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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羌塘盆地上三叠统那底岗日组与

下伏地层沉积间断的确立及意义

付修根!王剑!汪正江!陈文西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成都(8:$$<#

内容提要!藏北羌塘盆地上三叠统那底岗日组呈近东西带状展布(下部主要为凝灰岩)凝灰质砂岩夹流纹岩)玄

武岩(上部主要为含砾砂岩)泥质粉砂岩和生物碎屑泥灰岩&笔者等野外调查中首次在下伏的上三叠统肖茶卡组顶

部发现古风化壳(结合在那底岗日组底部识别出来的不同底界类型和底砾岩特征(证实那底岗日组与下伏地层之间

存在沉积间断&早期磁性地层研究中也曾发现了该沉积间断的存在(间断时间被认为约#45&运用已有 的 生 物 地

层资料确定肖茶卡组地层的沉积时间$晚 三 叠 世 诺 利 期*瑞 替 期%(从 而 推 测 那 底 岗 日 组 火 山 岩 形 成 时 代 略 晚 于 这

个时间(很可能早于前人关于该套地层的时 代 认 识&那 底 岗 日 组 火 山 岩 可 能 对 研 究 东 特 提 斯 地 区 的 晚 三 叠 世 生 物

绝灭)气候变化以及海退事件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晚三叠世风化壳’沉积间断’那底岗日组’羌塘盆地

!!晚三叠 世 末*侏 罗 纪 初(中 大 西 洋 岩 浆 省$KFC
+CDKL51,K15DK>G45B=5K>GML0N>DGC*+,4M%广泛

的火山作用引起了全球海洋和气候的变化(与此相

伴的是全球性的海退事件)生物绝灭事件以及气候

变化事件(这些事件的研究在欧洲)美洲已经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进展$4GL0OCLKECK512(:;;%’&@CACK
512(#$$7’P5DDCL(#$$7%(但东特提斯范围的大洋

州和亚洲资料很少&一方面是由于晚三叠世末发生

了全球性大规模海退(海域面积极大地退缩(连续的

海相 三 叠 系+侏 罗 系 地 层 剖 面 为 数 甚 少$Q5115=(

#$$:%’另一方面(位于特提斯构造域东段的青藏高

原具有海拔高)气候寒冷)严重缺氧的特点(大部分

地区人迹罕至(这就给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
位于亚洲大陆南部(特提斯*喜 马 拉 雅 构 造 域

东段的青藏高原是古生代以来的地质活动区(具有

多类型的沉积建造)频繁的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以
及复杂的地质构造格局(长期以来受到国际地质学

界的 关 注$赖 绍 聪 等(:;;;%&近 年 来(阴 家 润 等

$#$$8%在青藏高原的聂拉木县发现了特提斯地区唯

一未曾"压缩#的三叠系+侏罗系地层剖面(具有瑞替

阶 45LEF>菊石带)赫塘阶P>OCK>G@=)+5116RF611@=
和M1C@L0D0K@=菊石带(这在全球 范 围 内 是 不 多 见

的&事实上(连续的海相三叠系+侏罗系地层剖面不

仅在藏南有一定的分布(在藏北的羌塘盆地$主要见

于南羌塘盆 地%也 能 见 到(而 且 该 盆 地 出 露 晚 三 叠

世*侏罗系火山岩(厚度从数十米至二千米不等(该
套火山岩虽然出露零星(但从羌塘盆地的北部到中

央隆起带附近均有分布(因此(晚三叠世的羌塘盆地

在东特提斯构造域内有着重要的位置&本文对该套

火山岩进行了初步研究(并探讨了该套火山岩与下

伏地层的关系&

:!那底岗日组地层的空间展布

及岩石组合

!!那底岗日组由西藏区调队$:;<8%所创的那底岗

日群演变而来(当时是以那底岗日和菊花山剖面为

代表(但 以 菊 花 山 剖 面 最 为 系 统 和 完 整$王 剑 等(

#$$7%&主要由一套凝灰岩(凝灰质砂岩夹流纹岩)
玄武岩以及上部的含砾砂岩)泥质粉砂岩和生物碎

屑泥灰岩组成(厚::#$":8%#=(不 整 合 覆 盖 于 上

三叠统肖茶卡组之上(其上被中侏罗统雁石坪群下

部砂岩整合覆盖&
区域上(那底岗日组主要分布于湾湾梁)雀莫错

和中央隆起带北侧(呈北西西向条带状分布&在北



羌塘凹陷的西南部!那底岗日组最为发育!出露于石

水河"菊花山"胜利河"甜水河"那底岗日"江爱达日

那和长蛇山一带#图:$!宽约!$S=!长约"$$S=%
岩性为一套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沉积!可大致分为

