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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川西地区晚三叠世混杂岩系

赵友年 赖祥符

�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

龙门山一小金河断裂带以西
，
属于松潘一甘孜地槽褶皱系的川西地区

，
古生物混生现

象十分普遍
，
长期以来

，
给地层对比及地质历史的解释带来很大的混乱

。

近年
，
随着板块

学说的传播
，
一些学者

，
用板块活动的机制对此加以解释

，
归因于混杂岩

，
进而视混杂岩

为板块缝合线的一种等同物
。

这种混杂岩
，
在川西地区分布特别广泛

，
吸引着广大地质工

作者的兴趣
。
����年

，
张之孟

、

金蒙率先报导了金沙江边乡城
、

得荣地区的混杂岩
，
并将

其划分为蛇绿混杂岩和泥砾混杂岩两类 〔 ‘ 〕 � 最近
，
又有郝子文 〔 ’ 〕 和李小壮� 等的文章

问世
。

有关混杂岩的资料益丰
，
观察日深

，
但对混杂岩的解说与涵义

，
却有不同的理解

。

笔者检视了有关资料后认为
，
所谓棍杂岩

，
并非一般含义上的岩石实体

，
而是一种特

殊的岩系
。

它不但具有一定的地层意义
，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当作地层对比的标志层

。

而且
，
混杂岩系形成于特定的构造环境

，
还具有一定的构造指相意义

。

就川西而论
，
它们

多产在西康群和义墩群之中
，
时代主要应属晚三叠世

。

如果这样认识
，
以古生物混生为表

象的混杂现象
，
不应造成地层对比的障碍和困难

，
相反地

，
将其成生机理弄明白之后

，
更

有助于解决一些地层对比中的麻烦
，
正确解释与澄清一些构造间题

。

一
、

混杂岩系之产出特征

前已指出
，
混杂岩

，
实际上并非一种岩石

，
而是一种复成份的岩块堆积物

。

这种堆积

物构成一整套岩系
，
笔者建议称为混杂岩系

。
它如同放大了的角砾岩一般

，
由

“ 基质 ” 和

“ 角砾
” 两部分组成

，
与普通角砾岩不同的是

，
它的基质囊括了一个相当长的地质时期内

所形成的一个地层单位
，
时限可以是一个期或一个世

，
角砾成分则由不同时代

，
不同岩性

而大小悬殊的外来岩块组成
，
岩块有的很大

，
长度可达几公里甚至几十公 里

。

混 杂 堆 积

物
，
沿着一定层位分布

，
延展可达数百公里

。

、 、

�����西地区的混杂岩系
，
广布于金沙江断裂带

、

德格一乡城断裂带
，
甘 孜一 理 塘 断裂

带
，
鲜水河断裂带

，
若尔盖地块的周边及城子断裂带等

。

其地理分布见 图�
，
产出特征 见

表�
。

上述混杂岩系
，
曾为不同作者分别置于二叠一三叠纪的不同地层单位中

。

尽管它们基

质的岩性各别
，
外来块体中有不同时代的多门类化石混生

，
而且因多受断裂破坏之故

，
原

生面貌为后期构造作用迭加破坏
，
但仍可看出它们具备一些共同的特征

。

第一
，
各地产出的混杂岩系的基质岩性

，
总的说来十分相似

。

都是以砂板岩为主并夹基

�李小仕
， ����年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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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川西地区混杂岩系分布图

性火山岩等构成的一套岩石地层组合
，
局部地区夹基一超基性火山岩

、

超基性岩和放射虫

硅质岩
，
形成类似蛇绿岩套的层序

。

大区域内
，
具有这套岩性组合的岩系

，
在玉树一义墩

优地槽区可划属义墩群曲嘎寺组
，
在巴颜喀喇冒地槽区可划属扎孕山群或新都桥组等

。 �

第二
，
组成

“
角砾 ” 的外来岩块

，
岩性以灰岩为主

，
少量为生物碎屑灰岩

，
砂

、

板岩

等
。

岩块往往杂乱无序
，
不显正常沉积的新老层序关系

。

在许多场合
，
灰岩呈角砾结构

，

故常被称为
“
角砾状灰岩

” 。

由于角砾成分和胶结物成份往往相同
，
从外观看来

，
有些岩石

的角砾结构并不明显
，
但在镜下观察时

，
角砾和胶结物则径渭分明

。

其实
， “
角砾状灰岩

”

