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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位于拉萨地块南缘的叶巴组内首次采集到丰富的双壳类化石�共计有14个种和未定种。
表明叶巴组的火山活动发生在中侏罗世巴柔期�中侏罗早期是新特提斯（Neo-Tethys）洋盆形成的
重要阶段。拉萨地块上所发现的海相双壳类动物群具有东、西特提斯生物地理分区的典型分子�
表明在此期间所谓的“班公湖—怒江海”未构成对拉萨地块和羌塘地块之间动物群互相沟通的地
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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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地块中生界具有两大套不同时代的火山岩系。一套为林子宗组�岩性为安山岩、流纹
岩和红色碎屑岩�时代为晚白垩世；另一套为叶巴组（1∶100万拉萨幅）�岩性为片岩、火山质砾
岩、安山岩、凝灰岩、绢云母片岩和枕状熔岩等。叶巴组原称叶巴群�是西藏地质局综合地质队
1974年以拉萨叶巴沟地层所建。叶巴组厚近万米�出露面积近1000km2�紧贴着拉萨地块南
缘的雅鲁藏布江缝合线呈东西向延伸�展布在松多堆、下波朗、错扎朗等地。长期以来�叶巴组
这套地层的时代争议较大�最早1∶100万拉萨幅曾将其划归石炭—二叠系。近年来则主要有
两种看法�一认为是晚白垩世［1］�二认为是晚三叠世［2］。可查的化石记录是�1976年曾有人在
墨竹工卡县甲马乡以南这套地层的顶部采集到据说是晚三叠世—侏罗纪的水螅类化石�另外
西藏区调大队地热队采集到一块晚三叠世珊瑚化石（1∶100万拉萨幅）。

1993年�笔者（苟金和蒋光武）在1∶20万沃卡幅区域地质调查期间�首次在拉萨以东得中
—下波朗地区的叶巴组火山岩泥岩夹层中发现了较丰富的双壳类化石。这些化石保存良好�
个体丰富�属种较多�是拉萨地块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丰富的侏罗纪化石证据。特别是它们
被发现于拉萨地块的雅鲁藏布江缝合线以北大套火山岩系的夹层内�对于佐证火山活动的时
代�雅鲁藏布江缝合线南、北生物群的对比有着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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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双壳类动物群时代对火山活动期的确定
西藏区调大队一分队在1∶20万沃卡幅中测制了两条地层剖面�即得中剖面和下波朗剖面

（图1—a、b）。两剖面所测地层主要由火山岩和变质岩系组成�化石极其罕见。叶巴组在这两

图1　研究区位置略图
Fig．1　Loca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条剖面上由3个岩性段组成�由下往上依次为石英岩组、片岩组和变火山岩组。在这两条剖面
上分别发现一层含化石层位�但这些含化石地层的层厚均不足1m。得中剖面的化石层发现
于叶巴组下部石英岩组的中部。双壳类化石集中产出在厚约40cm 浅变质的含少许炭质的细
砂岩夹层内�化石均为内模或外模。由于外壳的天然溶蚀�使得一些标本保存了较好的铰系特
征�给化石属种的准确鉴定奠定了基础。这些双壳类多属浅内生类和半内生类型�如 Proto-
cardia�Anisocardia（ A ntinicyp rina）�Gytemon�Pteroperna�Cunegerv illia 等。双壳类化石的
组合面貌与英国中侏罗统大河口系及青海唐古拉山雁石坪地区雀莫错组和玛托组动物群颇为

接近�代表半咸水性质的浅潮下环境。这一动物群中一些种�如 Protocardia st ricklandi （Mor-
ris et Lycett ）�Pteroperna cf．plana （Sowerby ）�Cunegerv illia cf．crassicosta （ Morris et
Lycett）�是上述地区中侏罗世巴柔至巴通期的代表分子。

