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
,

由于平凉组一名沿用很广而且已久达 50 余年
,

因此没有必要另起新名
,

不过定义需

要补充
.

平凉组的标准剖面可以重选改在陇县龙门洞
,

其层位包 括 相当于 G l y p ot gr
a -

p t u s t e r e t i u s c u l u s
带—

D I C r a n o g r a p t u s e l i n g a n i带的 沉积
。

在陇县龙门洞平凉

组下部大致相当G
.

t e r e t i u s e u l u s
带—

C l i m a e o g r a p t u s p e l t i f e r
带的 部分为黑色

炭质板岩夹钙质页岩
、

硅质页岩和灰岩薄层
,

平凉组上部的其余部分为灰色风化后灰绿
、

兰绿至黄绿色页岩
、

粉砂质页岩
、

凝灰质页岩
,

愈向南有砂质
、

凝灰质愈增多的规律
,

厚

度也增大
。

如在段家峡常夹。
.

5一 5米或更厚的粗屑凝灰岩
,

在其北 1。多公里的石管村夹

凝灰岩和层凝灰岩就较薄
,

再 向北 20 公里的龙门洞就很少见凝灰岩
,

只是岩性呈现明显

的灰绿
、

兰绿至黄绿色了
。

相当卡拉多克晚期笔石相地层在我国发现的地点还不多
,

目前计有祁连山斜壕地 区

的斯家沟组
,

永登的中堡群
,

陕西陇县龙 门洞的平凉组
,

新疆柯坪的其浪组 和 坎 岭组

( 詹士高一九六四年称因干组 的下部 )
,

湘中的磨刀溪组
,

江西永新的琳江组
,

都曾建

立一系列笔石带
.

与我国已发现的中奥陶笔石地层相比 ( 见表 2 )
,

以陕西陇县和 湘 中

发育及分带较全
,

笔石群较丰富
,

地层厚度不大
,

笔石带在剖面上的分布比较连续
,

赣

西琳江组笔石的分带情况并不理想
。

陇县平凉组上部的笔石 目前采集和研究的还不够
,

如果再补充一点工作的话
,

是有条件成为我国中奥陶统笔石分带的标准剖面之一
。

( 参考资料从略 )

北祁连震旦亚界的初步划分

甘庸省地质局第二 区测队五分队

一 箭 古、 门幼 口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
“

开发矿业
”
的指引下

,

在绵延千里的祁连山
,

发现

了丰富的矿产资源
,

浅变质的沉积变质型铁矿尤为广泛
。

然而
,

对于这个巨厚含铁岩系

的研究则比较差
,

以致长期以来
,

未能弄清它所形成的地质时代和层位
,

前人主要是根

据岩性多划为早古生代或寒武一奥陶系
。

其实
,

含丰富化石 的早古生代地层不仅在沉积

建造上与含铁岩系有所不同
,

其间被区域性断裂相隔
,

而且至今尚未见有可采规模的铁

矿 , 在分布广泛的含铁岩系内
,

却又未发现过早古生代的化石 ( 图 1 )
。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

我们在北祁连含铁岩系的主要分布区内进行

区测工作
。

一九七二年
,

在含铁岩系中首次发现了震旦亚代迭层石的线索
。

一九七三一一

九七四年间
,

对朱龙关河一黑河
.

上游及镜铁山地区的含铁岩系
,

进行了反复的调查
。

发现



在含铁岩系内
,

不只是含迭层石的层次多
,

而且分布也比较广泛
,

并且获得不 少 微 古 植

物化石的资料
辛 (图 1 )

。

这些迭层石和微古植物化石
,

除个别属
、

类可以延续到寒武一

奥陶纪外
,

其余均属震旦亚界的分子
。

因此
,

初步肯定该含铁岩系时代应属震旦亚代
。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根据所获得的新资料
,

初步建立了北祁 连 震 旦亚界的

层序
。

根据沉积建造
、

沉积旋回
、

含矿性和所含化石的特点及地层接触关系
,

初步划分

为四个群和八个岩性组
。

由于它们在沉积和含矿性方面
,

同中祁连及北山地区的震旦亚

界有显著的差别
,

为了有利于矿产资源的调查和地质研究的 目的
,

我们建议将这四个群

自上而下分别命名为白杨沟群
、

大柳沟群
、

镜铁山群和朱龙关群
。

由于我们的认识水平

有限
,

分析研究粗浅
,

加以地质构造复杂
,

所采的一些样品标本鉴定结果尚未到全
,

以

致所建立的层序尚存在一些间题
。

错误之处
,

敬希指正
。

二
、

各群组描述

北祁连的震旦亚界分布于祁 吕山字型构造体系的西翼
,

它和早古生代及 前 震 旦 亚

代地层的分布情况表明
,

北祁连区存在一系列走向平行的
、

紧闭的 巨型复式褶皱
。

走廊

南山和托来山之 间的震旦亚界分布区
,

为一系列区域性断裂所破坏
,

至今尚未见到具有

顶
、

底和标志层清楚的连续剖面
。

但是
,

根据沉积建造
、

接触关系
、

所含化石和地层展

布的情况看来
,

总的是东南的层位较低
,

西北的层位较高
。

在北祁连西段震旦亚界组成

一个向西北倾的巨型复式向斜构造
。

层序基本上是清楚的 ( 图 1 )
。

( 一 ) 朱龙关群 ( Z : z
h )

1
、

概述
:

主要分布在黑河上游及朱龙关河两侧的山前地区
,

组成北西一南东走向

的复式背斜
。

核部由于断陷
,

其上广泛迭复着中一新生代沉积的红层
,

古生代地层只是

在断裂带内有零星的 出露
。

它和上覆的镜铁山群之间
,

是以假整合关系相接触 ( ? )
,

并为大柳沟群不整合覆盖 , 和前震旦纪变质岩系均是断层接触
,

其下未见底
。

出露厚度

约在 6 0 0 9一7 5 5 8米以上
。

接岩石组合可分为三个组
.

