂岩
,

具平行层理
, 。
段为灰绿色中薄层一薄层状长石石英粉砂岩

,

具砂纹层理
; d 段为深

灰色
、

灰绿色薄层状粉砂质泥岩
,

具微细水平层理
; e
段为灰黑色

、

灰绿色薄层状
、

细薄层状

泥岩
、

粉砂质泥岩
,

含碳质物
。

3
.

具堤岸一溢岸流沉积的扇中亚相 ( l :
)

:

该亚相具八种不同的组合
,

第一种相当于鲍

马序列的
。
be 段 (图 1 , 1 3 一

A )
,

见于阿坝一垮沙
、

唐克一瓦切杂谷脑组
;
第二种相当于鲍马序

列的ab d 段 (图 1 , I 。 一
B )

,

见于龙 日坝一安 曲杂谷脑组
;
第三种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a b o e
段 (图

1
, 1 3一

C )
,

见于阿坝一垮沙杂谷脑组
.

;
第四种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a bde 段 (图 1
,

1 3 一

D )
,

见于阿

坝一垮沙
、

龙 日坝一安曲杂谷脑组及唐克一瓦切侏楼组
;
第五种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a b o d e
段

(图 1
,

1 3 一 E )
,

仅见于唐克一瓦切杂谷脑组
;
第六种相 当于鲍马序列的bc 段 (图 1

,

1
3 一

F )
,

见

于阿坝一垮沙杂谷脑组
;
第七种为 b e

段 (图 1
, I : 一

G )
,

见于龙 日坝一安曲杂谷脑组
;
第八种

为bd
e
段 (图 1 , I : 一

H )
,

见于唐克一瓦切侏侨组中
.

该亚相沉积物特征
, a
段为深灰色

、

灰绿 色

中厚层状一块状中粗粒岩屑长石石英杂砂岩
,

细砂岩
,

呈下粗上细粒序层
,

底部冲刷面较平

直
; b 段为灰绿色

、

灰黑色中薄层一中厚层状中细粒岩屑长石石英细砂岩
,

具平行层理
; 。
段

为浅灰绿色
、

灰黑色薄层状泥质粉砂岩
,

具砂纹层理
; d 段为深灰色

、

灰绿色薄层状粉砂质泥

岩
,

具水平层理或微细水平层纹
; e 段为灰绿色

、

深灰色薄层状
、

细薄层状粉砂质泥岩
、

泥岩
。

4
.

具溢岸流沉积的扇中亚相 ( I `
)

:

该亚相主要有六种不同的组合
,

第一种相当于鲍马

序列的
a e
段 (图 1

, I 一 A )
,

见于阿坝一垮沙
、

唐克一瓦切杂谷脑组
、

侏俊组
,

龙 日坝一安 曲
、

瓦切一两河口侏楼组
、

黄胜关一川主寺
、

川主寺一黄龙
、

川主寺一隆康杂谷脑组
;
第二种相当

于鲍马序列的
a d e
段 (图 1 , I ` 一

B )
,

见于阿坝一垮沙
、

唐克一瓦切杂谷脑组
、

侏楼组
,

黄胜关一

)11主寺杂谷脑组
;
第三种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a
cd

e
段 (图 1

,

I ` 一

C )
,

见于唐克一瓦切侏楼组
;
第

四种为 ac d 段 (图 1
, 1 ` 一

D )
,

见于阿坝一垮沙杂谷脑组
,
第五种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ad 段 (图 1

,

I ` 一
E )

,

见于唐克一瓦切杂谷脑组
;
第六种为 ac e

段 (图 1
,

I `一
F )

,

见于唐克一瓦切侏楼组
。

沉

积物特征
, a 段为深灰色

、

灰绿色中厚层
、

块状粗中粒岩屑长石石英杂砂岩
、

细砂岩
,

略具下

粗上细粒序层
,

底部呈缓波状或较平直的侵蚀面
,

见大型槽模
、

棒状模及沟模
,

有时可见细泥

砾 (砾径 。
.

5~ cZ m )
,

含凝灰质
; 。
段为灰绿色中薄层状

、

薄层状凝灰质含细粒岩屑粉砂岩
,

具

砂纹层理 ; d 段为灰绿色中薄层状一薄层状凝灰质或泥质粉砂岩
,

微细水平层理发育
; e
段呈

灰绿色
、

深灰色薄层状粉砂质泥岩
、

泥岩
。

5
.

具堤岸流沉积的扇中亚相 ( I 。
)

:

相当于鲍马序列的ab 段 (图 1
, I 。 一

A )
,

仅见于唐克一

瓦切杂谷脑组
,

缺乏溢岸流泥质低密度流沉积
.

