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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柴达木盆地北缘大柴旦镇锡铁山-长山梁古近系—新近系实测剖面沉积相研究显示:锡铁山剖面古近系路乐河

组沉积相自下而上为辨状河-辨状河三角洲-滨浅湖-洪积扇,总体上表现为进积-退积-进积的沉积旋回;长山梁剖面

古近系干柴沟组沉积相自下而上为由辫状河三角洲-滨浅湖相构成的三个进积-退积旋回, 岩性总体上为由粗到细的

退积型序列。锡铁山剖面路乐河组古水流方向为 NNW向, 其东南方向的锡铁山为物源区;长山梁剖面路乐河组和

干柴沟组古水流方向为 SSE向, 其物源为北侧的南祁连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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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板块与亚洲板块于古近纪的碰撞及其后的

青藏高原隆升,在青藏高原内部及周缘地区形成了

众多的新生代沉积盆地。这些沉积盆地的形成 、演

化及消亡过程是青藏高原隆升事件的重要响应,新

生代盆地中的沉积物记录了青藏高原的隆升过程及

其环境气候效应
[ 1 ～ 5]

。

柴达木盆地是青藏高原东北部最大的陆相沉积

盆地 (图 1) ,其北以南祁连山 -柴北缘逆冲断裂带为

界,西以阿尔金走滑断裂带与塔里木盆地相邻, 西

南 、东南分别以东昆仑断裂 、鄂拉山断裂与东昆仑造

山带 、西秦岭造山带相接
[ 6 ～ 8]

。柴达木盆地新生代

的演化直接受三大主控断裂的控制, 盆山 -耦合现象

明显。盆地自古新世以来沉积了巨厚的新生代地

层,最厚处超过 15000m, 盆地的沉积过程完整地保

存了新生代以来青藏高原隆升和盆地演化的重要信

息,是研究青藏高原隆升和盆山耦合效应的理想地

区
[ 9 ～ 12]

。

柴达木盆地古近系自下而上可以划分为路乐河

组 、下干柴沟组和上干柴沟组
[ 13, 14]

。

路乐河组主要出露于盆地北部老山前沿, 为一

套山麓洪积相为主的沉积, 以棕红色 /浅紫红色砾

岩 、砾状砂岩和含砾砂岩等粗碎屑岩为主,夹少量泥

质砂岩 、泥质粉砂岩和砂质泥岩, 含介形虫 Ilyocyp-

ris, Candona, Candoniella等
[ 15]
及孢粉 Dicellaesporites

popovii, D.aculeolatus, D.dolium, Multicellaes-

porites.sp., Diporicellaesporitesbelluloides等
[ 16]
。本

文将下干柴沟组和上干柴沟组合称干柴沟组, 其分

布范围广,几乎遍及全盆地,主要为半干旱气候条件

下的洪积-河流 -湖泊相沉积, 可细分为上下两段, 具

下粗上细特点。岩性以紫红色 /棕红色厚层至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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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柴旦地区地质简图及研究剖面位置图

1.第四系;2.新近系;3.古近系;4.前新生界;5.断层;6.实测剖面

Fig.1　SimplifiedgeologicalmapandthelocationofthestudiedsectionsintheDachaidanregion

1=Quaternary;2=Neogene;3=Palaeogene;4=pre-Cenozoic;5=fault;6=measuredsection

砾状砂岩 、黄绿色 /灰白色砂岩 、紫红色粉砂岩和粉

砂质泥岩互层为主,其中石膏夹层常见 。含介形类

Austrocyprislevis, Cyprinotusgiganto-trisngulatus, Me-

diocypriscandonaeformis, Hemicyprinotusvalvaetumidus

等
[ 15]
、孢粉 Inapertisporites, Dicellaesporiteselongates,

D.lenghunsis, MulticellaesporitesDongyinggensis, Qin-

gaipollispachadeemus等
[ 16]
及轮藻 Hornicharalage-

nalis, Maedlerisphaerachinensis, Dbtasocharasp.,

Gyroyonasp., Granulicharalavalis等
[ 17]
。

杨藩等
[ 18]
对柴达木盆地东部路乐河剖面和西

部西岔沟剖面进行了磁性地层学的研究, 认为柴达

木盆地新生代地层的古地磁年龄为 65 ～ 2.0Ma。刘

泽纯等
[ 19]
通过石膏裂变径迹测年, 认为路乐河组 、

下干柴沟组和上干柴沟组分别形成于 67 ～ 59Ma、

59 ～ 43Ma和 43 ～ 24Ma。孙知明等
[ 20, 21]