两个岩相组合类型!一类是陆上喷发系列!以英安熔

岩&熔结凝灰岩&凝灰岩为主!局部见玄武岩’另一

类是水下喷发系列!为沉火山角砾岩&沉 凝 灰 岩&
凝灰质砂岩&粉砂岩&泥岩等!局部夹灰岩!两类沉

积常交互出现#王剑等!#$$7$%

图:!羌塘盆地那底岗日组火山岩展布图

T>B2:!&C010B>G51U>EKL>O@K>0D0?N01G5D>GL0GSE?L0=KFC35U>V5DBL>T0L=5K>0D>DKFCW>5DBK5DBO5E>D
:&那底岗日组火山岩’#&剖面位置’"&行政区

:&N01G5D>GL0GSE0?KFC35U>V5DBL>T0L=5K>0D’#&10G5K>0D0?ECGK>0DE’"&5U=>D>EKL5K>NCLCB>0D

水下喷发系列以菊花山剖面为代表!该剖面位

于北羌塘菊花山西!剖面起点座标为3""X!#Y#7Z<[!

’<8X$;Y:#Z7[!终 点 座 标 为 3""X!#Y7;Z![!’<8X$;Y
#7Z<[!剖面顶 底 接 触 界 线 清 楚!厚 度 为8<7Z";=%
剖面底部为河流相沉积#可能为三角洲$的石灰质底

砾岩!厚约"#Z8<=!砾 石 成 分 较 为 单 一!为 下 伏 上

三叠统泥 晶 灰 岩!砾 石 呈 圆&次 棱 角 状!分 选 性 较

差!砾径一般 为#"<G=!最 大 达:!G=!砂 泥 质 充

填!具明显的正粒序%剖面下部为水下火山岩喷溢

相沉积!厚约#8<Z8<=!由 岩 屑#晶 屑$玄 武 质 凝 灰

岩构成!凝灰 岩 中 具 流 动 构 造 和 气 孔 构 造!绿 泥 石

化"绿帘石化特征明显!凝灰岩中见有灰岩捕虏体!
大小为:""G=!由 下 至 上!捕 虏 体 逐 渐 变 小!含 量

逐渐降低!表现为明显的正粒序%剖面上部为水下

碎屑流沉积!厚 约"<"Z$"=!由 英 安 质 晶 屑#岩 屑$
沉凝灰岩和英安质&流纹质晶屑#岩屑$沉凝灰岩构

成!在沉凝灰 岩 底 部!偶 夹 厚 约$Z!":G=的 硅 质

岩!沉凝灰岩中具火山灰流和火山砂流特征!发育平

行层理"沙纹层理"粒序层理%
陆上喷发系列以石水河剖面为代表!该剖面位

于北 羌 塘 石 水 河 南 岸!剖 面 起 点 坐 标 为 3"7X$#Y
!%Z;[!’<8X!8Y":[!终点坐标为3"7X$#Y7:Z"[!’<8X
!!Y77Z#[!剖 面 未 见 顶!底 与 上 三 叠 统 肖 茶 卡 组

#P"!$灰岩平行不整合接触!剖面厚 度 大 于8!7Z;;
=%剖 面 下 部 为 河 流 相 砂 岩"粉 砂 岩 沉 积!厚 约

8#Z:!=!砂岩中发育小型交错层理!局部见底冲刷

面%剖面中上部为熔结凝灰岩"流纹质凝灰岩"英安

岩以及流纹岩组成的多个爆发&喷流韵律!在剖面

序列中至少可以识别出!个火山喷发旋回!厚度大

于!<"Z<7=%凝灰岩呈灰绿色!薄&中层状!发育流

动构造%英安岩具斑状结构!含角闪石和黑云母斑

晶!局部可见流纹构造%流纹岩中发育石英斑晶!含
量约为#$\!具流纹构造%该套火山岩中夹多层灰

绿色薄&中层状河流相砂岩!以细粒石英砂岩为主!
局部见小型交错层理%

#!那底岗日组与下伏地层沉积间断

关系的确立

!2"!那底岗日组与下伏地层的接触关系

那底岗日组在区域上分布不稳定!总体上与下

伏地层呈不整合或假整合接触!在覆盖较严重的地

$"" 地!质!论!评 #$$%年



区!那底岗日组与下伏地层接触关系不明"

