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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订及其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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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鸭洼剖面新发现了珊瑚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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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牙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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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化

石指示鸭洼剖面的地层时代不是原来认为的晚侏罗世)早白垩世'而是晚三叠世诺利期'因此将鸭洼剖面的*麻木

下组+更名为麦龙岗组%鸭洼剖面的*麻木下组+不能再作为冈底斯南带隆格尔)南木林地层小区晚侏罗世)早白

垩世岩石地层单位的代表%鸭洼剖面麦龙岗组的发现进一步增加了冈底斯地区在晚三叠世不是陆地'而是特提斯

海洋的证据%

关键词!麻木下组&麦龙岗组&晚三叠世&高舟牙形石&冈底斯古陆&西藏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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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措麦区幅

鸭洼地区划分出麻木下组'根据珊瑚化石将麻木下组

时代定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根据岩性组合特征将

其对比于桑日县马门地区的麻木下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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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地质调查局和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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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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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青藏高原地质图时采纳了上述意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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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洼地区的麻木下组以一套浅灰白色不等厚层状石

英质砾岩#钙质复成分砾岩#砂砾岩#含砾钙质岩屑砂

岩为主'夹
9

层深绿色角闪安山岩'下部与深灰色

薄)块状生物碎屑微晶灰岩#含砂粉砂质微晶灰岩互

层'中部为白云质砾屑灰岩'上部与泥晶砾屑生物碎

屑灰岩#陆屑泥晶砾质颗粒灰岩#砾质泥晶亮晶含砾

屑颗粒灰岩及含砾砂屑生物碎屑灰岩等互层为特征'

厚度大于
88#37"?

%这一剖面因深绿色闪长玢岩侵

入未见底'上部被古新世典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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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状砾岩角度

不整合覆盖'岩石具轻微变质%出露较局限'仅集中

分布于措勤县鸭洼附近'出露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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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洼

剖面是措麦区幅麻木下组的控制剖面'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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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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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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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两次考察鸭洼麻木下组剖面'研究了其中的

珊瑚和牙形石'得出的认识却是鸭洼剖面地层时代并

非晚侏罗世)早白垩世'而是晚三叠世%现将有关考

察结果和相关认识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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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地层学研究

本文研究的鸭洼剖面与措麦区幅的鸭洼剖面为

同一剖面%鸭洼剖面位于措勤县南部'打加错以北的

鸭洼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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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道的东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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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构造位置位

于冈底斯南部的隆格尔)南木林地层小区%笔者

%$$!

年
##

月首次对鸭洼剖面考察时'主要想通过对

麻木下组的考察'了解冈底斯南部隆格尔)南木林地

层小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的沉积特征及大地构造

环境'因此仅仅对该剖面进行了路线地质剖面的观察

和记述%考察过程中发现灰岩中含有丰富的珊瑚化

石'因此进行了重点采集%当时天气寒冷#剖面本身

海拔较高'故放弃了位于高山之上后半段剖面的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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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剖面起点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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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剖面从南向北#从下而上#

按照地层从老到新进行观察'记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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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三叠世诺利期麦龙岗组

未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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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灰白色结晶灰岩#白云质灰岩'大化石极少%

未观察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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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麦区幅南部的隆格尔)南木林地层小区的
S

下拉组
S

为碎屑岩相'而非碳酸盐岩相的下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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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可见砂岩'向上都是灰黑色生屑灰岩#砾屑灰岩'

风化严重'局部层位生物富集'发育大量的海绵'也可

见个体小#壳薄#壳面光滑的双壳类化石%含有珊瑚化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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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绿色蚀变闪长玢岩%顶部见有白色石英岩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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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灰黑色粉砂岩'风化严重'上部夹砾屑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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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为灰黑色薄层状砂屑灰岩'风化面黄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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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变为砾屑灰岩#生屑灰岩夹薄层砂屑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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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出现纹层状砂岩'纹层面不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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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黑色厚层生屑灰岩夹砾屑灰岩%

!$?

