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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峰地区侏罗纪沉积环境

刘宝籍 余光明 王成善 兰伯龙
(地 质矿 产 部成都地矿所 ) (成都地质学院 )

珠峰地区 `指北喜马拉雅断裂以南的吉隆 ~岗巴一带
。

该地区侏罗纪地层分布广泛
,

发育也较完全
,

其中以聂拉木县古错剖面出露最好
。

笔者认为
,

侏罗纪时珠峰地区属与

印度板块 毗连的被动大陆边缘 ( 冒地槽 ) 环境
。

地层层序较完全
,

沉积类型多样
,

厚度

大
,

相变快
,

反映了当时板块扩张作用的影响
,

并造成了当时该区构造运动 比较活跃的

沉积作用背景
。

侏罗纪地层总厚约 4 5 0 0米
,

下与三叠系
、

上与白里系均呈整合接触关系
。

下侏罗系

为普普叹组
,

厚约 88 2米
。

中侏罗系包括聂聂雄拉组 ( J孟) 和拉弄拉组 〔 J孟)
,

厚 度 分

别为 7 75 米和 7 41 米以上
。

拉弄拉组之上为门布组
,

厚 51 0米
,

时代为晚中侏罗世到 早 中

侏罗世 ( 即 J孟一 J孟)
。

上侏罗系为休莫组 ( J全)
,

厚度为 1 78 2米
。

珠峰地区侏罗纪地层均为海相沉积
,

包括海岸
、

浅海陆棚和次深海三个大的环境
,

以及生物礁和等深流的沉积 (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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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罗纪的沉积岩主要有陆源碎屑岩
、

碳酸盐岩
、

陆源碎屑与碳酸盐的混合型岩类
、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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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岩和其它沉积岩
。

陆源碎屑岩主要为石英砂岩 ( 占90 一 9 5 % )
,

其粒度为 l 一 2 中
,

分选好
,

颗粒呈

圆一次圆状
,

少数被碳酸盐溶蚀后呈锯齿状
。

胶结物主要为硅质 ( 再生胶结 )
、

钙质 ( 溶

蚀基底胶结 )
,

少量粘土杂基
。

此外有长石砂岩
、

长石石英砂岩和火山岩屑砂岩 ( 聂聂

雄拉组底部 )
。

含长石类砂岩有较多 的海绿石矿物
。

碳酸盐岩主要为鲡粒灰岩
、

生物灰岩
、

白云质灰岩和泥 晶灰岩
,

以颗粒灰岩和泥晶

灰岩为常见
,

也有很少量的结晶灰岩和泥质灰岩
。

陆源碎屑与碳酸盐混合型岩类的存在为本区一重要沉积特点
,

石英砂与碳酸盐颗粒

以 不同比例和不同组份进行混合
,

形成一系列过渡性岩石
,

如亮晶含砂屑中 粒 石 英 砂

岩
、

亮晶石英砂鲡粒灰岩等
。

细屑岩类指粒度 ) 4 功者
,

包括粉砂岩和泥质岩
。

常含丰富的菊石化石
,

组 成特殊

的菊石细屑岩相
,

反映了一种次深海的沉积特征
。

此外
,

尚见海绿石质岩
、

鲡绿泥石质岩
.

前者主要为含海绿石砂岩
、

海绿石含量一

般 为 3 一 2 0九
,

最高可达 4 7%
。

珠峰地区遗迹化石十分丰富
,

是良好的环境标志
。

遗迹化石与沉积环境间的关 系如

图 2 即遗迹化石相 ( I。 h n o f a 。 i e s S C i l a 。 h e r ,

1 9 6 4
、

1 9 6 7 )
。

反映了随海水深度变化 的不

同的遗迹化石组合特点
,

如均分潜迹 ( C h o n d r i t 。 s ) 在内陆棚中少见
,

却
`

常出现在外

陆棚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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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遗迹化石与沉积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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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仅就主要沉积环境的特征逐一叙述于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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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海 岸 环 境

包括无障壁型和有障壁海岸环境
,

以前者最发育
。

1
.

无障壁海岸环境

又可分为陆源碎屑为主的和陆源碎屑与碳酸盐混合沉积 的海岸环境
。

1) 陆派碎月沉积的海岸环境 分布于上三叠统顶部和中侏罗统拉弄拉组底部
。

上

要为细粒石英砂岩
,

岩石 的矿物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高
,

含较多的陆源重矿物
,

杂基极

少
。

据采自有冲洗层理和楔形层理岩石样品的粒度分布曲线看 ( 图 3 )
,

和已知的海滩

沉积基本一致
。

具有分选好
、

正偏的海滩沉积特征
。

结合层理的特点看
.

