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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玛盆地南部古近系牛堡组沉积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武景龙，朱利东，杨文光，黄 辉

(成都理工大学沉积地质研究院，成都610059)

摘要：对西藏尼玛盆地南部查昂巴古近系牛堡组实测剖面的沉积相研究识别出2种沉积相

类型：扇三角洲相与湖泊相。根据沉积物岩性、结构、构造、颜色等特征，扇三角洲相可进一

步划分为扇三角洲平原(包括辫状河道与河道间湾2个沉积微相)、扇三角洲前缘(包括水下

分流河道与分流间湾2个沉积微相)与前扇三角洲3个沉积亚相；湖泊相可进一步划分为滨

湖、浅湖与深．半深湖3个沉积亚相。扇三角洲前缘砂岩中波痕指数与剥离线理证明沉积物

来自盆地南部的改则．色林错逆冲推覆带。该剖面可以分为3个沉积旋回：沉积旋回I为

一个整体向上变粗的进积型沉积旋回，从湖泊相过渡到扇三角洲相；沉积旋回II为一个

“粗．细．粗”的沉积旋回；沉积旋回III同样是一个“粗．细．粗”的沉积旋回，由扇三角洲相

到湖泊再到扇三角洲相。查昂巴古近系牛堡组沉积相与沉积旋回的划分对青藏高原隆升、

古地理恢复与油气勘探具有重要的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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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玛盆地东邻伦坡拉盆地，两者同属班公湖．

怒江带内的新生代陆相沉积盆地。蒋忠惕n1与王波

明Ⅲ在尼玛盆地的牛堡组泥灰岩和砂岩的节理面发

现多处沥青脉，证实尼玛盆地是一个含油气盆地。

笔者于2009年在尼玛县城东部的措折罗玛镇西南

约10 km的查昂巴地区进行了野外实测剖面调查，

该剖面为一套陆相碎屑岩夹少量碳酸盐岩沉积，厚

2 563．3 rfl。2002年完成的1／25万尼玛幅区调将该

地层划分为晚白垩世竞柱山组，根据区域地层对比

发现该套地层与竞柱山组红色磨拉石沉积组合有

较大不同，其间发育有多层暗色泥页岩与泥灰岩，

宏观特征与伦坡拉盆地牛堡组更为接近；王明波等

口，通过实测剖面中的孢粉组合及鱼化石将尼玛盆地

陆相地层定为古近纪始新世．渐新世；Kapp等p1通

过黑云母同位素叩一9心测年，认为尼玛红层的年
代为古近纪渐新世．中新世；研究区所测剖面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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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层可以与王明波所测剖面的底部地层对比，据

此将该剖面地层定为古近系牛堡组。

由于尼玛盆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大地构造，开

展其沉积学研究对青藏高原陆相盆地油气勘探及

探讨高原隆升的盆地响应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区域地质背景

班公湖．怒江结合带位于青藏高原中部，西起

西藏自治区日土县，向东经由改则县、尼玛县、那曲

地区至东部怒江带，走向近东西，其中部大致平行

于北纬320线，延伸大于1 500 km，是冈底斯．念青

唐古拉地体与羌塘．昌都地体的分界线M1。尼玛盆

地叠置于班公湖．怒江结合带之上脚，范围为E 3l。

40’～32020’，N 87000’～88030’，盆地呈狭长带状

EW向展布，东西长175 km，南北宽40～70km。尼

玛盆地南部边界为南倾的改则．色林错逆冲推覆

带，北部边界为北倾的木嘎岗El推覆带[61。盆地内

古近系牛堡组(E。五丑)岩性为泥岩、页岩、细．粗碎

屑岩、碳酸盐岩沉积(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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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沉积古地理分析

