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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新疆叶城县的西昆仑麻扎构造混杂岩带内"发育一套含煤砂砾岩地层"原陕西省地质调查院在
%T=&

万

区域地质调查中"将其划分为
D

个地层填图单元"即三叠系%

I

"未分&!三叠系赛力亚克达坂群%

I(

&和早*中侏罗

世叶尔羌群%

U

%f=

+

&'这些碎屑岩主体是造山作用形成的山间磨拉石沉积"但各地层单元之间多为断层接触"顶底

不全"岩石地层之间的新老关系和形成时代也不清楚'通过对该套碎屑岩的详细剖面测制和分析"依据其岩石组

合特征!生物地层特征对比"将该套含煤砂砾岩重新厘定为早*中侏罗世叶尔羌群%

U

%f=

+

&"并自下而上再划分为(

莎里塔什组%

U

%

,g

&!杨叶组%

U

=-

&!塔尔尕组%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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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主要是一套河湖相沉积的地层"是对西昆仑构造混杂岩带在

早*中侏罗世隆起造山的沉积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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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仑麻扎构造混杂岩带位于青藏高原西昆仑

山中段"该带是晚三叠世时期伴随着古特提斯洋的

消失"羌塘地块与塔里木板块相碰撞后最终在麻

扎*康西瓦*木孜塔格一带形成的超岩石圈断裂

第四缝合线'

该断裂对两侧地层分布!岩浆活动以及矿产等

有明显的控制作用%丁道桂"

%EE?

)方爱民等"

=>>E

)

潘裕生等"

%EE?

&'在该断裂带控制背景下形成了一

系列含磨拉石建造的山间盆地"发育一套含煤砂砾

岩地层%图
%

&'

原陕西省地质调查院在
%T=&

万区域地质调查

中%

=>>&

&"将其划分为
D

个地层填图单元"即三叠系

%

I

"未分&!三叠纪赛力亚克达坂群%

I(

&和早*中

侏罗世叶尔羌群%

U

%f=

+

&%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

)

杨瑞东"

=>>?

&'笔者通过对研究区含煤砂砾岩地层

的岩性!时代进行分析"对其进行重新厘定'

图
!

!

研究区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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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尔羌群杨叶组)

=@

叶尔羌群塔尔尕组)

D@

母尔羌群莎里塔什组)

F@

上石炭统提热艾力组下段)

&@

下志留统温泉

沟群
)

组上段)

?@

下志留统温泉沟群
0

组下段)

A@

下志留统温泉沟群
)

组上段)

C@

下志留统温泉沟群
)

组下段)

E@

下

志留统温泉沟群
2

组)

%>@

麻扎混杂岩玄武岩)

%%@

麻扎混杂岩玄武岩!安山岩)

%=@

麻扎混杂岩黑云母花岗岩)

%D@

麻

扎混杂岩大理岩)

%F@

麻扎混杂岩变质砂岩!板岩夹大理岩)

%&@

麻扎混杂岩变质砂岩!板岩夹大理岩)

%?@

印支期家

吉哇西岩体)

%A@

印支期胜利桥岩体)

%C@

印支期色日克达板岩体)

%E@

黑恰道班北岩体)

=>

(地质界线)

=%@

混杂岩带

!

边界断裂)

==@

层间断裂)

=D@

剖面位置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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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划分沿革

前人把麻扎构造混杂岩中的中生代含煤砂砾岩

地层划分为三叠系%

I

"未分&!三叠系赛力亚克达坂

群%

I(

&和下*中侏罗统叶尔羌群%

U

%f=

+

&'

#

三叠

系%

I

"未分&(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

&在西昆仑和

喀喇昆仑山的
%T=&

万%麻扎幅!神仙湾幅&区域地质

调查中"将东西向分布于麻扎以东!昆仑山赛力亚克

达坂山脊以南的一套紫红色!暗紫红色!深灰色的砾

岩地层作为非正式地层单位"并依据其砾石中的化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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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地质时代置于三叠纪'

$

三叠系赛力亚克达坂群%

I(

&(赛力亚克达坂群是陕

西省地质调查院%

=>>&

&在西昆仑和哈喇昆仑山的

%T=&

万%麻扎幅!神仙湾幅&区域地质调查中"重新厘

定的新的岩石地层单位"分布于康西瓦构造混杂岩

带内"分为上下
=

个岩性组(下部为海陆交互相"岩

性为中粗粒岩屑石英砂岩!中粗粒岩屑长石杂砂岩!

