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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区位于羌塘地块与班公湖—怒江结合带交汇处,保存有一套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海相沉积记录,是研

究晚侏罗世—早白垩世班公湖—怒江特提斯洋沉积环境演化及其沉积盆地类型的理想地区。 通过对岩性组合、
沉积环境、古生物化石等方面进行研究,厘定出欧利组,并探讨了欧利组时代归属及沉积盆地类型。 根据欧利组

中发现的小光星珊瑚、轮形异通珊瑚、米契林柱剑珊瑚、安多准柱剑珊瑚等化石,确定欧利组时代为晚侏罗世。 初

步分析沉积环境为局限台地 -潮坪沉积,局部具潮汐水道沉积,沉积相分析表明研究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沉积

盆地类型为弧后前陆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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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西藏自治区革吉县米多南地区位于班公湖—
怒江缝合带北侧[1]。 班公湖—怒江缝合带是班公

湖—双湖—怒江对接带与冈底斯—喜马拉雅造山

系的界线,保存了班公湖—怒江特提斯洋形成演化

的物质记录[2]。 前人对班公湖—怒江结合带中西

段的侏罗纪—白垩纪地层划分与对比做了大量工

作,多数学者认为南羌塘白垩系为一套陆相盆地沉

积[3],但也有学者认为晚白垩世存 在 海 相 沉

积[4 - 12]。 沉积盆地的类型与沉积作用与其盆地形

成的大地构造环境紧密相关[13]。
本文通过对西藏阿里革吉县米多南一带中生

代地层的古生物、岩性组合、沉积环境、构造变形等

进行研究,为地层的时代归属提供依据,建立地层

序列,为今后进一步开展沉积环境和大地构造研究

提供基础。

1　 研究区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革吉县盐湖

乡以北 90 km 处,其大地构造属于班公湖—怒江蛇

绿混杂岩带和扎普—多不杂岩浆弧带 [1](图 1)。

Ⅵ1 -1. 龙木错—双湖蛇绿混杂岩带; Ⅵ1 - 2. 托和平措—查

多岗日洋岛增生杂岩带; Ⅵ2 - 1. 多玛(增生)地块; Ⅵ2 - 3.

扎普—多不杂岩浆弧带; Ⅶ1 - 2. 昂龙岗日—班戈—腾冲岩

浆弧带; Ⅶ1 - 3. 狮泉河—申扎—嘉黎蛇绿混杂岩带; Ⅶ1 -

4. 措勒—申扎岩浆弧带; Ⅵ4 - 1. 班公湖—怒江蛇绿混杂岩

带; Ⅶ1 - 5. 隆格尔—工布江达岛弧带; Ⅶ1 - 6. 拉达克—冈

底斯—下察隅岩浆弧带

图 1　 研究区大地构造划分[1]

Fig. 1　 Tectonic division in the study ar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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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垩系在班公湖—怒江缝合带及其北侧零星

出露,各地层分区沉积亦具分化特征。 多数学者认

为南羌塘白垩系为一套陆相盆地沉积[3],而《西藏

阿里地质》认为晚白垩世存在海相沉积[5],1∶ 25 万

日土县幅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组在欧利附近发现有

生物碎屑灰岩,产珊瑚、蛋蜂巢虫等化石,也认为晚

白垩世存在海相沉积[3]。 为了进一步了解研究区

早白垩世是否存在海相沉积,笔者通过对相关地层

沉积特征及古生物化石分析,探讨了早白垩世海相

沉积特征。

2　 研究进展与成果

欧利组为中国地质大学与西藏地质队联合考

察时所建,代表多玛—双湖分区一套残余海盆沉

积[3]。 《西藏区域地质志》称其为欧利群,代表滨

海环境逐渐向浅海环境的过渡沉积[14]。 岩性为砾

岩、含砾砂岩、石英砂岩、钙质粉砂岩、砂质灰岩、泥
质生物碎屑灰岩、鲕状灰岩,夹灰岩、硅质岩透镜

体,产珊瑚、腹足、双壳、有孔虫及植物化石,时代为

晚白垩世赛诺曼期—康纳克期[2]。
本次研究工作在米多南一带龙格组(由江西省

地质调查研究院在 1∶ 25 万羌多幅区调时划分的)
中发现了一套海陆交互沉积的地层。 结合古生物、
沉积环境、岩性组合,笔者认为其为欧利组,且时代

应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2. 1　 生物化石

对发现的古生物化石进行鉴定,认为其为晚侏

罗世化石,主要为 Allocoenia trochiformis Etallon、
Actinastraea minor Wu、Stylina andoensis Liao et Li、
S. michelini Milne - Edwards et Haime 等生物化石

