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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地质调查研究程度 很 低 ， 一 直 以

来，众多地质学家把大横山—若拉岗日地区出露的主体地层

笼统地划分为上三叠统若拉岗日群!:0;<=。尽管近几年来的工

作发现若拉岗日群中有不同性质、不同成因、不同时代 的 岩

层（石）组合和构造岩块:>;?=，但并未形成对分布广泛且厚度巨

大的若拉岗日群实质上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本区地

藏北大横山—弯岛湖一带的中—晚三叠世地层

——对若拉岗日构造带地质演化的地层学制约

陆济璞，唐专红，李玉坤，张 能，黄位鸿，许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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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藏北大横山地区二岔沟一带的硅质岩、硅质泥岩中首次发现了拉丁晚期—卡尼早期的放射虫动物群，建立了二岔沟组。

二岔沟组在区域上出露比较广泛，并往往与蛇绿岩相伴产出，系蛇绿岩的上覆沉积岩系，根据其中的放射虫化石的时代及获得

的蛇绿岩NOB+P全岩等时线年龄值.<. QGR00 QG，推断蛇绿岩形成于中三叠世晚期—晚三叠世早期。若拉岗日群的解体和二

岔沟组、弯岛湖蛇绿岩的基本特征，表明大横山地区中三叠世晚期—晚三叠世早期为多岛洋盆扩张的鼎盛时期，晚三叠世—早

侏罗世早期的消减闭合、碰撞造山运动形成了大横山构造蛇绿混杂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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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划分及地质构造发展演化的深入研究。

笔者在#$!"万查多岗日幅、布若错幅区域地质调查中，在

弯岛湖—大横山一带对若拉岗日群进 行 了 较 详 细 的 调 查 研

究，查明本区具有典型的构造蛇绿混杂岩特征。在对构造岩

片的物态、时态、相态等调查研究中，首次在二岔沟一带出露

的硅质岩中发现了拉丁晚期—卡尼早期的放射虫动物群。同

时获得与硅质岩相伴出露的弯岛湖蛇绿岩%&’()全岩等时

线年龄!*! +,-## +,。区域资料显示，硅质岩、硅质泥岩组合

在“若拉岗日群”中有较广泛的出露，厚度较大，产状上多以

构造岩片与蛇绿岩（岩块）相伴产出。拉丁晚期—卡尼早期地

层及弯岛湖蛇绿岩的发现，对大横山—若拉岗日地区地层划

分及地质构造演化的研究有重要影响。本文重点讨论了大横

山地区中—晚三叠世地层及蛇绿岩的基本特征，以期对若拉

岗日地区地层划分对比、地质构造发展史的研究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

# 若拉岗日群初步解体

一般认为，大横山所处的大地构造位置大体相当于西金

乌兰’金沙江缝合带西延的南缘!.*/"0或乌兰乌拉湖构造混杂

岩带的西延（图#）。对于大横山—若拉岗日地区出露的主体

地层“若拉岗日群”，笔者调查研究后认为，该套地层实质上

是遭受了强烈变形变质作用改造，包含有不同岩性组合、不

同成因和不同时代岩块的构造’地层体 .10。按造山带填图方

法，根据岩性组合、变形变质特征等标志，将之划分为被断层

或韧性变形带所围限的蛇绿岩岩片、玄武岩岩片、硅泥质岩

岩片、火山弧岩片（变质玄武岩、基性火山碎屑岩夹放射虫硅

质岩）、碳酸盐岩岩片等构造岩片和变质基质!个部分，建 立

了大横山构造蛇绿混杂岩。硅泥质岩岩片中产放射虫化石，

碳 酸 盐 岩 岩 片 含 中 —晚 二 叠 世 珊 瑚 !""#$%&’()**+, *+-
23，获得蛇绿岩%&’()全岩等时线年龄值!*! +,-## +,，