2．1沉积相

根据沉积物的岩性、结构、构造、颜色与沉积组

合等综合分析，尼玛县查昂巴古近系牛堡组划分出

2个沉积相类型：扇三角洲相与湖泊相(图2)。

2．1．1扇三角洲相

扇三角洲是由冲积扇或辫状河直接提供物源

入湖(海)，主要发育于水下的中．粗碎屑楔状沉积

体⋯21，以向上变粗的进积型沉积旋回为特征。可

将其划分为扇三角洲平原、扇三角洲前缘、前扇三

角洲3个亚相(图2)。

扇三角洲平原亚相是扇三角洲的陆上部分，其

范围从扇端至湖岸线之间的近湖平原地带[13～14】，其

结构特征和沉积构造表现为冲积扇环境n51，可进一

步划分为辫状河道与河道间湾2个沉积微相。辫

状河道亚相岩石类型主要为巨厚层砾岩与薄．中

层砂岩，以砂岩与灰岩砾石为主，磨圆差～好，砾径

为10—15 cm多见，大者可达30 cm，局部见泥砾，

最大砾岩厚度达15 m，砾岩底部发育冲刷面；砂岩

中沙纹层理、平行层理、槽状交错层理与板状交错

层理多见。河道间亚相岩石组成类型以紫红色砂

质泥岩、泥岩为主，为洪泛期悬移质沉积。

图l 尼玛盆地地质简图(据1／25万尼玛幅①、帕度错幅区调②修改)

Fig．1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Nyima basin

■三叠系复理石沉积建造；J-侏罗系碎屑岩．碳酸盐岩与火山岩建造；K-白垩系碎屑岩夹火山岩与灰岩建造；

E-。咖古近系牛堡组；Q-第四系

扇三角洲平原亚相是扇三角洲的陆上部分，其

范围从扇端至湖岸线之间的近湖平原地带“¨41，其

结构特征和沉积构造表现为冲积扇环境”5】，可进一

步划分为辫状河道与河道间湾2个沉积微相。辫

状河道亚相岩石类型主要为巨厚层砾岩与薄．中

层砂岩，以砂岩与灰岩砾石为主，磨圆差～好，砾径

为lO～15 cm多见，大者可达30 cm，局部见泥砾，

最大砾岩厚度达15 m，砾岩底部发育冲刷面；砂岩

①河南省地质调查院，1：25万尼玛区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2002．

②吉林省地质调查院，1：25万帕度错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2006．

中沙纹层理、平行层理、槽状交错层理与板状交错

层理多见。河道间湾亚相岩石组成类型以紫红色

砂质泥岩、泥岩为主，为洪泛期悬移质沉积。

扇三角洲前缘亚相是平原亚相的水下延伸部

分，二者岩性极为相似，但是岩层厚度明显变薄、粒

度明显变细，分选、磨圆变好，主要包括水下分流河

道、水下分流间湾2种微相。该亚相岩石组成类型

为紫色砾岩、砂岩与紫灰色砂岩夹砾岩透镜体，砾

石成分以石英砂岩、火山岩、灰岩与脉石英为主，砾

径l一3 cm多见，次棱．次圆状，砾岩单层厚度多为

40～80 Cm；砂岩中发育沙纹层理、大型槽状交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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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单层厚度10～20 cm，层面见剥离线理与不对

