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中 国 区 域 地 质
�������� ������� �� ����� 第 �期

四川隆康
、

塔藏含火山岩地层时代新证据
�

杨恒书 赖旭龙 杨逢清 殷鸿福

�川西北地质大队� �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摘要 在四川南坪县隆康和塔藏一带主要发育一些碳酸盐岩
、

砂岩
、

页岩及海相火山岩
。

�
�

�� 万

漳腊幅区调报告�将含火山岩地层的时代划归于早二叠世和中三叠世
。

通过在该区系统测制剖面
，

在

原视为中一 晚三叠世的含基性火山岩的地层中作者获得了以 尸����������
� �������

� �
心���������

，

��

��
�
���

����� 为代表的一些晚泥盆世法门期牙形石
，

因为该区海相火山岩与含晚泥盆世牙形石的碳酸

盐岩呈互层关系
，

海相火山岩的时代应改属晚泥盆世
。

南坪县塔藏�九寨沟镇�和隆康一带出露有一套海相中一基性火山岩
，

同时相伴出现碎屑岩
、

碳酸盐岩和放射虫硅质岩
。

该地层在漳腊幅��
�

�� 万�区调报告中根据火山岩中获得的 �
一

��
法

同位素年龄数据 ����
� 和 ����

� ，

将时代归属为中三叠世
，

并称作扎孕山群
。

这一认识为嗣后的

有关文献资料所沿用
。

漳腊幅另还将牙屯沟尾一套碳酸岩
、

中基性火山岩归属为下二叠统
，

且在

灰岩滚石中发现有泥盆一石碳纪珊瑚
。

邓康龄在九寨沟考查时
，

在所谓
“
三叠纪扎朵山群灰岩中获得了石炭一二叠纪牙形石

，

引起

笔者对塔藏和隆康一带地层和构造研究的重视
。

����年由殷鸿福
、

杨逢清
、

杨恒书和谢树成等人

按照课题的需要
，

在隆康
、

塔藏一带系统地测制了剖面
，

在该区含火山岩地层中新发现大量泥盆

纪牙形石
，

并通过区域地质对比
，

认为这套地层应归属为泥盆纪三河 口群
。

它与三叠纪地层之间

呈断层接触
。

在区域构造上属于摩天岭地块北缘的裂陷带沉积
。

� 隆康
、

塔藏剖面简介

在塔藏一隆康剖面上
，

包括泥盆纪
、

石炭纪
、

二叠纪和三叠纪部分地层�图 ��
，

其间均受断裂

构造控制
，

缺正常接触关系
，

相互组合成断裂岩片带
。

现将隆康及塔藏泥盆系实测剖面的地层层

序简要介绍如下
�

�
�

� 隆康一带泥盆纪地层

上筱
�

上三叠统纳鲁组�或杂谷脑组
�

深灰色中厚层状中一细粒变质砂岩夹板岩

—
断层

一� 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项及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 目《秦岭造山带岩石圈结构及演化 》的资助

� 四川省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
，

����
，
���� 万漳腊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 四川省地质矿产局川西北地质大队
，
����

，

占哇
、

迭部等 �幅 ���万区域地质调查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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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盆系三河 口群 �未见顶�

隆康碳酸盐岩组��
���

�
�

灰绿色片理化中一基性火山凝灰岩与薄一中厚层状细粒结晶灰岩互层

�
�

灰色厚层状结晶灰岩硅化白云质灰岩
，

中夹条带状含放射虫硅质岩

�
�

灰绿色中一厚层状中一基性晶屑凝灰岩夹薄层灰岩及硅质条带
，

产遗迹化石

�� 浅灰色中一厚层状白云质灰岩夹少许板岩
�

产牙形石
�
�����

� 。 ��
� ，

�动�������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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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等