沉积物
a
段为灰绿色中厚层状凝灰质粗中粒岩

屑长石石英杂砂岩
,

略具下粗上细粒序层
,

底部见侵蚀幅度较小 (小于 sc m )的侵蚀面
,

其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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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分布不均匀的细泥砾
; b 段呈浅灰绿色中层状凝灰质中粒岩屑细砂岩

,

具平行层理
。

此外
,

该盆地普遍发育的扇中亚相水道沉积
,

表现为由
a 。
段组成的沉积物

,

向上厚度变

厚
,

粒度变粗
, a e
段叠置数十次甚至上百次

,

构成厚度为 20 ~ 28 m 的进积型扇中水道沉积旋

回 (图 2 )
。

这种旋回在剖面上多次出现
,

显示水道间朵叶体发育
,

厚度较大
,

分布广泛
,

层位稳

定
,

于阿坝一垮沙杂谷脑组及龙日坝一安曲
、

唐克一瓦切侏楼组中最为发育
。

扇中

水道充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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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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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
向上厚度变厚

①
粒度变粗

图2 扇中亚相水道沉积序列
①深灰色中薄层状凝灰质粉砂岩与泥岩互 层 ,②深灰色厚层块状中粒岩屑长石石英细砂岩

③灰黑色中薄层状凝灰质粉砂岩与含碳质泥岩互层 .④深灰色厚层块状粗中粒岩屑长石石英细砂岩

F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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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2 低水位内源大陆斜坡浊积扇相组 ( 兀 )

具溢岸流沉积的扇中亚相 ( l ,
) :
该亚相有以下四种不同的组合

,

第一种相当于鲍马序

列的 ae 段 (图 1 , I , 一

A )
,

见于黄胜关一川主寺
、

川主寺一隆康菠茨沟组
;
第二种相 当于鲍马

序列的
a
改 段 (图 1

,

I , 一
B )

,

见于川主寺一隆康菠茨沟组
;
第三种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a 。 段 (图

1
,

I , 一
C )

,

见于黄胜关一川主寺菠茨沟组
;
第四种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a ed
一

段 (图 1
,

I 广D )
,

亦

见于黄胜关一川主寺菠茨沟组中
。

该亚相沉积物特征
, a
段为深灰色中薄层状

、

细薄层状生

物碎屑泥晶灰岩
,

有时见砾屑
,

具明显或略具递变层理
,

底部为冲刷面
; c
段为深灰色薄层

状
、

细薄层状含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

具砂纹层理
; d 段为探灰色中薄层状泥灰岩

,

微细水平层

理较发育
; e
段为深灰色薄层状钙质泥岩

。

1
.

2
.

3 高水位混合源深水盆地相组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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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若尔盖盆地为例

该相组主要有三种组合
,

第一种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ed e
段 (图 1

,

皿
一

A )
,

见于阿坝一垮沙

侏楼组
,

唐克一瓦切杂谷脑组和侏楼组
;
第二种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 e
段 (图 1 , l

一

B )
,

见于阿

坝一垮沙杂谷脑组
,

唐克一瓦切侏俊组 ;第三种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de 段 (图 1 , 班
一

C )
,

见于唐

克一瓦切杂谷脑组
、

侏楼组
,

龙 日坝一安 曲
、

瓦切一两河 口侏侨组
,

黄胜关一川主寺杂谷脑

组
。

该相组沉积物特征
, c
段为灰绿色薄层状

、

条纹条带状凝灰质粉砂岩
,

具砂纹层理
; d 段为

灰绿色薄层状
、

条纹条带状粉砂质泥岩
,

具微细水平层纹
; e
段为灰绿色中薄层状泥岩

。

1
.

2
.

4 高水位内源深海盆地相组 ( w )

该相组有两种组合
,

第一种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
de 段 (图 1

,

VI
一

A )
,

见于黄胜关一川主寺

菠茨沟组
;

第二种相当于鲍马序列的d e
段 (图 1

, N 一

)B
,

见于黄胜关一川主寺
、

川主寺一隆康

菠茨沟组
.

本相组沉积物特征
, C
段为深灰色中薄层状含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

具小型砂纹层

理 川 段为深灰色中薄层状
、

细薄层状泥灰岩
,

其中含钙
、

泥
、

铁质
,

风化颜色呈有序变化
,

故

显微细水平纹层 碑 段为深灰色薄层状
、

细薄层状泥岩
。

此外
,

高水位混合源深水盆地相沉积与低水位混合源大陆斜坡浊积扇相沉积之间
,

在进

积型剖面结构上呈渐变过渡关系
,

从扇尾至深海盆地表现为向上粉砂岩层厚度变夜
、

泥岩层

增厚和粒度变细 ( 图3 )
。

综上所述
,

盆地主要岩相类型与相组合在阿坝
、

红原
、

若尔盖和松潘等地剖面的分布状

况
,

见阿坝
一

若尔盖盆地浊积岩序列简表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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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盆地

向上砂岩厚度

变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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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岩增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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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IJ…
尾