不过是一种成份较为特殊的陆缘沉积砾岩
，
依据对碎屑岩类的命名原则

，
应命 名 为 灰质

角砾岩
。

这种岩石的角砾结构
，
部份是原生的

。

因构造应力作用产生的角砾岩化
，
同时伴

有铁染及白云岩化的现象
，
也相当普遍

。
古生物混生现象最容易在这种灰岩岩块中出现

。

第三
，
外来岩块包裹在基质 中

，
沿一定层位分布

。

所有关于混杂岩系的描述均指出
，

混杂岩系的基质显示正常的沉积层理
，
外来岩块长轴

，
也沿着基质层理方向排列

，
两者界



第��辑 赵友年等
�

论川西地区晚三叠世混杂岩系 ��

诊 表 � 川西地区混杂岩系产出特征简裹

产 地 基质及其特征 外来岩块及其特征
原划时代及
地层名称

编号

金沙江断裂带
。

�德荣�

砾状灰岩
、
砂岩

�

产 �一�的珊瑚
、

维
、
层孔虫等化石

’

德格一乡城断裂

带

�乡城�

细碧角斑岩
、

基性一超基性岩
、
放

射虫硅质岩等组成的蛇绿岩套
。

尸尸，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砂
、

论岩
。

产�
�
的瓣鳃及螺类化

石
。

�一下
飞
哩金雪

山群
、

中心绒群

角砾灰岩
，
少蜜砂岩

。
产�一�

�的多

门类化石
。

��、
以 曲嘎寺

组为主
，
次为纳

拉山组
。

常 甘孜一理塘断裂

带
。

�甘孜县俄达祠�

砂
、
板岩

。

产�
�
的腕足

。
瓣鳃及

六射珊瑚化石
。

灰岩
、
生物碎屑灰岩

、
玄 武 岩

。
产

�一�
。
的多门类化石

。

�
。

鲜水河断裂带

�道孚县根基
、

白崖子等地�

黑色板岩
。
产�

�
铸鳃化石

。
角砾状灰岩

、

生物灰岩
、

结晶灰岩
、

大理岩及基性火山岩等
。
产 �一�珊

瑚
、

旅
、
层孔虫等化石

。

�。

白崖子组

甘孜一理塘断裂

带

�石渠觉悟寺
、

德格竹庆�

斜辉杆榄岩
、
杆榄辉石岩

、
放射虫

硅质岩等
。
产�

�
瓣鳃化石

。

灰岩
。

产�一�飞多门类化石
�

�
。

��自��端甘孜一理塘断裂

带

�木里丁央�

变质玄武岩
、
砂

、
板岩

。

灰岩
、

生物灰岩
。

产 �一�珊瑚
、

及�
���的瓣鳃

、

腕足等类化石

扎鲁组

纳松云组

—�

一
�

一
卜
一

味一‘ 一一
雄—

�

一一�一
一奋一

叫

一一

一
�

眠江断裂带

�松潘漳腊�

砂
、

板岩夹薄层灰岩及铁锰矿
。
产

�
。
瓣鳃类化石

。

角砾灰岩
。
产 �

�
的腕足

、

瓣鳃化石

及�一�的峨
、
珊瑚等

。

��

扎佘山瞬
一

一
��一，�‘ ，一�，�，” 巾 �卜奋‘ �一‘ 一一，十一一一一

一
‘

玛曲断裂带
。

凝灰质砂
、
板岩

。

�若尔盖黑河牧场�

角砾状灰岩
。

产�一�的策及 ��的腕

足
、

铸绍类化石
。

��

扎杂���群

乡

线分明
。

图�表示的鲜水河断裂如年谷地区的混杂岩系
，
灰岩块体包裹在玄武岩中

，
厚度近

���米
，
明显地以层状延伸

。

即使在一些被后期构造严重破坏的混杂岩系露 头 中
，
也可以

追索出它的原始层位关系
。

例如
，
甘孜一理塘断裂带的俄达柯一带�图��

，
在产晚三叠世腕

足类
、

瓣鳃类及六射珊瑚的砂
、

板岩基质中
， 包裹着含志留到三叠纪的多门类化石的灰岩岩

块
，
