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均一性
。

2
、

渭河盆地构造线方向主要受北西
、

东西
、

北东向控制
,

该 区重力
、

磁力异常也正好

反映出这一特征
,

与区域构造相吻合
。

3
、

在盆地内
,

东西向构造线控制面积较大
,

且起主导作用
。

西安凹陷
、

固市凹陷南部

以及西安凹陷北部斜坡地带
,

主要构造线方向为东西向
。

其东西向断裂的断距大
,

活动延续
.

时间长
,

具追踪断层特征
。

在深凹陷区
,

则被东西断裂受其相同压力而产生的
“ X ”

型断裂

所控制
,

这种
“ X ”

型断裂对表层构造和油气的聚集均起一定作用
。

4 、

由于盆地基底的不均一性
,

则对其上覆地层的沉积起着控制和分割作用
。

如 果盆地

内有中生代地层沉积
,

也将分割成东西向块状分布
。

5 、

结合地面泉水分布情况
,

多数温泉均与东西向断裂有关
,

是否它们具有成生 联系
,

尚值得注意
。

棍杂堆积与青海南山地区的二叠一三叠纪地层

西北地质科学研究所第三研究室 夏元祁

板块构造学说的问世
,

使人们对若干地质现象有 了新的认识
,

作为板块运动特征之一的

棍杂堆积
,

是大陆地质工作者需要十分重视的一个对象
。

1 97 2年 9 月李春显在《试谈
“

板块构造
”
万一文中

,

曾提到西秦岭 自甘肃临潭
、

合作向西到

青海玛沁
、

花石峡一带
,

可能存在石炭
、

二迭
、

三迭系混杂堆积
。

这里通过 目前掌握的有 限

资料
,

谈谈混杂堆积的概念 以及对其地质意义的初步认识
,

同时介绍一个可能属于混杂堆积

的现象一青海南山地区的二迭
、

三迭纪地层
。

板块构造学说近年来在我国进行了介绍
,

目前基本上还是处在传播阶段
,

很需要进行一

些必要 的探索和研究
。

过去在区域地质工作中有关板块构造现象资料的收集
,

对于我们现在

的分析和综合工作
,

显然是不够的
。

不过
,

大量的实际资料仍然是区域地质学和大地构造学

研究的宝贵财富
,

使我们有可能用板块构造学说来探索某些地质现象及其内在联系
。

应该 指

出的是
,

这种尝试
,

目的在于将板块构造学说与我国大陆的地质构造研究结合起来
,

也是一

种实践
。

因此
,

尽 管是一些极不成熟的想法
,

还是傀出来共同讨论
。

(一 ) 混杂堆积的概念

混杂堆积是板块运动的产物
。

国外文献上用
“ M 6 lan ge

” (法文 )表示
,

早在 1 9 1 6年

格林利 ( G r e
en l y ) 研 究 英国威尔土安格耳西岛地质时即用

“ M 亡 aa n g e ”

一词描述前寒

武纪蒙诺杂岩
“

格乌纳群
”

中的构造混杂产物
, 1 9 6 8年徐锦华研究北美西部地质时引伸了这一

概念
,

以示与英文 C o m lP
e x (杂岩 )的区别

,

后来板块构造学说 问世
,

不少人就将 M
,

6 al n ge

代表板块俯冲带上一种构造混杂堆 积
,

而 C。

帅犯
` 则常指岩 浆 杂 岩 或 变 质 杂 岩 体

。

气 4 0
,



1 ` 7 2年 2 4届 国际她质会议上 K
a了把他的 D u n 之 g e c o m p l e x 也改作 D u n a g e

一

M 6 la n g e 。

, 9T : 年 1 月尹赞勋在 《 板块构造简介 》 中称之为混杂岩
, ; 97 2年 9 月李春显在 《

执淡 板 块

构造 》 时译成棍杂沉积
,

其后又改为混杂堆积
,

他们认为混杂堆积的含意是
: “

在二大套混

杂岩中
,

可以看到好几种成岩环境截然不同的
、

成分截然不同的
、

原来 相距很远的沉积岩
、

岩

浆岩和变质 岩
,

卜

紧密地而又极端混乱地挤压在一起
。 ” 这是 “ 在俯冲带上

,

把不同环境的沉

积
,

不 同成因的岩石
,

挤压搅拌
,

破碎穿插
,

制造出来一种最混乱
,

最复杂的混杂岩体
。

”

