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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库车盆地第三纪形成的陆
一
海过渡

碳酸盐岩
’

宋 天 锐

( 中国 池贡科学院地质 研究所
,

北京 )

一
、

月lJ 舌

新疆的库车一拜城一阿克苏一带
,

广泛沉积中
、

新生代沉积
,

从沉积物组合
、

分布

范围等特点考虑
,

三叠系至下第三系的沉积基本是在天山山前拗陷范围内的盆地 中进行

的
,

特别是早第三纪时期
,

浅水盆地蒸发岩相更为明显
,

而至晚第三纪
,

边缘凹 陷的特

点才逐渐表现出来
,

因此
,

本文将这一范围仍称之为库车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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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库车盆地位皿及陆一海过渡碳酸盐岩出易的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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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车盆地范围内
,

三叠系
,

侏罗系和白至系 中均无海相沉积吸
,

只有下第三系 占

新统和始新统的下部出现含有海相化石的碳酸盐岩层
` ’ 。

海浸来 白塔吉克和费尔干那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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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大意曾在第 11 届国际沉积学会上 宣读

1 )其中最丰富的海相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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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当时那些地方为特提斯海的一部分
,

海水 由塔里木盆地西南缘邻近的阿来衣海峡贯

入
,

向北延伸至库车盆地
,

因此
,

库车盆地 的海侵是古特提斯海的一个
“
尾巴 ” 。

为什

么在晚白要世以前阿来衣峡谷未能形成海水通道
,

而在喜山区运动强烈活动之前
,

海峡

突然沟通 ?这个问题是需要从大地构造格局来分析
,

王鸿祯教授认为
:

在大的造山运动之

前
,

地壳可能产生
“
辗掩 ” ,

表 现在地壳上部可能发生水平的推挤力
,

也可能发生上下的错

动
。

阿来衣海峡
,

甚至沟通莎车拗陷和库车盆地的断裂带
,

也可能就是这种状况下生成 的
。

由于早第三纪海侵是远离特提斯海的
,

而且从海浸时间上来说也是短暂的
,

所以
,

由

于海浸而形成的碳酸盐岩被包围在一套陆相地层之 中
,

同时
,

从碳酸盐岩本身 的物质组

分
、

结构构造来看
,

也与我们熟知的正常海相碳酸盐岩不同
;
在物质组分中除了大量海

相生物碎屑外
,

还有相当多的陆源碎屑
; 在结构上表现为结构成熟度很低

;
在沉积构造

方面常见到近岸的痕迹 化石
、

波痕
、

石 膏质交代和蒸发岩矿的假晶等等
。

此外
,

在横 向

岩性剧烈变化
,

也是有别于正常海相碳酸盐岩的一个重要方面
。

由因干剖面 ( A ) 至巴

什基奇克剖面 ( G )
,

东西长 1 50 公里 的范围内
,

七个剖面点中碳酸盐岩具有各自不 同的

岩性特点
。

因此
,

有必要将这种陆
一
海过渡碳酸盐的形成条 件

、

分类和其本身的许多特征

做一讨论
。

二
、

库车盆地的地层

库车盆地的地层工作开展得很早
,

早在五十年代时期就曾经测制了不少地层剖面
,

新疆石油管理局在库车盆地的西部工作很深入
,

以喀拉苏河剖面 (也称库木格列木剖面 )

和巴什基哥克剖面等数条剖面为基础
,

建立了库车盆地的地层分层系统和命名方案
。

在

《 西北地区 区域地层表 ( 新疆维吾尔族 自治区分册 ) 》 一书中就采用了这一方案
,

由下

至上划分为
:

库木格列木群 ( E 一 2 )
、

苏维依组 ( N 一 E
。
)

、

吉迪克组 ( N { )
、

康特组

( K I ) 和库车组 ( 入
2
)