扇

图3 扇尾一深水盆地相沉积序列
①深灰色厚层状岩屑长石石英粉砂岩夹强碳化薄层状黑色泥岩

,

向上渐变为深灰色中薄层状岩屑长石石英粉砂岩
,

砂岩中见不清晰的砂纹层理
,

厚 Zm . ②深灰色薄层状
、

薄板状岩屑长石石英粉砂岩
、

粉砂质泥岩夹 中

薄层状黑色泥岩
,

向上渐变为二者呈互层状
,

砂岩中见水平层理及不清晰的砂纹层理
,

厚约 3m ,

③黑色中薄层状一厚层状泥岩
,

见有三层以上
,

厚度大于 Z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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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阿坝
一

若尔盖盆地浊积岩序列简表
Ta l be 1 Tu ri d bi te se q

u e n e e s i n t h e A ba 一

Zo ig e B as in
,

S i e h u a n

lllll
大 陆 斜 坡 浊 积 扇 相相 深海海

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盆地相相扇扇扇 头 亚 相相 扇 中 亚 相相相

eeeeeee eee eee eee eee eee ddd eee eee eee eee eee eee ddd CCC ddd eee bbb

芯芯
eee eee eee eee

二二aaaaaaa ddd ddd CCC ddd bbb bbb CCC ddd ddd aaa ddd ddd CCC aaa aaa CCC aaaaa bbb ddd CCC ddddd

aaaaaaaaa bbb bbb CCC aaa aaa bbb bbb CCCCC aaa CCC aaaaaaa aaaaaaaaa bbbbb CCCCC

aaaaaaaaaaa aaa bbbbbbb aaa aaa bbbbbbb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aaaaaaaaaaaaaaaaaaaaaaa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阿阿坝县至垮沙沙 △△ △△ △△ △△△ △△△ △△ △△△ △△ △△△ △△△△△△ △△△△ △△ △△△

红红原县龙 日坝 至安曲曲 △△△ △△△△△ △△△ △△△ △△△△△△△△△△ △△△△△ △△

若若尔 盆县唐克至红原原 △△ △△ △△ △△△ △△△△ △△ △△ △△ △△ △△△△ △△ △△ △△△△ △△ △△ △△ △△

县县瓦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红红原县瓦切至 松播县县 △△ △△△△ △△△△△△△ △△△△△△△△△△△△△△ △△

两两河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松松播县黄胜关至 ) 11主主 △△ △△△ △△△△△△△△ OOO △△△ OOO OOOOOOOOOOOOOOOOO OOO OOO

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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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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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盆地沉积演化特征

盆地内实测 6 条三叠系沉积岩相剖面 (图 4 )
,

辅助剖面 10 条分别代表了盆地不同部位的

沉积地质及其演化特征
。

需说明的是
:

一是厚度上 由于褶皱使地层厚度
“

加大
” ,

约为原始地

层厚度的三倍以上
,
二是在综合盆地沉积特征的基础上

,

划分为 A
、

B
、

C
、

D 四种层序类型
。

A

类
,

具侵蚀面厚层块状或中层状含泥砾 (或砾屑泥 晶灰岩
、

骨屑泥晶灰岩 )粗中粒岩屑砂岩

(砂屑泥晶灰岩 )与中厚层状或薄层粉砂岩和泥岩 (泥灰岩 )互层
; B 类

,

具平直冲刷面的中厚

层状中 (粗 )细粒岩屑砂岩 (砂屑泥晶灰岩 )与中薄层状粉砂岩
、

泥岩 (泥灰岩 )互层
; C 类

,

为

中薄层状中粒岩屑砂岩 (含砂屑泥晶灰岩 )与薄层状粉砂岩
、

泥岩 (泥灰岩 )互层
; D 类

,

为薄

层状
、

细薄层状含细粒岩屑粉砂岩
、

泥质粉砂岩 (泥灰岩 )与粉砂质泥岩
、

泥岩互层
。

现以阿坝
一

若尔盖盆地南部红原县龙 日坝一安曲几东部松播川主寺一黄龙
、

南坪隆康岩

相剖面为代表
,

探讨盆地沉积地质与沉积演化特征
。

2
.

1 红原县龙日坝一安曲中上三亚统沉积岩相剖面 (图 5)

沿红原县刷经寺
、

龙日坝至安曲公路上断续出露有杂谷脑组
、

侏楼组和新都桥组
。

2
.

1
.

1 杂谷脑组

杂谷脑组沉积相组合为斜坡浊积扇相
,

其中包括有扇中亚相和扇中边滩微相
。

由相当于

鲍马序列的
a b d 段

、

b e
段和

a bd e
段组成的韵律层

,

层厚分别为 5 2 e m
、

1 8 o e m
、

4 1~ s l e m
,

相应

的粒 /泥比为 4
.

2
,

1 7
,
2

.

2~ 4
.

7
.

沉积物由一套灰绿色中薄层状
、

中厚层状含中粗粒或中粒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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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若尔盖盆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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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阿坝
一

若尔盖盆地三叠系沉积岩相剖面分布图
1

.

实测剖面 , 2
.

辅助剖面 , 1
.

阿坝至垮沙岩相剖面
, 1

.