前 者 为 冲洗

带
,

后者为能量略低的拍岸浪带
。

图版 I
,

1 为冲洗层理
、

具有明显的逆粒 序
.

在显微镜下可明显见到重矿物成层分

布的特点
。

图版 I
,

2 为大型楔状层理
,

层系厚 2 。一拍厘 米
.

细层倾角
一

20
二

此外还 见

有大型槽状层理
、

小型槽状层理
.

大型板状层理和块状层构造等
。

大型槽状层理可能反

映了近滨沿岸砂坝的沉积特点
。

可 见
,

上述沉积环境应为海岸的前滨带和近滨带的中上部
。

2) 陆源碎属与碳酸盐混合沉积的海岸环境 主要分布于中下侏罗统
。

其无障壁性

特征明显
,

具有冲洗层理
、

楔型层理
、

槽状层理和板状层理等
,

生物化石如双壳类
、

腕

足类
、

有孔虫
、

珊瑚
、

腹足类
、

介形虫和菊石等
,

都反映了波浪和海流作用的影响
,

以

及海水循环良好的特点
。

遗迹化石为蛇形迹 ( O P h i 。 。 o : P h 。 ) 和大型似海藻迹 ( 丁h a -

1a s ￡ 1n o i d e s )
。

微相特征可分为前滨
、

近滨和过渡带 ( 或滨外 )
,

图 4 是一个退积式 滨 岸 沉 积剖

面
,

其特点如下
:

A 层— 亮晶砂屑细粒石英砂岩
,

含棘屑
、

介屑
、

有孔虫 ( S = 1 一 2 ) ”
。

石 英

颗粒呈次圆一圆状
.

部分具泥晶皮及低角度楔形层理 ( 细层倾角 2 ~ 5
。

)
。

属前 滨 带

沉积
。

B层— 亮晶含石英砂砂 屑灰岩
,

生物门类同 A 层
,

含量有增加
,

多具泥晶化现象
,

有孔虫分异度 S 二 3 一 4
。

具大型楔状层理
、

小型槽状层理
。

为中高能量 的近滨 带 中
、

上部沉积
。

C层— 含球粒泥晶灰岩
,

有少量介形虫
、

有孔虫
、

棘屑等生物碎屑和石英粉砂
。

具断续的微波状水平层理
。

大型似海藻迹遗迹化石 ( 图版 I
,

3 )
。

属低能的近滨下部
-

过渡带沉积
。

另一个滨 岸剖面层序为
:

A 层为中粗粒石英砂岩
,

胶结物为硅质和钙质
,

含较多的

陆源重矿物组份 ( 如电气石
、

错石
、

帘石等
,

含量可达 1 % )
。

具块状构造或大型交错

层理
,

可见逆粒序
,

为前滨带沉积
。

B层为亮晶含石英砂骨屑灰岩和微晶砂屑细粒石 英

砂岩
,

含双壳
、

腹足
、

腕足
、

棘皮等生物碎屑
,

具泥晶套
,

大型槽状层理 ( 图版 1
.

4 )
,

见介壳夹层和蛇形迹遗迹化石
。

为近滨中上部沉积
,

可能主要为沿岸沙坝沉积
。

C层为

1 ) 5为有孔虫 属种 简单分 异度
,

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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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晶石英砂似球粒一
鲡粒灰岩和骨屑鲡粒灰岩

,

生物碎屑有明显的泥晶化现象
,

夹 介 壳

灰岩透镜体
,

其中个别单瓣保存完整
。

水平层理不发育
。

属 中等能量的近滨带中下部沉

积
。

D层为泥晶灰岩
,

偶见介形虫
、

钙质海绵骨针
,

夹砂质灰岩
、

介壳灰岩透镜体
。

属

滨外带沉积
。

这种混合型海岸沉积之特征如表 1 所 示
,

其沉积模式见图 5
。

对于无障壁型碳酸盐

沉积 的形 成
,

入h : ( 19丁3 ) 认为是由于海岸带地形坡度陡的原因
,

海水在到达海岸前能

量消耗较少
,

使近岸地带形成了最高能量带
。

这一般是在海侵初期形成
。

2
.

