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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昂仁县孔隆地区下拉组时代修订及其对冈底
斯中晚二叠世沉积演化的制约

李俊ꎬ刘函ꎬ黄金元ꎬ苟正彬ꎬ李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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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冈底斯在晚二叠世是否隆升长期存在争议ꎮ 通过详细的地层和古生物工作ꎬ报道了西藏昂仁县孔隆地区发现的连续海

相沉积剖面ꎬ将下拉组分为 ２ 个岩性段ꎬ下部岩性以生屑灰岩和微晶灰岩为主ꎬ产珊瑚化石 Ｗｅｎｔｚｅｌｅｌｌａ ｔｙｐｉｃａ 和 Ｎｅｏｋｕｅｉｃｈｏｗｐｏｒａ
ｇｅｍｉｎａꎬ 类化石 Ｒｕｇｏｓ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ꎬＮｅ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ｓｐ.和 Ｎａｎｋｉｎｅｌｌａ ｓｐ.ꎬ时代为中二叠世沃德期—卡匹敦期ꎮ 上部岩性以硅质结核

灰岩和结晶灰岩为主ꎬ在其中发现牙形石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ｆ.ｌｅｖｅｎｉꎬ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ｉｓꎬ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ꎬ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等ꎬ时代为

吴家坪晚期ꎮ 将下拉组时代修订为中二叠世沃德期—晚二叠世吴家坪期ꎬ并推测其顶部的时代可能进入晚二叠世长兴期ꎮ
认为冈底斯西部在中二叠世—晚二叠世为连续的海相沉积环境ꎬ中、晚二叠世之交不存在构造隆升事件ꎮ 冈底斯西部在晚二

叠世及三叠纪为古陆的观点ꎬ需要被重新考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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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冈底斯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地区ꎬ是
研究青藏高原隆升及前新生代特提斯演化的关键

地区( Ｙ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０ꎻ Ｐ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２ꎻ 吴旌等ꎬ
２０１４ꎻ彭勃等ꎬ２０２２)ꎮ 冈底斯地层区的二叠纪—三

叠纪地层蕴含丰富的沉积、古生物和古地理的信

息ꎬ但长期以来关于其在晚二叠世是否已隆升为陆

图 １　 研究区构造位置图

Ｆｉｇ. 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ＢＮＳＺ—班公湖怒江构造带ꎻＹＺＳＺ—雅鲁藏布江构造带ꎻⅠ－１—那曲－洛隆地层分区ꎻⅠ－２—班戈－八宿地层分区ꎻⅠ－３—狮泉河－申扎－嘉黎

地层分区ꎻⅠ－４—措勤－申扎地层分区ꎻⅠ－５—隆格尔－南木林地层分区ꎻⅠ－６—拉萨－察隅地层分区ꎻⅠ－７—日喀则地层分区

一直争论不休ꎮ 以往学者多认为冈底斯西部发育

巨厚的中二叠世海相碳酸盐岩沉积ꎬ中二叠世末期

由于北侧的班公湖怒江洋盆南向俯冲(潘桂棠等ꎬ
２００４ꎻ ２００６ꎻ Ｚｈ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或中部南、北拉萨地块

碰撞(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５)ꎬ中二叠世晚期受碰撞造山

事件影响开始转变为陆相或海陆过渡相沉积ꎬ并认为

缺失三叠纪地层ꎮ 这一结论的直接证据来自青藏高

原调查成果ꎬ即在措勤幅、错麦幅等地发现的中二叠

世碳酸盐岩(下拉组)与晚二叠世碎屑岩(敌布错组)
之间稳定存在的角度不整合界面(任纪舜等ꎬ２００４)ꎮ

近年来随着地质调查工作和科学研究的不断

深入ꎬ开始出现冈底斯西部晚二叠世—三叠纪海相

地层的报道(陈清华等ꎬ１９９８ꎻ 郑有业等ꎬ２００７ꎻＪ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ꎻ黄韶春等ꎬ２０１３ꎻ 武桂春等ꎬ２０１８ꎻ Ｑｉａ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９)ꎮ 不少学者对冈底斯晚二叠世受构造抬

