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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岗巴地区始新统遮普惹组

的沉积微相和沉积环境

吉 磊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

南京 21 0。。8)

提 要 西藏地区层位最高的海相地层是始新统
。

岗巴地区出露了层序发育较完整的始新世地层遮

普惹组
。

此区遮普惹组下部由生物屑灰岩组成
,

可划分成 8 个微相类型
,

上部主要是钙质泥岩
、

粉砂岩
。

下部

灰岩形成于滨岸一浅海环境
,

包括潮间浅滩
、

潮下浅水和潮下较深水环境
。

上部细碎屑岩可能形成于滩后泻

湖条件
。

进一步讨论认为
,

此区第三纪所处沉积盆地应属于特提洋中的开放型残余海盆
。

但在造山带中恢复

古海洋分布应考虑后期推覆构造作用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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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
,

西藏地区 已发现的层位最高的海相地层是下第三 系始新统 (文世宣
, 1 9 74 ;

hZ an g
,

1 98 1 ;
万晓樵

,

1 98 7 ,

1 99 0 )
。

由于它形成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作用背景之下
,

因此此区海相始新统的地层学
、

沉积学和古生物学研究对于恢复青藏高原古地理演化历史
、

确

定板块碰撞作用时代具有特殊的意义
。

虽然近年来在雅鲁藏布江以北地区陆续零星发现了一

些海相古新统一始新统的出露
,

但仍以藏南岗巴
、

定 日一带的始新统层序最为完整
,

研究程度

也最高 (章炳高等
,

1 9 7 9 ;
徐任林等

,

2 9 5 9 )
。

早在本世纪初
,

一些外国学者如 H a y d e n 、

D o u v il l e
、

H e r o n
和 C o t t e r

等人就对岗巴地区的

白翌系和第三系地层进行了划分和地层对比 (文世宣
,

1 9 7 4 )
。

60 年代以来经穆恩之等 ( 1 97 3 )
、

文世宣 ( 1 9 7 4 )
、

章炳高等 ( 1 9 8 3 )
、

万晓樵 ( 1 9 8 5
,

1 9 5 7 )和徐任林等 ( 1 9 9 2 )的先后研究
,

使此区地

层划分不断改进
。

在此区白奎系一第三系沉积学方面
,

余光明等 ( 1 99 0)
、

周志澄等 ( 1 9 92 )均报

道了系统的研究成果
。

笔者曾前往藏南地区对白里纪一早第三纪地层进行野外考察
,

重点观察了岗巴地区始新

统遮普惹组的地层剖面和沉积特征
,

并分析了岩石标本
。

本文在前人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研究

的基础之上
,

通过沉积微相的研究
,

分析了此区的始新世沉积环境
,

对盆地性质和古地理重建

问题作了进一步讨论
。

1 地层剖面

本文对岗巴地区下第三系的划分采用了章炳高等 ( 1 9 8 3 )和万晓樵 ( 1 9 8 7 )的方案
。

将 H 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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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n

的
“

圆板虫灰岩
” 、 “

砂质页岩
” 、 “

蜂巢虫灰岩
” 和

“

宗布克页岩
”

划 归为始新世遮普惹组
,

下

伏地层
“

腹足类灰岩
” 、 “
盖虫灰岩

”
和

“

海菊蛤页岩
”

为古新统宗浦组
,

遮普惹组按岩性分为上
、

下两段
。

岗巴地区遮普惹组地层剖面位于岗巴县城北东东向约 1
.

sk m 处的宗浦溪北侧山坡上
。

在

此剖面中遮普惹组厚 86
.

6m
,

按岩性
、

微相特征和生物化石将其分为 5 层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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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岗巴地区遮普惹组地层剖面及沉积环境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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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区古新统和始新统的界线置于宗浦组与遮普惹组之 间
,

以底栖有孔虫 iM
s “ l l a en a 和

aD
v i e s i n a

的灭绝以及 八 s s i z zi n a 、

万 u m m u l i t e : 、

尸 a s c i ol i t e :
和及

s c oy c zi n a
的富集为标志 (章炳高

等
,

1 98 3 ;徐任林等
,

1 98 9 )
。

目前认识尚不统一的是遮普惹组顶界的时代
。

文世宣 ( 1 97 4 )
、

章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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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 ( 1 9 83 )认为该组上段细碎屑岩 (即
“

宗布克页岩
”

)属中始新世 L ut t eia n
阶

。

万晓樵 ( 1 9 8 7 )

根据后来发现的有孔虫化石推测这层泥岩时代可能达晚始新世早期
,

即 rP iab
o n ia n

阶早期
。

2 石灰岩微相

根据研究区遮普惹组石灰岩的组分
、

结构和生物化石
,

可将其划分 为 8 个微相类型
。

微相 l 生物屑鲡粒粒状灰岩 ( g r a i n s t o n e ) (图版 I 一 l )

该类岩石为颗粒支撑
,

颗粒含量达 70 %
,

以鲡粒和生物屑为主
,

少量砂屑和砾屑 (生物

鲡 )
,

少量陆源碎屑 (陆屑鲡 )
。

鲡环呈放射状和同心圆状的复合形式
。

鲡粒大小较均一
,

直径

0
.