障壁型海岸环境

主要分布于中侏罗统聂聂雄拉组下部和上侏罗统门布组下部
。

是一套以潮汐作用为

主的陆源碎屑与碳酸盐混合沉积
,

沉积标志明显
。

1) 聂聂雄拉组下部潮汐沉积的微相特征 沼泽沉积
:

黑色炭质页岩
、

泥 负 岩
、

含植

物树干化石
、

袍粉化石丰 r6’
、

如 p i 。 “ : 户0 1 1。 一 : i t 。 :
·

: p
、 。 l 。 : : 。 户o l l r :

·

: 了。
’

李 , o余种
。

障壁岛海滩沉积
:

钙质石英砂岩
,

具冲洗层理和强烈的生物拢动构造
:

潮道沉积
:

岩性主要为不纯砂岩和炭岩
,

含窄盐度生物化石
,

具有向
_

L变细 的剖面

结构 ( 图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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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陆源碎周和碳酸盐混合沉积的广海海岸徽相特征

T a b l e

U S

入1 i e r o f a e i e s e ll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o f t h e o p e n s e a
i

n t h e d e P o s i t s o
f t e r r 一g o n 。。 -

e l a s t s a n
d m i x e

d t介
一

p e o f t e r r
i g e o o u s e l a s t s a n d e a r b o n a t e r o e

k
s

令
\ 、

」

中 上 部 中 下 部
\ 、 l 一

石英砂岩

岩 性

” “ 英 ” 骨屑 “ 岩

{
“ “ 英 ” 似球 “ -

或砂 屑 灰 岩 } 颐粒灰岩
,
骨 屑 鳍

粒 灰岩

泥 晶灰岩
,

球粒泥 晶灰

岩

泥晶
、

粉屑
、

球 粒
。

组 份与结构

石 英砂磨圆好
,

陆源重

矿物 含量 高
。

一般含砂

屑
、

生物 碎屑
,

填隙物

为灰质
。

沟 造
大型交错 层理

,

冲洗 层

生物碎屑
、

砂屑
、

生 物碎屑普遏具泥

石英砂为 主 要 组 晶化现象
,

似球粒

份
,

生物碎屑大都
,

一 幼粒
。

生物碎 屑

有泥 晶化现象
,

填 为主要组份
。

隙物多为亮晶
,

粒

度不 太均一
。

犬型楔形层理
,

槽状 层理砂纹层 理
,

水平

层理
,

介壳透 镜体
。

水平层理
,

介壳透 镜体

生 物 群

磨蚀的棘皮
、

双壳 类
、

属种单调
,

有孔 虫 简单

分异度 = 1一 2

磨蚀的双壳 类
、

腹 足 类
、

腕足类
、

棘皮

等
,

有的未被磨蚀
。

有孔虫 简单 分 异 度

= 3一 6

介形虫
,

钙 质 海 绵骨

针
,

有孔虫
、

棘皮
。

遗迹化石 蛇形迹 大型似海藻 迹

潮坪沉积
:

未见完整 的层序
,

可分潮上带泥晶灰岩
,

潮下砂坪和潮间混合坪沉积
。

泥晶灰岩中有豹皮状 白云岩夹层 ( 图版 I
, 5 ) 及干裂

、

鸟眼
、

不规则纹理等构造
。

昆

合坪和砂坪沉积发育有潮汐层理
、

鱼骨状层理 ( 图版 I
,

6 )
、

修饰波痕
、

干涉波痕和

复杂 的大型交错层理 ( 图版 I
,

7 ) 等
。

冲溢扇沉积
:

岩性为砂岩和灰岩沉积
、

夹介壳层
。

其缓倾斜的单斜层理 ( 细层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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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留沉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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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6 湘道沉积序列

S e d i m e n t a r y s e q u e n e e s o f t i d a l e h a n n e l

< 3
。 ,

厚 0
.

5一 1
.

0厘米 )
,

由于细层倾角极缓
,

不应属正常床沙推移的产物
,

R e in S 0 n

认为是冲溢水流的形成物
,

是冲溢扇 的主要沉积构造
。

岩体呈透镜状与潮 上白云质泥晶

灰岩互层产出
。

此 外
,

岩石组分复杂
,

杂基含量高
,

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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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潮坪沉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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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具正粒序性等都反映了冲溢水体快速堆积的特点
。

泻湖沉积
:

黑色泥晶灰岩
,

含少量石英砂
,

生物

化石单调
.