基质本身有连续的层理

，
、

灰岩块体中也有层理构造可循
，
其中混生的不同时代化石

，

也依稀可见沿一定层位分布
�

如块体笼中产晚草叠世的六射珊瑚
，
块体 亚中以石炭二叠纪

化石为主
，
块体�中以志留纪化石为主

。
该地北西端

，
虽然因迭加有构造混杂而情况变得

更复杂一些
，
但块体及块体内的生物碎屑灰岩和玄武岩夹层

，
也能大致沿一定层位追索

。

�

上述特征说明
，
混杂岩系也具有沉积岩系的一般特征

，
可以成为一个稳定延伸的地层

单位
，
应视为正常沉积产物

，
只不过因岩性组合特殊

，
是由一种放大了的

“
角砾岩

”

—所

谓
“ 混杂岩

” 组成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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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炉霍县朱接如年谷地区混杂岩系分布图
�据邓永福所编原图修改�

�
��五一 ‘��侠组

， ��
�� ”

一杂谷脑组
‘ �未分�� “

全
�� ’ ”

一
“
杂谷脑组 ” 下段 ， “ �

��， ”
一 挤杂谷脑组

”
上段

�一玄武岩中外来灰岩岩块��一灰质角砾岩出露位置

图 � 甘教县俄达阿一带混杂岩系

�据毛君一
、

朱占祥改编�

二
、

混杂岩系之时代

以往
，
由于对混杂岩系中的生物棍蛋现象认识不足

，
在不同时期

、

不同地点
，
仅仅依

据少数化石鉴定结果
，
将本来是局一时代的混杂岩系归属于不同地质时�交

，
建立了不同的

地层单位
，
人为地造成地层对比上的一酮

乱和困难
。

其实
，
只要承认混杂岩系是

’

个具

有稳定层位和确切时限的正常沉积的地层单位这样一个简单事实
，
地层对比的困难即可迎

刃而解
。

匹〕灰都卜妙 〔 口砂腿于抓

图 理 灰岩外来体中生物混生现象

化石
， �

�

���切��夕���� 。�
�

��
�
�

，
��������� ��

，

�
�

�������户��� ��
。 ，
�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 ‘ �‘ �人切�����月� ��

�

����

川西地区出露的混杂岩系中
，
无论基质

岩性如何不同
，
古生物混生如何复杂

，
但外

来岩块的成份多数是比较简单的
，
且以产混

生古生物的灰质角砾岩为特征
，
不同的灰质

角砾内产不同的化石 �图��
，
在 镜下还可

见到胶结物中有由完整的蟋科化石形成的碎

屑
，
可着到角砾中生物化石被搬运破碎的痕

迹
、

��� 二 ，
这些现象统统说明灰岩块体是来自

不同的物源区
，
其甲含有不同时代的生物化

石是不足为奇的现象
。
基于这样 简 单 的 事

实
，

馄杂岩系中外来岩块中所见化石
，
不能

作为确定混杂岩系时代的依据
。

混杂岩系的

时代认
、

只能由基质中的化石时代来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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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地区棍杂岩系基质中所见化石
，
以产瓣鳃类为主

