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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夏河县下卡加一完孕滩一带二要

系浊积岩及有关粗碎屑沉积物

左国朝 金松桥 朱伟元

( 甘肃省地 质局 地 质科学研究所 )

夏河县下卡加一完杂滩一带( 图 1)二叠系为一套上部由深灰色含灰岩巨砾的砂砾

岩
、

砾状砂岩
、

砂岩和板岩互层
,

下部为灰黑色 板岩所组成 的巨厚沉积岩系
。

该岩系沿

层面的剪切作用明显
,

通常组成一系 列紧闭褶皱
,

并发育有倒转向斜和背斜构造
。

长期来
,

对本区二叠系 中含灰岩 巨岩砾 的砂砾岩 的生成环境有不 同看法
,

曾有水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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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下卡加一完杂滩一带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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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和冰硅成因等说
。

比较系统研究的有冯益 民等 (8 9 1 0)
,

他们把含岩块 ( 灰质砾岩 )

砂砾岩 中化石混杂 现象看作是与板块俯冲带作用有关的混杂堆积
。

同时还将原定 的二叠

系改为中
、

下三叠统
。

由于西秦岭地区石炭系
、

二叠系和三叠系常有不少外来岩块夹于

正常沉积层之中
,

在岩块和砾石中出现了所谓
“

化石打架
” 现象

。

因此
,

查明这些粗碎屑

沉积物成 因
,

无论对层控矿产研究或恢复地壳演化史都具有重要 意 义
。

作 者 于 1 9 7 8一
19 8 3年曾数次赴西秦岭对上述有关层系的粗碎屑沉积物进行了实地考察

。

本文重点对下

卡加一完 佘滩一带二叠系沉积特征和构造环境进行讨论
。

一
、

本区浊积岩和粗碎屑岩基本特征

1 9 5 。年尸
.

H
.

库南和 C
.

I
.

米格利奥尼将浊流概念引进地质界
,

并用浊流来解释 亚

平 宁山脉北部的渐新统的递变杂砂岩的成 因
。

19 6 2年 A
·

布马建立了布马浊积岩摸 式 的

五个单位
。

R
.

G
.

沃克 ( 1 9 7 8 ) 进一步提 出海底扇沉积作用
、

相应岩相
、

海底扇形 态 和

沉积环境模式
。

许靖华 1 9 8 3年 g 月来兰州讲学
,

提出急滑坡沉积 ( lS u m p d e

oP
s it ) 模

式
。

作者根据上述各模式研究了本区二叠系浊积岩和粗碎屑沉积特征
。

表明分别属于深

水急滑坡层和浊流沉积
。

现将有关沉积特征类型分述如下
:

1
.

浊流沉积
a .

布马层序 在本区二叠系深灰色砂岩和板岩的韵律互层中
,

布马层 序 极 为 发

育
。

作者在麻隆沟肖庄昂南 ( 图 1 中
“ △ , 位置 ) 测得一组完整布马层序 ( 图 2 )

。

A

至 E段发育齐全
,

整个布马层序总厚度为 19
.

2厘米
,

A 段杂砂岩主要 由岩屑组成
,

表 现

了由粗向上变细的粒级层理组成
,

反映颗粒从悬浮状态的快速沉积作用
,

它占各段总厚

未未工乡万 \ , 〔〔
,,. : 二.’. 、 ,. 二:’ ,. 飞二: : : :飞,. ,...
产产产

_

、 恤元是块状粒级层 B单元是平行纹层状

C单元是 波状斜层理 D单元 由粉砂和 泥 质水平纹层

E单元是块状泥 质层

图 2 麻隆沟肖庄昂早二 . 世浊积岩的

布马层序

F i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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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1 / 3 弱
。

B段由砂岩和粉砂岩组成
,

具有平行纹层
。

C段由细砂与粉砂组成波状 交 错

公
。

B与 C段组构特征是颗粒在岩层上牵引作用形成的
。

D段厚度占各段总 厚 度 1 / 4

弱
,

由粉砂和泥质组成水平层
,

含有黄铁矿细晶
。

E段最薄
,

主要为无层理的泥岩沉积
.