钙质长石粉砂岩夹砾岩!含砾砂岩)上部为磨拉石建

造"岩性为砾岩!粗粒岩屑石英砂岩!细粒长石石英

杂砂岩为主"夹粉砂岩等'该套岩层两侧以断层与

相邻地层接触"未见顶底%王东安"

%EE&

&'在赛力亚

克达坂群中发现双壳类
A268646+

,

@

"植物化石

!105626H4.1,+

,

@

"以及大量的植物茎干和叶片%未

鉴定&'关于赛力亚克达坂群的时代有早三叠世%李

荣社等"

=>>C

&和三叠纪%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

&

二种认识"但均未给出时代界定的依据'

%

下*中

侏罗统叶尔羌群%

U

%f=

+

&(德.泰拉%

%ED=

&曾将塔里

木盆地西南至昆仑山一带的一套含煤岩系创名为

#叶尔羌群$"之后一直被多数学者所沿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区域地质志0%

%EED

&将叶尔羌群再分为

#下部杂色层$"岩性以紫红色!灰色砾岩为主"紫红

色砂岩!泥岩!粉砂岩为次"夹石膏层)#中部含煤

层$"岩性为灰!灰绿色砂岩!砾岩!粉砂岩夹泥岩!煤

层"含丰富的植物化石)#上部红色层$"岩性为紫红

色砂岩!粉砂岩!泥岩不均匀互层"夹砾岩"产双壳类

化石'在叶尔羌群中部含煤层和上部红色层中产有

丰富的古植物!双壳类和腹足类化石"将其时代定于

早*中侏罗世'/全国地层多重划分对比研究"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岩石地层0%

%EEA

&重新将叶尔羌群定

义为(一套湖相沼泽相含煤碎屑岩"自下而上再划分

为#莎里塔什组$!#康苏组$!#杨叶组$和#塔尔尕组$

F

个组'其时代定为早*中侏罗世'

本次
%T&

万调查研究过程中"通过对该套碎屑

岩的详细剖面测制和分析"依据其岩石组合特征!生

物地层特征"将原
%T=&

万#三叠系%

I

"未分&$!#赛

力亚克达坂群%

I(

&$重新厘定为早*中侏罗世叶尔

羌群%

U

%f=

+

&"并进一步自下而上再划分为莎里塔什

组%

U

%

+

&!杨叶组%

U

=-

&!塔尔尕组%

U

=

.

&

D

个地层单

位'即将原
%T=&

万赛力亚克达坂群砾岩组%

I(

&和

三叠纪未分%

I

&归为塔尔尕组)砂岩组%

I(

&归为杨

叶组)原叶尔羌群%

U

%f=

+

&进一步划分为莎里塔什组

%表
%

&'

表
!

!

早$中侏罗世叶尔羌群地层沿革表

I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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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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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57(3"5.I127458394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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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74U(-1++")V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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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拉

%

%ED=

&

新疆地矿局

%

%EED

&

新疆地矿局

%

%EEA

&

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

&

康西瓦断层以北 康西瓦断层以北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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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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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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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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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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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含煤层

下部

杂色层

中
侏
罗
世

早
侏
罗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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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羌
群

塔
!

尔

尕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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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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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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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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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砾
岩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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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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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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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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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莎
里
塔
什
组

=

!

地层特征

(I!

!

莎里塔什组!

9

!

!

"

研究区内"该地层与下伏地层二叠纪安山岩

%

Q

!

i

"

&呈不整合接触"与上覆地层叶尔羌群杨叶组

%

U

=-

&呈断层接触'岩性为灰色!灰白色砾岩"含砾

粗砂岩!中砂岩以及钙质泥岩"构成向上变细的旋

回'砾石成分以碳酸盐岩!碎屑岩及火山碎屑为主"

磨圆以次棱 棱角状为主"砾石中见植物化石及孢粉

化石'

中侏罗世莎里塔什组 %

U

%

,

&实测地层剖面

%

QP>?

