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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克兹扬鲁克一带泥盆系

沉积岩特征及其沉积环境
①

王东安 陈瑞君
(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

北京 1 0 0 0 2 9)

提 要 在西昆仑北带沉积区 中
,

泥盆系沉积是该区古生代最早的沉积层
,

它超覆在中上元古代沉

积层之上
。

在莫木克以南克兹扬鲁克一带
,

泥盆纪中上段地层发育较好
,

颇有代表性
。

这套沉积层根据岩石

组合分为上下两段
,

下段是一套富含凝灰质的碎屑岩一碳酸盐岩建造
。

具有重力流的沉积特点
。

上段是一套

陆屑砂砾岩一杂砂岩建造
,

属于滨海海滩相
、

滨海近岸三角洲相
、

河流相沉积
。

关扭词 西昆仑 泥盆系 沉积岩特征 沉积环境 克兹扬鲁克

第一作者简介 王东安 男 57 岁 副研究员 沉积学

引 言

根据西 昆仑地质发展 的历史
,

以及近

年对该区沉积岩考察和研 究的结果
,

参照

有关划分地体的界线
`的 ,

我们把西 昆仑分

为与地体位置相应的两个沉积区
,

即以苏

巴什 一库地一奥依塔格缝合带为界
,

以南

为西昆仑南带沉积区
,

以北为西昆仑北带

沉积区
。

新疆叶城县克兹扬鲁克一带泥盆

系中上段沉积层
,

属于北带沉积区 ( 图 1 )
。

西昆仑北带沉积 区中
,

广泛出露一套

以碎屑岩为主的泥盆系沉积层
,

它可能是

该区古生代以来最早的沉积
,

直接超覆在

中上元古代地层之上 (新疆地质矿产局第

二地质大 队
,

一9 5 5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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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克兹扬鲁克剖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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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套较厚的沉积层开始
,

又连续沉积极为稳定的浅海砂岩一碳酸盐岩层
,

直到二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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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它们不但真实地记录 了该区的沉积岩序列和系列特征
,

沉积相环境变迁
,

而且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该地体演化的历史
。

其 中厚度在 I OO0 m 以上的泥盆系沉积层的性质和沉积环

境
,

关系到加里东运动对该区影响程度
,

对探讨西昆仑北地体的形成和演化也有一定意义
。

对泥盆系这套沉积层
,

新疆地质矿产局第二地质大队结合区测工作
,

积累了不少资料
,

发现以浅海碎屑岩夹碳酸盐岩为主巨厚 的中
、

下泥盆统①
,

其中灰岩中含有 物
明肋和帕 sP

.

(通 孔珊瑚 )
,

已如勿产冲口 sP
.

(被孔珊瑚 )
,

及痴鲜
℃神以哪

.

sP
.

(笛管珊瑚 )
,

众砷曲耀 sP
.

(双锥珊

瑚 )
,

物朋。户娜勿阴 sP
.

(通孔珊瑚 )和 价欲`神笋例饥 sP
.

(短壁珊瑚 )等化石群
。

但不足的是从沉积

学方面一直缺乏系统地研究
。

为了弥补这方面的工作
,

作者从喀拉斯坦河中游
、

叶城县莫木

克以南克兹扬鲁克一带的泥盆系剖面为代表
,

从岩性特征
、

岩石类型组合
、

沉积结构构造特

征和沉积环境等方面进行一些研究和讨论
。

1 岩性特征和岩类组合

在克兹扬鲁克一带
,

泥盆系沉积层出露较好
,

在喀拉斯坦河两岸广为分布
,

呈南东东~

北西方向延展
,

其中以泥盆系中上段发育最好
,

颇具有代表性 (图 2 )
。

根据岩性特征和岩类

组合
,

从沉积序列上可以分为上下两段
,

属于两个不同的沉积建造类型
,

下段是富含凝灰质

碎屑岩一碳酸盐岩建造
; 上段为陆源砂砾岩一杂砂岩建造

。

从岩性上 比较
,

它们分别相当于

西部的阿尔他西群和奇自拉夫群
,

在岩类组合
,

岩性变化
,

沉积结构和构造标志上都有明显

差别
。

1
.