红原龙日坝至安曲岩相剖面
,

,
.

若尔盖唐克至红原瓦切岩相剖面
, N

.

红原瓦切至松活两河口岩相剖面 . v
.

松潘黄胜关至川主寺岩相剖面
;

协
.

松活川主寺至黄龙
、

至南坪隆康岩相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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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岩与碳酸盐岩岩屑杂砂岩或长石石英粉砂岩
、

泥岩
,

以及薄层状含细粒岩屑粉砂质泥岩
、

泥岩组成
,

底界冲刷面清晰平直
,

粒序性与水平层纹较为发育
;
砂质含量向上减少

,

泥质含量

增多
,

由扇中亚相逐渐过渡到深海盆地沉积
.

浊流流向 9 50
.

.2 .1 2 侏楼组

侏楼组沉积相由斜坡浊积扇相的扇中亚相和深海盆地相组成
。

( 1) 深海盆地相组合
:
由鲍马序列的de 段组成韵律层

,

层厚 3一 3
.

sc m
,

d 段单层厚 2~

c3 m
, e
段单层厚 0

.

5一 cI m
,

该韵律层 d
、 e
段呈互层状产出

,

总厚 40
。 m ;

沉积物主要 由一套浅

绿色细薄层状含细粒凝灰岩与碳酸盐岩岩屑粉砂岩及泥岩组成
,

构成厘米一毫米级韵律层
,

由颜色变化显示微细水平层纹较常见
。

浊流流向据上部扇 中槽模所测流向可能为由北 向南
.

(2 )扇中亚相
:

由鲍马序列的
a e
段组成韵律层

,

层厚 。
.

6 ~ 1 3 5 Cm
,

其中
a
段平均厚为

3 1
.

5 5 e m
, e
段平均厚为 4

.

4 e m
,

最薄者
a e
段各厚仅 0

.

3 e m
,

最厚者
a e
段

,

分别可达 1 2 0 e m
、

1 5c m ;粒 /泥比介于 1~ 16
.

7 之间
,

平均达 5
.

67
。

沉积物由一套浅绿色
、

深灰色中厚层状
、

块

状
、

薄层状含中粒凝灰岩与碳酸盐岩岩屑长石石英细砂岩
、

粉砂岩
、

泥岩组成
,

底界面平直
,

具冲刷面
、

沟模
、

槽模及棒状模
.

浊流流向为 18 50
、

2 1 00
,

由北
、

北东流向南
、

南西
。

.2 .1 3 新都桥组

新都桥组沉积相由斜坡浊积扇相的扇尾亚相向上过渡为深海盆地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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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红原龙 日坝一安曲中上三叠统沉积岩相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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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e卜u a n

由鲍马序列的 cd
e
段 (扇尾亚相 )和 de 段 (深海盆地相 )组成韵律层

,

层厚分别为 31 一

14 c m 和 6~ 45
c m

.

沉积物下部为深灰色中薄层状含细粒凝灰岩与碳酸盐岩岩屑长石石英粉

砂岩及泥岩互层
,

粉砂岩具砂纹层理
;
中部为深灰色中厚层状泥岩夹薄层状岩屑长石石英粉

砂岩
、

粉砂质泥岩
,

后者具微细水平层理
;
上部为深灰色中薄层一厚层状泥岩

。

自下而上
,

砂

质减少
,

泥质增加
,

砂 /泥 比由 1
:
1 增在 1

:
5~ 10

。

最后全部为泥岩所替代
。

阿坝
.

若尔盖盆地南部龙日坝一安曲中上三叠统浊积岩粒度概率曲线 (图 6 )
.

粒度参数
:
x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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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若尔盖盆地为例

2
.

6~ 3
.

41 7
,
2。 ~ 4。 占8 8%一 9 0%

; D ~ 0
.

5 4 8一 0
.

7 8 1
,

分选较好居多
,

中等少量
;
K ~ 1

.

0 0 2~

1
.

0 3 7 ,

中等
; S K - 一 0

.

1 2 9~ o一 0
.

0 3 5 ,

分属负偏
、

对称和劝夕寸称
;
曲线斜度 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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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龙 日坝一安曲中上三叠统浊积岩粒度概率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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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龙日坝一安曲中上三叠统沉积相的变化
,

由杂谷脑组斜坡浊积扇相的扇中亚相 至

侏委组下部的深海盆地相构成一个沉积旋回
;
从侏委组上部的扇中到新都桥组的扇尾亚相

、

深海盆地相组成第二个沉积旋回
。

2
.

2 松潘川主寺一黄龙
、

南坪隆康沉积岩相剖面 (图 7)

2
.

2
`

1 菠茨沟组

菠茨沟组沉积相组合由深海盆地相与斜坡浊积扇扇中亚相构成
,

自扇 中亚相~ 深海盆

地相~ 扇中亚相组成一个半沉积旋回
。

( l) 深海盆地相组合由相当于鲍马序列的de 段组成韵律层
,

层厚为 1 6
.

