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0-0550(2006)04-0511-10

①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地质调查项目 1∶250000万曲麻莱县幅区调(批准号：200313000006)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40372004)共同资助。
②青海省区调队.1∶1000000万玉树幅(Ｉ—47)区域地质调查报告.1970
③青海省区调队.1∶1000000万温泉幅(Ｉ—46)区域地质调查报告.1970
④青海省第二区域地质调查队.1∶200000万治多县幅(Ｉ—46—24)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地质部分).1981
⑤青海省区调综合地质大队.1∶200000万扎河幅(Ｉ—46—17)、曲麻莱县幅(Ｉ—46—18)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地质部分).1993
收稿日期：2005-10-08；收修改稿日期：2005-12-19

青海省治多西北上三叠统巴塘群划分对比与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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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海南部晚三叠世巴塘群沿金沙江缝合带南侧呈带状分布,地质构造复杂,研究程度较低,地层序列的划分
存在争议。在 1∶250000区域地质调查基础上,通过实测剖面的详细研究和区域对比,将治多西北巴塘群自下而上划
分为下组、中组和上组。对研究区巴塘群的岩石组合、生物群面貌、地质时代进行了分析,并利用本次工作中新发现的
具重力流沉积泥晶灰岩、具枕状构造玄武岩、具鲍马序列浊流沉积,结合火山岩岩石化学所反映的构造属性,初步探
讨了研究区沉积环境和构造背景的演化,为青海南部巴塘群地层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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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层研究概况
研究区位于东特提斯构造域之羌塘—三江构造

区 [1～3]。地层区划属于华南地层大区乌丽—杂多小
区 [4],出露三叠纪、新近纪地层,第四系沿沟谷或山
间洼地零星分布。

巴塘群由青海省区调队(1970)在 1∶1000000玉
树幅(Ｉ—47)区域地质调查中建立②,同期完成的 1∶
1000000温泉幅(Ｉ—46)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将巴塘群
划分为下部的碎屑岩组和上部的火山岩组,火山岩组
再分为绿色安山岩段和碎屑岩段③,由此奠定了巴塘
群三分的基础。青海省地层表编写小组认为巴塘群
与结扎群的岩性变化不大、岩组相当和古生物相同,
于是取消巴塘群,统归于结扎群 [5]。青海省第二区
调队认为在上部碎屑岩组之上还有一套碳酸盐岩,于
是将巴塘群四分④。赵荣理将巴塘群划分为五个岩
组 [6]。饶荣标持三分观点,分别称之为下、中、上三
个组 [7]。青海省地质矿产局对巴塘群进行了系统研
究,划分为三个组,即下组、中组和上组,并选用青海
省治多县多彩乡多彩—罗江曲剖面作为巴塘群的选
层型剖面 [8]。杨遵仪等将巴塘群划分为五个组 [9]。

研究区属于高寒缺氧地区,地质构造复杂,研究
程度低,巴塘群的划分存在三分、四分、五分等众多方

案,其具体的段及地质年代也各有不同。本文在
1∶250000区域地质调查基础上,通过实测剖面的详细
研究和区域对比,将研究区巴塘群地层划分为下组、
中组(包括下、中、上三个段)、上组,同时对研究区巴
塘群的岩石组合、生物群面貌、地质时代进行了分析,
并利用本次工作中新发现的具重力流沉积泥晶灰岩,
具枕状构造玄武岩、具鲍马序列浊流沉积,结合火山
岩岩石化学所反映的构造属性初步探讨了研究区沉

积环境的演化,为青海南部巴塘群地层研究提供了基
础资料,提高了其研究程度。
2　剖面描述

本次工作中,新测制了两条三叠纪巴塘群剖面,
现将其列述如下。
2.1　青海省治多县采吾曲剖面

剖面位于研究区南部采吾曲(图 1),露头较好,
层序清楚。起点坐标为 Ｎ33°59′27″,Ｅ94°48′18″,Ｈ4
725ｍ,终点坐标为 Ｎ34°01′04″,Ｅ94°47′55″,Ｈ4720
ｍ,全长 3320ｍ。
　　通天河蛇绿混杂岩下岩组(ＣＰＴｔａ)　灰色厚层状变质细
粒岩屑石英砂岩与灰黑色薄层状炭质板岩互层

断　层

　
第 24卷　第 4期
2006年 8月

沉 积 学 报

ＡＣＴ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24　Ｎｏ.4
Ａｕｇ.2006

DOI ●牨牥.牨牬牥牪牱●j .cnki .cj xb.牪牥牥牰.牥牬.牥牥牳



1.第四系 2.曲果组 3.巴塘群 4.结扎群 5.巴颜喀拉山群 6.通天河蛇绿混杂岩带
7.闪长岩 8.二长花岗岩 9.剖面位置 10.缝合带边界断层 11.断层 12.不整合界线