上部是以灰
、

灰绿色砂岩及灰黑
、

灰绿色粉砂质板岩为

主
,

可称为
“

小柳沟组
” ; 中部以火山岩最发育

,

但横向变化强烈
,

可称之为
“

熬油沟

组
” ,

一

下部是北祁连区最广泛的含铁地层
,

即
“

朱龙关式
”
铁矿的赋存层位

,

岩相变化

比较稳定
,

可称为
“

龙孔组
” 。

2
、

主要剖 面

( 1 ) 小柳沟剖面 ( 图 2 )

上覆地层 大柳沟群下岩组灰黑色红柱石板岩
_ _ _ _ _ - - - - - - - - -

一 断 层

朱龙关群上岩组 ( Z : 2 11 3

) 2 5 4 7米

1 3
.

灰绿色厚层状石英长石细砂岩夹砂质板岩
。

砂岩具有斜层理及微细层理
,

为斜长花岗斑岩脉所侵入 1 62 米

. 本文 迭层石是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层古 生物研 究所 鉴定
。

微古 植物由地质科学院地质矿产所 鉴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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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北祁连皿旦亚界划分历史沿革表

西地北研
谢家荣

作
}
宋

}叔

到二

地质部

祁连队

六分队

中科院

地研所

祁连队

1 0 : 2万玉

门幅硫磺山

幅区测报告

本 文

所

年 1 5 5 9}1 5 9 16 5 9 6 1 5 9 9
1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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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 4

1 97 3 1 97 5

圈了竺竺
~

、 }小 } 上岩组
曰 } /、 } 1 1

气 」
`

屯心多乙口 、
{} 、 「习 J二 嘴弓 之匕 ,

柳沟白口岩

奥系陶

统

系 ! 群

中岩组
( 斑赛尔山组 )

下岩组
( 夹皮沟组 )

上岩组
( 古浪峡组 )

下岩组
( 桦树沟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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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甘肃省肃南县祁青公社小柳沟朱龙关群实测剖面图

12
.

灰色千枚状含豆状细
“

砾
”
粉砂质板岩夹黑色细砂岩

,

受脉岩影响
,

局部

变质为黑云母石英片岩 61 米

11
.

灰绿色千枚状粉砂质板岩夹灰色中厚层状长石石英细砂岩 16 1米

工。 ,

灰黑色厚层状长石石英细砂岩夹千枚状粉砂质板岩
。

砂岩具有灰黑色泥质

咨万



条带及斜层理
,

为蚀变辉长岩脉所侵入
,

局部变为二云石英片岩 4 72 米

9
.

灰黑色含豆状细
“

砾
”
粉砂质板岩夹灰色变质粉砂岩

。

细
“

砾
”
为荃青石

( ? ) 组成的变斑晶结构 197 米

8
.

灰黑色厚层状石英细砂岩夹含豆状细
“

砾
”
粉砂质板岩

,

为浅灰绿色钾长

透辉石岩脉所侵入
,

局部变为云英片岩 3 65 米

7
.

灰黑色细砂岩夹砂质灰岩
、

粉砂质板岩
,

上部夹多层灰白色长石石英砂岩

1 4 8米

.6 灰黑色含豆状细
“

砾
”
粉砂质板岩与中厚层状长石石英细砂岩互层

,

上部

夹砂质灰岩
,

顶部为辉长岩脉所侵入 97 米

5
.

灰白色厚层状结晶灰岩
,

上部含泥质较多
,

具有硅质细条带 63 米

4
.

灰黑色含豆状细
“

砾
”
粉砂质板岩

、

钙泥质板岩夹灰黄色厚层状长石石英

细砂岩
,

上部夹有灰岩扁豆体 2 04 米

3
.

灰绿
、

黄褐色含豆状细
“

砾
”
粉砂质板岩夹灰黑色长石石英细砂岩 3 6 7米

2
.

灰白色厚层石英岩状变
.

质石英砂岩
,

下部具有黑色微细层理 25 0米

1
.

砂质板岩与泥质砂岩

下伏地层
:

朱龙关群中岩组 灰绿色粉砂质
、

钙泥质板岩

( 2 ) 熬油沟剖面
,

( 图 3 )

南占西
北之辣

乙
2

睹

2 3 “ 芍 aB 公

4 力0 800 求
` . . . . . ` . . . . 曰

图 3 甘肃省肃南县祁青公社熬油沟朱龙关群实测 slJ 面图

朱龙关群中岩组 ( Z
, z h “

)

28
.

褐色强碳酸盐化玻基玄武岩 ( 其上为第四系掩盖 )

27
.

褐紫灰色块状安山玄武岩

26
、

灰色厚层条纹状 白云质灰岩夹角砾状灰岩

2 5
。

灰色夹灰紫色中厚层状结晶灰岩
、

豆状灰岩
。

产 ? C ol
o n n el al

( ? 园柱状迭层石 )

2 4
.