它只限于一种构造作用的棍杂堆积
,

仅指板块`运动的结果
,

是不同时代
、

不同性质的岩石堆

积在一起的现象
。

此外
,

徐锦华还指出
:

M 6 a1 n ge 一词应专指构造上的混杂
,

完全因沉积 作 用

而引起的棍杂体应该称为
`

滑来层
’

( o1 污 t os tr o m o s )
,

这是 由未固结的沉积物经水底滑

动而产生的
。 , `

可 以认为
,

确定棍杂堆积的关键
,

应该是 区分这种堆积的主要成因是由于内动力的构造

作用
,

还是外动力的搬运作用
。

所谓内动力构造作用
,

即指板块之间的相对运动
,

如俯冲
、

仰冲
。

而外动力搬运作用
,

例如沉积砾岩中可以有极为复杂的不同时代
、

不 同性质的砾石
,

它们是由于风化
、

剥蚀
、

流水搬运堆积在一起的
,

显然我们不能认为它 是
“ 混 杂堆积

” ,
再

如火山碎屑岩中
,

也可以包含相当数里的其它陆源碎屑成 分
,

当然也不能把它称做 a 混杂堆

积 ” , 另外在构造作用 中
,

通常的断层角砾岩仅仅是一种与局部构造有关的现象
,

自然便于

区分它
。

而
“

飞来峰
”

可 以是逆掩断层造成的
,

这种情况有些复杂
,

不一定能叫做混杂堆积
,

也不一定与板块的俯冲和仰冲有直接的联系
。

但是西藏高原西南部的外来岩块可 以形成面积

超过十平方公里的
“ 飞来峰 ” ,

而且在喜马拉雅山南坡从克什米尔
、

西姆拉一带
,

二迭纪到

白至纪的地层馄杂在一起
。

这可能是由于古地中海的逐渐闭合
,

印度板块与亚洲板块相撞
.

前者继续 向北俯冲
,

后者则一面阻挡一面向南仰冲
,

巨大的地慢动力必然造成由北向南的迭

瓦状推复构造
,

而同时地缝合线上就出现了所谓
“ 当地岩块

” 和 “
外来岩块

” 极为零乱的堆

积
。

由于它的分布呈一带状出现
,

仅上述地区就有数百公里
,

不是一个局部的现象
,

因此这

样的
“ 飞来峰

” ,

可能就是与板块构造有关的地质现象
,

也是一种棍杂堆积
。

徐锦华 1 9 C8年在
“
棍杂堆积原理及其对解释佛兰西斯堪一诺克西维耳组反常 现 象 的 意

义
”
一文中

,

主要从地层学的观点和地质填图及表示方 面提出了混杂堆积的五条原则
,

为了

说明问题
,

这里在引用五条原则的同时逐条进行 了解释
,

以供

1 、

棍杂堆积区的地质填图不能以地层连续性的假设为基

作
,

地质上沿地层走向的推断应该是十分慎里的 ,

即在棍杂堆积岩系地区工

2 、

棍杂堆积的地层层序不能建立在正常叠置的推论上
。

这是说地层层序的新老关系
,

在棍杂系列中上覆层序的时代可能老
,

而下伏层序反而可能新
,

3
、

根据棍杂堆积中所 获得的最老的化石和最新的化石来确定沉积时间的界 线 是 错 澳

的
。

由于棍杂堆积可以是跨系的地层混杂在一起厂人布〕常常可毋在一套地层中找到时代差距

很大的不同时代的化石
,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按照新老化右时代的界线来确定这套堆权
·