。

可以看出这一地层划分方案包含着若干跨统 的地 层单元
,

如

库木格列木群跨古新统和始新统
; 苏维依组跨渐新统和中新统

。

这是因为库木格列木剖

面中红色碎屑岩层 占优势
,

缺乏生物化石和微体化石
,

因此难于找到合理的地层划分依

据
。

1 9 7 8年至 1 9 7 9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原地质矿产研究所钾盐队和新疆地质局第八地质大

队
,

在库车盆地的西部地区共 同测制了一条更为理想的地层剖面
,

即小库孜拜剖面
,

这

一条剖面比库木格列木剖面的地层厚度大
、

出露较齐全
、

含海相层位多 ( 即陆
一
海过渡碳

酸盐岩层 )
、

抱子花粉和介形虫
、

有孔虫等微体化石较丰富
,

于是
,

以库车 盆 地 西 部

的小库孜拜剖面为主
,

参考塔拉克部面
,

建立了能 代表库车盆 地的地层划分 和 命 名 方

案
。

由下至上划分为
:

塔拉克组 ( E
,
)

、

小库孜拜组 ( 上
、

下 ) ( E孟)
、

E全)
、

阿瓦特

组 ( E
。
)

、

盐水沟组 ( N { )
、

康材组 ( N 爹) 和库车组 ( N
“
)

。

这些组的划分都与各统

的微体化石所代表的时代一致
,

并且在大套地暖上都有比较明显 的界线
。

因此
,

本文认

为库木格列木剖面只可代表库车盆地东部地区的地层特点
,

而小库孜拜部面不仅可代表

库车盆地西部的特点
,

而且也可以做为库车盆地 与其它地区进行区域地层对比的代表性

剖面 (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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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库车盆地两条代裹性剖面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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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库孜拜剖面地层较完整
、

厚度较大
、

海相层较发育
,

是因为第三纪特别是早第三

纪时期盆地沉降幅度较大
,

而且
,

来 自特提期海的海水是 由库车盆地西部向东部入侵引

起的
。

盆地的西部地区在地表出露许多盐岩背斜和盐丘
,

它们既有陆地蒸发形成的部分
,

也有海水蒸发咸化的部分
,

可称之为
“
混合盐湖

” 式沉积矿产
。

根据地表剖面
、

钻孔资料

和物探资料综合分析
,

笔者认为
:

在库车盆地西部地区广布小盐洼
,

呈分散孤立状
,

而

在拜城
一
察尔其一带可能有较集中的盐湖分布

,

并伸展至库车盆地 的东部地区 ( 图 3 )
。

三
、

陆一海过渡碳酸盐岩的分布

陆一
海过渡碳酸盐岩的分布西起因干东止巴什基奇克延展约 1 50 公里

,

其层位皆属于

下第三系古新统至始新统下部
。

通常由一层或二
、

三层直接与陆相的细碎屑岩和蒸发岩



3期 宋 天锐
:

折疆库车盆 地第三纪形成的陆
~

海过渡碳服盐军
5 l

海退 海进

云云云
仁仁户叮叮

...

介二二
二二工二习习

奚奚济聋蕊立拿拿
图 3库车盆地早第三纪理想沉积模式图 (A

、

召
、

C
、

D
、

E
、

F
、

G为剖面点 )

F1 9
.

3I de a li
e z dm o de lo fE a r l丁 Te r tia r丁 s e di m e n ts o K fuqa Ba、 i n

构成互层
。

古新统底部的一层碳酸盐岩一般直接与洪积扇
一冲积相砂

一
砾岩

、

砾岩过渡
,

特别在库车盆地东
、

西两边的剖面 ( A
、

F和 G ) 中
,

这种直接过渡的现象十分 截 然
;

现分别列述如下 ( 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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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库车盆地下第三系陆
一

海过渡碳酸盆岩分布及在剖面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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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位于库车盆地早第三纪沉积区西部边缘
.