&位于新疆叶城县新藏公路%国道
=%E

线&峡

南 桥"剖 面 起 点 坐 标 为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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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露头良好"层序清楚%图
=

&"现分 层列述如下'

图
(

!

西昆仑麻扎地区峡南桥莎里塔什组!

9

!

!

"实测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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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侏罗世杨叶组%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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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E6

=&@

灰色中层状含砾粗砂岩!中层状粗砂岩夹碳质泥岩所构

成的多个旋回'含砾粗砂岩中"偶见有少量的板岩砾石"

粗砂岩单层厚度约
D&

!

&>)6

'

jjjjj

断 层 接 触
jjjjj

早侏罗世莎里塔什组%

U

%

,

&

#

D&%@%C6

=F@

浅灰色中层状含砾粗砂岩'

&@D=6

=D@

浅灰色厚层状含砾粗砂岩'在砂岩层上部见一套厚约

=&)6

的灰黑色薄层的碳质页岩"多见碳化植物茎叶化

石'

F@ED6

==@

浅灰色中厚层状砾岩与厚层状砂岩互层"底部见明显的

冲刷构造"砾岩中弱显低角度斜层理"砾石成分多以石英

质为主'

E@C?6

=%@

灰黑色薄层状碳质泥岩"夹风化色为褐黄色薄层状细粒

砂岩'砂岩中产丰富的植物碎片和茎干"碳质泥岩中可

见黄铁矿结核'

=E@&E6

=>@

浅灰色厚层状砾岩与中至厚层状砂岩互层"并构成韵律

旋回'底部见明显的冲刷构造'

%&@FD6

%E@

灰色中层状砾岩与中层状砂岩互层'砾岩中偶见低角度

斜层理"砂岩中具有平行层理构造'

%E@FE6

%C@

浅灰色中层状砾岩与中层状砂岩互层"并构成韵律旋回'

底部见明显的冲刷构造"砾岩中可见交错层理"砂岩中具

有平行层理构造'砾石成分多以石英为主'

DC@?A6

%A@

浅灰色薄至中层状砾岩与中层状砂岩互层'底部见明显

的冲刷构造'

&@C>6

%?@

黑色薄层状碳质泥岩"间夹薄层状细粒岩屑砂岩'

%F@%D6

%&@

浅灰色薄至中层状砾岩夹中层状粗砂岩"间夹厚约
=>

)6

的灰黑色薄层状碳质泥岩'

%=@E?6

%F@

灰黑色薄层状碳质泥岩"夹薄层状粉砂岩'泥岩中见黄

铁矿结核'

%D@=&6

%D@

浅灰色中至厚层状中粒岩屑砂岩!含砾粗砂岩'砂岩层

理构造不明显"呈块状'

D>@E%6

%=@

浅灰色中至厚层中粒砂岩夹薄 中层状粗砂质砾岩'两

者厚度之比约为
DT%

'砾岩层底部不平整"见明显的冲

刷构造"砂岩中具交错层理'

=?@EC6

%%@

浅灰色薄层状细 中粒砂岩与薄至中层状粗砂岩互层"岩

层沿走向较平整'

&@?>6

%>@

灰色薄层状中粒岩屑石英砂岩与薄至中层状含砾粗砂岩

互层"两者分界不明显"呈过渡关系'

%D@EE6

E@

浅灰色中层状砾岩与薄层状砂岩互层呈韵律旋回"底部见

明显的冲刷构造"砾岩中可见交错层理"砂岩中具有平行

层理构造'

%?@A?6

C@

灰色中层状含砾粗砂岩夹薄层状中粒岩屑砂岩"两者厚度

之比约为
%TD

"沉积构造不太发育"呈块状'砂岩层顶部

见厚约
&)6

的黑色薄层碳质页岩"污手明显"碳质含量约

F>k

以上'

D@&6

A@

浅灰色薄至中层状砾岩与中层状砂岩互层成韵律"岩层沿

走向厚度展布不稳定"呈宽缓的透镜状'砂岩层中局部见

有呈#漂浮$状的单个砾石存在"为水流湍急的条件下沉

积'

D@AD6

?@

浅灰色中层状粗砂质砾岩夹薄层状中 粗砂岩'两者厚度

之比约为
%T=

'砾石呈次圆状"主要成分为石英质"砾石

大小约
=

!

