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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川西炉霍裂谷的沉积建造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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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地层划分与对比以及建造分析
,

确定了川西炉霍裂谷存在浊积岩建造
,

(火山 )混杂式建造和深海

碳硅泥建造
,

并探讨了它们与裂谷的发生
、

发展和消亡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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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通过断裂
、

岩浆
、

沉积和地球物理等方面

的综合研究
,

在川西松潘一甘孜地块确定了一个新

的构造成分
-

一
一

炉霍裂谷
￡1〕 。

本文拟就该裂谷的沉

积建造
一

与裂谷演化的关系进行探讨 因为炉霍裂谷

分布着以丘洛和普弄巴金矿床为代表的微细浸染型

金矿
〔2一。

,

研究沉积建造与裂谷演化的关系
,

有利
一

于

深人分析微细浸染型金矿与裂谷及其沉积建造之间

的内在联系
,

从而为该区金矿的勘查提供借鉴和指

导作用
。

1|龙·新1 地层划分与对比

以加吉弄一确索断裂和色达断裂所夹持的炉霍

裂谷区主要出露二叠系和三叠系
,

地层分区属马尔

康分区雅江小区炉霍带 (图 1 )
。

金川小区缺比卡尼

阶更高层位的生物化石
,

而雅江小区诺利期的生物

化石却不乏分布
。

炉霍相带发育一套以上三叠统如

年各组为代表的基性火山岩和灰质角砾岩沉积
,

但

缺乏雅江组地层
;
雅江相带发育雅江组

,

但上三叠统

缺乏基性火山喷发沉积和灰质角砾岩
。

裂谷区二叠系因断裂破坏
,

仅出露上统
,

岩性为

灰绿色橄榄玄武岩
、

玄武质火山角砾岩
、

灰黑色炭质

生物碎屑灰岩
、

灰黑色含炭绢云板岩
、

微晶白云岩和

石英细砂岩等
。

下部生物碎屑灰岩中富含四射珊瑚
、

苔醉虫和腕足等浅海生物化石
,

岩石无再沉积现象
。

上部的火山岩
,

活动早期显示为溢出
,

晚期为爆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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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炉霍裂谷及邻区地层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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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区上二叠统分布于以康定为联接点的三岔裂谷体

系中
,

以康定为中心
,

北东枝延理县孟通沟
,

北西枝

经道孚至甘孜东谷以北 ( 即本区 )
,

南枝经磨西
、

田湾

至大菩萨山
,

与以木里为联接点的三岔裂谷系的北

东枝相联
。

由中心向边部厚度减小
,

如北西枝 (炉霍



增刊 王小春
:

论川西炉霍裂谷的沉积建造特征

裂谷区 )
,

玄武岩的厚度由康定阿东梁子的 2 45 1 m

变为甘孜东谷的 1 80 O m
;
北东枝宝兴地区玄武岩

最厚 1 o 08 m
,

至理县孟通沟尖灭
。

三叠系在区内分布齐全
。

下统菠茨沟组 ( 1T 动
,

其中下部主要为块状硅化白云岩
、

灰质角砾岩和微

晶灰岩滑塌块体
;
上部为紫红

、

灰绿色和灰色泥质板

岩夹硅质岩
、

放射虫硅质岩和灰
、

紫色微晶灰岩
。

裂谷区与木里桐翁
、

宝兴晓破的下三叠统具可

比之处 ( 以板岩
、

含砾状灰岩为主 )
,

不同之处表现在

后两者板岩以灰色和灰绿色为主
,

缺少硅质岩 (图

2)
。

厚度大致相当
,

一般为 1 40 一 2 00 m 左右
,

总体

显示北西薄南东厚的趋势
。

宝兴晓硫

羹羹羹
卜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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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质杂砂岩与深灰色粉砂质板岩
、