陆
一
海过渡碳酸盐岩出现在

柯坪断块 隆起区与塔里木盆地西界的交界处
。

岩层走向近南北
.

倾向偏 东
,

指向塔里术

盆地内部 ( 图版 I
, 1 )

。

剖面第 三系主要由红 色
、

棕 色陆相洪积扇粗碎屑岩构成
,

中以砂
一
砾岩和砾岩的互层

为主
。

其中夹一层约 2 米厚的陆
一海过渡碳酸盐岩

,

直接夹在砂
一砾岩和砾岩之中

,

居于

下第三系碎屑岩层的下部层位
:

下第三系砂砾岩层以侵蚀接触关系覆盖于二叠系的碎屑

岩之上
,

因此
,

有时分界处不易讲认 ( 图版 1
.

2 )
。

碳酸盐岩层的顶底面十 分平整
,

含有极其丰扁的海相腹足类
、

瓣鳃类
、

介形虫和有

孔虫化石
。

沿该层走向观察
.

可以看到由生物介壳石灰岩逐渐变为鲡状石灰岩或葡萄状结

构的石灰岩
,

并可看到局部含砂量增高的现象
,

反映了岩石沉积时期横向的微相变化急

剧
,

说明碳酸盐岩系陆
一 海过渡的形成环境

。

在鲡状石灰岩和葡萄状石灰岩的核 心中
,

常可见到生物壳屑
,

有时甚至可见到有孔

虫做为鲡粒的内核 ( 图版 I
, 3 ) ;

缅粒大部分为真鲡
,

鲡层十分发育
,

多达 10 一 30 层
。

在被稠密的鲡层包裹的介壳或壳屑 内
,

局部常出现蛋 白石一玉髓等硅质物交代碳酸盐壳

层 的现象
。

在胶结物中
,

碎屑石英粒十分普遍
,

用扫描电镜对石英粒进行表面观察后
,

发现大多数砂粒具有
“
V ” 型撞击坑

,

反映了再搬运沉积的特点
,

部分石英粒还具风 成

砂的表面构造
。

上述特征反映
,

其沉积环境是属于一种盆地边缘的动荡浅水
。

塔拉克剖面 B
:

位于阿克苏以北
,

处于库车盆地沿天山的西缘
。

到目前为止
.

还没有在塔拉克剖面以西发现下第三系的碳酸盐岩
:

陆
一

海过渡碳酸盐岩位于第三 系 古

新统的下部
,

接近底砾岩
。

在一段一百余米 的地层厚度之内
,

出现两层生物介壳石灰岩

层
,

单层厚度可达五米
,

其中海相腹足类和瓣鳃类丰富
。

在两层碳酸盐岩层之间
,

夹有

陆相的灰绿色
、

紫红色石膏质粉砂岩和石膏岩的透镜体
。

在上层石灰岩中
,

有强烈的石

膏交代现象
,

局部也可成为白云岩化石灰岩
,

而且
.

石膏也可局部交代钙质壳生物化石
。

剖面中
,

有许多广泛分布的石膏结核
,

既可 出现于石灰岩层之间
,

也可出现于上层

石灰岩之上
,

结核形状极不规则
.

具有干缩裂口
,

可做为浅水蒸发环境的标志
。

由于该剖面中碳酸盐岩是与一套浅水的粉砂岩
、

泥岩和石膏岩组合在一起 的
,

因此
.

推断该剖面中之碳酸盐岩系形成于浅滩一滨海环境
,

石膏交 代现象则是向潮上盐洼环境

转变的证据
。

小铁列剖面 C
:

位于塔拉克剖面以东十几公里处
,

总的看来也是 两套碳酸盐岩 与

陆相蒸发岩
、

碎屑岩互层 ; 下部一套包括两个分层
,

总计厚度近 10 米
; 上部一套有二至

三个分层
,

单层厚度一般不到一米
,

但横 向延续性较稳定
。

下部一套碳酸盐岩主要是白

云岩化或石膏化的生物介壳石灰岩
,

含有较多的双瓣类化石及海相腹足类化石
。

上部一

套 的几个分层则具有含砂量多的特 点
.

