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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为汝箕淘盆地上三叠统延长蛆具有3套岩性组合，在古气候厦构造运动共同影响下，形成 

了冲积扇 、辫状河、辫状河三角洲和湖泊沉积体 系 其 中辩状河以发 育的河道砂坝为特征 ，辨状河三 

角洲河 口坝不发育 ，剖面上水下分流河道频繁变替，并首次在本区发现深湖相浊积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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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箕沟盆地位于贺兰山中北段，跨宁夏、内蒙古 

两自治区，东部边界大致在石嘴山一大武口一苏峪 

口一带。该盆地缺失下三叠统 ，中上三叠统发育齐 

全，为一套河湖相杂色碎屑岩建造。依其岩性组合自 

下而上划分为 中统纸坊组和上统延长组 。 

1936年，孙健初将东祁连一带 的三叠系命名为 

“西太沟系”。之后，许多地质工作者先后在甘肃靖 

远、景泰一带确定了西太沟系的存在 ，并在宁夏灵武 

磁窑堡等地首次肯定了晚三叠世地层 ，认为上述地 

层无论岩性及生物组合均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长组 

相当 1955年 ，华北地质局桌子山外围普查队在贺 

兰山北段开展普查，确定了贺兰山延长组的存在，建 

立了三叠纪的地层层序_1]。之后 ，又有相当一部分人 

将汝箕沟一带中上三叠统视作鄂尔多斯盆地西北缘 

沉积 ，并认为该 区晚三叠世地层为鄂 尔多斯盆地西 

北部的边缘相沉积 。] 近几年来，笔者在前人工作 

的基础上 ，在鄂尔多斯盆地及其外围盆地沉积环境 

的研究过程 中，发现汝箕 沟盆地 晚三叠世地层的古 

水流方 向为由东而西，是独立于鄂尔多斯沉积的一 

个小型盆地 其沉积体系为一套 冲积扇一辫状河一辫 

状河三角洲一湖泊相组台，并在深湖环境中首次发现 

了浊积岩系。 

1 地层划分 

星壁选箕 盆坦中上三叠统岩性组台、沉积层 

序及生物群面貌与鄂尔多斯盆地西缘相似．为一套 

碎屑岩沉积．但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异 ，具体划分方案 

也不尽相同。本次将这套岩性单调，下粗上细的韵律 

层序，自下而上划分为 3套岩性组合(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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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汝箕沟盆地上三叠统延长组充填序列田 

Fig一1 Filling sequence map of Y8m h雌  

formation of the Upper Triassic in Ruqigou basin 

第一岩组：灰绿色及紫红色块状砾岩、言砾粗砂 

岩、粗砂岩夹灰色薄层状粉砂岩，厚度 1 206 m。 

第二岩组：灰绿色厚层一块状粗一中，细砂岩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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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泥岩 、粉砂质泥岩 ，厚度约 557 m。 

