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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东中部地质构造的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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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东中部
,

即指以东经 10 1度
,

北纬 3 5度为中心
,

包擂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余境
,

西 跨

海南州黄河地域
,

东濒甘
、

青交界
,

南北备至黄河的地区
。

湛称黄河上游之河曲地区
。

一
、

沉 积 建 造

出露地层有前震旦系
、

上古生界
、

中生界和新生 界等
。

前震旦系 分布在北部尖扎一循化一带
,

岩性为一套深变质的花岗片麻岩
、

混合岩
、

变粒

岩及大理岩
、

结晶片岩等
。

并有酸性和少量基性岩的侵入
,
由于岩石遭受强烈的构造 变 动

,

区域变质作用及花岗岩化十分强烈
,

对其原岩性质的分析一般较困难
,
根据化障亚曲地区大

理岩的存在
,

至少在这套深变质岩的东部地区
,

其原岩应为海相沉积岩
。

前震旦系在构造形态上构成晚元隆起的古老地块
,

上古生界 分布于西倾山的东南部李卡如山一带 , 北 部为双朋喜一石脑亥地区
,

以浅海

相碳酸盐岩建造为主
。

现分述如下
。

(一 ) 河南县李卡如山

1 、 泥盆系 ?

出露于待富松滩
,

露头不好
,

工作程度差
。

1 9T 0 年间
,

我们和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黄

南组的同志在测制剖面时
,

在待富松河北侧的深灰色块状灰岩地段
,
从转石中发现泡沫珊瑚

化石
,

推测存在中泥盆统
,

其上覆与下伏地层的关系都不清楚
,

2
、

石炭系

该系分布于李卡如山南坡
,

据古生物化石仅发现下石炭统
. 由于断裂的发育

,
地层出露

。

其岩性为暗灰
、
灰黑色灰岩

,
中间夹有黑色缝石绮核少圣假而状灰岩

、

黑色页岩
,

串全不

露厚度达 1 2 0 0米
。

在乌梯沟至待富松剖面上采到化石有 ,

腕足为 A
r g e n t i p r o d u 。 t u s m a r g a r i t a e s u s

G i g a n t o p ; o礴林 e t让` e ld o l b杜: 冬e 。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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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 g a n to p r o d u e t u s g i g a n t i u s ;

G o n d o l i n a
,

n a v i e u l a ,

F l u e t u a r i a 。

珊瑚为 Z a p h r e n t i t e s ,
S y r i n g o p o r a ;

5 i p h o n o p h y l l u m ;

C a n i n i a e f
. ,

C o r e i n q p h y l l u m ;

G a n g a m o P h jr l l u m
,

D i b u n o p h y l l u m ;

L i t五o s t r o t i o n ,

A u l i n a

D i p h了p il y l l u m

3
、

二迭系

本区仅见下二迭统
,

由灰白色块状灰岩
、

碎屑灰岩
、

含砾灰岩
、

薄层状泥钙质板岩及含

缝石 灰岩等组成
。

厚度约 2 6 0 0米
。

化石有
:

5 e h w a g e r i n a s p
. ,

C h u s e n e l l a d o u v i l l e i ,

V e r b e e k i n a e r a s s i s p i r a , P s e u d o d o l 10 1 i n a s P
.

,

N e o s e h w a g e r i n a e r a t i e u l i f e r a ,

N e o m i s e l l i n a s p
. ,

L e 己 l l a s p
. 。

在这套地层的上 部
,

还有一套为灰色薄层状泥钙质板岩
、

灰色灰岩
、

灰黄色块状碎屑灰

岩及少量而状灰岩和含隧石灰岩的地层
,

它与下部灰 白色块状灰岩呈整合关系
。

但未 曾采到

完整的化石
,

是否有可能属于上二迭统 ? 尚需研究
。

(二 ) 同仁县双朋喜

以郭姆喀一江里沟 (岗察背斜南西翼 ) 下二迭统剖面为代表
,

岩性特征下部为灰岩
,

中

部为粉砂质泥岩
,

上部为砾状灰岩及砾岩
。

岩相及厚度变化较大
,

尤 以砾状灰岩及砾岩表现

极不稳定
,

所见层数不一
。

反映了浅海及滨海交替动荡的沉积环境
,

沉积作用快
,

沉积物成

分复杂
,

表 明在早二迭世具有陡峻的海岸地形沉积的特征
.