局部可称之为石灰质粉砂岩
,

但是其中仍可见到数

量很多的海相腹足类化石 其
`
{
“
有一薄层碳酸盐岩为团粒状石灰石

,

含有极小的螺化石
,

薄片 中见到壳体内还包裹着小的团粒
.

似乎说明团粒系腹足类生物排泄之产物 ( 图版 1
.

剖面下部一套碳酸盐岩具有 白云岩化
、

石膏化现象
,

而上部一套则普遍具硅化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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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见到整个化石壳体全被蛋白石置换
。

小铁列剖面中的上
、

下两套碳酸盐岩虽然岩性迥异
,

但就上述主要标志来看
,

都是

属于浅滩一滨海的沉积环境
,

而上部一套更接近岸侧一边
。

小库孜拜剖面 O
:

此剖面是库车盆地内第三系发育最全的一个剖面
,

也是盆 地

西部一个典型代表剖面 ( 图 2 )
。

古新统至中新统累计厚约 2 0 0 0多米
,

是盆地第三系实

测厚度最大的剖面
。

它的第三系各组
、

段 的划分标志比较明显
,

古生物和岩性的分层依

据基本上是符合的
。

新疆地质局第八地质大队在该地曾钻两井
,

所取得的井 下 资 料 表

明
:

地表所见到的红色细碎屑岩段 ( 粉砂岩
、

粉砂质泥灰岩 ) 可以急剧地相变为 巨厚盐

岩层
,

说明库车盆地的西部古盐洼区较发育
。

小库孜拜剖面中包含上下两套陆
一
海过渡碳酸盐岩

,

局部在其间出现泥灰岩薄夹层和透

镜体
。

岩石中除富含海相生物化石外
,

陆源砂质
、

泥质可 占较大比例
,

有时含砂量可达

30 %
。

当碳酸盐岩在地表风化
、

淋滤后
,

形如炉渣状
,

当地称之为
“
炉渣灰岩

” 。

古新统 中的碳酸盐岩即下层
,

是白云岩化的生物介壳石灰岩
,

含大量海相瓣鳃和腹足

类化石
。

石 灰岩中含陆源碎屑石英砂很多
。

灰岩表面常可见直径约 1厘米的虫掘穴痕迹

化石 ( 图版 I
, 1 )

。

这种虫孔一般都垂直层面
,

在层面之下可出现小角度弯曲
,

反映

潮间带生物掘穴活动的特点
。

在这层碳酸 盐 岩 层 之上
,

覆盖着石膏质粉砂质泥岩
,

层

面有石盐假晶分布
,

有的假晶外形具漏斗状叠置构造 ( 图版 I
,

1 )
,

反映了在碳酸盐

岩形成之后
,

转变为潮上盐洼带时具有稳定蒸发的浅水环境
。

这一套含石盐假晶的红色

细碎屑地层
,

在相邻约 2 00 米处
,

相变为 巨厚盐岩层
。

本剖面上层碳酸盐岩岩性有较大变化
。

岩性为暗绿色含丰富腹足类化石的生物介壳

灰岩
。

生物介壳保存完好
,

岩石致密而多有机质及黄铁矿晶体
。

虽然局部出现白云岩化
,

但从总体来看仍属潮下带沉积物
。

包孜东剖面 E
:

包孜东剖面在小库孜拜剖面以东约 2 公里
,

但岩性发生了巨 大

的变化
。

相 当于小库孜拜剖面中下部一套碳酸盐岩的地层
,

未见到含海相化石的介壳石

灰岩
,

而代之以数十层无化石的薄层状白云岩 ( 图版 I
,

3 )
,

白云岩 以小于 。
.