的时代界线
。

举个例子来说
,

可以有石

这套地层的时代笼统地划为石炭一二迭

炭纪的岩块握杂进去了 ,

冬的岩块和二迭纪的岩块在一起握杂
,
我们不能把

,

地层
料

的时代亨能只是于洛钾
,

只
`

不过 有 石

二 4 1
. ,



4 、

混杂堆积的岩层与其上复或下伏岩层的关系
,

可以是沉积接触也可以是错断接触
。

这是因为混杂堆积是一种构造混杂
,

加之后期构造作用的影响
,

所以其接触关系可以有不同

的形式 ,

5
、

混杂堆积某一岩层的上覆地层在某一处是原地的而在另一个地方则可能是外来的
。

这可 以从走向及倾向变化两方面来考虑
,

即岩层在某一段其上覆地层是连续沉积
,

而沿走向

的另一段上覆地层则为外来老的岩块所覆盖
。

现在
,

我们结合板块构造学说的观点
,

可以对混杂堆积归纳出如下几点认识
:

1
、

必须有不同时代
、

不同层位岩石的杂乱堆积
,

这表现在岩性组合上
,

也可以表现在

不同时代地层及化石种属的混乱上 ,

2 、

混杂堆积的某一 岩层单元沿走向及倾向的变化十分剧烈
,

可以变为时代不同
、

岩石

类型截然不同的沉积岩
、

变质岩
、

岩浆岩
。

新的地层可以为老地层所覆盖
,

而不能成为地层

倒转或逆掩断层的依据
,

其接触关系可以是沉积接触
,

也可以是断层接触 ,

3
、

混杂堆积是板块运动的结果
,

是由于板块的俯冲和仰冲造成 的
,

其分布应该是区域
布.

性的
,

大致平行于古板块之间的褶皱带呈带状延伸
,

局部的混杂现象不一定与板块构造的运

动有关 ,

4
,

由于地质背景及其发展历 史的复杂性
,

不同地区的混杂堆积在混杂成分
、

混杂程度

等方面
,

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

5
、

关 于混杂堆积的时代在整个造山运动时期中的位置
,

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
。

总之
,

要确定一个确切无疑的混杂堆积现象
,

必须从区域地质多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考

虑
,

随着陆地古板块探索工作的开展
,

内容将会逐渐丰富
,

对其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

(二 ) 青海南山地区的混杂堆积现象

本 文述及青海南山地区的二迭一三迭纪地层
,

分布于天峻山一关角日吉山一 橡 皮 山 一

带
,

总体走向北西西一南东东
,

向西可能延至怀头他拉
,

向东可能延伸到倒淌河 (图 1 )
。

区

域构造位置属于李四光提出的祁吕贺山字型前孤的西翼南缘
: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 9 5 9年

《中国大地构造纲要》一书中划为青海南山槽向斜
;
地质科学研究院 1 9 6 2年

“
中国大地构造基

本特征
” 的总结中

,

则认为该区仍属南祁连褶皱带的东延部分
。

田
,

农吸位 皿示您田 《术灰睁李 )

1 : f 0 0 万

一盆九日言山

绮
爪 图 1 交通位置示意图

、魄聋

套许讨 践
遨旅们肠

` 柯

z ~ 飞 j 翔吧.

商 摇麟 ~ 诚

拜》 又 之 / 夕
哭犷〕 \ 以不一 甲



文中有关实际资料主要来自青海地质局区测队坤 6 8年 以前侧编的 1
、 ,

.

豹万天峻幅
、

乌兰

幅 以及 l :

10 。万西宁幅的地质图说明书
,

这里仅作扼要的 介绍
。

本区二迭一三迭纪地层中以含有若干层所谓
“ 灰岩砾岩

” 和 “
灰岩兔砾岩” 为其特色

,

这是一些经过运移
,

砾石均为灰
.

岩而胶结物也以钙质为主的岩石
。

由于其砾石与胶结物不易

尽分 , 常被人们认为是一般的卒岩或同生砾岩
, 而且某些砾石呈巨大的布灰岩块出现

,

人们

往往 以为这是一些同生夹层或原生透镜体
。

这些灰岩的砾石和团块中含有较老时代的化石
,

地层时代曾划为泥盆一石炭纪或石炭一二迭纪
。

开展区 域地质测量工作 以后
.