到晚二迭世
,

这一带海水大部分

已退出
,

缺失上二迭统
。

然而在尖扎石脑亥一戈失河上游地区可见到在下二迭统上部有一层

残缺不全的灰黄色砂岩
,

虽其厚度仅 2 米
,

也未发现化石
,

是一种海退浅水的停积
,

它整合

在下二迭统之上
,

是否相当于晚二迭世之沉积
,

需进一步查证
。

就现调查程度
,

本 区多数为

下二迭统及下三迭统形成不整合的关系
。

青东中部地区
,

除上述两地分布上古生界外
,

其它广泛出露为三迭纪一套浅海相沉积
。

迄今区内仅发现中
、

下三迭统
,

而缺失上三迭统
。

中
、

下三迭统的累 积 厚 度 达 5 5 0 0一60 00
·

米
,

从其沉积建造及厚度上都具有相近地槽的特征
。

依古生物特征
、

岩性及建造
,

下三迭统

可分上下两组
,

组间呈整合关系
。

下三迭统下组 ( T : ’
)

:

为深灰 色粉砂质泥岩
、

硅化灰岩及粉砂岩夹长石石英砂岩等组成
,

厚度 18。。米左右
。

在同
,

仁县郭姆喀剖 面上采到菊石有
: L y t o p h i e e r a s s p

. ,
G v r o n i d a e g e n

· e t
· s p

·

i n d e t
·

,

O P il i e e r a t i d a e g e n
. e t

。 s P
。

i n d e t
. 。

下三迭统上组 ( T
: . ) :

青灰 色粉砂质泥岩
、

细粒长石砂岩互层 , 石英长石砂岩
、

泥质岩及 粉砂岩互层 , 薄层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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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岩
、

钙质板岩及条带状砂质泥灰岩等组成
,

厚度约 1 0 0 0米 (西部龙羊峡群上亚群海一曦户性

火山 岩及火山碎屑岩 )

二
’

、
·

在本组下部泥质岩中采到菊石
、

瓣鳃化石
: D ie n er oc er as sP

. ,
c 场 ar ia cf

.

w a n g’

C 1
. e f

.

g r i e s b a e h i , C I
.

e f
.

w a n g m i n o r
.

, p o s i d o n i a e f
。 ,

C i r e u l a r i s . ,

上部钙质板岩中采到
:

C o l u m b i t i b a e e f
. ,

C o l u m b i t e s
,

s p
· ,

? M
e e k o e e r a s s p

.
,

X e n o e e l i t e s s P
。 。

本区中三迭统仅发现下组
,

与下三迭统呈整合接触
。

中三迭统下组 ( T
: ’ ) :

按岩相可划分四个岩性段
,

由下而上为
:

T
: ’ 一 a

砂 板岩互层段
。

由灰绿色长石砂岩及灰黑色板岩组成
,

底部为 中 厚 层 状 砾 岩
,

厚度 7 7 5米
。

在板岩中采到 菊 石
: A r e t o h u n g a r i t e s ? I n u a l u t u s 火 o e l a d is e i t e s s p

。

i n d et
,

瓣鳃有
:

牛
.

L e p t o e h o n d r i a e f
, a l b e r t i i ( G o ld

.

)
。

T , ’ 一
b砂砾岩段

。

由灰色中厚层中粗粒长石砂岩
、

砂砾岩组 成
,

夹 少 t 板岩
,

厚 度 3 “

米
。

T : ’ 一 c 砂板岩互层夹灰岩段
。

由灰色中一薄层中细粒砂岩及灰 色板岩组 成
,

局 部 夹 块

状灰岩
,

厚度 1 1 0 6米
。

T
: ` 一

d砂板岩互层段
。

由灰黑色薄一厚层中粒砂岩及板岩组成
。

底部为灰绿 色 厚 层 状

砾岩夹砂岩
,

厚度 75 3米
。

在板岩中采到菊石有
:

H
o l l a n d i t e s e f

.
, V i s v a t k a r m a 。 ,

H o l l a e f
.

v o i t i
,

H o l l a e
f

.

a i r a v a t a
.