1 下段岩石类型和岩性特点

( 1) 凝灰质杂砂岩 多数为中层 一薄层状
,

呈灰绿色
,

以中细粒火山碎屑为主
,

常与

凝灰质层状页岩成交互层出现
,

岩屑成分极为复杂
,

多数是蚀变比较历害
,

加上次生变化
,

有

些颗粒轮廓变得不清楚的火山岩
、

凝灰岩
、

变质岩
、

粉砂岩
、

细屑岩等等
。

一般岩屑含量占

5 0 %一 7 0 %
,

其次为石英
、

长石
。

岩石中碎屑粒径 0
.

Z m m ~ 0
.

4 m m
,

分选中等
,

磨圆度差别

很大
,

有些呈次圆一次棱状
,

也见到石英颗粒呈尖棱角状
,

长石呈板状
、

板条状
,

杂基含量较

少
,

杂基中的凝灰质隐晶状石英
,

雏晶状长石和粘土质的鳞片状云母沿碎屑边缘次生长大
。

( 2) 含石英细屑凝灰质页岩 呈中层
、

薄层
,

主要含有粉砂级的细屑及凝灰质沉积

物
,

有些具有清晰的纹层状构造
,

常常与粉砂质页岩互层
。

由于粗细颗粒呈相间条带状分布
,

故微细纹层构造明显
,

所含的粉砂细屑多为石英
,

多数凝灰质变成雏晶状长石
,

玉髓状石英

和粘土质的鳞片状水云母
,

由于次生变化
,

其颗粒边界不清楚
。

( 3) 砾岩 分布在该岩段的最底部
。

多数呈绛紫色
,

由成层模糊变成粗糙层状构造
,

砾石一般滚圆较好
,

砾径悬殊
,

下部砾石明显大于上部
,

砾岩层向上逐渐被砂砾岩所取代
。

砾

石成分极复杂
,

除多数是砂岩
、

砂板岩
、

石英岩和灰岩外
,

还可见花岗岩
、

中酸性火山岩
。

在整

个岩段中一些蚀变岩类胶结砾石的充填物由下向上有所增加
。

(4 ) 含砾砂板岩 杂色含砾砂板岩
,

中间夹砂 岩的透镜层
,

呈厚层状
,

厚度在 4 m ~

7m 之间
,

并逐渐过渡为中薄层含小砾石的灰紫色或灰绿色砂岩
,

并具有水平层理及递变层理

① 新疆地质矿产局第二地质大队
,

1 9 8 5
,

新疆南疆西部地质图
、

矿产图说明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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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层
、

岩浆岩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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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一 下段
、

I 一上段
,

A 一 含砾砂板岩段 ; B 一 正逆 双向递变发育段
; c 一 大斜层理 和各

类 交错层交替段
.

共生干裂
、

波痕
、

虫孔洞穴等
; D 一 中小型交错层发育段

,

共生波痕
、

干裂

等
; E 一 水平和波状层理发育段

,

共生小角度交错层理
。

图 2 克兹扬鲁克泥盆系中上段地质剖面及沉积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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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石顺层排列并呈包裹状层理 2
.

压实作用导致双 向层理压紧

图 3 含砾砂板岩的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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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I
,