褐紫红色杳仁状辉石拉斑玄武岩

2 3
.

灰色厚层状白云质灰岩
,

产迭层石

2 2
.

褐紫色杏仁状辉石拉斑玄武岩

2 1
.

灰色厚层状白云质灰岩
,

产迭层石

2 0
.

灰褐色杏仁状辉石拉斑玄武岩

2 1 6 0米

2 8 3米

1 4 1米

14 1米

S P
。

6 4米

9 米

8 2米

2 3米

5 6米



19
.

灰褐色强碳酸盐化玻基玄武岩 283 米

81
.

灰色厚层状白云质灰岩夹基性熔岩
,

灰岩产迭层石 “ 米

17
.

深灰褐色致密块状辉石拉斑玄武岩 277 米

16
.

灰褐
、

绿色强碳酸盐化中一基性火山岩 98 米

15
.

褐紫灰色杏仁状玄武岩 97 米

14
.

灰
、

灰白色厚层状白云质灰岩
,

产 ? K us
s ie l la

s p
.

( ? 喀什迭层石 )

3 1米

la
.

深灰褐色杏仁状玄武岩 131 米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断 层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12

.

灰白色厚层状结晶灰岩 2 68 米

n
.

灰褐色杏仁状玄武岩 1 07 米

含绢石蛇纹岩侵入

朱龙关群下岩组 ( Z : z h
`

) 1 0 1 9米

10
.

褐色中一厚层状泥质板岩夹紫红色细粒含钙质石英砂岩 “ 米
9

.

紫红色细粒含钙质石英砂岩夹灰色中厚层状灰岩
,

二者沿走 向互相代替

3 4米

8
、

灰
、

青灰色厚层状结晶灰岩 81 米

7
.

深灰色粉砂泥质板岩与黄灰色细粒含钙质石英砂岩互层 67 米

6
.

灰一紫红色中一薄层状结晶灰岩 85 米

5
.

灰褐色细粒石英砂岩夹粉砂泥质板岩及灰岩透镜体 U S米

4
.

棕褐一紫红色含铁质粉砂泥质板岩夹铁矿层 2 25 米

3
.

褐色含赤铁矿结核的粉砂泥质板岩 1 59 米

2
.

灰黑色硅泥质板岩与黄灰色硅质条带状白云岩互层 68 米
- - - - - - - - - - - - - - - - -

一
- -

一 断 层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1

.

青灰色厚层含石英粉砂白云质灰岩与灰黄一黄褐色硅泥质条带状白云岩互

层 ( 背斜轴部
,

未见底 ) 96 米

( 二 ) 镇铁山群 ( 2
2

j n
)

1
、

概述
:

主要分布在走廊南山南坡的马氏河脑至镜铁山地区
。

其上和大柳沟群之

间的关系
,

在白杨沟脑所见是假整合接触 ( 图 5 )
;
其下和朱龙关群之间 为 超覆 关 系

( ? )
,

即在斑赛尔 山以西是整合关系
,

往东及托来山地区是假整合或不整合接触
,

总厚

约在 5 2 6 5一 5 9 4 8米
。

是桦树沟式铁矿的赋存层位
,

含迭层石及微古植物化石 比 较 丰富
。

按岩石组合可分为两个岩性组
,

即
:

上部以灰
、

灰紫
、

灰黑色灰岩
、

白云岩为主
,

可称为
“

古浪峡组
”

, 下部以灰黑
、

灰绿色千枚岩
、

灰白色石英岩状变质石 英 砂 岩 为

主
,

夹有铁矿层
,

可称为
“

桦树沟组
” 。

2
、

主要剖 面

东水峡一三岔后 山综合剖面 ( 图 4 )

镜铁山群上岩组 ( 2
2

j n Z

) 6 2 5米

9
.

上部为灰
、

灰紫色中一巨厚层泥质结晶灰岩
、

自云岩夹白云质灰岩
,

层理

寻7



性差
,

横向变化剧烈 ( 向斜轴部未见顶 )
;
中部为灰黄色绢云方解千枚岩

夹泥质灰岩
;
下部为灰黑色中一薄层状含炭质结晶灰岩

,

微细层理发育
,

层理平直 6 28 米
一

- ` - · · · , · -

一
`

一 断 层
- - - ` · , · ·

一
镜铁山群下岩组 ( Z :

j
n ’

) 2 3 6 4米

8
.

上部为灰黑色含铁绢云石英千枚岩夹灰绿色绿泥绢云千枚岩及薄层铁矿 ;

中部为铁矿层
,

具条带状构造
,

其中有碧玉条带 ; 下部为灰绿色绿泥绢云

石英千枚岩夹扁豆状铁矿体 723 米
7

.

灰色
、

褐色夹灰绿色绿泥石英绢云千枚岩
、

灰黑色绢云方解千枚岩
、

石英

石墨千枚岩与薄层状
、

条带状泥质灰岩成复理式互层
,

夹透镜状灰白色硅

泥质 白云岩
,

白云岩内迭层石极丰富
,

有 B a i o
al ia s p

.

(贝加尔迭层石 )

C o n o p h y t o n s p
.

( 锥迭层石 ) 6 0 0米

6
.

灰白色中一厚层石英岩状变质石英砂岩 1 11 米
5

.

