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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生代，青藏高原进入陆内造山及其后的整体隆升阶段，据此形成一系列山间断陷盆
地，此时期盆地充填古新—始新统牛堡组沉积，即早中期为冲积扇—河流相沉积环境；中期为湖

泊三角洲相沉积环境；中—晚期为淡水湖泊相沉积；晚期为陆内盐湖相沉积。通过对牛堡组沉

积相的分析，可以提供剥蚀区与沉积区的空间分布情况，间接反映研究区的古地理面貌，故而进

一步探讨古近纪盆地演化历程，即由初陷期半封闭型河湖盆，向深陷期开放型湖盆，至收缩期封

闭型湖盆的演化过程。同时也从侧面反映构造演化的发展及沉积盆地响应过程与古气候的耦

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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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言

古近纪是青藏高原隆升阶段的重要时期之一

（武景龙等，２０１１）。构造运动造就了区内沉积盆
地的形成，沉积盆地的演化与构造演化息息相关，

构造控盆、盆控相、相控物质组成。沉积盆地的充

填序列与构造运动的发展演化紧密相联，构造运

动的发展可导致沉积盆地类型和古地理格局的改

变（白培荣等，２０１５）。
青藏高原新生代地质作用过程以印度和欧亚

板块的开始碰撞拉开帷幕，研究区进入陆内造山

阶段，并造就一系列断陷盆地（潘桂棠等，２０１３）。
笔者在藏北班戈县恐弄拉地区进行１∶５万区域地
质调查过程中，通过实测剖面及面上地质填图路

线调查，古新—始新统牛堡组充填沉积序列为：早

期为冲积扇沉积；早中期为河流相沉积；中期为湖

泊三角洲相沉积；中—晚期为淡水湖泊相沉积；晚

期转换为干旱气候带的陆内盐湖相沉积，说明区

内湖泊已开始萎缩至消亡。受后期构造运动所

致，顶部膏岩层呈褶皱变形产出，具有明显挤压环

境下断陷盆地充填序列特征，体现为研究区已进

入碰撞作用向隆升阶段转换过程。通过对恐弄拉

地区古新—始新世时期沉积盆地的分析，提供剥

蚀区与沉积区的空间分布情况，间接反映研究区

的盆地构造古地理再造，故而进一步探讨区内古

近纪盆地演化特征，即由早期半封闭型河湖盆，向

中期开放型湖盆，至后期封闭型湖盆的演化历程。

对研究青藏高原隆升具有重要意义。

１　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羌塘—三江造山系与冈底斯—喜

马拉雅造山系间，班公湖—怒江结合带与拉达

克—冈底斯—察隅弧盆系的昂龙冈日—班戈—腾

冲燕山期岩浆弧带交接部位（潘桂棠等，２０１３）
（图１）。新生代，整个青藏高原进入陆内造山及
其后的整体隆升阶段。在造山带之间形成一系列

山间断陷盆地（潘桂棠等，２０１３），在古—始新世
时期强构造隆升阶段的沉积响应，区内沉积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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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陆相红色磨拉石—复陆屑建造，主要分布于

班公错—怒江断裂带原板块缝合带遗留下来的串

珠状断陷盆地及其两侧，并伴有冈底斯地区古新

世—始新世发育以林子宗群（Ｅ１－２）为代表的大量
陆相火山岩（区域性），其碰撞型岛弧地球化学特

征体现冈底斯带这一阶段处于重大转换构造阶段

（王立全等，２０１３）。由于碰撞作用近南北向强烈
挤压，区内中—新元古界、泥盆系、三叠系、侏罗系

（白培荣等，２０１６）、侏罗—白垩系（曾禹人等，
２０１６）、白垩系地层及周边开始大幅度隆升，作为
断陷盆地的沉积基底，隆起带遭受剥蚀为断陷盆

地的沉积提供充沛的物源。

图１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图（据潘桂棠等，２０１３略有改动）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ａｒｅａ

