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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在我国西部寻找新的战略性的石油地质储量接替区，我们在西藏措勤盆地开展了为

期#年（!$$%!!$$&）的石油地质综合研究，在它日错地区首次发现了昂杰组地层，昂杰组自创

建以来一直被置于上石炭统"［!］，根据新获得的化石资料及区域地层对比分析结果，我们将该

组改置于下二叠统。区内昂杰组的发现对于准确确定该组的时代归属、重新认识夏岗江雪山地

区“坚扎弄组”及完善冈底斯 念青唐古地层区古生界层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西藏 它日错 昂杰组 新发现

! 研究区概况

青藏高原面积约为!!’万()"，幅域十分广阔。西藏特提斯域与波斯湾油气富集区属

同一个大地构造单元，该区油气赋存条件与勘探前景一直为世界所注目。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自!$$%年始在西藏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石油天然气勘探，本项研究属于石油大学

（华东）!$$&年承担的它日错深凹陷遥感石油地质填图工程的一部分（图!）。

根据便于大规模油气综合勘探的划分原则，措勤盆地地层跨班公湖*怒江地层区、冈底

斯*念青唐古拉地层区、雅鲁藏布江地层区和喜马拉雅地层区。其中，冈底斯+念青唐古拉

地层区是措勤盆地的主体，其北界为改则 尼玛断裂带，南界为雅鲁藏布江断裂带［"］，以江马

*戈昂错断裂带为界，又可将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地层区分为"个亚区，其北为班戈地层分

区，其南为措勤*申扎地层分区［!］。区内出露地层以侏罗纪、白垩纪、第三纪为主，其次为

古生界。

措勤*申扎地层分区的古生代地层研究程度较低，较细的地层划分及多数岩石地层单

位命名剖面集中于申扎地区［#，,］，许多岩石地层单位因缺少区域分布资料而无法进行确切

的划分与对比。

昂杰组系夏代祥!$&$年于申扎县永珠昂杰创名，!$-#年发表［%］。其定义是：整合于拉

嘎组含砾砂岩与下拉组灰岩之间的一套以细碎屑岩、灰岩为特征的地层。在命名剖面上含

化石较少，前人多数将其置于上石炭统［!、%］，但不排除属于早二叠世的可能性［.］。我们在开

展措勤盆地它日错深凹陷遥感石油地质填图工作中，在它日错地区发现了昂杰组，并从中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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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研究区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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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量化石，对其时代归属有了新的认识。

3 岩石地层特征及剖面介绍

研究区的昂杰组岩性特征与申扎地区相同，为一套遭受轻微变质的灰色、灰黑色细碎屑

岩，尼玛县军仓乡拉加当剖面可为代表。剖面位于尼玛县军仓乡（原申扎县邦多乡）拉加当，

尼玛县至措勤县简易公路西侧。该剖面昂杰组受断层切割，顶部与下白垩统则弄群断层接

触，基本岩性特征如图3所示。

图3 西藏尼玛县军仓乡拉加当下二叠统昂杰组实测剖面图

"#$%3 4(5’)6’)7#*08’)#’29)(22:2’-/#(0(1/,’;0$<#’1()7*/#(0#04*<#*=*0$(1
>?0-,*0$，@#7*，A#B*0$（C#D’/）

下白垩统则弄群（E!!"
!!!!!

）

!!!!!断 层

下二叠统昂杰组（6!#） 厚度 "FGH%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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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板状含炭泥岩，粉砂质泥岩 !""#$!%
!& 灰色（风化面浅灰色）板状钙质泥岩。发育细密水平纹理，风化后易剥离为页片 "&#’"%
!( 黑色板状含炭泥岩。发育水平纹理，板劈理与纹理斜切，劈理面见少量细小绢云母，

并见炭质碎片 !$#&!%
&’ 灰白色（风化面灰褐色）厚层石英细砂岩。含不规则硅化条带，岩石致密坚硬，纯净，

石英砂含量大于’() "$#*!%
&+ 灰色（风化面灰褐色）泥质石英含砾不等粒砂岩。砾石含量,)，成分为石英、硅质

岩，粒径(#!!$-%。以(#,!&(-%为主 "!#""%
&. 灰黑色（风化面灰褐色）板状粉砂质泥岩，板劈理较为发育，板劈理面上见绢云母片 $(#!,%
&* 灰色（风化面灰褐色）泥质石英含砾不等粒砂岩。砾石含量,)，成分为石英、硅质

岩，粒径(#!!$-%，以(#,!&-%为主 $!#,+%
&, 灰黄色（风化面浅褐色）厚层含砾不等粒石英杂砂岩（泥质砂岩）。单层厚$(-%，砾

石含量+)，成分为石英、石英岩、泥砾，!/(#!!"-%，圆状，表面浑圆，石英砂占

$()，分选、磨圆均差 ",#"+%
&$ 灰黑色（风化面灰褐色）板状泥质粉砂岩，板劈理不甚发育，面理上见细小绢云母片 ,*#*!%
&" 灰黑色（风化面灰褐色）板状含砾粉砂质泥岩。岩石遭动力变质，挤压片理发育，见

