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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且末县银石山地区巴颜喀拉山群

时代的化石依据
!

柏道远7，"，贺春平"，熊延望"

（7 中国地质大学资源学院，湖北武汉 &$%%9&）

（"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湖南湘潭 &777%%）

! ! 摘要：新疆且末县银石山地区巴颜喀拉山群为一套以复理石、类复理石沉积为主的地层，在

7< "# 万区调中采集到较多的生物化石。其中三叠纪的菊石、古植物、放射虫等标准化石分子产

于正常沉积的泥晶灰岩、碎屑岩、硅质岩等岩层中，代表巴颜喀拉山群的沉积时代，且在纵向与

横向上控制程度高。石炭纪、二叠纪的有孔虫、腕足等化石产于外来滑动岩块成因的灰岩透镜

体中，属沉积混杂带进的异地异时分子。据此，确定区内该套地层为三叠系，而不是前人划分的

二叠系地层时代。

! ! 关键词：银石山；巴颜喀拉山群；三叠纪；化石

中图分类号：=7&! ! ! ! ! ! ! 文献标识码：>

巴颜喀拉海槽是华南板块向华北板块俯冲所形成的巨大的三叠纪前陆盆地，盆地中充

填的巴颜喀拉山群是一套巨厚的复理石、类复理石建造。前人和近期完成的部分 7< "# 万区

调根据生物化石时代在巴颜喀拉山群分布区发现或划分出了一些二叠纪地层。笔者在近年

完成的 7< "# 万银石山幅区调中，在大面积分布的巴颜喀拉山群中采集到较多的生物化石，

除三叠纪化石外，还有不少石炭、二叠纪化石分子。调查发现其中三叠纪的菊石、古植物、放

射虫等标准化石分子产于正常沉积岩层中，而石炭纪、二叠纪的有孔虫、腕足等化石产于外

来滑动岩块成因的灰岩透镜体中，属沉积混杂带进的异地异时分子。鉴于三叠纪的标准化

石分子对区内地层控制程度高，结合区内巴颜喀拉山群层序的正确建立，将原划分为二叠系

的地层时代更正为三叠系。本文即是对这一成果的介绍与总结。

7! 区域地质概况

银石山地区跨昆仑地块与巴颜喀拉盆地（ 图 7）。南部为大面积三叠纪巴颜喀拉山群，

上面叠加有侏罗纪和古近纪陆相盆地。北邻巴颜喀拉山群为昆仑南缘蛇绿构造混杂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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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石炭、二叠纪地层，区内及东、西两侧均见蛇绿岩出露［!，"］!"。区内印支运动时巴颜喀

拉板块北缘向北消减过程中具“双层汇聚”机制［#］，硬度较大的基底板块仍沿其二叠纪末与

昆仑地块间的俯冲分界面向北消减，相对较软的巴颜喀拉三叠纪盖层则沿其底面薄弱面剥

离，被动向昆仑地块之上仰冲，从而在单剪应力状态下于其北面形成北倒南倾的等斜褶皱

（东部）或轴面南倾的斜歪褶皱（西部），中部与南部则发育直立褶皱。受仰冲作用控制，巴

颜喀拉山群自北而南总体从老到新（图 !）。

图 !$ 银石山地区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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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9石炭系；:9二叠系：;!! < ;!= —三叠纪巴颜喀拉山群 ! < = 段；>—侏罗系；?—古近系；8!—石炭纪花

岗岩；@"—新近纪玄武岩；@#—新近纪安山岩；A#—第四纪安山岩；!9角度不整合界线；"9断层；#9动物化石

采样位置及编号；B9植物化石采样位置及编号；=9孢粉采样位置及编号；C9放射虫采样位置及编号

"$ 巴颜喀拉山群岩石地层划分简述

经过详细的野外地质填图、剖面测制、构造格架的建立，将区内巴颜喀拉山群划分为五

个岩性段，各段之间为整合接触关系。自下而上分别为：

第一段，砂岩夹板岩段（;!!）：与下伏石炭纪地层呈断层接触关系，沉积厚度 " D"E 3 以

上。主要由灰—灰绿色中厚层细—中粒岩屑石英（杂）砂岩、长石石英（杂）砂岩夹微—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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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板岩、粉砂质板岩组成，部分地区见有细砾岩、含砾砂岩产出。砂岩板岩比多在 !" # 左右，