图#羌塘盆地不同底界类型的那底岗日组剖面对比

T>B2#]CGK>0DG0=R5L>E0D0?KFC35U>V5DBL>T0L=5K>0DJ>KFU>??CLCDKEK61CE0?O0KK0=O0@DU5L6>DW>5DBK5DBO5E>D
弯弯梁剖面和长蛇山剖面据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修改#菊花山剖面为笔者等实测":$ 上三叠统藏夏河组##$
上三叠统肖茶卡组#"$上三叠统那底岗日组#7$下$中侏罗统雀莫错组#!$粗面岩#8$玄武岩#%$英安岩#<$流纹岩#;$凝

灰岩#:$$凝灰质砂岩#::$凝灰质泥岩#:#$砂岩#:"$砾岩#:7$灰岩#:!$角度不整合接触#:8$假整合接触

PFC/5DJ5D1>5DB5DU+F5DBEFCEF5DECGK>0DE=0U>?>CU?L0=+FCDBU@*DEK>K@KC0?&C010B6^ 4>DCL51LCE0@LGC!+F>D5&C010B>G51
]@LNC6#$2:$)5KCPL>5EE>G_5DBA>5FCT0L=5K>0D##$ )5KCPL>5EE>G‘>50GF5S5T0L=5K>0D#"$ )5KC PL>5EE>G 35U>V5DBL>
T0L=5K>0D#7$)0JCLK04>UU1CI@L5EE>GW@C=0+0T0L=5K>0D#!$KL5GF6KC#8$O5E51K#%$U5G>KC#<$ LF601>KC#;$K@??#:$$

K@??5GC0@EE>1KE0DC#::$K@??5GC0@E =@UEK0DC#:#$E>1KE0DC#:"$G0DB10=CL5KC#:7$1>=CEK0DC#:!$ @DG0D?0L=5O1C#:8$

U>EG0D?0L=>K6

未见底的那底岗日组剖面主要见于西藏双湖地

区长蛇山%那底岗日%半岛湖南的小孤山等地区"剖

面厚度为:8$Z#!"<!:Z%;=!剖面底部普遍发育了

一套角砾岩 组 合"在 长 蛇 山 剖 面&图#’!那 底 岗 日

组底部为灰绿色块状流纹质火山角砾岩!角砾含量

为%$\"<$\!成分以流纹岩为主!砾石大小为""
8G=!少量达<":$G=!呈棱角状$次圆状!分选较

差!胶结物为酸性熔岩&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矿

产研究所#’"在小孤山剖面!那底岗日组底部为灰

绿色厚层状 安 山 质 砾 岩!砾 石 含 量 为!$\"8$\!
成分以安山岩为主!砾石大小为:""G=!少量达8

":$G=!呈棱角状!分选性较差!胶结物为中性熔岩

&大庆石油 学 院%’"但 在 那 底 岗 日 一 带!那 底 岗 日

组底部并非砾岩组合!而是一套凝灰岩%砂质凝灰岩

与英安质凝灰岩组合"
与下伏地层呈平行不整合接触的剖面主要见于

石水河%弯弯梁%胜利河%雀莫错等地区"在这些剖

:""第"期 付修根等(藏北羌塘盆地上三叠统那底岗日组与下伏地层沉积间断的确立及意义



面中!那 底 岗 日 组 的 下 伏 地 层 多 为 上 三 叠 统 诺 利

期"瑞替期地层!如甜水河北岸的菊花山组#P""$!
石水河南岸 的 肖 茶 卡 组#P"!$!弯 弯 梁 南 东 坡 的 藏

夏河组#P"#$!那 底 岗 日 组 与 这 些 地 层 的 接 触 界 线

清楚!岩性变化较为明显%在弯弯梁剖面#图#$!那

底岗日组底部为一套灰"灰绿色块状砾岩!那底岗

日组之下为上三叠统藏夏河组#P"#$灰绿色薄"中

层状含砾中粗粒岩屑砂岩夹薄层细砾岩#中国地质

调查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二者间为平行不整

合接触%在石水河剖面!那底岗日组底部为一套褐

黄色薄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具小型交错层理!局
部见底冲刷面&那底岗日组之下为上三叠统肖茶卡