���
�

���

���
�

���

���
�

���

���
�

���

��
�

��

图 �塔藏一隆康地质剖面图��
�

��
，
����

���
�

�������一�������� �����������������

� 塔藏一带泥盆纪地层塔藏火山岩一碎屑岩组��
��� ����

�

���

�
�

深灰一灰黑色含粉砂质板岩
，

中夹薄一中厚层状砂岩
，

上部夹灰岩 ��
�

���

�
�

深灰色中厚层状变质石英砂岩
，

中部夹少许灰黑色粉砂质板岩 ���
�

���

�� 深灰色板岩夹砂岩
，

中部夹薄层状结晶灰岩
。

产牙形石
�

及��������
� ���翻�� ������

�

�
����

，
�������

����� �����������
�����

�

��
������ ���������

，
�������� ��

� ，
��吞

����
���� ��

� ，
��

��������� ��
� ，
��
������

�� ��
�

��
�

���

�
�

绿灰色安山质火山角砾岩
，

凝灰岩及杏仁状安山岩的多个韵律互层 ��
�

���

�
�

深灰一灰黑色千枚状板岩夹中厚层状变质细砂岩
，

顶部夹放射虫硅质岩
，

下部以砂岩

为主�未见底� � ����

� 区域地层特征

�
�

� 岩石地层

三河 口群一名为西秦岭地质队于 ����年创立
。

以代表武都至康县以北类复理石 �含火山

岩�沉积
，

时代属中一晚志留世
，

后改归早一中泥盆世
。

本文在对比了塔藏和三河 口两地的泥盆

纪地层后
，

岩石特征比较近似
，

故将塔藏的泥盆纪岩石地层单位归属到三河 口群�上部�
�

并沿用

三河 口群一名
。

据塔藏剖面和隆康剖面资料
，

可进一步划分出塔藏火山岩一碎屑岩组和隆康碳

酸盐岩组两个非正式岩石地层单位
。

�
�

�
�

� 塔藏火山岩一碎屑岩组
�

四川省地质志������曾建立的
“
塔藏群

”
位于塔藏附近

，

基性火

山岩特别发育
，

由爆发相玄武质火山集块岩
、

角砾岩
、

凝灰岩和溢流相熔岩组成韵律旋回
。

在牙

屯沟
，

每个韵律间尚夹少量砂板岩和结晶灰岩
。

据丛娅实测剖面资料
，

火山岩组厚度为 ���
�

��
。

火山活动反映为间隙式爆发一溢流韵律
。

横向上变化较大
。

在隆康一带
，

火山岩有由基性往中性



第 �期 杨恒书等
�

四川隆康
、

塔藏含火山岩地层时代新证据

变化之势
，

且火山岩厚度锐减�厚度为 ��
�

���
，

岩石组合特征反映为灰黑色砂
、

板岩类复理石互

层夹火山岩
。

火山岩仍见有爆发相角砾岩
、

凝灰岩和熔岩的 �一�个韵律组成
。

�
�

�
�

� 隆康碳酸盐岩组
�

主要特征为大套碳酸盐岩�含硅质岩�与火山凝灰岩
、

沉积凝灰岩的多

韵律互层
，

底部夹少许板岩
。

碳酸盐岩组合中以结晶灰岩为主
，

少量结晶白云岩
。

硅质岩呈夹层

出现
，

且以含大量放射虫为特征
。

该岩组与下伏岩组间为连续过渡
，

在区域上比较稳定
。

鉴于剖面不甚完整
，

研究程度甚低
，

正式岩石地层单位的建立尚有待深人研究
。

�
�

� 生物地层

塔藏和隆康一带泥盆纪牙形石尚属首次发现
。

除在研究剖面上采获的以 尸��
，、 以���������

二 �

����� ����������� �������
，
�

�

��
塔�

�

����� 为代表的牙形石外
，

在郎 寨沟尚发现有 �����������，

��
�

������ �����������
，

����
�
��

���� ����� ������
，

��
�������二 ��，

一

����� �����
和 �

�
��

���，卜

����� ��
�

等
。

塔藏火山岩一碎屑岩组中代表性牙形石 �����������， ���
烤�

�

诱��
�����

�

在我国

见于广西武宣的三里组
，

属于法门期 尸
�

��
���’������ 牙形石带的带化石�王成源

�

������在云

南宁菠该属亦作为晚泥盆世法门期的牙形石带化石 �白顺 良等
，
������在贵州长顺代化

，
尸��

�

��������
� ��

烤�
�

����� 各亚种均产于 上 泥盆统代化组之 中 �熊剑 飞
，
�����

。

����，��������

��
��������� 一属在西欧

、

北美均作为法门期标准带化石
。

在隆康碳酸岩组中所产的 尸��
，
��

�

������
� �������� �

���������� 一亚种亦是晚泥盆世法门期的标准分子
，

在我国见及于广西大新榄

好上泥盆统三里组�熊剑飞
，
�����

、

广西武宣三里组�白顺 良等
，
�����

、

那坡三叉河
“
三里组

”
�王

成源
，
����� 以及贵州惠水王佑

、

长顺代化
、

望漠桑朗
、

盘县石坝的上泥盆统代化组之中�熊剑飞
，

�����
，

在西秦岭晚泥盆世地层中广泛见及�李晋僧
，
�����

。

以 �����������
� ���

����� 、����������

为代表的生物带可与凤县上泥盆统中 ��������护�
� �������� �

冲
����

一�
�������动�

� ���
����， ����

�������
���� ‘

组合带相对比
，

时代为晚泥盆世法门期
。

�
�

� 年代地层划分

三河 口群的时代归属
，

曹宣铎等人������根据武都
、

文县一带所采的珊瑚 ������

��二
，

。 ，，��

�������������
、

��������� ���������及 �
����� ���

��� ��
� 、

�，���������如��
�� ��

�

等将时代归为

早泥盆世布拉格阶到中泥盆世艾非尔阶
，

相当于中国的那高岭阶至印堂阶
。

但塔藏和隆康以

尸����������� 为代表的晚泥盆世牙形石动物群
，

时代无疑为晚泥盆世法门期
，

即中国锡矿山期
。

而在产上述牙形石层位之下
，

不排除包含有弗拉斯阶至吉维特阶�或中国的佘田桥阶至东岗岭

阶�
。

据原西北地质研究所在文县马莲河曾采获��、 ����
��

�

���� ������
��“ � 和 伪���

�
�������

� ���

等化石来看
，

南坪
、

文县和武都等地有晚泥盆世地层沉积应是无疑的
。

虽然南坪和武都的含火山

岩碎屑建造在时代上有差异
，

这可用岩石地层单位的穿时性来解释
。

至少在把三河 口群归属为

泥盆系这点上是可以统一的
。

此外
，

在 隆康剖面 的三 叠 纪地 层 中
�

获得 牙形 石 ���卿
�
�����蔽

，，���加，一

�������
�

双壳 类

������
�一���

��爪 组合和海百合 �����������。 ‘ 、
等

，

可以确定为中三叠世拉丁期
。

岩石地层单

位为黑斯组�
，

其岩性以黑色砂板岩类复理石互层夹碳酸盐岩为特征
，

与泥盆纪三河 口群呈断

层接触
。

� 黑斯组由四川区调队 ���。 年在 ���万漳腊幅区调工作中新建
。

相当于原建扎杂 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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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意义

南坪塔藏
、

双河
、

文县哈南到武都一康县一带泥盆系三河 口群的确立
，

对西秦岭和摩天岭间

以及其周缘地区的地壳演化研究和矿产普查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三河 口群为晚古生代早期沉积
，

它是泥盆纪时期扬子大陆西缘西秦岭碳酸盐岩台地和摩天

岭碳酸盐岩台地之间的洋壳化裂陷沉积
。

海槽环境为金矿和多金属矿的初始富集提供了有利条

件
，

还可能为台地上碳酸岩�白云岩化�岩石中铅
、

锌等矿床的初始富集提供矿源
。

现已知南坪联

合村金矿和文县新观金矿即产于三河 口群之中
。

显然
，

南坪塔藏一带泥盆纪地层的发现
，

对该区

的构造研究和矿产普查均具有重大意义
。

作者于 ����年首次在南坪塔藏及隆康等地发现泥盆纪牙形石之后
，

又经过两年的实地考

查研究
，

排除了作为三叠纪地层中生物混杂和外来岩块混杂堆积的可能性
，

现公开发表
，

以供地

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之参考
。

参加野外研究和剖面测制的人员除作者外
，

还有中国地质大学谢树成
、

王红梅
、

金光弼
，
四

川省川西北地质大队陈英凡
、

冯正万
、

黄益德和沈松平等同志
。

牙形石标本承蒙南京地质古生物

所王成源研究员审核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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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发现双变质带

顾家骏

�安徽地矿局 ���地质队�

继 ����年在歇县伏川地区细碧岩中发现葡萄石一绿纤石相标型组 合后
，

最近安徽地矿局 ��� 地质队又在

通过该县境内的
“
赣东北超壳断裂带

”
北西侧确定出以歇县

、

水竹坑
、

休宁
、

许村等岩体为代表的低压高角闪岩

相的豆状混合岩一混合花岗岩系列�典型矿物组合为高�� 和高��
，
����

，�
的红色黑云母�茧青石一斜长石土

铁铝榴石
，
矽线石十钾长石�

。

这样它们与该断裂带东南一侧
，
以细碧岩一变质石英角斑岩系�现查明以上两者

间为断层接触
。

产于后者中的铁铝榴石经测定属
“
蓝晶石带

”
的铁铝榴石�

、

超镁铁岩及辉长糜棱岩等为代表的

中压低温相系蛇绿岩套构成一对成双的变质带
，

并代表晚元古代晋宁期的板块俯冲带
。

而位于仰冲板块一侧的

款县岩体等实质上是扬子地台经过长期改造的下地壳的仰冲碎片
，

原地层时代可能早于中元古代
。

初步研究
，

这一双变质带向北东方向延入浙江境内
，

并最终进人南黄海海域
�
向南西方向延人江西境内�据

报导该地发现典型的高压低温蓝闪石一硬柱石组合�
，

至弋阳后转为近东西向
，

并继续西延至湖北境内的三峡

地区
。

这一重要发现不仅进一步证实了
“
赣东北深断裂带

”
的存在

，

而且首次将分布于这一深断裂带两侧
、

性质完

全不同的两套岩系联系在一起考虑
�

因而对了解皖南地区深部地质构造
、

地壳演化
、

地层学
、

同位素年代学
、

岩

浆岩演化
、

成矿作用及其分区等
，

都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