绢云板岩构成 不

等厚韵律式互层
。

由下至上
,

砂岩比例逐渐降低
。

砂

岩底面见沟模
、

槽模
,

并见厚度不等的鲍马序列
。

板

岩中见水平纹理
、

水平虫管化石和黄铁矿化蠕虫化

石
。

由北部
、

东部源区向盆地中心
,

砂岩比例减小
、

粒

度渐细
。

厚 4 00 一 2 0 00 余米
,

总体显示东薄西厚的

趋势
。

如年各组 ( 3T r) 分上
、

下两段
。

下段为灰黑色绢

云板岩夹少许石英细砂岩
、

粉砂岩和硅质岩
;
上段为

灰色
、

紫红色枕状橄榄玄武岩
、

玄武岩
、

玄武质火山

角砾岩及凝灰岩
、

块状灰质角砾岩
、

生物碎屑灰岩
、

白云质微晶灰岩等呈段间互
,

局部相变为板岩和砂

岩
,

未见底
。

板岩中普遍含黄铁矿毒粒
、

弯曲状虫迹

及水平
、

斜交层理的虫管和蠕虫化石
。

砂岩中粒序层

理发育
、

底面见槽模等
。

厚度超过 2 00 0 m ( 图 4 )
。

如

年各组上段地层本区内发育
,

而在邻区缺失
,

是确定

裂谷的主要依据
。

两河 口组 ( T
3
1) 分上

、

中
、

下三段
。

下段主要为一

套灰色薄一厚层钙质石英粉
、

细砂岩
、

少量长英质杂

砂岩夹灰黑色绢云板岩
,

砂板岩之比为 4 : 1
,

下部

有砾岩沿格底村断层分布
;
中段为灰色薄一厚层钙

质石英细
、

粉砂岩
、

长石细砂岩夹绢云板岩
,

砂板岩

之比下部为 1 ` 1 ,

上部为 3 , 1
,

上段为灰黑色
、

深灰

色粉砂质 (绢云 )板岩夹少许长英质砂岩
、

石英砂岩
。

全组厚 4 0 00 余米
。

砂岩中多见粒序层理
、

重荷模
、

沟模和槽模等
;
而板岩中发育水平纹理

、

常见发育于

半深海一深海的虫迹
。

下段砾岩受断裂控制
,

分选

差
,

球度高
,

其上
、

下及其间的砂板岩
,

显示浊积岩特

征
,

说明砾岩为碎屑流沉积产物
。

2 沉积建造的确定

详细分析裂谷区三叠系的沉积岩组成
,

可以认

定主要属浊流作用和海底火山作用形成的非论足型

复理石 (浊积岩 )建造和 (火山 ) 混杂式建造
,

其次为

深海碳硅泥建造
。

2
.

1 浊积岩建造

浊积岩建造为区内三叠系的主要建造类型
。

其

特征表现为
:

(1 )岩系具有特征的韵律结构
,

即复理石韵律
。

一个发育完全的复理石韵律层厚度一般几十厘米
,

偶尔超过 l m
。

单个韵律层可以包括三个单元
:

砂质

单元
、

粉砂质单元和泥质单元
。

单个韵律层的内部结

构可以由鲍马序列进行表述
。

如下三叠统菠茨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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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下三叠统菠茨沟组地层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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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杂谷脑组 ( T 声 )分上
、

下两段
。

下段为灰色薄一

厚层变质长石石英杂砂岩
、

岩屑长石杂砂岩与灰黑

色绢云板岩间互
,

且夹生物碎屑灰岩
,

厚 2 50 一 5 50

m ;
上段为灰色薄一厚层变质石英杂砂岩和岩屑长

英杂砂岩夹 (粉砂质 )绢云板岩
,

厚 38 0一“ o m
。

砂

岩的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较低
,

常见沟模
、

槽模

及递变层理和小型斜层理
,

层面上见陆生植物碎片
,

并与海生动物化石伴生
。

板岩中发育水平层理
、

水平

蛇曲状虫迹 ;砂板岩显示明显的韵律特征
,

由下至上

砂岩比例逐渐增大
。

区域上该组厚度一般 4 00 一 70 0

m
,

最厚者可逾千米
,

总体显示东薄西厚之势 ( 图 3 )
。

上统分侏侨组
、

如年各组和两河 口组
。

侏楼组

( T
3

hz )为一套灰一深灰色
、

薄一厚层状变质细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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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上的生物爬迹 (蛇曲状生物遗迹 )等层面构造
,