C66

"个别至
%)6

'砾岩层底部不平坦"弱冲

刷'

%%@%C6

&@

浅灰色中层状砾岩!含砾砂岩与灰色薄至中层状砂岩!粉

砂岩互层"并呈韵律旋回'底部见明显的冲刷构造"粉砂

岩中具沙纹层理构造'砾岩层!含砾砂岩和砂岩呈逐渐过

渡关系'砾石成分多以硅质岩为主"偶见深灰色硅质岩砾

石'

DA@AE6

F@

为浅灰色中至薄层状细粒岩屑石英砂岩"砂岩成分多以石

英长石为主"多以钙质胶结"颗粒支撑结构"发育平行层

理'见黑色薄层状碳质泥岩'

E@F&6

D@

浅灰色厚层砾岩"胶结物成分多以钙质胶结"颗粒支撑结

构"岩层底部可见明显的底冲刷构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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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浅灰色厚层状粗粒石英砂岩"发育平行层理"为水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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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较强的环境沉积形成'

%>@DE6

%@

浅灰色厚层状砾岩"底部见明显的底冲刷构造'砾岩成分

多以石英为主"偶见深灰色硅质岩'

%%@FA6

jjjjj

断 层 接 触
jjjjj

二叠纪安山岩%

Q

!

i

"

&

>@

为紫红色块状安山岩和灰绿色安山岩"气孔发育"可见长

石斑晶"呈红褐色"多为钾长石"偶见石英斑晶"基质多为

隐晶质"矿物成分肉眼难以辫认'

&@F6

(I(

!

杨叶组!

9

("

"

杨叶组%

U

=-

&在#麻扎混杂岩$以内"岩性主要由

黑色碳质泥岩!深灰色粉砂岩!灰色砂岩!杂色含砾

砂岩或砾岩透镜体构成的旋回组成"以砾岩层厚相

对较薄%多为薄至中层状或透镜状&!砾石较少!夹碳

!!

质泥%页&岩层为特征"同时自下而上砾岩或含砾砂

岩增加'

产有丰富的苏铁类!真蕨类和银杏类等植物化

石'该组以夹煤线或黑色碳质泥岩为特征"明显区

别于下伏地层莎里塔什组%

U

%

,

&'

叶尔羌群杨叶组剖面%

QPFD

&位于新疆叶城县

赛力亚克达坂南坡"剖面起点高斯坐标(

J j

F>&=DFF@=

"

+j%D?AC&=>@=

"

%jFE?F@>>6

)剖

面总体沿赛力亚克达坂南坡由北向南约
%EA@>B

方

向测制'该地层处于调查区构造混杂岩带内"与上

覆塔尔尕组%

U

=

.

&呈整合接触"该剖面测至杨叶组

%

U

=-

&内部背斜核部"未见底%图
D

&'

图
'

!

新疆叶城县赛力亚克达坂南坡杨叶组!

9

("

"实测地层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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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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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尕组

中侏罗世塔尔尕组%

U

=

.

&

#

%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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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红色薄层状细砂质钙泥质粗粉砂岩"新鲜色呈樱红色"

风化色为褐色)该处岩石裂隙较为发育"可见裂隙被石英

细脉充填'

%E@?>6

jjjjj

整 合 接 触
jjjjj

中侏罗世杨叶组%

U

=-

&

#

%&=@>>6

%E@

灰色薄 中层状含砾中
/

细粒岩屑砂岩"偶夹黑色薄层状

泥岩"二者岩性之比约为
DT%

'

D&@C>6

%C@

灰色薄 中层状粗砂岩"偶夹有浅灰色薄 中层状含砾细
/

中粒岩屑砂岩"含砾岩屑砂岩中砾石呈次棱角状"砾径大

小
>@&

!

