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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 -民和盆地下白垩统研究新进展

李麒麟　张有龙　赵　桐　齐建宏　李　增

(兰州地质矿产勘查院 , 兰州 , 730050)

摘　要　本文主要从岩石地层和层序地层两方面对兰州 -民和盆地早白垩纪地层近几

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述。根据岩石组合和岩性旋回建立了 4个组 ,并根据对层

序界面的研究识别划分出 1个层序、 3个小层序组、 13个小层序。

关键词　岩石地层　层序地层　下白垩统　兰州- 民和盆地

1　地质概况

兰州-民和盆地位于中祁连隆起带上 , 北依北祁连地槽褶皱带 ,南依南祁连地槽褶皱带。

下白垩统是组成盆地盖层最主要的充填沉积物。对盆地内发育的下白垩统的考察工作始于孙

健初、 王尚文 ( 1949)。在考察期间 , 他们将角度不整合 (或断层 ) 于侏罗系或基岩之上 , 和

第三系之下的紫红色、 棕红色、 灰绿色、 蓝灰色组成的一套碎屑岩建造定名为河口群。 50年

代 , 甘肃区调队开展 1∶ 20万 (兰州幅 )区域地质调查时 , 根据化石资料将其划归下白垩统 ,

并划分出 2个组、 4个非正式填图单位 (表 1)。

　　 80年代之后 , 随着 1∶ 5万区域地质调查的相继开展 , 以及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广泛应用 ,

对盆地内的河口群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文从岩石地层和层序地层研究取得的进展方面

加以阐述。

2　岩石地层研究进展

盆地内的早白垩世河口群自 1∶ 20万 《兰州幅》 划分为两个组之后 , 后人在研究时只作

了简单的非正式岩石地层单位划分。 1999年开展《苏家峡幅》、 《通远乡幅》、 《红古城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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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岩石地层单位划分沿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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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寺乡幅》等 4幅 1∶ 5万区调工作时 ,在现场考察了河口群正层型剖面 ,并研究了前人的资

料 ,结合工作区大量野外调查和剖面测制资料 ,根据岩性旋回和岩石组合特征 ,将河口群划分

为 8个非正式的段级岩石地层单位。并根据段归组的原则 ,将其归并为四个正式组 (表 1)。

2. 1　朱家台组

岩性为一套紫红色中 -厚层中、 细砾岩与中层或透镜状含砾细砂岩、 砾质粗、 中砂岩夹

粉砂岩旋回组成。总体上呈向上变细的特征 ,与下伏基岩或侏罗纪地层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大