组#P"!$深灰色薄"中层状泥晶灰岩!含珊瑚化石&
二者间为平行不整合接触%

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的剖面主要见于

菊花山’冈玛错’五指湖’紫阴山’江爱达日那等地%
在这些剖面中!那底岗日组与下伏地层接触界线清

楚!界面极不平整!岩性变化较为明显%在菊花山剖

面#图#$!那 底 岗 日 组 底 部 为 一 套 灰 白 色 中"厚 层

状角砾 岩&那 底 岗 日 组 之 下 为 上 三 叠 统 肖 茶 卡 组

#P"!$灰"灰 白 色 中"厚 层 状 泥 晶 灰 岩!具 明 显 的

风化’溶蚀特征&二者间为角度不整合接触%在五指

湖剖面!那底岗日组底部为一套灰绿色块状角砾凝

灰岩与晶屑凝灰岩构成不等厚韵律层!角砾以玄武

质为主!次为硅质!自下而上角砾逐渐变小&那底岗

日组之下为中二叠 世 龙 格 组#M#$$深 灰 色 中"厚 层

状泥晶灰岩!岩石表面刀砍状溶沟发育!岩石中见少

量生物化石 碎 片#贵 州 地 质 调 查 院&$!二 者 间 为 角

度不整合接触!显示了那底岗日组直接超覆于前三

叠系地层之上!而这一特点在冈玛错也有明显显示!
在这里!那底岗日组直接覆盖于石炭纪地层之上%

!2!!那底岗日组底部砾岩特征

羌 塘 盆 地 那 底 岗 日 组 底 部 普 遍 发 育 了 两 套 砾

岩!一套为火 山 喷 发 相 砾 岩!砾 石 成 分 主 要 为 火 山

岩!砾石间多被酸性’中性火山岩胶结%另一套为冲

#洪$积相砾岩!砾石成分以火山岩’灰岩’石英砂岩

为主!砾石间为石英’岩屑等砂粒充填%本文仅对后

者进行简单的介绍%
冲#洪$积相砾岩在那底岗日组底部普遍发育!

见于弯弯梁’菊花山’胜利河等剖面!在这些剖面中

那底岗日组与三叠系之间均呈角度不整合(平行不

整合接触!界面极不平整!界面之下为上三叠统肖茶

卡组二段#藏夏河组’菊花山组$地层!界面之上为那

底岗日组火山岩屑砂岩’火山碎屑岩以及火山岩!底

部具底砾岩!砾石以石灰质和石灰质’火山质复成分

为主!仅弯弯梁剖面以火山质砾岩为主!底砾岩厚度

从#Z77""#Z8<=不等!石灰质砾岩均来自下伏上

三叠统肖茶卡组#藏夏河组’菊花山组$!显示三叠系

与那底岗日之间具有较长时期的隆升和剥蚀%
对采自菊花山’胜利河剖面的底砾岩进行了显

微鉴定!砾石成分均为泥晶灰岩!含量7$\"%$\!
砾径为#"<G=!个别达:!G=!呈圆"次棱角状!分
选性较差!砾石间充填物较为复杂!在胜利河剖面!
砾石间被磨圆较差的石英’岩屑等砂粒充填!砂粒大