第三岩组 ：灰黑色页岩与灰绿色粉砂岩互层，局 

部夹薄一中厚层状细砂岩 ，厚度 224 m。 

2 沉积相类型及其特征 

根据汝箕淘盆地上三叠统延长组碎屑岩发育特 

征，认为该区沉积体系主要由冲积扇、辫状河、辫状 

河三角洲和湖泊相组成 。 

2．1 冲积扇相 

该相主要发育于第一岩组早期，岩石的成分成 

燕度和结构成熟度中等一较低，砾石成分各地变化 

较大，平均砾径一般 5～1 5 cm，最大可达 25 cm 砾 

石常呈叠瓦状排列 ，填隙物为砂泥质，具基质支撵和 

颗粒支撑，以后者为主。本区冲积扇的扇根部分，主 

要为块状混杂砾岩和具叠瓦状组构砾岩组成的正韵 

律组合。扇中具有中到较低的沉积坡角和发育的辫 

状河道，由叠瓦状组构的砾岩和略显平行层理及大 

型扳状交错层理的砂砾岩组成．岩体由一系列彼此 

叠置的透镜体组成，横向延伸可达几百米。扇端具较 

低的沉积坡角，辫状河道已基本消失，水流处于四溢 

状态，沉积物主要由具冲副一充填构造的吉砾砂岩、 

平行层理、板状交错层理砂岩，以及水平层理粉砂 

岩、块状层理粉砂质泥岩、砂质泥岩组成。 

在冲积扇形成和发育过程中，由于沉积物堆积 

速度和盆地沉降速度不同．可使冲积扇砂体发生进 

积和退积或侧向转移的过程。这种过程明显反映在 

冲积扇的沉积层序中，当沉积的堆积速度小于盆地 

的沉降速度时，冲积扇砂体向源区方向退积，或者向 

饲向转移，于是该区便形成了下粗上细的退积型的 

正旋回沉积层序 ]。 

有利于冲积扇堆积和保存的环境是构造活动强 

烈的山前盆地，冲积扇体一般位于山麓沟谷出口处， 

单个砂体在平面上呈扇形或舌形，面积达几十平方 

公里．这些发育在山前盆地边绿的许多扇体可镀此 

连接、重叠，并沿山麓呈带连续分布。 

2，2 辫状河相 

河流沉积是陆相地层中最重要的沉积类型，也 

是汝箕淘盆地兰叠系延长组主要的沉积类型．无论 

在平面上还是垂向上，延长组中河流沉积所占的比 

倒是最大的。从河道砂岩的沉积构成、砂体形态及沉 

积体系共生组合看，该盆地延长组早中期沉积应属 

辫状河沉积 。 ． 

辫状河是一种典型富砂的低弯度河，以发育的 

河道砂坝为特征[5]。其沉积载荷以砂为主，河道竟而 

浅，宽／深大。由于河水流量变化较大，河道一般不固 

定，常发育一些特征的河道砂坝。此外 ，由于河 岸易 

于侵蚀，故河攫滩不发育。其垂向剖面上通常呈不完 

整旋回彼此叠置的巨厚砂层产出。河道沉积 的下部 

为具大型槽状交错层理的粗砂岩，位于河道基底冲 

Ii5面之上，常台滞留沉积物；上部为具大型扳状交锫 

层理的河道砂坝沉积，自下而上略星正旋回层序(见 

图 2)。该区的辫状河发育在第一岩组，其河道砂岩 

往往构成巨厚的岩系，缺乏河道间细粒夹层。岩石类 

型以岩屑长石砂岩和长石砂岩为主，成分成熟度中 

等一较低，颗粒分选中等一好，磨圆以次棱角状为 

主，填隙物古量不超过 15 ，孔隙式胶结为主。总体 

上砂岩／泥岩>90 ，砂岩段厚度 在 1O～4O m之 

间，厚度大 者可超过 100 m，而 泥岩段大 都小 于 3 

m 从垂向上看，砂体由多个旋回反复叠置而成，每 

个旋回都具有自下而上由粗而细的趋势，并依次发 

育粒序层理、槽状或板状交错层理、平行层理和一些 

沙纹交错层理。辫状河泛溢平原一般不发育，仅在河 

道问沉积了薄层的灰色泥岩、粉砂质泥岩。 

m 

40 

图2 汝舞淘盆地上三叠境延长组瓣状河扫‘襄序列 

blg．2 Sedimentary sequence 0f braided stream 

of Yarmhang formation 0f the Upper Triassic 

in Ruqigou basin 

2．3 辫状河三角洲相 

辫状河三角洲沉积发育在延长组第二岩组。其 

岩性以灰绿色中一粗一细砂岩为主。夹糟砂岩和灰黑 

色粉砂质泥岩，局部可见零星分布的砾岩。碎屑颗粒 

呈次棱角状，分选中等一好。填睐麴常见舶有粉砂、 

绿泥石、高岭石及方解石等，胶结类型以孔隙式为 

主，碎屑颗粒接触方式大都呈线状，颗粒支撑占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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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势 