部分受后期构造影响呈断层接触 ; 与上覆盐锅峡组呈整合接触。该组沿走向厚度变化较大 ,盆

地中心厚度约 800多米 , 盆缘为 200～ 50 m不等。根据岩性组合和沉积构造可划分为 3个岩

段。

2. 1. 1　一段　下部为灰绿色厚层砾岩 ; 中部为灰绿色、灰紫色中 -厚层砾岩夹棕色中 -薄层

粉砂质泥岩 ;上部为灰紫色中 -厚层细砾岩与中 -薄层细砂岩、棕色中层粉砂质泥岩互层 ,厚

约 27. 5 m。砾岩中砾石成分为早奥陶世中基性火山岩和志留纪闪长岩 , 砾石大小悬殊 , 为棱

角状 , 成层性较好 ; 上部砂岩呈透镜状。 为冲积扇或扇三角洲沉积。

2. 1. 2　二段　为棕色厚层 -巨厚层粉砂质泥岩夹棕色薄层 -厚层泥质粉砂岩及少量褐灰、紫

灰色中 -薄层细砂岩、铁质长石石英细砂岩、 灰白色块状长石石英砂岩 , 厚 679. 6 m。细砂岩

中交错层理和斜层理发育。 该段以泥岩为主 , 岩石又普遍呈棕色 , 为扇三角洲沉积。

2. 1. 3　三段　为紫红色厚层中粒砂岩、巨厚层含砾中粒砂岩以及杂色、紫红色条带状砾岩及

少量紫灰色厚层铁质细粒长石石英砂岩、透镜状含砾粗砂岩 ,厚 117. 3 m。砾岩中砾石成分为

邻近基底地层成分 , 磨圆度以棱角 -次棱角状为主 , 具正粒序层理 , 砂岩具底冲刷和斜层理。

为扇三角洲沉积。

2. 2　盐锅峡组

岩性为紫红色厚 -块状粉砂质泥岩、 泥岩与紫红色中层砂岩、 杂色中层泥晶灰岩、 泥灰

岩互层 ,厚约 3 000多米 ,与其下伏朱家台组和上覆红古城组呈整合接触。区内广泛发育的灰

绿色、 灰黄色的粉砂质泥灰岩、 泥晶灰岩条带可作为标志层。以大量的泥岩出现为界与下伏

朱家台组分界 ; 上部以一层厚约 30 m的灰绿色泥灰岩、泥晶灰岩条带结束或大量的砂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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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界与红古城组分界。 根据岩石组合与沉积构造特征划为 3个非正式岩层段。

