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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北山地区晚震旦世山岳冰川沉积
工

左 国朝 张惟国 张淑玲

刘春燕 冯永
,

忠

(甘肃省地矿局地质科学研究所 )

提要 甘肃西北和内蒙古西端的北 山地区
,

发育有罗 圈冰期和南沱冰期的古冰成岩沉积
,

在白湖一

马鬃山一带构成长达数百公里的 山岳冰川隆起带
,

并分隔了南北两个断陷沉积盆地
。

其南侧沉积盆地南缘

的塔里木古陆当时并没有大陆冰川筱盖
,

而北侧盆地的北部与洋区相连
。

冰磺物皆来源于 山岳冰川隆起

带
,

常以冰筏形式携带到盆地远处坠落
,

构成环境多样的含冰磺岩的海相沉积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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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 左国朝 男 56 岁 高级工程师 大地构造学 沉积岩石学

北山地区发育众多古冰成岩沉积
,

它们分布较广
,

特征明显
。

对其研究有助于 了解该区

古冰川期次归属 以及晚震旦世沉积盆地格局有着重要意义
。

本文通过多年来在北山地区的实

际工作并参考他人的成果
,

从几套有代表性的古冰成岩剖面的沉积特征及岩相分析和对 比人

手
,

重点讨论古冰川发育期次和归属以及古冰成岩沉积时的构造背景
,

以期填补该区古冰成

岩研究的不足
。

古冰成岩剖面沉积特征分析及对比

晚震旦世在北山地区分为北
、

中
、

南带
,

亦即北侧沉积盆地
、

中央隆起带和南侧沉积盆

地三个构造带
,

分析的剖面分属南非两侧沉积盆地的不同构造部位 (图 1 )
。

1
.

1 破城山剖面特征

该剖面出露于破城山大型推覆体构造 窗部位 ②
,

上震旦统下部大部分地层被逆掩而缺

失
。

剖面下部为深海相的细砂软泥沉积
.

中部是呈巨大透镜体产出的远海冰筏坠石沉积 (图

版 I
,

1 )
。

上部为深海相硅质岩
。

向上整合过渡为寒武系双鹰山组深海细泥砂岩沉积
,

其中

夹有由浅海再搬运至深海相的含砾砂屑灰岩及含铁磷硅质灰岩
,

砂屑灰岩中见有异地源的

oE er dl ic h ia sP 北石碎片
。

此套沉积组合反 映了盆地斜坡相沉积特点
.

盆地最北侧为洋盆部

位
,

根据黑河东侧的雅干地区测得相 当盆地北侧洋盆岛弧 中斜长花岗岩错石 U 一 P b 法 同位

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
: 9 4 8 7 00 1一 l)

里关于破城山推扭构造将别文发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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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年龄资料为 688 M a ` ,

说明北侧盆地的北部属洋区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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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酸盐 岩 ; 3 硅质岩 ; 4
.

冰硕岩 二 5 冰水混合沉积岩 :

M n 层位

7
.

长城 系
、

蓟 县系
、

青白口 系基底宕系 8
.

含

图 l 北山古冰成岩系柱状对比图

F i g
.

1 C o lu m n a r s e e t i
o n of r c o r r e 1a t io n o f of s s i l g l

a c一g e n o u s r o e k s i n B e一s h a n

1
.

2 洗肠井剖面特征

洗肠井群与下伏青白口系大豁落山群为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
。

剖面底部为含叠层石大理

岩
,

是大豁落山群变质碳酸岩层
,

其顶部呈古风化的铁锰质淋滤壳 (图版 I
,

2)
。

向上为洗

肠井群
,

其下部为属于浅海深水环境的碎屑岩和硅质岩
,

往上是具有 明显 的冰成岩特征即含

冰磺砾石的碎屑岩和碳酸盐岩的冰水沉积物
,

其间夹有杂色粗碎屑岩
。

中部又重复出现浅海

深环境沉积的砂板岩
、

砂质页岩和灰岩及硅质岩
,

相当于间冰期温暖气候条件下的正常沉

积
。

上部主要是含有冰川堆积相特征的冰债岩
,

其间夹有碳酸盐岩的冰水沉积
,

并见有巨大

的冰川漂砾 (图版 I
,

3 )
。

冰啧砾石见有压扭构造和刻蚀现象
。

剖面顶部整合过渡大陆斜坡

环境沉积的硅质岩
、

砂岩
、

砂板岩
,

赵祥生 ( 19 8 4) 在相当层位 曾发现大量三叶虫和单板类

化石
,

表明顶部层位为下寒武统
。

1
.