局部可达 $" #；部分砂岩可与板岩不均匀互层，砂岩板岩比在 # " # 左右。发育鲍马序列

%&’、%&(’、&(’ 等层序类型及重荷模构造。

第二段，砂岩段（)!*）：总厚度大于 * +#+ ,，以中细粒—中粒灰—灰绿色中厚层—块状

岩屑石英（杂）砂岩、长石岩屑（ 杂）砂岩、长石石英（ 杂）砂岩、含砾岩屑砂岩等不均匀互层

构成主体沉积，偶夹深灰色板岩、粉砂质板岩。砂岩、板岩比可达 #-" # . *-" #。个别层位中

见鲍马序列的 %&’ 组合，属典型的浊积岩相。

第三段，砂岩、板岩互层段（)!/ ）：沉积厚度大于 # !#* ,，为深灰—灰绿色岩屑石英

细—粉砂岩、长石岩屑细—粉砂岩与深灰色板岩、粉砂质板岩不均匀互层构成旋回式沉积，

砂岩、板岩比多在 #" * . !" # 之间。该段顶部有一套厚约 !- , 的灰黑色炭质板岩。

第四段，灰—灰绿色砂岩段（)!!）：沉积厚度大于 * -0* ,，为灰—灰绿色中厚层—块状

岩屑石英（杂）砂岩、长石岩屑（杂）砂岩、含砾砂岩夹透镜状砾岩构成主体沉积，夹极少量板

岩、粉砂质板岩，局部发育泥晶灰岩层或硅质岩层。砂岩、板岩比常大于 #-" #。发育鲍马序

列的 %&、%&1、&1( 等组合。该段地层中常有灰岩透镜体产出，多与砾岩共生，部分则产于

砂岩中。

第五段，灰褐色—灰紫色砂岩段（)!2）：厚度大于 2#2 ,，主要为灰褐色—灰紫色（局部

夹灰色）块状含砾粗砂岩、岩屑中—细砂岩等，极少发育板岩，局部发育泥晶灰岩。风化后

常呈红褐—黄褐色。该段以明显的颜色差异与第四段区别开来。亦常有灰岩透镜体产出。

上述层序特征反映测区三叠纪巴颜喀拉盆地经历了由早期碰撞造山前陆盆地（对应一

段与二段）"中期裂陷海槽（对应三段）"晚期陆内汇聚回返前陆盆地（对应四段与五段）的

演化过程。

/3 生物化石与地层时代

/4 #3 生物化石

在巴颜喀拉山群分布区采集到动物化石、植物化石及放射虫化石（表 #），其大多具有较

好的时代意义，且采样地点分散、分布于不同的层位（图 #）。此外还于 )!/板岩中采集到大

量孢粉化石，经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鉴定，主要有 "#$%&’()(*+’,-)./0 $#.#+/0，1.232#0,’3#.20
564 ，4/$(.*.#0,’3#.20 564 ，523)-*(-#/6 564 ，7$$/8#0,’3* 564 ，9#6*./8*0,’3#.20 564 ，:)(*+’,#.20 32;
.#(/8*./0，:-*06*.’0,’3#.20 *,23./0，5#.32#0,’3#.20 ,*88#+/0，<3*2/028#0,’3#.20 564 ，402/+’,#(2* =*3#;
*>#8#?’36#0，@*2$#*20,’3#.20 564 ，7>#2.#$2*2,’882$#.20 564 ，4#$/0,’882$#.20 +#=/8&*./0，4’+’(*3,#+#.20
6#$#0(/8/0，78#0,’3#.20 */0.3*8#0 等，共计十六个属种，组合时代为三叠纪。