，
时代无一例外地都属晚三叠世

。

如松潘一漳腊地区的混杂岩系一扎朵山群的基质中含
�
� 。 亿合�’� ����曲�����

，
�

� 。 。 彻以
。 ，

�了
�

���� ‘�����，
�

� ��
� ���������‘。 ，

�
� 。 ��‘�‘���� 道孚县的白崖子组黑色板岩的基 质

中含
�������� ����戈�，

�
。 ��

�

�����������
，
�

。
��������月���

，
�����川���� ��

�

������

���仁‘�等， 甘孜俄达柯砂板岩基质中含 �
������

一

污��������， �
。
�丫夕�。 ‘�� ， 厅

� ��
�
���

����������
，
����������“ �，

��招云�‘。 ���‘。 ��“ 。 �八‘ ，
�����令��吞 �������。 。等， 乡城正

斗
“
曲嘎寺组 ” 基质中含

� �������“ �� ��
� ，
尸。 ��������� ‘�� ��

� ， 等等
。

这些化 石才

真正代表着混杂岩系生成的时代
，
根据这批化石

，
只能确定其时代属于晚三 叠 世

。 、

从 大

区�寸比来看
， ，

很可能属于上统下部的层位
，
归属曲嘎寺组或扎录山群等

。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

�
�

川西地区的混杂岩系
，
还有被归属嘎金雪山群

、

中心 绒 群
、

新 都桥 组
、

图姆 沟

组
、

拉纳山组等地层单元的
。

其中
，
嘎金雪山群划归早二叠世， 中心绒群属早中三叠世 ，

其余皆为晚三叠世中下部
。
必须指出

，
金沙江畔的嘎金雪山群和中心绒群

，
是两个地质时

代有争议的地层单位
，
目前

，
时代暂定在二叠一中三叠纪

。

作者建议
，
其中属于混杂岩系

的大部分可以单独划分出来
，
时代归于晚三叠世

。

�
�

从川西地区混杂岩系的可比性出发
，
产于玉树一义墩优地槽的晚三叠世曲嘎寺组和

产在巴颜喀喇冒地槽的扎孕山群
，
应是同期异相的相当层位

。
����年建立的扎孕山群

，
是

从西康群下部分解出来的
，
作为巴颜喀喇地槽的中三叠统的代表

。

回顾建立扎孕山群的时

候
，
是根据其中灰岩块体中产下列化石而确定时代 的

�
如��砂����。 �。 。 二���

，
�

�

�“ �。 ��，�

���，
姓�夕����� ��

· ����夕�才�
，
��户����户���‘� �

�
� �‘������， �‘����夕����� ��

�

�������犷�

��
· ，
�护�“ ��￡���‘” “ � ��。 ‘，��

� ‘ 。 �����“ ���‘�等
。

现在看来
，
扎杂山群乃是典型的混杂岩系

，

它的基质
，
是产前述晚三叠世瓣鳃化石的砂板岩透镜体

，
部份地方夹虎牙式铁锰 矿 层 或 基