升转变为陆相或海陆过渡相这一观点提出质疑ꎬ认
为中二叠世末期可能不存在明显的造山运动(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ꎻ张予杰等ꎬ２０１４ꎻ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９)ꎮ 冈

底斯西部敌布错组碎屑岩建造稳定角度不整合界

面之下的海相地层的时空分布问题ꎬ直接关系着该

地区晚古生代—中生代古地理环境及构造背景的

长期争论ꎬ对这套原定中二叠世碳酸盐岩地层(下
拉组)开展精细的地层及时代研究ꎬ对认识和完善

冈底斯西部二叠纪—三叠纪构造－古地理及深化沉

积相时空变化规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ꎮ

１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冈底斯西部ꎬ西藏昂仁县以西及扎

日南木措以南ꎬ属滇藏地层大区、冈底斯－腾冲地层

区、隆格尔－南木林地层分区(图 １)ꎮ 该地区发育完

整的晚古生代地层ꎬ石炭系—二叠系均有出露(夏
代祥等ꎬ １９９７ )ꎬ 是开展地层研究的理想地区ꎮ
１２５ 万错麦幅将研究区晚古生代地层自下而上依

次划分为下石炭统永珠组(陆棚－斜坡相碎屑岩)、
上石炭统—下二叠统拉嘎组 (滨海 －陆棚相碎屑

岩)、下二叠统昂杰组(混积陆棚碎屑岩夹生屑灰

岩)、中二叠统下拉组(浅海台地相碳酸盐岩)、上三

叠统敌布错组(三角洲相碎屑岩)ꎮ 其中ꎬ下拉组最

先被命名为“米酒雄灰岩系”ꎬ为地质部青海石油普

查大队 １９５７ 年于冈底斯西部申扎一带发现的二叠

系碳酸盐岩地层ꎮ 随青藏高原 １１００ 万区域地质

调查及其他科考工作的开展ꎬ区内基础地质研究程

度有了较大提高ꎬ１９９７ 年“下拉组”在申扎县下拉山

附近由夏代祥等正式创立ꎬ其上被碎屑岩不整合覆

盖(夏代祥等ꎬ１９９７)ꎮ 其时代被认为中二叠世ꎬ相
当于中国南方的栖霞期—茅口期ꎮ

近年来ꎬ关于冈底斯西部晚古生代地层的研究

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杨式溥等ꎬ１９８３ꎻ 周幼云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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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ꎻ 纪占胜等ꎬ２００６ꎻ 武桂春等ꎬ２０１８ꎻ 李俊等ꎬ
２０２０)(图 ２)ꎬ程立人等(２００２)在申扎地区中二叠

统下拉组灰岩之上发现一套以白云岩为主的地层ꎬ

图 ２　 研究区石炭纪—三叠纪地层划分沿革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其底部发育吴家坪期皱纹珊瑚群ꎬ时代定为晚二叠

世ꎻ张予杰等(２０１４)在该地区下拉组获得牙形类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和 类 Ｃｏｄｏｎｏｆｕｓｉｅｌｌａ 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ｅｌｌｏｉｄｅｓ
化石ꎬ确认下拉组的上部可以延伸至吴家坪期ꎮ 纳

木错西岸木纠错组发现早三叠世牙形石ꎬ将木纠错

组时代修订为晚二叠世—早三叠世 (武桂春等ꎬ
２０１７)ꎬ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ꎬ纪占胜等(２００７ａ)在

敌布错地区ꎬ于多个断续剖面中成功采获了丰富的

保存良好的牙形石ꎬ识别出 ４ 个三叠纪牙形石带ꎬ并
提出了初步的三叠系岩石地层单位划分意见ꎮ 这些

研究成果为正确理解拉萨地块二叠纪—三叠纪的构

造－古地理演变提供了重要的信息ꎮ
本文以关键地层下拉组为目标ꎬ在研究区选取

顶底齐全的孔隆剖面ꎬ开展详细的地层及时代研

究ꎮ 将研究区内原“下拉组”上部白云岩为主的地

层解体为木纠错组ꎬ下部岩性以生屑亮晶灰岩、微晶灰

岩、硅质结核灰岩为主的地层保留为下拉组ꎮ 本次在

下拉组下部层位发现中二叠世 (Ｎｅ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ｓｐ.ꎬ

Ｒｕｇｏｓ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Ｘｉａｏｘｉｎｚｈａｉｅｌｌａ)ꎬＮａｎｋｉｎｅｌｌａ ｓｐ.)和中二