01 毫米

的泥晶为主
,

有鸟眼和干缩纹构造
。

此剖面 的中部一段
,

存在一连 串的盐丘
,

在断续分布 的盐丘顶部
,

保留一些含丰富

海相腹足类
、

瓣鳃类化石 的石膏岩
,

成为所谓
“
石膏帽

”
构造

。

从碳酸盐岩被石膏交代

后的残余结构
、

构造来看
,

这一层岩石相当于小库孜拜剖面中下部一套碳酸盐岩的上部

分层
。

此剖面的上层碳酸盐岩夹在巨厚的盐岩层 中 ( 图版 I
, 4 )

,

这种现象在国内
、

外

地质资料中极其罕见
。

这层碳酸盐岩几乎全部 由个体甚小 ( 2一 5 毫米 ) 的腹足类小螺

化石组成
、

其胶结物已 白云岩化
,

但化石本身仍然是碳酸钙
。

因此
,

估计这些生物是由

于海水携带着这些生物涌进潮上带的盐湖中淹死的
,

所以可视为
“
死

” 化石
。

这一层厚

约一米左右 的白云岩化生物介壳石灰岩
,

在盐岩层内断续出现豆芙状
。

本层碳酸盐岩相

与小库孜拜的上层碳酸盐岩相当
。

在 巨厚的盐岩层节理上
,

可以见到三种砾石一 泥岩砾石
、

石膏岩砾石 和 盐岩 砾

石
。

盐岩的砾石浑圆而排列有序
,

反映在干盐湖沉积阶段
,

早期形成盐岩可以受冲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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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砾石进入晚期形成的盐湖盆地 中沉积
,

这种 现象也极不常见
。

库木格列剖面 「 :

本剖面是盆地东部的第三系典型剖面 ( 参看图 2 )
。

岩系 以

红色碎屑岩为主
,

陆
一海过渡碳酸盐岩位于下第三系底砾岩之上

,

其中含有大量海相腹足

类和瓣鳃类化石
。

剖面中碳酸盐岩厚度不到一米
。

有时可分为两薄层
,

反映出横向延展

不稳定的特点
。

值得注意的是在碳酸盐岩层之底部
,

岩性渐变为砾石质介壳石灰岩或介

壳砾岩
,

虽然其中的砾石全部都是磨圆度很好的石英岩
,

但腹足类螺化石的排列方向却

与大多数砾石 扁平方向保持一致
,

基本上表 现了既受陆地来的定向水流影响
,

又受到海

水潮汐往复水流 的影响 这套底砾岩的总厚度超过 10 米
,

只在砾岩的顶部含大量海相动

物化石
。

笔者在实体显微镜下研究了多数腹足类化石个体的内部构造
,

发现许多螺壳体 内均

被方铅矿充填
,

有的甚至交代了壳体的外壁
,

有 的方铅矿充填于杂基之间
。

一般看到在

壳体内的方铅矿呈与壳壁弯曲面一致的环状 生长
。

可见生物壳体 内有机残留物促进了硫

化铅的沉淀
,

这种由于生物因素导致硫化矿物矿化的现象
,

在第三纪形成 的碳酸岩 中也

是少见的
。

笔者对方铅矿取样进行电子扫描
,

发 现方铅矿表面存在许多球状小点 ( 图版

I
, 5 上 )

,

这些小圆点放大以后成为瘤状外形 ( 图版 l
, 5 下 )

,

经南京古生物研究所

有关专家鉴定可能属于疑源类
一瘤面球藻属 ( ? ) ( 犷er ur o os P h a e r 。 ( ? ) )

。

从这一

层陆
一
海过渡碳酸盐岩所形成 的环境分析来看

,

藻类的出现是完全可能的
。

至于其 中铅成

分的来源 问题值得探讨
。

巴什基奇克剖面 G
:

这是库车盆地最东端 的含有碳酸盐岩的剖 面
,

虽 然 整 个

剖面几乎全是由红色
、

棕色等粗
、

细碎屑岩构成
,

但剖面的底部仍可见到相当于盆地西

部碳酸盐岩下层位的角砾状石灰岩
,

厚度约一米
。

角砾之间由方解石胶结
,

系 原地石灰

质角砾岩
。

其中未见到任何海相化石或其碎片
,

但在显微镜下观察薄片时
.