少量细小绢云母，砾石含量,)，砾径(#!!&#!-%，成分为石英、石英岩，次圆状。

产苔藓虫"#$#%&#’’(01#（网格苔藓虫未定种），)*’+,*-(%./0(&12#’’(&(（亚变胞多孔

苔藓虫） $+#’(%
整 合

上石炭统拉嘎组（2!’） 厚"$.#&%
&! 灰绿色（风化面灰褐色）泥质石英含砾不等粒砂岩。层理模糊，单层不易区分；砾石

,)，砾径(#!!&#!-%。成分为石英、硅质岩屑，次圆状—次棱角状，杂乱分布。石

英砂占,,)，分选、磨圆均差；胶结物为硅质 !.#!*%
&& 灰白色中层石英细砂岩，单层厚&+!$(-%，层面发育铁、泥质薄膜，砂岩纯净，石英

占’,)，硅质及少量铁质胶结，致密 ".#++%
&( 残坡积。碎石成分为泥质粉砂岩，新鲜面灰绿色，风化面浅褐色 !.#++%
’ 灰绿色泥质含砾粉砂岩。砾石含量,)，成分为石英、石英岩，!/(#!!$#,-%，次圆

状 !*#($%
+ 灰白色（风化面灰褐色）泥质石英不等粒砂岩 !’#..%
. 灰绿色（风化面灰黄色）泥质含砾粉砂岩。露头欠佳，单层不易判断；砾石含量,)，

成分为石英、石英岩，!/(#!!$#,-%，次圆状 "(#(&%
* 灰褐色薄层泥质石英细砂岩。单层厚+!&,-%，层理模糊：泥质为$()，石英为,,)，

铁质为,) ",#++%
, 残坡积。碎石成分主要为灰色泥质岩屑、石英不等粒砂岩 $*#&&%
$ 灰色（风化面褐色）薄层泥质岩屑、石英不等粒砂岩。单层厚&(!!(-%，层理模糊，

泥质含量$()；石英占$()，!/(#(,!(#"-%，磨圆差，岩屑!()，棱角状 "’#*$%
" 残坡积。碎石成分较单一，以灰白色石英细砂岩为主，约占+()：少量灰色泥质石英

含砾不等粒砂岩 &!#.(%
! 灰白色中厚层石英细砂岩。发育平行层理，沿纹层发育硅质条带（灰色，厚(#!!

(#$-%），沿平行层理的纹层岩石易剥离为薄板 &"#,,%
& 灰白色（风化面灰黄色）厚层泥质石英含砾不等粒砂岩。单层厚,(-%，层理模糊，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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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石!"，成分为硅质岩屑、石英，!#$%&!$%’()，次棱角状，石英砂占*!"，分选

磨圆均差，泥质胶结+$"（未见底）。 !&$%,*)

昂杰组在拉加当剖面上，主要岩性为灰色石英粉砂岩、含砾粉砂岩、泥质粉砂岩、细砂岩

及板状粉砂质泥岩。泥岩中含苔藓虫化石。厚度大于-*$%&)。在萨若、克弄一带，主要岩

性为灰色中厚层石英砂岩、含砾粉砂岩及灰黑色板状页岩，上部夹深灰色薄层生物碎屑灰

岩。含珊瑚、海百合、苔藓虫化石。在那不贝碴若勒，该组上部灰岩夹层中产珊瑚"#$%&’(
)(*+$#,&’-#../，/’(+0+$*1+2+22((0%%&23.+%*(*(（123456）；海百合茎43)2)3)2#)5.78%；苔藓

虫6#.*52#%&’(2(7’(*52(9477:/;。

通过遥感石油地质填图，所确定的昂杰组的平面分布位置见图-。

图- 它日错地区昂杰组平面分布图

<2=%- >?/@275;2AB526360C3=D2/06;)4526323>4;2(B64;/4

昂杰组与下伏拉嘎组含砾砂岩整合过渡。在距拉加当剖面EF*$G)的桑穷河谷，我

们曾于+HHI年测制过下拉组灰岩剖面，见到下拉组整合覆盖于昂杰组之上［&］。

- 地层时代讨论

昂杰组自创建以来，一直被置于上石炭统。我们认为该组时代属于早二叠世，应改置下

二叠统，主要依据是：

（+）区内昂杰组产珊瑚、苔藓虫、海百合化石。其中，"#$%&’()(*+$#,&’-#.曾见于狮泉

河羊 尾 山 下 二 叠 统 羊 尾 山 组，/’(+0+$*1+22(%&23.+%*(*( 原 产 于 藏 东 八 宿 县 下 二 叠 统。

6#.*52#%&’(2(7’(*52(曾产于西藏聂拉木下二叠统色龙群上部、西藏林周下二叠统洛巴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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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帝汶岛的基奥法（!"#$%）组。因此，昂杰组时代应属早二叠世。