叠 世 珊 瑚 ( Ｗｅｎｔｚｅｌｅｌｌａ ( Ｓｈｕａｎｇｈｕｐｈｙｌｌｉａ ) ｔｙｐｉｃａ Ｙｕꎬ
Ｎｅｏｋｕｅｉｃｈｏｗｐｏｒａ ｇｅｍｉｎａ(Ｃｏｗｐｅｒ Ｒｅｅｄ))ꎬ下拉组上部发

现晚二叠世牙形石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 Ｂａｒｓｋｏｖ ＆
Ｋｏｒｏｌｅｖａ)ꎬ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ｆ. ｌｅｖｅｎｉ ( Ｋｏｚｕｒꎬ Ｍｏｓｔｌｅｒꎬ ＆
Ｐｊａｔａｋｏｖａ)ꎬ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Ｍｅｉ ＆ Ｗａｒｄｌａｗ)和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ｉｓ (Ｓｗｅｅｔꎬ１９７０)ꎮ

２　 剖面特征简述

剖面位于西藏昂仁县孔隆乡北西ꎬ地层出露连

续、完整ꎬ下拉组顶底齐全ꎮ 孔隆剖面下拉组底部

与昂杰组呈整合接触ꎬ下拉组主体为一套亮晶灰

岩、生屑灰岩、硅质结核灰岩为主的地层ꎬ出露地层

真厚度约 ７９２.２ ｍꎬ顶部与木纠错组整合接触ꎮ 木

纠错组在申扎地区木纠错南东岸发现并创立ꎬ原指

整合覆于中二叠统下拉组灰岩之上的一套以白云

岩为主的地层ꎬ其底部发育吴家坪期皱纹珊瑚群ꎬ
时代定为晚二叠世(程立人等ꎬ２００２)ꎮ 孔隆剖面中

木纠错组未定顶ꎬ下部岩性为灰质白云岩、白云质

灰岩ꎬ中上部岩性为白云岩ꎬ顶部见一套豹皮状灰

岩夹层发育ꎬ产典型的晚三叠世诺利期高舟属牙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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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分子 Ｅｐｉ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ｓｐ.ꎮ 孔隆剖面特征和化石产出

位置描述如下ꎮ
第四系覆盖

角度不整合
木纠错组(未见顶) >４９５.８ ｍ
２９.灰白色中层状白云岩ꎬ单层层厚 ０.２５ ｍ １２.４ ｍ
２８.灰 黑 色 中 层 状 豹 皮 状 灰 岩ꎬ 单 层 层 厚 ０. ３ ｍꎬ 产

Ｅｐｉ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ｓｐ. １０ ｍ
２７.灰 黑 色 薄 层 状 豹 皮 状 灰 岩ꎬ 单 层 层 厚 ４ ~ ８ ｃｍꎬ 产

Ｅｐｉ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ｓｐ. ４.９ ｍ
２６.灰黑色中层状豹皮状灰岩ꎬ单层层厚 ０. ３ ~ ０. ４ ｍꎬ产

Ｅｐｉ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ｓｐ. ８.５ ｍ
２５.浅红色—浅灰白色薄层状白云质灰岩ꎬ单层层厚 ０.３~ ０.４ ｍ

２.８ ｍ
２４.灰白色中层状灰质白云岩和砾屑白云岩互层ꎬ单层层厚

０.３~ ０.４ ｍ １４.６ ｍ
２３.白色厚层状白云岩ꎬ单层层厚 ０.６ ｍ 左右ꎬ见少量砂屑和

团粒成分 １９３.８ ｍ
２２.灰白色中层状灰质白云岩ꎬ单层层厚 ０.２５~ ０.３５ ｍ ９.８ ｍ
２１.白色中层状白云岩ꎬ单层层厚 ０.２５~ ０.４ ｍ １０９.９ ｍ
２０.灰白色中层状砾屑白云岩ꎬ单层层厚 ０.３ ｍꎬ鸟眼状构造

