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娜 ;火多数的研究还限于一般若类学的描述
,

对许多例如岩右矿物的系统研究
,

以及卖

彝奢石学和其他有关的基础理论方面
,

则儿乎还没有什么开展
.

当前
, ? ;

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
,

在党中央
。

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

的号召下
,

我国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

正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
,

以一定

把我国科学技术搞上去
,

在本世纪内实现我国工业
、

农业
、

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雄

心壮志
,

积极地投入到这一伟大斗争 中去
。

虽然细碧岩
、

角斑岩与细碧岩

—
角斑岩系

时研究
,

在整个科学研究工作中只仅仅是地质科学的一个细小分支
,

但它一定会在这一

巨大澎湃前进的科学实验斗争洪流推动下
,

经过广大地质人员不畏艰苦的努力
,

走在世

界的前列
.

青海全吉山红铁沟冰债层的确定

青海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艇旦系专皿组

近几年来对青海以全吉群为代表的震旦纪地层是否有冰硫层存在
、

有几期等问题争

论颇大
。

为解决这一问题
,

我所
’

护今年七月邀请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刘鸿允
、

劳秋元

及全 国震旦系协调小组阎立勋
、

巨:
宗斌等四同志

,

前赴现场会诊
。

同时参与工作的尚有

青海省地质局第一区测队
、

第五地质队及青海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地质五队等单位
.

通

过现场研究否定了全吉群第一
、

第二岩组底部二个可疑冰破层
,

认为它们分属于山前扁

砾岩
,

海陆交替相以河流相为主的砾岩
,

而肯定了全吉群第六岩组的泥砾岩为冰破层
,

命名为
“

红铁沟冰碳层
” 。

这对我省震旦系的划分
、

对比
,

其地质意大是不容忽视的
.

( 一 ) 调查简况及冰啧层层位

青海柴达木盆地北缘全吉山震旦系最早进行研究的是地质部 63 2队
,

他们于 1 9 5 7年

首次提出全吉岩系一称
,

划分为二部分
, “

下部为紫红色碎屑岩
,

上部 为硅质夹隧石条

带灰岩
” .

尔后
,

孙殿卿
、

穆恩之等人也对全吉群进行过研究
.

孙殿卿 在报告中指出
:

`

在全吉山出露的震旦系
,

底部多为自色
、

紫色砾状砂岩
、

石英砂岩和石英岩
,

最上部

为夹硅质层 的灰岩
。

石英岩与灰岩之间尚有一层厚约十余米的泥积物
,

其中参杂有大小

不等之砾石
,

很可能为冰碳层
,

总厚度 50 0米
” .

关于冰破层问题
,

一直未 引起 广大 地

质工作者的重视
。

仍然习惯的将全吉群划归震旦系并与北方蓟县地区对比
。

一九七四年我

所开展震旦系专题研究工作后才逐步重视对冰破层的研究
,

红铁沟冰碳层是否就是孙氏

所指层位
,

尚无确切材料
.

红铁沟冰碳层在岩石地层单位的全吉群上部
。

全吉群上与寒武系下含磷砾岩为假整



合关系
,

下与变质岩系达肯大坂群为高角度不整合
。

依据沉积旋凤
、

接触关系
、

古生物

资料等全吉群又可划分七个岩组
,

列表如下 ( 图 1 )
。

亩1
一

乍海雍: 木盆地北缘全吉山 , 旦系实 , 创面

寒武系下统 ( e , ) 矛含磷砾岩
,

在相应层位采到 K nt
o r g i an

“ p
一

、
` 、

( 据第一区测队四分队资料 )
-

`

一碳
. . . 启后耘̀ -一-一一假 整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震

.

旦系全吉群 心跳们
`
)

第七岩组 石英砂岩组

第六奢组劫红铁沟冰硫层

一
·

一

—
一 -一

··

- · · ·· · · . .

一假整合或整合
` - ~ - ~ ` ` - . - ` . ` ~ ~ .

第五岩组 页岩组

第四岩组拟百云奢组

第三岩组 砂页岩组
.