侏罗系

由陆相中性为主的火山岩系组成
。

分布于北纬 35 度以北的同仁兰采
、

泽库麦秀林场及朵

罗寺等地区
。

在曲勒海涌出露的火山岩中
,

出现很多岩脉等侵入体
,

沿侏罗系砂页岩层理侵

入
,

但 其矿物组合
,

结构构造上同安山岩相同
,

根据鉴定名为石英闪长纷岩
,

这种侵入形式

的岩脉和喷发的安山岩应属同出一源
,

本质上是统一的
。

这里有的同志把这种小 侵 入 体 称
“ 次火山岩

” 及 “ 潜火山岩
” 。

经各地测量结果
,

火山岩厚度控制为 1 4 0 0一 3 3 4 0米
。

其次为一套陆相沉积 的碎 屑 岩
,

零星出露于同仁牙浪
、

泽库曲勒海涌及达米塘等地
。

在泽库达米塘公路 以东
,

发现化石有贵

州假铰蚌
,

P s e u d o e a r d i n i a a f f
. ,

K w e i e h o u e n s i s
( G

r a b a u )
,

时代属中侏罗 世
。

该 地
一

的钻探资料
,

中侏罗统为杂色砂岩
、

砂砾岩夹细砾岩
,

偶夹少量砂页 岩 及 煤 线 ( 5 一20 厘

米 ) 组成
,

厚度大于 5 00 米
。

据钻孔岩心观察
,

中侏罗统为角度不整合在中三迭统之上
。

曲勒海涌的火山岩系中也出露一块小面积的中
、

下侏罗统含极薄劣质煤线的碎屑岩
,

在

页岩中采 yIJ :
C l a d o p h l e b i s s p

. ,
N e o e a l a m i t e s e

f
.

C a r r e r e i
。

白至系

为紫红色巨厚层砾岩
、

含砾硬砂质长石砂岩组成
,

分选性差
。

本系主要分布在同仁双朋

喜公社
,

泽库麦秀山及多禾茂等地
,

后两地都见有基性
、

中性的火山岩
。

下伏地层为侏罗系

绪灰色安山岩
,

呈角度不整合关系
。

, 2 3 气



秦三索

主要出露在各盆地的切割地带
,

各处岩性均相似
,

为砾岩
、

砂砾岩夹砂岩及粘土组成
,

偶央薄层石膏层
。

真中来见到岩浆活扮
,

同仁朗加河一带见有石英脉及方解石细脉穿插于砂

砾岩中
。

泽库擦迪 (茶卡盆地 )
,

下第三系中局部含有石膏
、

油页岩及粘土层
,

油页岩中产丰富

的化石
,

有茶宾子属
、

械属
、

红粉
、

紫荆荚果
、

大蚊科
、

泳虫春科
、

双翅目及短角类等
。

经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鉴定为
: R i b e s s p

. ,

A e e r s p p
. ,

S e q u e i a l o n g s d o r f s i h e e r ,

C e r e 15 m i o e h i n e n s i s h e t e t i p u l i d a e g e n
。 e t s p

.

n o v .

N o t o n e e t i d o e g e n
。 e t s p

. n o v .

办 i p t e , a .

B r a e h y e e r a .