重荷模
、

砂球等准同生变形构造
,

以及反映快速沉积

和重力液化作用的泄水岩脉和碟状构造等亦随处可

见
。

III 沉积序 列列 医医1岩性及 沉积 构造造 水运力条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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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三叠统杂谷脑组地层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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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灰质内碎屑复理石和中
、

上三叠统杂谷脑组
、

侏楼

组和两河 口组中的陆源碎屑复理石的鲍马序列 (图

5 )
。

( 2) 多类层理构造发育
。

如于鲍马序列 A 段中

的粒序层理
、

B 段中的平行层理
、

C 段的爬升沙纹层

理和 D 段中的水平层理等普遍可见
。

砂岩和粉砂岩

等层面上的沟模
、

槽模
、

剥离线理
、

低脊波痕以及岩

( 3) 由三叠系陆源碎屑复理石岩石的粒度分析

结果 (表 i )可知
,

碎屑平均 ( M
e

)粒度为 3
·

6 7~ 4
·

2 5

。
,

属砂一粉砂岩 ;标准差 (S D )介于 .0 54 5 2一 .0 9 43

6 之 间
,

分 选 性 差一中 等 ; 偏 度 ( S K ) 介 于

一 o
·

7 4 8 8一 o
·

0 8 4 5之间
,

平均 一 0
·

1 4 3 1 ,

属极负

偏
,

反映频率曲线极不对称
,

平均粒径偏向于细粒一

侧
;
尖度 ( K G )为 0

.

7 1 7 2一 1
.

0 7 4 0
,

属宽一中等
。

萨

胡 ( 1 9 6 4 ) 的环境判别函数 Y 值均小于 9
.

8 43 3
,

属

浊流成因
。

(4 )陆源碎屑复理石 (砂岩
、

粉砂岩及砾岩 )的成

分
、

结构成熟度低
。

碎屑中石英占 55 %一 “ % ; 长石

一般为 5 %
,

个别达 15 % ;岩屑为 5 %一 20 %
,

由硅

质岩
、

泥质岩
、

碳酸盐岩及玄武岩等组成
。

碎屑呈棱

角状
、

次棱角状
,

分选性差
。

杂基含量高
,

一般大于

15 %
,

个别达 25 %一 30 %
。

岩石具杂基支撑结构
,

显

示重力流快速堆积的特征
。

( 5) 岩石的化学成分和稀土元素的含量与配分

型式
,

一般能反映其母岩特征和物源区构造环境
。

将

裂谷区内三叠系浊积岩建造中杂砂岩和板岩的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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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炉粗裂谷三至系砂岩粒度分析结果

T al b e 1Gr an ul恤
et r i ean al ys is r es ult o f Tr iass i er ga ywa e ks in t h e L uho ur ift

样位 岩 性 杂基含量 / X0 1一 2
均值 标准差

0
.

0 7 7 9

0
.

72 5 6

偏度

岩屑石英杂砂岩

石英杂砂岩

岩屑石英杂砂岩

岩屑石英杂砂岩

岩屑石英杂砂岩

岩屑石英杂砂岩

3
.

7 6

3
.

7 9

一 0
.

4 7 8 8

一 0
.

0 0 5 8

尖度

1
.

0 74

1
.

0 0 4

炉霍

日 L0 53

拉 L0 54

3
.

950
.

4 7 6 6

4
.

0 0 5
.

4 5 52

一 0
.

0 7 5 10
.

5 8 6 6

一 0
.

0 0 4 50
.

2 7 7 1

山 L03 54
.

2 10
.

57 7 9一 0
.

13 62

4
.

2 50
.

3 4 5 90
.

0 850

0
.

7 7 87

0 4 L 50
.

81 97

亡 JO尸 0 1ó JO厅了
一̀ 1 9曰 1土 0 11自,土

表 2 炉霍裂谷三盛系浊积岩建造岩石化学成分
T a b l e 2 L it h o g e n e o u s e o m P o s it i o n o f T r i a ss ie t u r b i d i t e f o r m a t i o n in th e L u h u o r i f t

山山 二 }}} 编 号号 1A 20 : 510
2 Fe 20 : F eO M gO aC o K Z O N a : 0 s i0 2 p : 0 0 M n o F e : 0犷+ M gO 1A 2 0 s / 5 10 2 K 2 0 / N a 2 0 iA 2 0 3

/ (〔冶0 + N a ZO )))
咋咋习
比比比比

杂杂杂 Q 1 9 777 1 9
一

9 8 7 0
.