发育 １９.９ ｍ
１９.灰白色中层状灰质白云岩ꎬ单层层厚 ０.３ ~ ０.４ ｍꎬ含少量

砂屑和砾屑 １９.９ ｍ
１８.灰白色中层状白云质灰岩与灰质白云岩互层ꎬ单层层厚

０.２~ ０.４ ｍ ５９.６ ｍ
１７.灰白色中层状白云质灰岩ꎬ岩层厚度 ３０~ ５０ ｃｍ ２９.７ ｍ

整合接触

下拉组 ７９２.２ ｍ
１６.灰黑色中层状硅质结核灰岩ꎬ岩层厚度 ２０~ ４０ ｃｍ ４４.９ ｍ
１５.灰色—灰白色中层状硅质结核灰岩ꎬ岩层厚度 ３０~ ３５ ｃｍ

５３.３ ｍ
１４.灰白色中层状灰岩ꎬ层厚 ３０ ~ ４０ｃｍꎬ产牙形石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ｉｓ １５.７ ｍ
１３.灰黑色中层状硅质结核灰岩ꎬ见少量腕足、双壳、珊瑚

２５ ｍ
１２.灰白色中层状硅质结核灰岩ꎬ产牙形石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Ｂａｒｓｋｏｖ ＆ Ｋｏｒｏｌｅｖａ ) 和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 Ｍｅｉ ＆
Ｗａｒｄｌａｗ) ３６.３ ｍ

１１.灰黑色中层状硅质条带灰岩ꎬ多见腹足、腕足化石 １３４ ｍ
１０.灰白色中层状硅质结核灰岩ꎬ岩层厚度 ３０ ~ ４０ ｃｍꎬ产珊瑚

Ｎｅｏｋｕｅｉｃｈｏｗｐｏｒａ ｇｅｍｉｎａ(Ｃｏｗｐｅｒ Ｒｅｅｄ)和 类 Ｒｕｇｏｓ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Ｘｉａｏｘｉｎｚｈａｉｅｌｌａ)等 ４３.９ ｍ

９.灰黑色中层状硅质结核灰岩ꎬ层厚 ３０~ ４０ ｃｍ ４８.７ ｍ
８.灰黑色中层状灰岩ꎬ产珊瑚 Ｎｅｏｋｕｅｉｃｈｏｗｐｏｒａ ｇｅｍｉｎａ(Ｃｏｗｐｅｒ

Ｒｅｅｄ)ꎬ 类 Ｎａｎｋｉｎｅｌｌａ ｓｐ.ꎬＮｅ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ｓｐ.ꎬＲｕｇｏｓ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Ｘｉａｏｘｉｎｚｈａｉｅｌｌａ) 和 牙 形 石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ｆ. ｌｅｖｅｎｉ ( Ｋｏｚｕｒꎬ
Ｍｏｓｔｌｅｒ ａｎｄ Ｐｊａｔａｋｏｖａ)等 ４４.５ ｍ

７.灰白色中层状灰岩ꎬ岩层厚度 ４０ ~ ５０ ｃｍꎬ产珊瑚 Ｗｅｎｔｚｅｌｅｌｌａ
(Ｓｈｕａｎｇｈｕｐｈｙｌｌｉａ)ｔｙｐｉｃａ Ｙｕꎬ 类 Ｒｕｇｏｓ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Ｘｉａｏｘｉｎｚｈａｉｅｌｌａ)
等 ２９.１ ｍ

６.灰白色中层状生屑灰岩ꎬ层厚 ４０~ ５０ ｃｍꎬ波痕发育 ６９.９ ｍ
５.灰白色中层状亮晶灰岩ꎬ岩层厚度 ３０~ ５０ ｃｍ ８３.２ ｍ
４.灰黑色中层状亮晶灰岩ꎬ岩层厚度 ２０~ ４０ ｃｍ ９.９ ｍ
３.灰白色中层状亮晶生屑灰岩ꎬ岩层厚度 １５~ ３０ ｃｍꎬ波痕发育