性火山岩
。

基质中的外来岩块有的相当大
，
重要的如扎朵山灰岩

、
垮石崖灰岩

、

达波俄灰岩
、

小西天灰岩
、

扎嘎灰岩等等
。

灰岩块体中除产中三叠世化石分子外
，
还时见二 叠 纪 的艇

��衍��������和珊珊
。

�

值得注意的是
，
不同时代的化石出现在不同露头

，
目前尚未发现

同一露头上不同时代化石的混生 ‘ 如上所述
，
其时代只能据基质中的化石时代确定为晚三

叠世
。

现在划属扎孕山群的地层
，
主要分布在眠江

、

白龙江沿岸
，
若尔盖黑河

、
红原神山

等地
，
在木里

、

九龙
、

道孚
、

炉霍等地也有报道
。

过去感到扎朵山群岩性变化大
、

难以对

比
。

其实
， ‘

臼们包括着不同情况
，
其中一部份

，
分布距断裂带较远者

，
本不是混杂岩系

，

未见外来岩块的混入
，
因而至今没有中三叠世化石的发现

， 另一部份
，
傍断裂带分布者

，

属于馄杂岩系
，
有外来岩块混入

，
现将这部分产中三叠世化石的外来岩块的扎孕山群的时

代
，
从中三叠世更正为晚三叠世

， ��确区分扎朵山群的不同情况
，
就解决了它的岩性组合

变化莫测
，
难以对比这样一个老间题

。

�
�

川西地区混杂岩系中
，
以混生古生代化石为主

，
也有早

、

中三叠世及晚三叠世分子
，

如巴塘茨巫
，
见古生代化石与�� ����’ �混生 ， 眠江

、

道孚
、

炉霍等地
，
在同一岩块或相 邻

岩块中
，
见古生代和中下三叠统化石混生

，
笔者将这些具有古生代一中三叠世化石混生现

象的地层
，
一律作为晚三叠世基质中的外来岩块看待

。

这样
，
势必产生这样的疑间

�

川西

地区松潘一甘孜地槽系内还有没有真正的早中三叠世的正常沉积的地层单位�这个间题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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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

正确回答这个问题
，
不但有助于混杂岩系本身地层时代对比问题的解决

，
在确定构

造变动时期
，
恢复地质发展历史等问题

，
也是极有意义的

。

前已论证
，
属于混杂岩系的扎杂山群应归属晚三叠世

。

这样
，
川西地区就不存在确有

延据的中三叠统地层了
，
即是说

，
中统可能缺失

。

下三叠统称为菠 茨 沟 组
，
含����

“ �’�若

干种
，
但长期内只有宝兴晓磺

、

炉霍侏侨
、

木里桐翁三个化石点发现
。

其中后二地点的剖

面上
，
产早三叠世化石的地层上下

，
均有古生代化石出现

，
与三叠世化石混生

。

因而难以

树立正常的地层层序
，
可能是混杂岩系

。

宝兴晓磺菠茨沟组所产������
�，
据邓永福 同 志

面告� 犷
’