(表 1,图 2)。
表 1　 研究区生物化石及地层对比

Tab. 1　 Biological fossils and 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 in the study area

化石中文名称 化石拉丁文名称 化石时代
化石所属地层时代沿革

1∶ 25 万羌多幅 本次工作

小光星珊瑚　 　 Actinastraea minor Wu 晚侏罗世 P2 lg2 J3 - K1 o2

轮形异通珊瑚　 Allocoenia trochiformis Etallon 晚侏罗世 P2 lg2 J3 - K1 o2

安多准柱珊瑚　 Stylina andoensis Liao et Li 晚侏罗世 P2 lg2 J3 - K1 o2

米契林柱剑珊瑚 Stylosmilia michelini Milne - Edwards et Haime 晚侏罗世 P2 lg2 J3 - K1 o2

(a) 小光星珊瑚 Actinastraea minor Wu (b) 轮形异通珊瑚 Allocoenia trochiformis Etallon
(轴切面 × 20) (轴切面 × 20)

图 2　 研究区晚侏罗世化石

Fig. 2　 Late Jurassic fossils in the study area

2. 2　 欧利组岩性组合

本次在落车旁布(研究区东侧)、宽向坪(研究

区西侧)共实测了 2 条地质剖面。 将研究区欧利组

与《西藏自治区区域地质志》 [14]日土县多玛欧利进

行对比(图 3),其岩性组合、生物化石和沉积环境

基本一致。 研究区欧利组岩石地层有如下特征。
在落车旁布(研究区东南侧)一带欧利组上段

主要为微泥晶含粒屑(砂—砾屑)灰岩,夹少量微泥

晶灰岩、含生屑微泥晶灰岩及数层含砾石岩屑砂岩

和中粗砾岩,可见生物化石,发育平行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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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细砾岩; 2. 砂屑泥晶灰岩; 3. 亮晶含砾屑砂屑灰岩; 4. 亮晶砂屑灰岩; 5. 亮晶含生屑砾屑砂屑灰岩; 6. 亮晶含砾内

碎屑灰岩; 7. 亮晶含生屑砂屑灰岩; 8. 泥晶砂屑灰岩; 9. 白云岩; 10. 泥灰岩; 11. 钙质砂岩; 12. 波纹层理; 13. 平行

层理; 14. 介形虫; 15. 双壳类化石; 16. 腕足类化石; 17. 腹足类化石; 18. 珊瑚类化石

图 3　 研究区欧利组地层柱状图

Fig. 3　 Ouli Formation stratigraphic column in the study area

·75·

万方数据



中　 国　 地　 质　 调　 查 2017 年

　 　 欧利组下段主要为微泥晶灰岩夹微泥晶含砂

屑灰岩,少量含生屑微泥晶灰岩、含钙粉砂岩、细砾

岩,可见生物化石,发育平行层理、波纹层理。
在宽向坪(研究区西侧)一带,欧利组上段岩性

主要为亮晶砂屑灰岩、亮晶含生屑砾砂屑灰岩,局
部夹白云质灰岩、亮晶含砾内碎屑灰岩、泥晶砂屑

灰岩、核形石灰岩,可见生物实体化石(或生物碎

屑),种类为介形虫、腕足类等; 下段岩性主要为亮

晶砂屑灰岩、亮晶含生屑砾砂屑灰岩,岩性较单一,
可见生物实体化石(或生物碎屑),生物碎屑为介形

虫屑、个体不完整的单个贝壳,可见平行层理、波纹

层理。
在辛墙一带,欧利组下段下部为紫红色灰质砾

岩,上部为细晶白云岩,岩性较单一。 角度不整合

于上三叠统日干配错群。
2. 3　 沉积环境

由于侏罗纪晚期广泛的构造运动,藏北地区普

遍抬升,大部分地区处于陆地状态,而局部仍有残

余盆地,其沉积物具海陆相交互相的特征。
研究区欧利组主要发育 5 种基本层序(图 4)。

1. 岩屑砂岩; 2. 泥晶粒屑(砂、砾)灰岩; 3. 中粗砾岩; 4. 含砾岩屑砂岩; 5. 亮晶含核形石砾屑砂屑灰岩; 6. 亮晶含砾屑砂屑灰岩;
7. 亮晶砂屑灰岩; 8. 白云岩; 9. 平行层理; 10. 斜层理; 11. 波纹层理; 12. 珊瑚类化石