5~ 5 3c m
,

沉积物

由一套深灰色中薄层状泥晶灰岩
、

泥灰岩与泥岩互层构成
,

泥晶粒径介于 0
.

01 一 0
.

03 m m
,

d

段具水平层纹
,

由含铁质与钙质风化后显示不同颜色的毫米级变化
,

或泥晶灰岩重结晶纹层

与泥灰岩间互出现而成
,

泥岩中见蛇曲形虫迹
.

在垂向上从泥晶灰岩渐变为泥灰岩
,

从泥灰

岩渐变为泥岩
,

呈现有规律的变化
,

泥质含量增加
,

厚度增大
。

岩石具弱硅化和不同程度重结

晶作用
。

(2 )扇中亚相由相当于鲍马序列的 ad
e
段和

a e
段组成韵律层

,

层厚分别为 14 ~ 2 c4 m
、

2 c0 m
,

相应粒 /泥比为 0
.

14 ~ 1
.

3
。

沉积物由一套深灰色薄层状含生物碎屑泥晶灰岩
、

泥灰岩

与泥岩组成
,

含陆源碎屑石英约 10 %
,

泥晶粒径介于。
.

01 ~ 。
.

03 m m
,

局部重 结晶作用使粒

径达。
.

1~ 。
.

s m m ;
生物碎屑见有孔虫

、

介形虫
,

特别是钙质海绵骨针较为多见
,

含量多者达

10 % ~ 15 %
,

呈不均匀团块状分布
,

为双轴双射或单轴双射
,

长轴方向大小 0
.

3一 。
.

4m m
。

生

物碎屑显示较明显下粗上细的粒序性
,

d 段发育由铁质与钙质风化层纹或泥晶重结晶纹层

而呈现水平层纹
。

岩石具弱硅化和不同程度重结晶作用
,

往往硅化在泥晶灰岩重结晶作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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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松播川主寺至黄龙
、

南坪隆康中下三叠统沉积岩相柱状图
F i g

.

7 L o

we
r a dn M idd l

e
T

r
ia

s s ie s e d im e n t a r y f a e i e
s e o l u m n in t h e

C h u a n z h u s
i
一

H u a n g lo n g
一

L o n g k a n g r e g io n ,

S ie h u a n

者处也随之增强
。

.2 2石2 杂谷脑组

杂谷脑组沉积相见斜坡浊积扇相组合的扇中亚相和扇头亚相
,

上部出露不全
。

( l) 扇中亚相位于杂谷脑组上部由鲍马序列的
a e
段组成韵律层

,

层厚一般为 83
o m

,

厚者

达 3 5 c0 m 左右
,

薄者仅 gc m ;
相应粒 /泥比为 8一 26

.

7
。

ae 段韵律层的特点是
a
段呈中厚层一

厚层块状
,

平均厚达 71
.

cZ m
,

韵律层总厚
a
段厚 27 3一 1 5 7 8c m

。 e
段呈薄层状

,

厚 1~ sc m
,

平

均厚为 2
.

7c m
,

韵律层总厚
e
段厚 33 ~ 24

.

sc m
.

明显呈向上厚度变薄
、

粒度变细
,

可能为
“

游

荡性
”

水下河道左右摆动废弃叠置造成的
.

沉积物为深灰色
、

浅灰色富含中粒或细粒碳酸盐

岩岩屑长石细砂岩
、

粉砂岩与泥砂岩
,

碳酸盐岩岩屑多者可达 40 %
。 a
段底面平直

,

具粒序

性
,

底面上发育有中小型槽模
。

扇中亚相下部可为钙质细砂岩
,

向上钙质成分减少
,

砂质增

多
,

渐变为岩屑砂岩
。

黄龙至川主寺一带可见强碳酸盐化岩屑长石砂岩
。

( 2) 扇头亚相由鲍马序列的
a e
段组成韵律层

,

层厚 19 ~ 91
.

sc m
,

相应粒 /泥 比为 8
.

5一

1 5
.

6
.

位于杂谷脑组下部
。 a
段底部具起伏 sc m 的侵蚀界面

,

底面上含泥岩
、

板岩砾石
,

大小

为 0
.

5~ cZ m 左右
,

磨圆度好
,

分选差
,

砾岩层厚 5一 1 0c m
。

岩性其它特征与扇中亚相类似
,

不

予赘述
。 .