据大蚊科新属新种来看
,

其时代应属早第三纪
。

第四系

区内分布广泛
,

沉积物 类型较多
,

主要有冲洪积
、

残坡积
、
湖积

、

风积
、

冰川堆积及成

因不叻的粉砂状黄土层等
`

二
、

构 造 运 动

…
l川」

青东中部地区的构造运动
,

具有明显的多旋回牲的特征
。

从地质力学的观点研究
,

任何梅

造形迹
,

都包含着压性
、

张性及扭性的变形作用
。

构造运动而形成的一系列构造形迹 的机理

是 :
有压必有张

,

压而褶
,

褶至冲 , 有张必有断
,

断而降
;
有扭必有转

,

扭来自压
,

压而不

衡必要转
。

所以受地应力作用的岩石基本上有压
、

张
、

扭三种因素
,

三者绝无绝对的
“

纯
” 。

本区盖层地质构造现象
,

发迹于海西运动
,

经历了印支
、

燕山
、

喜马拉雅运动
,

而近代

地质史中的新构造运动仍蔚为大观
。

(一 ) 海西运动

自泥盆纪起
,

至二迭纪止
,

在这段地史过程中
,
以地壳下降海浸始到地壳回 返 海 水 退

出
,

褶皱造山而告终
,

整整经历了晚古生代海西旋 回
。

沉积有海相泥盆系 ?( ) 石炭系及二

迭亲
。

构成现代青东中部南北两个晚古生代隆起带
,

南部为河南李卡如山
;
北部为同仁双朋

喜
。

早期及中期海西运动
,

由子河南待富松滩分布的泥盆系 ( ? ) 出露零星
,

广布第四系
,

来直接观察到与上覆石炭系之向的关系
。

而上右炭统及下二迭统之间
,

又为断层关系
,

因此
_

对它们的表现及影响还很不清楚
。

晚期海西运动
,

从南北两地的二迭系及上复下主迭统之间的不整合关系
,

以及下三迭统

底部的底砾岩
,
证实晚期海西运劫的存在

。

(二 ) 印支运动

晚二迭世末至早三迭世前
,
地壳构造运动童新并始了另一次 的活动里程

,

以地壳下降为
、

新的起点
,

形成为海槽
, 使早三迭世起开始海浸

,

海水 由南而来
,

直至北部前震亘纪古陆之
_

` 落盛 ,



南缘
,

然后转伸向西部
。

本区以复理石为代表的槽型沉积建造出现
,

至青海西部地区
,

则为

台型沉积的性质
。

中三迭世起
,

海浸达到了高潮阶段
,

在尖扎康家一带
,

早三迭世时
,

前震旦纪古陆南缘被海

水所漫浸
,

其间还残留一些零星露出梅面朗陆岛
。

而至中三迭世
,

海面继续扩张
,

海水继续

上升
,

淹没到了前震旦纪的陆岛之上
,

如康家的香阿洞地区
,

中三迭统香阿洞组 ( T
: x )

,

为直接不整合沉积在前震旦系之上 (图 1 )
。

爵 图 1 中三迭统香阿洞组不整合于前

震旦系
:

录浪群之上

T : x 一砂岩
、

板岩
、

灰岩夹砾岩 及 粉

砂岩
;

A N z
一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

晚三迭世
,

地槽最终褶皱回返
,

其证据是泽库曲勒海涌一带
,

中三迭统及中
、

下侏罗统

碎屑岩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

根据地表观察及钻探资料
,

在中
、

下侏罗统底部都存在底砾岩
,

厚

度 40 余米
。

砾岩中的砾石成分主要是三迭纪的沉积岩
,

为地槽回返后
,

遭受剥蚀风化堆积而

成
.

随着海相沉积的结束
,

进入了剥蚀作用的地史阶段
。

当时 的岩层褶皱
,

由于受北部前震

旦纪古老岩块的影响
.

使三迭系褶皱受到无可 匹敌的阻挡作用
,

所以北部三迭系 比南部褶皱

及挤压程度强烈得多
,

同样也决定了北部的岩浆活动条件比南部为优越
。

从褶曲和断裂等一系列构造形迹上
,

表明地应力的方向先是近南北向的压性应力作用
,

形

成主体为近东西走向的复式挤压带
,

即褶曲轴向及断裂的走向皇现近东西向的构造带
。

其次

的张性裂面
,

则为近南北方向
。

斜交挤压应力方向的两北东
、

北西向张扭及压扭剪切裂面
,

规模虽小
,

却已星罗棋布
。

近东西向既构造带控制着岩浆活动及成矿带的展布
。 一

而近南北向及北北西向的构造带
,

翔往往控制矿床或矿体的生成
。

青东中部
,

在北纬 34
“

4 0’ 一 3 6
。

区间内
,

呈现近东西向及北西西向的 断 裂 有 十 余
一

条

(图 2 )
。

北纬 3 5’ 20
,

以北地区的近东西向断裂大多控制 了岩体
,

并对后 来 的 应 力 作 用

十分敏感与活跃
,

表现出张和弛的多旋回性
,

有的发展成为悠久的强烈构造带
。

由于其规模

大
,
构造形迹的全貌尚可辩别

,

仅在第四系发育的地段存在错落不齐的情况
。

主要断裂横亘区内的
,

由北向南有
:

1
、

唐乃亥一纳棍断裂

此断裂在东经 1 01 度两侧呈东西方向分布
,

向东在茫渠上游受莫曲河 南北向的断裂干扰
,

而失去 了连续性
,
稍东被夏琼岩体代替

,

并受隆务河南北向断裂的影响转为南东东向延伸甘

庸
。

长度达 20 0公里以上
,

为一典型的东西向压性逆断层
,

断面向北倾
,

倾角为 70 度左右
。

控制了燕山期的岩浆岩及多金属成矿带
,

巳知受此断裂控制的矿产有西部的唐乃亥黄河东的

铅
,
锑等矿 , 里中部有铂

、

锡
、

铜
、

铅
、

锌等矿
,
东部有纳棍附近的铁

、

铜
、

汞等
。

见
、

成什安吮多哇断裂
,

.
_

该断裂在大区域上有
“ 固川大断裂

”
之称

,
规模大

。

李着显在他的军试谈
“
板块构造协

才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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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质构造简图 (1 / 1 00 万 )

1一冲洪积
、

残积
、

风砂层 , 2 一古冲积
、

湖积
、

洪积 , 3 一未分的第三系 ,

4 一杂色
、

紫色砂砾岩
、

基性火山岩底部砾岩
, 5 一杂色砂岩

、

页岩
、

夹 煤 线
,

底 部 砾

岩 , 6一中
、

中酸性火山岩
、

砂岩
,

底部砾岩
,
顶部夹砂岩

、

页岩及煤线 , 7 一砂岩
、

板岩夹薄层灰岩 ; 8一砂质长石砂岩夹板岩 , 9 一板岩与砂岩互层
,

夹薄层石灰岩与硅

质岩
,

10 一结晶灰岩
、

生物灰岩夹砂岩与板岩 (西倾山区 ) , 大理岩
、

红柱石砂岩 (同仁

区 ) 钙质砂岩
、

含砾灰岩
, 11 一云母石英片岩

、

云母角闪片麻岩
、

花岗片麻岩夹大理岩
、

石

英岩
,

12 一花岗岩 , 13 一花岗斑岩
,

14 一花岗闪长岩 , 15 一 闪长岩
,

16 一中性喷

发岩 , 17 一实测与推测逆断层 , 18 一实测与推测性质不明断层 , 19 一推侧复盖层以下

的断层线
;

20 一地质界线
、

假整合线与不整合线

, .