%3

灰黑色钙质胶结砾岩与含砾灰岩互层'夹生物

碎屑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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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灰白色厚层石英质砾岩'顶部灰黑色含碳屑粉

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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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绿色闪长玢岩"晚白垩世'时代意见据措麦区幅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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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该剖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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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灰岩坡积物中采集

有珊瑚化石几十件'虽然珊瑚化石产出于坡积物中'

但坡积物处于半山腰#棱角状#并且剖面周边的地层

皆为碎屑岩地层'因此排除水流搬运地质作用从其

他地区搬运来的可能'这些珊瑚化石可以指示剖面

的地质时代%珊瑚化石经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廖

卫华研究员鉴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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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保存较

差'没有照相$%根据以往的研究资料"吴望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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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卫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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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金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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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卫华

研究员认为鸭洼剖面的珊瑚化石的时代为晚三叠世

诺利期%在本次采集的珊瑚化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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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江达县字嘎区字嘎乡字曲河西岸#左贡县城东北

莫珠山等地晚三叠世诺利期早期的波里拉组地层中

"邓占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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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往鸭洼剖面麻木下组地层的晚侏罗世
X

早白垩世时代意见也是根据珊瑚鉴定结果做出的'

因此笔者又委托廖卫华研究员将珊瑚标本交给南京

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邓占球研究员'请他再次鉴定本

次采集的珊瑚化石'结果邓占球研究员也给出了晚

三叠世诺利期的时代意见%

为了验证鸭洼剖面的地层时代是不是晚三叠

世'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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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再次考察了鸭洼剖面'进行了

牙形石生物地层学的采样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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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北向

南#自山顶向下#从新到老进行路线地质剖面的观察

和采样'重点考察了该剖面的上部'重点采集了牙形

石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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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剖面的起点座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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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记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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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褐色#灰黑色生屑灰岩#结晶灰岩'珊瑚化石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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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灰色绢云母板岩夹砂岩#灰黑色薄层状砂屑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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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牙

形石化石的整体数量并不丰富'但这些化石足以说

明地层的时代'

:

8

'

3

#/-#&)&&.

是全球广泛分布的晚

三叠世诺利期的典型牙形石'具有准确的时代指示

意义%在西藏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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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见于喜马拉雅

地区的珠穆朗玛峰地区上三叠统"王成源等'

#87;

&

田传荣'

#8!%

$#羌塘地区的肖茶卡组#青海西南部结

图
9

!

鸭洼剖面的牙形石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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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群波里拉组上部及巴塘群中组#川西曲嘎寺组及

图姆沟组"赵政璋等'

%$$#

$#加措幅"

#M%:

万$西南

部萨门雄地区的上三叠统"贵州省地质调查院'

%$$:

$等%在冈底斯地区'

:

8

'

3

#/-#&)&&.

属曾见于

拉萨达孜地区麦龙岗组"邱洪荣'

#8!"

&毛力等'

#8!7

&纪占胜等'

%$$9

$#措勤县敌布错地区的江让组

"纪占胜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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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发现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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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步证明鸭洼剖面的地层时代为晚三叠世诺利期%

综合本次的珊瑚和牙形石研究结果'笔者认为

鸭洼剖面的地层时代不是晚侏罗世)早白垩世'而

是晚三叠世诺利期'因此不能用*麻木下组+命名鸭

洼剖面的地层'应引用冈底斯地区已有的上三叠统

诺利阶的岩石地层单位名称%目前'冈底斯地区晚

三叠世诺利期以碳酸盐岩为主的岩石地层单位有麦

龙岗组和江让组'江让组的岩性以碳酸盐岩占绝对

优势'碎屑岩地层不发育'其中珊瑚化石不发育"纪

占胜等'

%$$;@

$%而拉萨地区的麦龙岗组的岩性除

了碳酸盐岩外'还发育有大量的碎屑岩地层"纪占胜

等'

%$$9

$'珊瑚化石发育"夏金宝等'

#8!;

$%从岩石

组合特征和古生物面貌看'鸭洼剖面的地层应对比

于麦龙岗组%从大地构造位置看'拉萨林周地区和

措勤鸭洼地区都处于冈底斯南部'引用麦龙岗组命

名鸭洼剖面的地层也较为合理%因此'笔者将鸭洼

剖面的碳酸盐岩与碎屑岩互层状产出的地层厘定为

麦龙岗组%

%

!