0 7 1
.

3 7 0
.

5 6 0
.

8 5 0
.

1 3 4
.

86 0
.

3 4 0
.

7 5 0
.

0 7 4 0
.

0 8 1 2
.

8 4 0
.

2 9 1 4
.

2 9 4 2
.

5 111

砂砂砂 Q 2 3 222 8
.

27 7 1
.

85 1
.

1 1 3
.

1 1 2
.

1 3 9
.

5 8 1
.

4 0 1
.

3 7 0
.

4 3 0
.

1 1 5 0
.

0 8 7 6
.

70 0
.

1 2 1
.

0 2 0
.

7 666

岩岩岩 Q 2 5 777 1 0
.

0 5 7 3
.

2 9 2
.

7 9 1
.

1 0 1
.

1 8 6
.

81 1
.

8 7 1
.

3 4 0
.

5 0 0
.

1 2 5 0
.

0 6 4 5
.

1 9 0
.

1 4 1
.

4 0 1
.

2 333

QQQQQ 2 5 999 1 1
.

3 5 7 3
.

2 0 1
.

0 0 2
.

8 2 1
.

6 7 4
.

0 7 1
.

9 1 2
.

4 2 0
.

5 0 0
.

0 9 2 0
.

0 5 1 5
.

8 1 0
.

1 6 0
.

79 1
.

7 666

QQQQQ 1 9 000 1 2
.

2 1 6 9
.

0 2 0
.

5 3 0
.

5 8 1
.

1 7 0
.

0 6 5
.

1 3 0
.

4 6 0
.

8 1 0
.

0 0 8 0
.

0 1 0 2 3 4 0
.

2 1 1 1
.

1 5 4 0
.

7 888

QQQQQ 1 2 888 1 0
.

6 7 5 7
.

2 2 4
.

8 1 6
.

2 1 8
.

9 4 2 6
.

5 5 0 0 6 3
.

5 2 0
.

6 9 0
.

0 7 1 0
.

1 5 3 2 0
.

6 6 0
.

2 9 0
.

0 1 0
.

3 555

KKKKK 8 9 一 2 000 1 9
.

9 5 5 6
.

2 5 1 3
.

9 1
.

0 6 0
.

7 0 0
.

9 8 2
.

6 9 0
.

0 5 2
.

6 0 0
.

8 2 0
.

0 3 4 1 5
.

7 8 0
.

3 6 5 3
.

80 19
.

4 111

KKKKK 8 9一 2 111 1 1
.

9 6 3
.

4 3 1 4
.

3 9 1
,

3 3 0
.

4 6 1
.

0 8 0
.

7 1 0
.

0 2 1
.

0 2 2
.

8 7 0
.

2 2 0 1 6
.

2 3 0
.

1 5 3 5
.

5 0 10
.

8 222

平平平均均 1 4
.

1 8 6 4
.

2 9 4
,

9 9 2
.

1 0 2
.

1 4 6
.

1 6 2
.

3 3 1
.

1 9 0
.

9 1 0
.

5 2 3 0
.

0 8 8 9
.

4 6 0
.

2 3 1 4
.

7 5 1 4
.

7000

((((( N
一

8 )))))

板板板 Q 2 3 111 1 5
.

3 2 5 8
.

3 2 1
.

6 4 4
.

5 9 2
.

6 6 0
.

5 1 3
.

3 2 1
.

71 0
.

7 1 0
.

0 88 0
.

0 8 5 9
.

4 0 0
.

2 2 1
.

9 4 6
.

9 000

岩岩岩 Q 2 5 111 1 9
.

3 7 7 1
.

5 8 0
.

9 9 0
.

4 8 0
.

8 3 0
.

1 3 4
.

7 6 0
.

3 4 0
.

5 8 0
.

0 4 9 0
.

0 1 4 2
.

3 5 0
.

2 7 1 4
,

0 0 4 1
.

2 111

QQQQQ 2 5 222 2 0
.