对柴达木盆

地西北缘红三旱地区古近纪地层的磁性地层研究表

明,下干柴沟组的磁性年龄大于 40 ～ 35.5Ma, 其地

质时代属于始新世早期至中期, 上干柴沟组磁性年

龄为35.5 ～ 26.5Ma,其地质时代属于始新世晚期到

渐新世早期和中期 。张伟林
[ 22]

, Fangetal
[ 23]
等据

磁性地层学研究结果,认为路乐河组属早始新统,年

龄约 53.47 ～ 42.8Ma, 下干柴沟组年龄约 42.8 ～

31.5Ma,属中晚始新世到早渐新世地层, 上干柴沟

组为中晚渐新世到早中新世地层, 年龄约为 31.5 ～

22Ma。本文综合采用孙知明等
[ 20, 21]

, 张伟林
[ 22]
和

Fangetal
[ 23]
的路乐河组和干柴沟组的磁性地层年

龄,认为路乐河组时代约为 54 ～ 40Ma,属始新世;干

柴沟组时代约 40 ～ 26.5Ma,为晚始新世—渐新世。

本文研究的锡铁山剖面和长山梁剖面位于柴达

木盆地北缘大柴旦行政区 (图 1) , 古近系—新近系

出露完整 。本文通过对锡铁山和长山梁剖面古近系

路乐河组和干柴沟组进行沉积相研究, 揭示柴达木

盆地北缘大柴旦地区在古近纪期间的沉积环境演

变,为研究柴达木盆地北部祁连山脉的新生代隆升

历史以及柴北缘逆冲断裂的活动历史提供沉积学证

据。

1　实测剖面简述

本次野外工作共实测了锡铁山剖面和长山梁剖

面两条剖面 (图 1) ,锡铁山剖面 (代号S26) (起点坐

标:E95.47079166°, N37.39951°;终 点 坐 标:

E95.4567°, N37.4213°)位于柴达木盆地北缘锡铁

山前,巴嘎柴达木湖南侧 。长山梁剖面 (代号S27)

(起点坐标:E95.2117867°, N37.48649°;终点坐标:

E95.233805°, N37.419375°)位于柴达木盆地北缘

绿梁山前,巴嘎柴达木湖西侧 。

锡铁山剖面 (S26)地层产状整体表现为单斜 。

在该剖面上,始新统路乐河组角度不整合于元古界

金水口岩群之上 。路乐河组总厚 1340m, 自下而上

共分 104层 (图 2)。岩性主要为紫红色 /棕红色砂砾

岩与砂岩互层,夹粉砂岩和泥岩,普遍含石膏 。

长山梁剖面 (S27)位于绿梁山前大红沟背斜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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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翼,背斜核部为上白垩统犬牙沟组地层,古近系自

下而上依次为路乐河组 (未见底 ) 、下干柴沟组和上

干柴沟组, 总厚 2744m, 自下而上共分 252层 (图 2,

图 3) 。路乐河组岩性主要为紫红色 /棕红色砂砾岩

与砂岩互层夹粉砂岩和泥岩,未见底;干柴沟组为巨

厚层状灰白色 /浅黄绿色 /浅灰紫红色砂岩与紫红

色 /棕灰色 /灰黄绿色粉砂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不等

厚互层,底部夹少量灰白色砾岩,石膏夹层常见 。

2　沉积相及沉积体系

2.1　岩相类型划分

前人对柴达木盆地东北缘古近纪地层沉积相的

研究
[ 9, 24 ～ 27]

主要侧重于利用测井资料和钻孔资料,

对天然露头的沉积相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主要根据

A.D.Miall
[ 28, 29]