多黄铁矿细晶
。

D和 E段代表了浊流的尾流中的还 原环境沉积
。

图版 I
, 1 是派 勒村附

近 的以发育 B
、

D
、

C
、

E 段的布马层序为薄层状浊积岩相
口

b
.

底面标志 本区浊积岩底面保留有水流冲刷印模标志
,

在每个布马层序八段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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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有明显的水流冲刷印模
,

一般以舌状 印模为多
,

其次为槽状印模
。

图版 I
, 2 为下

卡加南约 1 公里处二叠系砂岩底面 ( 地层倒转 ) 水流冲刷印模
,

冲刷模有明 显 分 叉 现

象
,

显示水流有分流现象
,

整个冲刷印模宽五米
,

呈带状展布
。

C
.

生物标志 图版 I
, 3为下卡加 向东去乌胡洒村约半公里 处 浊 积 岩 底 面 上

的蠕 虫 ( C h o u d r i比 S ) 的印模
。

爬痕平行层面
,

未钻孔
,

反映深水宁静环境
。

底面上还

可见到蠕虫爬痕受后期洋流作用所改造而留下的波痕
。

应该指出
,

很多浊流沉积印模标

志
,

被洋流作用所改造
,

形成细纹砂层板岩 的等深积 岩
。

在麻隆沟和依莫村 的含细砾砂

岩所夹的板岩中
,

常见有植物碎片呈残渣状产出
,

表明植物碎片受浊流作用多次搬运再

沉积的结果
。

2
.

急滑坡沉积
:

为水下的重力流
,

通常在水饱和情况下
,

20
“

坡度即可发育成急滑坡
,

其滑动 速 度

很快
,

每小时可达几百公里
。

滑坡层可以造成浊流 l )
。

图 3 和图版 I
, 4 为依莫至派勒

村间公路东旁的急滑坡沉积露头
,

由下而上可分为
:

a
.

含石英质砾岩的砂岩 在急滑坡层底部发育一套含石英质砾石的砂岩 (图版 I
,

4 一 C底部和图版 I
, 6一 A )

,

一般砾石直径较小
,

常小于 2厘米 ( 偶见有 10 厘 米 )
,

砾

石呈次滚圆状
,

成分多脉石英
,

石英岩
、

变砂岩等
。

砂岩基质为硅质岩屑组成
,

上述物

质组分显示物源来于大陆架河流三角洲砂砾沉积物
,

受重力流作用后
,

以急滑坡沉积形

式带来
。

. 翻公知落时

汉

气丫
,

A
.

薄层板岩 ( 大陆坡半浮游沉积物 ) B
.

断层角砾岩 C
。

含泥 砾砂岩

D
.

含少量泥 砾砂岩 E
.

细纹层砂岩 虚线为冲蚀面
。

f 19

图 3 依其村北砂哥岩急滑坡层索描图

S k e t e h o f s l u m p d e p o s i t s w i t h s a n d一 g r a v e l r o e k s

a t Y i m o v i l l a g e

b
.

含泥砾砂岩 位于含石英质砾石的砂岩层位之上
,

为一套含泥砾砂岩 (图版 I
,

4 一 C上部 ) 急滑坡层
,

泥岩砾石分选差
,

大小不一
。

图版 I
,

5 为派勒西北公 路 西 侧

的含泥砾砂岩急滑坡沉积
,

图中
: 、为泥岩的大岩块与石英质砾石砂岩 ( B ) 组成一个急滑

坡层
,

( C ) 属于下面一个急滑坡层上部的泥砾砂岩层
。

本岩石组合位于含石英质砾 石

1 ) 许靖华 1 9 8 3年 9 月兰州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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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之上是由于泥砾来 自于大陆坡半浮游沉积物
,

处于饱和水的状态
,

在滑入急滑坡沉

积过程中比重较轻
,

因此通常沉积在比重较大的含石英 质砾石砂岩之上
。

c .