八

第二姗组
}今l书英岩组

第一岩组 砂砾岩组

一
不整合

一
长城系

:

达肯大玻舞护
、

I
:

, 言 工; 。 j 丫

自替
·

嚼淘全吉山红铁沟冰破层实侧剑面

( 二 ) 红铁沟冰啧层剖面

目前 已知冰磷层分布于全吉山
、

石灰沟两地
,

以前者研究稍详
,

介绍如后 ( 图 2 )



震旦系全吉群

第七岩组
:

7
、

紫红
、

灰绿色细粒石英砂岩夹少量薄层 白云岩
,

微层理发育 30 米

6
、

灰
、

浅玫瑰色白云质砂砾岩
、

白云质砂岩
、

砂屑白云岩
。

底部与冰啧

为层渐变过度
,

亦含砾石
,

最大直径可达 30 厘米
,

向上逐渐变小
、

稀疏
,

并过

渡为白云质砂岩
,

石英颗粒磨园度极好
,

上部贝lJ以白云质成分为主 5
·

3 米

第六岩组
:

红铁沟冰啧层
,

可划分为上下两部分

5
、

紫红色冰债泥砾岩
,

下部色黄绿
,

中上部 以紫红色为主
。

泥砾岩无层

次
、

无分选
、

无方向性
,

砾石大小混杂堆积
。

砾石成分比较复杂
,

主要为下伏

地层含硅 质条带 白云岩
、

含迭层石白云岩
、

含藻块状 白云岩
,

次为浅肉红色硅

质岩
,

紫 红色中~ 粗拉硬砂岩
、

含砾粗砂岩等
口

砾径大小不一
,

由细到巨均有
,

最大者 6 5 ~ 7 0 厘米
,

小者在 0
.

5 、 2 厘米
,

多呈分散状 ( 照片 l
,

本文照片见 15 页

和 5 4页 )
,

亦有成堆出现
。

砾石形态复杂
,

个别磨园度稍好
。

胶结物 为泥铁质

含砾粉砂 岩
,

镜下观察碎屑物 为石英
,

岩屑为硅 质岩
、

白 云 岩
、

砂 岩等
,

分

选性差
,

磨园度亦差
。

下部夹一层 10 厘米厚的砾灰岩 7
.

8 米

4
、

黄绿色冰啧泥砾岩
·

同样无层 次
、

无 分选
,

大小棍杂堆积
,

最大砾石

1 1 3 x g o 厘米
,

胶结物为含粗砂粉砂质粘土岩 2
.

8米

第五岩组
:

页岩组
。

3
、

灰绿色粉砂质粘土质页岩夹薄层 泥灰岩及赤铁矿扁豆体 2 2
.

8 米

2
、

杂色页岩 1 2
.

1米

1
、

灰黑
、

深灰色页岩
、

灰质页岩
,

下部夹薄层泥质白云岩
、

赤铁矿扁豆

体
,

中部含锰质结核 5 9
.

7米
- -

一— — —
整合过 渡— 一一一一—

第四岩组
:

白云岩组
,

该组内产有极丰富的迭层石
,

L en el l a ,

nI
z e r i a ,

Ju r u s a n i a ,

G y m n o s o l e n ,

B o x o n i a ,

C o n o p h y t o n q u o n j i s h a n o n s i S

等
。

( 三 ) 红铁沟冰啧层特征

1
、

宏观特征
:

最突出的是无层次
、

无分选
、

无方向性
,

砾石大小混杂堆积 ( 照片

2 )
,

最大砾石可达 11 3 厘米
,

以漂债状孤另 出现于粉砂质粘土岩中
。

局第五地质 队见

到有二米漂碳
。

有的砾石长轴与冰债层顶底 反层理呈垂直分布
,

被泥砾物包围 ( 图 3 )
。

2
、

砾石形态复杂多样
,

奇形怪状 ( 照片 3 )
。

有的似马鞍状
,

有的似熨斗石
,

有

的为扁平状
。

总之
,

以棱角状 一 次棱角状为主
,

个别有磨园
。

不少砾石上有二个磨光凹

面
,

状似猴面石
。

其中还有扭裂石 ( 照片 4 )
。

3
、

冰债砾石上保留有砌
11运动过程中的遗迹

,

普遍见有比较细小的擦痕
,

同一标



图 3 砾石近垂直岩层素描 ( l : 2 )

本上有二组方向
,

一般长 0
.

4 ~ 1厘米
,

深 0
.

3 ~ 0
.

6毫米
,

头部略深
。

刻槽清 晰
,

长达

2
.

2 厘米
,

宽 0
.

4厘米
,

深。
.