地质意义讨论

"

#

$鸭洼剖面的*麻木下组+不能再被视为冈底

斯南部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发育岛弧的地层学证

据%措麦区幅报告认为*麻木下组+为一套粗碎屑岩

夹碳酸盐岩#火山岩的沉积建造'自下而上出露有
9

层深绿色角闪安山岩'*麻木下组+可能属雅鲁藏布

江结合带消减过程中形成的弧内断陷盆地沉积'指

示测区在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发育岛弧%但是指示

岛弧火山作用的*

9

层深绿色角闪安山岩+并没有直

接的测年数据'而是根据*麻木下组+沉积地层中古

生物化石的时代推断其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如

果按照原来认为的角闪安山岩与沉积地层是等时

的'由于鸭洼剖面*麻木下组+的时代已经修订为晚

三叠世'这些角闪安山岩也不是晚侏罗世)早白垩

世%根据笔者的观察'鸭洼剖面中的岩浆岩都是以

侵入接触关系产出于地层中'宏观岩性特征与*麻木

下组+之下晚白垩世的闪长玢岩相似'笔者采集了本

次剖面测量过程中见到的闪长玢岩'已分选出了锆

石'尚未进行测年'但是无论测年结果如何'鸭洼剖

面*麻木下组+的地层部分都不能作为冈底斯南部晚

侏罗世)早白垩世发育岛弧的地层学证据%

"

%

$进一步增加了冈底斯地区晚三叠世是特提

斯海洋'而非*冈底斯古陆+的地层古生物学证据%

以往除了拉萨林周地区外'冈底斯其他地区都没有

发现三叠系'因此'在以往的三叠纪古地理研究中'

除了将拉萨林周地区划分为海洋沉积区外'冈底斯

的其余地区均被划分为沉积缺失的古陆区"赵政璋

等'

%$$#

$%然而'纪占胜等"

%$$;@

'

%$$7@

$和武桂春

等"

%$$7

$在冈底斯中部的措勤县敌布错地区发现了

三叠纪海相地层'随后'纪占胜等"

%$$!

$根据冈底斯

地区和南羌塘地区最新发现的海相三叠系的地层古

生物学证据'提出了*冈底斯古陆并不存在'冈底斯

地区在三叠纪为特提斯海洋沉积区+的认识%笔者

在一些公开或者私下学术交流场合了解到'许多地

质学家认为这种新认识的地质证据尚显不足'对这

种认识的可信性抱有怀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检验

这一观点的可信性%

要想检验理论层面的抽象观点'首先要将其转

化为实践层面的具体工作%按照冈底斯地区三叠纪

是大面积陆地的观点'当前发现的海相地层出露

*点+在区域上就具有偶然性'在其他地区找不到海

相地层出露*点+或者是找到地层缺失的证据则具有

必然性%反之'按照冈底斯地区三叠纪是大面积海

洋的观点'海相地层出露*点+在区域上就具有必然

性'除已知点外'在其他地区还应该找到更多海相地

层存在的证据%因此'检验冈底斯地区三叠纪是

*陆+还是*海+'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工作就是在已知

点外寻找地层缺失或海相地层存在的证据%从目的

上看'鸭洼剖面考察的并非为了在这个剖面上找到

海相三叠系存在的证据'从结果上看'鸭洼剖面晚三

叠世麦龙岗组的发现增加了冈底斯南部晚三叠世为

特提斯海洋沉积区的证据%对于验证冈底斯地区三

叠纪是大面积海洋沉积区观点而言'鸭洼剖面这一

*无意的#偶然的+发现说明了三叠纪海相沉积在冈

底斯地区的广泛性'支持了冈底斯地区已知点外还

会发现其他海相地层存在证据的预测%

9

!

存在的问题

对于冈底斯三叠纪是海还是陆观点的检验而

言'鸭洼剖面仅仅是作为一个*点+证据'目前的研究

程度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但要进行其他方面的深入

研究'鸭洼剖面的测量精度#古生物学的研究程度都

需要进一步提高%本次剖面观察显示鸭洼剖面是一

条岩浆岩破坏的地层剖面'并不像原来报道的那样

规整'沉积地层中夹的岩浆岩应该单独划出%而本

次工作由于主要以采集化石确证地层时代为主要目

的'地层测量精度不高'仅列述了剖面的简单岩性描

述'没有绘制剖面图%目前的珊瑚#牙形石都主要产

于剖面上部的灰岩地层段'下部的碎屑岩夹灰岩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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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纪占胜等!西藏冈底斯南部措勤县鸭洼地区麻木下组时代的修订及其地质意义

层的化石极少'故这一剖面的时代下限问题还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除了鸭洼剖面本身存在的问题外'

鸭洼剖面的发现还引发了一些值得思索的其他深层

次问题%

83!

!

