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源各拉丹冬地区位于唐古拉山北部。大地

构造位置属东特提斯构造域北部，居拉竹龙!金沙

江板块结合带与班公湖!怒江板块结合带之间的羌

塘地块，北与可可西里盆地相接。在各拉丹冬西部

赤布张错周缘分布有大面积的时代有争议的暗红

色砂、砾岩地层。笔者在开展"#$%万赤布张错幅野外

地质调查过程中，在测制美杜塘剖面时采获数量较

多的双壳类化石，对解决长江源区这套红层的地质

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实测地层剖面位于各拉丹冬以

西美杜塘一带（图"），剖面起点坐标为东经&’()"*
$+,，北纬))()"*$),，总长为) -%’ .（图$）。剖面层序

自下而上描述如下。

雅西措组（/$!） 厚0&%"1"- .
"21紫红色页片状钙质泥岩，未见顶 %-1’3 .
"%1灰绿色页片状泥岩，含菱铁矿结核及钙质结核，下部偶

夹灰白色薄层状含生屑泥晶灰岩。中上部掩盖 "&)1&% .
"+1灰白色中层状泥晶砂屑灰岩 3123 .
")1灰绿色夹紫红色页片状粉砂质泥岩 %)1-) .
"$1灰白色中层状泥晶砂屑灰岩夹薄层状泥晶灰岩 $-133 .
""1紫红色与灰绿色页片状泥岩互层。上部掩盖 &&1"& .
"’1紫红色页片状泥岩。中上部掩盖 "$31-" .
&1灰白色中层状泥晶砂屑灰岩夹薄板状泥晶灰岩，含植物

化石碎片，距底部$)1-.产双壳化石（样品采集号45!
&6）"#$#%#&’ (’)#*&’（47889:），"#$#%#&’ ;<1 2-1$3 .

-1灰白色块状含硅质团块泥晶灰岩夹薄板状泥晶灰岩，硅

质团块多顺层面分布，中下部被坡积物掩盖，距顶-1+ .
产双壳化石（样品采集号45!-6）"#$#%#&’ (’)#*&’

（47889:），"#$#%#&’ ;<1 ")’13" .

31灰白色中厚层状泥晶砂屑灰岩，偶见不规则状硅质团块，

距底部"’1$ .产双壳化石（样品采集号45!36）"#$#%#&’
(’)#*&’（47889:），"#$#%#&’ ;<1 +1’’ .

21灰白色厚层状含硅质团块泥晶砂屑灰岩 +’1)’ .
%1灰白色厚层!块状泥晶粉屑灰岩 "$$1’" .

——— 整 合 ———

沱沱河组（/"!$+） 厚$3"13- .
+1紫红色页片状粉砂质泥岩夹紫红色中层状含膏泥晶灰岩

"3%1"& .
)1紫红色页片状粉砂质泥岩夹灰白色薄!中层状泥晶灰岩

+31"+ .

长江源美杜塘一带发现古近纪双壳类化石

王建雄"， 牛志军"， 汤朝阳$， 白云山"， 段其发"

（"=中国地质调查局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湖北 宜昌 ++)’’)；$=中南冶金地质研究所，湖北 宜昌 ++)’’"）

中图分类号：>&"%1$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23"!$%%$（$’’)）’)!’$"2!’$

收稿日期：$’’$!’&!"’；修订日期：$’’$!"$!"&
地调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区域地质调查项目“西藏地区"#$%万赤布张错幅（"+2@’’)’’"）区域地质调查”（编号$’’’")’’’’&"$"）

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建雄A"&2%! B，男，高级工程师，从事区域地质调查工作。/!.CD8E FGHIDCJKDLJMNGM;1MLO1GJ

图" 长江源区古近纪双壳类化石产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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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灰岩

#$%& " ’$()*+,-) .$+/ 012-30-+ !"#"$"%& ’&(")%&
$- +/) 405$62, #,7(0+$,- 0+ 8)9030-3,-%

样品号：:;<=>，西藏安多县美杜塘，?@，雅西措组

!&紫红色薄<中层状细粒石英岩屑砂岩 @A&"@ (
@&灰褐色块状灰岩砾岩 ""&@B (

角度不整合

下伏地层：侏罗纪索瓦组（C"#）深灰色中层状生屑泥晶灰岩

由上述剖面可以看出，长江源区发现的双壳

类 化 石 主 要 赋 存 于 剖 面 第D、E、=层 灰 白 色 薄 层 状

泥晶灰岩中。这些化石多顺层面密集分布，尤其是

:;<=>号 样 品（图"），化 石 个 体 较 小 ，似 三 角 状 卵

圆形，壳顶大，同心生长线细密而显著，保存完好，

数量极为丰富，但属种单一。与双壳类共生的其他

门类还有腹足类、介形虫及古植物等化石。双壳类

化石经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张仁杰研究员鉴定计

有 ：!"#"$"%& ’&(")%& （:F99)7），!"#"$"%& *G&。!"*
#"$"%& ’&(")%&（河 豆 蚬 ）在 中 国 见 于 新 疆 准 噶 尔

盆地始新世安集海河组中，是该组中双壳类+(",-

./0’12%&-!"#"$"%&组合中的重要分子，结合区域资

料，我们认为长江源地区含!"#"$"%& ’&(")%&的这

套地层的时代归属于始新世晚期较为适宜。!"#"$"%&
（豆蚬 ）为 淡 水 双 壳 类 ，属 半 内 栖 生 物 ，于 湖 泊 、河

流底层营潜穴生活，结合岩石的沉积相标志，长江

源赤布张错一带这套红层中的灰岩及以上地层应

属湖泊沉积环境。长江源区该套红层的地质时代

前人计有白垩纪、早白垩世、晚白垩世、古近纪、始

新世、上新世等多种认识，其地质时代是以岩性对

比或时代意义不明确的介形虫化石确定的。该地

区古近纪双壳类化石的发现对于明确这套红层的

地 质 时 代 及 重 新 厘 定 其 地 层 序 列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基于!"#"$"%& ’&(")%&化石的发现，我们依据《青海

省岩石地层》将该套红层重新进行了划分。下部称

沱沱河组，岩性为紫红色块状、厚层状含巨砾粗砾

岩 、砂 岩 、粉 砂 岩 、粉 砂 质 泥 岩 夹 灰 白 色 薄 层 状 泥

晶灰岩，局部夹有石膏层，上部产有少量始新世孢

粉 化 石（中 国 地 质 大 学 喻 建 新 鉴 定 ），地 质 时 代 为

古新世—始新世，厚度为!D@&AH@ "ID&@ (，与下伏侏

罗纪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上部称雅西措组，以灰

白色灰岩的大量出现为划分标志，与下伏沱沱河组

易于区分。岩性为灰白色块状、厚层状夹薄层状泥晶

灰岩，灰岩中多见结核状、透镜状、条带状硅质岩，在

美杜塘产丰富的双壳类!"#"$"%& ’&(")%&（:F99)7），

!"#"$"%& *G&、介形虫、腹足类及古植物化石等，向上

为灰白色中层状细砾岩、紫红色粉砂质泥岩、灰绿

色页岩夹薄层状泥晶灰岩，泥岩中含钙质及菱铁

矿结核，地质时代为始新世晚期，厚@"D&IH=IE&B (，

与下伏沱沱河组呈整合接触。在美杜塘北部君塞

一带雅西措组与上覆中新世查保马组火山岩呈角

度不整合接触。

图! 长江源区美杜塘古近纪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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