如有孔虫
`

5 二 1 一 2 ) ,

介形虫
、

少量变异

的小双壳类
,

具水平爬痕的遗迹化石
。

门布组下部潮汐沉积的剖面结构是一个向上变细

的潮坪沉积序列
,

包括潮汐砂坝
、

砂坪
、

泥砂坪
、

砂

泥坪等 ( 图 7 )
:

2) 关于障壁性质的讨论 聂聂雄拉组和门布组

的潮汐沉积是不一样的
。

前者为一套沼泽
、

泻湖
、

冲溢

扇
、

潮道和海滩的沉积组合
,

相序也复杂
,

应属障壁

岛系统 后者则以完整 的泥砂坪序列为特征
,

少见潮道

沉积
.

可能反映了广海 与海湾混合区的组合特征
.

与英

囚东部的沃什现代潮坪沉积相似 ( E
、· a n s

.

1 9 6 5 )

二
、

浅 海 环 境

庄整个侏罗纪都很发育
,

可分为陆源沉积为主的和碳酸盐沉积为主的两种
。

1
.

陆源沉积的浅海陆棚环境

主要分布于下侏罗统中部
、

上部
,

中侏罗统下部和上侏罗统门布组底部
。

为一套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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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绿石粉砂岩
、

长石石英砂岩
、

石英砂岩
、

夹少量火山岩屑砂岩

和微晶灰岩
、

页岩等
,

其特点是含有较多的海绿石 ( 2 一 15 % )
。

生物化石种类丰富
,

保存也较完整
,

有双壳 类
、

腹 足 类
、

腕 足

类
、

珊瑚
、

海胆
、

箭石
、

菊石和有孔虫等
。

此外
.

可 见 水 平 层

理
、

沙纹层理和缓倾斜的交错层理等
。

图 8 是一个向上变粗的浅海浅滩剖面层序
,

它可能反映了古

海底地形不平 的地貌特点
。

外陆棚由于海水较深
,

其沉积特征不同
,

表 2 是内外陆棚沉

积特征对比情况
。

2
.

碳酸盐沉积的浅海陆棚环境

1 ) 内陆棚环境 主要为粉屑泥晶灰岩
,

泥晶灰岩和 颗 粒

灰岩沉积
,

含有丰富的生物化石
,

如腕足
、

双壳类
、

有孔虫
、

珊

瑚
、

海百合
、

介形虫等
,

见大型似海藻迹遗迹化石和偶见均分潜

迹
。

滨外缅滩的发育是其主要特点
,

图 10 为一滩前斜坡上发育的

浅滩沉积层序
,

与W i l s o n 的标准微相 理 ` S M F一 』 ) 类 似
。

2 )外陆栩环境 主要为泥晶灰岩
,

其次为粉屑灰岩
、

钙质石

英微粒砂岩
、

钙质页岩
。

据扫描电镜观察
,

泥晶灰岩主要是 由 0
.

00 6

毫米大小的方解石晶粒组成
,

部分为颗石藻碎片
,

有的具有生物成

因结构 ( 图版 I
, 8 )

。

粉屑灰岩含石英粉砂 ( 10 、 30 % )具显微粒序

性
,

粉屑主要 由棘皮
、

海绵骨针
、

有孔虫
、

介形虫等组成
,

有丰富的

均分潜迹遗迹化石 ( 图版 I
, 2 )及部分蠕 虫迹 ( H

。 。 ` t h ol’ d ea )

和栖息迹等
。

层理发育
,

主要为沙纹层理和水平层理
,

岩层呈中

薄层状
,

层厚均 匀
,

延 伸 稳 定 ( 图版 I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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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

海 绿 石粉砂岩相 ( 属

第二旋回 )
。 3

.

含海绿

石中拉砂岩相
,

具缓倾

斜层理
。 2

.

滞留生物层

( 牡拓化石为主 ) 1
.

海

绿石粉砂岩相

图 8 浅海浅滩

创面层序

F i g u r e 8 S h o a l

S e e t i
o n o f n e : i t l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在外陆棚中尚见细粒浊积岩沉积 ( 图 10 )
,

该岩层仅厚 3 厘米
,

可分 4 小层
: a .

