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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塘盆地查郎拉地区中!新生代充填序列

及沉积旋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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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实测剖面和路线剖面为基础，采用旋回沉积学理论和地层优势相（亚相）法首次系统地研究了羌塘盆地查郎拉地

区中’新生代的充填序列和沉积旋回特征。指出该区充填序列自下而上由上三叠统肖查卡组’上第三系石平顶组构成，根据各

种相标志将其划分出>大沉积相、*<个亚相及若干个微相，并从老至新划分出$个沉积体系，相应组成?个沉积旋回层。着

重阐述了充填序列中各个沉积体系及沉积旋回层特征，并对沉积演化过程中的沉积旋回曲线特征、水位变化和抬升’沉降历史

作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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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塘盆地位于世界屋脊的“生命禁区”———藏北

高原“无人区”，因其自然地理条件十分恶劣，油气勘

探和研究程度极低。其与波斯湾等大型含油气盆地

同处于特提斯构造域巨型油气富集带中，特别是近

年来野外石油普查中多处沥青脉、晶洞稠油等地表

油气苗及双湖地区隆鄂尼古油藏的发现、其南侧伦

坡拉盆地承压油流的钻获，预示着较好的油气资源

前景而为世界所注目。

油气的生成和聚集与盆地充填序列和沉积旋回

有一定关系，但直到近年来（蔚远江，;(((；蔚远江

等，;((;-，;((;H；朱同兴，*###；彭勇民等，*###；刘

训等，*##;）才偶有涉及羌南查郎拉地区的沉积学研

究，对其充填序列和沉积旋回研究则几乎属于空白，

迄今未见专文报道及系统论述。为评价该区中’新

生界含油气前景，在野外遥感石油地质填图调研和

收集大量剖面、路线地质记录资料的基础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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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实测剖面为基础，以数十条路线剖面为素材，排除

构造因素（如褶皱等）的干扰，选择具有相同或相当

层位关系的路线剖面进行对比研究，以有典型代表

意义的优势相（亚相）法与旋回沉积学理论为指导思

想，首次系统地重建了该区中!新生代的充填序列、

沉积体系和沉积旋回，以期为青藏高原地壳演化、板

块构造研究、油气储层预测提供基础资料和论据，为

进一步的石油地质勘探奠定基础。

" 研究区概况

羌塘盆地查郎拉地区地理座标为东经#$%$$&!
#$%’$&、北纬’(%’$&!’’%$$&，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可可

西里!金沙江和班公湖!怒江南北缝合带之间构造板

片内的羌南坳陷中北部（图"）。其北邻为中央隆起

带；南与班公湖!怒江缝合带相接，总体呈)*向展

布。区内地层区划属羌塘!昌都地层区羌南地层分

区（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资料（朱同兴，

"###）表明，其南、北边界两缝合带的构造演化直接

控制着该区中生代盆地的性质和沉积形式，晚三叠

世弧后盆地的形成直接与可可西里!金沙江缝合带

演化的岛弧有关，侏罗纪前陆盆地的形成则与班公

湖!怒江缝合带的逆冲推覆造山有关。

图" 羌塘盆地构造分区及研究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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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填序列格架及构造界面

区内充填地层为中生界和新生界，缺失古生界

地层，其充填序列由上三叠统肖查卡组!上第三系石

平顶组构成，由下至上顺序"，中生界包括：三叠系

上统肖查卡组，侏罗系中统雀莫错组、布曲组、夏里

组，侏罗系上统索瓦组、雪山组，白垩系下统尕查鄂

日组，上统阿布山组；新生界包括：第三系中新统康

托组，上新统石坪顶组，第四系上更新统和全新统。

充填序列格架、岩性特征、各组地层间接触关系及主

要构造界面参见图(。

由上图及区域资料（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可知，充填序列中各充填地层单元的接触界面

基本清晰，可以识别出：肖查卡组三段（C’!’）与雀

图( 研究区充填序列格架及岩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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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错组一段（!"!#）间为角度不整合接触，局部为整