上部为浅灰色绢云方解石英千枚岩
,

具有微斜层理
,

中下部为灰黑色薄层

状绢云方解千枚岩与浅灰绿色绿泥绢云方解千枚岩互层
,

风化面黄褐色
,

具有蓝绿色条带 4 44 米

4
、

灰
、

深灰色厚一巨厚层白云质灰岩
,

具有不规则灰黑色砂质和隧石条带或

团块
,

含迭层石丰富 75 米

3
.

灰一灰黑色绢云方解千枚岩 149 米

2
.

灰白色中一厚层石英岩状变质石英砂岩
,

斜层理及波痕发育 11 2米

1
.

灰色绢云方解千枚岩夹浅灰色绢云石英千枚岩 ( 背斜轴部
,

未见底 )

14 9米

巴S OD来

3 口的

2歹心口

色D口口

图 4 甘庸省镜铁山东水映一三岔后山镜铁山群剖面图

( 三 ) 大柳沟群 ( Z
:
d l )

1
、

概述
:

主要分布在斑赛尔山南坡及其以西地区
,

其上和 白杨沟冰啧 岩 组 的 关



系是在白杨沟 口及二道沟口可见明显的不整合接触
。

总厚约在 4 38 4一 5 0 4 6 米 以 上
。

在

大
、

小柳沟间为一不完整的向斜构造
,

出露较全
,

化石丰富
。

按岩石组合可分为三个岩性组
,

即上部以灰色灰岩
、

白云岩及灰绿灰黑色砂板岩为

主
,

可称为
“

白土湾组
” 多

中部以紫红
、

灰紫色富钾碎屑状泥灰岩为主
,

可称为
“

斑赛

尔山组
” ; 下部是以灰色灰岩为主

,

底部常见变质砾岩
,

可称为
“

夹皮沟组
” 。

2
、

主要剖 面

( 1 ) 大柳沟剖面 ( 图 5 )

图 5 甘索省肃南县祁青公社大柳沟大柳沟群实洲剖面图

大柳沟群上岩组 ( Z : d l 吕 ) 了5 4米

17
.

灰紫色中厚层状泥灰岩夹砾岩透镜体
,

灰岩具有不规则的黄 灰 色泥 质 细

条纹 ( 断层截失
,

未见顶 ) 146 米

1 6
.

深灰绿色粉砂质板岩
、

变质含砾粉砂岩与灰
、

灰白色角砾状灰 岩 及 灰 岩

互层
。

砾石为灰白色石英细砂岩
,

次 圆及椭圆状
,

砾径 1 0一 2。厘 米
,

顺 层

稀疏分布
,

粉砂岩层理性差 “ 米

15
.

灰
、

灰白色厚层白云质灰岩
,

具有黄灰色 泥 质 条 带
,

为辉绿 岩 脉 所 侵

入
,

硅化强烈 19 5米

1 4
.

灰绿
、

灰黑色钙泥质板岩与粉砂质板岩互层
,

夹紫灰色含砾砂质灰岩及砾

岩透镜体
,

上部板岩层理性差
,

产微古植 物化石 P r
ot

。 s p ha
e r i d i u m s p

.

( 光球藻 ) T
r e m a t o s p h

a e r i d i u m s p
.

( 穴面球形藻 ) 3 7 9米

大柳沟群中岩组 ( Z
3

al 盈 ) 2 2 9。米

13
.

灰色厚层硅质条纹状
、

条带状结晶灰岩
,

上部夹紫红色泥灰岩
,

产波状迭

层石 242 米

1 2
.

灰紫色厚层碎屑状泥灰岩夹紫褐色含铁质板岩
,

泥灰岩具有编状层理
,

富

含钾 ( K : 0 含量 5 一9
.

4% ) 1 3 6米

11
.

紫红色硅质条带状灰岩与钙质粉砂岩
、

灰黑色粉砂质板岩互层 50 米

1 0
.

灰色中厚层硅质条纹状灰岩
,

产迭层石 49 米

9
.

灰白
、

浅红色厚层白云岩夹灰色硅质条带状结晶灰岩
,

层理平直 256 米

8
.

灰紫色斑点状
、

条带状泥灰岩夹紫红色含细砾砂质灰岩及砾岩透镜体
,

多

具有编状层理 105 米



乍
。

紫红色中一薄层状泥灰岩夹灰色泥质结晶灰岩 105 米

6
。

蓝绿色条带状粉砂质灰岩 1 13 米

6
。

紫红色中厚层碎屑状泥灰岩夹透镜状砂质灰岩
、

灰白
、

浅红色白云质灰岩

及砾岩透镜体
。

砾岩由灰
、

灰白
、

紫灰 色灰岩
、

白 云岩
、

泥质 灰岩及 少

量石英砂岩
、

灰绿色板岩
、

碧玉岩类砾石所组成
,

大小悬殊 ( 1一5 0厘米

以上 )
,

磨圆度高
,

多为椭圆状
,

排列混杂
,

钙泥质胶结
,

泥灰岩及砂质

灰岩内富含钾 ( K
:
O 含量 7 一 s % )

。

白云岩内产 P a r a e o n o p h y t o n

s p
.

( 拟锥迭层石 ) 36 7米

4
.

灰色中厚层硅泥质细条纹状结晶灰岩
、

浅紫红色厚层状 白云质灰岩及硅质

条带状灰岩互层 , 产波状
、

球状迭层石及微古植物化石
,

L a m i n a r i et s

s p
.

( 古片藻 ) 2 ` 4米

—
一 断 层

—
3

.