图 1　剖面位置分布图
Ｆｉｇ.1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ｃｔｉｏｎ

三叠纪巴塘群(Ｔ3Ｂ)　　厚 >2087.96ｍ
上组(Ｔ3Ｂ3)　　　 厚 >84.25ｍ
28.青灰色中厚层状细粒石英砂岩,未见顶 >59.82ｍ
27.灰色中厚层状细粒岩屑砂岩夹灰黑色薄层状炭质粉砂岩,
砂岩中底层面多含砾,正粒层序层理、包卷层
理、平行层理发育,粉砂岩中沙纹层理、水平层理发育,该层具
鲍玛序列 14.67ｍ
26.灰色厚层状细粒岩屑砂岩与灰黑色薄层状粉砂岩、灰绿色
中层状(沉)凝灰岩互层,见硅质岩条带 9.76ｍ

整　合

中组(Ｔ3Ｂ2)　　　　　厚 >1459.65ｍ
上段(Ｔ3Ｂｃ2) 厚 >509.46ｍ
25.深灰色厚层状含生物屑泥晶灰岩,上部为浅灰色块状亮晶
生物屑砂屑灰岩,夹灰绿色薄层状安山质凝灰岩,水平层理发
育 94.06ｍ
24.浅灰色厚层状细晶白云岩,见零星铸模孔构造 74.32ｍ
23.深灰色中厚层状泥晶灰岩 >17.25ｍ
22.深灰色厚层状亮晶生物屑砾屑灰岩 >150.48ｍ
21.灰色中层状含燧石条带含生物屑灰岩,水平层理、沙纹层
理发育 123.35ｍ
中段(Ｔ3Ｂｂ2)　　　　　厚 732.86ｍ
20.灰色块状蚀变玄武质沉凝灰岩 64.33ｍ
19.灰色中层状生物屑泥晶灰岩,常见燧石条带 101.35ｍ
18.灰色块状水云母粘土岩 41.71ｍ

17.灰—灰绿色块状玄武岩夹中酸性晶屑玻屑凝灰岩,玄武岩
中零星见气孔构造 174.08ｍ
16.灰绿色块状玄武岩,下部枕状构造发育,少见气孔和杏仁
状构造 100.56ｍ
15.灰绿色枕状玄武岩夹碳酸盐化安山质火山角砾晶屑凝灰
岩 61.50ｍ
14.灰色块状碳酸盐化安山岩,气孔状、杏仁状构造极发育

60.94ｍ
13.灰、灰绿色块状中酸性凝灰岩 18.79ｍ
12.灰色块状玄武岩,杏仁状构造发育 79.60ｍ
11.灰绿色厚层状含凝灰质灰岩角砾岩 29.98ｍ
下段(Ｔ3Ｂａ2)　　　　　厚 217.33ｍ
10.灰色厚层状砾屑含生物屑泥晶灰岩夹泥晶灰岩 103.09ｍ
9.深灰色厚层状细晶灰岩夹细晶白云岩,见零星生物屑

114.24ｍ
整　合

下组(Ｔ3Ｂ1)　　　　厚 >544.06ｍ
8.紫红色薄层状粉砂岩、粉砂质泥岩夹暗红色厚层状细粒岩
屑砂岩 89.51ｍ
7.暗红—灰绿色厚层—块状钙质中粒长石石英砂岩夹暗红色
泥岩 86.05ｍ
6.暗红色中厚层状钙质粉砂质水云母粘土岩夹暗红色、灰绿
色厚层状细粒岩屑砂岩 63.61ｍ
5.灰绿色厚层状含砾细—中粒长石石英杂砂岩夹暗红色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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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含砾铁质泥质粉砂岩 101.07ｍ
4.暗红色块状细—中粒长石石英砂岩,底部含紫红色粉砂质
水云母粘土岩砾石,砾石长轴方向多平行于层面,中部层位夹
少量灰绿色厚层状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 34.96ｍ
3.暗红色薄层状含粉砂水云母粘土岩,偶夹暗红色中层状细
粒岩屑砂岩 28.01ｍ
2.暗红色夹灰绿色厚层状钙质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夹粉砂质泥
岩、蚀变玄武岩,底层面多含砾石 12.43ｍ
1.红色薄层状粉砂质泥岩夹灰绿色、暗红色中层状钙质细中
粒长石石英砂岩、弱绿泥石化、碳酸盐化玄武岩,未见底

>64.65ｍ
2.2　青海省治多县阿日群增涌剖面

剖面位于研究区西部,邻近治多县至索加乡的简
易公路,地层出露较好,但未见顶底,起点坐标为
Ｎ34°05′32″,Ｅ94°30′43″,Ｈ4747ｍ,终点坐标为 Ｎ34°
06′47″,Ｅ94°32′29″,Ｈ4885ｍ,全长 3600ｍ。该剖
面最早为青海省区调综合地质大队(1993)测制,本
次重新测制,并对地层单位重新划分。
三叠纪巴塘群(Ｔ3Ｂ)　　　厚 >2053.43ｍ
中组(Ｔ3Ｂ2) 厚 >1333.83ｍ
上段(Ｔ3Ｂｃ2) 厚 >200.00ｍ
19.浅灰—灰白色块状泥亮晶生物屑砂屑灰岩,未见顶