冈底斯南部中生代早期是否存在长时段的地

层缺失#

以往工作认为'措麦区幅和冈底斯南部隆格

尔)南木林地层小区均普遍缺失三叠系和中下侏罗

统"表
#

$%是不是简单地把晚侏罗世)早白垩世的

*麻木下组+取消'增加晚三叠世的麦龙岗组'就宣告

工作完毕'就算查明了措麦区幅的地层序列( 如果

只是这种简单的修订'那么该地区不仅缺失中下三

叠统和中下侏罗统'上侏罗统)下白垩统似乎也变

得缺失了%措麦区幅是冈底斯南部隆格尔
X

南木林

地层小区地层序列的*窗口+地区'地层学研究不能

停留在简单修订的水平上'应该对措麦区幅的上二

叠统#中下三叠统以及晚三叠世诺利期以后的地层

缺失与否进行深入研究后再下最终结论%

有些在人们主观世界中认为缺失的地层在客观

世界中并非真正缺失'而可能是误将其归属于其他

地质时代造成的%例如!以往认为冈底斯中部和北

部上二叠统以敌布错组和坚扎弄组为代表'三叠系

和中下侏罗统缺失%而笔者在中二叠统的*下拉组+

中识别出海相三叠系"纪占胜等'

%$$;@

'

%$$7@

'武桂

春等'

%$$7

$'将敌布错组时代修订为晚三叠世末

期)早中侏罗世"纪占胜等'

%$$7Z

$'由此证明了三

叠系和中下侏罗统并不缺失%说明了以往认为其缺

失是因为它们被错误地归属于其他时代%再如本文

的事例'措麦区幅上三叠统缺失的认识也是由于鸭

洼剖面地层时代归属错误造成的%

笔者近年来对云南保山地区#西藏日土#狮泉

河#申扎#拉萨等地区晚石炭世)早二叠世冰海相杂

砾岩及其相关地层#中二叠统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调

查和研究"

6AG5@23

'

%$$"

&纪占胜等'

%$$:@

'

%$$:Z

'

%$$;Z

'

%$$;4

'

%$$74

'

%$$7\

&杨欣德等'

%$$%

&姚建新

等'

%$$7

&詹立培等'

%$$7

$'积累了很多经验%根据

措麦区幅相关地层和古生物的介绍'发现措麦区幅

南部隆格尔)南木林地层小区中'石炭系的永珠组#

二叠系的昂杰组#拉嘎组和*下拉组+都是以碎屑岩

为特征'其中'石炭系永珠组#二叠系的昂杰组#拉嘎

组既没有冰海相杂砾岩的典型特征'也没有任何证

明其时代的古生物化石依据'更为奇怪的是碎屑岩

相的*下拉组+与区域上整体发育碳酸盐岩相的下拉

组显得极不协调'而已有的少量腕足类和遗迹化石

证据亦是十分单薄'难以令人信服%

在措麦区幅以北的敌布错地区'晚三叠世诺利

期是以海相碳酸盐岩沉积为特征的江让组'其上是

碎屑岩相的敌布错组"纪占胜等'

%$$7Z

$&在措麦区

幅以东的拉萨林周地区'晚三叠世诺利期的地层是

以海相碳酸盐岩为特征的麦龙岗组'其上是碎屑岩

相的甲拉浦组"林宝玉等'

#8!8

$%而晚三叠世海相

碳酸盐岩沉积的麦龙岗组在鸭洼剖面的发现'使得

鸭洼地区附近原来被划分为石炭系永珠组#二叠系

昂杰组#拉嘎组和*下拉组+的碎屑岩地层时代归属

的疑问进一步增大%这些地层有没有可能是晚三叠

世诺利期海相碳酸盐岩沉积之后的碎屑岩沉积'应

对比于敌布错组"或者甲拉浦组$'甚至更高层位的

地层呢(

基于目前资料的分析'笔者推测措麦区幅内的

早中三叠世#早中侏罗世#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地层

可能并非真正缺失%其中'中下三叠统可能并未出

露'真正的中下侏罗统有可能被错误地归属于石炭

系永珠组#二叠系昂杰组#拉嘎组'真正的晚侏罗

世)早白垩世地层也许被错误地归属于二叠系*下

拉组+%

如果能够通过扎实的地层古生物学或其他手段

证明鸭洼地区附近原来划分为石炭系永珠组#二叠

系昂杰组#拉嘎组和下拉组的碎屑岩地层实际上为

敌布错组或者甲拉浦组'或者含有更新的地层'其意

义有如下
%

点!