图 4　 欧利组基本沉积层序

Fig. 4　 Basic sedimentary sequence of Ouli Formation

　 　 A 层序属于局限台地相沉积,以亮晶砾屑砂屑

灰岩、亮晶砂屑灰岩为特征,含珊瑚类化石; B 层序

属于局限台地相边缘沉积,以亮晶含核形石砾屑砂

屑灰岩、亮晶含砾屑砂屑灰岩为特征,含珊瑚类化

石; C 层序属于泻湖相沉积,以亮晶砂屑灰岩、白云

岩为特征; D 层序属碳酸盐岩与碎屑岩互层,属于

潮坪相层序,以岩屑砂岩、泥晶粒屑(砂、砾)灰岩为

特征,发育平行层理; E 层序属于潮汐水道沉积,以
中粗砾岩、含砾岩屑砂岩为特征,发育平行层理、斜
层理。 由于海盆的逐渐萎缩,沉积物越来越趋于陆

相环境,以潮汐水道为特征。 因此从总体上看,本
组属局限台地 -潮坪相组合。
2. 4　 地层时代归属

区域上在欧利组采获珊瑚(Stylina sp. )、腹足

(Actaenellamicra Pan,Neranella cf. dayi Blanckam-
horn,Ampollospira cf. bullimeides(d’ orbiny))、双壳

(Nemocardium sp. )及植物化石组合,主要鉴定有

Equisetites sp. ( cf. E. longiconis Li),腹足(Nerinea
sp. ),蛋蜂巢虫(Ovalveolina sp. )。 将其置于晚白

垩世[3]。
本次研究在原 1∶ 25 万羌多幅区调工作中划分

的上二叠统龙格组地区发现的大量 Actinastraea mi-
nor Wu(a)、Allocoenia trochiformis Etallon(b)、Styli-
na andoensis Liao et Li、S. michelini Milne - Edwards
et Haime 等生物化石,其代表晚侏罗世。 综合考

虑,本文认为该套地层时代应为晚侏罗世—早白垩

世为宜。

3　 结论

(1)本次工作发现的小光星珊瑚、轮形异通珊

瑚、米契林柱剑珊瑚、安多准柱剑珊瑚化石,丰富了

米多南一带古生物素材。 今后需要深入开展古生

物研究,寻找具有时代意义的标准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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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地层层序、区域岩性对比、沉积相、古
生物化石等要素厘定出欧利组,对研究区地层格架

进行了重新厘定。
(3)本次研究结合沉积构造、岩石组合、古生物

特征,认为该套地层主体属局限台地 - 潮坪沉积,
局部具潮汐水道沉积,结合化石所反映的沉积环境

特征,表明当时研究区沉积环境海水已经较浅,推
测由于班公湖—怒江特提斯洋向北俯冲影响,研究

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已为弧后前陆盆地沉积阶

段。 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区域沉积环境的研

究,为大地构造研究提供更加充分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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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evidence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Ouli Formation in
Miduonan hamlets of Geji County, Tibet

CHEN Meitao, YANG Liu, XU Changhui, JIA Di, ZHANG Hengge
(No. 109 Geological Team of Sichuan Bureau of Geologicy & mineral Resources, Sichuan, Chengdu 610100,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area is located at the interseltion of Qiangtang plots and Bangong - Nujiang junction. Since
there is well-preserved Late Jurassic - Early Cretaceous marine sedimentary record, this area is believed to be an
ideal site for the research of Late Jurassic - Early Cretaceous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and basin sediment types.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stratigraphic age of Ouli Formation and types of sedimentary basins in this area, careful study
was taken on lithology combination,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paleon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 on. A lot of
Late Jurassic fossils, such as Actinastraea minor Wu, Allocoenia trochiformis Etallon, Stylina andoensis Liao et Li,
Stylosmilia michelini Milne - Edwards et Haime, were found in the Ouli Formation. The presentence of these fos-
sils provides strong evidence to verify that the stratigraphic age of Ouli Formation is the Late Jurassic. The Ouli
Formation is mainly made up of the restricted platform - tidal flat siliciclastic deposits intercalated with the carbon-
ate deposits and sandwiched tidal channel gravel limesto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dimentary basin is a back-
arc foreland basin in the study area in the Late Jurassic - Early Cretaceous.
Key words: Ouli Formation; Actinastraea minor Wu; Allocoenia trochiformis Etallon; Late Jurassic; Ali Yanhu
villages;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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