下波朗剖面的化石层发现于叶巴组上部变火山岩组的下部�产于一层厚近1m 的浅变质
的泥岩中�泥岩已显示绢云母化。化石均为内模或外模�有不少标本保存了较好的铰系构造。
较之得中剖面的双壳类动物群�下波朗剖面所发现的双壳动物群分异度较高�有下列属种存
在：Indogrammatodon sp．�Paleonucula sp．�Aquilerella sp．�Myopholas sp．�T rigonia sp．�
A nisocardia sp．�Propeamussium （ Propeamussium ） laev iradiatum （Waagen）�Kobayash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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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icylindricus Hayami�其中以 Indogrammatodon sp．�Paleonucula sp．�Propeamussium
（Propeamussium） laev iradiatum （Waagen）等为优势种。动物群中狭盐类型占有优势�更兼
有一些沉积摄食类型�其沉积环境可能较之得中水体要略深�且因其中的表生类型比例较高而
表明沉积速率要低�水体含盐度近于正常�表明与外海交流更加畅通。在欧洲�含 Propeamus-
sium（Propeamussium） laev iradiatum （Waagen）地层的时代为阿林期至早巴柔期（Laeviuscula
菊石带）。与现有 Propeamussium （ Propeamussium） laev iradiatum （Waagen）标本共生的另
一属种 Kobayashites hemicylindricus Hayami曾分别见于藏北雁石坪地区和日本�是上述两 地
巴柔阶的特征属。可以认为�在下波朗剖面所发现的以 Propeamussium （ Propeamussium）
laev iradiatum （Waagen）和 Kobayashites hemicylindricus Hayami为代表的双壳类动物群最有
可能的延续时代是巴柔期。比较上述两个剖面的化石层位�前者位于叶巴组的下部�时代为巴
柔—巴通期；后者位于叶巴组上部�时代为阿林至巴柔期。因而这两层化石层的沉积序列实际
上控制了叶巴组大部分沉积�故叶巴组主体部分的沉积事件最早不应超过阿林期�最晚不应晚
于巴通期�主要发生在巴柔期。叶巴组火山岩主要呈中基性�显示弧后盆地火山沉积体系［3］。

前人曾在位萨以北的却桑温泉组的砂页岩内发现 Protocardia sp．�A nisocardia（ A ntini-
cyp rina） sp．�Astarte sp．�Ostrea sp．等�砂页岩底部产植物化石 Zamites sp．�Ptilophyllum
sp．［4］。却桑温泉组的这些双壳类化石在属一级的组合面貌上可以与得中剖面的双壳类化石
群多少作一些比较。特别是 A nisocardia（ A ntinicyp rina）这个属�故把它们作为中侏罗世双壳
类动物群还是合适的。麦龙岗群中的枕状熔岩是水下火山喷发产物�该群上部的砂页岩系很
有可能相当于却桑温泉组�也为中侏罗世巴柔期。由此看来�拉萨地块林周—墨竹工卡一带的
麦龙岗群和沃卡—工布江达一带叶巴组的巨厚火山岩系列应是在中侏罗世早期形成的。这就
是说�新发现的动物群化石证明了中侏罗世早期是新特提斯洋盆形成的重要阶段。一方面�雅
鲁藏布江缝合线以南的被动大陆边缘由于拉张作用而开始出现断层控制的系列断阶沉积；另
一方面�随着印度板块（北喜马拉雅地块）向拉萨地块俯冲�产生强烈的挤压和火山作用�拉萨
地块南缘隆起而形成火山岛弧�并由此出现以叶巴组为主体的弧后盆地火山岩沉积�分布在拉
萨地块林周—墨竹工卡一带的麦龙岗群和沃卡—工布江达一带叶巴组的巨厚火山岩系列就是
他们的代表。拉萨地块上所发现的海相双壳类动物群中具有东、西特提斯生物地理分区的典
型分子�表明在此期间�所谓的“班公湖—怒江海”未构成对拉萨地块与羌塘地块之间动物群相
互沟通的地理障碍。
2　双壳类动物群的古地理意义

近年来�有人运用地体概念较好地解释了北美三叠系地理区系［5］以及环太平洋地区二叠
纪至侏罗纪生物地理区系的演变和动物群扩散的原因［6］。拉萨地块的北侧为羌塘地块�该地
块北侧以西金乌兰—金沙江结合带与巴颜喀拉地块相邻�其南侧以班公湖—怒江结合带与拉
萨地块相接�拉萨地块则以雅鲁藏布江结合带与北喜马拉雅地块交界。