1 )
。

含砾砂板岩中碎屑成分复杂
,

以细砂岩
、

粉砂岩
、

凝灰岩
、

板岩
、

石英岩等岩屑和

石英碎屑为主
,

一般富含凝灰质
、

钙质及铁质
,

杂基含量较高由于次生变化比较 明显
,

有些碳

酸盐化加上铁染
,

使各颗粒间的边界变得比较模糊
。

含砾砂板岩中所含砾石疏密不同
,

一般

粒径在 c3 m 一 cs m 之间
,

砾石大小差别悬殊
,

可见最大的砾石粒径可达 10 多厘米
,

它们极不

均匀的分散在岩石中
。

砾石长轴方向基本与岩层层理一致
,

许多纹层理围绕砾石呈包裹状沉

积 ( 图 3
,

1 )
,

由于压实作用
,

靠近砾石层理 (纹理 )常常变成紧密排列 (图 3
,

2 )
,

有些穿切层

理
。

砾石成分极为复杂
,

以沉积岩和沉积变质岩居多
,

花岗岩
、

火山岩
、

凝灰岩也有出现
。

砾

石滚圆度较好
,

只是有些原来呈板状岩层或中薄层状岩类的砾屑呈扁平状
。

显然它不同于浮

冰沉积含砾板岩
,

而属于重力流沉积
。

( 5) 碳酸盐岩类 深灰色厚层状
,

主要有团粒状白云质泥晶灰岩
,

含砂屑微晶白云

岩
、

细屑泥晶灰岩
,

由下往上
,

颗粒变细
,

由微晶变为泥晶
,

白云岩化明显
,

但有些仍保留砂屑

粒状结构
。

沉积岩组合
,

该层段下部主要以绛紫色和灰绿色碎屑岩为主
,

由数米厚的砾岩和砂砾岩

透镜层
,

过渡为厚层状岩屑杂砂岩和凝灰质杂砂岩
,

向上变细
,

中间夹有含砾砂板岩或含小

砾石 (几个毫米 )的杂砂岩
,

它们具有重力流的沉积特点
。

这套碎屑岩常常交替出现正逆双向

递变层序 (图 2 )
,

有时在旋回交替处产生粒度突变
,

稳定沉积的细屑岩突然出现砾岩或砂砾

岩沉积
,

显然反映了水动力条件的骤然变化
。

层段上部却有所不同
,

完全是另一类沉积组合
,

在灰绿色
、

绛紫色的凝灰质杂砂岩
、

粉砂岩中
,

普遍夹有薄层
,

纹层状凝灰质页岩和层状碳酸

盐岩
,

这段沉积岩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普遍含有凝灰质
,

砂屑多数为火山岩岩屑
。

1
.

2 上段岩石类型和岩性特点

( 1) 砾岩 除了最下部厚砾岩层外
,

其它都是夹层
、

呈薄层状
、

透镜层状多次出现
,

砾

石呈明显的顺层排列
,

不同层砾石的粒径差别较大
,

大的砾石粒径可达 3 0C m ~ 50
c m

,

小的砾

石粒径 k m 一 cZ m (图版 I
,

2 )
。

同一层砾石粒径相近
,

滚圆度较好
。

砾石成分复杂
,

除以石英

岩
、

石英片岩
、

砂板岩为主的变质岩砾石外
,

还有砂岩
、

灰岩
、

碳酸盐岩
、

硅岩和各种火山岩
、

凝灰岩的砾石
,

这些砾石被钙泥质和各种砂屑所充填
、

固结
,

并普遍富含铁质故呈紫红色
、

砖

红色
。

(2 ) 砂砾岩 主要是在粗砂中混杂许多 0
.