2. 2. 1　一段　岩性为紫红色中 -巨厚层粉砂质泥岩、棕色中 -薄层粉砂质泥岩夹棕色中 -薄

层泥质粉砂岩及少量紫灰、 紫红色中 -厚层细砂岩 , 灰绿色薄层粉细砂岩。 浅黄、 蓝灰色中

层粉砂质泥岩 , 厚约 831 m。该段泥岩占绝对优势 , 细砂岩中发育有浪成波痕、平行层理 , 属

环境比较稳定的滨湖相沉积。

2. 2. 2　二段　下部为褐色中- 厚层中 -红粒砂岩夹灰色中 - 薄层细粒长石砂岩及棕色厚层

粉砂质泥岩 ; 上部为棕色厚层粉砂质泥岩夹褐色中 -薄层细砂岩及少量褐色厚 -巨厚层中细

粒砂岩 , 厚约 1 494. 2 m。 砂岩中具水平层理、 粒序层理、 不对称波痕 , 为滨浅湖相沉积。

2. 2. 3　三段　为棕色、紫红色厚 -块状粉砂质泥岩夹同色薄层- 巨厚层中 -细粒砂岩和灰绿

色、 紫红色厚 -块状泥灰岩、泥晶灰岩 , 厚 959. 8 m。泥灰岩具季节性纹层 , 粉砂岩具水平纹

层 , 为半深湖相沉积。 该段中发育数十条灰绿色、 灰黄、 紫红色泥灰岩、 泥晶灰岩条带 , 厚

度 2～ 40 m不等 , 区域上延伸较稳定 , 为盐锅峡组的主要标志层。

2. 3　红古城组

岩性下部为前三角洲沉积的紫红色中层粉砂岩夹同色中 -薄层泥岩和细粒长石石英砂

岩 , 总体由向上变粗的层序组成 , 层理由不发育到发育小型交错层理 ; 上部为紫红色中 -厚

层砂岩夹薄层粉砂岩 , 总体由向上变细的层序组成 , 层理多为大型槽状、 楔状和平行层理为

主 , 局部具变形层理 , 砂岩底部具底冲刷现象 , 并有砾石滞留。 细砂岩、 粉砂岩中发育平行

层理、 叠置波痕和大量的虫孔、 虫迹 , 为三角洲前缘沉积。

该组区域上较发育 , 以发育大型的沉积构造和粗碎屑岩为主要特征。下部以大量的砂岩

出现或灰绿色的泥灰岩、 泥晶灰岩条带结束为标志与盐锅峡组分界 ; 上部以大量的泥岩出现

为界与花庄组分界。该组厚约 153. 9 m。

2. 4　花庄组

岩性由紫红色厚 -块状粉砂质泥岩、 泥岩夹灰绿色中层泥晶灰岩和猪肝色中 -薄层钙质

细粒长石石英砂岩组成 , 厚度> 532. 76 m。其中下部为细粒长石石英砂岩与粉砂质泥岩、 泥

岩互层 , 砂岩中发育中小型层理 , 粉砂岩中具爬升层理、 虫迹 ; 上部为泥岩夹泥晶灰岩和粉

砂岩透镜 , 发育小型的爬升层理和虫孔、 虫管。为三角洲平原相沉积。

该组岩性组合、 沉积构造与下伏地层有明显区别 , 以出现大量的泥岩和发育小型的爬升

层理为标志与下伏红古城组分界。

3　层序地层研究进展

本文根据对盆内区域不整合型界面、 最大湖泛面、 相转换面及各种类型次级侵蚀面的识

别 , 将早白垩世地层划分为 3个级别层序 (表 2)。

3. 1　层序

为一套相对统一、成因上又有联系的地层 ,其顶底以不整合型界面或可对比的断层为界。

根据兰州- 民和盆地早白垩世地层顶底界面特征 , 将此划为一个层序 (表 2)。层序Ⅰ 由冲积

体系- 湖泊体系 -三角洲体系组成。 底界以不整合、 局部呈断层与侏罗纪以前地层接触 ; 顶

界以区域性不整合面或断层与第三纪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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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兰州 -民和盆地早白垩纪地层层序划分表

3. 2　小层序组

由成因上互有联系的叠置型小层序组成 , 其边界在盆地不同部位有不同标志。兰州 -民

和盆地早白垩世地层可划分为 3个小层序组 (表 2)。表 2中Ⅱ 1中代表退积型小层序组 ,以相

转换面为界与Ⅱ 2小层序组分界 , 为一套冲积相沉积。 Ⅱ 2代表退积 -边积型小层序组 , 以岩

相转换型界面与Ⅱ 3小层序组分界 , 为一套滨湖 -浅湖 -半深湖相沉积。Ⅱ 3代表加积 -进积

型小层序组 , 顶部与上覆第三系为区域性不整合或断层接触 , 为一套三角洲相沉积。

3. 3　小层序

是层序地层划分的基本单元 , 常由向上变细或变粗的小层序组成。 根据对兰州 -民和盆

地早白垩世地层的详细研究 , 可将其划分为 13个小层序 (表 2)。表 2中小层序 A代表朱家

台组一段下中部层序 , 为冲积扇沉积 , 顶界以次级侵蚀面为特征。小层序 B代表一段上部层

序 , 为扇三角洲沉积 , 顶界以侵蚀面为特征。小层序 C代表朱家台组二段下部层序 , 为冲积

砾质辫状河流相沉积 , 顶界以湖侵面为特征 ; D代表二段上部层序 , 为水下扇三角洲相沉积 ,

顶界以次级侵蚀面为特征 ; E代表朱家台组三段下部层序 ,为冲积砾质辫状河流相沉积 ,顶界

以次级湖侵面为特征 ; 下为三段上部层序 , 为水下扇三角洲相沉积 , 以岩相转换面为顶界 ; G

代表盐锅峡组一段层序 ,为滨湖相沉积 ,以次级湖侵面为顶界 ; H代表盐锅峡组二段层序 ,为

滨浅湖相沉积 , 以湖侵面为顶界 ; I代表盐锅峡组三段层序 , 为半深湖相沉积 , 以岩相转换型

界面为顶界 , I小层序中存在数十条灰绿色 , 灰黄色中 -厚层泥灰岩、 泥晶灰岩条带 , 泥灰岩

反映湖水最大时沉积速率相对缓慢的半深湖相缺乏碎屑注入 , 由悬浮物质和化学沉淀物呈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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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降落而成 , 说明泥灰岩条带的频繁产出与湖平面的快速升降、 构造运动和古气候变化而形

成的多次湖泛过程有关 ; J代表红古城组下部层序 , 为前三角洲沉积 , 以同相叠覆面为顶界 ;

K代表红古城组上部层序 ,为三角洲前缘沉积 ,顶界以小间断侵蚀面为特征 ; L代表花庄组下

部层序 ,为三角洲平原辫状河沉积 ; 以次级侵蚀面为顶界 ,小层序 M代表花庄组上部层序 ,为

三角洲平原岸后湖泊沉积。

由于多种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 ,为兰州 -民和盆地早白垩世地层研究开拓了新领域。多

种新的分层指标的建立 , 为正确厘定本区某些组、 段的地质界线、 解决本区长期存在有争议

的地质问题提供了有力证据。尤其是层序地层理论的应用 , 为系统建立本区早白垩世地层层

序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 进而与盆地附近陆盆内的早白垩世地层对比 , 提供了翔实而有价值

的科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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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度 《西北地质》 和 《西北地质科学》 征订说明

　　 1. 《西北地质》 系国土资源部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主办的综合类情报信息刊物。 主要设有基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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