3一 0
.

s m m
。

生物多已破碎成生物屑
,

通常磨圆较好
,

以有孔虫和瓣鳃类为主
,

其次是钙藻
、

苔鲜虫
、

腹足类
、

介形类和棘皮类 (海胆刺 )等
。

有孔虫中见 F ac io ilt es 汪刀`
hk

a
dr ia 和 N u m

-

m ul iet
:
等属

。

瓣鳃类碎片常富集成薄介壳层
、

钙藻多为红藻
,

如 aJ in a 汇b 犷口 ill an
、

尸 。 ly go en l la

等属
。

砾屑和砂屑的磨圆较好
,

由微晶方解石和骨屑组成
。

此外生物屑和内碎屑外表常发现一

层 由纤状方解石组成的薄层
,

系碳酸钙在颗粒表面沉淀而成
,

其成因与鲡环相似
。

颗粒间的胶

结物是亮晶方解石
。

微相 2 含鲡粒生物屑粒状灰岩 ( 图版 I 一 2)

这类岩石与微相 1 相似
,

但鲡粒含量较低
。

生物屑以有孔虫为主
,

其次是钙藻
、

腹足类等
。

钙藻中有红藻 (珊瑚藻亚科和直链藻亚科 )和绿藻
。

生物屑大多破碎
,

仅一些小个体有孔虫保存

完整
。

鲡粒为 0
.

4一 0
.

sm m 大小
,

以表鲡居多
,

缅核为生物屑和陆源粉砂
,

鲡环为同心纹和放

射状结构
。

微相 3 含砂生物屑缅粒粒状灰岩 (图版 I 一 3)

与微相 1 相比
,

该微相含较多的 (约 20 % ) 的陆源碎屑
。

生物屑以有孔虫为主
,

其次是瓣鳃

类
、

钙藻
、

腹足类
、

介形类和棘屑
。

钙藻仍以红藻为主
。

缅粒较小
,

通常不超过 0
.

3m m
,

鲡粒多为

陆源碎屑
。

胶结物是亮晶方解石
。

微相 4 生物屑泥粒灰岩 ( p a e k s t o n e s ) ( 图版 I 一 4一 6 )

颗粒含量 55 %一75 %
,

成分均为生物
,

仅含微量微晶砂屑
。

以底栖大有孔虫和绿藻为主
,

还含有六射珊瑚
、

瓣鳃类
、

介形类
、

腹足类和棘皮类等
。

有孔虫常见个体较大的 O br z’t ol iet
: 和

F a s c i of i t e s 。

绿藻主要是粗枝藻科 (包括 及
s s
oc la de zz a

、

F u c
oP oer zl a )和松藻科 (主要是 vO

u l i t e s )

等
。

生物屑多为砂砾级大小
,

磨蚀程度中等到弱
,

因此大多数生物保存较好
,

例如有孔虫和部分

钙藻个体较完整
,

一些瓣鳃类
、

腹足类和棘皮类破碎程度较高
。

生物屑间基质是微晶方解石
。

微相 5 生物屑粒泥灰岩 ( w a e k e s t o n e ) (图版 I 一 7 )

颗粒含量占 15 %一 25 %
,

灰泥支撑
。

颗粒只有生物屑
,

其中主要是有孔虫
,

其次是绿藻
,

其

它还有苔鲜虫
、

介形类和棘皮类等
。

有孔虫有 F as ic ol iet
: 、

O br iot ilt
e : 和小粟虫科

。

绿藻主要包

括 F uc oP oer l la 和 vo ul iet
: 。

生物基本没有磨蚀
,

个体保存完好
。

基质是微晶方解石
。

微相 6 含生物屑泥状灰岩 ( m u d s t o n e ) (图版 I 一 8 )

岩石主要由微晶方解石组成
。

颗粒含量为 5 %一 10 %
,

基本上都是生物屑
,

包括苔鲜虫
、

有

孔虫
、

介形类和棘皮类 (海胆刺 )
。

有孔虫主要有小粟虫科
、

O br iot ilt
e : 以及一些具胶结壳的有孔

虫
。

微相 7 泥质泥状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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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含量通常不超过 5 %
,