合接触界面；尕查鄂日组（$#"）与阿布山组一段

（$"##）间、阿布山组三段（$"#%）与康托组（&#$）、

康托组（&#$）与石平顶组（&"%&）、石平顶组（&"%&）

与上覆第四系之间均为角度不整合接触界面；雀莫

错组二段（!"!"）与布曲组一段（!"’#）、雪山组（!%(）

与尕查鄂日组（$#"）之间为平行不整合接触界面；

其余为整合接触界面。

% 沉积相划分及其组合特征

在野外观察基础上，笔者根据岩石类型（包括岩

性、颜色、自生矿物、结构特征等）、各种沉积构造、古

生物化石组合、剖面结构及粒度分析和微量元素分

析等相标志，将区内充填的上三叠统、中上侏罗统、

白垩系及第三系地层的沉积相划分为’个大相、#’
个亚相及若干个微相（表#）。

表! 羌塘盆地查郎拉地区中新生代充填序列沉积相划分及组合

"#$%&! ’()(*(+,#,-(.*/+0$(,#.(+,+,*&-(0&,.#123#/(&*+34&*+5+(/67&,+5+(/*&89&,/&(,1&*&#1/:#1&#
地 层 代号 沉积相类型 亚相类型 微相类型

第三系
石平顶组 &"%& 火山喷溢 溢流、喷发

康托组 &#$ 河流 辫状河 心滩

上白垩统 阿布山组

$"#% 河流 辫状河 辫状河道、心滩、滩间洼地

$"#"