为确定构造岩片的原岩时代提供了依据。

构造岩片赋存的基质为由浅灰、浅灰白、灰黄、灰绿色变

质细—中粒石英砂岩夹含砾砂岩及少量绢云板岩、千枚岩、

变质凝灰岩、变质玄武岩，局部夹变质硅质岩、含炭质板岩、

大理岩化灰岩组成的岩层体。由于强烈的变形作用改造，地

（岩）层沿走向往往出现尖灭缺失的现象。虽然在弱变形域内

的一些露头上保存有序地层的特点，但是总体上无法确定或

难以恢复地层的层序，是一个总体无序、局部有序的岩层体。

据其中的珊瑚化石推断，可能是晚三叠世沉积产物!。

! 拉丁晚期—卡尼早期放射虫动物群的

发现及二岔沟组的建立

二 岔 沟 一 带 出 露 的 硅 泥 质 岩 岩 片 中 产 丰 富 的 拉 丁 晚

期—卡尼早期放射虫化石，这是大横山’若拉岗日地层区首

次发现确切的中三叠世晚期—晚三叠世早期的动物群，硅泥

质岩厚度大。从岩石地层划分和区域地层划分对比的角度考

虑，笔者认为可将这套硅泥质岩组合建立为二岔沟组，代 表

大横山—若拉岗日地区拉丁晚期—卡尼早期的沉积。

!4# 剖面描述

剖 面 位 于 西 藏 尼 玛 县 二 岔 沟 ， 剖 面 起 点 坐 标 ：56"7!89
:6;、(*:7"!9:<;，终 点 坐 标 ：56"7!89::;、(*:7:<9::;，剖 面

长度##"#8 &（图!）。

上覆地层：灰黄色薄层板岩夹粉砂岩、劈理化砂岩

顺层韧性剪切带

二岔沟组（=!’*$） >#:1! &
#:4灰色、浅灰绿色薄层状含放射虫硅质岩夹硅质泥岩、粉

砂岩 #*14? &
#*4灰绿色杏仁状玄武岩 614? &
#!4灰黄色薄—中层状劈理化细—粉质杂砂岩 <<4! &
##4灰色夹浅灰色薄层含放射虫硅质岩 ，产 放 射 虫./$+0&/1)2

*&/’("$3" @A4 *&%#-/’-%&$"，43-"//&5",’$ BC4等 "?41 &
#84深灰色、浅灰绿色薄—中层状含放射虫硅质岩与泥岩互层

#*141 &
?4灰黄色薄板状页岩夹含放射虫硅质岩、石英杂砂岩，产放射

虫6+**$3-1&31-/ 5&5(*$"%"， ./$+0&$1)-&/’("$3" @A4 -,’$32
’-5+"，7"’%+5(&/’("$3" @A8 13-"//-5"等 !!<4# &

64深灰色、浅灰绿色薄层状含放射虫硅质岩与泥岩互层

#*"4# &
<4灰黄色页岩 ##"4: &
14深灰色、浅灰绿色含放射虫硅质岩夹泥岩 #?646 &
"4深灰色页岩夹含放射虫硅质岩、硅质泥岩 *<48 &
:4深灰色薄—中层状微晶灰岩夹泥岩、硅质泥岩 <:41 &
*4深灰色泥岩夹含放射虫硅质岩 #?646 &
!4深灰色含放射虫硅质岩夹硅质泥岩 <<4! &
#4深灰色硅质泥岩与泥岩互层（未见底） :641 &