均为生物屑
。

其特征与微相 6 相似
,

但含较多的粘土物质
,

常呈

纹层状富集
,

构成薄互层层理
。

微相 8 含生物屑泥灰岩

碳酸盐颗粒含量为 15 %左右
,

均为生物屑
。

生物屑以有孔虫为主
,

其次含腹足类
、

介形类

和棘皮类等
。

岩石基质为微晶方解石和粘土物质
,

粘土质高达 30 %
,

常呈纹层状分布
。

3 沉积环境

.3 1 沉积环境类型

根据岩石的微相特征
、

沉积构造和地层垂向层序
,

可以判断研究区遮普惹组形成于滨岸一

浅海环境
。

进一步划分可分成以下几个沉积环境类型
。

3
.

1
.

1 潮间浅滩环境

在该环境条件下形成缅粒粒状灰岩
,

包括微相 1一 3
。

岩石的微相特征如鲡粒的发育
、

较好

的磨圆度
、

颗粒支撑
、

亮晶胶结以及介壳层均反映一种高能的滨岸浅滩环境
。

现生珊瑚藻亚科

的水体范围是 < I Om 的动荡浅水带 (W ar y
,

1 9 77 )
。

现代缅粒形成于波浪和潮汐水流作用范围

内的极浅水区
,

通常不超过 Zm (M ill im an 等
,

1 97 4 )
。

因此可以认为潮间浅滩环境位于从接近

海洋表面到 5一 l o m 的水深范围
。

3
.

1
.

2 潮下浅水环境

该环境中产生生物屑泥粒灰岩 (微相 4 )
。

生物种类和数量繁多
,

以狭盐类生物为主
。

底栖

大有孔虫
、

绿藻
、

珊瑚
、

软体动物等的大量出现
,

可以认为海水较浅
,

且处于强光带
。

现生粗枝藻

科生长的主要水深范围是在低潮面下到 s m 深
,

最大可达 3 o m 深 (W ar y
,

1 97 7 )
。

现生松藻科在

低潮面以下到 3一 sm 深的范围内最为丰富
,

最大深度是 12 一 1 5m (iG
n s b u gr 等

,

1 97 1 )
,

据此推

测该环境中古海水深度是几至十几米
,

属于强波浪活动带以下的低能地带
。

3
.

1
.

3 潮下较深水环境

该环境条件下主要生成泥状灰岩 (微相 6一 8 )
。

生物类型和数量均较少
,

见有孔虫 (主要是

胶结壳类型和小粟虫科 )
、

苔醉虫和棘皮类
。

一些微相特征如较高灰泥含量
、

生物磨蚀较弱和薄

互层层理亦反映该环境为波浪作用影响不到的深水海底
,

即浪基面之下
。

由于缺乏绿藻
,

可能

说明水深在适宜于其生长的十几米深度以下
。

3
.

1
.

4 滩后泻湖环境

该环境主要形成灰绿色钙质泥岩
、

钙质粉砂岩
,

并发育波状层理和小型交错层理
。

由于此

层细碎屑岩下伏地层为缅粒粒状灰岩 (微相 3 )
,

而且层中夹有薄层缅粒粒状灰岩
,

所以推测这

层细碎屑岩形成环境的一侧邻近陆地
,

可接受大量陆源碎屑物质
,

另一侧为碳酸盐质浅滩
,

因

此可能属开放的滨海泻湖环境
。

万晓樵 ( 1 9 87) 根据这层泥岩中的有孔虫面貌认为当时海水已

轻微淡化
。

3
.

2 沉积环境的演化

从沉积剖面中的层序发展过程来看
,

岗巴地区始新世沉积环境演化经历了以下发展过程

(图 1 )
。

早始新世为碳酸盐沉积环境
,

层 1 代表潮下浅水环境
,

层 2形成于潮下较深水环境
,

海

水稍有加深
,

层 3 反映海水又转浅
,

层 4 已成为潮间浅滩环境
。

晚始新世开始出现环境性质的

明显变化
,

由碳酸盐沉积转变成陆源碎屑为主的沉积
,

可能属滩后泻湖环境
,

海水盐度可能有



沉 积 学 报 1 3卷

所淡化
。

总之
,

根据岗巴地区遮普惹组大量产 出的暖水生物组合如钙藻 oC ar ill an
、

F uc oP
e“ a 、

vO
u z i t e :