灰

黑色泥晶灰岩
,

含有孔虫
、

海绵骨针化石
。

b
、

灰黑色棘屑粉屑灰岩
,

含较多石英粉粒
。

具正粒序性和底冲刷面
,

厚 10 一 12 毫米
。 。 、

含石英粉砂粉 屑 灰岩
,

具水平 ( 平行 ? )

层理
。

d
、

含石英粉砂粉屑灰岩
,

顶层面上具分叉 的不对称 的 微波痕 ( 图版 I
, 3 )

,

层厚仅 1 毫米
。

以上层序可看出
,

沉积粒度细
,

具底冲刷和正粒序性层理
,

个别生物碎

屑垂直层面产出
,

反映了重力流作用之特点
。

含陆源石英砂粒
,

具底栖和浮游生物组合

等
。

这些可与 S t o w ( 1 9 8 。 ) 提出的细粒浊积岩标准层序相比拟
。

tS o w 的 标 准层序 厚

7 厘米
,

分四小层
,

相当于 B o u m a ( 1 9 6 2 ) 的 D
、

E 层 序和 iP p 。 ,
·

的 E
,

一 E
Z

一 E
3

层

层序
。

细粒浊积岩的存在反映外陆栩的海水变得更深
。

3) 碳酸盐沉积陆拥的特点 综上所述
,

可见该区碳酸盐内陆栩沉积与现代浅海内

陆栩相似
,

都是 以发育滨外鲡滩为特征
,

如美国东南海洋
、

非洲西部海洋等
。

而外陆棚

不同
,

与内陆棚相比则是沉积相变快
,

并由于碳酸盐供给不足形成了泥页岩 的 薄 层 夹

层
。

在沉积物中既有垂向的含颗石藻泥晶灰岩
,

也有横 向重力流作用的细粒浊积岩
。

此

外
,

底栖生物急剧减少
,

出现了陆坡或海盆常见的蠕虫迹等
,

均与内陆棚不相同
,

反映

了古海底地形的不平坦 的特点和该区可能正处于板块扩张阶段的沉积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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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滚沉积的内外陆栩沉积特征对比1
?
`

一表一
T a b l

e 2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e h a r a e t e f i s t i e s o
f t h e t e r r i g e n o u s s e d i m e n t s o f i n n e r 一 o u t e r

s h e l f

一

\
一

_
_

环 …
待 - -

一
_ _

境 内 陆 栩 1 外 陆 栩

证 一

岩 性

海绿石中粒长石石英砂岩
、

石英砂岩
、

粉

砂 岩
,

夫泥 灰岩
、

微 晶灰岩和 页宕

海绿石 质细粒 长石 石 英砂岩
、

粉砂岩
、

钙

质页岩
、

黑 页 岩
、

夫 中粒砂岩和灰岩透镜

体

片海绿石

钙 质
、

菱铁质结核

异 地成 因 者多
,

含毫 2 一 15 另

同 前

异地 和原生均 有
,

含量 5 一 2 0形
,

最高 达

4 5万

生 物
腕 是类

、

腹足 类
、

珊 瑚
、

海胆
、

双 壳类
、

箭石
、

菊 石 等
,

双壳类 可有 10 余种 属

菊石
、

腹足 类
、

双壳 类 ( 主 要 为 海扇

珊明等

遗迹 化石 根珊瑚迹 均 分潜迹
、

显微 生物潜穴

沉积构造 水 平层理
、

大型缓倾层理
、

冲 刷构造 水平层理
、

沙纹层理

阶期
4

.

含份屑和团 粒泥 晶灰台
,

见海绵骨

针
、

介形虫
、

有孔虫 ( S 二 7 ~ 1 0 )

甚面 具水 平潜穴

滨 外彭 役 3
.

亮晶含 石英砂缅 粒 灰 岩
,

带 状 层

理
。

含棘 屑
、

仪壳类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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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前熟
` r

乞 2
.

砾屑鳍灰岩
、

向上变 为微 晶含石英

砂鳍粒灰岩
,

具 底冲面
。

1
.

陆彻 1
.

微晶粉屑灰岩
、

含棘 屑和石 英砂

图 9 滨外颐滩剖面层序

F i g u r e S e o t i o n a
l

s e q u e n e e s o f o f f
s h o r e s h o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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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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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粒浊积岩层序

、 e q o e n e e s o
f f

l n e 一 盆 r a i n o d 丈、 t , b i d i 飞。 s

生物礁岩层分布于 门布组下部
,

1
.