2 .6
。

目



尸

一文中
,

`

所提到
“ 秦岭北侧有一个大断裂

” ,

我们认为就是此条
一

断裂
。

在东经 1 02 度附近
,

受多禾茂及多福顿两条近南北向断裂的干扰
,

使官秀寺至多福顿之

间断线被割裂
,

向北移动
。

断裂向西至 巴水上游
,

由于北侧广布第四 系
,

显示不好
。

1 02 度

以东至多哇一带出露较为清楚
,

性质属高角度的压性逆冲断裂
,

断面向 北 倾
,

倾 角 70 度 左

右
。

断裂带宽度由数十至数百米
,

其中成分复杂
,

有角砾岩
、

糜棱岩及熔岩角砾岩等
。

断裂

两侧岩浆活动频繁
,

凡与此断裂在同应力场之下所造成的次一级近南北向
、

北西西及北东东向

等裂 隙构造 中
,

大多已被各种脉岩所充填
。

在断裂北侧有以中性为主的火山岩及脉岩
,
南侧

均 以脉岩出现
,

有苦橄纷岩
、

橄榄辉长纷岩
、

闪长纷岩
、

石英闪长岩及长 英斑岩等
,

可谓屡

见不鲜
,

已知多金属铜
、

铅
、

金
、

银及汞等矿化亦并蓄综多
。

根据重砂 资料已发现的铬
、

镍

等线索
,

对进一步寻找 与超基性岩有关的矿种是值得注意的
。

3
、

中铁一泽库断裂

呈 以东西走向的逆冲性质出现
,

断面向南倾
,

倾角 65 度
。

对控制本区地质条件具有明显

的作用
,

断裂北部岩浆活动剧烈
,

地质作用错综
,

后 期构造变动干扰明显
,

内生成矿作用突

出
。

而在断裂的南部却相反
,

尤其岩浆岩的稀落与消失很明显
。

已知该断裂控 制 着 以 汞
、

锑
、

金为主 的成矿带
,

已发现的汞
、

金等矿床是赋存在与此断裂有关的
,

呈近南北向的次一

级张性为主的裂隙带中
,

并出现在断裂的上盘
。

4
、

玛沁一河南断裂

在河南至什藏寺一带断线呈东西走向
,

向西至玛沁呈南西走向
,

经玛沁后转 为 向 南 弯

曲
,

形成反
“ S ”

形的扭曲形态
。

从河南以东受南北向的断裂干扰后
,

至延 巴沟 断 线 呈 南

东走向伸向甘肃
。

断面向北倾
,

倾角约 50 度
,

性质可能为压性逆断裂
。

在断裂的东部上盘有

汞矿的线索
。

5
、

李卡如山断裂

该断裂呈不规则的向北扭曲形状出现
,

形成河南李卡如山晚古生代的尖嘴状隆起带
。

向

西与东倾一阿米山断裂相交
。

断 面向南
,

倾角约60 度
,

为逆断裂
。

6
、

东倾一阿米山断裂

该断裂 长度甚大
,

在东倾以东
,

断线向南北来 回扭曲
,

至东倾以西
,

断线呈北西向延伸
。

在玛沁南断裂的南侧发现有小型的超基性岩线索
。

断面向北倾
,

倾角约 60 度
,

为逆断裂
。

7
、

西库平断裂

断线呈北西西向
,

向西与东倾一阿米山断裂相交、 断线 以南为下二迭统
,

向北逆于中
、

下侏罗统之上
。

断面向南南西倾
,

倾角 50 一60 度厂为逆断裂
。 ’

总上所述
,

印支运动形成的近东西断裂
,

性质上属于压性应力造成
,

具有高角度逆冲性

及逆性的特征
,

断线长
,

断裂宽度不等
,

有的破碎带地段遭受风化剥蚀作用形成负地形
,

堆

积了巨厚 的第四系沉积物
。

·

“

(三 ) 燕山运动

这期构造运动具 育继承印文运动的特征
,
并未形成明显的构造带

。

所不同的 是 侏 罗 纪

时 ,
本区以强烈的陆相火山喷发及岩浆侵入活动出现

,
火山喷溢活动范 围 在 北 纬 35

O

l 0’ 一
`.,̀̀t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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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内
,