>@C)6

'

?C@E>6

%A@

浅灰色!灰色中层状含砾巨 粗粒岩屑砂岩'顶部偶见极

少量紫红色薄层状泥岩'含砾巨
/

粗粒岩屑砂岩以硅质

胶结为主"单层厚度约
%=

!

=?)6

'

D@>>6

%?@

灰色厚层状含砾中 粗粒长石岩屑砂岩夹灰色薄 中层状

粗砂岩"偶夹有深灰色薄层状碳质页岩'在该层顶部砾

岩的砾石中见有碳酸盐岩砾石)粗砂岩为硅质胶结'

FF@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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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斜核部%未见底&

jjj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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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尔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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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该组地层主要分布于研究区的中北部!呈北西

西*南东东向的带状分布'

该组与下伏地层杨叶组%

U

=-

&呈整合接触"与温

泉沟群%

J

%

&

&以及非正式地层单位#变砂岩夹绿片

岩!大理岩!灰岩%

Q

,,i

3

6,

&$呈断层接触'

该组岩性为河流相的紫红色!灰绿色块状砾岩"

砾石成分以次圆 次棱状的变质碎屑岩为主'下段

以紫红色为主"上段以灰绿色为主'

塔尔尕组剖面%

QPDD

&位于新藏公路%

[=%E

&

=A>*6

处北沟"剖面起点坐标为剖面起点
Jj

F>DEEF&@>>

)

+j%DA>F>C%@>>

'剖面大体沿冲沟

一侧测制"露头出露较好"层序清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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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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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昆仑麻扎地区新藏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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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塔尔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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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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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志留统温泉沟群
'

组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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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黑色薄至中层状碳质板岩与灰色中至厚层状变质细粒

砂岩互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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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层 接 触
jjjjj

中侏罗世塔尔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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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6

%?@

灰绿色块状砾岩'砾石成分主要为变质砂岩!灰绿色千

枚岩等为主"砾径一般为
=

!

&)6

%最大
D>)6

&"磨圆度

为棱角状"偶见次棱角状%未见顶&'

%D@?>6

%&@

灰绿色块状砾岩'砾石成分主要为变质砂岩!灰绿色千

枚岩"次为石英"砾径一般为
%>

!

%=)6

%最大
=>)6

&"磨

圆度为次棱角状"偶见次圆状"砾石具有一定的分选性和

定向排列'

F@A>6

%F@

黑色薄至中层状碳质页岩"夹有含砾砂岩'砾石成分以

变质砂岩和板岩为主"砾径一般为
=

!

D)6

%最大
&)6

&"

磨圆度为次圆状为主'

%@>>6

%D@

灰色薄层状含砾砂岩"夹煤线!黑色碳质页岩!褐色碳质

粉砂岩'砾石成分为变质砂岩"板岩为主"磨圆度为次棱

角状 次圆状"砾石具有定向排列"可见叠瓦状构造'

>@A>6

%=@

灰绿色块状砾岩'砾岩成分以变质砂岩为主"为千枚岩!

板岩!石英"砾径一般为
&

!

%>)6

%最大
D>)6

&"磨圆度

为棱角状"偶见次棱角状"无分选性"无定向排列'

%D@?>6

%%@

灰绿色块状砾岩!含砾砂岩夹灰绿色连续或不连续的薄

层状细粒砂岩!粉砂岩呈多次不等厚旋回'自下而上"细

粒砂岩和粉砂岩逐渐增多"砾石含量减少"磨圆度渐好'

砾石成分以变质砂岩为主"千枚岩!板岩次之"磨圆度为

次棱角状'

=&@?>6

%>@

紫红色块状砾岩"含砾砂岩"含砾粉砂岩'砾石具有一定

的分选性"较好的排列特征"见有叠瓦状构造'砾石成分

以变质砂岩为主"板岩!千枚岩为次"磨圆度为次圆状'