瓣鳃化石背壳复在地层中波峰构造的顶端
，
是否为原生沉积化石

，
尚存质疑

，
以

其代表地层时代
，
实不可信

。

据上述
，
川西地区的下三迭统也有可能是缺失的

，
至少

，
大

部份地区是缺失的
。

事实上
，
广阔的川西高原

，
下三迭世化石点分布零星少见

，
地层亦多

变
，
难以对比

，
这样的现象

，
正是混杂作用的结果

。

自然
，
由于对化石的产出状况往往缺

乏确切的记录
，
难以区分哪些是混生

，
哪些是原生

，
贸然作出川西地区缺失三迭系中

、

下

统地层的结论
，
难免以偏概全

。

作者提出这种设想
，
希望引起地质界注意

。

三
、

混杂岩系形成之构造背景

混杂岩系形成的因素
，
解说甚众

，
如构造的

、

沉积的
、

冰川的
、

泥石流的
、

风暴海啸

的
，
火山的

，
地震的

、

重力的
、

浊流的……等等
。
混杂岩系之形成

，
可能受多种因素所控

制
，
要严格的加以区别

，
无疑是很困难的

。

许靖华曾指出
，
棍杂岩可用来泛指外来岩块被

普遍剪切的混乱沉积
，
而不管它是构造成因的

，
沉积成因的

，
或是两者兼备的�

。

这样
，

混杂岩成为纯描述性的术语
。

笔者认为
，
虽然确定混杂岩的成因颇有困难

，
但它形成的构

造背景却是可以讨论的间题
。

前面说混杂岩系乃是正常沉积物
，
并不意味着它的形成与构

造无关
。

恰恰相反‘ 它是具有指相意义的重要构造表象
。

���西地区的混杂岩系在岩性组合上的特点
，
即老的外来岩块的成分

，
以具角砾状

、

生

物碎屑和竹叶状构造的
，
生长造礁生物的碳酸盐岩为特征

，
应属高能潮坪带 的地 台型 沉

积， 新的基质
，
则为复理石相之砂板岩与基性一超基性枕状熔岩

、

火山碎屑岩伴生
，
并经

常有放射虫硅质岩出现一它们是地槽活动初期迅速坳 �裂�陷阶段的深海沉积物
。

外来岩

块和基质所反映的构造环境判然若别
，
整体说明构造环境的急变

。

基质中几种主要岩性在

棍杂岩系剖面上有无一定的组合顺序� 目前还不大清楚
。

但作为一个完整岩系
，
它的上搜

层是西康群或义墩群的复理石一泥质岩建造
，
下伏层是二登系及其以下的碳酸盐岩建造

，
这

个层序却总是固定的
。
和基质与岩块所反映的构造突变相映照

，
共同指示着地壳运动由稳

定向活动转化了
，
即是说

，
混杂岩系是地台向地槽转化时期的产物

。
区内混杂岩系主要属

此种类型
，
特别是东经���度以东

，
即松潘一甘孜冒地槽系的东部边缘地区

，
全部为 此 种

类型
。

因为它代表一种由稳定转化为活动的构造背景
，
可称为

“
定一动混杂型

”
」 。

此外
，

还有一类狠杂岩系
，
其基质为蛇绿岩套物质

，
外来岩块中也有大量蛇绿岩类物质

，
反映着

� 标本现存邓家福同志处
。

� 许靖华
， ����年资礼



第��辑 赵友年等
�
论川西地区晚三叠世混杂岩系

活动的构造背景
。

此类混杂岩系分布在本文论区之外的金沙江西侧
，
区内的理塘断裂带或

有分布
，
可以称为 “ 动一动棍杂型

” 。

众所周知
，
在漫长的地壳演化的长河 中

，
地 壳 运

动的强度无疑是有变化的
，
从量变到质变的突变发展阶段

，
体现着地壳运动的 实 质 性 变

化
，
故应成为人们注意的重点

。

混杂岩系所反映的突变构造背景
，
不 是 也 非常值得研 究

么�

川西地区混杂岩系初步厘定为晚三叠世以后
，
说明地壳运动的突变应发生在中三叠与

晚三叠世之间
，
这正是笔者曾经论证过的

，
广泛分布在四川范围内的印支运动早幕 〔 �〕 。

倘 若 如 笔 者所推论的那样
，
下中三叠统缺失的话

，
这次运动的时代就 更加 可以肯 定 下

来
。

混杂岩系中的外来岩块
，
虽然有的很细小

，
但大者都以公里

、

十公里计
，
若干大岩块

断续延伸上百公里
。

大岩块长距离搬运
，
很难由一般水动力条件来实观

，
应有另外的搬运

介质和动力条件
。

混杂岩系的空间地质分布及自身特征均表明
，
它形成于构造活动带

，
这

个构造活动带的活动幅度与频度均很大
，
升降速度与差异对比均很显著

。

这正是断陷盆地

边缘断裂带所具有的特征
。

由此推论
�

印支运动早幕
，

�

扬子地台因断陷作用而解体了
，
随

即在此背景下形成了松潘一甘孜再生地槽系
，

其边缘和内部的一些活动带
，
堆积了前述两

类混杂岩系
。

混杂岩系中还保留着普遍剪切
、

挤压
、

揉搓的痕迹
、

以及基质被挤入岩块裂隙等等现

象
，
反映后期的断裂作用

、

挤压作用的迭加与改造亦是颇强烈的
。

本文成文后
，
承蒙四川地矿局付总工程师郝子文同志及地质所陈炳蔚同志审阅

，
提出

宝贵的修改
、

补充意见
，
本队朱占祥等同志提供部分原始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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