（&）昂杰组在申扎地区所产腕足、珊瑚化石的地质时代为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前

人将昂杰组置于上石炭统，主要是根据该组所产腕足!"#$%&’()#**%动物群。该动物群与澳

大利亚西部的()#*+群上部的动物群相似，时代为阿赛尔（,--）期—萨克马尔（-%$）期。国

内传统上的.／/界线相当于!"#$%&’+)#**%动物群之顶，而目前国际上已统一使用以阿赛尔

（,--）阶底作为二叠系之底，此界线应在!"#$%&’()#**% 动物群之底。因此，按照新的.／/
界线，申扎地区的昂杰组也应改置于下二叠统。

0 关于昂杰组杂砾岩成因

南起印度次大陆，北到西羌塘，西起阿富汗中部，向东到滇西，再转向南到苏门答腊，下

二叠统下部或晚古生代冈瓦纳相沉积底部占优势的沉积岩类，以其在砂质、泥质基质中稀散

地分布着不同粒级碎屑的混合，无分选或分选差为其特征。不同学者对其有不同称谓，尹集

祥称之为杂砾岩。杂砾岩的发育程度及沉积构造随时随地有明显变化，敏感地反映出沉积

环境和构造背景的差异。通过对杂砾岩的研究，将为揭示晚古生代冈瓦纳冰川作用和冈瓦

纳大陆运动提供证据，从而对研究青藏高原及邻区特提斯构造发展阶段的地层演化有重要

意义。

研究区属于上述冈瓦纳相地层分布区的中间过渡陆块区中段的拉萨块体的中段。在此

照片1 冰海相沉积中的落石

.2#3#1 42"5%66#738*96%:8%6;<%=8*"+">8<"*3+
产地：尼玛县拉加当；层位：昂杰组（陈清华、王冠民1??@）

段内，西起改则;措勤一带的夏岗江山

东坡，向东经申扎、班戈、当雄、林周、波

密及八宿等地都有昂杰组杂砾岩地层的

分布。这些杂砾岩属于物源与冈瓦纳大

陆密切相关的远基或超远基冰海相沉积

及与之伴生的水下块体重力流沉积［’］。

许多学者对拉萨块体杂砾岩做过研

究［A!11］，认识已趋于一致。其中，有&点

特别值得说明：" 研究区所属的拉萨块

体中段具有冰海相成因的杂砾岩；# 这

些杂砾岩集中见于昂杰组之中。

通过对研究区新发现的昂杰组详细

研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该组第1@、

1B、1A层均属于冰海相成因的杂砂岩。

能够反应杂砾岩冰海相沉积成因的证据

或标志有许多方面（受篇幅与内容所限，本文不做详细介绍），其中，伸长状的砾石以其长轴

垂直于层理面，显示刺破下接触带的层纹，又被上覆沉积物覆盖（即下穿上盖），称为落石（坠

石），是浮冰沉积的最好证据［’］。

在地层剖面实测中于该剖面第1B层中发现落石（照片1），这一重要证据不但可以说明

该层的冰海相沉积成因，而且可以进一步说明该层应当隶属于昂杰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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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意义

在研究区向西约"#$%的夏岗江雪山坚扎弄沟，出露一套与区内昂杰组岩性一致的地

层，李 星 学、吴 一 民 等 曾 创 名 坚 扎 弄 组，并 从 中 采 集 到!"#$$%&"’()，*%’++’,)&"-%./-/，

!’(%.&’,-/，0."’1%.&’,-/，2),.%$-&"3/，2),4-%(),.3/等植物化石。这些植物化石具有冈瓦

纳&华夏混合型植物特点，无典型的冈瓦纳相舌羊齿植物分子，也无典型的华夏型植物分

子，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混合植物群［’(］。由于“坚扎弄组”仅在命名地出露，一直未见第

二个与之相当的露头点，该组的地层位置、确切的时代归属长期悬而未决。李星学、吴一民

将其至于下二叠统［’(］，饶靖国、张正贵等认为夏岗江一带的“坚扎弄组”与申扎地区的石块

地组（相当于昂杰组上部）为相同层位，并认为“坚扎弄组”大致可与藏南曲布组和华南下二

叠统底部的梁山组对比［’)］。西藏地质志将该组放在下二叠统上部，时代对比为早二叠世晚

期［’］，西藏地层清理又将其改为晚二叠世［"］。本文认为所谓“坚扎弄组”与区内新发现的昂

杰组岩性相同，所处构造位置相同，走向上可以追索，时代又同属二叠纪，应为同组异名。

区内昂杰组的发现对重新认识措勤盆地二叠纪地层层序，研究该盆地二叠纪岩相古地

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重新厘定的措勤盆地二叠纪地层层序如表’所示：

表! 措勤盆地（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地层区）二叠纪地层划分沿革表

#$%&’! #(’)*+*,*-.$.)’+-&/0*-.-12’34*$.,5,0’4*.6/-7*.%$,*.
（8$.9)*,’":5$*.7’.0$.5&($,03$0*93$;(*<$3’$）

西藏区域地质志［’］ 西藏地层清理［"］ 本 文

*( *(
坚扎弄组

？
*( 下拉组

*’

坚扎弄组

下拉组

日阿组

*’ 下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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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昂杰组时代过程中，曾得到中国地质大学梁定益教授的指导，中国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李任伟研究员的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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