?@>>6

E@

黑色碳质页岩夹煤线和透镜状的含砾砂岩!含砾粉砂岩'

砾石成分以变质砂岩为主"石英次之'

E@E>6

C@

灰色中层状含砾石英砂岩'砾石多位于单层的底部"砾石

以硅质为主"变质砂岩和千枚岩次之"磨圆度呈次圆状 次

棱角状'

%@&>6

A@

深灰色!灰绿色中至厚层状砾岩!灰色薄层状石英砂岩"夹

黑色碳质页岩和黑色碳质粉砂岩'底部为含碳质页岩"见

有不平整的冲刷面'砾石成分以变质砂岩为主"板岩次

之'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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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碳质泥岩"夹煤线!不连续的薄层状的!透镜状细粒砂

岩和含砾石英砂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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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绿色!灰色厚层状砾岩!薄层状含砾砂岩'砾径一般为

%>

!

=>)6

'从下而上"磨圆度由棱角状 次棱角状 次圆

状"分选性逐渐变好'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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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红色块状砾岩'砾石成分复杂"主要为灰岩!大理岩!生

物碎屑岩为主"细砂岩!石英次之"自下而上"碳酸岩砾石

由占砾石总量的
C&k

逐渐减少变为
&>k

'砾径一般为
&

!

%>)6

%最大
&>)6

&"磨圆度为棱角状 次圆状"砾石无分

选性'砾石中可见珊瑚和钙质藻类等化石!以及二叠纪的

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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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野外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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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红色块状砾岩'砾岩成分以变质砂粒砂岩!千枚岩和板

岩等碎屑岩为主"灰岩!白云质灰岩!大理岩!菱铁矿等碳

酸盐岩次之"以及少许石英和燧石等硅质岩'自下而上"

砾石的砾径由
%>

!

%&)6

逐渐减小为
&

!

%>)6

"磨圆度为

棱角状 次圆状"砾石无分选性'砾石中见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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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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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84;6

等%野外鉴定&'

F>@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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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色!紫红色块状砾岩"顶部夹厚约
>@&

!

%6

的灰绿色透

镜状含砾粉砂岩'砾石成分以变质砂岩!板岩!千枚岩为

主"白云岩!灰岩!大理岩次之"以及少量石英'砾径一般

为
F

!

%>)6

%最大
D>)6

&"磨圆度为棱角状为主"偶见状

棱角状 次圆状"砾石具有一定的排列性多成板状排列"见

有叠瓦状构造'%断层未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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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合 接 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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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侏罗世杨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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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薄层状碳质页岩夹灰色!深灰色透镜状石英砂岩!粉

砂质石英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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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时代特征

本次研究在叶尔羌群杨叶组及塔尔尕组实测地

层剖面%

QPFD

!

QPDD

&中发现了大量的植物化石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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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早$中侏罗世叶尔羌群杨叶组及塔尔尕组中植物化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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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地质科学院南京古生物地质研究所吴向

午对植物化石鉴定"上列化石常见于早*中侏罗世'

由此可知"原赛力亚克达坂群含化石层的时代当为

早*中侏罗世"而非其所称的三叠纪'

此外"在研究区的实测剖面%

QPFD

&砾石中采

集了少量动物化石样品"经南古所廖卓庭所鉴定"发

现有准石燕%未定种&

(

F

484

=

184;6+

,

@

!古锉蛤%未定

种&

76261024;6+

,

@

其形成时代为晚三叠世到早侏罗

世%

Y"15c4.

Z

"15

"

=>>D

&"并主要是早侏罗世常见的

属种"说明该套地层形成时代晚于早侏罗世'结合

地层接触关系及植物化石年龄"故本次重新将其时

代厘定为中侏罗世'

综上所述"笔者依据上述古生物化石及其组合

特征"认为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

&所称的三叠系

#赛力亚克达坂群$及#三叠系未分$地层时代厘定欠

妥"因其所采集的化石为砾石中的"所以不能作为三

叠系依据'

本次通过上述实测剖面%即
QPFD

!