断 层

!4! 岩性组合特征

二 岔 沟 组 岩 性 简 单 ，为 深 灰 色 夹 灰 色 、浅 灰 绿 色 薄 —

中 层 状 硅 质 岩 、泥 质 硅 质 岩 、硅 质 泥 岩 夹 少 量 页 岩 、泥 岩 ，

局 部 夹 微 晶 灰 岩 透 镜 体 ，上 部 夹 板 岩 、少 许 石 英 杂 砂 岩 及

玄 武 岩 。

由硅质岩与泥岩，硅质岩与硅质泥岩、泥岩，硅质岩与页

岩和薄层硅质岩与中层硅质岩组成的自下而上由细变粗、由

薄变厚的沉积韵律发育，单个韵律厚"/*8 @&，为加积型沉积

结构。剖面自下往上可划分!个不完整的副层序，自下往上变

浅，泥岩、砂岩增多。硅质岩、硅质泥岩中发育水平层理、条带

状构造，富含放射虫化石，属半深海—深海沉积的产物。

!4* 放射虫动物群及其时代

硅质岩中普遍含放射虫是二岔沟组的一大特色。放射虫

在放大镜下便可较清楚地辨别，薄片鉴定其含量"D/!8D不

! 西藏区域地质调查大队4#$#88万改则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E#?61E

陆济璞等：藏北大横山—弯岛湖一带的中—晚三叠世地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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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居多。由于受变形变质作用的改造，放射虫已

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保存不好。采集的大量样品送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由王玉净研究员处理并鉴定，

在 剖 面 上 于 第 ’ 层 和 第 ## 层 取 得 的 放 射 虫 化 石 主 要 有

!"#$$#%&’%&() ()*，!* +’+,$#-.-， !* +,* $’./()0(.’)- -./01，
1-"%(.%$$- ()*，1)#"2’)&3$’)0,-#%- ())*，1* .-/-%’4(（-./01 23
4.(3521），1* +,* (50#%)0(+"-（617/89），1* +’++’)&3$-（:0(3），

6-0."+,’)0,-#%- +,* &%(-))(+- ;2 <2=21， 6#.’)0,-#%- ()*，
7#0)-/’. +,* %’8")&"5 >7?@，9%(-))’+-50# ())*，9%(&’%&() ()*，
:(.2#’)0,-#%- +,* )0(."$’)-（A7B7(2B. 23 A8(?8@017）。另外，

在 剖 面 之 西 约!C B@处 的 硅 质 岩 中 也 采 获 放 射 虫;0&(./("5
5-./%#2( ;0@8318+7， <.."$’&%(-))’+-50# +,* +-50-.($()
-./01 23 4.(3521，9%(-))’+-50# ()*，9%(&’%&() ()*（图D）。

上 述 放 射 虫 动 物 群 中 ，!"#$$#%&’%&() $’./()0(.’)-的 时 代

为拉丁晚期，!"#$$#%&’%&() +,* $’./()0(.’)-可能延至卡尼早期，

!"#$$#%&’%&( ()*， !* +’+,$#-.-的时限为拉丁晚期至卡尼早

期 ；1)#"2’)&3$’)0,-#%- .-/-%’4(， 1)#"2’)&3$’)0,-#%- (50#%=
)0(+"-的 时 代 为 拉 丁 期 至 卡 尼 期 ；1)#"2’)&3$’)0,-#%- +’+=
+’)&3$-为拉丁期，6-0."+,’)0,-#%- +,* &%(-))(+-一般限于卡尼

期 ；7#0)-/’. %’8")&"5的 时 限 为 安 尼 晚 期 至 拉 丁 期 ；:(.=
2#’)0,-#%- )0(."$’)-时限较长，从安尼晚期开始，可延续到诺