的岩相和岩相组合分析原理, 对本

次实测剖面进行详细的沉积相分析。

本文通过对实测剖面进行详细的野外观察记录

以及室内研究,在实测剖面古近纪地层中共识别出

了14个岩性相 (表 1) 。

2.2　沉积体系分析

通过对剖面沉积地层的岩相及岩相组合的详细

研究,实测剖面古近纪地层的沉积相类型主要有:洪

积扇 、辫状河 、辨状河三角洲和湖泊四种沉积体系

(图 2,图 3) 。

1.洪积扇

该相主要分布在锡铁山剖面路乐河组第 80 ～

104层 (图 3) 。

沉积岩相主要有 Gc、Gm、Gp、Sm和 Fm。 Gc为

土黄色厚层状粗 -巨砾岩, 主要为碎屑支撑, 部分为

泥质充填。砾石最大砾径可达 20cm, 一般为 2 ～

10cm。颗粒分选差-较差, 磨圆较差, 为棱角 -次圆 。

砾石成分以石英为主,含量一般在 50%以上, 其次为

图 2　柴达木盆地北缘古近系实测剖面路乐河组岩相柱状图 (a, b, c为锡铁山剖面, d为长山梁剖面 )

1.砾岩;2.含砾砂岩;3.砂岩;4.粉砂岩;5.泥质粉砂岩;6.粉砂质泥岩;7.泥岩;8.古流向

Fig.2　SedimentaryfaciescolumnthroughthePalaeogeneLuleheFormationintheXitieshansection ( a, bandc) and

Changshanliangsection(d)

1 =conglomerate;2 =gravel-bearingsandstone; 3 =sandstone;4 =siltstone;5 =muddysiltstone;6 =siltymudstone;

7=mudstone;8=palaeocurrentdirec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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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锡铁山和长山梁剖面路乐河组-干柴沟组露头沉积特征照片

A.洪积扇泥石流沉积,块状,泥质填隙砾岩,锡铁山剖面第 94层,镜头方向 10°;B.砾质辫状河河道沉积,底部具冲刷面,长山梁剖面第 9-

10层,镜头方向 170°;C.砂质辫状河河道沉积,平行层理,板状交错层理发育,锡铁山剖面第 16层,镜头方向 25°;D.辫状河三角洲平原河

道沉积,其中可见砾岩透镜体,显示当时的高流态水作用,长山梁剖面第 42层,镜头方向 270°;E.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沉积,板

状,槽状交错层理发育,长山梁剖面第 51层,镜头方向 110°;F.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沉积,平行层理发育,长山梁剖面第 81层,

镜头方向 240°

Fig.4　SedimentarycharacteristicsoftheLuleheandGanchaigouFormationsintheXitieshanandChangshanliangsections

A.Pluvialfandebrisflowdepositsasmassivemud-filledconglomeratesinthe94thbedoftheXitieshansection;B.Gravelly

braidedstreamdepositswiththescoursurfaceatthebottominthe9thand10thbedsoftheChangshanliangsection.C.Sandy

braidedstreamdepositswithparallelbeddingsandtabularcross-beddingsinthe16thbedoftheXitieshansection;D.Braideddelta

plaindepositswithconglomeratelensesinthe42ndbedoftheChangshanliangsection;E.Braideddeltafrontsubaqueous

distributarychanneldepositswithtabularandtroughcross-beddingsinthe51stbedoftheChangshanliangsection;F.Braideddelta

frontsubaqueousdistributarychanneldepositswithparallelbeddingsinthe81stbedoftheChangshanliang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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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剖面主要岩相类型

Table1　Lithofaciesinterpretationofthestudiedsections
(LithofaciessymbolsafterADMialletal., 1984, 1996;J

TKorusetal., 2008)