在阿坝
一

若尔盖盆地西部的阿坝一垮沙
,

北部唐克一瓦切
,

中部瓦切一两河 口等沉积岩

相剖面与龙日坝一安曲沉积岩相剖面的沉积地质与沉积演化特征大同小异
;
盆地东部黄胜

关一川主寺沉积岩相剖面与上述的川主寺一黄龙
、

南坪隆康沉积岩相剖面的沉积地质与沉



9 198 年( ) 1巴颜喀拉三叠纪沉积盆地岩相与古地理— 以阿坝
一

若尔盖盆地为例 1 3

积演化特征也极为相似
。

综上所述
。

阿坝一若尔盖三叠纪沉积盆地从下三叠统菠茨组至上三叠统新都桥组
,

至少

经历了由次深海大陆斜坡浊积扇相至深海盆地相三个沉积旋回
,

相应海平面出现多次的降
、

升变化
;层序类型由A

、

B
、

C 向 D 转化
;
岩性由岩屑长石石英砂岩

、

杂砂岩或骨屑泥晶灰岩渐

变为泥岩
、

泥灰岩 ;剖面结构上从浊积扇
a d e , a bd

, a d
, a e
等鲍马浊积序列

,

向上叠覆深海盆

地 d e
鲍马浊积序列 ,由早三叠世的钙屑浊积岩演变为次中晚三叠世陆源为主的混合源型浊

积岩
,

而浊积扇体形态
,

从古流向推测向南呈辐射扇状叶状体展布
.

3 盆地沉积演化阶段的划分

据前述盆地主要岩相类型与相组合特征
,

结合沉积旋 回和海平面变化
,

将该盆地沉积演

化阶段分述如后
:

3
.

1 早三盈世阶段

( l) 早三叠世沉积由菠茨沟组钙屑浊积岩所组成
,

自大陆斜坡浊积扇相组合至深海盆地

相组合构成至少有两个沉积旋回
。

( 2) 研究 区的早三叠世沉积是在晚二叠世深海沉积基础上延续形成的产物
。

如宝兴晓破

下二叠统三道桥组为一套以滑塌角砾岩为代表的重力流沉积
,

属典型碳酸盐台地斜坡相
;
而

分布在宝兴大石包
、

理县
、

坟川
、

康定
、

盐源等地的上二叠统
“

峨眉山玄武岩
” ,

为一套浅绿色
、

灰黑色
、

紫色的致密块状玄武岩夹凝灰质角砾岩
、

凝灰岩
,

枕状构造发育
,

或产深海相化石
,

属深海海底喷发的产物
。

(3 )菠茨沟组主要分布于松潘黄胜关至黑水维古一线以东地区
,

如松潘淘金沟
、

三条沟
、

若你娘柯
、

卓尼
、

热戈寨
、

葫芦沟及扎朵山等地
,

以及黑水维古
、

德思窝沟
、

瓦钵梁子
,

宝兴晓

磺和南坪箭安塘等地
,

沉积厚度自东向西
,

由南往北变薄
,

如东部淘金沟厚86 m
,

至西部维古

厚 35
.

4m
,

南部宝兴晓碳厚 1 75 m
,

北部葫芦沟厚仅 15 m
.

局部地区中三叠统直接超筱于下二

叠统之上
。

除此之外
,

位于盆地黄胜关一塔藏线以西的广大地区未见有菠茨沟组沉积
,

可谓

欠补偿型深水盆地
。

据碎屑成分与流向分析 (图 8 )
,

物源主要来自北东侧
,

自北东 5 00 一 6 50 方

向流向南西 2 3 0
0

~ 2 4 5
0 。

( 4) 早二叠世到早三叠世盆地处于拉张阶段
,

与扬子陆块内早二叠世晚期大规模地裂活

动相关
。

早二叠世晚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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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二叠世的进一步拉张

,

出现深海相枕状玄武岩
;
早三叠世处于稳定沉降阶段

,

形

成欠补偿型深海盆地
,

沉积速率很低
,

仅为 0
.

1~ 。
.

c3 m / ka
,

为本区海平面高位时期
,

随着在

早三叠世中期海平面逐渐下降
,

形成以扇中亚相为主的不发育的斜坡浊积扇
,

这种间歇性的

升降振荡至少在早三叠世出现两次 以上
,

构成大陆斜坡浊积扇相 ~ 深海盆地相完整的沉积

旋回 [。〕
.

.3 2 中三亚世阶段

(1 )中三叠世阶段沉积基本上承袭了早三叠世沉积格架
,

从早期到晚期不同程度经历了

大陆斜坡浊积扇相 , 深海盆地相的演化
,

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海退到海进沉积旋回
。

但是
,

这

种沉积旋回在盆地北部唐克至瓦切地区见有至少四次以上
,

东部黄胜关至川主寺一带见有

三次
,

而盆地西部阿坝一垮沙
、

南部龙日坝一安曲和中部瓦切一两河口与东部的川主寺一隆

康
、

黄龙一带则基本上为大陆斜坡浊积扇相沉积
。

表明该盆地北部唐克一瓦切与黄胜关一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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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若尔盖盆地三叠纪浊流流向与源头分布简图
1

.

侏俊组浊流方向
;2

.

杂谷脑组浊流方向
;3

.

菠茨沟组浊流方向
.4

.