对地层的结构

构造有了进一步的观察
,

采到 了更多化石
,

时代问题随之有了新的认识
,

为了区别于同生的

砾状灰岩或角砾状灰岩
,

因此进行 区域地质调查的同志另起名为灰岩砾岩或灰岩角砾岩
。

主

要混杂情 况分述如下
:

l 、

关角 日吉山一橡皮 山一带中三迭世地层
。

其中
一

厚层块状灰岩砾岩和灰 岩 角 砾 岩
,

厚度 从几十米到几百米不等
,

岩性为浅灰一灰 色
,

砾石全为各种不同颜色
、

不同 结晶程度
、

不同结构
、

不同成分的灰岩组成
,

分选性极差
,

细一巨砾均有
,

砾石磨 园度为半滚园到梭角

状
,

胶 结物为细粒致密灰岩及含泥质灰岩
,

胶 结类型不定
。

这套地层的岩相变化很大
,

砾石

和胶结物不易区分
,

砾石含量也或多或少
,

不但可 以从灰 岩砾岩 (或灰岩角 砾 岩 ) 相 变 成

一般灰岩
「

,

而且各种岩性都可呈相变关系
,

如砾岩可相变为钙质砂岩及板岩
。

砾石中含有丰

富的二迭纪化石
,

有时在钙质砂质板岩中
,

可以见到巨大的灰岩砾石团块
,

好象是原生透镜

体或夹层
,

其中也含二迭纪化石 (图 2 、

图 3 )
。

.
2 中 兰登世任老

、 砂心
、

暇奋三者住水 平方向互文

巴Z 砾启 任羹到 砂含 l鑫到板者

色玉〕 灰岩二幼及通镜浓

(原图取 自青海省地质局

区域地质测量队七分队 1 :
20

万天峻幅报告书一分册
,

图名

及图面花纹是原来的
,

本文增

加了图例 )

目
了 中三公公仍质砂启与州启砚潜

仁水平 方向具互食关傲

〔习 妈质砂者 匹习厌盈舀攀

由图
,

2 所见
,

砾石迅速为砂岩或板岩所代替
,

而且砾岩和板岩中都含有时代较老的灰岩

透镜体
,

其大小可达数米 , 图 3 中灰岩砾岩与钙质砂岩之间
,

有明显突变的现象
。

2
、

橡皮山晚三迭世地层也含有厚—
巨厚层状灰岩角砾岩

,

砾石成分同样 由各色灰岩

组成
,

胶结物为细粒致密不纯灰岩感钙质石英粗砂岩
。

除灰岩角砾岩外
,

这套地层中还有砾石成比较复杂的中厚层一 巨厚层状砾岩
,

砾石以各

种不同的灰岩为主
,

·

含有都分石英
、

暗灰色硅质岩
、

砂岩
、

板岩的砾石
,

偶尔还可 以见到稚

岚岩的砾石
。

这是尸些无分选性
、
也无定向排列

、

磨园度也很差的杂乱堆积
,

砾径一般 3 ~

加厘米
,

大者匆厘米
, 、

有琳住木稗奔
.

我团块直径可达数米至数十米
.

这套地层时代过去长期争稗不雄解诀
,

早年曾在橡皮山南坡发现过泥盆纪化石
。

此后中国

科学院兰州地质室在橡皮山测得剖面
,

大致在其下部层位采到 T ar al le loP or 砰印
·

、 中部采到

典 . 谊̀ t i e a

砂
. ,

F a v o s i t 。 ` 即
, 。 s y r i拜 g卯。 ` a

、

。 p
. ,

A o b l y f a e l l a s p 、 , A卿
a h i卯

r a 即
. ,

上



部采到 m At hi for 台 s p
.,

A e t i n o s t r o m a s p
. ,

C h o r i s t r t i s s p
. ,

B r y jo a u s s p
.

,

还 发现过

一些蜓科化石
,

因此将其时代定为石炭一二迭纪
,

认为下部可能包含泥盆系
。
1 96 3年青海 区 鳅

队在上述相同剖面位置工作
,

在相当其下部可能属于泥盆纪的层位巾采封 N eo
s c h w a

罗
r i o a

s p
.

M 1s e l l i n a s p
.