#

直接证明了鸭洼地区#甚至措麦区

幅晚三叠世诺利期以后的地层并不缺失'同时也为

研究冈底斯南部隆格尔)南木林地层小区晚三叠世

诺利期以后的沉积建造研究提供了地层学依据&

%

证明了鸭洼地区构造活动没有原来认为的那么强%

如果按照原来的地层时代归属意见'那么也就意味

着上石炭统#中下二叠统这些晚古生代的地层已经

大面积出露地表'意味着该地区曾经经历了强烈的

构造抬升作用'导致晚古生代地层大面积出露地表%

如果证明了原来划分的上石炭统#中下二叠统全部

为晚三叠世诺利期以后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地表大

面积出露的都是晚三叠世诺利期以后的碎屑岩'晚

三叠世诺利期麦龙岗组零星出露'而中下三叠统#上

二叠统#碳酸盐岩相的下拉组及其以下的昂杰组#拉

嘎组和永珠组并没有出露地表%也就意味着该区的

构造活动并没有原来认为的那样强烈%因此'措麦

区幅南部的石炭系永珠组#二叠系昂杰组#拉嘎组和

*下拉组+的时代查证问题不仅关系到冈底斯南部早

中生代的沉积建造情况'而且关系到冈底斯南带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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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期构造改造作用强度的研究'需要高度重视%

除了上述具体的#实践层面的问题外'笔者认为

还有以下两点抽象的#理论层面的问题需要加以思

考%

839

!

陆地被挤压后能否进一步演化为岛弧#

措麦区幅报告认为测区缺失上二叠统至中侏罗

统'这意味着该地区曾经存在一个长达
#$$]@

左

右的陆地'措麦区幅报告认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地层是*麻木下组+'代表雅鲁藏布江结合带消减过

程中形成的弧内断陷盆地沉积%那么我们不得不思

索这样的问题!冈底斯南部这个持续长达
#$$]@

左右稳定的陆地'在南面雅鲁藏布江结合带消减碰

撞下'不是继续保持隆起的陆地状态'或者进一步造

山'而是出现了含有大量浅海相碳酸盐岩的*麻木下

组+沉积'这岂不是被挤压的板块非但没有隆升'反

而沉降了吗( 即使假定原先对地层序列的认识无

误'如此解释是否符合大地构造学的基本理论呢(

如果有悖于当前已知的大地构造学基本理论'那么

冈底斯南部在演化为伴生有滨浅海相地层的岛弧之

前究竟是海洋#还是陆地呢(

838

!

海相沉积作用的广泛性原理是否成立#

*海相沉积作用的广泛性原理+是指*空间一点

或几点发现的海相沉积物指示同一构造区内的广大

空间内存在同时代的海相沉积物+%这是一个旧命

题#还是新命题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前生产实

践要求我们认真思考这一命题%仍以本文涉及的冈

底斯地区晚三叠世沉积古地理研究为例'古地理学

家仅在拉萨林周地区附近画出一块范围略大于麦龙

岗组露头分布范围的海相沉积区'而其他地区则均

画为陆地"赵政璋等'

%$$#

$%如果仅根据林周地区

的一个点'将冈底斯南部#甚至整个冈底斯地区晚三

叠世都划分为海相沉积区'就有可能遭到这样的质

疑!林周地区在空间上只不过是冈底斯的一个点而

已'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怎能根据一*点+而推

断冈底斯地区整个*面+上都是海相沉积区呢( 冈底

斯晚三叠世存在大面积陆地这一认识已经存在了

#$

年甚至更久'却一直没有人根据麦龙岗组的存

在'质疑冈底斯地区晚三叠世出现大面积陆地是否

可信&或据以大胆预测在冈底斯其他地区可能发现

新的晚三叠世海相地质点'并对冈底斯古陆上有可

能出露晚三叠世海相沉积的地区进行查证%上述事

实都反映了*海相沉积作用的广泛性+原理还没有成

为普遍接受的#指导生产实践的思想原则%

继敌布错地区后'措勤县鸭洼地区又发现新的

晚三叠世海相沉积的地质*点+'这两个*点+的发现

迫使我们认真思考如何正确认识冈底斯晚三叠世的

古地理环境问题%我们面临着
%

种选择!