/4 *3 地层时代

由表 # 及前述可以看出，巴颜喀拉山群中的化石组合明显具混杂特征。从化石本身时

代及产状来看，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为以菊石 A,-#(23*0 784 0#$2$02 ，植物 B2’(*8*6#.20 564 ，放射虫 @3#*00’(’6,2 564
等及古孢粉组合为代表的化石，时代为三叠纪（个别可到侏罗纪），产于稳定的层状泥晶灰

岩、碎屑岩、硅质岩等岩层中，自下而上的各岩段（ 第二段除外）中均有产出。显然，该类化

石与主体沉积同期发育，代表了巴颜喀拉山群的沉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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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化石门类与时代

#$%&’ !" ()’*+’, $-. $/’, 01 23’ 10,,+&,

采样点号 种属名称 产出层位 赋存岩层 化石时代

! 菊石 !"#$%&’() *14 )$*&*)& #+! 钙质粉砂岩层 #!

5 菊石 !"#$%&’() *14 ,$*-$ #+6 钙质粉砂岩层 #!

6、7 古植物 .&/%(0(1$,&) ,)4 #+7 石英杂砂岩层 #—85
9 菊石 2/-31*$,&) ,)4 #+7 泥晶灰岩层 #!

:
头足类 4$%#&0$*/%&’() ,)4
菊石 5&0&"$*/%&’() *14 &/,#(0())/$6&
菊石 7’(8&*/%&’() ,)4

#+9 生物屑灰岩透镜体

;—#
<!

<

=
菊石 !"#$%&’() ,)4
腹足类 9,’("(’/00:) ,)4

#+9 泥晶灰岩层
#!

;—#

>
有孔虫（ 含

蜓类）

;&,’(,(<$) )%#&00=$&*$ ，>(*-&00( ,)4 ，

9%#:?&’,&00( )$1"0@ &<
A:()$B:):0$*( ,)4

2/"(’(B:):0$*( ?&00(

菊石 C&):6()"$6$,&) *14 0/0/:&*)$)

#+7

生物屑灰岩透镜体

泥晶灰岩层

<—?
?!

?! @ 5

#!

A
!B

腕足 4(’,$*$( ,)4
腕足 ./,/,#3’$) *:%0&/0:)

#+9

#+7 生物屑灰岩透镜体
<—?
<5 —?!

!! 放射虫 ;’$())/%/1"& ,)4 2/*("/’( ,)4 #+7 硅质岩层 #5 —#6

" 注：!! 号点样品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鉴定，其它样品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层古生物研究中心（ 宜昌地

质矿产研究所）鉴定。

第二类，为腕足 ./,/,#3’$) *:%0&/0:)，菊石 5&0&"$*/%&’() *14 &/,#(0())/$6&，有孔虫 ;&,’(,(<$)
)%#&00=$&*$ 等为代表的化石，时代为石炭—二叠纪。该类化石产于透镜状不稳定的生物屑灰