,

中部采到 N e o s e h w a g e r i n a s p
. , S e卜w a g e r i n a s P

.
,
Y a b e i n a s p

. 。

上部采到 S u m “ r i n “ s .P
,

林而划为石炭一二迭系
,

认为泥盆系存在的可能很小
.

1 6 6 5年 以

后随着 1 :

20 万区测工作的开展
,

青海区测队七分队在中三迭世地层之上的砂岩 中 发 现 了

N oe ca la m i et s 印
,

,

肯定了橡皮山的地层大部分新于中三迭世
,

自前定为晚三迭世的沉积
。

晚三迭世地层的岩相变化也十分剧烈
,

各种岩石沿走向在较短距离内就可互变
。

地层主

要岩性为成分比较复杂的砾岩
、

灰岩角砾岩
、

`

板岩
、

不纯灰岩
、

长石砂岩和 长石石英砂岩等

组成
,

一些较纯的灰岩则以透镜体或巨大的团块出现 (这些可能属于较老时代地层的岩块 )
。

这套地层提供我们一些值得考虑的现象
; ①不同时代岩块的混杂

,

至少包括石炭
、

二迭
、

三迭纪的地层
,

C hor i s t r i t e s为中石炭世的标准属
,

而且 目前也不 能绝对排除泥盆 系 岩

块存在的可能性 ; ②较新地层中混有较老地层的岩块
,

后者可呈数十米的团块和 透 镜 体 出

现
。

3
、

茶卡北山
、

乌水河一线以南的二迭
、

三迭系
,

由变质的滨海一浅海相沉积岩与火山

岩组成
,

岩相变化很大
,

在黑水河一带
,

不但中基性火山岩迅速相变为中酸性火山岩
,

火山

岩 也可以迅速相变为火山岩与大理岩
、

白云岩
、

变砂岩和板岩互层
,

而且 厚 约 1 0 0 0米 的 砾

岩
、

砂砾岩
,

向西延伸不到二公里就迅速尖灭
,

变为很薄的砂板岩
,

向东不到五公里厚度就

只有 20 米
。

这些迅速剧烈的相变
,

有没有属于混杂堆积的可能性
,

是值得注意的
。

另外
,

在
_

L三迭统的灰岩砾石中也含有丰富的二迭纪的蜓科
、

珊瑚及菊石等化石
。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

是
,

资料中三迭纪中下统未分层
,

按化石成果应定为早三迭世
,

但由于总厚度较大
,

而且 因

为 某些原来认为是比较标准的早三迭世化石
,

在图幅中却不很标准
,

在中三迭世沉积物中也
、

可 以见到
,

所以就定为三迭纪中下统
。

看起来
,

这种情况究竟是因为化石的不标准
,

还是由

于混杂堆积引起的地层古生物上的混乱
,

自前尚难定论
。

4
、

肯得隆沟脑一关结牙合一带的二迭系
。

目前仅肯定下统的存在
,

但资料中提到三迭

系砾岩中不仅含有大量早二迭世化石
,

而且也含有晚二迭世化石
,

说明上统也应该是存在的
,

是否由于混杂的原因
,

地层不易划分呢 ? 这种怀疑
,

看来并不过份
。

另外就下统地层来说
,

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

下统分为下上两个岩组
,

上组 ( P :
b) 含有相当华南 ( 阳新统 ) 茅口

期化 石
,

如 M i s e l l i n a s p
. ,

C h u s e n e l l a s p
. ,

P a r a f u s u l i n a ? s p
.

,

N e o s c h w a g e r 主n a s p
.

等
。

因为未见超覆关系
,

曾考虑下岩组 ( P ,
a) 可能是栖霞期的产物

,

令人遗憾的是
·
,

其中

并没有发现栖霞期化石
,

有的是茅 口期的标准化石 V e br e
ek in

a
cr as : ip i ar “

he n 不仅如

此
,

甚至还在 ( P
:

a) 中发现了相当于早三迭世上部 ( T
: “

)的瓣鳃类化石
,

如M y OP h o ir a
ct

。

l a e i g a t a 2 i e t h e n ,
E u m o r p h o t i s e f

.

l e p t o p l e u r a
( w i t t

.