４３.１ ｍ
２.灰白色—浅红色中层状生屑灰岩ꎬ岩层厚度 １５ ~ ３０ ｃｍꎬ波

痕发育 ７６.２ ｍ
１.灰白色、浅红色中层状亮晶灰岩ꎬ岩层厚度 ３０~ ４０ ｃｍ

３６.５ ｍ
整合接触

昂杰组

０.灰绿色薄层状钙质粉砂岩ꎬ单层层厚 ３~ ５ ｃｍ ２８.８ ｍ

３　 生物组合及年代地层

本次在剖面中共采集 类、珊瑚化石样品 １７ 件

(Ｈｓ０３ ~ Ｈｓ１９)ꎬ化石鉴定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质古生物研究所完成(珊瑚化石由廖卫华老师鉴

定ꎬ 类化石由周建平老师鉴定)ꎮ 下拉组下部层

位 ７ 层(样品编号 Ｈｓ０３)中发现标准文采尔珊瑚

Ｗｅｎｔｚｅｌｅｌｌａ(Ｓｈｕａｎｇｈｕｐｈｙｌｌｉａ) ｔｙｐｉｃａ Ｙｕ(图 ４－ａ、ｂ)ꎬ８ 层

(样品编号 Ｈｓ０７)和 １０ 层(样品编号 Ｈｓ１８)中采获

双型新贵州管珊瑚 Ｎｅｏｋｕｅｉｃｈｏｗｐｏｒａ ｇｅｍｉｎａ (Ｃｏｗｐｅｒ
Ｒｅｅｄ)(图 ４－ｃ、ｄ)ꎬ７ 层(样品编号 Ｈｓ０４)、８ 层(样
品编号 Ｈｓ０８ ~ １０)和 １０ 层(样品编号 Ｈｓ１９)中发现

类化石 Ｒｕｇｏｓ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Ｘｉａｏｘｉｎｚｈａｉｅｌｌａ)(图版Ⅰ－
１ ~ ４)ꎬＮｅ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ｓｐ.(图版Ⅰ－５)ꎬＮａｎｋｉｎｅｌｌａ ｓｐ.
(图版Ⅰ－６)ꎮ 下拉组下部层位化石组合与前人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ꎬ以 类 Ｎｅ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Ｎａｎｋｉｎｅｌｌａ
组 合 和 Ｗｅｎｔｚｅｌｅｌｌａ ( Ｓｈｕａｎｇｈｕｐｈｙｌｌｉａ ) ｔｙｐｉｃａ Ｙｕꎬ
Ｎｅｏｋｕｅｉｃｈｏｗｐｏｒａ ｇｅｍｉｎａ ( Ｃｏｗｐｅｒ Ｒｅｅｄ) 珊瑚为特征

(夏代祥等ꎬ１９９７)ꎬ时代为中二叠世沃德期—卡匹

敦期ꎬ相当于中国南方的茅口期ꎮ
剖面 中 共 采 集 牙 形 石 样 品 ２５ 件 ( Ｐｍ１ ~

Ｐｍ２５)ꎬ牙形石鉴定工作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质调查研究院江海水老师完成ꎮ 其中ꎬ１２ 层底

部 １ 件样品(编号 Ｐｍ８)中发现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ｆ.ｌｅｖｅｎｉ
(ＫｏｚｕｒꎬＭｏｓｔｌｅｒ＆ Ｐｊａｔａｋｏｖａ)牙形石分子(图版Ⅱ－１ ~
２)ꎮ 该分子齿体齿台中部最宽ꎬ向两侧明显变尖ꎬ
齿台上有细小的蜂窝状纹饰ꎮ 主齿细小ꎬ位于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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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西藏孔隆剖面下拉组剖面图及化石采样位置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ａｌ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Ｋｏｎｇｌｏｎｇ ａｒｅａꎬＴｉｂｅｔꎬ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ｓｓ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图 ４　 孔隆剖面下拉组珊瑚化石镜下照片