浊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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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寺一带多为深水盆地
,

而其它地区则为大陆斜坡环境
;
整个盆地呈南西阿坝一龙日坝大陆

斜坡
,

至唐克一黄胜关变为深海盆地
,

向盆地北东隆康一黄龙向上翘起为大陆斜坡
。

构造背

景处于进一步的拉张和沉陷阶段
。

( 2) 中三叠世沉积物以陆源碎屑 为主
,

伴有凝灰质岩屑 (5 肠~ 15 写 )和碳酸盐岩屑 (5 %

一 1 0% )的混合型浊积岩
,

陆源碎屑中斜长石含量 4环~ 10 %
,

为钠一更长石为主的酸性斜长

石
,

偶见基性斜长石
,

具钠长石
、

聚片和卡钠双晶
,

矿物多皇定向排列
,

碎屑颗粒多呈尖棱角

伏和棱角状
,

石英多具波状消光
;
岩石具方解石化

、

绢云母化
、

水云母化
、

高岭土化和褐铁矿

化等
;
火山碎屑主要为石英

、

长石等晶屑
,

含少量火山灰物质
。

由于强碳酸盐化
,

使得利用岩

石化学成分计算斜长石牌号 ( A n) 偏高
。

据碎屑成分与流向作出的浊积岩源头分布图上 (图

8 )
,

物源主要来 自北西 ( 3 0 0
0

一 2 6 5
。

方向 )和北 ( 0
0

)
、

北东 ( 5
。

~ 7 0
0 ,
方向

,

流向东
、

南东东和

南
、

南南西
。

( 3) 盆地沉积速率比早三叠世快
,

物源补给充足
,

沉积覆盖范围扩大
,

沉积厚度剧增
,

盆

地的沉降与沉积物的供给二者接近平衡
,

在中三叠世中晚期
,

进积型浊积扇扇中亚相较为发

育
,

油积岩类型齐全较有特色
。

( 4 )盆地的沉积中心大致在若尔盖县唐克至松播县黄胜关一带
。

.3 3 晚三叠世早期阶段



1 998 年 (1 ) 巴颜喀拉三叠纪沉积盆地岩相与古地理— 以阿坝
一

若尔盖盆地为例 15

该阶段相当于卡尼阶侏楼组
、

新都桥组沉积
,

其主要特点是
:

( l) 晚三叠世早期阶段至少由大陆斜波浊积扇相组合至深海盆地相组合构成三个完整

的沉积旋回
,

直至完全被新都桥组深海黑色页岩沉积所取代
。

构造背景仍为更进一步拉张演

化阶段
,

盆地沉降幅度也随之增大
,

物源补给充足
,

沉积厚度巨大
。

直至晚三叠世晚期才由拉

张转为挤压
,

在瑞替期已隆起为陆内山间盆地
.

( 2) 晚三叠世早期沉积物以陆源碎屑为主
,

伴有凝灰质岩屑 (侏俊组大于 5 %
,

新都桥组

小于 15 % )和碳酸盐岩屑 (5 % ~ 10 % )的混合型浊积岩
,

而在新都桥组沉积物中含较多的碳

质 (5 % ~ 15 % )
,

呈黑色
。

陆源碎屑中斜长石是以钠一更长石为主的酸性斜长石
,

偶见基性斜

长石
,

新都桥组斜长石含量为 10 肠
,

侏俊组为 3% ~ 10 %
,

具钠长石双晶
、

聚片双晶及卡钠与

格子状双晶
,

矿物多呈定向排列
,

碎屑颗粒多呈尖棱角状
,

棱角状和半棱角状
,

石英多具波状

消光
,

岩石具方解石化
、

绢云母化
、

高岭土化
、

水云母化和绿泥石化等
。

浊积岩源头分布图 (图

8 )
,

物源主要来自北西 ( 3 0 0
0

一 3 2 0
0

)方向和北东 ( 5 0
0

~ 6 0
0

)方向
,

流向南东和南西方向
。

( 3 )随着盆地沉降幅度增大
,

沉积速率加快
,

在新都桥期构造扩张达到本 区的顶峰
。

此

时
,

沉积盆地的沉积中心向南部垮沙
、

龙 日坝和瓦切
、

两河 口一带扩大
。

4 几点认识

( l) 巴颜喀拉三叠纪沉积盆地是我国两部造山带中保存最好
、

分布面积最大的古
、

中特

提斯洋盆
,

同时
,

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巨型浊流沉积盆地
,

对研究特提斯
“
地质百慕大

”