灰绿色千枚状粉砂 质板岩
,

上部夹灰黑色含炭泥质板岩及灰色隧石条带状

灰岩和灰黑色灰岩透镜体 191 米

2
.

灰色厚层结晶灰岩
、

灰黑色页层状粉砂微晶灰岩
、

中厚层泥质灰岩
、

紫红

色粉砂质板岩互层
。

微晶灰岩内产微古植物化石
,

经南古所鉴定有
:

L a -

m i n a r i t e s s p
.

( 古片藻 ) L e i o s p h e r i d i a s p
.

( 光面球抱属 ) ? D y a -

d e s p o r i n i t e s s p
.

( 可疑的双孔抱属 ) 6 5米

大柳沟群下岩组 ( Z : d l ’ ) 2 9 1

1
。

灰色厚层硅质条带状结晶灰岩夹白云质灰岩和白云岩 2 91 米

—
断 层

—
下伏地层 朱龙关群中岩组玄武岩

( 2 ) 白杨沟脑剖面 ( 图 6

3七4坟东

南
斗艺西

图 6 甘素南南祁青公社白杨沟脑镜铁山群—
大柳沟群实测剖面图

大柳沟群下岩组 ( Z 3 d l ` 56 9米



王 3
.

灰色厚层结晶灰岩与灰紫色中一薄层状 泥质灰岩互层
,

夹紫红色钙泥质板

岩 ( 往上为冰雪掩盖
,

未见顶 ) 97 米

12
.

紫灰色粉砂质微晶灰岩夹钙泥质
、

粉砂质泥岩及黄色薄层状泥质结晶灰岩

7 8米

1 1
.

灰紫色薄层状泥灰岩夹灰白色
.

结晶灰岩
,

泥灰岩具有暗绿色微细层理和不

规则泥质条带 39 米

10
.

灰紫色页层状泥灰岩夹灰白结晶灰岩透镜体 108 米

9
.

浅灰绿色钙泥质千枚状板岩
,

下部夹灰黄色页层状板岩 49 米

8
.

杂色页层状钙泥质板岩夹灰白色结晶灰岩
,

黑色板岩风化后呈纸片状

3 9米

7
.

浅灰绿色页层状
、

薄层状钙泥质板岩 49 米

6
.

浅灰紫色变质硅泥质灰岩
、

紫红色页层状钙泥质板岩与浅黄绿色钙泥质板

岩互层 62 米

5
.

灰白色中厚层状结晶灰岩
,

波状层理发育
,

下部变为薄层状
,

风化面为浅

黄色 19 米

4
.

灰黑色薄层状灰岩与页层状钙泥质板岩互层
,

夹灰绿色板岩
。

产微古植物

化石
,

L e i a m i n u s e u
l l

a s p
.

( J/’ 球藻 )
、

P r o t o s p h a e r i d i u m s p
.

( 光

球藻 )
、

T r e , 飞 t o s p il a e r i d i u m s p
.

(穴面球藻 )
、

T
。 e f

.

h o l t e d a h l i i

T i m
.

( 郝台达穴面球藻相似种 )
、

T r a e h y o s p h a e r i d i u m s p
.

L a m i n -

a r i t e s? 、 p
.

( 古片藻? ) 2 9米

3
.

杂色斑块状变质硅化微晶灰岩夹浅红色薄层状含砾砂岩
。

砾岩 以 灰 岩 为

主
,

有少量石英岩状砂岩
,

磨圆度高
,

分选性差
,

横向可变为中一粗砾岩

1 4米

— 假 整 合—
镜铁山群上岩组 ( Z :

j o Z

)
2

.

灰紫色变质泥质灰岩夹灰黑色页岩
,

顶部各为一层灰黑色透镜状灰岩

4 4米

1
.

紫红色中厚层泥质灰岩夹页岩
,

横向可变为含砾砂质灰 岩 ( 断 层 截 失
,

`

未见底 )

( 四 ) 白扬沟群 ( Z ` b n
)

·

1
.

概述
:

分布于北大河两岸的二道沟口
、

白杨沟口至小柳沟西北的砾岩及其以上

地层
,

该层比较特殊
,

砾岩具有压坑
、

大小混杂堆积的现象
,

砾岩之上的岩层
,

较大柳沟群

的岩层变质更浅
,

它不整合于大柳沟群上岩组灰岩之上
,

我们暂且称为
“

白杨沟群
” 。

其

上和镜铁山群下岩组呈断层相接
,

出露厚度约 93 6一1 07 5米
。

2
、

主要剖 面

白杨沟 口路线剖面 ( 图 7 )

白杨沟群 ( Z ; b n
) 1 0 7 5米

20
.

黄绿色钙泥质板岩与灰
、

灰紫色中
、

薄层状泥质灰岩互层
,

夹灰一灰黄色



图 7 甘肃省南县 祁青公社白杨沟东山白杨沟群剖面图

薄层粉砂岩
,

层理清楚
,

层面不平整
,

横向变化剧烈
,

风化面黄褐色
,

外

貌似厚层泥灰岩 ( 因断层截失未见顶 ) 1 10 米

”
.

紫灰色中一薄层状泥质灰岩夹薄层钙质粉砂岩及粉砂质板岩 70 米

1 8
.

灰色钙质粉砂岩
,

具灰黑色微细层理
,

横向可变为厚层状砂质灰岩 15 米

1了
.

铁矿层
,

透镜状 0 一3
.