岩性相
岩相

代码
沉积构造 解释

砾石,泥质填隙 Ge 块状构造 碎屑流沉积

砾石,颗粒支撑 Gm
块构造, 叠瓦状

构造
河道滞留沉积

砾石,颗粒支撑 GH 平行层理 高流态,纵向砂坝

砾石,颗粒支撑 Gp
楔状,板块交错

层理
纵向砂坝,横向砂坝

细-粗砂,可含砾 Sm 块状构造
快速堆积的高含砂

水流,浊流

细-粗砂,可含砾 Sh 平行层理 高流态,平坦床砂迁移

细-粗砂,可含砾 St
槽状,板状交错

层理
低流态,砂丘迁移

细-粗砂,可含砾 Sp
楔状,板状交错

层理
纵向砂坝,横向砂坝

粉-细砂 Sr 波状层理 水流波痕迁移

细-粗砂 Ss 滑塌变形层理
三角洲前缘快速堆积,

同生或准同生变形

泥-细砂 Fl砂泥互层水平层理
低密度重力流与悬

浮沉积交替

泥-粉砂 Fm
块状层理,水平

层理
悬浮沉积

石膏 Pc 薄层状,脉状 漫滩沼泽或湖泊

油页岩 Os 水平层理
有机质丰富的还原

静水环境

火山岩, 硅质岩和灰岩 。单层厚度最厚可达 20m。

为洪积扇扇根碎屑流沉积 (图 4A) 。Gm为紫红色 /

土黄色块状细-粗砾岩, 碎屑支撑, 颗粒分选差 -中

等,磨圆普遍较好,其中可见平行层理 (Gh)和大型

板状交错层理 (Gp) , 为洪积扇扇中辨状水道沉积。

Fm为红褐色厚层状泥岩,含石膏, 为洪积扇扇缘低

流态悬浮沉积。

2.砾质辫状河

该相主要分布在锡铁山剖面路乐河组第 36 ～

55层及长山梁剖面路乐河组第 1 ～ 31层 (图 2) 。

沉积岩相主要有 Gm, Gh, Gp夹 Sm、Fm。岩性

主要为紫红色厚层状细-粗砾岩 (Gm) ,碎屑支撑,最

大砾径可达 10cm, 一般为0.2 ～ 5cm, 颗粒分选差 -中

等,磨圆普遍较好,为次棱角-次圆。砾石成分复杂,

以石英岩为主, 一般含量在 60%以上, 其次为火山

岩,砂岩和硅质岩 。单层厚度在剖面中变化很大,最

厚可达 15m,一般在 1 ～ 10m之间 。砾岩中砾石呈叠

瓦状排列或定向排列, 形成大型平行层理 (Gh)和板

状交错层理 (Gp) , 局部夹紫红色中厚层状 、块状中

粗砂岩 (Sm), 其中冲刷充填构造十分发育, 为辨状

河河道砂坝沉积 (图 4B)。整体上由多个粗 -细韵律

组成,每个韵律厚度小到十几厘米, 大到三至四米,

每个韵律通常代表一次洪水作用。 Fm为紫红色 /砖

红色薄层状块状粉砂岩 /泥岩,普遍含石膏, 为辫状

河泛滥平原沉积。

3.砂质辫状河

该相主要分布在锡铁山剖面路乐河组的第 1 ～

35层 (图 2) 。

沉积岩相主要有 St、Sp、Sh和 Fm。砂岩为紫红

色 /棕红色厚层状中粗砂岩, 颗粒支撑, 分选较好 -

好,底面与泥岩通常呈突变接触, 单层厚度普遍很

大,最厚可达15m, 一般在 4 ～ 10m之间。冲刷充填构

造十分发育,可见大量的大中型槽状交错层理 (St) 、

大中型板状层理 、楔状交错层理 (Sp)和平行层理

(Sh) ,具自下而上粒度由粗变细的正粒序, 横向延

伸稳定,具典型的牵引流沉积特征,为辫状河河道砂

坝沉积 (图 4C)。 Fm为砖红色 /紫红色厚层状粉砂

岩 、泥岩, 单层厚度最厚可达 4m, 一般在在 0.2 ～ 1m

之间,普遍含石膏, 为辫状河泛滥平原沉积。

4.辨状河三角洲

该相主要分布在锡铁山剖面路乐河组第 56 ～

64层 (图 2)和长山梁剖面第 32 ～ 72层 、98 ～ 195层

和 201 ～ 234层 (图 3), 为实测剖面主体沉积相类

型。

沉积岩相主要有 St、Sp、Sh、Sm、Sr、Ss、Fl、Fm

和 Pc。根据沉积物的岩性及沉积构造特征,该相又

可细分为辫状河三角洲平原和辫状河三角州前缘两

个亚相。

辫状河三角洲平原亚相岩相主要有 St、Sp、Sh、

Sm、Fsh、Fm及 M。砂岩为灰白色 /黄绿色厚层状中

粗砂岩 、含砾粗砂岩,分选较好-好, 底面与泥岩呈突

变接触, 横向延伸稳定。具明显的冲刷凹槽, 其中