的形成

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

从阿坝
一

若尔盖盆地向西 巴颜喀拉山
、

通天河经海丁诺尔
、

可可西里
、

西金乌兰
、

多格错

仁强错
、

羊湖至黑石北湖西
、

郭扎错等
,

广布有三叠系巴颜喀拉群
,

大体为可可西里盆地分布

区
,

是一套产于次深海
、

深海中大规模典型的复理石沉积
。

该沉积由岩屑长石杂砂岩
、

板岩组

成的以陆源碎屑为主的混合源型浊积岩
,

杂基含量高
,

成分复杂
,

分选差
,

矿物成分成熟度

低
,

具浊积相砂
、

板岩典型岩性和成分特征
。

物源区是一个强烈隆起的前三叠纪东昆仑
一

西秦

岭碰撞造山带闭
。

从阿坝
一

若尔盖盆地南至九龙
、

木里
,

冕宁和盐源等地
,

大致为九龙盆地分布地区
。

该区

出露下三叠统菠茨沟组
、

中三叠统杂谷脑组和上三叠统侏侨组等 .
。

菠茨沟组由变基性凝灰

质粉砂岩
、

细砂岩和粉砂质
、

绢云板岩呈不等厚互层状产出
,

具浊积复理石建造
,

其浊积岩沉

积序列发育相当于鲍马层序的cd 段相互叠置而成
,

沉积物为以陆源碎屑为主的混合源及钙

屑的内源为特征
,

属斜坡海底扇扇尾沉积
。

杂谷脑组由变碳质岩屑杂砂岩
、

钙质砂岩
、

含砾砂

岩与绢云
、

粉砂质或含碳质板岩呈不等厚互层状产 出
,

为一套浊积复理石建造
,

具沙纹交错

层
、

槽模
、

沟模等构造
,

常见相当于鲍马层序的
a b 。

、

b 。
、

bed 剖面结构特征
,

为斜坡海底扇扇

中沉积
,

侏楼组由钙质
、

粉砂质
、

碳质
、

绢云板岩与变砂岩
、

变含碳质岩屑杂砂岩
、

变含钙质杂

砂岩
、

粉砂岩及变质砾岩呈不等厚互层状产出
,

含黄铁矿较多
,

由变砂岩至碳质
、

绢云板岩组

成递变韵律层
,

具相当于鲍马序列层序的
。 d

、 a bde 段剖面结构特征
.

综上所述
,

阿坝一若尔盖三叠纪沉积盆地由大陆斜坡浊积扇相和深海盆地相组合构成
,

在区域上可与可可西里盆地和九龙盆地类比
,

三叠纪广泛分布和发育浊积复理石建造
,

表明

. 四川省地矿局
,

1 / 5 。。 00 裸波幅
,

洼里幅 (进审稿 )
。

19 9 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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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巴颜喀拉沉积盆地是一个开阔的海洋
,

为次深海
、

深海的沉积环境
.

(2 )岩石地球化学研究结果表明
,

巴颜喀拉三叠纪沉积盆地物源区大地构造背景为被动

大陆边缘
、

大陆岛弧
、

大洋岛弧和活动大陆边缘
.

尽管盆地边缘与不同性质的洋壳或陆壳相

接
,

沉积物在大陆斜坡上沿峡谷形成数量众多的沉积物输入网络
,

构成由北向南或由北西向

南东展布的线型海底扇体
,

彼此交叉叠置
,

构筑成盆地巨大的面型浊积扇体
。

( 3) 巴颜喀拉三叠纪沉积盆地连续沉积记录表明
,

从早三叠世至晚三叠世早中期
,

整个

盆地几乎全为复理石沉积
,

多为鲍马层序的不同结构类型剖面所叠置
,

从深海盆地至大陆斜

坡海底扇
,

或大陆斜坡海底扇相组合中亚相周期性变化
,

表明当时海盆与海平面升降呈小幅

度高频振荡
,

总体呈构造上升速度显示增加趋势
,

导致沉积环境的频繁交替
,

又基本上保持

在大陆斜坡至深海盆地格局的相对稳定
。

一般来说
,

当处于高海平面位置时
,

呈短周期性的

深海盆地相沉积
,

属低密度浊流沉积范围
;
当处于低海平面位置时

,

呈长周期性的斜坡海底

扇沉积
,

属相对较粗粒的高密度浊流易进入坡谷有利于浊流沉积和活动海底扇体的生长和

保存
。

总之
,

构造相对较稳定
,

正常的大陆斜坡坡度
,

丰富
、

单一和长期稳定的沉积物来源
,

低

海平面和周期性的构造活动等控制因素
,

都有利于大陆斜坡海底扇沉积的形成和发育
.

(4 )巴颜喀拉地区应作为独立的微板块存在
,

它与东部扬子板块之间的会聚
、

碰撞结果

表现为扬子板块的俯冲
,

巴颜喀拉微板块的仰冲
,

而
“

彭灌杂岩
” 、 “
宝兴杂岩

”

可能是巴颜喀

拉微板块上的刚性体逆冲到扬子克拉通之上的产物 .
。

( 5) 新都桥组为一套以斜坡至深海盆地相为主的黑色缺氧沉积
,

为金矿赋存的层位
,

后

经碰撞
,

在陆内会聚阶段
,

促使含金成矿溶液运移
、

聚集定位
,

形成区域上金矿成矿带
,

如崛

山
、

护霍
一

道孚
、

漳腊
一

黄龙等金矿成矿带
,

区内分布有大型
、

超大型低品位金矿床
,

是 目前我

国最大找金潜力的金矿远景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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