5米

1 6
.

灰紫色铁质板岩
,

不稳定 2 米

1 5
.

浅黄绿色
、

灰紫色泥质灰岩夹钙泥质板岩及灰紫色砂质灰岩
。

风化面灰黄

色
,

似块状灰岩
,

新鲜面为杂色斑块状和不规则条带状 1 50 米

1 4
.

浅黄绿色钙泥质页岩
,

风化面为不平整的页层状
,

夹有灰色粉一细砂岩

2 0米

1 3
、

紫灰色薄层粉一细砂岩
,

夹有灰绿色钙泥质页岩
,

砂岩具有灰绿及棕褐色
{

条带
,

层理清楚
、

平直 35 米

1 2
.

灰
、

灰绿色粉砂质板岩夹灰色薄层状细砂岩 50 米

n
.

灰色中厚层泥质灰岩夹灰黑色
、

灰紫
、

灰绿色砂质板岩 30 米

10
.

灰绿微紫色钙泥质板岩夹灰岩透镜体 70 米

9
.

灰紫色铁质板岩透镜 状铁矿层
,

铁矿具碧玉条带 0 一 30 米

8
.

黑色粉砂质板岩与灰黄色粉砂质板岩互层 10 米

7
.

紫红
、

灰紫色巨厚层泥质灰岩
,

夹杂色粉砂质板岩
,

灰岩风化面为灰黄色

不稳定
,

具有角砾状构造 4 。米

6
.

绿灰色
、

黑色砂质板岩与杂色角砾岩互层
,

夹黑色灰岩透镜体 1 5 0米

5
.

浅灰绿色
、

黑色砂质板岩与深灰色中厚层角砾状灰岩组成三个韵律性互层

1 0 0米

4
.

灰绿色板岩与灰白色中一厚层结晶灰岩互层 50 米

3
.

灰色角砾岩
,

以石英砂岩为主
,

灰岩次之
,

少量灰绿色千枚状板岩
,

磨圆

度和分选性均极差
,

砾径 1一 20 厘米为主
,

大者 50 厘米以上
,

大小混杂
,

无层理 40 米

2
.

杂色片状细砾岩为主
,

含有粗一巨砾石
,

横向变化剧烈
。

片砾以灰紫
、

灰

绿色板岩为主
,

极少磨蚀 ; 粗一巨砾石以灰岩
、

白云岩为主
,

砾径 5 一 10

厘米
,

大者30 厘米以上
,

磨圆度较好
,

多为扁圆状
,

局部地段稀疏分布
,



横向可变为粗一巨砾岩夹片状细砾岩 05 米

1
.

灰紫色粗一巨砾岩
,

以灰色
、

灰白色
、

砾红色灰岩
、

砂质灰岩和 白云 岩 为

主
,

多次圆状
,

大小混杂
,

砾 径 10 一 20 厘米
,

大 者 可 达 50 厘 米 以 上
,

钙泥质胶结

~ 一一 ~ ~ 一不 整 合 ~ ~ ~ ~ ~ ~

下伏地层
:

大柳沟群上岩组灰色厚层结晶灰岩
,

横向可变为泥质灰岩
,

风

化多洞穴
.

三
、

北祁连震旦亚界的主要特征

( 一 ) 在沉积旋回性上
,

北祁连震旦亚界是一个地槽型巨旋回的沉积
,

即
:
下部朱

龙关群为火 山岩一含铁复理式碎屑岩建造 , 中部镜铁山群为碳酸盐一含铁复理式碎屑岩

建造 , 上部大柳沟群为含磷富钾的碳酸盐建造
,

三部分地层又各自具有独特 的 沉 积 旋

回 ; 白杨沟冰碳岩组
,

可能属山岳冰川沉积
。

( 二 ) 岩相变化在纵相上
,

中
、

下部地层是 以复理式韵律为主
,

沉积厚度虽大
,

岩

石种类却不多
,

面貌甚为单调 ; 上部地层虽是碳酸盐建造
,

陆源碎屑极为丰富
,

岩石种

类比较多
,

递变迅速
,

岩相变化复杂
,

在横向上的变化
,

北祁连震旦亚界具有明显的沉

积分带性
。

( 三 ) 生物发育的情况和中祁连区大不相同
,

托来南山地区的震旦系灰岩
,

含迭层

石极为丰富
,

往往形成比较稳定的所谓
“

藻灰岩
”

, 北祁连区的震旦纪迭层石
,

只有在

透镜状的富硅泥质的白云岩内比较丰富
,

形成规模不大的礁体
,

岩石风化面 呈 浅 棕 黄

色
,

较纯的巨厚灰岩内却不很发育
,

且 以波状
、

层状迭层石为主
。

( 四 ) 震旦亚代的岩浆活动
,

在北祁连尚未见到同期的侵
.

入岩
,

但是
,

以海底喷发

形式的火 山活动却是十分广泛
,

尤其是早期的火山活动最为强烈
,

形成以基性熔岩为主

的巨厚火山岩建造
,

中期及晚期的火山活动则甚微弱
,

据火山岩的分布和横向变化情况

来看
,

是串珠状多中心的裂隙式海底喷发
。

( 五 ) 地层间的不 整合和风化壳
,

只在局部地 区表现得比较清楚
.