约以东径 10 扩
,
北维 3 5 . 3旷为中心

,

早期
一

以安山岩为汽表
,

撰带有少量关
安岩出现

,
后斯以中性

、

中酸性及酸性岩浆岩侵入
,

岩浆活动及其侵入地比亦在其先的火山

喷发的中心地区
,

因而证实这一地区是构造变动最剧烈 的地带
。

目前对燕山运动的研究
,

尚须涉及到关于
“ 河西系

”
构造是否在 白坚纪形成的何题了 我

们认为按形成构造体系的力学性质和其机理作用
,

在中三迭世至晚三迭世的印支运动形成进

东西向构造带的同时
,

也已产生 了张性的南北向构造带及压扭性的北西
、

北东向两组派生的

构造带
。

至白至纪燕山运动晚期时
,

构造变动的应力仅符合了
“
河西系

” 构造带的方向
,

首

而继承与发展成
“ 河西系 ” 的构造带

。

但总的来说
,

对
“
河西系

” 构造带的形成
,

至今还不

甚明了
,

是需继续研究和探讨的地质构造间题
。

(四 ) 喜马拉雅运动

这是一次规模巨大
,

波及到我国辽阔地区的地壳构造运动
。

它具有新生性构造的性质
,

在青东中部表现为地应力作用方向转变为东西方向为挤玉力
,

以新的特点及内容改造了老曲

构造带
,

最明显的是发展成一些南北走向的强烈挤压构造带
。

使侏罗系
、

白里系的陆相沉狡

物遭受挤压作用
,

在构造上打通了近似平行经度线的一系列断陷盆地
,

形成
一

区域性的近甫北

向的长坳
。

白圣系形成短轴背斜
、

迭瓦状冲断层
。

盆地东西两侧的中三迭统逆冲封白圣系之

上
,

使两侧地形高度大增 (图 3 )

图 3 多禾茂公社北侧白里系盆地剖面
K “
一紫红色粗粒砂岩与砂砾岩 ,

K
’

一紫红色砂砾岩夹安山岩 ,

b一灰绿色泥板岩夹中细粒石英砂岩 ,

a
一灰色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夹泥灰岩

,

粉砂质板岩

第三纪前
,

有基性
、

中性火山岩喷发
,

但其规模较小
,

都分布在白里系之中
。

.

泽库麦秀
山及多禾茂等地的白垄系中皆有间隙性喷发的玄武岩及安山岩

自上新世始
,
构造运动渐趋强烈

,

使曾经一度稳定的地区重新再现其活动性
,

构造运动

应力方向的改变
,

使原来若干下降的地区至中新世之后转变为隆起
,

而近南北向的构遭带地

区
,

则相对地下降
,

地形的变化影响了晚第三纪后的古地理与其以前大不相同
。

从东经 1。。 .

一 1 0 2
’

3 0
’

区域内观察
,

有追踪裂隙形成 的南北向黄河 , 贵德的莫曲河盆地 , 1 02 度线附近脚



幢务槽状断裂盆地等
。

这些近南北向的构遭盆地
,

平均海拨性台协心雏性右
,

身其娜度灰净拨

高程
,

巳属高寒地区
,

但其地理 上呈南北方向雇布
.

在求西两嘛有与盆地柑率行的构造性群

曲作为屏障
,

盆地中受高原季节大风的影礴较小
,

因之霜冰
.

解七6箕邻因要短
, 四季气盆赤较

高
。

加之地表水系发育
,

有水量充沛的南北向主流
,

又有纵横交错时丈流
,

地下水也很丰抓
阔 而对发展农林牧业是大有前途的

。

新构造运动
,

受位于北纬 35 度线上的中铁一泽库断裂的树约 ` 上新
!

世 时
,

北 纬 35 度 的
,

同德小坂山至泽库卡库尔一带剧烈升起
,

形成为南北两区的分水岭
。

并使北纬 35 度以北地区

地壳不断上升
,

原来的开阔缓坡
、

河谷
、

构造盆地等重新
“
回春 ,, , 赞新维的河 流 坡 度 加

大
,

流速加快
,

并不断加剧向下切割基岩的作用
。 、

如主要水系、隆务何
、
莫曲河、 羊智河及兰

采河等
,

都呈现
“ v ” 字形的峡谷

,

可谓峡谷深涧
,

峰密迭岭的地缴 上升作用也表现在形

成古老剥蚀面
、

山前梯地
、

深协冲积渝及河流的袅夺等方面 ( 每诬
1

、 :

粉加
。

俄日家

乃壳工吐
、

图 4 尖扎县乃空赎妻化渗县皿曲合淆翻酥
(新 构造运动使黄河大断裂再度复活

, 衬 :
岩层时距约谁公里策 )

N :
一砖红色砂砾岩乡 E : , :

紫一红色砂砾岩 , T
。

一砂岩夹板岩 多

A N Z一黑云斜 长片麻岩

_ _ 早 更姗 世 , 俘一一
从相 。 上升区

厉尸

北纬 3。度以甫地么 地苦会显得处于相对稳走的阶段
,

呈礴
“
老年期

”
为特点的剥蚀低高由区的地貌景砚

.