小不等!部分可达$Z:G=!在菊花山剖面!砾石间为

钙质胶结!仅见少量的砂泥质充填物%沉积环境为

河流相沉积%

!2#!肖茶卡组顶部风化壳特征

羌塘盆地上三叠统肖茶卡组#P"!$顶部的风化

壳在以前的研究中未见报道!为本次工作首次发现!
在野外调查 中 对 该 套 风 化 壳 进 行 了 追 索 与 初 步 研

究!并在菊花 山#图 版’9:$’肖 茶 卡#图 版’9#$’石

水河等地均发现了该套风化壳%从宏观上看!风化

壳具明显的正地形!多分布于山坡的一侧!风化壳表

面凹凸不 平!见 溶 沟 或 溶 槽!风 化 后 多 呈 褐"紫 红

色!部分为土红色!厚度为数厘米至数十厘米不等!
见有明显的皮壳状构造%褐色风化层下部为溶蚀角

砾层!厚""7$G=!角砾成分均为肖茶卡组灰岩!砾

径$Z:"7G=!个别可达:$"#$G=!角砾间为钙质

胶结!具明显的溶蚀特征%基岩位于角砾层的下部!
与风化壳层具有明显的差异!不仅表现为具有更致

密的结构!而且在岩性上’颜色上均具有较为明显的

差异%上述三处风化壳均是发育在不整合面之上的

古风化壳!与一般的层间溶蚀存在较大的差别%一

般而言!层间溶蚀面常具有与基岩相同或相近的产

状!事实上!上述三处风化壳的古风化面产状与基岩

存在较大的 差 异!如 菊 花 山 剖 面!古 风 化 面 产 状 为

:!X"#<X!地层产状为:"!X"!8X&肖茶卡剖面!古风

化面产状为#<!X"!!X!地层产状为:%!X"#;X%
对采集的风化壳样品进行了初步分析!其化学

全量 分 析 结 果 见 表:!从 表 中 可 以 看 出!与 基 岩 相

比!碳酸岩风化过程中!主要表现为+5(’+(# 的淋

失 和]>(#’,1#("’TC#("’V#(’35#(’4D(’M#(!
等不同程度的相对富集%对于不同的剖面!]>(# 的

富集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菊花山剖面!采集的风

化壳主要为红色风化表层!表现为]>(# 的高度富集

##$Z$:\$&在石水河剖面和肖茶卡剖面!采 集 的 样

品主 要 为 风 化 角 砾 层!虽 然 均 表 现 为 一 定 程 度 的

#"" 地!质!论!评 #$$%年



表"!藏北羌塘盆地古风化壳化学全量分析结果

$%&’("!)*(+,-%’-.+/.0,1,.20.31*(/%’(.45(%1*(6,27-68010,21*(9,%271%27&%0,2!2.61*(62:,;%27"$,&(1#

采集地 样品名称 ]>(# ,1#(" TC#(" TC( +5( 4B( V#( 35#( P>( 4D( M#(! 烧失量

石水河 风化壳 828: #2<$ $2%< $2#$ 7<2%$ $2%; $28" $2$%8 $2$8! $2$": $2:# ";2:#
石水河 基岩 "2!: $2"< $2#% $2#8 !#2$! $2<< $2$87 $2$7$ $2$$%# $2$#< $2$<$ 7#2$$
肖茶卡 风化壳 !2%7 #2:" $2<: $2:% 7<2%7 :2:# $2!: $2:$ $2$%# $2$#: $2:8 ";2<!
肖茶卡 基岩 $2$! $2$; $2$7 $2$8< !!28$ $2": $2$$% $2$$; $2$$:" $2$$"7 $2$<7 7"28#
菊花山 风化壳 #$2$: #28! :2#: $2:% 7$2%; $2<: $2!7 $2:! $2$<; $2$"$ $2:# ""2:<
菊花山 基岩 $2#! $2:7 $2$# $2$7 !!2%; $2": $2$7$ $2$$% $2$$7 $2$:# $2$%% 7"2:%

]>(# 富集!但 其 含 量 远 小 于 菊 花 山 剖 面 风 化 壳 中

]>(# 的含量"表:#$本文对各风化壳剖面锶同位素

测试结 果 表 明!风 化 壳 层 的%"<%]L#%%"<8]L#值 分 别

为$Z%$;!8"石 水 河#&$Z%:$"7"菊 花 山#&$Z%:#;#
"肖 茶 卡#!均 高 于 对 应 剖 面 中 基 岩 的%"<%]L#%

%"<8]L#值 "分 别 对 应 为 $Z%$<7<&$Z%$%"!&

$Z%$<8;#$-O和]L都 是 典 型 的 分 散 元 素!在 地 表

岩石和沉积物中-O主要分散在含 V的矿物中!如

白云母&黑云母和钾长石’而]L主要分散在含+5的

矿物中!如斜长石&角闪石&辉石&碳酸盐$在风化淋

滤过程中!黑云母最不稳定!其次为斜长石&钾长石!
而石英则相对稳定$因此!对正常风化岩层而言!风
化 残 积 物 常 常 表 现 为 具 有 更 低 的%"<%]L#%%"<8]L#
值$但事实上!本文所测的石水河&菊花山和肖茶卡