sc m ~ I c m 之 间粒度的小砾石
,

在砾岩层

上部或粗砂岩之间极为常见
。

砂砾岩层沉积结构
、

构造丰富有大型的斜层理
,

各种干涉波纹

(图 2 ;
图版 I

,

3 )
。

砂砾岩与砾岩或粗砂岩成过渡关系
。

(3 ) 砂岩 以中粒砂岩
、

中细粒砂岩为主
,

呈绛紫色和紫红色
,

最常见的有岩屑石英

砂岩
,

石英质杂砂岩
,

杂砂岩
,

常夹有灰绿色细砂岩
,

粉砂岩沉积层
,

具条带状构造
。

多数成中

厚层状
,

以水平层理为主夹一些斜层理
,

底层面可见波纹及干涉波纹
,

有时斜层理与水平层

理
,

交错层理交互出现 (图 2 ;
图版 I

,

4 )
。

碎屑主要来自陆源
,

成分极为复杂
,

其中岩屑
、

石英

和长石的含量不等
,

多数岩石中石英含量可占 60 %一 70 %
,

其它为岩屑和长石
。

有时后者

也可超过 30 肠
,

细砂岩中石英含量 明显增多
。

该区的杂砂岩
,

砂屑中除石英外
,

岩石砂屑占

很大比例
,

是富含灰屑为特点的杂砂岩
,

明显不同于岩屑石英砂岩和石英质杂砂岩
。

碎屑分

选较好
,

磨圆度较差
,

但有些属于继承性砂屑石英颗粒磨圆度较好
。

岩石 中杂基含量较少
,

以

接触式胶结为主
,

少数呈充填式胶结
,

胶结物主要是钙质
、

铁质
、

粘土质
,

有些砂岩中碎屑颗

粒周围常常被铁染
,

水云母在颗粒之间次生长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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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粉砂岩 淡灰绿色
,

多数为薄层状
,

有些具清楚的条带状构造
,

产于旋回的上部
,

与砂岩过渡
,

厚度不大
,

细屑主要是石英及水云母等粘土矿物
。

00000-Oó门了二JnJ11

上段这套绛紫一紫红色 巨厚的碎屑岩
,

尽

管颜色较为单调
,

碎屑组分同属陆源
,

成分变化

不大
,

但它们的沉积序列组合
,

沉积结构构造存

在很大差异
,

反映它们的沉积背景有所不同
。

从

图 2 剖面上不难看 出
,

由于碎屑粒度的交替变

化
,

不断出现正逆双向旋回
,

不同层段的原生沉

积构造也各具特点
,

并常呈交替重复出现
,

变化

趋势如下
:

下部沉积物较粗
,

以 中一粗砂岩为

主
,

并频繁出现砾岩和砂砾岩沉积
。

原生沉积构

造种类繁多
,

常成交替性的重复
,

垂向上有一定

规律性组合
。

各种层理
,

干涉波痕
,

干裂 (图版

I
,

5) 等均有出现
,

尤其是大波状层理
,

单组大

板状层理 (图版 I
,

6 )
,

槽状层理
,

更为突出
。

向

上粗屑沉积物相对减少
,

主要以 中一细粒砂 岩

为主
,

所夹砾岩厚度一般不超过 l m
,

有时成断

断续续出现
。

砂岩的原生沉积构造仍很发育
,

交

错层理 (图版 I
,

7) 频繁可见
,

只不过它们的规

模向上越来越变小
,

波状层理和水平层理 明显

增多
。

上部粗屑含量就更少
,

很少见到成层的砾

石沉积
,

有些层段砂岩中夹粉砂岩和粉砂质页

岩较多
,

而且多呈灰紫色和灰绿色
,

呈薄层一纹

层状
。

以中细粒为主的砂岩
,

成交替旋回出现
。

相比之下
,

整个上部沉积构造相对变得简单
,

除

发现少数波纹外
,

有些层段还发育有交错层理
,

角度比较平缓
,

最后变为水平层理为主
。

, ,

昼二 滨海岸滩

一 1 0 一 2 5 峨 s 云 。

近岸三角洲
侧雌铸举l旧众冲哥派

河流相

S e 一 5 5

eS 一 56

eS 一 5 4

顺位大小中标度

2 粒度特征及环境意义

为了讨论泥盆系的沉积环境
,

我们较系统

地选取了晚泥盆统砂岩
,

通过 w J G T 一 I 型光

学图象分析仪
,

进行 了粒度结构分析
,

将其分析

图 4 克兹扬鲁克一带泥盆系上段

砂岩的正态概率曲线图

F i g
.