纹理砂岩 它是 由浅灰褐色粉砂质条带呈平行纹理 ( 纹理宽一般 2 一 5 厘米 )

组构的砂岩组成 ( 图版 I
, 4一 E )

,

有时发育交错斜层理
,

显示急滑坡层进入了后期发 育

阶段
,

水流作用 减弱
,

己不能带动砾石搬运和沉积 的特点
。

在本岩石组合之上
,

为一套

以泥质为主的薄层板岩 ( 图版 I
,

4 F ) 组成
,

反映急滑坡层沉积后再一次被大陆坡半 浮

游沉积物所覆盖
。

3
.

环大陆架碎石堆
:

分布于由石炭纪一早二叠世所组成的碳酸盐大陆架边缘海底悬

崖的边缘地带
。

这些岩石组合是由于岩崩和重力引起的顺坡向下的大规模跌落而形
.

成的

环大陆架碎石堆或海底 山崩的堆积扇
。

上述碎屑堆广泛发育于麻当至桥沟一带的二叠系

上部
。

图版 I
,

7 为桥沟南 1 公里许的环大陆架碎石堆露 头
,

它们主要表现为由大小不

一的巨大灰岩岩块组成 的巨角砾岩
,

角砾岩块分选极差
,

多呈棱角状或长条块状
,

角砾

与岩块之间无基质
,

岩块直径最大可达 3一 4 米
。

4
.

灰岩质砾岩急滑坡层
:

本区二叠系上部岩系中广泛发育了由石炭纪一早二叠系所

组成的灰岩质砾岩急滑坡层
,

这些灰岩质砾岩来 自北侧环大陆架碎石堆受重 力 流 作 用

沿着大陆坡产生砾岩急滑坡层沉积
。

图版 I
, 8 表示下卡加 ( 2 4 3里程碑处 ) 由灰岩巨砾

组成的灰岩质砾岩急滑坡层
,

巨砾具有被滚动磨圆特征
,

它们是由含石炭纪和早二叠世

的艇科化石 的生物灰岩组成 ( A )
,

与下伏含砾泥岩 ( B ) 和板岩 ( C ) 呈 凹 凸 不平 的

冲蚀面接触关 系 ( 虚线表示 ) 倒转产状
。

这种现象在下卡加的德乌鲁河
、

麻隆沟和完杂

滩地 区广泛发育
。

二
、

急滑坡层及浊积岩生成时代及环境

由合作至兰州公路的依莫经下卡加到完朵滩所出露的二叠纪半深 海相急滑坡层
、

浊

积岩和大陆坡悬浮沉积物
,

根据甘肃省地质力学区调队 ( 1 9 7 7年 ) 在麻隆沟采得二叠纪

植物化石
:

C o la o i ct : s p
.

作者 ( 1 9 8 2 ) 在临潭新城大石山
,

相当本区大陆坡悬浮 沉

积物之下的浅海生物灰岩中采得 N oe
: h。 。 g 。 ; i 。 。 s p

.

K 。 。 。 。 l la s p
.