>200.00ｍ
中段(Ｔ3Ｂｂ2) 厚 728.68ｍ
18.灰—灰绿色中厚层状凝灰岩 113.58ｍ
17.深灰色厚层状含燧石结核微晶化泥晶灰岩 108.72ｍ
16.灰—灰绿色块状 —中厚层状中酸性凝灰岩下部夹中酸性
晶屑凝灰岩 337.33ｍ
15.灰绿色中层状中酸性晶屑凝灰岩 169.05ｍ
下段(Ｔ3Ｂａ2) 厚 395.15ｍ
14.深灰色厚层状砾屑砂屑灰岩与灰色中层状泥晶灰岩不等
厚互层,局部见灰色薄层状含泥质泥晶灰岩,产珊瑚 76.11ｍ
13.深灰色块状含生物屑砾屑泥晶灰岩 44.69ｍ
12.灰色薄层状泥岩夹深灰色中层状泥晶灰岩及少量的细粒
岩屑砂岩 78.85ｍ
11.灰色中层状微粉晶化泥晶砂屑灰岩,泥晶灰岩、泥晶粉屑
灰岩 195.50ｍ

整　合

下组(Ｔ3Ｂ1) 厚 >729.60ｍ
10.灰绿色暗红色中厚层状含水云母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平
行层理发育 114.31ｍ
9.暗红色厚层状细粒岩屑砂岩,间夹少量暗红色中层状弱细
晶白云石化含水云母岩屑石英粉砂岩 106.48ｍ
8.青灰色中厚层状含绿泥石含水云母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
夹粉砂岩 123.98ｍ
7.紫红色中层状粉砂岩夹细粒岩屑砂岩 51.81ｍ

6.紫红色厚层状含钙质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 24.37ｍ
5.紫红色厚层状含砾粗粒石英砂岩夹砾岩 22.70ｍ
4.紫灰—灰色厚层状含水云母石英岩质复成分中砾岩61.99ｍ
3.紫红色厚层状含水云母中粒长石石英杂砂岩、紫红色中厚
层状细粒岩屑砂岩、紫红色中层状粉砂岩不等厚互层136.58ｍ
2.紫灰色厚层状中粒长石石英砂岩夹粉砂岩,砂岩中板状斜
层理发育 30.05ｍ
1.紫红色薄层状泥岩夹含赤铁矿含水云母不等粒岩屑杂砂
岩,未见底 >57.35ｍ

3　巴塘群岩石组合与沉积相
根据实测剖面及野外路线调查,本文将研究区巴

塘群自下而上划分为下、中、上三个岩性组,中组进一
步划分为三个岩性段,其具体的岩石组合如下：

下组(Ｔ3Ｂ1)：　 >729.60ｍ
以上覆中组灰岩的出现为顶界划分标志。岩性

组合为灰绿色、暗红色中厚层状中细粒长石石英砂
岩、紫红色中厚层状细粒岩屑砂岩,间夹少量暗红色
中层状弱细晶白云石化岩屑石英粉砂岩,局部地区在
下部层位夹紫红色厚层状含砾粗粒石英砂岩、含水云
母石英岩质复成分中砾岩,在采吾曲等地下部夹少量
弱绿泥石化弱方解石化玄武岩。砂岩底部含紫红色
粉砂质水云母粘土质砾石,长轴方向多平行于层面,
颗粒分选性较差,矿物成熟度低,板状斜层理、平行层
理发育；粉砂岩中沙纹层理发育；玄武岩为斑状结构,
基质为间粒间隐结构,杏仁状构造,斑晶为拉长石、假
象辉石,基质为拉长石、绿帘石、绿泥石、方解石等,杏
仁充填物为沸石、方解石和绿泥石。

岩石组合显示该组为滨浅海相沉积。
中组(Ｔ3Ｂ2)：　　　　厚 >1634.61ｍ
以灰岩出现与消失作为底、顶界的划分标志,中

部以火山岩和火山凝灰岩为主,与下组呈整合接触,
据岩性组合特征可分为三段：

下段(Ｔ3Ｂａ2)　　　　厚 217.33～395.15ｍ
该段以灰岩的出现与消失为底、顶界的划分标

志,岩性为灰色厚层状砾屑砂屑灰岩、含生物屑泥晶
灰岩、泥晶灰岩夹细晶白云岩,生物屑为腹足屑、双壳
屑、棘皮屑、有孔虫、介形屑等,呈棱角状—次棱角
状—长条状,中部夹少量灰色薄层状泥岩、细粒岩屑
砂岩等。产腕足、珊瑚、海百合等①。

岩石组合显示该段为开阔台地—台地边缘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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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沉积。本次阿日群增涌剖面上新发现了一套具重
力流沉积特征的岩性组合：Ａ深灰色厚层状砾屑灰

岩—Ｂ深灰色中层状泥晶灰岩—Ｃ灰色薄层状含泥
质泥晶灰岩,有的层序上缺失含泥质泥晶灰岩层(图
2),该套组合进一步应证了该段属台地边缘斜坡相
沉积。

中段(Ｔ3Ｂｂ2)　　　厚 730ｍ

Ａ碎屑灰岩 Ｂ泥晶灰岩 Ｃ含泥质泥晶灰岩

图 2　重力流沉积相组合
Ｆｉｇ.2　Ｔｈｅｆａｃｉ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该段以火山岩或火山碎屑岩的出现与消失为底、
顶界的划分标志。岩性组合为灰色、灰绿色块状玄武
岩夹凝灰岩、碳酸盐化安山岩、玄武质火山角砾岩,玄
武岩斑晶为中长石、普通辉石和少量橄榄石,基质为
拉长石、单斜辉石、绿泥石、帘石等,斑状结构,枕状构
造、气孔和杏仁状构造发育,基质间粒结构,凝灰岩成
分复杂,计有中酸性晶屑玻屑凝灰岩、蚀变玄武质沉
凝灰岩、碳酸盐化安山质火山角砾晶屑凝灰岩等,在
上部夹少量灰色块状水云母粘土岩、灰色中层状生物
屑泥晶灰岩等。