4 N or m a l rP o
比 ib l i yt cu

r v e o f gr a i n s

滋
o f

v a r iou
s sa n ds ot

n es i n
ht

e u P ep r
阶

r t o f

th e l无 v o n i a n , th e K e z i
一

羚
n g lu k a r

ae

结果和各种参数列入表 1〔幻 〔7 〕 `的
。

把有代表性的结果编制了正态概率曲线图 (图 4 )
。

如图所

示
,

这套砂岩分别出现河流相
、

近岸三角洲相和滨海岸滩相三种不同环境的沉积
〔幻 。

从表 1

所列的各种环境中砂的粒度特征有很大差别
。

( l) 河流相共 出现 8 次
,

它们由两个组分组

成
,

跳跃组分含量在 51 % ~ 85 %
,

斜度为 4 00 一 50
。

之间
;而悬浮组分多数不超过 10 %

,

平均

中值偏低
,

砂粒较细
,

粒度间距变化较大
,

分选较好一较差
,

水动力条件强弱悬殊
,

多属于滨

岸平原的河流沉积
。

( 2) 近岸三角洲相
,

三种组分均有出现
,

牵引组分含量为 17 % ~ 46 %
,

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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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克兹扬鲁克一带泥盆系上段砂岩的粒度参数及沉积环境

T a b le
.

1 G r a in s iez Pa
r am e t e r s a n d s e d im e n at r y e n v i r o n m e n t o f

v a r t o u s as n ds to n
es

o f th e u P pe
r
Pa

r t o f th e l) 二 v o n ia n , t h e K e z iy a n g l u k a r ae

样样品品 岩 石石 牵引组分分 跳跃组分分 悬浮组分分 平均 甲 值值 分选性性

编编号号 名 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称 含含含含量量 斜度度 分选选 C l
,

甲甲 含量量 斜度度 分选选 C r 甲甲 F T甲甲 含量量 分选选 F l
、

印印 aaaaa

cSSS 一 6 999 硬砂质石英砂岩岩 1 7 %%% 5 2
000

好好 1
.

7 555 5 1 %%% 3 ]
000

较差差差 3
.

6 555 2 %%% 不好好 5
.

7 555 0
.

1 2 5 000 0
.

9 5 3 999

eSSS 一 6 888 硬砂质石英砂岩岩岩岩岩岩 7 8 %%% 4 3
000

较差差差 3
.

2 555 8 %%% 不好好 5
。

2 555 0
.

1 6 4 999 0
.

8 2 5 666

SSS e 一 6 777 硬砂质石英砂岩岩 4 6 %%% 6 0
。。

好好 2
.

555 4 9 %%% 4 0
000

较差差差 3
.

777 1 0 %%% 不好好 5
。

7 000 0
.

1 5 9 333 0
.

7 4 8 999

SSS ,一 6 666 硬砂质石英砂 岩岩岩岩岩岩 5 6 %%% 4 0
...

较差差差 3 555 1 9 %%% 不好好 5
.

4 000 0
。

0 9 6 777 0
.

8 8 5 222

SSS e 一 5 111 岩屑石英砂岩岩 3 4 %%% 6 3
000

好好 2
.

111 4 4 %%% 5 4
000

较好好 333 444 1 7 %%% 不好好 5
.

2 555 0
.

09 8 111 0
.

6 0 7 666

段段二一 5 222 岩屑石英砂岩岩岩岩岩岩 8 0 %%% 5 1
000

较好好好 4
。

555 5 %%% 不好好 5
.

2 555 0
.

0 7 0888 0
.

5 08 666

eSSS 一 5 333 岩屑石英砂岩岩 5 0 %%% 6 5
000

好好 l
。

555 3 8 %%% 38
000

较差差差 3
.

8 222 4 %%% 不好好 6
.

000 0
.

1 7 6 888 0
.

6 7 4 777

泛泛沁 一 5 444 石英质杂砂岩岩岩岩岩岩 5 1写写 4 4
。。

较好好好 4
。

8 222 1 4 %%% 不好好 6
.

000 0
.

0 3 5 444 0
。

5 8 5 333

及及二一 5 555 石英质杂砂岩岩岩岩岩岩 9 5 %%% 5 2
000

较好好好 4
.

5 000 5 %%% 不好好 6
。

000 0
.

0 6 9 333 0
.

5 7 8 333

cSSS 一 5 666 石英质杂砂岩岩岩岩岩岩 7 0写写 4 0
...

较差差差 4
.

000 1 0%%% 不好好 5
.