发育有大量的大中型槽状交错层理 (St) 、大型板状

层理 、楔状交错层理 (Sp)和平行层理 (Sh), 具自下

而上由 Sm※Fm变化的正粒序, 具典型的牵引流沉

积特征,为三角洲平原辫状河道充填沉积 (图 4D) 。

Fl为浅灰绿色中层状细砂岩与浅紫红色中-薄层状

粉砂质泥岩互层,单层厚度一般为 0.2 ～ 0.5m, 细砂

岩表面可见小型波痕,横向延伸稳定。 Fm为浅紫红

色中薄层状粉砂岩 /泥岩,单层厚度最厚可达4m, 一

般在在0.2 ～ 1m之间, 横向延伸稳定 。Fl+Fm组合

为辫状河三角洲平原泛滥平原沉积 。

辫状河三角州前缘岩相主要有St、Sp、Sh、S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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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长山梁剖面干柴沟组露头沉积特征

G.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间沉积,砂泥互层,长山梁剖面 56层,镜头方向 240°;H.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沉积,滑塌变

形层理发育,长山梁剖面 51层,镜头方向 250°;I.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沉积, 滑塌变形层理发育, 长山梁剖面 82层,镜头方向

195°;J.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沉积,滑塌变形层理发育,长山梁剖面 173层,镜头方向 270°;K.薄层状石膏,长山梁剖面 205层,

镜头方向 180°;L.薄层状油页岩,长山梁剖面 97层, 镜头方向 210°

Fig.5　SedimentarycharacteristicsoftheGanchaigouFormationintheChangshanliangsection

G.Braideddeltafrontsubaqueousinterdistributarychanneldepositsinthe56thbedoftheChangshanliangsection;H.Braided

deltafrontsubaqueousdistributarychanneldepositswithslumpstructuresinthe51stbedoftheChangshanliangsection;I.Braided

deltafrontsubaqueousdistributarychanneldepositswithslumpstructuresinthe82ndbedoftheChangshanliangsection;J.Braided

deltafrontsubaqueousdistributarychanneldepositswithslumpstructuresinthe173rdbedoftheChangshanliangsection;K.Thin-

beddedgypsuminthe205thbedoftheChangshanliangsection;L.Thin-beddedoilshaleinthe97thbedoftheChangshanliang

secti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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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r、Fl、Fm和 Pc。砂岩为灰白色 /浅黄绿色厚层

