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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调新知
·

喀喇昆仑山北坡早
、

中奥陶世

地层的发现

张志德 焦新 李高龄

�新疆地矿局第一区调大队�

研究区位于喀喇昆仑山北坡的夭神达坂一克什尔村一甜水海一带
。

该 区 属 地 质空白

区
，
以往仅在远离本区的西部米计千沟和叶尔羌河黑黑孜地段

，
依据零星资料确定有寒武

一奥陶系
。

前者岩性为碳酸盐岩
、

变质碎屑岩 �未见顶底�
，

依岩性可分四个亚群
，
在中

、

上部的浅变质岩中发现��“ ��公云��和海百合茎化石
，
故将地层时代定为寒武一奥陶纪

，
并命

名为米计干群 �仑一��哪�� 后者岩性为碎屑岩夹碳酸盐岩
，
产三 叶虫 和 腕足类化石

，
时

代确定为奥陶纪
。

笔者于���������年对本区进行���������区域地质 调 查时
，
发现天神达坂 �叶尔羌

河上游以东�
、

冬瓜山
、

克什尔村及甜水海一带的一套碳酸 盐岩夹细 碎屑岩中产大量三叶

虫
、

角石
、

腕足
、

苔鲜虫和海百合茎等化石
。

经研究确定为早
、

中奥陶世沉积
，
且层序较

齐全
，
上

、

下关系清楚
，
并以角度不整合关系覆于长城系甜水海群之上

。

其中冬瓜山剖面

可作为该套地层的代表性剖面
，
因此将所发现的下奥陶统命名为冬瓜山组 ��

�

��
，
中奥陶

统仍沿用西部公格尔分区的那克十七江群 ���

戒�

一
、

剖 面 描 述

冬瓜山剖面层序如下
。

中奥陶统那克十七江群 ��必��
，
厚���

�

��

��� 浅灰色中一厚层状灰岩

��
�

灰白色厚层块状结晶灰岩
��

�

猪肝色
、

暗紫红色团砾状含铁泥质灰岩
，
产������� 叩

�

和海 百 合茎 等化石

碎片

��
�

灰绿色
、

灰色薄层状轻变质泥质粉砂岩
�

�

灰绿色
、

灰紫色条带状铁泥质含生物碎屑灰岩

�
�

猪肝色含铁生物灰岩
，
产 ���“ “ 。 ，����� ��州咐

“ �无‘ ��� 广
，

凡“ �����‘��‘�

” ‘ ��� ��一 尸
· ��

·
�“ 护” “ �‘ ������

‘

和头足类化石碎片等

—
整 合

—下奥陶统冬瓜山组 ��
�‘�

，
厚���

�

��

�， 灰绿色薄一中厚层状生物碎屑灰岩
，
产刃“ ，。

‘

叩
� ， 尸“ �么劝“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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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公�娜
�” �� ��即 �� ����， �匆矛配��

。
邝� 叩

， ，

�’ ��口
����

口一

��犷�� ��
� ， �鳍�

” ������
��一 ��

���护��“ ���” ��一 双再份泣�“ ���� ��
· ，
�汤 。 犷��茗�

��一 ��‘ �侧�，，���� 叩
· ，
�‘。 �����叩

·

等化石

�
�

灰色薄层状砂质灰岩
，
产��

口
和“ 二�

灿��份
。
��

�

化石
�

�

浅灰绿色中一厚层状片理化含泥质灰岩夹灰紫色薄层状钙质粉砂岩
�

�

暗灰色假条带状薄层灰岩

�� 灰色
、

灰绿色假条带状微层状灰岩
�

�
�

灰色薄一中厚层状生物碎屑灰岩夹灰紫色薄层灰岩
，
产大量海百合茎

、
苔醉

虫等化石碎片
�

�

浅黄绿色
、

灰绿色薄层状片理化含泥质灰岩央砂质灰岩 �因断层未见底�

�
。

��

�
。

��

��
。
��

��
。
��

���

��
。
��

���
。

��

下
、

中奥陶统间以中统底部的猪肝色含铁生物灰岩为划分标志
。

该剖面向西约����处
，
还发现三叶虫

、

角石
、

腕足
、

苔醉虫等化石
，
其 中以����几“

�

‘
耐坛 ��

· ，
刀萝�‘������，

��
� ，
�� 对邵俪灿哪加、 �时����户�

�“ 解 ���
�

���� 等化石为

本区及全疆新发现的种属
。

在甜水海地区仅见下奥陶统冬瓜山组 �����底部层位
，
它以角度不 整合覆于含叠层

石的长城系甜水海群之上
。

该处岩性为灰色
、

浅黄灰色
、

灰白色大理岩化灰岩
，
出露厚度

为����
。

在构造上组成一向斜
，
剖面未见顶

。

大理岩化灰岩中产�韶动仰、 �坛 ��
� ，

介动
�

��‘ “ ��
· ，

价场枯 ��
·

和尸介‘ ” 渗从，
��

�

等化石
。

某不整合界面的上
、

下两套地层在倾向

上有��
。

左右的交角
，
并在下伏地层顶部常见�

�

���扣厚的褐黄色
、

浅灰紫色钙质砂岩
、

铁

质泥质砂岩等组成的古风化壳
。

天神达坂地区
，
下奥陶统下部为灰一灰绿色中厚层状灰岩夹少量紫色

、

灰紫色
、

灰绿

色粉砂岩 �有时相变为含泥质
、

砂质灰岩�
，
产�沪吞咚�，耐了�� ��

� ，
�对对郎少对介 ��

� ，

以
�

‘��’ ����想
“
��

· ，
刀“ 口” ��邝， ��

·

等化石� 上部为浅灰一灰白色中至厚层状 灰 岩夹薄层状

砂质灰岩
，
产���“ ” 姗 ��

� ，

从��洲
� ��

� ，
�妙动口

勿�� ��
� ，
�瓜时����邝� ��

� ，
�记群

�

口��邝� ，群，’�咖‘ �� �����������
，
�

�

时拼���灿咖如哪 ��
�

���
，
刀

�

��
�

群�撇耐 �����
�

����
，
�几若�’’ ���。 尹�� �几“ 协“ �

娜 ��
，
�

�

��石“ 姗” �� ��曲
，
�

�

�“ �沙犷萝“ ” 君“ �“ 仍 ��
�

刀���

�，�云��少����。 �“ � ��
�

�“ 哪�，��公 �����职
��

，
�从�公������� 萝��“

峪
�” �� �扭刀�

，
�

�

����‘ 对，“ 哪

��
�等化石 �上述化石为我队古生物组张太荣

、

张梓欣
、

张建东同志鉴 定
，
并经南京古生物

研究所外检�
。

中奥陶统岩性为灰白色中一厚层 状 灰岩与灰绿色钙质泥质粉砂岩不均匀互

层
，
有三叶虫

、

角石
、

腕足等化石碎片
，
总厚度约�����

。

底部仍有一层猪肝色薄层状含

铁泥质灰岩
。

二
、

地层对比
、

生态环境及生物群分析

喀喇昆仑山北坡所见下
、

中奥陶统在岩性上与新疆境内的该地层 �台区或槽区�均不

能对比
，
其特征为

� �
。

未见底砾岩
，
与下伏地层的关系均为角度不整合， �

。

厚度较小
，

总厚度不大于�����，�
�

本区缺失它区常见的白云岩
、

白云质灰岩
、

石英砂岩
、

笔石页岩
、

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
。

这就构成了本区与它区的显著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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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奥陶世地层的发现

