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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研究简史及问题的提出

东昆仑造山带的形成时代是青藏高原构造格

架和演化研究中的重要基础地质问题，长期以来存

在着不同的认识，分歧的焦点是该带纳赤台群的时

代问题，而含化石的灰岩属地层还是外来岩块成为

解决时代的关键。纳赤台群系指青藏高原格尔木—

昆仑山口间的一套非均匀变质地层，89:9年由青海

省地质局石油普查大队命名，时代以;<8=.示之；89>.
年青海省区调队在温泉幅（8?800万）报告中据岩石

组合划分@个组，时代定为早古生代。以上地层时代

之确定均无化石佐证［8］。李光岑等［.］、林宝玉［/］根据在

灰岩中发现的珊瑚、腕足类、头足类、腹足类化石，将

其时代大致定为晚奥陶世—志留纪，并将该群分为/
个组；中英青藏高原综合地质考察队［@］根据发现的化

石修改了李光岑等的划分方案，将该群分为@个组；也

有人认为可能还包括寒武系—中下奥陶统，同时指出

“由于变形强烈，层理被片理置换，含化石的灰岩有无

滑塌的外来岩块而非夹层？姜春发和李光岑都认为不

排除这种可能性，这是今后值得注意研究的问题”［:］；

或认为应属于早古生代［A］。由此可见，纳赤台群的时

代始终存有争议，未予最后定论。

通过近年来的野外调查及室内研究，我们认为

该群时代划分存在着以下两个问题：（8）东昆仑地区

属于造山带［>］，用稳定区的地层工作和方法原理划

分地层必然带来偏差。这里存在着混杂堆积，用外来

岩块中赋存的化石时代来限定混杂堆积地层的时代

及其上下层位关系，显然有失偏颇［B］；（.）纳赤台群

视厚逾. .00 C，主要岩性为灰绿色浅变质复理石相

的砂板岩，其中的灰岩仅占很小一部分，而占地层主

体的砂板岩中的化石或其他有关信息才是确定该群

时代的关键所在。本项目已在其中首次发现具可靠

年代意义的孢粉化石（另文发表）。

. 纳赤台群内部地层的/类接触关系

纳赤台群整体上为一套混杂堆积体，除沉积混

杂D23EFG2FG72CHI外 ，可 能 尚 存 某 种 尺 度 的 构 造 混 杂

DCH36JKHI。其中的灰岩块体（小者十几厘米，大者上

千米）散落于变质的砂板岩之中。经观察，未发现灰

岩与砂板岩在层序上有整合、连续沉积的接触关系，

大致存在以下/类非正常接触关系。

（8）灰岩为砾石存在于砂板岩中。昆仑桥北侧水

泥厂附近为纳赤台群沉积的主体。图版!L8，.为该

地区灰岩赋存的情况。奥陶纪的灰岩呈深灰色，无分

选，无磨圆，小者几厘米，大者8M. C，呈砾石存在于

灰黄色砂岩之中。图版!L/，@为水泥厂东灰岩作为

砾石赋存于凝灰质板岩中的情况，灰岩亦呈深灰色，

有分选和磨圆，砾径几厘米到几十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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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岩为块体存在于砂板岩中。我们在水泥厂