3 梧桐井剖面特征

该剖面的下部为含砾大理岩
,

成分单一 ; 底部砾石具有底砾岩砾石特点
,

成分多为石英

岩
,

呈次棱角状
。

不整合于青白口 系大豁落山群之上 (图版 I
,

4)
。

此套含砾大理岩成因是

否与冰川有关尚无证据
。

从时代上看可能隶属于旱震旦世
。

含砾大理岩顶部有不平整冲刷面

沈阳地质矿产研究所 199 0年 10 月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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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紫红色风化壳
,

说明沉积一度间断
,

与上覆晚震旦世含磷
、

铀黑色硅质岩为平行不整合接

触 (图版 I
,

5 )
。

向上出露浅海相碳酸盐岩沉积 ; 随后出现紫红色
、

灰绿色含细砾粉砂质板

岩夹薄层硅质岩
,

随即有堆积数十米厚的冰碳泥砾岩
。

其上为含沉积锰矿层位 (含锰硅质粉

砂岩系 )
.

这表明剖面开始是浅海沉积环境
,

而后转人冰期为冰筏沉积环境
。

在本区玉石山

南和泽鲁木一带锰矿皆属此期产物
。

早寒武世早期 的灰绿色细砂岩整合覆盖于含锰岩系之

上
,

表明沉积区再次进入浅海环境
。

剖面冰破砾石成分主要为硅镁质大理岩
、

石英岩
、

硅质

岩
,

它们约占总数的 85 % 以上
,

另外含少量火山岩
,

砾石主要来源于下伏长城系
、

蓟县系

和青白口 系岩层
,

属近源冰磺砾石
。

1
.

4 长黑山剖面特征

下伏蓟县系平头山群 白云质大理岩与上覆上震旦统洗肠井群明显为角度不整合接触
。

其

不整合面发育紫褐色古风化壳
。

剖面下部的细砂岩
、

硅质岩及页岩代表了浅海转深海环境的

沉积
。

中部为含有冰债坠石的冰水混合沉积
,

显示典型海相冰筏 (冰水 ) 沉积特征
。

需要指

出
,

冰成岩中所含砾石成分主要是 白云质大理岩
,

其次为隧石和硅质岩
,

未发现有花岗岩和

古老深变质岩类成分的远源砾石
。

上部是 巨厚的碳酸盐岩沉积
,

岩性上明显反映出浅海环境

的特点
.

向上为斜坡环境具递变韵律层的变砂岩和少量板岩互层
,

中夹灰岩沉积
,

层位相当

于洗肠井下寒武统浊流相的沉积
。

本区花牛山铅锌矿矿区剖面特征亦属此类
,

然而整个剖面

中所含冰债坠石更为稀少
,

其间夹有不少浊积岩
,

反映了水下斜坡相 的沉积环境特点
。

由此看来
,

洗肠井剖面是本区上震旦统洗肠井群发育完整
、

特征清晰具有代表性的剖

面
。

从其上
、

下两套古冰成岩之间夹有间冰期温暖气候条件下的一套正常沉积的特点来看
,

从事实上否定了以往认为北山地区古冰期只有一期的论点
。

根据现有资料
,

洗肠井剖面的上

部冰债岩与寒武系过渡层 中的冰磺泥砾岩 内所夹板岩中含有海绵骨针及微古植物化石如

oP lyP
o r a ta o bs o le t a ,

L e巾印h a e r 介it u用 sp
. ,

S c h iz o印 o r l’a s p
,

L a爪讯a r i t e s sP
.