状细-中粒砂岩,颗粒支撑,分选很好, 底部常见冲刷

构造,与下覆泥岩呈突变接触,横向延伸稳定。其中

发育有大量的大中型槽状交错层理 (St) 、大型板状

层理及楔状交错层理 (Sp) 、平行层理 (Sh) ,具典型

的牵引流沉积特征, 为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

河道沉积 (图 4E,图 4F) 。Fl为浅紫红色 /灰绿色中

层状泥质粉砂岩 、粉砂岩与紫红色粉砂质泥岩互层,

见波状层理发育 (Ss), 其中可见植物叶片化石, 单

层厚度一般为 0.2 ～ 0.5m, 横向延伸稳定 (图 5G)。

Fm为块状紫红色 /灰绿色粉砂岩 、泥岩, 横向延伸稳

定 。Pc为薄层状石膏,横向延伸稳定, 通常在粉砂

岩与泥岩的互层中呈薄层状产出,厚度一般为 0.5 ～

1.5cm。Fl+Fm+Pc组合为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水下

分流间沉积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野外观察到砂

岩中发育有大量的滑塌变形层理 (Ss), 显示沉积物

当时快速堆积于坡度较大的三角洲前缘水下斜坡,

由于重力失稳在同沉积期发生滑塌变形, 它是三角

洲前缘沉积的重要标志 (图 5H,图 5I, 图 5J)。

5.湖泊相

该相主要分布在锡铁山剖面第 65 ～ 72层

(图 2)及长山梁剖面第 73 ～ 97层 、196 ～ 200和 235 ～

249层 (图 3) 。实测剖面深湖相地层少见,主要为滨

浅湖湘 。沉积岩相主要有 Fl、Fm、Sr、Pc、Os。Fl为

浅紫红色 /灰绿色中层状泥质粉砂岩 、粉砂岩与紫红

色粉砂质泥岩互层。 Fm为块状紫红色 /灰绿色粉砂

质泥岩 、泥质粉砂岩 、粉砂岩。 Pc为薄层状石膏,经

常在粉砂岩与泥岩的互层中呈薄层状产出, 厚度一

般为 0.5 ～ 1.5cm(图 6K)。 Os为黑色薄层状油页

岩,只在下干柴沟组下部可见, 厚度约 0.1m, 与薄层

状石膏 (Pc)共生, 为湖泊静水环境的重要标志

(图 5L) 。

3　古流向与物源分析

古流数据和砾岩成分提供了盆地演化期间沉积

物源区的位置信息。露头古水流方向的测量是揭示

沉积区古物源 、古沉积环境和重塑古地理景观的重

要方法
[ 31, 32]

。两条实测剖面保存有数量众多的指

示古水流方向的沉积标志 。我们在野外对地层中发

育的板状层理 、楔状交错层理的前积纹层产状进行

了系统的测量, 其中锡铁山剖面 (S26)共测得 26个

古流向数据, 长山梁剖面 (S27)共测得 71个古流向

数据。

通过室内对测量数据进行校正, 做出了两条剖

面的古流向玫瑰花图, 恢复了研究剖面同沉积时期

流水的古流相。由图 6可见,锡铁山剖面 (S26)路乐

河组沉积时期,古水流方向主体为 NNW向 (图 6) ,

显示沉积古地势为南高北低, 剖面南边的锡铁山地

区当时为隆起区,遭受剥蚀并向盆地北部提供物源;

