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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 1∶25万岔路口幅区域地质填图时, 在原划中泥盆统落石沟组中采到了大量腕足 、珊瑚类化石,经鉴定其成时

代为早石炭世中期。该套地层可与西邻区域地层进行对比,对此新建下石炭统帕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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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昆仑造山带是我国研究程度较低的造山带之

一,由于山高 、路险 、缺氧, 长期以来人们多沿着交通

要道进行路线考察, 许多地质工作者曾先后对该地

区作过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围绕中巴公路和新藏

公路进行,且研究内容重点不一 。

2003 ～ 2005年开展的 1∶25万 《康西瓦 》、 《恰

哈 》、《岔路口 》、《阿克萨依湖 》四幅区域地质调查项

目,在康西瓦南部岔路口幅向阳峰一带,从原划中泥

盆统落石沟组 (新疆第一区调队, 1984)中解体出了

一套早石炭世地层, 采到了大量腕足 、珊瑚类化石,

经曹宣铎研究员鉴定, 其成时代主体为早石炭世中

期,并依据西邻区域地层对比, 将该套地层新建帕斯

群,其地质时代为早石炭世中期,岩石组合为灰岩段

和白云岩段两个岩性段。灰岩段为一套生物灰岩 、

生物碎屑灰岩夹 (互 )粉晶灰岩;白云岩段主要为一

套微晶白云岩 、条纹状白云岩。与区域进行对比,在

西邻《神仙湾 》幅下石炭统帕斯群下部主要为一套

生物灰岩 、生物碎屑灰岩夹粉晶灰岩;上部主要为一

套微晶白云岩 、条纹状白云岩等。在新建帕斯群灰

岩段中,获得了大量的生物化石,为该套地层时代确

定提供了直接的据证, 为进一步研究甜水海微陆块

地层层序格架及地层演化,提供了新的基础资料 。

1　区域地层概况

1∶25万岔路口幅主要位于康西瓦南部北羌塘

陆块 。甜水海微陆块
[ 1]
以大红柳滩-郭札错断裂为

北界,以空喀山口-龙木错断裂
[ 2, 3]
为南界,北部为巴

颜喀拉晚古生代—中生代边缘裂陷盆地, 沉积了二

叠统 —三叠纪一套细碎屑岩夹少量碳酸盐岩 。南部

为南羌塘地区,下奥陶统三岔口组,沉积了一套灰黄

色变石英砂岩 、粉砂岩 、页岩组成旋回地层, 为一套

滨浅海相沉积
[ 4]

。研究区位于 “泥盆纪地层区划 ”

的羌塘地层分区
[ 5]

,其北侧以大红柳滩 -郭札错断裂

为界,南侧以乔尔天山-岔路口断裂为界, 呈近东西

向带状展布。新建的下石炭统帕斯群仅分布在研究

区西北角,由于后期构造改造,多呈构造岩片状叠置

关系,总体构成单斜构造 (图 1)。该群与下伏地层

下志留统温泉沟群呈断层接触关系,区域上与上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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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岔路口一带下石炭统帕斯群分布地质略图

KT.铁隆滩群;J2l.龙山组;T2s.上河尾滩组;TB.巴颜喀拉山群;P1s.神仙湾组;C1P
a.帕斯群灰岩段;C1P

b.帕斯群白云段;D3t.天神达坂组;

D2l.落石沟组;S1W.温泉沟群;OD.冬瓜山组;ChT.甜水海群;ηγJ2.二长花岗岩。 1.主要断裂;2.不整合界线;3.剖面位置

Fig.1　GeologicalmapoftheLowerCarboniferousPasiGroupintheChalukouregion

KT=TielongtanGroup;J2l=LongshanFormation;T2s=ShangheweitanFormation;TB=BayanHarGroup;P1s=Shenxianwan

Formation;C1P
a=PasiGrouplimestonemember;C1P

b=PasiGroupdolostone;D3t=TianshenDabanFormation;D2l=Luoshigou

Formation;S
1
W=WenquangouGroup;OD=DongguanshanFormation;ChT=TianshuihaiGroup;ηγJ