可见到 吼斑

点状及团絮状的隐藻
。

在石灰质角砾岩之上
,

覆盖着红色的砂岩
、

粉砂岩层
,

局部为砾状砂岩
,

并夹石膏

薄层
,

反映一种浅滩一滨海边缘至潮上带的沉积环境
。

四
、

陆一海过渡碳酸盐岩的分类及沉积模式

库车盆地下第三系中包含的陆
一海过渡碳酸盐岩是一种特殊的岩石类型 类似的碳酸

盐岩在其它地区和时代也存在
,

如山东
、

苏北的下第三系和广东第三系饰心组 以及西藏

阿里地区的二叠系中
。

陆
一海过渡碳酸盐岩与正常碳酸盐岩的主要差别就是其中包含 的杂质多

.

陆源的或火

山的碎屑都可能出现
,

有时占有相 当多的比例
。

由于岩石是陆
一海过渡成因的

.

所以
,

有

时其中可出现相当多的海相生物介壳或壳屑
,

如在剖面因干
、

塔拉克
、

小铁列中所见
,

但有时也可能很少存在海相生物壳屑
,

如包孜东剖面下部和巴什基奇克剖面中的碳酸盐

岩
。

因此
,

按照库车盆地下第三系的陆
一海过渡的碳酸盐岩特点

,

讨论这一类岩石的分类

和沉积模式
。

1
.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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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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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过渡碳酸盐岩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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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 解石

、

白云 石 ) 胶结物 以 及涅 贡充填物 ; 颗 粒包括 内碎 叫
、

生物介 壳或壳屑
、

团粒
、

鲡粒或陆源碎屑物 等
。

考虑到一般正常碳酸盐岩的分类原贝lJ
,

以及陆
一

海过渡碳酸盐岩本身所具有的 特 殊

性
,

按照粒度
、

粒
一

基比
、

结构等特征确定岩石的主要名称
,

同时
,

按照生物介壳或壳屑

的种类及含量
,

陆源碎屑的种类及含量
,

交 代物质及程度以及火山物质的种类和数量确

定岩石的附加名称
。

二者相加即可构成陆
一海过渡碳酸盐岩的正式分类名称 ( 表 1 )

。

2
.

沉积模式

陆
一

海过渡碳酸盐岩在产状上是直接与陆相粗
、

细碎屑岩或蒸发岩过渡
; 在岩性上显

示其造岩成分的多样性和易变性
;
在沉积构造结构上

,

多数情况下反映了浅水的和近岸

的环境
。

虽然其中也有鲡状
、

团粒石灰岩
,

但其中所包含 的化石种类和交代作用有其本身

的特色
。

因此
,

库车盆地 中早第三纪形成的陆
一
海过渡碳酸盐岩既不 同于国内

、

外古生代

及中生代的大套海相岩石
,

也不 同于晚前寒武纪形成的碳酸盐岩
。

综上所述
,

可以将库车盆地的陆
一海过渡碳酸盐岩归纳为六种主要 的沉积模 式 ( 图

5 )
。

( a )振荡浅水模式 库车盆地的西端 因干一带的剖面中
,

在砂一砾岩粗碎属岩中 夹

有鲡状灰岩是振荡浅水模式的证据
。

鲡状灰岩直接沉积在陆相的红
、

棕色砂砾岩层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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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振荡浅海 ( b)浅滩一 滨海 (潮间一潮上带 );

c ()潮下带 ( d)海水回 流 (至潮上带 )e ()海泛

(至潮上带 ) () f冲刷一潮汐
。

图 5库车盆地陆
一

海过渡碳酸盐岩的沉积模式

F1 9
.