化石
,

故 本 区

急滑坡层
、

浊积岩和大陆坡半浮游沉积物时代为早二叠世无疑
。

其上部含灰岩质砾岩滑

坡层中的灰岩砾石除有石炭纪化石外
,

尚有早二叠世蜷科化石
,

时代暂归为晚二叠世
。

旱二叠世本区沉积盆地位于加里东褶皱带所组成 的陇西古陆 ( 临夏地区 ) 南侧
,

当

时在近古陆边缘的大陆架地区 ( 现已被三叠纪浊流沉积所覆盖 ) 表 现了大陆架浅海的碳

酸盐沉积环境
。

位于大陆架前缘的大陆架和深水盆地便是本区生成急滑坡层和浊流沉积

的有利场所
。

在急滑坡层沉积形成过程中
,

早期的大陆坡半浮游沉积物被冲刷和覆盖
,

由急滑坡层诱发起来的浊流可 以覆盖在深水沉积物之上 ( 图 4 一 A )
,

由于来 自不 同 期

和强弱不同的急滑坡层和浊流层相互叠覆
,

形成厚度巨大 由大陆坡半浮游沉积物
、

急滑

坡层和浊流层所组成 的复杂半深海沉积层
。

晚二叠世由于大陆坡南侧海盆继续下降
,

北

侧石石炭纪一早二叠世所组成的碳酸盐大陆架边缘海底悬崖形成
,

并发育了环大陆架碎

石堆
,

随着南侧海盆不断下降
,

环大陆架碎石堆又以重力流形式沿着大陆坡向下急速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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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三角洲
二泛 .5

二二丫一 -一一

一
一

海平面

一
墓赘诀遏尹坡

Kx火 父 浊流

K义 , 减

— 大陆架边缘未— 一 大陆坡 一一 一一卜涟 一一 海盆地

~

一一

一
一一

-

` 海底悬崖

一
海平面

一

一大陆架边缘
.

幸一
一一 大陆坡

一
~

一斗一 海盆地

图 4 A
,

再造的早二处世急滑坡与浊流形成示惫图 B
.

再造的

晚二 . 世环大陆架碎石堆
、

灰岩质砾岩急滑坡与浊流形成示意图

F 19
.

4 A
.

D i a g r a m m a t i
e e r o s s s e e t i

o n s o f t h e f o r m a t i o n o f

5 1 u
m P d e p o s

i t s a n d t u r b i d i t e s i
n E a r l y P e r m i

a n ;

B
.

D i a g r a m m a t i
e e r o s s s e e t i

o n s o f t h e f o r口 a t i o n o f

d e b r
i s p i l e s o f e

i m e u
m

e o n t i n e n t a l s l o p e , s l tt m P d e P o s i t s

w i t h t h e e o n g l o m e r a 土e o f l i m e s t o n e a n d t u r b i d i t e s

i
n L a t e P e r m i

a n

动
,

在大陆坡底部形成灰岩质砾岩急滑坡层 ( 图 4 一 B )
。

三
、

结束语

根据本区与邻区野外考察和有关资料分析表明
,

二叠纪在北带为大陆架 浅 海 区 沉

积
,

在邻区的临潭冶里关一带早二叠世为含雏和腕足的碳酸盐沉积便是例证
。

南带早二

叠世 为浅海礁相碳酸盐沉积 ( 出露于临潭新城大石 山地 区 )
,

而后下沉演化为大陆坡和深

海盆地
,

它们反映了早二叠世沉积盆地基底 的差异运动造成
。

这种差异运动表现了当时

西秦岭地区地壳活动处于拉张、 破裂~ 下沉阶段
。

经上述研究表明
,

本区二叠系粗碎屑

沉积物主要为大陆坡底部的急滑坡层
,

一部分为环大陆架碎石堆
。

作者提出这些沉积岩

系为大陆被动边缘上的沉积特征
,

这与俯冲带常呈 冲断岩席产出的破裂和剪碎 的岩石碎

块所组成 的混杂堆积 ( 入住 l a n g e ) 迥然有异
。

李继亮 ( 1 9 8 2 ) 列举了许靖华的混杂堆积

与滑塌堆积 ( 相当急滑坡层 ) 特征对比表
,

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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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3 8年4 月
,

李继亮
、

李育慈
、

陈应秦和陈海滋等同志曾与作者一 起赴野 外考察
,

同作者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

同年 9 月初许靖华教授亲 自来本区考察
,

并作了指导
,

文中

插图由张玉萍清绘
,

作者在此表示谢忧艺

( 收稿 日期 1 9 8 3年 9 月 1 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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