主要造礁生物及生态

生 物 礁

成礁期为晚侏罗 世牛津
一基米里期

:

主要造礁生物有六射珊瑚 ( T人。 c o : , n ` 1 1。
,

只 。 r i 、 o : r : 。 a , 、

搜, , t i l l o户h夕 I l i a ( ? )多

呈枝状
,

支架间常充填少量石英砂
。

块状绵形水媳类 ( S p 。 ,
加

。 。 。 : P ha )
。

刺毛虫类

( B a “ 。 e f a
·

S P )
,

半球状
,

其半径约 1 0一 2 0厘米
。

此外
,

还有层孔虫类 ( 月 c t i n o s t r o 一

。 a ; .l a 、
r 。 e 。 i a 夕 o n夕 e t o a n 夕 )

,

以及呈团块状的粘结有孔虫
。

附礁生物有海百合
、

腕足类
、

双壳类
、

腹足类和藻类等
,

多呈碎屑状
。

2
.

岩性特征及微相带划分

礁和与礁体有关 的岩层共分六个岩性段
,

自下而上第一段为黑色页岩
,

灰黑 灰绿色

泥质粉砂岩
,

富含菊石
、

箭石化石
。

为次深海沉积
,

组成礁前盆地相
,

厚约 40 0米
。

第

二段为灰黑色中薄层状含生物泥晶灰岩
、

含球粒微晶灰岩与颗粒微晶灰岩
。

见海百合
、

双壳类
、

腕足类
、

有孔虫碎屑以及觅食遗迹 ( 图 I
,

4 )
、

啮食遗迹
,

为礁前 的陆棚边

缘相
,

厚 25 米
。

第三段为塌砾灰岩 ( 图版 I
,

5 )
,

砾石呈棱角状
,

分选极差
,

成分也

较复杂
,

主要为礁核的生物碎屑
,

如珊瑚
、

海绵等
,

为礁前塌砾相
,

厚 5 米
。

第四段为

生物灰岩
,

下部为枝状珊瑚灰岩
,

以保持原始生态的枝状珊瑚为主
,

其间充填大量泥晶

方解石
,

为形成于海水较深的障积岩类
,

为礁核沉积
,

代表了礁的定殖— 拓殖期
。

上

部为绵形水媳灰岩
,

其 间有呈半球状的刺毛虫类
,

形成礁体最强的抗浪生物格架
,

属骨

架灰岩
,

代表了礁的泛殖期
,

共厚 20 米
。

第五段 卜部为生物碎 屑灰岩 ( 图版 I
,

6 )
、

包壳枯结有孔虫团块灰岩
。

生物碎屑大都有泥晶化现象
,

可见铸模及溶孔构造
,

反映了

成岩后的浅水溶 蚀过程
。

形成了礁的顶盖层
,

属礁后的骨屑滩沉积
。 _

L部为亮晶鲡粒石

英砂灰岩
,

砂屑灰岩及中细 粒石英砂岩
,

石英砂粒都具泥晶包 皮 ( 图版 I
,

7 )
,

属骨

屑滩后盐度不正常的鲡粒
一石英砂滩相

,

岩层共厚 10 米
。

第六段为潮坪 沉 积 的 石 英 砂

岩
、

条带状灰质砂岩
、

条带状泥质灰岩
.

厚约 20 米
:

3
.

岸礁模式

该礁体礁顶及礁盖为陆源砂沉积
,

礁后无泻湖环境
,

礁前塌砾沉积也很发育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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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体离陆源较近
、

沉积坡度较陡
,

海水能量高等特点
,

和现代岸礁特点同
,

属 岸 礁 类

型
,

为该临窄陆棚边缘的无泻湖发育的海退式岸礁
。

礁体组合是
:

礁前盆地 ( 次深海环

境 ) 一窄陆棚边缘
一礁体

一岸滩
一潮坪

。

岸礁模式如图 1 1
。

晚侏罗世在世界范围是一个成礁期
。

珠峰地区生物礁的发现
,

说明当时古地中海东

段也处于成礁环境
,

很可能和阿尔卑斯地区一样
,

也有一 个礁带的存在
。

—
一 日

,

洲间

气化 界向

溯 二子 . 卜 份弘滩

寸干二二

健 卞含 硬 前期 即 碑 前盆地

(((((

吐 七八
:
七土

一

{只布…
-

图 11 岸礴沉积模式 图

[
·

,

之 ,
一

。 T丁 入 [
。 r

}
e 1 0 f f r 1 n g : n g 厂 e e f d

o p o s i t s

四
、

等 深 积 岩 ( C o n t o u r it e s )

自 19 6 6年 B
.