大柳沟群和其下

伏地层间的不整合现象比较普遍
,

在剖面上和平面上均有 明显 的表现
,

风化 壳 的 复 杂

性
,

风化壳和不整合的局限性
,

和世界各地地槽区的情况相似
。

( 六 ) 沉积期后的岩层形变
,

以线状褶皱和区域性的顺走向断裂为主
。

岩石均已经受

变质
,

重结晶作用普遍
,

但是
,

变质程度不深
,

和前震旦系岩石有显著的区别
,

以千枚

岩
、

板岩和结晶灰岩为主
,

岩石均具有原始物质的残留
,

火山岩的蚀变现象比较强烈和

普遍
,

却很少片理化
.

( 七 ) 在含矿性上和中祁连的震旦系有显著差别
,

是以富含沉积变质 型铁 矿 为特

征
.

铁矿层次较多
,

分布广泛
,

并具有前寒武纪铁矿独特的条带状构造
。

铁矿层均形成

于海进期的阶段
。

含铁建造的类型介于火山一硅质建造的基瓦丁型和硅质灰岩建造的特

米斯卡 明克型之 间
。

含硅虽然甚高
,

却又不同于世界各地前寒武纪内广泛分布的含铁石



英岩型
,

北祁连的含铁建造和我国燕山地区震旦纪长城群内的宣龙式铁矿
,

以及鄂西地

区的神农架式铁矿有许多共性
,

是我国独特的前寒武纪含铁建造
。

和世界各地的前寒武系一样
,

巨厚的白云岩在北祁连的震旦系内分布甚为广泛
。

常

被描述为
`

硅质灰岩
”
的岩层

,

多半是白云岩或富钙白云岩
,

含硅极少
。

据目前的资料
,

锰和磷的富集不如燕山等地区那样普遍
,

锰只是在一些地段的硅质

岩层间夹有不大的矿体
。

磷还只是些线索
。

最近
,

我们在北祁连的震旦系内
,

首次发现

富钾岩石
,

均是富集在灰紫
、

紫红色碎屑灰岩内
.

其成因和燕山地区震旦纪富钾岩石一

样尚待进一步研究
。

四
、

北祁连震旦系接触关系的性质

( 一 ) 屁旦系接触关系

1
、

朱龙关群和镜铁山群的下岩组之间尚未见到直接的接触
,

臭水沟一塔里干沟一

带
,

所见到的是镜铁山群上岩组和朱龙关群中
、

下岩组以断层相接
,

南过龙沟西山东坡

的孤 山头上
,

见有变质砾岩不整合覆盖在朱龙关群中岩组之上
,

砾石成分皆为下伏岩系

的岩石
,

山顶残留有不厚的灰岩
,

相当于镜铁山群的上岩组 ( ? )
,

缺失镜铁山群下岩

组的地层
,

因此
,

镜铁山群和朱龙关群可能是超覆不整合关系
。

2
、

大柳沟群和下伏地层的关系

( 1 ) 大柳沟群和镜铁山群之间在白杨沟脑及臭水沟北山
,

表现是假整合接触
,

两

地均在镜铁山群上岩组灰岩之上
,

可见大柳沟群底部有砾岩
,

砾石成分主要是下伏地层

的灰岩
、

杂色泥质灰岩和 白云岩
,

前人曾认为是中奥陶统和下奥陶统或寒武 系 之 间 的

角度不整合
。

据我们的观察
,

角度不整合的现象不甚明显
,

假整合是存在的
。

由于砾岩

之上发现晚震旦世的微古植物化石
,

未见古生代化石
,

这一假整合应是大柳沟群和镜铁

山群之间的侵蚀面
。

( 2 ) 大柳沟群和朱龙关群之间的不整合关系是比较确切和普遍 的
,

其依据是
:

①大柳沟群常浮盖在山顶及山脊地区
,

岩层倾斜比较平缓
;
而朱龙关群 常 伏 于 其

下
,

岩层褶皱强烈
,

平面图上反映两者是不协调的
。

②大柳沟群覆盖在不同岩组之上
,

如在小柳沟及夹皮沟北山所见
,

是不整合在朱龙

关群上岩组之上
,

向东在大柳沟至祁青公社西北
,

则不整合在朱龙关群中岩组之上
.

③大柳沟群的底砾岩虽不十分普遍
,

但是
,

除白杨沟脑及臭水沟北山所 见 的 砾 岩

外
,

在大
、

小柳沟及大拉排沟口的对面 山上
,

还是断续可见
。

砾石成分不仅有各色各类

的灰岩
、

白云岩
,

还有朱龙关群内的玄武岩及碧玉岩
、

板岩
、

并见朱龙关群顶面有不厚

的黄褐色钙泥质风化壳
,

大柳沟群和镜铁山群之间的接触面是凸凹不平的
。

④夹皮沟北山不只是见到大柳沟群的底砾岩
,

而且和朱龙关群之间存在 角 度 不 整

合
.

山顶的大柳沟群底部岩层产状是 4 0一 50
。 ,

倾角 20
。

一 60
“ ,

呈 向北东逐渐变陡 的 单

斜构造
.

其下朱龙关群的岩层产状是 70 一 80
“ ,

倾角 42 一 75
“

( 图 8 )
,

背
、

向斜构造发

育 ( 图 9 )
.

⑤前人在北大河西岸 的西石柳沟和黄沙泉两地所见的不整合
,

有可能和夹皮沟北山



北 3练

乙己乙
,

5心 2 0
0

图 8 甘庸省庸南县祁青公

社夹皮沟北山大柳沟

群和朱龙关群不整合

关系部面圈

图 9 甘庸省索南县祁青公社夹皮沟艘旦亚界剖面田

所见是一致的
.