555 0
.

0 9 2 111 0
.

8 2 6 000

SSS e 一 5 777 含砾杂砂岩岩岩岩岩岩 7 8 %%% 4 6
000

较差差差 4
。

3 555 8 %%% 不好好 6
.

000 0
.

0 7 9 777 0 6 5 0 000

555 . 一 5 999 杂砂岩岩 4 4 %%% 5 5
000

好好 2
。

444 4 4 %%% 4 4
。。

较差差差 4
.

000 3%%% 不好好 5 7 555 0
.

1 8 3000 0
.

7 8 7 555

eSSS 一 6 000 杂砂岩岩岩岩岩岩 5 8 %%% 4 9
。。

较好好好 4 444 7 %%% 不好好 5
.

7 555 0
.

05 4 444 0
。

5 7 3 999

注
:

cr 一粗端截点
,

盯一细端截点
,

A , B
,

F ,

G ( B
.

K
.

su hu 公式中用以判别风成
、

海成
、

河流和浊流环境的参数 )

续表 1 克兹扬 , 克一带泥盆系上段砂岩的粒度参数及沉积环境

aT b l e
.

1 G r a i n s i z e
aP

r a m e t e r s a n d s找 11m e n at r y e n v i r o n m e n t o f

v a r t o u s as n d s t o n
se

o f th e u Ppe
r
因

r t o f t h e D e v o n i a n , t h e K e z iy a n g l u k a r ea

样样品品 岩 石石 AAA BBB FFF GGG l % 与 5 0%%% 水动力力 沉 积积 在上泥盆盆

编编号号 名 称称称称称称 粒度间距距 条 件件 环 境境 统的部位位

((((((((((((((( m m )))))))))

SSS e 一 6 999 硬砂质石英砂岩岩 4
.

1 5 3 555 9 1
.

0 1 0 333 2
.

1 7 4 666 8
。

2 1 8 000 0
。

4 0 7 222 强强 滨海近岸三 角洲洲 上部部

cSSS 一 6888 硬砂质石英砂岩岩 3
.

4 7 8 444 8 9
.

6 4 8 333 2
.

3 96 333 1 1
.

62 7 999 0
.

52 7 777 强强 河流相相 上部部

乏乏k 一 6 777 硬砂质石英砂岩岩 一 l
。

4 2 8 222 8 8
.

4 5 7 000 0
.

2 1 9 555 ] 2
.

32 8 777 0
.

2 6 1 111 较强强 滨海近岸三 角洲洲 上部部

eSSS 一 6 666 硬砂质石英砂岩岩 1
.

1 0 2 999 9 7
.

6 1 2 222 2
.

6 35 666 9
.

8 4 2 555 0
.

32 3 777 较强强 河流相相 上部部

SSS e 一 5 111 岩屑石英砂 岩岩 一 4
。

3 4 9 111 9 4
.

2 5 4 333 2
.

4 5 8 000 1 1
。

8 6 1 444 0
.

1 3 5 222 较弱弱 滨 海岸海滩滩 上部部

eSSS 一 5 222 岩屑石英砂岩岩 一 5
.

4 7 9 333 1 05
.

1 4 0000 4
.

3 84 333 1 2
.

362 111 0
.

1 3 8000 较弱弱 河流相相 上部部

SSS 巴一 5 333 岩屑石英砂 岩岩 一 2
.

2 99 555 8 3 8 1 5 333 l
。

2 7 7 111 1 1
.

23 9 333 0
.

1 7 6 888 较弱弱 滨海岸海滩滩 上部部

SSS 己一 5 444 石英质杂砂 岩岩 3
.

2 2 6 000 1 4 3
.

6 0 9 888 9
。

4 3 7 666 1 9
.

5 6 0888 0 1 0 3 333 较弱弱 河流相相 下部部

SSS ,一 5 555 石英质杂砂 岩岩 一 3
.

5 5 6 111 1 0 8
。

0 6 0 000 3
.

3 3 6 222 1 4
.