C
.

H e e z e n 等 人根据对北大西洋西部陆隆等深流的研究
,

提 出等深积岩

的概念后
,

就被认为是沉积学 的一项重大成果
。

近年来
,

人 们除了继续对现代等深流及

其沉积物进行研究外
,

还进 一 步 识别出了
一

占代的等深流 i冗积 ( 等深积岩 )
.

并提出了各

种鉴别标志
,

为今后深 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本区 等深积岩分布于中侏罗统

拉弄拉组中部
,

总厚巧米

本区等深积岩为薄层状粉 屑石英微粒砂岩
、

粉砂岩和含 石英砂泥晶灰岩
.

陆源碎屑

组分占 4 0一 70 %
,

碳酸盐组份为粉屑和生物碎屑 ( 底栖的及浮游的有孔虫
、

少量棘屑 )
。

对微粒一粉砂岩样品的薄片粒度分析结果如图 1 2
,

其 F ol k的粒度参数结果如表 3
。

其沉

积结构特点是
: 。 、

各累积曲线形态相似
、

曲线近于重合
,

粒度参数也大 体 一 致
:

b
、

以跳动和悬移总体为主
,

缺乏推移总体
。 C 、

跳动总体 出现次一级截点 ( 3
.

5功士 )
.

反映

了陆源砂和盆屑 ( 碳酸盐粉 屑 ) 同时共存
.

是现代等深流沉积的特点之一
。

d
、

悬移与

跳动总体斜率相差不大
, 。 表明分选好

。

这是等深积岩的重要鉴别标 志 ( 子于。 e Z e ;: 等

1 9 7 2 )
。 e 、

S K
:

为正值
,

反映了等深流的反复簸选和改造作用
。

层理发育
,

为单斜的小型板状层理 ( 图版 亚
,

8 )
,

层系厚 4一 6 厘米
,

细层倾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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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 ,

细层向下收敛并向上成凹状
,

表明水体单向

流动
,

以及具有较多的悬移载荷 ( 1 0 % ) 的特点
。

比外见呈同曲率状之沙纹层理
,

表明悬移载荷与床

沙载荷比率较高的特点
。

在薄片下可见正粒序性层

理
。

生物拢动构造发育
,

与沙纹层形成互层
,

反映

底质条件松软
,

沉积速率较慢和床沙运移的间歇性

等特点
。

剖面具有 向上变细的二元结构
,

这和现代等深

流周期性地携带雾 状 层 的 特点相同 ( 图 ] 3 )
,

如

佛罗里达海域 内的等深流沉积
。

此外
,

岩层接触界

线清楚
,

无 冲刷
、

重荷模和火焰状等底面构造
。

从相序上看
,

本区等深积岩上下均和碳酸盐沉

积的外陆棚相邻
,

属于陆坡环境
。

现代等深流也大

都沿陆坡地 区流动
。

生物化石表明底栖者和浮游者

共生
,

遗迹 化石为 S co l f 。 ia 组合均显示了较深水

的特点
。

岩石粒度细 ( < 微粒一
粉砂 ) 也能说 明 其

形成于较深水的陆坡区
。

表 4 是本 区等深积岩和 H 。 e Z e n
一 H o l l i s t e :

一

B o u m a ( 1 9 7 2 ) 所提 出的等深积岩鉴别 标 志 对 比

表
。

珠峰地区侏罗纪等深积岩的发现
,

表明古洋流

系统的存在
,

可能证明当时该区不是稳定的线海地

台
,

古海域十分宽广
,

并类似于现代的被动大陆边

缘环境
。

图 12

F 19 、 1 r e

粒度分布图

g r a l n 一 s l z e

D i a g r a m
o f

d i s t i b u t i o n

表 3 较度参数数据

T a b l e 3 G r a
i

n 一 s i Z e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o f t h e e o n t o u r

i t e s o f t h e s t u d丫 a r e a

_

`羊 _

少
_ _ _

_ “

七
_ _ _

_ _ _ _ _

至_ _
_ _ _

竺
_

_ _

一竺_I
J I

b 2

b 3

b :

b 6

4
。

0 3

4
。

2 3

0
。

6

0
。

5 2

O
。

5 7

O
。

5 5

D
。

5 5

0
。

5 9

0
。

5 6

0
。

1 6了

0
。 1 18

0
。

3 0 0

0
。

1 3 6

0
一

1 9 0

0
一

2 10

平 均 值 0
。

18 7

分选良好 近 正 态

注
:

按 F o l k 和W
a r d ( 2 9 5 7 ) 的计算公式与划分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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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泥 品灰岩
,

垂 向加积
,

外陆栩环

境
。

1
.