中侏罗世巴柔期是双壳类生物古地理区演变的重要阶段�原有的特提斯大区分化出特提
斯埃塞俄比亚区和东特提斯区�前者代表西冈瓦纳北缘海域�后者代表欧亚大陆东南端海
域［7～8］。雅鲁藏布江缝合线以南属北喜马拉雅地块�珠峰地区的双壳动物群显示较为强烈的
埃塞俄比亚区色彩［9］�改则—丁青缝合线以北的羌塘地区则有东西特提斯生物区混生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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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10］。然而位处雅鲁藏布江缝合线以北以及改则—丁青缝合线以南的拉萨地块中侏罗世的
动、植物群的性质以往却知之甚少。这次在拉萨地块所发现的托尔至巴通期海相双壳类动物
群中有不少西特提斯的属�也都见于羌塘地块�如 Aguerella�Pteroperna�Cunegerv illia�Pro-
peamussium（Propeamussium）�Paleonucula�Indogrammatodon�Kobayashites�证明羌塘地块
与拉萨地块之间的班公湖—怒江结合带对双壳类动物群的扩散在此时期尚未能构成生物地理
分区的界限。而 Kobayashites hayamii 和 Propeamussium（ Propeamussium） laev iradiatum 是
这一动物群内最具有生物地理意义的分子。除原产地日本和后来曾见于藏北唐古拉山以外�
当前发现的 Kobayashites是该属所发现的第三个产地。而 Propeamussium（ Propeamussium）
laev iradiatum 及其相似分子的地理分布在东特提斯也限于雅鲁藏布江缝合线以北。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西藏及其邻区陆续发现一些原先日本外带及其他外来地体所特

有的化石分子�如 Kumatrigonia�Minetrigonia�Tosapecten�Kobayashites�Isodomella 等。其
中原见于日本晚三叠世的双壳类 Kumatrigonia�Minetrigonia�Tosapecten�被发现于青海和
贵州［11～12］。东特提斯生物区典型属之一的 Kobayashites见于羌塘地块的雁石坪地区［13］和拉
萨地块（本文）。此外本文第一作者最近还从羌塘（藏北双湖）鉴定到一些日本外带的另外一些
中、晚侏罗世的双壳类�如晚侏罗世的种 Astarte sakomotoensis Tamura［14］。日本早白垩世特有
的地方性半咸水属 Isodomella动物群也见于拉萨地块的改则附近［15］。有意义的是�早白垩世
威尔登植物群最常见分子之一 Zamiophyllum buchianum（Ett．）在拉萨地块西部狮泉河南缘
和拉萨地块的东部都见于下白垩统［16～17］�但最近也在羌塘地块温泉地区冬曲剖面上（陈芬鉴
定）被发现�间夹在含巴柔期—巴通期双壳类的海相层之间。植物群迁移较之海相动物群迁移
在时代上的这种滞后现象说明�至少在中侏罗世以前�羌塘地块与拉萨地块之间的班公湖—怒
江海盆对植物群扩散具有限制意义。可以推测�羌塘地块的 Zaminophyllum buchianum 与华
北及日本内带之间的植物群分布有关。而拉萨地块和日本外带早白垩世的 Zaminophyllum
buchianum�则可能是因为地块在中生代后期各自向北漂移�并在早白垩世期间拉萨地块与羌
塘地块碰接�日本外带和日本内带各自拼接为一体。Hallam ［6］根据动物群的资料推测日本外
带地体在中生代曾是一个分离的地体�经过长距离向北漂移之后�直至早白垩世末期才与日本
内带相撞拼合到当前的地理位置。日本外带的上述动植物化石与羌塘地块及拉萨地块这些动
植物化石之间的亲和性还有可能表明�在侏罗纪直至早白垩世晚期�拉萨地体、羌塘地体以及
日本外带地体在中生代大部分时期可能彼此相隔并不十分遥远�还有可能处于大致相同的纬
度带。羌塘地块的古地理位置似乎在纬向上较之拉萨地块更加接近日本外带地块。当然这一
假设还需要更多的植物化石资料及其他地质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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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DDLE JURASSIC BIVALVE FAUNA IN THE VOLCANIC
ROCK SERIES（YAIBA FORMATION）OF THE LHASA MASSIF

AND ITS PALEOGEOGRAPHIC SIGNIFICANCE

Yin Jiarun　　Pei Shuwe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 ing）

Gou Jin
（ Regional Geological Party�Qinghai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Xining�Qinghai）

Jiang Guangwu
（ Regional Geological Party�Xiz ang Bureau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Doilungdêgên�Tibet）

Abstract　Abundant bivalve fossils were first collected from a volcanic rock series（Yaiba Forma-
tion）on the southern margin of the Lhasa massif．They include 14 species and indeterminate
species．This indicates that volcanism in the Yaiba Formation took place in the Middle Jurassic Ba-
jocian Stage and proves that the early Middle Jurassic was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Neo-Tethys ocean basin．The marine bivalve fauna discovered in the Lhasa massif contains
typical elements of the East and West Tethys biogeographic provinces．The authors hold that the
“Bangong Co-Nujiang Sea”did not constitute a geographic barrier to the ocean basin nature of the
area between the Lhasa massif and the Qiangtang massif for the interchange of faunas．
Key words：　Lhasa massif�Middle Jurassic�bivalves�bio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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