下
、

中奥陶统岩性变化很小
，
以层状灰岩为主

，
夹细碎屑岩� 岩石色调以灰一灰白色

为主
，
灰绿

、

灰紫及猪肝色也有时出现� 底栖
、

浮游生物共生 � 不整合面未见底砾岩
。

从

而说明当时的喀喇昆仑山北坡处在一个陆地面积很小
，
海域是一种海底低坡度

、

单
�

倾斜
、

范围较广的陆表海性质
。

海水由东南方向侵人
，
气候是以潮湿为主的潮湿一午燥交替型

，

对碳酸盐岩沉积有利
，
但未见炎热

、

干旱条件下的白云岩及白云质灰岩� 另外地壳十分稳

定
，
沉积物来源较远

，
是水体较深的正常海沉积

，
未见火山活动所形成的火山岩

、

火山碎

屑岩及较粗的碎屑岩
，
其沉积环境为潮下水陆棚潮坪带

，
局部可能有泻湖相低能带

。

喀喇昆仑山北坡新发现的����再娜彻“ 。 ��
�

化石产于下奥陶统下部 层位
，
即甜水海地

区所见不整合面之上的大理岩化灰岩中
，
在四川地区也多出现在下奥陶统中

。
�妙汤

。
勿郡

、

�韶而��详川众讹
、

��乒、 ��邝
� �灿韶” 耐介�均产在 新 疆 柯 坪 地 区下奥陶统丘里塔格群

������
� �厅召�

嘛
、

����众 和尸介访仰
” ‘ 了“ 分子属奥陶一志留纪

。
口对腼在贵州地区多产

在下奥陶统眉潭组
、

红花园组
、

梓桐组� 在燕山地区产在下奥陶统冶里组
，
中奥陶统峰峰

组
、

上马家沟组中
。
�����。对�众在山西地区产在下奥陶统亮甲山组

。
�时力��对“ 在贵州地区

多产在上奥陶统五峰组
。

总之
，
上述腕足类化石多产在奥陶系无疑

，
但在喀喇昆仑山北坡

却与�韶访。 。娜���共生在一个层位� 角石刀粼盯���邝
� ��

� ，
�

�

�耘肋时沙
口、 细，等多属早奥

陶世晚期
，
相当于湖北宜昌大湾组和枯牛潭组， 苔葬虫

、

海林擒虽时代较长
，
但也是下

、

中奥陶统的常见分子
。

鉴于�����“ 。 。 �坛 、
�蓄�����群��

、
�

�

��胡��落户加解加， 属本区的特

有分子
，
从而确认该区生物组合的面貌具华南型特征

。

三
、

结 语

本区以���访“ �、 ��� 、

压�群��盯��
、
�

�

�耘肋时户�咖如、 为代表的 古生物化石组合的

发现和早
、

中奥陶世地层剖面的建立
，
对研究喀喇昆仑山北坡地区的生物地层分区提供了

重要依据
。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证实了本区早古生代时期为华南地台型沉积
，
地壳性质应属

羌塘地块的西延部分
，
从而为古板块的划分提供了信息

。

更 正

本刊����年第四期第 ���页倒数第二行评议员还有陈克强同志 � 倒数第六行
，’
美国

”
应为

“
英国

” 。

第���页第一行
“ �����

”
应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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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

��� 助
������ ����� ����� �叮������ �����滋�� �� � ��������滋 �����

����
�

���� ��� ������
� �筋�������

� �
呀���公 ��������

�������� �� � ����� ��

���
，
���

，
��� 宜� ����一��名�

，
��� ����� ��� �记山�

一

���
������� ������ �� ���� ��

� ����� �

��
��� ��������� �� ��月������

， ����叔
。
训��

，
������������

，
������

���，

������� ���哪
， ���

�

���� ����� ����� 宜� ���鹅������
��，

�����������
，
������

������
� ��� ���������

���� ��� ����
�

��� ��
��

�
那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记山�

���
������� �����朋

�� �� �� ������ ���

������������鳍 �����
�� ��� ������� ��馆�����主�� 二��

�

����� ����� ��� �����

�吧� ������� ��� �����������
���� �� ��� ����� ����� �����

��� ����
��

��� �� ��� �������
��
����

����� �� �怡��再“ ‘ ” 叮�‘ �� ��� ���� ���

��� ������������� �� ��� ������� �� ��� ����� ��� ������ ���������� ������

���� �������� ��记���� ��� ���勿宜
�� ��� �������

��� �� ��� ����������������

��������� �� ��� �������� ����� ����� ��������� ���������
�

���� ���公���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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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职���� ����江

�

���� ��� �������� �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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