利期。;0&(./("5 5-./%#2(的时代为安尼晚期至拉丁期，<.=
."$’&%(-))’+-50# +-50-.($()的时限从安尼期至拉丁期，有时

可延续到卡尼期（图E）。据此，这个动物群的时代为拉丁晚期

至卡尼早期。因此，将二岔组的时代确定为中三叠世拉丁晚

期—晚三叠世卡尼期是恰当的。

!*E 二岔沟组与上下地层之间的接触关系

剖面的北端二岔沟组与下伏地层 劈 理 化 变 质 细 粒 杂 砂

岩夹板岩之间为断层接触，二者间发育断层角砾岩；剖面南

端，二岔沟组与上覆地层板岩夹劈理化变质砂岩之间被!$ @
厚的第四纪堆积物掩盖，未见直接接触关系。根据二者均遭

受了变形作用改造，弱能干层（泥质岩）中劈理均较发育，产

状基本一致，推测二者为顺层脆—韧性剪切界面接触。由于

劈理产状与层理基本一致，属顺层劈理，故不排除二者为整

合接触的可能。

!*" 变形变质特征

二岔沟组岩石变形不强，地层层序保存比较清楚。构造

变形以发育顺层劈理、强弱相间分布的劈理化带和一翼长一

翼短的不对称紧闭褶皱为主要特征，局部出现倒转褶皱。褶

皱倒向多数向北。泥质变质岩中出现绢云母、绿泥石、石英及

钠长石等新生变质矿物组合，属低绿片岩相区域变质作用的

产物。

!*F 区域分布及地层对比展望

在二岔沟一带，二岔沟组的出露总面积约#$$ B@!。硅质

岩由于抗风化能力强，呈现明显的正地形地貌特征，山 脊 为

尖棱状，地形陡峭，在#G!"万卫星照片上为明显的近东西向深

灰色色调带状展布，解译标志清楚。区域上，据目前的资料，

二岔沟往东在金眼湖一带出露硅质岩夹少量硅质泥岩，至大

横山东部蜈蚣岭西南部为灰、深灰色硅质岩、含放射虫 硅 质

岩夹硅质泥岩、玄武岩。再往东至若拉岗日一带亦有出露!，

其中下部为灰、深灰、灰黑色薄层硅质岩、硅质页岩夹板岩、

长石杂砂岩、气孔状碎裂细碧岩，上部为灰、灰白色薄层、极

薄层长石杂砂岩与板岩、硅质页岩互层。近年来，新疆地质调

查院“在黑熊山、玉帽山、玛尔盖茶卡等地的一套碎屑岩夹灰

岩、硅质岩地层中发现了晚二叠世—中三叠世的放射虫”化

石 HIJ，说明该区也有二岔沟组出露，遗憾的是未将硅质岩单独

划分出来。由此可见，弯岛湖—若拉岗日地区二岔沟组出露

较广泛，但是由于变形作用的改造强烈，已多呈构造岩 片 混

杂分布于构造蛇绿混杂岩带中。随着区域填图的深入，可以

圈出更多的拉丁晚期—卡尼早期地层。

D 二岔沟组与弯岛湖蛇绿岩的关系

弯岛湖蛇 绿 岩 分 布 于 弯 岛 湖—四 熊 沟 一 带 ， 已 被 “肢

解”，层序已遭受破坏，往往以单一岩体或!&D种岩石组合 的

构造岩块出露，与“围岩”呈韧性变形带接触或呈断层接触。

岩性主要有蛇纹岩、蛇纹石化橄榄岩、变质闪辉橄榄岩、蛇纹

石化辉石角闪橄榄岩、变质（堆晶）辉长岩、变质玄武岩、辉绿

岩墙群等（图"）。与蛇绿岩相伴的沉积岩组合有放射虫硅质

图! 二岔沟组剖面

K8/*! L2+38.9 ., 3?2 M1+?7/.0 K.1@738.9
#—变质细粒杂砂岩；!—板岩；D—泥岩；E—硅质泥岩；"—硅质岩；F—微晶灰岩；I—玄武岩；C—断层；’—顺层韧性剪切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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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部分放射虫化石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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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弯岛湖蛇绿岩剖面

+,-$" ./01,23 24 15/ 67387259 2:5,2;,1/
（#）变质石英砂岩；（!）蛇纹石石棉石化辉石岩；（<）透闪石化辉长岩；（=）蛇纹岩（橄榄岩）；（"）透闪岩；