$"##
积扇

扇根 筛积物

扇中 河床充填沉积

扇端 片流沉积

下白垩统 尕查鄂日组 $#" 碳酸盐台地
局限海台地

潮下浅水带

潮下(潮间带

台地边缘浅滩 生屑滩、介壳滩

上侏罗统

雪山组 !%(

河流 曲流河 边滩、河道

河口湾
潮坪

曲流河

潮间、潮道

河道、边滩

滨岸相 点礁 礁翼、礁核

索瓦组 !%%
滨岸组 海湾 浅海湾、极浅海湾

碳酸盐台地
半局限台地

台地潮坪

点滩、滩间海

潮上萨布哈、潮间坪

中侏罗统

夏里组 !"( 滨岸组 浅滩亚组 砂坝、粒屑滩、鲕粒滩、滩间洼地

布曲组 !"’
碳酸盐台地 半局限海台地 灰泥丘、丘间海

三角洲 三角洲前缘 河口砂坝、远砂坝、分流间湾

浅海相 陆棚亚相 深陆棚、浅陆棚

雀莫错组
!"!" 碳酸盐台地 开阔台地 粒屑滩、鲕粒滩、砂屑滩、生屑滩、滩间海

!"!# 滨岸相 潮坪 砂坪

上三叠统 肖查卡组

)%(% 三角洲

三角洲平原 分流河道、决口扇、洪泛沉积

三角洲前缘 河口砂坝、远砂坝、 状砂、分流河道、分流间湾

)%("
滨岸相 碳酸盐海滩 鲕粒滩、砂屑滩、滩间海

河口湾
曲流河

潮坪

河道

潮间

* 充填序列基本特征

根据沉积相组合特点及前述构造界面性质，可

将区内上三叠统肖查卡组(上第三系石平顶组的充

填序列由老到新（由下至上）划分出+个沉积体系：

（#）滨岸碳酸盐(陆屑河口湾(三角洲沉积体系：

该体系包括上三叠统肖查卡组二段滨岸碳酸盐海

滩(陆屑河口湾河道砂坝及潮坪沉积、肖查卡组三段

陆屑三角洲平原及前缘沉积。构成一海陆过渡相沉

积的充填序列，尤以上部序列———三角洲沉积体系

发育为特征。

（"）陆屑潮坪(浅海碳酸盐沉积体系：该沉积体

系由中侏罗统雀莫错组一段陆屑潮坪沉积和雀莫错

组二段浅海碳酸盐开阔台地沉积组成。构成一海陆

过渡相(浅海相沉积的充填序列，序列上部沉积类型

多样，生屑滩、砂屑滩、鲕粒滩及粒屑滩较为发育。

（%）碳酸盐(陆屑滨浅海沉积体系：该沉积体系

由中侏罗统布曲组一段陆屑三角洲前缘(滨海潮坪

沉积、布曲组二段近岸浅海碳酸盐半局限台地沉积，

或布曲组一至二段浅海陆棚相深陆棚(浅陆棚陆屑

沉积及中侏罗统夏里组碳酸盐(陆屑滨岸浅滩沉积

,,增刊 蔚远江等：羌塘盆地查郎拉地区中(新生代充填序列及沉积旋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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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该沉积体系总体构成一滨浅海相沉积的稳定

充填序列，下部序列中，碳酸盐半局限海台地的灰泥

丘及丘间海沉积较发育；上部序列则以滨岸相砂质

滩及粒屑滩较发育为特征。

（!）陆屑海湾"河口湾"碳酸盐滨浅海沉积体系：

该体系包括上侏罗统索瓦组一、三段滨海碳酸盐台

地潮坪"近岸浅海半局限台地沉积、索瓦组二段海湾

相细碎屑岩沉积、上侏罗统雪山组碳酸盐台地潮坪

沉积"河口湾相陆屑河流及碳酸盐潮坪沉积。该沉

积体系构成一海陆过渡相"滨浅海相沉积的充填序

列。

（#）浅海碳酸盐沉积体系：该沉积体系由下白垩

统尕查鄂日组浅海碳酸盐台地边缘浅滩沉积及局限

台地潮间"潮下带沉积组成，总体构成一近岸"远岸

浅海相的沉积充填序列。

（$）火山"陆屑河流"冲积扇沉积体系：该体系包

括上白垩统阿布山组一、二段山麓冲积扇沉积，阿布

山组三段辫状河流沉积，上第三系康托组辫状河流

沉积和石平顶组陆相火山喷溢沉积。该沉积体系构

成一陆相火山"粗碎屑的沉积充填序列。

总体看来，上述沉积体系构成了该区各相类齐

全的充填序列：第%沉积体系，第&、’沉积体系下部

序列及第!沉积体系上部序列组成了海陆过渡相沉

积；第&、’沉积体系上部序列，第!沉积体系中下部

序列及第#沉积体系组成了滨浅海相沉积；第$沉

积体系构成了陆相沉积。

充填序列总体上为一大型的海退!海侵!海退

层序，其中存在短时期的’次海侵事件，由序列中的

第&、’、#沉积体系反映出来。第%至第#沉积体系

主要受区域性的海侵"海退运动控制，第$沉积体系

则主要受控于构造抬升及气候因素。

# 沉积旋回特征分析

该区充填序列的剖面结构显示了十分明显的旋

回性特征。根据区域岩相、生物组合资料，结合构造

运动因素，将区内中、新生代的充填层序划分为#个

旋回层，每个旋回层之间以区域性的沉积间断为界。

同时以沉积相资料为基础，选择占有主要成分，具有

代表意义的相、亚相及微相（优势相、亚相及微相）为

作图要素概略绘出其沉积旋回曲线（图’）以研究其

水位变化。

!"# 第$旋回层

第(旋回层时限为)’!&—)’!’，由滨岸碳酸
图’ 羌塘盆地查郎拉地区中"新生代沉积旋回曲线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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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陆屑河口湾!三角洲沉积体系组成，总体上构成