在阿日群增涌等地以火山碎屑岩为主,岩性组合
为灰—灰绿色中厚层状中酸性(沉)凝灰岩夹少量深
灰色厚层状含燧石结核微晶化泥晶灰岩,晶屑成分为
石英、钾长石、奥 —钠长石,胶结物为微粒 —隐晶质长
英质矿物、绿帘石及绿泥石等,另见少量玻屑,成分为
钠 —奥长石等。

岩石组合显示该段为火山岛相沉积。
上段(Ｔ3Ｂｃ2)　　　厚 >509.46ｍ
该段以灰岩的出现与消失为底、顶界的划分标

志。下部为深灰色中厚层状泥晶灰岩、深灰色厚层状
亮晶生物屑砾屑灰岩、灰色中层状含燧石条带含生物
屑泥晶灰岩、浅灰色块状亮晶生物屑砂屑灰岩等夹少

量细晶白云岩和岩溶角砾岩；上部为灰色中厚层状亮

晶含生物屑砂屑灰岩,层间夹灰绿色薄层状安山质沉
玻屑凝灰岩等。该段中生物化石丰富,产腕足、珊瑚、
双壳、腹足、菊石、海百合等①。

岩石组合显示该段为火山岛边缘浅滩相和火山

岛间局限台地相沉积。
上组(Ｔ3Ｂ3)：　　　　厚 >84.25ｍ
以碎屑岩的出现作为底界划分标志,未见顶,见

于治多县采吾曲、吓俄贡玛、多彩等地,岩性为青灰色
中厚层状细粒石英砂岩、灰色中厚层状细粒岩屑砂岩
夹灰黑色薄层状炭质粉砂岩,砂岩发育粒序层理、平
行层理、包卷层理、沙纹层理等,发育鲍玛序列,与下
伏中组呈整合接触。

鲍玛序列为本次剖面测制过程中新识别出的沉

积构造组合,与理想的鲍玛序列相比,研究区内鲍玛
构造序列总体上分两类：其一由 ａ、ｂ、ｃ、ｄ段组成,缺
失 ｅ段；其二由 ｂ、ｃ、ｄ段组成,缺失 ａ、ｅ段(图 3)。
总体上显示该组为岛前深水斜坡相沉积。
4　生物群及地质时代

巴塘群的生物化石主要产于中组下段及中组上

段灰岩中,在下组目前尚未见化石。以腕足类、珊瑚
和双壳类为主,其它较为稀少,主要特征如下：

(1)腕足类 Ｒｈａｅｔｉｎｏｐｓｉｓ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ａｌｉｓ—Ｙｉｄｕｎｅｌｌａ
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ａ—Ｏｘｙｃｏｌｐｅｌｌａ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ｉ组合

据 1∶200000扎河幅区域地质调查资料,主要分
子有：Ｒｈａｅｔｉｎｏｐｓｉｓ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ａｌｉｓＣｈｉｎｇ,ＳｕｎｅｔＹｅ,Ｒ.
ｚａｄｏｅｎｓｉｓＣｈｉｎｇ,ＳｕｎｅｔＹｅ,Ａｒｃｏｓａｒｉｎａ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ａＣｈ-
ｉｎｇ,ＳｕｎｅｔＹｅ,Ｒｈａｅｔｉｎａ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Ｄａｇｙｓ,Ｏｘｙｃｏｌｐｅｌｌａ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ｉＤａｇｙｓ,Ｏ.ｅｌｏｎｇａｔａＣｈｉｎｇｅｔＦａｎｇ,“Ｏ.”ｚｈｉ-
ｄｏｅｎｓｉｓＳｕｎ,ＣｈｉｎｇｅｔＹｅ,ＫｏｎｉｎｃｋｉｎａｇｉｇａｎｔｅａＳｕｎ,
ＣｈｉｎｇｅｔＹｅ,Ａｍｐｈｉｃｌｉｎａｃｆ.ｕｎｇｕｌｉｎａ Ｂｉｔｔｎｅｒ,Ａ.
ｓｐ.,ꎿ Ｓａｃｏｔｈｙｒｉｓｓｐ.,Ｙｉｄｕｎｅｌｌａ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ａＣｈｉｎｇ,Ｓｕｎ
ｅｔＹｅ等。计有 5科 8属 12种(含未定种、相似种),
生物群分异度高,属种丰富,既有地方性属种,又有世
界广布性分子,尤其是多见特提斯区属种,可见该生
物组合应属于特提斯生物区系。