长山梁剖面 (S27)路乐河组和干柴沟组沉积时期,

古水流方向主体为为 SSW向 (图 6), 显示沉积古地

势为北高南低,剖面北部的南祁连山地区为隆起区,

遭受剥蚀并向盆地北缘提供物源。在盆地分析中,

古斜坡的倾向的确定对于恢复盆地的古地理面貌有

着重要意义, 由于长山梁剖面 (S27)三角洲前缘水

下分流河道沉积中发育有大量滑塌变形构造, 我们

对滑塌变形构造的枢纽产状进行了野外测量, 共获

得 4个数据, 通过室内校正做出了长山梁剖面

(S27)古近纪同沉积时期的古斜坡倾向的玫瑰花图

(图 6)。长山梁剖面 (S27)滑塌变形构造枢纽产状

显示长山梁地区古近纪同沉积期湖盆古斜坡的倾向

主体为 SSE向 (图 6)。

沉积岩中的砾石和碎屑成分为揭示沉积物物源

及源区的隆升 、剥露历史提供了重要证据。通过对

锡铁山剖面路乐河组顶部第 81 ～ 100层的洪积扇相

砾石成分的统计分析, 发现其中含有大量的含珊瑚

类化石灰岩 (图 6) , 这些含珊瑚类化石的灰岩主要

来自柴达木盆地北缘出露的石炭纪含珊瑚类化石灰

岩,表明剖面西南部的锡铁山此时已经隆起成为剥

蚀区,其上的石炭纪地层遭受剥蚀并成为剖面所在

区域沉积地层中含灰岩粗粒沉积物的原始物源。对

长山梁剖面底部路乐河组第 8层到第 35层的砾质

辫状河相砾石成分的统计, 发现砾石成分主要以石

英岩等变质岩为主 (图 6) ,几乎不含灰岩, 结合前人

对位于实测剖面西北方向的路乐河东沟剖面的古流

向及物源的研究
[ 9]
以及我们所得到的古流向数据,

我们认为长山梁地区古近纪地层的沉积物源区为剖

面北侧的南祁连山脉。由此可见, 锡铁山剖面

(S26)和长山梁剖面 (S27)的古流向和砾石成分存

在很大的差异,显示出柴达木盆地北缘大柴旦地区

在古近纪沉积期间除了接受来自北边的南祁连山脉

的物源供应之外,锡铁山同样作为一个隆起区遭受

剥蚀并向盆地供应物源。

4　结　论

( 1)锡铁山剖面路乐河组沉积演化自下而上依

次为辫状河-辫状河三角洲-滨浅湖-洪积扇, 总体上

表现为进积-退积 -进积的沉积旋回 (图 2)。长山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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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路乐河组沉积相以辨状河为主, 干柴沟组沉积

图 6　研究区古近纪物源及古流向恢复示意图

1.石英岩;2.火成岩;3.灰岩;4.碎屑岩;5.硅质岩;6.剥蚀区;7.

沉积区

Fig.7　Sketchtoshowtheprovenancesandpalaeocurrents

inthestudyarea

1=quartzite;2=igneousrock;3=limestone;4 =clastic

rock;5=siliceousrock;6 =erodedarea;7 =depositional

area

相演化表现为由辫状河三角洲-滨浅湖相构成的三

个进积 -退积序列,剖面总体上表现为自下而上岩性

由粗到细的退积序列 (图 3)。

( 2)锡铁山剖面路乐河组沉积时期, 剖面西南

部的锡铁山地区已经成为隆起区, 遭受剥蚀并成为

锡铁山剖面所在区域的物源供应区。长山梁剖面路

乐河组沉积时期,其物源为研究区北边的祁连山脉,

表明当时祁连山脉已经隆起了一定的高度, 柴北缘

逆冲断裂活动强烈, 为柴达木盆地北缘提供了大量

粗粒碎屑。

( 3)干柴沟组沉积主要分布在长山梁剖面, 砾

石沉积少见,总体为巨厚层砂岩与粉砂岩 、粉砂质泥

岩的频繁互层,为辫状河三角洲 -滨浅湖沉积 。

( 4)干柴沟组古流向的研究表明研究区北边的

祁连山脉为研究区沉积物的供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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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eogenesedimentaryevolutionintheXitieshan-Changshanliangregion,
northernQaidamBasin

SONGBo-wen
1, 2

, ZHANGKe-xin
1, 3

, JIJun-liang
1, 2

, ZHANGJian-yu
1, 2

, CHENRui-ming
1, 2

,

YEHe1, 2
, WANGChao-wen2

(1.KeyLaboratoryofBiogeologyandEnvironmentalGeologyundertheMinistryofEducation, ChinaUniversityof

Geosciences, Wuhan430074, Hubei, China;2.FacultyofEarthSciences, ChinaUniversityof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3.StateKeyLaboratoryofGeologicalProcessesandMineralResources, ChinaUniversityof

Geosciences, Wuhan430074, Hubei, China)

Abstract:SedimentaryfaciesinthePalaeogeneLuleheFormationintheXitieshansectionconsist, fromthebase

upwards, ofthebraidedstream, braideddelta, littoral-shallowlake, pluvialfanfacies, dislayinganoverall

progradation-regradation-progradationdepositionalcycle.ThepalaeocurrentsareorientedtoNNW, andthe

sedimentsarederivedfromtheXitieMountainsinthesoutheasternpart.SedimentaryfaciesinthePalaeogene

GanchaigouFormationintheChangshanliangsectionareassembled, fromthebaseupwards, bythebraideddelta

andlittoral-shallowlake, constitutingthreeprogradation-regradationdepositionalcycles.Thepalaeocurrentsare

orientedtoSSE, andthesedimentsarederivedfromtheSouthQilianMountainsinthenorthernpart.

Keywords:QaidamBasin;sedimentaryfacies;palaeocurrent;prov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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