等 (有些分子

见于陕
、

豫一带罗圈组的上部层位 )
,

故上部古冰碳岩时代应归属罗 圈冰期
。

位于间冰期沉

积之下古冰成岩则应归为南沱冰期较妥
。

从区域上看
,

本区上震旦统洗肠井群与下伏青白口

系大豁落山群
、

蓟县系平头山群普遍为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 (其下震旦统梧桐井组仅局部出

露 )
,

而与上覆寒武系双鹰山组则普遍表现为逐渐过渡的整合关系
。

2 晚震旦世古冰成岩沉积环境探讨

本区近东西 向横亘盆地中央的白湖一马票山山岳冰川隆起带是由中
、

晚元古界青白口系

蓟县系和长城系组成①
、

构成了南侧为长黑山一双鹰山一梧桐井带状断陷海盆和北侧与洋区

相连的破城山一黑大山一洗肠井海盆的两坳一隆的沉积盆地格局 (图 2)
。

其南侧盆地沉积中

心长黑山一花牛山一带最大厚度可达两千余米
,

而盆地北缘梧桐井
、

泽鲁木一带厚度变薄为

2侧} 一300 m
。

洗肠井位于北侧沉积盆地近南缘浅海部位
。

破城山则处于北侧海盆的大陆斜坡

之深海环境
.

根据本区所有古冰成岩的冰碳砾石成分分析
,

表明皆来源于白湖一马鬃山隆起

带基底岩系
,

显示近源特征
。

在气候寒冷的冰期
,

白湖一马鬃山岛链状隆起带被长达数百公

里的山岳冰川覆盖
,

并常以冰筏形式将携带的大量冰啧物泻人南北两侧盆地边缘或深部 (中

工
·

马 攀山一带
,

77 年 10 月天津冶金地研所用 K 一 A r
法侧得黑云母斜长角闪岩年龄值为 10 1 l

.

4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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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区 )
。

另外
,

在洗肠井可清晰见到两期冰期之产物
,

而近隆起带边缘梧桐井
、

泽鲁木等地

很难划分出两期冰期
,

只见一层古冰成岩
,

这很可能是离冰源区近
,

间冰期沉积不厚所致
。

以往认为
,

位于断陷盆地南缘的方山口亦发育有古冰成岩
。

近年来笔者实地考证未见有震旦

系发育
,

而是直接由寒武系不整合超覆在蓟县系之上 (图版 I
,

6)
.

可见
,

断陷海盆南端敦

煌古陆在震旦纪未曾有大陆冰盖发育
。

早震旦世梧桐井组的沉积环境有待今后深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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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晚震旦世沉积盆地格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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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n G r o u P
,

Q in g b a i k
o u S y s t a m

, a n d P i n g t o u s h a n G r o u P
,

J ix i a n S y s t e m w i t h a n g u la r u n e o n fo rm
l t y

, a n d g r a d u a u l y

t r a n s 一t e d t o t h e o v e r ly in g S h u a n g y i n g s h a n of rm
a t io n o f C a m b r ia n S y s t e m

.

T h e P o e h e n g s h a n P r o if le e l e a r l }
·

in d i e a t e d t h a t t h e s i lie i e r oc k o f t o P o f u P pe r P a la e o 一 t i lli t e o f X ie h a n gj l n g G r o u P s h o w e d g r a d u a l t r a n s i t一o n a l

e o n at c t w i th e a le a r e n i t e e o n ta in i n g OE
r e dl ie h ia s P

.

of s s il P l e ce s , r e le
v a n t l y

,

t h e g l a e i a l P e li t ie e o n g lo m e r a t e

o f t r a n si t io n be d fr o m t h e u Ppe r g la e i g e n o u s r oc k t o C a m b r i a n S y s t em e o n t a in e d s P o n g e s P ie u le s a n d

im c r o P a l e o fl o r a
of

s s i ls i n X ie h a n gj i n g r e g o n , so m e o f w h i e h a r e e o rr e s P o n d t o t h a t o f u P P e r L u o q u a n of r
·

m a t io n i n S h a a xn i a n d H e n a n P r o v i n ce
.

T h e r e of r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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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h e a re a ,

t i ll s fr o m t h e m o u n t a i n gl a c i e r w e r e fr e q u e n t ly e a r n e d a w a y b y ice r a ft i n g t o w a r d b o th s i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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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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