激粒砂一 粉砂 岩
,

排移载 荷等深

流沉 积
。

、二.与
.`

lll ,

二
)))

lll
’ l

-

.
; l

’’

111
.

’

. ’

二二}}}
’

1
.

两 {
...

,, . ’ . : ,,

图 1弓 等深积岩剖面结构

g 日 犷 c 1 3 S
o e t i o n a l s e q : : 。 n 。 。 5 o f 。

、

.) Tl { o
`

} :
、

i七。 s

表 4

C o n t r a s仁

等深积岩特征对比表

t a b l e o f t l, e e o n t o : l r i t e s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l e s

一垫状暇 理 水 平或

平行层
砂纹 髻理 垂 向序列 粒度

’
分 选 性

,

颗粒 组构 微化石 接触面 粒序性 辈质 其它

件遍 可
未

在 底部

见

出 现
。

常 见
,

向 匕变细

类型 多 沟二 了己结

牟丫
。

宁勺
。

极细 颗粒定

向性发

粉砂

{
不常 见

。 }

… …勇 `

} } 清 } 少 }
\ .

…
“ 腐 蚀 { … …屡

{

} 与破碎 { { } 2 }

{ } 楚 } 见 { 0

1 状 }
{ }

i

可部
。

遍底现次
曰在出

未见
三。的\华曰

月-uno臼?

ó.1的一一一。一ū?u.
目。。ùù

末 常 见
,

见 无 规律

分 发 育 卜1 上

匕

生物

扰动

发育

林侣ō密。公一"口

区也知珠

五
、

次 深 海 环 境

主要见于上侏罗统
。

岩石为粉砂岩
、

粉砂质页岩
。

碎屑含量为 20 一 50 %
,

最 高 达

70 %
,

以石英为主
,

其次有长石
、

云母
、

泥质物主要为水云母
、

铁绿泥石
,

含有大量的

硅泥质结核
,

结核中常见菊石等化石
,

可能类似于现代陆坡
_

L的兰色软泥
。

无 层 理 发

育
。 `
仁物化石 以菊石一箭石一双壳类生物组合为特征

,

菊石最多
,

占80 一 9 0 %
,

形成菊

石细屑岩相
。

化石大都保存完整
,

但均 为内模而无钙质壳
。

此外尚可见到单体珊瑚
、

腕

足类等化石
。

以上特点表明显然属次深海环境
。

从区域资料看
,

喜山地区 晚侏罗世深海沉积为放

射虫硅质岩组合
。

从相序上看
,

次深海沉积于外陆栅沉积之上
,

形成了滨海一浅海一次

深海的沉积旋回
。

六
、

结 束 语

( 1 )侏罗纪时本区沉积环境为海岸 ( 下
、

中侏罗 世 ) 一浅海陆 棚一陆 坡 ( 上 侏 罗

世 ) 组合
,

组成一 大的海浸沉积旋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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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积了 0 0 4 5米厚的砂岩
,

碳酸盐岩和细屑岩类
,

无火山岩出现
,

砂 岩 成 熟度

高
,

反映陆源区上升幅度小
,

海洋内部强烈拗陷的特点
。

( 3 )从沉积环境特点看
,

反映了沉积作用多样化
、

相变很快的特征
。

等深积岩证明

了古 洋流的存在
。

此外还有浊流的活动
。

( 4 )相变快
,

沉积厚度大
,

海岸为高能沉积等
,

可能证明了占海底地形不平坦
,

以

断块式的陡峻地形为特征
。

反映了当时板块扩张作用的直接影响
。

在侏罗纪时珠峰地区

可能属于古地中海的被动大陆边缘环境
。

本文叨 稿承 曾允孚
、

李汉琦和林文球宙 司
,

井提出宝贵意见
,

特此致谢
。

(
.

{丈毛汤「l 少!
: 飞9 8

`

之{1屯 4 少]竺G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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