Ｆｉｇ. ４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ｃｏｒａｌ ｆｏｓｓｉ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ａｌ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Ｋｏｎｇｌｏ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Ｗｅｎｔｚｅｌｅｌｌａ(Ｓｈｕａｎｇｈｕｐｈｙｌｌｉａ) ｔｙｐｉｃａ Ｙｕ 横切面ꎻｂ—Ｗｅｎｔｚｅｌｅｌｌａ(Ｓｈｕａｎｇｈｕｐｈｙｌｌｉａ) ｔｙｐｉｃａ Ｙｕ 纵切面ꎻ

ｃ—Ｎｅｏｋｕｅｉｃｈｏｗｐｏｒａ ｇｅｍｉｎａ(Ｃｏｗｐｅｒ Ｒｅｅｄ)横切面ꎻ ｄ—Ｎｅｏｋｕｅｉｃｈｏｗｐｏｒａ ｇｅｍｉｎａ(Ｃｏｗｐｅｒ Ｒｅｅｄ)纵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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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Ⅰ　 Ｐｌａｔｅ Ⅰ

１ ~ ４. Ｒｕｇｏｓ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Ｘｉａｏｘｉｎｚｈａｉｅｌｌａ)ꎻ ５. Ｎｅ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ｓｐ.ꎻ６. Ｎａｎｋｉｎｅｌｌａ ｓｐ.

台后端ꎬ未及台缘ꎮ 主齿与细齿分离ꎬ间隔较大ꎬ１３
个细齿ꎬ细齿间的宽度较均匀ꎬ细齿中后部愈合呈

点状的脊ꎬ由后往前逐渐加高ꎮ 沿齿脊发育两排纵

向沟ꎬ在接近齿脊处纵向沟深ꎬ光滑无纹饰ꎮ 齿台

较厚ꎬ轻微上翻的边缘ꎬ一直发育在齿台后部末端ꎬ
呈突出的边缘ꎬ并形成渐圆的末端ꎮ 齿台延伸至齿

体前部末端ꎬ形成窄的横肋ꎮ 时代属晚二叠世吴家

坪期ꎬ可与中国华南及希腊 Ｈｙｄｒａ 岛相当层位的牙

形石动物群进行对比(李志宏ꎬ１９９１)ꎮ
１２ 层顶部 １ 件 样 品 ( 编 号 Ｐｍ１２ ) 中 发 现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Ｂａｒｓｋｏｖ ＆ Ｋｏｒｏｌｅｖａ) (图版Ⅱ－３)和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Ｍｅｉ ＆ Ｗａｒｄｌａｗ)(图版Ⅱ－４~５)ꎮ
其中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齿体轻微拱曲ꎬ主齿较大ꎬ显著

位于近齿台后端ꎮ 可见 ７ 个细齿ꎬ顶端分离ꎬ细齿间

的宽度较均匀ꎬ中部细齿愈合呈点状的脊ꎮ 两排纵

向的沟沿齿脊分布ꎬ在接近齿脊处纵向沟窄、浅ꎮ
齿台较厚ꎬ轻微上翻的边缘ꎬ两侧边缘近平行ꎬ一直

发育在齿台后部末端ꎬ呈突出的边缘ꎬ并形成渐圆

的末端ꎮ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齿台后端钝圆ꎬ齿体近

中部最宽ꎬ两端逐渐收尖ꎬ齿台外侧发育蜂窝状纹

饰ꎬ沿齿脊内侧光滑ꎮ 主齿位于齿台末端ꎬ显著而

前倾ꎬ齿脊由 １０ 个细齿组成ꎬ主齿与细齿尖间隔较

宽ꎬ除前端少数细齿较低外ꎬ细齿由后往前逐渐变

高ꎬ细齿分离ꎮ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在国外主要发现于

外高加索 Ｄｚｈｕｌｆａ、伊朗西北 Ｋｕｈ －Ａｌｉ －Ｂａｓｈｉ、希腊

Ｈｙｄｒａ 和日本东南部 Ｇｕｊｏ－ｈａｃｈｉｍａｎ 等地区的上二

叠统中(张克信等ꎬ２００９)ꎬ国内主要广泛分布于华

南吴家坪阶顶部ꎬ在浙江煤山金钉子剖面中产出于

龙 潭 组 顶 部 至 长 兴 组 底 部 层 位ꎮ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ꎬ原名为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ꎬ最初发