Ｓａｃｏｔｈｙｒｉｓ属,Ｙｉｄｕｎｅｌｌａ属为我国青、藏、川、滇一
带上三叠统最常见属。Ｙ.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ａＣｈｉｎｇ,Ｓｕ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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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青海省区调综合地质大队.1∶200000扎河幅(Ⅰ-46-17)、曲麻莱
县幅(Ⅰ-46-18)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地质部分).1993,30～35



图 3　浊积岩系中的鲍玛序列
Ｆｉｇ.3　ＴｈｅＢｏｕｍａ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ｓｅｒｉｅｓ

Ｙｅ首见于青海杂多县俄涌曲上游倒查纳赛、治多县
扎河以南的上三叠统结扎群,在四川巴塘县拉纳山的
上三叠统中部诺利期拉纳山组也有见及 [10]。Ｒ.ｐｅｎ-
ｔａｇｏｎａｌｉｓＣｈｉｎｇ,ＳｕｎｅｔＹｅ首见于青海杂多县着晓乡
班尕涌达日陇巴上三叠统结扎群 [10]。Ｏｘｙｃｏｌｐｅｌｌａ属
见于亚洲、欧洲晚三叠世地层,Ｏ.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ｉＤａｇｙｓ在
青海见于上三叠统结扎群,也见于西北高加索的诺利
阶,Ｏ.ｅｌｏｎｇａｔａＣｈｉｎｇｅｔＦａｎｇ,Ｏ.ｚｈｉｄｏｅｎｓｉｓＳｕｎ,Ｃｈ-
ｉｎｇｅｔＹｅ在青海见于上三叠统结扎群 [10]。Ｋｏｎｉｎｃｋｉ-
ｎａ为世界性广泛分布的分子,在青海见于结扎群中。
Ｋ.ｇｉｇａｎｔｅａＳｕｎ,ＣｈｉｎｇｅｔＹｅ首现于青海玉树县那龙
多东崇寺、西藏江达县玛曲郭伦多以东的上三叠统。
Ａｍｐｈｉｃｌｉｎａ属广泛见于亚洲、欧洲等地中至晚三叠
世,Ａ.ｃｆ.ｕｎｇｕｌｉｎａＢｉｔｔｎｅｒ在青海产于杂多县俄涌曲
复马窝上三叠统结扎群。Ａｃｏｓａｒｉｎａ属产于我国青海、
西藏晚三叠世诺利期地层中,Ａ.ｐｅｎｔａｇｏｎａＣｈｉｎｇ,
ＳｕｎｅｔＹｅ首现于西藏江达县字呷区上三叠统。
　　总体来看,研究区巴塘群腕足类生物组合以晚三
叠世诺利期分子相对较多,与南部的结扎群地层中有
诸多共同分子,表明二者地质时代相近。

(2)双壳类　与腕足类相比,属种相对较少,计
有：Ｐｔｅｒｉａａｎｇｕｓｔａ(Ｓａｕｒｉｎ),Ｃｈｌａｍｙｓｃｆ.ｄｅｓｉｄｅｒｉｉ
(Ｂｉｔｔｎｅｒ), Ｎｅｏｍｅｇａｌｏｄｏｎ (Ｎｅｏｍｅｇａｌｏｄｏｎ) ｂｏｅｃｋｈｉ

ｍａｅｒｑｕｅｎｓｉｓＣｈｅｎｅｔＺｈａｎｇ,Ｎ.(Ｎ.)ｃｆ.ｄａｍｅｓｉ
(Ｈｏｒｎｅｓ),Ｕｎｉｏｎｉｔｅｓｇｒｉｅｓｂａｃｈｉ(Ｂｉｔｔｎｅｒ)等。Ｐ.ａｎ-
ｇｕｓｔａ(Ｓａｕｒｉｎ),Ｃ.ｃｆ.ｄｅｓｉｄｅｒｉｉ(Ｂｉｔｔｎｅｒ),Ｎ.(Ｎ.)
ｂｏｅｃｋｈｉｍａｅｒｑｕｅｎｓｉｓＣｈｅｎｅｔＺｈａｎｇ,Ｎ.(Ｎ.)ｃｆ.ｄａｍｅ-
ｓｉ(Ｈｏｒｎｅｓ)在青海见于上三叠统结扎群。Ｕ.ｇｒｉｅｓｂａ-
ｃｈｉ(Ｂｉｔｔｎｅｒ)产于治多县治渠乡上三叠统巴颜喀拉山
群。我们在工作中采获 Ｈａｌｏｂｉａ。总体来看,研究区
的几个分子均见于上三叠统结扎群,反映了二者地质
时代应大体相当。

(3)珊瑚　见 3个种,分别为 Ｍｏｎｔｌｉｖａｌｔｉａｎｏｒｉｃａ
Ｆｒｅｎｃｈ,Ｔｈｅｃｏｓｍｉｌ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ｉａｏｅｔＬｉ,Ｐｉｎａｃ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ｃ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ｕｍＦｒｅｎｃｈ等；Ｐ.ｃ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ｕｍＦｒｅｎｃｈ,Ｔ.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ｉａｏｅｔＬｉ,Ｍ.ｎｏｒｉｃａＦｒｅｎｃｈ在青海见于上三
叠统结扎群地层中 [11]。