5 5 6 3
.

2 6 7
.

2 2 0
.

4 2 0
.

83 0
.

5 3 4
.

3 5 1
.

2 7 0
.

8 4 0
.

1 84 0
.

0 6 5 8
.

5 0 0
.

3 2 3
.

4 3 1 1
.

4 222

平平平均均 1 8
.

4 1 5 7
.

7 2 3
.

2 8 1
.

8 3 1
.

4 3 0 3 9 4
.

1 4 1
.

1 1 0
.

7 1 0
.

1 0 7 0
.

0 6 5 6
.

7 5 0 2 7 6
.

4 6 1 9
.

8 444

((((( N 一 3 )))))

大大洋岛弧
. 份份 1 7

.

1 1 5 8
.

8 3 1
.

9 5 5
.

5 2 3
.

6 5 5 8 3 1
.

6 0 4
.

1 0 1
.

0 6 0
.

2 6 0
.

1 5 1 1
.

7 3 0
.

2 9 0
.

3 9 1
.

7 222

大大陆岛弧 ”” 1 4
.

0 4 7 0
.

6 9 1
.

4 3 3
.

0 5 1
.

9 7 2
.

6 8 1
.

8 9 3
.

1 2 0
.

6 4 0
.

1 6 0 1 0 6 7 9 0 2 0 0
.

6 1 2
.

4 222

活活动陆缘 ”” 1 2
.

8 5 7 3
.

8 6 1
.

3 0 1
.

5 8 1
.

2 3 2
.

4 8 2
.

9 0 2
.

7 7 0
.

4 6 0
.

0 9 0 1 0 4
.

6 3 0
.

1 8 0
.

9 9 2
.

5 666

被被动陆缘
. 谷谷 8

.

4 1 8 1
.

9 5 1
.

3 2 1
.

7 6 1
.

3 9 1
.

8 9 1
.

7 1 1
.

0 7 0
.

4 9 0
.

1 2 0
.

0 5 2
。

8 9 0
.

1 0 1
.

6 0 4
.

1 555

注
:

1) 所有数据均为剔除挥发分后换算而得到
; 幻eF

2

os’ 指全铁
; 3) 测试单位为西南冶金地质测试中心

, 4) , ,

源 自文献〔7〕

表 3 炉霍裂谷三盛系浊积岩建造的稀土元素含里 ( x 10
`

)

T a b l e 3 R E E e o n t e n t s o f T r i a ss ie t u r b i d i t e f o r m a t i o n in t h e L u h u o r
i f t ( X 1 0

`
)

杂砂岩 ( 4 ) 2 3
.

9 5 4 4
.

3 8 5
.

6 5 2 0
.

1 5 4
.

0 5 0
.

8 5 3
.

4 9 1
.

5 6 3
.

3 2 0
.

5 9 1
.

8 9 1
.

7 7

板 岩 ( 1 ) 1 9
.

0 0 37
.

4 0 4
.

5 8 1 6
.

5 0 3
.

4 9 0
.

7 3 3
.

10 1
.

4 5 2
.

8 3 0
.

4 8 1
.

5 8 1
.

4 7

球粒陨石 0
.

3 2 0
.

94 0
.

1 2 0
.

6 0 0
.

2 0
.

0 7 3 0
.

31 1
.

0 5 0
.

3 1 0
·

0 7 3 0
.

2 1 0
.

1 9

N A S C 3 2 70 7
.

90 3 1 5
.

7 1
.

2 4 5
.

20 1
.

8 5 5 1
.

0 4 3
.

4 0 3
.

1

P A A S 3 8 80 8
.

9 3 2 5
.

6 1
.

1 0 4
.

7 0 1
.

7 7 4
.

4 1
.

0 2
.

9 0 2
.