现于四川宣汉县渡口、南江县桥亭吴家坪期地层上

部(梅仕龙等ꎬ１９９４)ꎮ Ｊ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认为ꎬ标定国

际长兴阶底界的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ｗａｎｇｉ(Ｚｈａｎｇ)是由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演 化 而 来 的ꎬ 而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与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的组合发育于吴家坪阶最顶部的

牙形石带(张克信等ꎬ２００９)ꎮ
在 １４ 层 ２ 件样品(编号 Ｐｍ１８ 和 Ｐｍ２０)中发现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ｉｓ(Ｓｗｅｅｔꎬ１９７０)牙形石分子(图版Ⅱ－
６ ~ ７)ꎮ 该分子齿体长高比约 ２１ꎬ基腔膨大ꎮ 主

齿中等大小ꎬ齿脊由分离的 ８ 个细齿组成ꎬ细齿细

小ꎬ紧密排列ꎬ顶端尖圆ꎮ 齿脊先是逐渐向后弧形

变低ꎬ而后在中后部存在一弧形凸起ꎬ凸起处几个

细齿较大ꎬ突出于齿脊较明显ꎮ 齿脊后缘较低ꎬ快
速弧形变低ꎮ 虽然该分子的模式标本在浙江煤山

金钉子剖面中均报道产出于晚二叠世长兴期—早

三叠世早期ꎬ但已有材料显示ꎬ该种在二叠纪茅口

晚期和吴家坪期也有出现(王志浩ꎬ１９７８)ꎬ其存活

时限较长ꎬ本次不予讨论ꎮ

４　 讨　 论

４.１　 下拉组时代

下拉组创立于申扎县下拉山ꎬ定义为一套岩性

７５２　 第 ４２ 卷 第 ２~ ３ 期 李俊等:西藏昂仁县孔隆地区下拉组时代修订及其对冈底斯中晚二叠世沉积演化的制约



图版Ⅱ　 Ｐｌａｔｅ Ⅱ

１.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ｆ. ｌｅｖｅｎｉꎬ 侧 视ꎻ ２.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ｆ. ｌｅｖｅｎｉꎬ 口 视ꎻ ３.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ꎬ 口 视ꎻ ４.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ꎬ侧视ꎻ５.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ꎬ侧视ꎻ ６.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ｉｓꎬ侧视ꎻ７.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ｉｓꎬ口视

以结晶灰岩、生物碎屑灰岩、条带状灰岩为主的地

层ꎬ其时代定为中二叠世ꎮ 研究区开展的剖面测制

及化石鉴定结果显示ꎬ下拉组下部岩性以生屑灰岩和

微晶灰岩为主ꎬ产 Ｗｅｎｔｚｅｌｅｌｌａ (Ｓｈｕａｎｇｈｕｐｈｙｌｌｉａ) ｔｙｐｉｃａ
Ｙｕ 和 Ｎｅｏｋｕｅｉｃｈｏｗｐｏｒａ ｇｅｍｉｎａ (Ｃｏｗｐｅｒ Ｒｅｅｄ)珊瑚化

石ꎬＲｕｇｏｓ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Ｘｉａｏｘｉｎｚｈａｉｅｌｌａ)ꎬＮｅｏ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ｉｎａ ｓｐ.
和 Ｎａｎｋｉｎｅｌｌａ ｓｐ. 类化石ꎬ化石组合与前人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ꎬ时代为中二叠世沃德期—卡匹敦期ꎮ 下

拉组上部岩性以硅质结核灰岩为主ꎬ在其中发现牙

形石 ４ 个种ꎬ其中 Ｎｅｏｇｏｎｄｏｌｅｌｌａ ｃｆ. ｌｅｖｅｎｉ 时代属晚二

叠 世 吴 家 坪 期ꎬ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与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共同组合发育于吴家坪阶最顶部牙形

石带(张克信等ꎬ２００９)ꎬ其代表时代为吴家坪晚期ꎮ
因此ꎬ研究区下拉组地层时代应由原定的中二叠世

重新修订为中二叠世沃德期—晚二叠世吴家坪

晚期ꎮ
值得讨论的是ꎬ下拉组 １２ 层产属吴家坪阶最顶部

牙形石带的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与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组