3厘米
。

其它压坑
、

压裂石则屡见不鲜
。

4
、

冰债层底 汉为页岩组
,

深灰到灰绿色
,

含锰结核及赤铁矿扁豆体
,

并含较高的

灰质与泥质成分
,

可能为湿热环境下海相 沉积地层
;

顶 奴为含砾白云质砂 岩
、

白 云 质

岩
,

砂粒磨园度极好
,

分选亦好
,

颗粒均匀状如小米
,

应属海岸相沉积
,

经过海浪反复

淘洗
,

所以它磨园
、

分选均好
、

成分单一
。

海水逐深砂少 白云质增多而成砂屑白云岩
,

反映出为海进沉积程序
。

介于其 间的冰债层
,

色调以紫红色为主
,

反映为大陆冰盖
,

部分伸延到海边
,

融化

后掉入下伏层中
,

所 以有些砾石呈恳浮状态
,

从而形成下部滨海冰水沉积相
。

对于红铁 沟冰债层的存在
,

已为多玫地质工作者公认注
,

但对其时期存在分岐
,

有的

主张 为震
一

旦纪与南沱冰期相当
,

亦有的认为目前尚难排除有更新的可能性
。

我们待 同位

素年龄
、

微体古植物
、

迭层石 等项鉴定结果 出来后
,

拟有专文对全吉群与冰债层间题进

行讨论
。

( 执笔 人 王云山 )

注 ] 9 7 4 一 1 : , 7 6 年先后 来此工作的有西北地质利学研究所赵祥生
、

张录易 ; 地质 科学院 姜 春 发
、

曲 景

邢裕 盛
、

高林志 以 及新盗地质局 地 研所高振 家
、

梁运 海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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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按晶胞大小对铬尖晶石类质同象系列的分类

( 三 )可 以试用经验计算 公式
,

验证 ao ( 测量 ) 值
,

但必须注 意 R
:

O
。 :

R o 今 l时
,

计算公式的误差也较大
。

( 四 ) 存在 间题及工作方向
:

l
、

以上小结的几点说明了目前用粉末法鉴定铬尖晶石类矿物仅能解决上述几个问

题
,

上述工作亦是仅就我们接触的我国西北地区的铬尖晶石类矿物为依据的
.

没有引举

我国其它地区及国外的有关资料
,

故有较大的局限性
.

2
、

用
a o
值分类

,

没有涉及造矿铬尖晶石与附生铬尖晶石的区别及其变化规律
,

也

没有涉及不同岩体及矿体中铬尖晶石 ao 值的变化情况
,

这些工作准备今后深入做
。

>
3

、

对 R : O
: : R O 二 l 的几种现象反映到ao 值的变化规律

,

尚未深入研究
,

是今 后

<

探索的一个方向
。

4
、

从衍射图几条特征谱线的强度定性了解二价与三价阳离子数的相对变化规律
,

我们曾作 了尝试
.

但还是很不成熟的
,

亦需进一步工作
.

( 上接 38 页所附照片 )

照片2

照 片 4



为有利成矿的岩性标志
。

4
、

铬尖晶石 原生流动构造具紊流特性
,

其中成弧状
、

帚状和旋涡状等流动构造形

态部位 为有利成矿部位的拯志
。

周此
,

岩浆流动性越强的部位
,

铬尖晶石原生流动构造

则较发育
,

其产状变化也大
,

卷浆分异作用亦好
,

即更有利成矿
.

据此则可作为寻找预

测有利成矿部位的构造倾志
.

_

5
、

目前探矿
,

采
作蜘

。米标高上下的浸染条带状矿体 其产状与铬尖 晶石 原

生流动构造产状一致
,

并在空间上与流动构造成弧状
、

帚状和旋涡状等构造形态部位相

吻 合
。

但是
,

这种矿体规模刁
、
质量差

。

根据 前述新的地质认识和依据
,

岩体 呈 向 斜 产

状
,

下部分异作用相对较好
,

加之岩体规模较大
,

浅部矿化程度也较好
,

因此
,

岩体深

部则应 具有较好的成矿环攀
,

可能有规模大质量好的矿体存在
,

其成矿远景还是有希望

的
。

根据岩体南侧中堂沟吕邻孔验证结果
,

已在孔深 76 8
.

74 米至 79 2
.

90 米 ( 标高 130

—1 10 米 ) 之 间见矿 五层
,

共厚 12
.

05 米
,

其中
:

第一层 3
.

50 米
,

第二层 1
.

65 米
,

第 三 层
2

.

25 米
,

第四层 2
.

3 5米 户第五层乙 30 米
。

含矿岩石亦为中粗粒纯橄岩
。

矿石 仍 以 稀 疏

— 中等浸染条带状为主
,

少数为稠密浸染条带状
,

但条带构造不如地表发育
,

铬尖晶

石粒度粗细不匀
,

脉石成分中铬绿泥石含量增多
。

同时见矿条及铬尖晶石流面产状有可

能变得平缓
。

以上情况扩虽是一孔之见
,

但却已经初步证明了上述对岩体深部 成矿远景

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一因此
、
应当继续探索和研究松树沟岩体的深部成矿远景

,

这不仅

在找矿评价工作的实践上簇而且对铬矿成矿理论的探讨上
,

都具有现实的经济和科学意

义的
.

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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