8

二 ( ) 内示样数
,

球粒陨石值据涂光炽等 ( 1 98 4)
,

N A S C
、

P A A S 值分别引 自文献 〔9〕
、

〔1。〕

表 4 不同构造背景及炉霍裂谷杂砂岩的稀土元素特征参数

T a b l e 4 C o m P a r is o n o f R E E P a r a m e t e r s

呱
o n g g r a y w a c k i n t h e L u h u o r if t w i t h d if f e r e n t t e e t o n ie se t t i n g s

特征参数 L
a

( X 1 0一 6
)

eC

( X 1 0一 6 )

艺R E E

( X 1 0 一 6
)

L a / Y b
( L a ) N

( Y b )
N

乏L R E E

艺H R E E
占E u

资料

来源

大洋岛弧
切割的

岩浆弧

切割的岩

浆弧

隆起的

基底

8士 1
.

7 1 9士 3
.

7 5 8士 1 0 4
.

2士 1
.

3 2
.

8士 0
.

9 3
.

8士 0
.

9 1
.

0 4士 0
.

1 1

大陆岛弧 2 7士 4
.

5 5 9士 8
.

2 1 4 6士 2 0 1 1士 3
.

6 7
.

5士 2
.

5 7
.

7士 1
.

7 0
.

7 9士 0
.

1 3

8
.

3 9
.

1 0
.

6 0 〔7 〕

8
.

0 3 2
.

7 3 0
.

7 8 本文
丝ù

活动陆缘 7 8

炉霍裂谷杂砂岩 2 3
.

9 5 4 4
.

3 8

1 8 6

1 1 0
.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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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成分与稀土元素的组成与不同构造环境下砂岩

的对比
〔,

、

幻 (表 2
、

3
、

4)
,

并对岩石的稀土元素含量分

别作以球粒陨石
、

北美页岩 ( N A S C ) 和澳大利亚太

古代后沉积岩 (P A A )S 为标准的标准化曲线 (图 6 )
,

一致地显示浊积岩物源区的构造环境为大陆岛弧
。

2 0 0 r

关图解中的投点位于洋中脊玄武岩区及其与火山弧

玄武岩区的重叠区域内
〔 1 , 。

大小悬殊的灰岩和砂板

岩岩块为玄武岩包裹而呈
“

漂浮状
”

(图 7)
。

岩块之

角砾为玄武质
、

凝灰质和铁镁碳酸盐胶结
。

岩块及其

角砾含石炭一三叠纪的化石
,

但其时代上下错列
,

混

存而无序
,

代表古火山管壁的重力滑塌作用产物
,

显

示为一种火山混杂式建造
。

1+

一
十尸

/
.

_

_
_ _

/
。

二芝二二军沙 /
口

理二二~ 止
丫 ;

匡建 、 医l』 2 睡乏习3 巨刁
4 Q l ? 0 Zg o m

图 7 甘孜县东谷区拉德弄巴地质剖面示意图

1
.

如年各组上段
; 2

.

灰岩
, 3

.

砂板岩
; 4

.

基性火山岩

F i g
.

7 S k e t e
h

e
d g e o l呀 i e a

l p r o
f il e a t L a

d
e l o n g b a ,

D o n g g u ,

G
a n z i

不论是混杂式建造
,

抑或火山混杂式建造
,

均是

在重力作用下短距离搬运沉积下来的滑塌沉积物
。

其主要依据有
:

(1 )滑塌堆积呈层状产出
,

夹于时代

可定的海相地层中
,

侧向延伸较远 ; ( 2) 基质中未见

受到强烈剪切作用所遗留的痕迹
;

( 3) 滑塌堆积与浊

积岩密切伴生
,

说明其形成于水介质中
; ( 4) 岩块中

含有老于或近于基质时代的化石
; ( 5) 截切构造和滑

塌褶曲等表明它们为重力坠落作用的产物
; ( 6) 岩块

呈不规则状
,

棱角清晰
,

裂隙发育
,

显示在固结成岩

后又遭破碎
,

且未经磨圆和分选
,

可推知其搬运距离

较近
,

并反映坡度极大或断崖式的地貌
,

这与裂谷作

用形成的地貌相似
。

2
.

3 深海碳硅泥建造

主要产于下三叠统菠茨沟组
,

由紫红色硅泥质

岩
,

灰色
、

灰紫色和紫红色微晶一泥晶灰岩和粉砂质

泥岩组成薄层状韵律
,

其中硅泥质岩含放射虫化石
,

个体大小 0
.

01 一 0
.