东、西两侧对纳赤台群中规模较大的厚上千米的灰

岩进行了详细的追索和测量。在水泥厂西侧，灰岩

产状为#$%&!’(&，而砂板岩的产状为#)(&!*’&；在

水泥厂东侧，灰岩产状为#’(&!*(&，而砂板岩的产状

为#)(&!*$&。在此基础上对灰岩的边界进行圈闭，

发现它们均是“无根”的，作为岩块体赋存于砂板岩

中（图#）。块体呈不规则状，有的呈透镜体状，有的被

改造成拖曳状。块体在与砂板岩的边缘接触带上，

经过位移搬运和构造作用发生断裂或产生的缝隙

被方解石脉密集充填改造，甚至大理岩化和糜棱岩

化（图版!+$），而块体的中心部分方解石脉穿插较

少，基本保持原始产状和层理（图版!+,）。

（"）灰岩与砂板岩层位斜交。灰岩的边缘呈斜线

与砂板岩不协调相交，图版!+’，*为水泥厂西侧灰岩

块体与砂板岩之间的产出情况，可明显看出两者的产

状是不一致的，不是连续沉积的过渡关系，显现奥陶

纪的灰岩被搬运或滑塌沉积于后来的砂板岩之中。

" 基质系统与外来系统之分野

纳赤台群内部存在着上述"种不协调关系，说明

了灰岩与砂板岩之间属于非正常沉积接触关系，必

须重新加以厘定。通过观察和分析，砂板岩系属深水

或半深水型的复理石相或类复理石相沉积，可以观

察到沉积层理和序列，为该群原地沉积地层，即属于

基质系统（-./012 343/5-），它们 构 成 了 纳 赤 台 群 的

主体。灰岩系浅水型的碳酸盐岩台地沉积，并存有鲕

粒结构，在纳赤台群中以砾石和岩块的方式存在，是

“无根”的，为外来岩块，即属于外来系统（526/173 3438
/5-），它们不构成纳赤台群的主体。因此，纳赤台群内

部地层不是统一的正常接触关系，存在基质系统与外

来系统之分野，两者不是一个体系的产物。

混杂堆积由9055:;4于#)#)年首次提出，后被国

内外地学家使用并引起高度重视。许靖华［)］在研究

美国西海岸<0.:7137.:+=:62>1;;5混杂岩时就提出混

杂岩块（-5;.:?5）和基质（-./012）等重要非史密斯地

图# 东昆仑纳赤台群灰岩块体分布图（底图据#@#(万纳赤台幅地形图）

<1?A # B13/01CD/16: 6E ;1-53/6:5 C;67F3 1: G.1H I.; 906DJ 1: /K5 L.3/ =D:;D: M6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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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M)DL(R BKBD2M；2R5D(GB BKBD2M；0)(F O)I $L5,+；P)BD Q,*I,*

层概念。他采用解释砾岩或角砾岩中的碎屑物质地

层时代的方法，重建了TL)*G(BG)*混杂岩的地层学过

程，这是创新性的思维理念和方法。-UU-年许靖华又

提出构造相（D2GD5*(G J)G(2B）的概念。大地构造相分

析方法对于研究造山带的结构演化、认识造山带的

非史密斯化和非史密斯地层的有序复原以及造山

带沉积盆地分析是一把钥匙，具有重要意义［-"，--］。中

国造山带分布广，规模大，且主要赋存于大陆内部，

每一造山带均有相当规模的构造V沉积混杂带。有

些地层学家习惯于观察和处理史密斯地层正常序

列的沉积岩系，而不熟悉造山带的地层单位，通常

的作法是沿袭稳定区的地层学方法和原则［-!］，用外

来系统的化石和年代来确定包括基质系统在内的

整个地层单位的时代，并以此来推断毗邻地层的新

老关系，从而确定造山带形成的时代。因此，对不少

造山带的形成和演化时代存在分歧，从基础上看，

是地层和地层时代没有准确解决的问题。这是造山

带地层研究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W 结 论

（-）在造山带地层的研究中，应特别强调构造搬

运和沉积混杂概念的建立及这些作用对于原生地

层时序和位序的深刻影响。纳赤台群中的灰岩块体

的时序和位序经过了构造V沉积搬运而发生了变化

和改造，它们不是原地沉积的正常层序。

（!）灰岩块体既然为外 来 系 统 ，那 么 其 形 成 时

代肯定要早于基质系统地层形成的时代。因此，灰

岩中所有化石门类及其所代表的地层年代只能是

其本身的时代，而不能代表基质系统的时代（后者

所产孢粉化石证明其时代为晚古生代），即纳赤台

群的时代应晚于灰岩块体所代表的时代。

致谢：成文过程中，与姜春发研究员进行了有益

的切磋与探讨，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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