称流水波痕。水下分流间湾亚相岩石组成类型以

紫色砂质泥岩、泥岩为主。

前扇三角洲亚相发育于扇三角洲前缘与浅湖过

渡的宽广地带，岩性与浅湖泥过渡，难以区分13】。岩
性为黄灰．紫红色薄层泥岩、黄灰色中层钙质砂砾

岩、深灰色页岩与灰色泥灰岩，泥灰岩中发育水平层

理，泥灰岩敲击油味浓重且节理面上见沥青脉。

2．1．2湖泊相

湖泊相沉积体系的岩石组合以浅灰色薄层泥灰

岩、杂色页岩与黄绿色薄．中层砂岩为主。依据岩

石组合与沉积构造分析结果将湖泊沉积划分为滨

湖亚相、浅湖亚相、深．半深湖亚相：

滨湖亚相位于湖泊洪水面与枯水面之间，季节

性暴露于地表，水体动荡，发育紫红、褐黄色细砂

岩、含砾砂岩与紫红色泥岩夹泥灰岩，砂岩中发育

沙纹层理与平行层理。

浅湖亚相位于枯水面与正常浪基面之间，为水

下弱氧化与弱还原环境，发育浅灰．灰色薄层泥灰

岩，杂色页岩、砂岩，紫红色泥岩。泥灰岩中发育水

平纹层；砂岩发育沙纹层理、波状层理与斜层理，具向

上变细的特征，层面见与层面垂直的虫迹，见剥离线

理，砂岩节理面及泥灰岩的方解石脉中见沥青脉。

深湖．半深湖亚相位于正常浪基面之下，发育

杂色页岩与青灰．深灰色薄层泥灰岩。泥灰岩中

泥质含量较高，见水平纹层，层面见生物扰动构造。

2．2沉积旋回

依据尼玛盆地南部查昂巴古近系牛堡组的沉

积相分析结果，结合剖面结构的垂向变化，将该剖

面划分为三个沉积旋回(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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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西藏尼玛盆地南部查昂巴古近系牛堡组综合柱状图

Fig．2 Comprehensive stratigraphic column ofPaleogene Niubao Formation at Chaangba area，southern Nyima basin，Tibet．

1．砾岩；2．砂岩；3．泥岩；4．页岩；5．泥灰岩；6．钙质砂砾岩；7．含砾砂岩；8．砂质泥岩；9．第四系覆盖层；10．水平层理；11．平行

层理；12．沙纹层理；13．波状层理；14．板状交错层理；15．槽状交错层理；16．粒序层理；17．泥砾；18．冲刷面；19．透镜体砾岩；

20．沥青脉；21．虫迹；22．古流向与剥离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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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沉积旋回I

沉积旋回I相当于牛堡组下段，整体上构成了

一个向上部变粗的进积型沉积旋回，湖平面不断下

降，沉积物由细变粗。由浅灰．灰色的薄层．极薄

层泥灰岩、页岩的深．半深湖相沉积过渡到滨、浅

湖细砂岩、泥岩到紫红色厚．巨厚层砾岩、含砾砂

岩、砂岩的扇三角洲沉积。

2．2．2沉积旋回Ⅱ

沉积旋回Ⅱ相当于牛堡组中段，中．下部地层

第四系覆盖严重，根据上下地层岩性及构造特征推

测下部应为三角洲平原前缘水下分流河道紫红色

砂岩沉积，中部为前扇三角洲泥岩沉积，上部出露

扇三角洲平原辫状河道紫红色砂岩、黄灰色厚．巨

厚层砾岩、砂砾岩沉积，构成了一个“粗．细．粗”