5S e dim e n ta rym o de ls o f te e r rs t r
i

a l一m a r
i

ne t ra ns
i tio na le a r bo a n te ro e ks

i
nKu q a

Bs ai n : (a )o s e
i l la to rys ha l lo

w
s e; a () bs ho a l一 li t to ra la re a ( ti da l f la t一 s u p ra-

tio a n l zo e n); (e )s u b ti da l zo ne; ) ( ds e a f lu a x n de r f lu x ( to s u p ra ti da l

:o e n); (e )s e a f lo o di
ng ( to s u p ra ti da l zo ne ); (e )a l lu vi a l一 ti da l

又被 同一类型的陆相碎屑岩层覆盖
,

都说明碳酸盐岩形成时的浅水性质
。

鲡粒全都是真

鲡反映了振荡浅水 的水动力条件
。

( b) 浅滩一滨海 ( 潮间一潮上带 ) 模式 浅滩
一
滨海模式的成因特点主要反映在小库

孜拜剖面的下部砂屑生物灰岩和小铁列剖面上部的粉砂质生物介壳灰岩和团粒灰岩中
。

岩石具有垂直层面的虫钻孔
,

富含陆源碎屑等都说明潮间带沉积特点
。

具波痕
、

石膏交

代
、

石盐假晶等等都说明潮上
、

萨布哈带的特点
。

塔拉克剖面的碳酸盐岩也具有类似的

特征
。

至于巴什基奇克剖面出现的隐藻
、

藻屑灰质角砾岩
,

也应属于这一模式
。

( c) 潮下带模式 代表这一沉积模式的是小库孜拜剖面的上层碳酸盐岩
,

它以富含

有机质 黑灰绿色生物介壳石灰岩为特征
,

其中有较多的分散 的黄铁矿晶体
,

反映封闭一

半封闭的还原环境
。

也是一种潮下滞水带常有 的特点
。

( d) 海水 回流 ( 包括潮上带 ) 模式 包孜东剖面下部一套薄层白云岩
,

未见 生 物

壳屑和微体化石
,

具鸟眼构造及干裂收缩构造等
,

均说明这一套白云岩具有潮上带沉积

特征
。

白云岩化作用的发生
,

可能由于干旱气候条件下
,

海水回流带来高M g 牛 +

含 量 的

海水引起的
。

( e )海水泛滥 ( 包括潮上盐洼带 ) 模式 这一模式的代表剖面是包孜东剖面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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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上部
,

以石膏化白云岩夹在巨厚盐岩层 内的白云岩化生物介壳灰岩等为特征
。

石膏

和盐岩都应是潮上盐洼 ( 萨布哈 ) 带中形成 的
,

当在特定条件下 (大潮或海啸到来时 )
,

大批海生动物涌到潮上盐洼带中
,

因有盐化度很高的卤水
,

不适宜生物生存
,

生物大批

死亡并堆积为硫酸盐岩并逐渐产生白云岩化
。

( f) 冲剧一潮汐模式 代表这一沉积模式的是喀拉苏河剖面底部的砾石质生物介 壳 灰

岩
,

其中的浑圆状石英岩砾岩反映河 口 一
滨岸带冲刷作用的产物

,

海生的腹足类螺化石壳

体双向排列
,

反映海水潮汐作用往复水动力条件 的影响
。

这种碳酸盐岩中表现出的铅矿

化交代作用
,

既反映陆源含矿碎屑物的海解及矿化
,

又反映海生动物内的有机质及藻类

对硫化铅的沉淀起到了生物化学的促进作用
。

作者深为感谢叶连俊
、

杨遵义教授和沙庆安 副研究员审阅本稿
; 并 感谢新疆地质局

第八地质大队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犷 祈钾盐队共同一起工作过的同志
,

他们 曾协助进行

野 外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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