(4)其它　另见有腹足类 Ｚｙｇｏｐｌｅｕｒａ(Ａｌｌｏｃｏｓ-
ｍｉａ)ｃｆ.ｆ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Ａｓｓｍａｎｎ),Ｎｅｒｉｔａｒｉａｃｆ.ｉｎｖｏｌｕｔａ
Ｋｏｋｅｎ,Ｎ.ｓｐ.；菊石：Ｐａｒａｔｉｂｅｔｉｔｅｓｓｐ.等(我们在上组
中也采获菊石,无法鉴定)。菊石 Ｐａｒａｔｉｂｅｔｉｔｅｓ属西藏
菊石科,该科主要见于特提斯区,尤其是喜马拉雅地
区相当繁盛。一般认为,西藏菊石科虽然在卡尼期已
经出现,但其高峰期主要在诺利期,至诺利晚期开始
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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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区域对比
巴塘群沿金沙江缝合带南侧呈北西向带状分布,

西起牙哥曲,经多彩、治多、当江、结隆至巴塘地区,再
向南东延入藏东江达。巴塘群以北是出露宽达 50～
200ｋｍ的巴颜喀拉山群,其南则是分布广泛的结扎
群,巴塘群呈狭长断块状分布在二者之间 [12] (见图
1)。对于其地层序列划分存在较多争议,下面对研
究区及邻区几条剖面进行对比(图 4)。

巴塘群下组(Ｔ3Ｂ1)见于阿日群增涌、采吾曲、吓俄

贡玛、多彩等地,各地都未见底,与南部结扎群呈断层
接触,厚度变化较大,但岩性组合差别不大。巴塘群下
组在研究区厚 >729.60ｍ,为灰绿色、暗红色厚层状中
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细粒岩屑石英砂岩、粉砂岩及
少量的水云母粘土岩、玄武岩等。在西侧日阿玛康作
一带未见出露。在东南侧吓俄贡玛厚 >300ｍ,为灰色
厚层状中细粒石英砂岩夹薄层粉砂岩。在选层型剖面
上厚 >1348.6ｍ,为灰色厚层状中粗粒砂岩、细粒砂岩
夹黑色薄层状板岩。总体上表现出沉积中心位于研究
区中北部,沉积体呈楔状展布的特征。

1.砾岩 2.泥岩 3.粉砂质泥岩 4.粉砂岩 5.钙质粉砂岩 6.细砂岩 7.长石石英砂岩 8.岩屑砂岩 9.石英砂岩 10.泥晶灰岩 11.生物屑泥晶灰岩 12.
含燧石条带生物屑泥晶灰岩 13.含生物屑砾屑泥晶灰岩 14.含砾砂屑泥晶灰岩 15.细晶白云岩 16.白云岩 17.板岩 18.凝灰岩 19.玻屑凝灰岩
20.晶屑凝灰岩 21.安山岩 22.玄武岩 23.集块岩 24.粗安岩 25.火山角砾岩

图 4　青海南部晚三叠世巴塘群地层对比图
Ｆｉｇ.4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ｔ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Ｂａｔａｎｇｇｒｏｕｐ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Ｑｉｎｇｈ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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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塘群中组(Ｔ3Ｂ2)三个段岩性特征明显,区域
对比性好。

研究区下段厚 217.33～395.15ｍ,总体上是以
一套灰岩为主,而且出现具重力流沉积的砾屑灰岩,
其间夹有岩屑砂岩、泥岩,在采吾曲还见有细晶白云
岩。向阿日群增涌水体明显变深,以深灰色厚层状泥
晶生物屑灰岩、泥晶砂屑灰岩为主,夹少量的泥岩、岩
屑石英砂岩,灰岩中见重力流沉积。在西部曲柔尕卡
一带,灰岩中硅化较为强烈,其中以燧石最为常见,且
单层厚度明显变薄。在东部吓俄贡玛厚 529.97ｍ,
为一套灰—灰白色厚层结晶灰岩、生物屑泥晶灰岩夹
细粒长石石英砂岩,产双壳类。下段在层型剖面上厚
985.3ｍ,为灰色中厚层状灰岩,局部为竹叶状灰岩,
产珊瑚、双壳类及腕足类等。总体上看,下段从西往
东厚度明显增加,碳酸盐岩纯度提高,受陆源物质的
干扰减少。

巴塘群下组和巴塘群中组下段在垂向构成向上

变细的海侵序列,横向上地层厚度具有南薄北厚的特
征,北部厚度最大,地层厚度空间变化显示为楔状沉
积体,表明该沉积盆地为向北倾斜的不对称盆地,盆
地的沉积中心位于盆地的中北部前渊带,属典型的周
缘前陆盆地 [13～18]。