合ꎬ而沈树忠等(２００３)认为ꎬ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在

煤山剖面位于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ｗａｎｇｉ 带之下ꎬ两者之间的界

线很可能成为划分吴家坪阶与长兴阶界线的标志ꎬ
因此下拉组第 １２ 层生物时代可能已接近吴家坪期

与长兴期界线附近ꎮ 下拉组 １３ ~ １６ 层发育厚达

１３８.９ ｍ 的灰岩ꎬ遗憾的是ꎬ除发现 Ｈｉｎｄｅｏｄｕ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ｉｓ
(可由中二叠世晚期延伸至早三叠世)外ꎬ本次未采

得其他牙形石ꎬ但结合纪占胜等(２００７ｂ)在狮泉河

地区下拉组顶部发现大致对比于晚二叠世长兴期

晚期的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ｃ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ｅｎｓｉｓ 带ꎬ以及 Ｑ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在措勤夏东地区下拉组顶部发现长兴期

类化石等的研究进展ꎬ认为研究区下拉组顶部地层

时代存在跨入晚二叠世长兴期的可能ꎮ
４.２　 孔隆剖面进展及问题

本次将孔隆剖面中碳酸盐岩地层(原中二叠世

下拉组)重新解体ꎬ在其上部识别出大套白云岩地

层ꎬ与申扎地区建立的木纠错组可进行很好地对

比ꎬ故归为木纠错组ꎬ其下部以生屑亮晶灰岩、微晶

灰岩、硅质结核灰岩为主的地层保留为下拉组ꎮ 下

拉组下部产中二叠世珊瑚、 类化石ꎬ上部发现吴家

坪晚期牙形石ꎬ表明孔隆剖面保存了完整的中二叠

世—晚二叠世海相沉积充填记录ꎬ进一步印证了拉

萨地块西部至少在中—晚二叠世之交未发生明显

的抬升或造山运动ꎮ
另外ꎬ孔隆剖面中新识别出的木纠错组顶部发

现晚三叠世诺丽期牙形石(李俊等ꎬ２０２０)ꎮ 越来越

多的证据表明ꎬ拉萨地块在晚二叠世—三叠纪可能

存在连续的海相沉积ꎮ 但目前无论是措勤地区建

立的灰岩相ꎬ如嘎仁错组、珠龙组和江让组的三叠

系地层序列或是申扎地区建立的木纠错组的剖面

都是不连续的ꎬ孔隆剖面中地层连续稳定ꎬ为明确

是否存在二叠纪—三叠纪连续的海相沉积记录提

供了一次解决机会ꎬ同时为解决拉萨地块目前构

造－古地理方面的问题和争议提供了宝贵契机ꎮ 但

８５２ 地 质 通 报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３ 年　



是限于目前工作程度还较低ꎬ特别是下拉组顶部和

木纠错组中下部地层仍是化石空白区ꎬ下拉组时代

上限、木纠错组底限ꎬ研究区从灰岩向白云岩的岩

相转换面ꎬ 以及是否存在二叠纪—三叠纪之交

(ＰＴＢ)生物大灭绝事件响应等问题尚待明确ꎬ孔隆

剖面仍需开展进一步系统研究ꎮ

５　 结　 论

(１)西藏孔隆地区下拉组上部发现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和 Ｃｌａｒｋｉｎａ ｌｏｎｇ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 牙形石分子ꎬ将研究

区下拉组时代修订为中二叠世沃德期至晚二叠世

吴家坪晚期ꎬ并认为下拉组顶部地层时代可能跨入

晚二叠世长兴期ꎮ
(２)孔隆剖面保存了连续的中二叠世—晚二叠

世海相沉积充填记录ꎬ拉萨地块中—晚二叠世之交

不存在沉积间断ꎮ
致谢:纪占胜研究员对本文指出了宝贵的修改

意见ꎬ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ꎻ同时感谢中科院南京

古生物研究所张以春、袁东勋研究员对本文微体化

石研究方面的有益帮助ꎻ感谢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张

士贞高级工程师ꎬ成都理工大学杨洋、崔浩杰硕士

等在剖面测制和采样工作中给予的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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