QPDD

实测地

层剖面&中出现的大量的动植物化石"前人所称的#赛

力亚克达坂群$及#三叠系未分$地层应属于中侏罗世

地层'对原叶尔羌群%

U

%f=

+

&进行剖面测制%

QP>?

&"

其岩性与叶尔羌群莎里塔什组一致'综合对比/全国

地层多重划分对比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岩石地

层0%

%EEA

&对叶尔羌群的定义发现"上述实测剖面岩

性序列与前人的定义一致"故将原叶尔羌群重新厘定

为莎里塔什组%

U

%

,

&"处于整个叶尔羌群的底部)将#赛

力亚克达坂群$及#三叠系未分$地层分别归为叶尔羌

群的杨叶组%

U

=-

&及塔尔尕组%

U

=

.

&'

F

!

结语

%

%

&通过对该套碎屑岩的详细剖面测制和分析"

依据其岩石组合特征!生物地层特征"将原#三叠系

%

I

"未分&$!#赛力亚克达坂群%

I(

&$重新厘定为

早*中侏罗世叶尔羌群%

U

%f=

+

&"并进一步细分为莎

里塔什组%

U

%

,

&!杨叶组%

U

=-

&!塔尔尕组%

U

=

.

&

D

个地

层单位'

%

=

&通过实测剖面中出现的大量的动植物化石

鉴定"重新厘定的叶尔羌群属于早*中侏罗世地层'

%

D

&通过剖面测制岩性特征发现"该套碎屑岩为

一套磨拉石建造"并含有煤线"有丰富的真蕨类!苏

铁类和松柏类植物化石"说明其主要是一套河湖相

沉积的地层"是西昆仑构造带在晚三叠*中侏罗世

时期隆起造山的沉积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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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对中国矿床学界的建议

究竟什么样的研究工作能算作是好研究1 究竟什么样的研究成果能算作是好成果1 在昆

明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矿床成因协会%

OK[̀ '

&大会上"美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负责人!/

a)5/

.56")[4575

#H

0的现任主编劳伦斯.

'@

梅内尔特%

W1G-4.)4'@P4".4-3

&就矿床学研究尤其是

中国学者如何更好地提升研究水平给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

劳伦斯说"投稿到/

a)5.56")[4575

#H

0的中国矿床学论文数量非常多"但很多论文一眼看

过去就是#满满一堆数据$"整篇文章也只是在分析这些数据的表面意思"并没有提出科学问

题"解决这些问题所能带来的实际意义更无从谈及'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一般具备以下特点(第

一"提出的科学问题明确"这些问题可能是前人不曾涉及过的研究内容"也可以是在前人研究

基础上的绝对创新"并且这些问题的解决会带来实际的意义)第二"解决问题的方案清晰"把每

一个步骤以及涉及到的准备工作阐述得非常清楚)第三"寻求答案的过程逻辑严密"在严格的

分析论证过程中解决问题!提出观点)第四"支撑观点的证据真实!可靠!充分"应将事实证据与

实验室的分析数据结合起来"共同为支撑整篇论文的观点服务'

#难就难在第一步"要提出一个好的科学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劳伦斯说"以他的了解"目前

中国矿床学界的学术氛围很好"但很多人不具备独特的创新思维"#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思考或

是提出问题$"因而顶尖的科学人才很少"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更加注重细节'他建议"不管是

年轻的学生或是年长的教授都应该更多地到野外工作"#不要害怕弄脏自己的衣服和双手$"不

要仅仅采几个没有意义的样品回到实验室做分析"因为#从事地质科研工作就应该出野外"并

不是在实验室泡着就能出成果$'

针对矿床学研究来说"研究成果的好坏绝不是看你发表论文的数量!发表刊物的影响力或

是论文篇幅的大小"只有能够提升人们对成矿作用!成矿规律的认识"从而促进矿产勘探工作

理念的进步"推进资源勘探开采效率和水平"才是最科学的评价标准'

!杨合群摘自%中国矿业报&周铸'孙文泓'曹瑞欣'段超
=>%F

年
>E

月
%&

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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