2
=adamellite.1 =major

fault;2=unconformity;3=studiedsection

下侏罗统巴工布兰萨依组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区调

在温泉沟群中采到了大量孢粉化石, 经鉴定主要为

疑源类和几丁虫,其地质时代为早志留世
[ 6]

。其下

部主要为一套灰色粉砂岩夹粉砂质板岩;中部主要

为灰色中细粒石英砂岩 、长石石英砂岩夹硅质岩;上

部主要为灰色粉砂质绢云母板岩。

帕斯群岩石组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岩性段,

下部为灰岩段, 上部为白云岩段。灰岩段岩性主要

为深灰色中厚层状生物灰岩 、生物碎屑灰岩, 产腕

足 、珊瑚类化石;白云岩段主要为一套浅灰色中厚层

状微晶白云岩 、条纹状白云岩。

2　剖面描述

甜水海微陆块于 1∶25万岔路口幅向阳峰西约

100m,实测了新疆皮山县向阳峰下石炭统帕斯群剖

面 (图 2) , 其剖面起点坐标为N35°54′, E78°05′, 剖

面上帕斯群灰岩段与下伏下志留统温泉沟群呈断层

接触关系,与上覆白云岩段也呈断层接触。现将帕

斯群剖面列述如下:
帕斯群 (C

1
P) 厚度大于 3000m

断　层

白云岩段 (C1P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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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疆皮山县向阳锋下石炭统帕斯群实测剖面图

Fig.2　MeasuredXiangyangfengstratigraphicsectionacrosstheLowerCarboniferousPasiGroupinPishan, Xinjiang

6.灰白色厚层状微晶白云岩 360m

5.灰色中厚层条纹状白云岩 280m

断　层

灰岩段 (C1P
a)

4.深灰色中厚层状生物碎屑粉晶灰岩 880m

3.深 灰 色 厚 层 状 生 物 微 晶 灰 岩, 产 珊 瑚 化 石:

DinophyllumirregulareWang, Lithostrotionyaolingense(Chu)

等 480m

2.深灰 色 中 厚 层 状 生 物 微 晶 灰 岩, 产珊 蝴 化 石:

CaniniavesicqtaYU. 750m

1.深灰色中厚层状含生物碎屑粉晶灰岩 250m

断　层

下伏地层:志留系温泉沟群 (S1W) 石英砂岩:粉砂岩

剖面上的帕斯群灰岩段未见顶 、底,出露厚度大

于 2360m。下部灰岩段岩性比较简单,总体为一套

浅海相碳酸盐岩,岩性主要有含生物粉晶灰岩 、生物

微晶灰岩,局部可见珊瑚礁体。可进一步划分两个

沉积韵律,下部由粉晶灰岩,上部由生物微晶灰岩组

成 。生物粉晶灰岩中可见大量的腕足 、珊瑚碎屑;生

物微晶灰岩中见大量的珊瑚群体,局部呈礁体出现,

并见有少量腕足类化石。上部白云岩段未见顶 、底,

出露厚度大于 640m。岩石主要为一套微晶白云岩

和条纹状白云岩 。依据沉积相及生物组合分析,其

形成环境为一套碳酸盐台地礁滩相沉积。

3　生物化石及地质时代

在 1∶25万岔路口幅向阳峰一带实测下石炭统

帕斯群地层剖面中, 采集了大量的腕足和珊瑚类化

石,经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曹宣铎研究员鉴定,主要

珊蝴化石有:

不规则顿河珊瑚 DinophyllumirregulareWang

( C
2
1 ), 瑶岭石柱珊瑚 Lithostrotionyaolingense( Chu)

( C
2
1 ), 泡沫状犬齿珊蝴 CaniniavesicqtaYU( C

2
1 ), 克

拉美丽筛珊蝴 SestophyllumkelamailienseZeng( C
1
2 )

等,其地质时代主体为早石炭世中期 。

区域上前人
[ 7]
在该套地层中采到生物化石主

要有腕足类 Gigantoproductuscf.moderatus, Antiqua-

toniacf.hinidi, Cyrtospirifersp.;珊瑚 Lithostrotion

cf.martini, Caniniasp., 其中 Gigantoproductuscf.

moderatus为早石炭世的标准分子, Cyrtospirifersp.