)
,

E u

om
r p h o t i s e t

.

in
a
ge iu co

、 at at ( eB ne ck )
,

而从区缚来说
,

栖霞组肯定是存在的
。

这种情况也 够 地 质
’

工作者迷惑不解的了
,

能否单纯用古生物群的组合来解释是值得考虑的
,

这是不是一种混杂

堆积的现象呢 ?

5
、

关结牙合一阿尔扎沟一带的早中三迭世地层
。

这套地层中也含有灰岩砾岩和灰岩角



砾岩
,

其砾石全为灰岩
,

以砂质或钙质胶结
,

砾石含二迭纪化石
。

但本身三迭纪下统与中统
-

却
“ 无论从岩性或化石组合均无法找出划分界线

” 。

而三迭系与二迭系之间的接触关系
,

有

两种意见
,

一 是认为整合接触
,

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属于平行不整合
,

但即使是 后 一 种 意

见
,

也认为应 该存在三迭系下统
。

因此
,

这里下统与中统的不易区分
,

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呢 ?

从上面列举 的资料情况
,

我们不难看出
,

青海南山地区二迭一三迭纪地层中
,

确实存在

不少需要进一 步研究的地质现象
。

当然
,

我们并不能在板块构造学说流行于世界的今天
,

就

把一切地质疑难课题都归之于板块的运动
,

但是客观的事实促使我们有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它

的必要
。

由于资料及水平的限制
,

这里还不能阐明木区或更大范围内区域地质发展史中有关板块

的来龙去 脉
,

甚至不能提供二迭一三迭纪时期有关板块构造运动的粗略模式
,

只是提出一些

问题
,

作为共同讨论中的参改
。

而能否作为比较确切的棍杂堆积现象
,

还有待进 一 步 的工

作
。

同时
,

更不能排除其他学说对此进行合理的解释
。

(三 ) 混杂堆积的地质意义

为 了从事大陆古板块构造的研究
,

必须在已有地质 资料的基础上
,

初步划定古板块的大

致轮廓
,

尽 可能利用一些先进手段和边缘科学 的资料数据 (如地震地质
、

古 地磁
、

航 空 重

力
、

同位 素地质
、

地热等 )
,

同时结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

选择若干重点地区进行板块构

造的研究
,

通过实践不断丰富资料
,

从而总结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地质规律
。

混杂堆积作

为板块构造的重要遗迹之一
,

完全可以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地质资料
,

这也是大陆地质工作者

可能与之相遇的一种现象
,

在秦岭山系以及我国其他地区
,

还有存在混杂堆积的迹象
。

关于混杂堆积的地质意义
,

可以列举下述三点
:

1
、

可以对板块构造的划分界线提供依据
,

帮助确定地质历史中曾经作为板块俯冲的地

带
。

例如一些国外资料中
,

就把美国佛兰斯堪混杂堆积
、

土耳其陶鲁斯的浪杂堆积 ?以 及 伊
.

朗扎格罗斯山有色混杂堆积
,

都当作两个板块的接触地带 ; 中国科学院地辱研究所常承法
、

.

郑锡澜 《 中国西藏南部珠穆朗玛峰地区构造特征 >> 一文
,

在论述喜马拉雅山到祁连山一阿尔

金 山广大地 区一系列东西向山系的形成机制时
,

从甫到北划出印度
、

藏南
、

藏北
、

羌塘和架

达木等五个板块
,

并将每个构造单元北侧的复理石沉积
、 “

蛇绿岩套
”
和混杂堆积作为板块

构造的分界
。

2 、

混杂堆积时代的确定奋对了解地槽褶皱带及其构造史是十分重要的
,

通过研究构造
`

子

发展的历史
,

可娜帮助我们进一步研寒岩浆岩的分布及井与成矿作甩的关系二
3 、

能够加深对若干地质问题的认识 , 对某些地 区地厚零乱
、

岩块相互混杂 以及化石时
.

代矛盾的现象
,

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地质解藕 帮助我幻划分地层和确定地层时代
,

.

从而促进

地层古生物和构造地质的研究工作`

一`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