02 m m
,

呈圆形齿轮状
,

沿层分

布 ;微晶一泥晶灰岩含单轴和双轴十字形海绵骨针
,

具微晶一泥晶结构
、

水平层理和似窗格状构造旧
,

显

示水动力条件弱的
、

碳酸盐非补偿性的宁静深海环

境
。

3 沉积建造与裂谷演化的关系

按照构造活动
、

沉积作用
、

火山作用和岩浆侵人

等方面的特征
,

可将裂谷的演化历史划分为四个阶

段
,

相应生成的沉积建造如下
:

( 1) 初始裂陷阶段
:

发生于晚二叠世
。

沿裂谷边

界断裂即加吉弄一确索断裂和色达断裂
,

最早产生

Cn
é
n05比口q白山`

盆
口。上U\乘冲

的口阅之\冲湘

盆:孟

十

一
玲

一
`

/
C o P r N d S m E u G d T b D y H o E r

1`0曰
侧的V山\湘睡

图 6 浊积岩的标准化曲线

A
.

球粒陨石标准化曲线
; B

.

北美页岩标准化曲线
;

C
.

澳大利亚太古代沉积标准化曲线
; 1

.

大洋岛弧
;

2
.

大陆岛弧
; 3

·

活动陆缘
; 4

·

被动陆缘
;

.5 炉霍裂谷区杂砂岩
; .6 炉霍裂谷区板岩

F i g
.

6 N o r m a li z e d e u r v e s o f t u r b i d i t e

综上所述
,

本区浊积岩建造属于在拉张构造背

景下 由大陆岛弧提供的物源形成的
。

2
.

2 (火山 )混杂式建造

产于下三叠统菠茨沟组的块状微晶灰岩块体成

层清楚
,

见小型交错层理
,

少见化石
,

仅见少许牙形

石
。

灰岩块体顶部裂隙发育
,

棱角清楚
。

块体断续延

伸
,

在炉霍 日拉沟
,

其下伏为灰质角砾岩
;
但在其南

东 30 m 处
,

下伏层为板岩
。

接触面出现下滑的截切

构造
,

其上覆板岩因块体滑动碰撞出现数厘米厚的

板岩碎块
。

块体大小悬殊
,

在岩层中多呈无序分布
,

且显示因塑性状态下重力滑塌 出现的滑塌褶曲
。

这

些特征显示其可能为一种混杂式建造
。

产于上三叠统如年各组上段的一套岩石组合
,

由裂谷玄武岩
、

灰质角砾岩和砂板岩组成
,

相变显

著
。

其中玄武岩具杏仁状
、

枕状和球粒状构造
,

斑状
、

间隐及球颗结构
。

由岩石化学和微量元素成分分析

显示其为非板内环境低钾拉斑玄武岩的特征
,

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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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张裂陷
,

形成碳酸盐岩建造
、

碎屑岩建造和拉斑玄

武岩建造
,

并有层状堆晶基性一超基性岩的侵人
。

(2 )沉积一坳陷阶段
:

发生于早三叠世一晚三叠

世早期
,

形成下三叠统菠茨沟组一上三叠统如年各

组下段之间的地层
。

该阶段早期裂谷构造表现为同

步坳陷
,

发育深海碳硅泥建造
、

混杂式建造
。

随着拉

张作用的加强
,

裂谷地形变陡
,

继之发育浊积岩建

造
。

(3 )高度裂陷阶段
:

发生于晚三叠世中期
,

形成

上三叠统如年各组上段地层
。

该阶段沿裂谷 N N W

向主断裂发生强烈的张裂活动和差异性升降运动
,

上地慢拉斑玄武质熔浆沿主断裂上升喷溢至海底
,

生成火山混杂式建造
,

并有基性一超基性脉岩侵位
。

( 4) 萎缩消亡阶段
:

发生于晚三叠世晚期 (诺利

期 )
,

生成两河 口组地层
。

该阶段主要发育碎屑流沉

积 (浊积岩 )
,

其砂岩成熟度逐渐降低
,

具逆韵律层

理
,

显示地壳上升
,

海退沉积
,

裂谷逐渐消亡的特点
。

这与川西龙门山一锦屏山带发育前陆盆地演化阶段

有所区别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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