风化残 积 物 中 均 具 有 更 高 的%"<%]L#%%"<8]L#值!表

明这些风化残积物中可能有其他物质的混染!很可

能是风化暴露期间地表径流带来的壳源碎屑物质!
风化壳中大量石英&陆源碎屑物的存在证实了这一

推测$显然!风化壳的这些特征也与一般的层间溶

蚀存在明显的差异!为发育在不整合面之上的古风

化面$
关于本次所发现的风化壳时代!本文认为应属

于晚三叠世$研究表明!晚三叠世的北羌塘盆地大

部分地区已经隆升!并接受风化和剥蚀!晚三叠世肖

茶卡组与那底岗日组之间存在明显的沉积间断!其

沉积间断时间约#45"成都环境地质与资源开发研

究所(#!为肖茶卡组顶部风化壳的发育提供了充裕

的时间$另一方面!受当时古地中海海洋性气候的

影响!晚三叠世的羌塘地区属于温暖潮湿的热带(
亚热带气候"沙 金 庚 等!#$$!#!这 样 的 气 候 环 境 有

利于暴露区风化壳的形成$晚三叠世之后的羌塘盆

地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虽然在沉积环境上存在一

定的南北差异和东西差异!但总体上具有相近或相

似的气候环境’侏罗纪末(白垩纪初!随着冈瓦纳大

陆南缘的解体和解体后的地块北移!班公错(怒江

洋关闭!羌塘盆地大部分地区再次隆升成陆!并接受

风化和剥蚀!显然!这段时间或之后形成的风化壳应

具有普遍意义!但事实上!本次调查仅在上三叠统肖

茶卡组顶部发现了大面积的风化壳!而其它地层"包
括雀莫错组&布曲组&夏里组&索瓦组等#中并未发现

风化壳!而其他裸露的风化表层!与肖茶卡组顶部风

化壳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就表明肖茶卡组顶部的风

化壳形成时间较老$另外!该套风化壳发育于晚三

叠世肖茶卡组顶部!那底岗日组地层底部!推测时代

为晚三叠世晚期$
肖茶卡组顶部风化壳的存在从另外一方面左证

了晚三叠世北羌塘地区已经大面积隆升成陆!那底

岗日组与下 伏 上 三 叠 统 地 层 间 存 在 明 显 的 沉 积 间

断$

"!讨论

#2"!那底岗日组火山岩的时代问题

那底岗日组原含义是指出露于拉相错&拉雄错&
江爱达日那一带的中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夹砂

砾岩的一套地层!底部不整合于日干配错群之上!顶
部与雁石坪群底部砂砾岩连续沉积!根据不整合面

的延伸规律和两个相关的同位素测年数据!将其归

为雁石坪 群 下 部"郝 子 文!:;;;#!即 早 侏 罗 世$成

都环境地质与资源开发研究所( 于菊花山那底岗日

组底 部 获7件 V9,L凝 灰 岩 同 位 素 年 龄!分 别 为

:%%Z<"a#Z<: 45&:8:Z;a!Z< 45&:8%Z!a7Z7
45&:87Z$a#Z<:45!在 咸 水 河&虾 河 的 那 底 岗 日

组以-O9]L法 测 定 的 年 龄 数 值 为:%745和:<%
45’此外!在胜利河东那 底 岗 日 组 底 部 获:件 凝 灰

岩,L9,L同位素年龄为:<#Z;%a"Z8845!在长蛇

山路线剖面 那 底 岗 日 组 底 部 获:件 英 安 岩 ,L9,L
同位素年龄为:;7a745"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

质矿产研究所##’在冈玛错那底岗日组底部获一件

玄武岩V9,L同位素年龄为:%:45"贵州地质调查

院&#$上述年 龄 值 所 反 映 的 地 质 时 代 为 早 侏 罗 世

"""第"期 付修根等)藏北羌塘盆地上三叠统那底岗日组与下伏地层沉积间断的确立及意义



晚期!中侏罗世早期"
虽然上述年龄均显示那底岗日组火山岩的形成

时代最早为 早 侏 罗 世 晚 期#但 事 实 可 能 并 非 如 此"
我们对羌塘盆地那底岗日组下伏地层的资料进行了

收集与整理#研究表明#那底岗日组下伏地层$肖茶

卡组%中含有大量孢粉#孢粉组合中见有较高含量的

&’($)*+$$),#-.(,/(0+,*+1)02,#3)405+*.5$$)6)02#

-$(0.1+)6)02,# 728(/+%+*+1)02,# -$(,,+*+$$),#

9,,2120+,*+1(# 9%%:$),*+1(# -(6(18(,*+1)02,#

91(01),*+1)02,#;(2%)(2,*+1)02,#&,/:%6(4)6)02,
等$沙 金 庚 等##$$!&中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成 都 地 质 矿

产 研 究 所#$&贵 州 地 质 调 查 院&&长 春 地 质 学

院)%"&’($)*+$$),是晚三叠系世的典型分子#主要

分布于欧亚’北 美 等 地 区 晚 三 叠 世 地 层 中#如 英 国

$+15LSC#:;8!%’瑞 士 $)CEGF>S#:;!!%’奥 地 利

$V15@E#:;8$%等#在 我 国#&’($)*+$$),仅 见 于 华 南

上三叠统#如西藏安多土门格拉组’四川威远须家河

组’贵州 六 枝 火 把 冲 组$宋 之 琛 等##$$$%"-.(,<
/(0+,*+1)02,最发育阶段是瑞替期!里 阿 斯 期$M09
G0GSCK512#:;8;&雷作淇#:;<8%#且瑞替期的含量

高于里阿斯期的含量#见于我国陕甘宁的富县组’内
蒙 古 的 五 当 沟 组#甘 肃 的 炭 洞 沟 组$宋 之 琛 等#

#$$$%#本 组 合 中 见 有 含 量 较 高 的 -.(,/(0+<
,*+1)02,#显 示 当 前 组 合 时 代 为 三 叠 纪 末 期 的 性 质"