#

按照以

往*根据已知控制点做小范围推测+的做法'只将有

确凿证据的区域画为海洋'没有证据的区域则画为

陆地'除了拉萨林周地区外'在措勤县鸭洼地区#敌

布错地区再各画一小块晚三叠世海相沉积区'其他

地区依然画为陆地%或者将拉萨林周地区#措勤县

敌布错地区#鸭洼地区三点连线内的区域或稍大一

些的区域画为晚三叠世海相沉积区'其他地区仍画

为陆地%这样做'将会出现冈底斯地区晚三叠世为

*多岛屿的海洋+#*多海的陆地+或者*海陆镶嵌+等

多种古地理格局的认识%

%

根据*海相沉积作用的

广泛性+的认识'推断整个冈底斯地区晚三叠世是大

面积的海相沉积区%

如何对已有的海相地层证据控制点以外的区域

做有关海洋或陆地的古地理预测'这自然就涉及到

*海相沉积作用的广泛性+的认识问题%*根据已知

控制点做小范围推测+的做法强调了以事实为依据

的地质学基本准则'但却显得有些过于保守'保守通

常是为了不犯错误'但这种保守却存在着犯大错误

的风险'即!人为地将可能是海洋的地区画为陆地%

*根据已知控制点做小范围推测+的做法从认识论的

角度看'也显得过于机械和呆板'没有反映出人类思

维最高明之处)))逻辑判断'没有反映出地质学研

究的灵魂)))基于已知少数的地质信息'对未知区

域做科学预测和判断%从现代海洋看'因为海洋的

存在显然需要广阔的空间'海相沉积作用在空间上

的广泛性无需置疑'那么根据地质学最基本的*将今

论古+思想方法'古海洋的沉积作用也应具有空间上

的广泛性%

如果在思想认识领域上确立了海相沉积作用的

广泛性原理'那么在实践工作中'当我们在某一地区

的一点或几点发现出露的海相地层时'就要以这一

地区曾经是大面积的海洋沉积区为基本判断'预测

在这一地区的周围可能存在着同时代的海洋沉积

物%根据*海相沉积作用广泛性+的原理'拉萨林周

地区#措勤县敌布错地区#鸭洼地区的海相地层证

据'指示着冈底斯在晚三叠世是大面积的海洋沉积

区'预测将来在这一地区还可以找出新的海相地层

出露证据%

除了本文*无意+发现的鸭洼剖面外'近年来'根

据这种预测'笔者有意识地在冈底斯地区可能出露

三叠纪海相地层的地区进行查证工作'又找到了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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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的地层古生物证据'这些证据将陆续发表%然

而'即使将所有这些新发现的点投在古地理图上'它

们仍然是零散分布的#孤立的点'即使这种找*点+的

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对于那些被三叠纪以后地层所

覆盖的地区我们却仍然无能为力%因此'当前最重

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再找出多少个地表出露的地层

剖面点+'而是*海相沉积作用广泛性+这一前提是否

成立的问题%如果这一理论认识问题得不到解决'

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冈底斯地区究竟要

找出多少个地表控制点才能最终证明晚三叠世时期

的冈底斯地区是海洋沉积区( 如果这一理论认识问

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就不得不一直停留于在空间上

找地层出露点证据的工作阶段'不能实现工作的跨

越发展'从而迅速地将工作重点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即!在假定冈底斯地区晚三叠世是海洋沉积区的背

景条件下'论证其油气勘探的前景%

冈底斯地区是海洋#还是陆地的认识分歧并不

仅限于晚三叠世这一个时代片段'还涉及了自晚二

叠世至中侏罗世很长的地质时代%除冈底斯地区

外'南羌塘地区的早)中三叠世也存在着是海洋还

是陆地的认识分歧%分歧的关键就是根据新发现的

少数海相地层出露*点+能否推断整个区域在*面+上

是海相沉积区%这在本质上就是*海相沉积作用广

泛性+原理是否成立的理论性问题%

"

!

结论和建议

"

#

$措勤县鸭洼剖面的地层时代不是晚侏罗

世)早白垩世'而是晚三叠世诺利期'鸭洼剖面的

*麻木下组+应更名为麦龙岗组%冈底斯南带隆格

尔)南木林地层小区不应再以鸭洼剖面的*麻木下

组+作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的岩石地层单位代表%

"

%

$冈底斯南部措勤县鸭洼剖面麦龙岗组的发

现表明该地区晚三叠世是滨浅海相沉积环境'这就

为冈底斯地区晚三叠世是特提斯海洋'而非冈底斯

古陆的推测增添了新的证据%

"

9

$建议对措麦区幅南部原来划分为石炭系永

珠组#二叠系昂杰组#拉嘎组和碎屑岩相*下拉组+的

年代进行复核%

致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廖

卫华研究员和邓占球研究员鉴定了笔者采集的珊瑚

化石'确认其时代为晚三叠世'为鸭洼剖面地层时代

的修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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