的沉积旋回。

2．2．3沉积旋回Ⅲ

沉积旋回Ⅲ相当于牛堡组上段，构成一个

“粗．细．粗”的沉积旋回。牛堡组上段下部的扇

三角洲前缘紫灰色砾岩、紫红色砂岩夹砾岩透镜体

为进积沉积，沉积物粒度较粗；滨湖相紫红．褐黄

色中层砂岩、砂砾岩的出现标志着湖侵的开始，湖

平面开始上升。牛堡组上段中部发生大规模湖侵，

大规模发育灰．深灰色薄层泥灰岩，紫色泥岩，黄绿

色、黄灰色页岩及褐黄色砂岩的湖泊相沉积，为一

个湖侵沉积，沉积物粒度变细。滨湖相紫红色泥

岩、细砂岩夹黄灰色泥灰岩的出现代表了湖侵范围

的缩小，向上向扇三角洲沉积过渡。牛堡组上段上

部的扇三角洲紫色、黄褐色厚．巨厚层砾岩、砂岩

沉积代表湖侵的结束且由湖侵转为湖退，沉积物粒

度较粗，为一个向上变粗的沉积环境。

3地质意义

3．1古地理意义

古近纪是青藏高原隆升的重要时期之一，通过

沉积相的分析，可以提供剥蚀区与沉积区的空间分

布情况，间接反映研究区的古地理面貌。查昂巴古

近系牛堡组扇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砂岩中发

育不对称流水波痕与剥离线理指示古流向总体向

北(图2)，说明盆地物源是盆地南部的改则一色林

错逆冲推覆带。牛堡组沉积旋回的变化是盆地构

造运动与气候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机制尚待进一步

完善。

3．2对油气勘查的意义

该剖面牛堡组沉积相的划分为尼玛盆地的烃

源岩评价、有利相带的寻找、油气勘查奠定了基

础。牛堡组中浅湖、深．半深湖相灰色、深灰色页

岩、泥灰岩可以作为良好的生油岩，通过实验室研

究，剖面所采集的页岩可以达到“油页岩”的标准，

且牛堡组泥灰岩和砂岩的节理面发现多处沥青脉，

具有良好的油气显示；牛堡组中扇三角洲前缘水下

分流河道与滨湖相砂岩可以作为良好的储集体，而

前扇三角洲相与滨浅湖相紫红色泥岩可以作为盖

层。总之，牛堡组具有良好的“生、储、盖”组合与油

气潜力。

4结论与讨论

尼玛盆地为以古近系牛堡组沉积为主的新生

代陆相沉积盆地，主要发育扇三角洲相与湖泊相沉

积。扇三角洲相可进一步划分为扇三角洲平原、扇

三角洲前缘与前扇三角洲3个沉积亚相；湖泊相可

进一步划分为滨湖、浅湖与深．半深湖3个沉积亚

相。砂岩中波痕指数与剥离线理证明盆地沉积物

来至盆地南部的改则．色林错逆冲推覆带。尼玛

盆地古近系牛堡组划分出3个沉积旋回。

查昂巴古近系牛堡组沉积相与沉积旋回的划

分为青藏高原隆升、古地理恢复与油气勘探具有重

要的地质意义。

尼玛盆地古近系牛堡组的3个沉积旋回，其特

征是剖面周缘山地构造抬升与湖水进退共同作用

的结果，其中构造活动与气候波动之间何为主导尚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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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and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Paleogene

Niubao Formation，Southern Nyima Basin

WU Jing—long，ZHU Li-dong，Yang Wenguang，Huang Hui

(Institute ofSedimentary Geology,CM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 610059,china)

Abstract：Two types of sedimentary facies，fan delta facies and lacustrine facies，are identified in mea-

sured section of the Paleogene Niubao Formation at Chaangba area，Nyima basin，Tibet．According to the li-

thology,structure and color of sediments．the fan delta facies Call be subdivided into fan delta plain subfacies

(including braided channel macro—ficies and riverway inter-bay macro—facies)，fan delta front subfacies(in—

eluding underwater distributary channel macro-facies and distributary inter-bay macro—facies)，and pre-fan

delta subfacies；while the lacustrine facies Can be subdivided into shore lake subfacies，shallow lake subfacies

and semi—deep(or deep)lake subfacies．The finding of ripple index and stripping lineation of sandstones in

fan delta front subfacies indicated that the sediments of Niubao Formation of Chaangba section come from

the Gaize·Selingcuo thrust block，southern Nyima basin．Chaangba sec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eposi-

tion cycles：cycle I as an upward-coarsening depositional cycle，is composing of lacustrine facies transition

to fan delta facies；cycle II is composing of a“coarse-fine—coarse”sedimentary cycle；cycleⅢis also com-

posing of a“coarse—fine-coarse”sedimentary cycle，transition from fan delta facies to lacustrine facies．The

sedimentary cycle subdivision of the Paleogene Niubao Formation at Chagangba area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research of uplift mechanism，palaeogeograhpic reconstruction and oil exploration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Key words：sedimentary facies；Niubao Formation；Paleogene；Nyima basin，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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