一海退旋回，水位升降的波动变化微弱且频繁。其

旋回层下部表现为滨岸碳酸盐鲕粒滩、砂屑滩与滩

间海的交替沉积和河口湾相的河道砂坝与潮坪沉积

的交替；旋回层上部表现为三角洲前缘与平原亚相

的频繁交互韵律，形成不完整的三角洲退积旋回。

!"# 第$$旋回层

第""旋回层时限为#$!%—#$!$，由陆屑潮坪!浅

海碳酸盐沉积体系组成，总体构成一不均衡的海侵!
海退旋回。海侵在#$!$早、晚期达到高潮，以发育

相对较深的开阔台地相的滩间洼地灰泥沉积为标

志。其间存在极微弱的水位升降波动，表现为生屑、

砂屑、鲕粒及粒屑浅滩与滩间洼地沉积的交替出现。

#$!$末期盆地迅速抬升、发生急剧的海退，海水迅速

变浅。因而，第""旋回层表现出海侵正常，延续时

间较长，而海退迅速、短暂的特点。

!"% 第$$$旋回层

第"""旋回层由碳酸盐!陆屑滨浅海沉积体系和

陆屑海湾!河口湾!碳酸盐滨浅海沉积体系组成，时

限为#$"—#&#，总体构成一完整的海侵!海退旋

回。海侵在#$"达到高潮，但海侵规模因地而异，以

西部表现最为明显。这一时期，沉积水体界面发生

过两个时期较明显的升降旋回变化。下部升降旋回

为#$"—#$#时期，由碳酸盐!陆屑滨浅海沉积体系

组成，形成一小的海侵!海退亚旋回，纵向上构成由

海陆过渡三角洲相!滨浅海相!滨岸浅滩相的沉积

组合。水位有轻微的波动变化，表现为亚旋回中部

形成半局限海台地灰泥丘与丘间海交替出现、或浅

海陆棚相的深陆棚与浅陆棚沉积交替出现的相序；

而亚旋回上部形成滨岸浅滩相砂质滩、粒屑滩与滩

间洼地交替出现的相序。

上部升降旋回为#&$—#&#时期，由陆屑海湾!
河口湾!碳酸盐滨浅海沉积体系组成，形成另一小的

海侵!海退亚旋回，纵向上构成由海湾相!台地潮

坪相!半局限台地相!海陆过渡河口湾相的沉积组

合。其水位升降变化趋于频繁，波动幅度增大。表

现为亚旋回下部，中部形成碳酸盐台地潮坪相潮间

坪与潮上萨布哈的频繁交替及半局限台地相点滩与

滩间海沉积交替出现的相序；亚旋回上部形成河口

湾相曲流河与潮坪沉积交替出现的相序。

!"& 第$’旋回层

第"’旋回层时限为(%%，由浅海碳酸盐沉积

体系组成，构成一不均衡海侵!海退的旋回。海侵

在(%%早期达到高潮，以发育碳酸盐台地边缘浅滩

沉积为标志。之后，总体上开始了海退。但在海退

过程中，存在水体界面升降变化的轻微波动，表现为

形成局限海台地相潮下带与潮间带交替的相序。

(%%末期发生急剧的海退，海水迅速变浅而进入陆

相旋回。总体看来，第!旋回层表现出海侵、海退均

较迅速，海侵短暂，海退相对缓慢的特点。

!"! 第’旋回层

第’旋回层由火山!陆屑河流!冲积扇沉积体系

组成，时限($&—)$$’，形成陆相沉积旋回。旋回

层下部为山麓冲积扇沉积，上部为辫状河流沉积，顶

部为陆相火山喷溢沉积。这一时期的水位变化不明

显，主要表现为构造抬升运动及其引起的陆地抬升

剥蚀和夷平、河流下切和河道迁移作用。

总体看来，该区的中新生代充填沉积总体为一

大型的海退!海进!海退旋回。由上述特征及其他

各种资料分析，第"""’旋回层的形成主要受海侵、

海退运动的控制；同时与构造运动密切相关。第"
旋回层的发育受印支期构造运动幕的控制，第""、

"""旋回层的发育与燕山期构造运动（"幕）有一定

关系，第"’旋回层的形成可能受燕山期构造运动

（""幕）的影响，第’旋回层的发育则是燕山期构造

运动（"""幕）!喜马拉雅期造山运动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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