( 二 ) 姚旦亚界和上
、

下 地层之间的关系

1
、

震三 亚界和前震旦 系的关 系

在北祁连山区震旦亚界和前震旦系多系断层或关系不明
,

尚未见二者确切的接触关

系
。

2
、

震旦 亚界和上夜地层 的关 系

据玉门市幅的资料
,

在镜铁山西坡所见下奥陶统 ( ? ) 和震旦亚界是假整合接触
,

依据是上覆地层的底部砾岩组分
,

尽是下伏地层的岩石
。

奥陶系 ( ? ) 底砾岩和震旦亚

界的接触线横切区域构造走向
,

也说明此不整合关系是存在的
,

而且有可能是角度不整
Z 、

口
.

五
、

北祁连震旦亚界划分的依据

目前主要依据迭层石和微古植物资料
。

我们已在十三个地点发现了15 个以上层位的

迭层石 和在七个地区 1 个层位 12 个属型的微古植物化石
。

它们在各群
、

组内分布的情况

如下
:



朱龙关群
:

迭层石在中下岩组内均产? C o l o n n e 1 la s p
. ,

全 K u s s 主e l l a s p 二

微古植物下岩组有 L e i o m i n u s e u l a s p
. ,

p r o t o s p il a e r i d i u m s p
. ,

T r e m a t o s p h
·

a e r i d i u m s p
. ,

B a v
l i n e l l a s p

. ,

P o ly p o r a t a s p
. ;
中岩组有? L a m i n a r i e

l l a

s p
。 ,

L e i o m i n u s c u l a s p
. ,

P r o t o s p h a e r i d主u m s p
. ,

T r e m a t o s p h a e r i d i u m

s p
。

, 上岩组有 L a m i n a r i t e s s p
. 。

倪铁山群
:

下岩组内产? C o l o n n e l l a s p
. ,

? J u r u s a n i a s p
. ,

B a i e a l i a s p
. ,

C o n o p h y t o n s p
.

迭层石及微古植物 P r o t o s p h a e r i r d i u m s p
. ,

T r o m a t o s p h
a e i d i u m

s p
。

另外在头道沟
、

镜铁山车站所采的迭层石
,

尚无鉴定结果
。

大柳沟群
:

迭层石在中岩组内产 P ar ac
o n p h y ot n s p

. ,

上岩组在 二 道 沟
、

白土

湾以东的牛头山三角架附近所采的迭层石
,

尚无鉴定结果
。

在小柳沟脑同一层位内
,

也

有丰富的迭层石
。

微古植物在上岩组有 p r o t o s p h a e r i d元u m s p
. ,

T r e m a t 。 s p h a e r i
-

d i u m s p
. ;
中岩组有 L a m i n a r i t e s s p

. ,

L e i o s p h a e r i d i a s p
.

; 下岩组有 L e i o m i
-

n u s e u l a s p
。 , p r o t o s P h

a e r i d i u m s P
. ,

T r e m a t o s p h a e r i d i u m s p
。 ,

T
. e f

.

h o
l

-

t e d a h l i i T i m
. ,

T r a e h y s h p a e r i d i 认 m s p
. 。

白柳沟群
:

也发现迭层石
,

尚无鉴定结果
。

根据以上迭层石和微古植物的组合面貌和特征来看
,

除微古植物个别分子可延续到

古生代外
,

绝大部分属震旦亚代生物群
。

因此这套地 层
,

在没有获得新的依据以前
,

将

其划为震旦亚代是比较合适的
。

此外关于桦树沟铁矿的时代问题
,

已直接在黑沟矿体下

盘采到迭层石
,

属震旦亚代无疑
。

六
、

结 束 语

迭层石
、

微古生物化石和沉积建造的特征说明
,

北祁连不只是有震旦亚代自早期直

至晚期的沉积
,

而且厚度巨大
,

并蕴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

从区域地质对比 的情 况 看

来
,

无论是祁连山
,

还是阿尔金 山
、

南天 山和北山的震旦亚界分布地 区
,

都是寻找铁
、

铜
、

磷等矿产很有远景的区域
。

北祁连震旦亚界的发现说明
,

早在震旦亚代时期
,

整个祁连山区就是所谓的典型优

地槽区
。

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
,

北祁连是个震旦亚代和早期古生代迭加的 地 槽 区
。

不

过
,

早古生代的地槽中心已向北偏移
。

中祁连自震旦亚代末即隆起成山
,

并经受长期剥

蚀
,

直至泥盆纪才接受沉积
。

南祁连存在有震旦系
,

发育情况尚不清楚
。

祁连山地质构造复杂
,

震旦亚界的岩相变化较大
,

缺少层序完整和关系清楚的完整

剖面
,

是研究地层的不利因素
,

我们所建立的北部祁连震旦系层序
,

尚存在一些问题
。

但是
,

我们看待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
。

地槽区的情况
,

特别是前寒武纪的地槽情况
,

都具有这些不利因素
。

然而
,

正是由于地槽区具有独特的发展经历
,

方能形成一些分布

广泛
,

厚度巨大的矿产
,

而这些矿产在所谓 的地台区则是缺乏的
,

或者是规模不大的
。

因

此
,

认真加强地槽区前寒武系的研究
,

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巩固无产阶级专

政是迫切需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