、

了a n ia 等
,

有孔虫 N u m m u zi t e : 、

尸 a s c i ol i t e :
等反映古气候属温暖条件

。

而且缅粒的出现

也支持这一观点
,

现代海洋鲡仅出现在热带和亚热带环境中 (M ill im an 等
,

1 97 4 )
。

4 讨 论

.4 1 沉积盆地性质

对于藏南海相第三系的沉积盆地性质
,

以往的生物地层学和构造地质学研究都认为属于

残留海盆地特征 ( Z h
a

gn
,

1 98 1 ;
常承法等

,

1 9 8 2 )
。

近年来对海相第三系的沉积学研究也进一步

证明了特提斯洋中残余海盆地性质
,

藏南此期处于半封闭状态
,

岗巴
、

定日一带为局限浅海
,

始

新世晚期特提斯洋在西藏地区消失 (余光明等
, 1 9 90 )

。

根据本区遮普惹组石灰岩微相和生物群

特征
,

可以说明藏南的始新世残余海盆与特提斯洋有较高程度的连通
,

因为当时海水盐度基本

正常
,

有孔虫
、

钙藻等生物群也为当时世界广泛分布的属种
。

但遮普惹组上部泥质沉积可能表

明其盆地与广南已有一定程度的隔离
。

在现代世界海洋中有两种类型的残余海盆地
。

一类是孟加拉湾型残余海盆
,

属于与广海相

连的开放型残余海盆
。

另一类是地 中海型残余海盆
,

为封闭的海盆
,

以蒸发岩和滞水页岩沉积

为特征 (M ial l
,

1 98 9 )
。

与此比较
,

藏南下第三系应属于开放型残余海盆
。

4
.

2 海相第三系的分布与古地理

西藏地区的海相第三系
,

除岗巴
、

定 日一带地层较完整
、

层序较清楚外
,

近十几年来在其它

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零星的地层 出露
,

如亚东县堆拉一带
、

仲 巴县错江顶
、

仲巴县麦拉山 口一

带
、

同仁波齐峰一带
、

噶尔县达机翁一带
、

林周县彭波
、

革吉县亚热一带
、

日土县多玛至龙木错

一带 (徐任林等
,

1 98 9 )
。

因此有人根据这些地层的分布勾画了西藏地区第三纪海洋分布图
。

例

如万晓樵 ( 1 9 9 0 )按地层层位和分布来推测海陆分布及其演化过程
。

潘桂棠等 ( 1 9 9 0) 以地层出

露范围和沉积相类型为依据分析海洋盆地范围并反映第三纪海水退出方向
。

但事实上
,

象这样

按照地层出露的现代地理分布来进行古地理和古海洋分析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

特别是在造山

带由于强烈的构造作用可以使地层发生长距离的水平位移
,

因此在造山带
,

地层的现代分布已

远不能反映地层沉积时期的古地理位置和面貌
,

就西藏地区而言
,

由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之

间的碰撞作用
,

已发生了复杂的推覆构造作用
。

例如岗巴
、

定日一带在地质构造上处于喜马拉

雅北坡推覆构造带
,

在此带中
,

从下古生界到始新统的沉积地层 已自北向南推覆到高喜马拉雅

北坡结晶岩系之上
,

这些地层多呈一些登瓦状的片断被冲断层所分隔 (常承法
, 1 9 82 )

。

对于此

区的第三纪古地理复原
,

需要进行详细的构造地质研究
,

尤其是需要运用平衡剖面法进行地层

展开和水平推夜距离的计算
。

5 结 论

( 1) 始新统是西藏地区最高层位的海相地层
。

其中以藏南岗巴地区遮普惹组的层序最为清

楚
,

其上段层位可能达晚始新世早期 (P ir a
bo in a n

早期 )
。

( 2) 遮普惹组下段由生物屑灰岩组成
,

以含丰富的底栖大有孔虫和钙藻为特征
。

上段主要

为钙质泥岩
、

粉砂岩
。

石灰岩可分为 8 个微相类型
。



增刊 吉 磊
:

西藏岗巴地区始新统遮普惹组的沉积微相和沉积环境 9 3

() 3按沉积相分析
,

推测遮普惹组形成于滨岸一浅海环境
,

包括潮间浅滩
、

潮下浅水
、

潮下

较深水和滩后泻湖环境
。

(4 )藏南海相第三系所处沉积盆地为板块碰撞作用背景下的开放型残余海盆
。

由于后期推

覆构造作用的影响
,

进行第三纪古海洋分布的恢复是有一定困难的
。

致谢 这项研究得到了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唐天福
、

侯枯堂教授 的指导
。

何炎
、

穆西

南教授帮助进行有关化石 鉴定
。

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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