在世界和我国均见于石炭纪 。综上所述, 帕斯群的

地质时代应为早石炭世无疑。

4　意　义

( 1)在康西瓦南部岔路口地区前人原划泥盆纪

地层中采到了腕足 、珊瑚类化石,其地质时代主体为

早石炭世中期,经区域地层对比,将该地层新建帕斯

群。该化石资料的获得, 为该套地层时代划分提供

了重要的证据 。

( 2)在岔路口地区向阳峰一带发现的下石炭统

帕斯群,与下志留统温泉沟群呈断层接触关系,在区

域上与上覆下侏罗统巴工布兰萨依组呈角度不整合

接触关系 。该套地层的发现, 填补了岔路口地区缺

失早石炭世地层的空白
[ 8]

, 为研究甜水海微陆块地

层层序格架及地层演化提供了新的地质资料 。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陕西省地质调查院韩

芳林博士 、王根宝教授级高工的指导,在此表示衷心

的感谢。

参考文献:

[ 1] 　姜春发,王宗启,李绵铁,等.中央造山带开合构造 [ M]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00.

[ 2] 　李才,程立人,胡克, 等.西藏龙木错-双湖古特提斯缝合带研

究 [ M] .北京:地质出版社, 1995.

[ 3] 　李才,翟庆国,程立人,等.青藏高原羌塘地区几个关键地质问

题的思考 [ J] .地质通报, 2005, 24( 4 ):295-301.

[ 4] 　夏军,钟华明,童劲松,等.藏北龙木错东部三岔口地区下奥陶

统与泥盆系的不整合界面 [ J] .地质通报, 2006, 25 ( 2 ):115 -

117.

[ 5] 　中国地层典编委会, 中国地层典—泥盆系 [ M].北京.地质出

版, 2000.

[ 6] 　姚建新,肖序常,高联达,等.西昆仑叶城南部麻扎地区志留纪

57



沉 积 与 特 提 斯 地 质 ( 1)

几丁虫动物群新发现 [ J] .地质通报, 2005, 24 ( 1):95-97.

[ 7] 　伊海生,林金辉,赵兵,等.藏北羌塘地区地层新资料 [ J].地质

论评, 2003, 49 ( 1):59-65.

[ 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岩石地层

[ M]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1997.

DiscoveryoftheEarlyCarboniferousfossilsofbrachiopodsandcorals
andestablishmentoftheLowerCarboniferousPasiGroupintheChaluk-
ouregion, Tianshuihaimicrocontinent, Xinjiang

CUIJian-tang, BIANXiao-wei, WANGJu-chuan, YANGKe-jian, ZHUHai-ping, WANGMan-

cang, KONGWen-nian
( ShanxiInstituteofGeologicalSurvey, Xianyang712000, Shanxi, China)

Abstract:AbundantEarlyCarboniferousfossilsofbrachiopodsandcoralswerecollectedfromtheformerlyMiddle

DevonianLuoshigouFormationduringthegeologicalmappingofthe1∶250 000 ChalukouSheet, Xinjiang.These

fossilsaredatedatthemiddleEarlyCarboniferous, andthestratainwhichthefossilsoccurareredelineatedasthe

LowerCarboniferousPasiGroupbasedonthestratigraphiccorrelationwiththeShenxianwanSheetwestofit.This

newly-establishedPasiGroupdisplaysafaultcontactwiththeunderlyingLowerSilurianWenquangouGroupandan

angularunconformablecontactwiththeoverlyingLowerJurassicBagongbulansayiFormation.Thediscoveryofthe

EarlyCarboniferousfossilsofbrachiopodsandcoralsandestablishmentoftheLowerCarboniferousPasiGrouphave

filledupthespaceoftheEarlyCarboniferousstrataandprovidednewbasicdatafortherefinementofthe

stratigraphicsequenceframeworkandevolutionontheTianshuihaimicrocontinent.

Keywords:Tianshuihaimicrocontinent;Chalukouregion;coralfossil;EarlyCarboniferous;PasiGroup

文字更正

本刊 27卷第 4期第 8页左倒第 3行 “纪宏全”应为 “纪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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