3)405+*.5$$)6)02广泛分布于国内外 晚 三 叠 世 至 早

侏罗世地层中#特别在晚三叠世较为发育#如陕甘宁

盆地延长组上 段$曲 立 范 等#:;;$%#鄂 西 沙 镇 溪 组

$黎文本等#:;<$%#西 藏 安 多 土 门 格 拉 组$尚 玉 珂#

:;<#%"9,,2120+,*+1(见于三叠纪!白垩纪孢粉 组

合中$张振来等#:;<%&刘兆生#:;;;O&M156?0LUCK
512#:;8!%#但 主 要 是 晚 三 叠 世 组 合#当 前 组 合 中

9,,2120+,*+1(的 含 量 较 多 也 显 示 其 时 代 为 晚 三 叠

世"组合中重要分子91(01),*+1)02,是国内外三叠

纪特征属#首见于瑞士晚三叠世考依波期#以后#在

奥地利’英国’波兰’澳大利亚南部及我国均有报道#
如奥 地 利 阿 尔 卑 斯 山 东 段 上 三 叠 统 卡 尼 阶 地 层

$V15@E#:;8$%#吉 林 浑 江 北 山 组 $吴 洪 章 等#

:;<#%#新 疆 准 噶 尔 盆 地 上 克 拉 玛 依 组 $黄 嫔#

:;;"%"组合中 经 常 出 现 的9%%:$),*+1(曾 发 现 于

澳大利亚塔斯曼尼亚波蒂纳三叠系#我国四川威远

晚三叠世含煤 地 层$张 璐 瑾#:;;7%#湖 北 沙 镇 溪 组

$孟繁松等##$$!%"组合中另外一些含量较高的分

子#如 -$(0.1+)6)02,#728(/+%+*+1)02,#-(6(1<
8(,*+1)02,#;(2%)(2,*+1)02,#&,/:%6(4)6)02,均 是

国内外晚三叠世地层的常见分子"组合中还出现了

含量较低的=2/)120),*+1),#该属主要分布于德国的

晚三叠世#加拿大的三叠纪以及我国的晚三叠世地

层中$宋之琛 等##$$$%#该 属 的 出 现 也 显 示 当 前 组

合时代为 三 叠 纪 末 期 的 性 质"一 些 古 老 的 孓 遗 分

子#如>:24?),*+1)02,#>)/(0:$(,*+1)02,在 组 合 中

有少量产出"组合中出现了少量繁盛于侏罗纪的先

驱 分 子 -21@1+*+$$2%)02,#A$:?),*+1)02,#A$:?),<
*+1)02,’(1)28(02,#B21)%+*+$$2%)02,等#进 一 步 说

明本组合的时代应属于晚三叠世#可能接近晚三叠

世晚期$诺利期!瑞替期%"另外#在那底岗日组下

伏地层中采集到比较丰富的古生物化石#尤以腕足

类最为 丰 富#主 要 有 9/*.)4$)%()%021/26)(C)00<
%21#9D0(:1)4( $40>EEC>CN%#E.(20)%+*,),#(<
6+2%,),+F>DB#ED*2%0(8+%($),]@DCK6C#E.(20)<
%(G?20(:1)4(40>EEC>CN#EDG?2"+%6(2%,),]@D#

F2)$$21)(/+),,2)2’ b5B6E#FD@:0+1+,?)( $c>KK9
DCL%#-(:4(,+1.5%4.)(G?2?:%2%,),b5B6E#A+%<
)%4?)%(G?22$28(%0:$( $c>KKDCL%#AD$2+%.(16)
J>EE=#G)6:%2$$(G?2*2%0(8+%(I>D#]@DCKdC#双