辫状河三角洲中可古有某些湖泊生物化石，如 

介形虫等，并发育生物扰动和生物潜穴构造，同时还 

可见捌植物屑和碳屑等。沉积构造发育，包括板状及 

檀状交话层理、平行层理、小型交错层理及冲剧面构 

造，含动植物化石及生物遗迹构造 

在辫状河三角洲发育过程中，河口不断向湖盆 

方向推进，形成特征的辫状河三角洲垂向沉积序列。 

由于该盆地辫状河三角洲平原的河道发生横向迁 

移。辫状河三角州朵状建设会随之发生横向转移，而 

不是明显地向湖盆方向推进，因此缺少前辨状河三 

角洲泥质，形成的垂向序列不完整。 

汝箕沟盆地辫状河三角洲发育在距物源区相对 

较近的地方。其间缺失曲流河等陆上环境，是一个相 

带发育不完整的沉积体系 由于水下分流河道不固 

定。常常侵蚀下伏沉积物，所以极少发育河口坝，剖 

面上水下分流河道频繁交替，平面砂体发育成宽大 

的席状形体。 

2．4 湖泊相 

湖泊沉积发育于延长组第二岩组和第三岩组， 

主要以浅湖一深湖相沉积为主。为深灰色、灰黑色泥 

页岩、劣质{电页岩夹少量灰 色中一厚屡状粉砂岩、细 

砂岩。砂岩以岩屑长石砂岩和长石砂岩为主，成分成 

熟度较低，结构成熟度较高，颗粒欢哪一次棱角状， 

分选中等一好，胶结类型以孔辣式和镶嵌式为主。粉 

砂质混岩、混岩及页岩中常见介形蛊、羹曩类化石， 

生物搅动构造及遗迹化石也较常见。 

湖相沉积泥、页岩及粉砂岩中水平层理量为发 

育，粉一细砂岩中常见抄纹层理及小型交话层理，浊 

积岩中可见粒序层理、平行层理及各种底模构造，央 

于深期泥岩中的粉砂岩常因滑塌而形成丰膏的包卷 

层理。浅湖滩砂分布面积广，呈席状产出，大致与岸 

线平行。在深湖区，浊流沉积的砂岩常呈席状产出。 

2．5 浊积岩 

该区浊积岩厚度较大，形成于晚三叠世后期。岩 

性以灰色中一厚层状粉砂岩、细砂岩为主，地玛序列 

十分发育。根据浊积岩的结构、构造、岩性特征及层 

序变化特点，参照walker对浊积岩相趟分方案，认 

为该区延长组浊积岩主要发育 C相和D相，二者均 

可用鲍玛层序来描述。其中：C相为近源浊积岩，发 

育在第三岩组的下部，为 ABE或 AE塑层序(觅圈 

3，a)，砂岩层厚平均 4O～60 cm，砂 岩／泥岩大于 1} 

D榍为远豫浊积岩，发育 在第三岩组中上部，为 

BCDE或CDE型层序(见图 3'b)，砂岩层厚约 6～ 

12 cm。砂岩／泥岩小于 1L‘j。 

b 

图 3 故箕淘盆地上三叠境延长组浊积岩层序 

a ABE层序和 AE层序 b BCDE层序和CDE层序 

Fig 3 Sequ ces of turbldite of Yanchang formation the Upper Triassic ia Ruqlgou basla 

本区浊积岩成因与三叠纪构造运动有着密切的 河三角洲的水流，将其所携带的经过一定距’l搬运 

关系。三叠纪末的印支运动虽没有显著改变邪尔多 而来的细粒碎屑物拖曳汇人深湖区，由于朔筮边缘 

斯地块及其外缘原有的构造格局，但引起了该地块 地形变陡，作用于流体的膜斜坡向下的重力导致了 

西缘的上升和侵蚀，加上印支运动晚期的火山作用， 湍流运动。在湍流的支撑下．加之与上曩水体之问出 

贺兰裂谷有了明显的复括，沉积了一套厚约 2 000 现的明显密度差，碎屑沉积物以程商的密度呈悬浮 

m的地层。同时，该运动也为浊积岩的形成提供了 状态继续向盆地内部搬运，并通过盆地的辫状河三 

触发条件，汝箕沟盆地此时发生沉降并在一些地区 角洲前缘陡坡被带人盆地中 巳、。这时，由于盆地底部 

形成深期环境。随着来 自湖区邻近冲积平原和辫状 地形平缓而使湍流迅速减弱，致使浊流体系均衡状 

阻 0 6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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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被破坏，其悬浮主体颗粒之间形成相互促使沉降 

的沉积机制。当沉积物 内悬浮负荷转变成底负荷时 

形成鲍玛序列 A段，随速度降低在牵引沉积作用下 

形成 B，C段 ．最后 直接的悬 浮沉积作用形成 D，E 

段 。这样，随着辫状河三角洲的不断进积 ，在其前缘 

一 带 即形成了连续发育的浊积岩系。 

3 沉积环境及其演化 

汝箕沟盆地是在中石炭世地壳缓慢沉降的基础 

上发育起来的一个拗陷盆地。二叠纪末的华力西运 

动使宁夏地块抬升并发生沉积间断，其问缺失早三 

叠世的沉积，从中三叠世开始接受了纸坊组沉积。 

上三叠统延长组沉积初期，区内发生强烈拗陷， 

沉降速度加快，地形差异及坡度较大，来自盆地东部 

的粗碎屑物供给充足，气候较干旱，侵蚀作用迅速， 

冲积扇发育，充填了大量的砾岩。此时，河床迁移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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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Yanchang formation of the Upper 

Triassie in Ruqigou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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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3．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 ve[opment．Corporation of 

Chan~!ing Oilfietd Xi an 710021，China) 

Abstract：Based on studying carefully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Yanchang formatlon of the Upper 

Triassic series in RuqigOu basin，in the stratum there are three group lithology assemblage which form 

sedimentary systems of alluvial fan，braided stream，braided delta and lake by influencing paleaclimate and 

tectonic movement．The sandbodies of braided stream is very thick and the scope of the sandbodles is 

widespread．In deep lake，tarbidite which is found for the first time is developed and mainly consists 0f 

four stratigraphic sequences which include ABE，AE，BCDE and CDE styles sequences．From early period 

to late period of Upper Triassic，climate had evolved ftom semiarid to moist．The basin had sunk rapidly in 

early phase Of Upper Triassic and the basin became slowly stable in the phase． 

Key words：Ruqigou basin；Yanchang f0rmation；sedimentary eaviormer~t；tarhid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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