区内有近北时
西向分右角勺延巴河及待幽啪摊等平缓而开阔的高像画何戮地

,

徘徊的扎曲河亦为~ 例
、 一

图 。 现代隆务河 (主流 ) 育写世溶时
丁

(支流 ) 流向柑岌
`

尸|丫凡罗卜曰

河分

今l

卜一现代河溉甸
.

刀一一
互更翻仁: ,

了 少,.

立 尹 :.
’

三
、

,

关于青本平部大地构魂幕私岭划分

一个地区的大地构造单兄幼努; 卖除王是斟
地咸稗擎缘合拼究的总和

,

构造草完对拼

究成矿规律及指导矿产普查
、

勘探都具有无可置疑的意义
。

诚然
,

正确地发映大榭构 造 单

无
,

必须经过广大地质工作者长期的生产斗争粗科攀类软分能邃步地认讥逸种客观事物的规

。
,

密
。 `



律性
,

并在指导生产实践中不断证实是符合于辩证唯物论的自然科学依据
。

关于青东中部大地构造单元的认识
,

巳有一段较 长时间的认识过程
。

早在一九五五年
,

在本区进行地质调查的地质工作者
,

曾用过
“ 西秦岭北缘之西延部分

”
一名 (黄南地区地质普

查报告 1 9 5 5年 西北地质局 郭 洪 )
。

尔后的地质工作者
,

又采用过不同的名称
,

如 “ 青南三

迭纪地槽
” 、 “

黄南三迭纪复向斜
” 、 “ 松潘甘孜三迭纪褶皱带

” 及 “ 化隆古陆之南缘
” 等

等
。

固然这些名称各有其认识上的原因
,

更主要的还是受当时地质调查研究程度的局限性所

致
。

对地槽区划分大地构造单元的依据
,

主要应以地槽总的发展史及构造带的特 点 作 为 准

则
,

研究地哀回返前
、

回返时
、

褶皱旋回时期以及回返后的各单元构造特点
。

青东中部的地质史
,

从晚三迭世起
,

地壳回返
,

海相沉积结束
,

开始褶皱造山
,

并产生

中生代主体为近东西向的构造带
。

侏罗纪
,

岩浆岩随北纬 35 度以北地区内近东西向构造带活

动
,

局部沉积有陆相的碎屑岩
。

白蛋纪至第三纪为陆相沉积
,

大多分布于南北 向的断陷盆地

中
。

第三纪喜马拉雅运动形成了新 的南北向构造带
。

此外
,

还存在北北西向的
“ 河西系 ,, 直

线扭动的构造带
。

从邻区的西秦岭
、

巴颜喀拉
、

柴达木及祁连山等四大构造单元的性质进行对比
,

在地质

史和构造特征等方面
,

青东中部和南部 巴颜喀拉山印支地槽在性质基本上相同
,

它们在地洼

中都有三迭纪的沉积
,

地槽回返都在晚三迭世
。

根据以往有关单位对本区构造单元的划分与对 比为
:

青青海省地质局第一区测队队 地质科学院院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

巴巴颜喀拉山——
松潘甘孜褶皱系 ( 1 ))) 昆仑 山褶皱系 ( 1 )))

西西秦岭褶皱系 ( I )))))))

西西倾山褶皱带 ( I ))) 巴颜喀拉摺皱带 ( I )))))

显然
,

以上各划分的构造单元
,

是包括一定的区域范围
。

结合青东中部的地质构造特点

及地理位置
,

我们建议划分如下
:

青东中部印支地槽褶皱系 ( 1 )

同仁三迭纪优地槽褶皱带 ( I :
)

西倾山东南部三迭纪冒地槽褶皱带 ( I :
)

I 级构造单元以北纬 35 度作为分界
,

( I
: ) 北至化隆晚元隆起的南缘止 , ( I :

) 南至

积石山主脊北缘止
。

由于缺少航测资料
,

故对构造单元的确定仅限于对地质史的方法基础上

进行
,
难免没有问题

。

本文编写仓促
,
更限于我们学识浅陋

,

错误之处
,

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二 3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