（*）断层角砾岩；（>）韧性变形带；（)）断层；"—橄榄岩；#—未分超铁镁质岩；?—未分镁铁质岩

岩夹硅质泥岩和少量大理岩。综合岩石类型，对蛇绿岩的层

序进行恢复，自下而上为$超镁铁质、镁铁质堆晶杂岩，为由

蛇纹石化橄榄岩、蛇纹石化辉石橄榄 岩 与 变 质 辉 长 岩 呈 不

等厚互层构成的反复出现的韵律层序。%层状镁铁质岩，主

要 由 堆 晶 辉 长 岩 组 成 ，其 上 尚 有 辉 长 闪 长 岩 、石 英 闪 长 岩 、

英云闪长岩侵入，与下伏的辉长岩构成宏观上的堆 晶 杂 岩

体 。&席 状 岩 墙 群 ，岩 性 为 辉 绿 岩 、辉 长 辉 绿 岩 ，呈 岩 墙 产

出 ，侵 入 下 伏 超 镁 铁 质 、镁 铁 质 堆 晶 杂 岩 ，并 侵 入 上 覆 熔 岩

层 。’镁 铁 质 熔 岩 ，岩 性 为 变 质 玄 武 岩 ，具 杏 仁 状 构 造 ，枕

状构造未见残存。

二岔沟组与弯岛湖蛇绿岩相伴出现于构造混杂岩带中。

根据蛇绿岩上覆沉积岩系中发育放射虫硅质岩，笔者认为二

岔沟组也是蛇绿岩的上覆沉积岩系。因而可以根据二岔沟组

的时代推断蛇绿岩的形成时代。此外，笔者尚在弯岛湖之北

获得镁铁质（堆晶）杂岩.@A?8全岩等时线年龄!<! B7C## B7，

亦可能代表该镁铁质杂岩的形成年龄。因此，弯岛湖蛇绿岩

的形成时代应为中三叠世晚期—晚三叠世早期。

= 讨论及意义

据最新地质调查资料，大横山构造蛇绿混杂岩带向西可

延至尖头湖、碎石山、拜惹布错一带 D)，(E，向东延至若拉岗日、

黑熊山一带!D>E，再往东可能与乌兰乌拉湖构造混杂岩带相连

接。乌兰乌拉湖构造混杂岩带与西金乌兰湖构造混杂岩带大

体平行分布，两者地质特征和构造背景基本相同。根据若拉

岗日—西金乌兰地区区域构造线的走向和构造格架分析，两

者可能为同一个构造带 D<F"E，分别构成金沙江缝合带西延的南

界和北界 D#&，##E。尽管对大横山构造蛇绿混杂岩带是乌兰乌拉

湖构造混杂岩带还是西金乌兰构造混杂岩带的西延，以及乌

兰乌拉湖构造混杂岩带与西金乌兰构造混杂岩带是 否 为 金

沙江缝合带西延的南北界还有不同的意见 D#&F#!E，但是，大横山

地区拉丁晚期—卡尼早期放射虫、弯岛湖蛇绿岩的发现和二

岔沟组、大横山构造蛇绿混杂岩的建立，无疑为金沙江 缝 合

带或乌兰乌拉湖构造混杂岩带的西延 及 大 横 山 —若 拉 岗 日

地区地质构造演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大横山构造蛇绿混杂岩 带 内 的 镁 铁—超 镁 铁 质 岩 石 主

要是碱性玄武岩和洋岛型玄武岩，少量为岛弧 和 洋 中 脊 型

图= 化石分布的时限

+,-$= G,@/ H73-/ 24 42II,; 8,I1H,J91,23

陆济璞等：藏北大横山—弯岛湖一带的中—晚三叠世地层 #=&>



地 质 通 报 !"#$#!%&’$ ()$$"*%+ #, &-%+’ !""# 年

! 陆济璞，陆刚，许华，等$%&!’万查多岗日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广西地质调查研究院，!""#(
" 李才(%&!’万才玛依岗日幅野外工作总结(!""’(