中段以火山岩为主,在采吾曲厚 732.86ｍ,以玄
武岩为主夹凝灰岩、碳酸盐化安山岩,玄武岩气孔状
构造、杏仁状构造极发育,局部层位可见枕状构造,底
部可见一层玄武质火山角砾岩,另见少量灰岩角砾,
表现出爆发—溢流的韵律特征。在阿日群增涌该段
厚 728.68ｍ,以凝灰岩为主,间夹少量灰岩,凝灰岩
→灰岩交替显示了爆发—沉积—间歇的韵律特征。
西部日阿玛康作该段厚度 >1223.05ｍ,可再分为两
段,下亚段以凝灰岩与灰岩的反复交替沉积为主,与
阿日群增涌相似,反映了火山活动频繁的爆发—沉
积—间歇特点,上亚段以火山集块岩、火山角砾岩、粗
安岩、钾玄岩为主夹少量的灰岩,岩石类型较复杂,显
示了爆发—间歇的韵律特征。在东部吓俄贡玛中段
厚 978.51ｍ,为一套深灰—灰色枕状杏仁状玄武岩、
灰绿色晶屑岩屑凝灰岩夹少量安山岩,显示了爆发—
溢流的韵律特征。东部多彩中段厚达 1719ｍ,火山
岩岩石类型主要为火山集块岩、玄武岩、安山岩、凝灰
岩夹少量硅质岩、灰岩,显示了爆发—溢流—沉积的
韵律特征。总之,该时期火山喷发强烈,具有多中心、
多期次特征。

上段以灰岩为主,各地岩性略有差异。在采吾曲

厚 >509.46ｍ,以生物屑灰岩为主,夹少量的白云岩、
岩溶角砾岩,近顶部夹少量沉凝灰岩。在阿日群增涌
厚 >200ｍ,以生物屑砂屑泥亮晶灰岩为主。在东部
吓俄贡玛厚 412.17ｍ,为一套灰—灰白色中厚层状
生物屑灰岩夹晶屑玻屑凝灰岩,产瓣腮类、头足类、腕
足类。东部多彩厚 1271ｍ,为灰色—灰白色泥晶灰
岩与灰—灰黑色板岩、细砂岩互层,灰岩厚度大,产菊
石和双壳类。该段横向上相对稳定,沉积厚度及岩石
类型明显受火山活动形成的地貌影响。

巴塘群上组(Ｔ3Ｂ3)在研究区内零星出露于阿日
群增涌及采吾曲上游,厚 >84.25ｍ,主体岩性为青灰
色中厚层状细粒石英砂岩、细粒岩屑砂岩、灰黑色薄
层状粉砂岩、粉砂质板岩,发育特征的鲍玛序列。该
组向西在吓俄贡玛厚 >1265ｍ,主体岩性差异不大,
仍以深灰色中厚层状细粒石英砂岩、深灰色薄层状粉
砂质页岩、粉砂质板岩为主。上组在选层型剖面上厚
>761ｍ,为灰色、灰绿色(含凝灰质)细砂岩、粉砂
岩、灰黑色泥质板岩。该段各地都不见顶,出露厚度
变化较大,但岩石类型相对单一。

巴塘群中组中、上段和巴塘群上组在垂向上构成
的碳酸盐岩夹火山岩—碳酸盐岩—碎屑岩建造,代表
了陆缘火山弧沉积序列,反映了研究区为大地构造背
景由周缘前陆盆地向陆缘火山弧转换 [14,17]。
6　构造演化与沉积环境

中生代羌塘前陆盆地位于青藏高原巨型造山带

内,夹于金沙江缝合带与澜沧江缝合带之间,由羌北
盆地(对应于金沙江缝合带)、羌南盆地(对应于班公
湖—怒江缝合带)和中央隆起带构成 [14～15],研究区
位于北羌塘盆地的北部边缘,经历了较为复杂的构造
演化历史。

巴塘群出露于北羌塘盆地的北缘,紧邻金沙江缝
合带南缘分布,其沉积环境明显受金沙江缝合带裂解
和闭合的制约 [13～15,17]。根据区域不整合界面、蛇绿
岩最小年龄、碰撞花岗岩年龄、构造层序、复理石年龄
等,判定金沙江缝合带初始碰撞时间为 240～223
Ｍａ,最终碰撞时间为 209～208Ｍａ[14],与此相应,研
究区巴塘群经历了以周缘前陆盆地、火山岛弧为特征
的晚三叠世地史阶段,形成了碎屑岩—碳酸盐岩夹火
山岩—碎屑岩的地层序列。

巴塘群下组沉积期即晚三叠世早期,随着金沙江
洋盆向南俯冲消减 [3,13～15],在仰冲板块羌塘陆块的
北侧,引起前陆地区岩石圈挠曲变形,产生区域性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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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14,16～21],研究区沉积了一套灰—紫红色厚层状复
成分中砾岩、紫红色厚层状含砾粗粒石英砂岩、暗红
色厚层状细粒长石石英砂岩、紫红色—灰绿色细粒岩
屑砂岩、粉砂岩、粉砂质泥岩碎屑岩建造,对应于阿日
群增涌剖面的 1～10层、采吾曲剖面的 1～8层,层型
剖面的 1～4层。岩石的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均
较低,砂岩中平行层理发育,显示近源和快速沉积特
点,代表了炎热、干旱条件下的滨浅海相沉积,应为金
沙江洋初始消减阶段的产物。