4 4 2 666 0 0 7 7 666 弱弱 河流相相 下部部

eSSS 一 5 666 石英 质杂砂岩岩 0
。

6 4 9 666 9 3
.

3 2 1 666 4
.

1 4 9 333 9
.

1 2 4 999 0
.

3 8 7 555 较 强强 河流相相 下部部

eSSS 一 5 777 含砾杂砂岩岩 一 2
.

8 9 7 111 9 6
.

8 9 8 999 4
.

2 7 0 222 1 1
。

0 4 4 222 0 2 1 5 555 较 弱弱 河流相相 下部部

eSSS 一 5 999 杂砂岩岩 一 0
.

9 7 0 666 9 0
.

9 6 4 333 一 0
.

1 3 9 000 1 2
。

5 7 7 333 0
.

2 6 7 666 较 强强 滨海岸海滩滩 下部部

SSS e 一 6 000 杂砂 岩岩 一 1
.

9 2 2 777 1 0 5
.

0 0 5 555 8
.

3 8 5 000 1 0
。

4 0 7 777 0
.

1 1 6 444 较弱弱 河流相相 下部部

A一判别风沙与海滩
,

B一判别浅海与海滩
,

F一判别浅海与河流
.

G 一判别浊流与河流
。

达 52
“

一 6 00 ;
跳跃组分最为发育

,

含量在 50 %左右
,

曲线斜度不高
,

局限在 3 00 一 4 00 之 间 ; 悬

浮组分不超过 10 %
,

它们分选较差
,

整个粒度间距较宽
,

可见沉积时水动力条件较强
。

( 3) 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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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滩相
,

它们的粒度特征是 由三个组分组成
,

牵引组分较发育
,

含量可达 34 % 一 50 写
,

由

线斜度较大
,

55
“

一 65
“ ;
跳跃组分含量也偏高

,

为 38 % ~ 40 %
,

而斜度略低为 38
“

~ 54
。 ,

悬浮

总体不发育
。

粒级间距较窄
,

分选较好一 中等
,

反映当时水动力条件较弱
。

显然
,

不同沉积环

境的粒度结构特征
,

反映它们与水动力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

根据所测样品在层序上的位

置
,

参照它们在野外宏观上相应的沉积构造标志
,

认为晚泥盆统有着明显的陆海交替沉积的

特点
,

并且从下向上还有一定的变化趋势 (表 1 )
。

下部以滨岸平原的河流沉积为主
,

偶尔出

现滨海岸滩相沉积
,

而上部却是滨海岸滩相和近岸三角洲相沉积与河流相沉积交互出现
。

整

套沉积基本上属于滨岸平原河流沉积过渡为三角洲平原及岸滩的海陆交互沉积环境
,

反映

了晚泥盆统经过多次幅度不大的上升到沉降的演变过程
。

从一个侧面展示出该区泥盆系没

有受到急剧的变化
。

3 沉积环境讨论

如前所述
,

克兹扬鲁克一带泥盆系的上
、

下两段沉积
,

不论在岩性特征
、

沉积组合
,

还是

它们各自的原生沉积构造
,

都有明显的差别
。

反映它们形成于不同的沉积环境中
。

3
.

1 下段 属于碎屑岩 一碳酸盐岩建造
,

它们的沉积特点是
:

( l) 岩系下部粗碎屑组分
,

主要来自于陆源
,

成分较复杂
。

尽管产于不同层序
,

但砾岩层

及含砾板岩的砾石成分相当一致
,

表明它们属于同源
。

( 2) 中上部岩石粒度 明显变细
,

陆源成

分也随之减少
,

而火山岩碎屑和凝灰质成分增加
,

以富含火山岩碎屑和凝灰质的中一细屑砂

岩构成整个沉积层的主体
。

( 3) 在下部旋回砾岩层之上
,

出现不同粒级混积的特殊岩序
,

即含

砾砂板岩及含小砾石的细砂岩层
。

( 4) 上部所夹碳酸盐岩层
,

主要呈泥晶团粒结构
,

未发现生

物化石
。

( 5) 原生沉积构造简单
,

除砾岩外
,

多数成 中层或中薄层产出
,

以水平层理
、

波状层理

和纹层状层理为主
,

中上部发育有正逆双 向递变旋回
,

常显示有递变韵律沉积
,

局部层段仅

出现小型交错层理等
。

从沉积物来源由下 向上的明显变化
,

非补偿性沉积 向上有所增加
,

颗粒结构交替性变

化
,

代表重力流沉积标志的出现和岩石成熟度变 低的这些沉积特点
,

不难看出
,

这套沉积岩

系可能是陆架斜坡边缘带上的产物
,

具有一定坡度
,

海水 由浅迅速变深的地段
,

形成一套海

进序列的沉积
。

多数是在海水基准面频繁变化的背景下沉积的
,

在斜坡边缘带上稳定的水体

中常有密度流的存在
,

导致 由重 力流作用
,

使各种粒级成分复杂的碎屑混积在一起
,

形成含

砾板岩这一特殊的沉积层
。

从而显示出不同层序的水动力条件和沉积环境的变化特点
。

3
.

2 上段 属于陆源砂砾岩 一杂砂岩建造
。

它们的沉积特点是
:

( 1) 整个岩系呈绛紫一紫红色
,

并且具有广泛 的区域性
,

成 为西昆仑北带沉积区晚泥盆

统的重要标志
。

( 2) 碎屑组分主要来自陆源
,

砾岩和砂岩中的岩屑成分较为复杂
,

但均属于同

类组分
,

蚀源区相同
,

随着粒度变细
,

岩屑含量不断减少
,

成分也略变为简单
,

石英和长石的

含量相对有所增加
。

( 3) 岩石粒度 由下向上呈旋回式变小的趋势
,

特别是砾岩和砂砾岩层
,

不

论是出现的频率及厚度都明显的减少
,

整个岩系仍以中
、

细砂岩为主
。

( 4) 岩石颗粒度频繁的

规律性重复
,

砂岩的各种粒度参数和正态概率曲线
,

反映它们各 自具有河流
、

滨海近岸三角

洲和滨海岸滩的沉积特点
。

( 5) 岩层中出现的各种原生沉积构造
,

特别是各种不同形态的层

理
,

各类波痕
、

虫孔
、

洞穴痕迹等典型标志
,

也同样显示了这类沉积的特征
。

从这些特点看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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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较厚的红色陆源沉积
,

显然是属于在干燥炎热的气候条件下
,

出现在广泛的滨岸平原和三

角洲平原之间的河流相
、

近岸三角洲相和滨海岸滩相交互沉积的岩系
,

是典型的海陆交替环

境下形成的河 口一三角洲平原相沉积
。

另外
,

北昆仑地体泥盆系的沉积
,

一直被认为属于磨拉石性质
〔 , , 〔 2 , 〔 6〕 ,

但都没有提出足

够的证据
。

通过研究的不断深入
,

这种认识很值得商榷
。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
,

在西昆仑北

带沉积区里
,

整个沉积层序上
,

并未出现可作为典型磨拉石特征的大套粗碎屑岩系
,

相反泥

盆系沉积多数是海相和海陆交互相砂岩和碳酸盐岩沉积
。

在昆仑山北缘
,

不论是东段
,

还是

西段
,

都相继发现海相中下泥盆统地层
〔3 , 〔 5 , 〔幻

。

叶尔羌河西岸阿尔塔什
、

塔木一带
,

整个泥盆

系发育完好
,

上下泥盆统之间没发现明显间断
。

从岩性上看
,

泥盆统下部很可能存在半深海

沉积
,

而上泥盆统也未出现大规模的粗碎屑岩沉积
。

如本文所指出的多数仍是河 口 一三角洲

相的碎屑岩系
,

代表一套幅度不大的频繁升降运动形成的沉积体系
,

属于稳定地台区产物
,

进而也足以证明在本区没有出现大规模剧烈的地壳运动
,

可见在西昆仑北带地体形成过程

中
,

加里东运动的影响并不剧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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