玄 武 岩 )%*+，反 映 大 横 山 构 造 蛇 绿 混 杂 岩 形 成 于 从 裂 谷 发 展

起来的（有限）多岛洋盆环境!（另文发表）。前已述及，大横

山构造蛇绿混杂岩中的碳酸盐岩岩片主要由含生物 屑 微 晶

灰 岩 、微 晶 灰 岩 、砂 屑 灰 岩 、砾 屑 灰 岩 、生 物 屑 灰 岩 、结 晶 灰

岩 、大 理 岩 化 灰 岩 等 组 成 ，与 北 羌 塘 陆 块 一 样 ，为 浅 海 台 地

碳 酸 盐"沉 积 的 产 物 ，产 中—晚 二 叠 世 珊 瑚 化 石 ，推 测 弯 岛

湖—大 横 山 地 区 在 中 二 叠 世 时 属 被 动 大 陆 边 缘 沉 积 ),+。 晚

二叠世—早三叠世转为活动大陆边缘环境，地壳发 生 伸 展

裂陷，基性—超基性岩浆活动强烈，中三叠世晚期—晚三叠

世 早 期 扩 张 形 成（有 限 ）多 岛 弧 洋 盆 ，出 现 半 深 海—深 海 相

硅质岩、泥质岩和极少量碎屑岩、碳酸盐岩沉积。晚三叠世

羌北陆块向北消减，海平面下降，出现陆棚相砂泥 质 复 理

石、类复理石和少量碳酸盐岩、硅质岩沉积。晚三叠世末期

至早侏罗世，羌北陆块与巴颜喀拉陆块碰撞，导致 了 弯 岛

湖-大 横 山 多 岛 洋 盆 闭 合 ，形 成 大 横 山 构 造 蛇 绿 混 杂 岩 带 。

在缝合带南侧弯岛湖一带的辉绿玢岩岩块和石榴湖 一 带 玄

武岩岩片中均出现蓝闪 石 新 生 变 质 矿 物（蓝 闪 石.绿 泥 石.
石 英 ）， 显 示 板 块 碰 撞 阶 段 发 生 了 低 温 高 压 变 质 作 用 )%*，%,+。

石榴湖一带云母片岩中白云母的/"值达0$"#1 23，亦显示出

高压变质作用的特征。

目前认为，乌兰乌拉湖和西金乌 兰 湖 地 区 于 晚 泥 盆 世

开始裂解，洋盆形成于早石炭世—中二叠世，中二叠世是洋

盆扩展的鼎盛时期 )%"，%’，%#+，晚三叠世闭合。基于上述认识，笔

者 认 为 ， 弯 岛 湖-大 横 山 有 限 多 岛 洋 盆 的 裂 解 及 发 展 演 化

的时间明显晚于乌兰乌拉湖和西金乌兰湖地区或金 沙 江 缝

合带的东段。

’ 结 论

（%）二岔沟组是从“若拉岗日群”中解体出来的一套富含

放射虫的硅质岩、硅质泥岩夹少量页岩，局部夹微晶灰岩、玄

武岩的组合，时代为中三叠世晚期—晚三叠世早期。二岔沟

组在区域上分布较广泛，可进行填图和地层对比。二岔沟组

的建立，对深化大横山—若拉岗日地区的地 层 划 分 对 比 研

究、不断完善本区地层系统和深入研究本区三叠纪的地质构

造发展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岔沟组往往与蛇绿岩相伴 产 出 ，可 视 为 蛇 绿 岩 的

上覆岩系，并据其所含放射虫的时代和蛇绿岩43-56全岩等

时线年龄推断弯岛湖蛇绿岩的时代为中三 叠 世 晚 期 —晚 三

叠世早期。

（*）拉丁晚期—卡尼早期放射虫动物群和弯岛湖蛇绿岩

的 发 现 ， 说 明 弯 岛 湖-大 横 山 有 限 多 岛 洋 盆 扩 张 的 鼎 盛 时

期是中三叠世晚期—晚三叠世早期。晚三叠世 末 至 早 侏 罗

世早期，羌北陆块与巴颜喀拉陆块碰撞形成大 横 山 构 造 蛇

绿混杂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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