巴塘群中组下段沉积期即晚三叠世中期,随着俯
冲作用的进一步发展,前陆盆地水体加深,沉积了一
套灰色中厚层状泥晶灰岩、含生物屑泥晶灰岩、砾屑
砂屑灰岩、夹少量细晶白云岩、细粒岩屑砂岩碳酸盐
岩夹碎屑岩建造,对应于阿日群增涌剖面的 11～14
层、采吾曲剖面的 9～10层,层型剖面的 5～7层。该
段下部厚层状泥晶灰岩、中厚层状泥晶砂屑灰岩组
合,代表了横向分布相对稳定的开阔碳酸盐台地相沉
积；上部碎屑灰岩—泥晶灰岩—含泥质泥晶灰岩构成
的岩性组合显示典型的重力流沉积特征,碎屑由生物
屑、砾屑、砂屑组成砾屑砂屑呈次棱角—次圆状,生物
屑主要为双壳屑、棘皮屑、介形屑、有孔虫、腕足屑等,
分选性差,颗粒支撑,泥亮晶充填,生物群主要有双壳
类、腕足类、珊瑚类等,代表了碳酸盐台地斜坡相沉
积。生物时代属于晚三叠世诺利期,与金沙江缝合带
主碰撞期同龄 [14]。

巴塘群中组中段沉积期,随着碰撞造山作用的加
强,在主应力集中区形成火山岛弧喷发,此时北羌塘
盆地由周缘前陆盆地转换成弧后前陆盆地,而在新生
的岛弧及岛弧周缘沉积了一套厚度巨大的以火山角

砾岩、火山集块岩、钾玄岩、玄武岩、凝灰岩、粗安岩、
安山岩为主夹少量硅质岩、灰岩的组合,对应于阿日
群增涌剖面的 15～18层、采吾曲剖面的 11～20层,
层型剖面的 8～18层。火山岩岩石化学特征和稀土
元素配分特征均显示其为岛弧火山岩性质。该时期
火山喷发强烈,具有多中心、多期次特征,总体上呈链
状排列。因而在岛弧两侧或岛弧之间出现岛弧火山
喷发相、火山沉积相、岛前碳酸盐斜坡相、岛间碳酸盐
洼地相环境。因此,该段时期的沉积应为金沙江缝合
带主碰撞期盆地性质发生转换时的产物。

巴塘群中组上段沉积期,火山活动趋于平静,研
究区沉积了一套灰色中厚层状泥晶灰岩、含生物屑泥
晶灰岩、含生物屑砂屑灰岩、灰—灰白色块状泥亮晶
砂屑灰岩夹灰绿色薄层状凝灰岩、浅灰色厚层状细晶

白云岩,对应于阿日群增涌剖面的 19层、采吾曲剖面
的 21～25层,层型剖面的 19～22层。砂屑呈次棱
角—半圆状,生物屑为棘皮屑、双壳屑、介形屑、腹足
屑、有孔虫等。生物群主要有双壳类、腕足类、珊瑚
类、腹足类等,代表了以火山岛缘碳酸盐台地为主,夹
少量岛间局限碳酸盐洼地的沉积环境。该段时期的
沉积应为金沙江缝合带主碰撞期后相对平静时期的

产物。
巴塘群上组沉积期即晚三叠世晚期,前陆造山作

用进一步加强,盆地加深,海侵进一步扩大,研究区沉
积了一套灰色中厚层状细粒石英砂岩、细粒岩屑砂
岩、粉砂岩、粉砂质板岩,对应于采吾曲剖面的 26～
28层,层型剖面的 23～24层。砂岩中正粒序层理、
包卷层理、平行层理发育,粉砂岩中沙纹层理、水平层
理发育,该组在采吾曲剖面上见特征的鲍玛序列,代
表了岛前深水斜坡相沉积环境,从区域资料看,该组
总体上为半深海—浅海相沉积,应为金沙江缝合带最
终碰撞闭合冲断抬升的产物。

晚三叠世末期,强烈的印支运动使弧盆体系全面
隆升,并遭风化剥蚀,从而结束了研究区晚三叠世的
沉积演化历史。
7　结论

通过本次研究,初步获得以下认识和结论：
(1)青海南部治多西部巴塘群呈狭长带状分布

于巴颜喀拉山群和结扎群之间,虽各地岩性组合、地
层厚度、沉积环境略有差异,但区域上具有较好的对
比性,本文认为将其自下而上划分为下组碎屑岩、中
组碳酸盐岩夹火山岩和上组碎屑岩较为合理；

(2)巴塘群中组中采获腕足类、双壳类、腹足类、
珊瑚及菊石等生物化石,其生物组合以晚三叠世诺利
期分子相对较多,故巴塘群地质时代为晚三叠世卡尼
期—诺利期。且与南部的结扎群地层存在诸多共同
分子,表明二者地质时代相近；

(3)研究区夹于金沙江缝合带与澜沧江缝合带
之间,巴塘群紧邻金沙江缝合带南缘分布,其沉积环
境和盆地演化明显受金沙江洋俯冲、碰撞和闭合的制
约,研究区的构造演化与北侧的金沙江洋盆晚三叠世
的关闭和嗣后的碰撞具有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相关性,
是统一地球动力学过程的产物。随着金沙江洋的俯
冲—削减—碰撞—闭合,研究区经历了滨浅海相、开
阔碳酸盐台地相、岛弧火山喷发相、火山沉积相、岛前
碳酸盐斜坡相、岛间碳酸盐洼地相、岛间局限碳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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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地相、岛前深水斜坡相等沉积环境的演化。
致谢　本文是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空白区 1

∶250000区域地质调查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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