岩中。生物屑有腕足类、双壳类、海百合茎、蜓、及菊石等，部分岩石具鸟眼构造和核形石，与

北面昆仑地块中石炭、二叠纪潮坪—开阔台地相沉积物特征非常相似，而与斜坡—盆地相的

复理石、类复理石沉积的围岩不协调；灰岩岩块多与强动力的水道砾岩共生，部分形成围岩

中的滑动变形构造。可见，第二类化石的赋存岩石具沉积混杂岩特征，很可能来自于北面昆

仑地块石炭、二叠纪地层，为异地异时分子，该类化石显然不能作为主体沉积的定时依据。

第三类，是头足类 4$%#&0$*/%&’() ,)@ 及腹足类 9,’("(’/00:) ,)4 ，时代为奥陶纪—三叠纪，

产于第五段的层状泥晶灰岩或透镜状生物屑灰岩中。化石跨时长，时代意义差。

综上所述，第一类化石指示了巴颜喀拉山群的主体沉积时代，鉴于其在在横向和纵向上

较高的控制程度，可确定区内所划分的巴颜喀拉山群均为三叠纪，其中并无二叠纪地层体。

采样点 !、5、6、=、> 的菊石时代为早三叠世，对应层位分别为第一、第三、第四、第五段（ 表

!）；采样点 !! 的放射虫时代为中—晚三叠世，对应层位为第四段。据此区内巴颜喀拉山群

的确切时代可定为早—中三叠世。

在与造山有关的沉积盆地中常发育有外来的沉积混杂岩块［7］。巴颜喀拉海槽是中生

代早期华南板块向华北板块下俯冲所形成的前陆盆地，这种构造背景决定了沉积作用的高

度活动性，使得北部石炭系、二叠系的岩石块体可随浊流向南远距离搬运，特别是水动力作

用极强的内扇环境更容易形成这种外来岩块。由表 ! 可以看出，前三叠纪化石均产于第四

段与第五段中，而这两段岩石主要由内扇相的砂岩、含砾砂岩及少量砾岩组成，正是易于形

成沉积混杂岩的岩相。因此，区内巴颜喀拉山群中的前三叠纪化石属沉积混杂所致。

B:!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5BB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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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依据西侧邻区早二叠世晚期蜓类 !"#$%&’$ $’’$(，)(*+,-.$’/(&0’$ #$&/$&0%$( 等化

石，于测区巴颜喀拉山群分布区的中部划分出宽约 !" #$ 的二叠纪地层，并命名为黄羊岭

组［%，&］。黄羊岭组定义为：“下亚组为灰褐色砂岩、粉砂岩、钙质石英岩屑砂岩不均匀互层夹

灰岩、粗砂岩，灰岩中含蜓、腕足类化石；上亚组为深灰色长石岩屑砂岩，石英岩屑砂岩、灰绿

色砂岩不均匀互层夹放射虫硅质岩、泥岩、钙质粉砂岩、灰岩，含蜓及腕足类化石。”［%］据颜

色与岩性特征，黄羊岭组下亚组在测区对应于巴颜喀拉山群第五段，而上亚组在测区则对应

于巴颜喀拉山群第四段。本次 ’( !% 万区调中大量而细致的野外路线观察与剖面测制，表明

巴颜喀拉山群五段上覆于四段之上无疑，因此前人对“黄羊岭”组内部层序关系认识可能有

误。前人对黄羊岭组时代及其内部层序认识上的偏差，显然与当时地质学概念的局限及客

观调查条件有关。

补充指出，东侧邻区 ’( !% 万木孜塔格幅区调根据三叠纪孢粉组合，将巴颜喀拉山群中

原划分为二叠系的地层时代更正为三叠系!，进一步证明本次调查将区内原黄羊岭组时代

更正为三叠纪是可信的。

) * 意义与讨论

巴颜喀拉前陆盆地自东向西横贯整个青藏高原北部，其在东西延长方向上规模之宏大

实属罕见，全面、深入、客观认识和了解盆地的性质和形成机制对认识特提斯构造域乃至欧

亚板块的构造演化十分重要，对地球动力学理论研究也有着深远的意义。而盆地的物质组

成与形成时代则是全面认识巴颜喀拉盆地性质及南、北相邻构造单元地质背景与构造演化

的重要因素。在与盆地构造性质和成因相关的盆地基底性质上，至今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

看法，一种认为盆地基底为洋壳，巴颜喀拉盆地是威尔逊旋回中途夭折（ 即未发生碰撞造

山）所致的残留洋；另一种则认为盆地基底是晚古生代的陆壳，巴颜喀拉盆地是碰撞造山期

间的前陆盆地。由此可见，在巴颜喀拉山群分布区中是否存在前三叠纪基底地层的确切证

据，成为正确认识巴颜喀拉盆地性质的主要因素之一。鉴于巴颜喀拉盆地规模太大，笔者认

为盆地性质在横向上应存在复杂的变化，不同区域基底性质可能不同。从最新资料来看，巴

颜喀拉山群分布区局部可能确实存在二叠纪地层"#，因此详细、正确划分其物质组成，特别

是时代成分十分重要。调查中既要将真正的前三叠纪地层分解出来，又要避免将外来沉积

混杂块体的时代作为主体沉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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