壳类有H%6+*2402%,211(0)4+,0:,$c>KKDCL%等$中 国

地质调查 局 成 都 地 质 矿 产 研 究 所$%"这 些 属 种 都

是各地上三叠统中的常见分子#尤以诺利期表现最

为突出"
前人在菊花山地区对那底岗日组火山岩进行了

磁性 地 层 测 年$成 都 环 境 地 质 与 资 源 开 发 研 究

所(%#证实了 那 底 岗 日 组 与 下 伏 地 层$肖 茶 卡 组 或

与之对应地层%沉积间断的存在#其沉积间断时间为

#45"如果这一测年结果准确的话#由上述生物地

层时代即可以推断那底岗日组火山岩形成的起始年

龄"当然#作为生物地层对于准确的定年存在一定

的困难#但至少可以表明那底岗日组火山岩在晚三

叠世末就已经形成"
另外#我们对那底岗日地区的那底岗日标准剖

面下部英安质凝灰岩进行了高精度]Q-*4M锆 石

e9MO定年#其结果为#$!Z7a"Z845##$;Z<a"Z;
45$待发数据%#石水河那底岗日组剖面底部英安岩

高精 度]Q-*4M锆 石 e9MO年 龄 为#$<Z:a"Z%
45$待发数据%#这些年龄数据 十 分 接 近#可 能 代 表

了那底岗日组火山岩形成的起始年龄"但值得注意

的是#这些年龄数据略偏老于本文根据生物地层所

推测的火山岩年龄#这可能与羌塘地区的火山活动

具有较长的时限有关#同时#也与生物地层在准确定

年上存在更大的误差有关"但这些年龄数据与生物

7"" 地!质!论!评 #$$%年



地层定年相结合更有力地证实了前人关于那底岗日

组火山岩的形成时代为早侏罗世晚期的论断!李勇

等"#$$##是有待商榷的$

#2!!那底岗日组火山岩的地质意义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北羌塘盆的那底岗日组火山

岩最早形成于晚三叠世"而其活动期可能有一定的

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晚三叠世末%侏罗纪 初"东 特

提斯地区同时也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区域性!全球性#
海退事件和生物绝灭事件$晚三叠世末"由于全球

海平面的下降以及北羌塘盆地的隆升"致使北羌塘

盆地大部分地区暴露地表"并接受风化和剥蚀"从而

形成了肖茶卡组顶部广泛发育的风化壳$近年来"
生物绝灭事件的研究在青藏高原也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阴家润等!#$$8#在青藏高原的聂拉木县发现了

特提斯地区唯一未曾&压缩’的三叠系(侏罗系地层

剖面"具 有 瑞 替 阶 45LEF>菊 石 带)赫 塘 阶 P>OCK>G9
@=)+5116RF611@=和M1C@L0D0K@=菊石带$在该剖

面"大量的生 物 绝 灭 事 件 是 发 生 在 瑞 替 期 末"计 有

-(,,)(%2$$("I%)+%)02,"B($(2+4(16)0("=4.(J(2<
:0$)(和A1:/@24?)2$$( 等!个 属 的 双 壳!共#7个

属#在 45LEF>和P>OCK>G@=菊 石 带 之 间 绝 灭!阴 家

润"#$$!#$岩浆活动)生物绝灭事件以及海退事件

在青藏高原有着惊人的一致"这并非偶然的"而是全

球性构造运动!事件#在东特提斯地区的反映$青藏

高原的那底岗日组火山岩对东特提斯地区的晚三叠

世生物绝灭)气候变化以及海退事件可能有重要的

影响$虽然那底岗日组地层分布较为局限"仅限于

北羌塘地区和中央隆起带附近"但如果仅考虑火山

作用的时限"实际的&那底岗日组’应广泛分布于整

个羌塘盆地以及藏南地区"如南羌塘盆地的肖茶卡

组火山岩!赵政璋等"#$$:*长春地质学院)*大庆

石油学院%#"拉萨地块达孜%墨竹工卡%工布江达

地区的叶巴组火山岩"这些火山岩与那底岗日组火

山岩有相 同 的 沉 积 时 间!阴 家 润 等"#$$8#$当 然"
这些火山岩是否为同期构造运动的产物需要对火山

岩性质做进一步的研究$

7!结论

!:#羌塘地区那底岗日组与下伏地层间沉积间

断特征明显"区域上总体表现为平行不整合(角度不

整合接触"接触界线清楚"界面极不平整"界面附近

普遍发育一套河流相砾岩或火山喷发相砾岩$
!##晚三叠世晚期"北羌塘盆地大部分地区隆升

成陆"并接受风化和剥蚀"在肖茶卡组顶部发育了一

套褐%紫红色风化壳沉积"风化壳的存在证实了晚

三叠世肖茶卡组与上覆那底岗日组间存在明显的沉

积间断"其沉积间断时间约为#45$
!"#生 物 定 年 以 及]Q-*4M锆 石 定 年 结 果 表

明"那底岗日组的地层时代并不是早侏罗世"也不是

早侏罗世晚期H中侏罗世早期"其最早沉积时间为

晚三叠世$
!7#岩浆活动)生物绝灭事件以及海退事件在青

藏高原有着惊人的一致"这并非偶然的"而是全球性

构造运动!事件#在东特提斯地区的反映$青藏高原

的那底岗日组火山岩可能对研究东特提斯地区的晚

三叠世生物绝灭)气候变化以及海退事件有重要的

意义$
致谢!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朱弟成博士的帮

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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