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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南部二叠纪罗甸期火山岛沉积相模式及对蜓类动物群分布的制约 

牛志军, 徐安武, 王建雄, 段其发, 赵小明, 姚华舟 

中国地质调查局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 宜昌 443003 

摘要： 

二叠纪罗甸期是青藏高原东特提斯构造域泛裂谷化活动的鼎盛期. 由于火山物质的喷发及陆源物质的影响, 造就青

海南部治多-杂多地区复杂的海底火山-沉积地貌, 出现4种沉积类型, 呈北西西向展布的以台地相火山岩-灰岩型为中

心, 围绕其分布的是浅水斜坡相(沉)凝灰岩型, 向两侧为岛间洼地相砂泥岩型, 最外侧则是深水斜坡相(角)砾屑灰岩

型. 综合地质填图结果分析, 基于研究区主要剖面研究, 识别出7种沉积相类型, 建立了火山岛沉积相模式. 该模式揭

示出由于强烈的中基性火山喷发, 在昌都地块内部快速而间歇地构建一些呈链状展布的火山岛. 在火山活动相对宁

静期, 火山岛缘发育小型碳酸盐礁、浅滩、台地, 深水斜坡、洼地相沉积围绕着火山岛链分布. 在火山岛的不同部位

出现3种蜓类生物组合, 火山岛之上或其边缘为台地相Misellina-Schwagerina组合, 火山岛的侧翼斜坡相中见异地

Pseudofusulina-Schwagerina组合, 水体较深的火山岛之间产洼地相Parafusulina组合. 研究表明, 昌都地块内部

在泥盆纪至二叠纪初期为较稳定的浅海相沉积建造, 自罗甸期开始出现陆壳基底的(火山)岛海相间的古地理格局. 在
祥播期之后, 构成统一的较稳定的浅水碳酸盐台地, 显示裂陷盆地活动性明显减弱. 孤峰晚期呈现分异, 裂谷盆地的

不稳定性又有所增加. 晚二叠世整个昌都地块进入裂谷闭合回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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