１— 一级界线；２— 二级界线；３— 三级界线；４— 工作区

Ａ１—喜马拉雅板块；Ｂ１—冈底斯—念青唐古拉板块；Ｂ２—羌塘—三江复合板块；Ｂ３—南昆仑—巴颜喀拉板块；

Ｙｓ—雅鲁藏布江缝合带；Ｂｓ—班公湖—怒江缝合带；Ⅶ１－２—昂龙冈日—班戈—腾冲燕山期岩浆弧带

２　古—始新统牛堡组沉积充填
序列

　　青藏高原不同部位新生代隆升作用过程具有
明显的准同时性，不同构造部位强隆升阶段在沉

积盆地发育及沉积充填序列方面也有良好的响

应，但由于不同构造部位构造隆升剥露特点的不

同导致不同部位响应构造隆升的沉积盆地特点和

沉积充填序列也不尽相同（王立全等，２０１３）。区
内古—始新统牛堡组的沉积充填结构由早期冲积

扇相→早中期河流相→中期三角洲相→中晚期淡
水湖泊相→晚期盐湖相沉积的过程（图２）。牛堡
组于区域上被渐新统丁青湖组灰色泥岩、页岩呈

平行不整合覆盖（西藏地矿局，１９９７）。各阶段的
充填沉积序列特征如下：

２１　冲积扇相充填沉积序列
为牛堡组早期沉积，主要以紫红、灰、灰褐色

巨砾岩、粗砾岩及中砾岩组合或呈韵律为特征

（图３Ａ、Ｂ；图版－１），不显层理，局部见叠瓦状构
造。砾石成份复杂，分选性和磨圆度一般，呈次椭

圆状居多，少量次棱角状，具有快速堆积的特征。

局部砾石长轴具有顺层展布的趋势。

２２　河流相充填沉积序列
发育于牛堡组早中期沉积阶段，总体以紫红

色砾岩、砂岩、粉砂岩、泥质粉砂岩组合为特征

（图３Ｃ；图版－２、３），发育粒序层理、平行层理及
交错层理，局部见有紫红色钙结壳，具有氧化环境

河流相沉积特征。其中以紫红色砾岩、砂岩为代

表具有底层沉积特征；而紫红色粉砂岩、泥质粉砂

岩组合则体现为顶层沉积特征。底层沉积和顶层

沉积的垂向叠置，构成了河流沉积的所谓“二元

结构”，它是河流相沉积的重要特征。

２３　湖泊三角洲相充填沉积序列
为牛堡组中期沉积，主要以灰、灰白色钙质粉

砂质不等粒长石岩屑砂岩、粉砂质中—细粒长石

石英砂岩组合为特征（图版－４），发育平行层理及
交错层理，具有三角洲前缘分流河口沙坝微相的

沉积特征。石英砂岩成熟度较高，表现向滨浅湖

沉积过渡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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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恐弄拉地区古新统—始新统牛堡组充填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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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牛堡组基本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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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粗砾岩；２—中砾岩；３—砂质砾岩；４—岩屑砂岩；

５—含粘土含钙质粉砂岩；６—粘土岩

图４　牛堡组膏岩层褶皱、揉皱变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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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淡水湖泊相充填沉积序列
牛堡组沉积中—晚期，以灰绿色、褐黄色、

灰—深灰色含粘土含钙质粉砂岩、粘土岩组合或

呈韵律互层为特征（图３Ｄ；图版－５），单韵律向上
至中部粉砂岩增多、增厚，顶部粘土岩层变厚，发

育有水平纹层，表现为湖泊相特征，属次深湖相沉

积。粘土岩中含有一定碳质成分，部分染手。岩

层中产植物叶片（阔叶型）及干茎化石碎片（图版

－９），但大多数植物化石保存不完整，均以炭化。
故据岩层中产植物叶片（阔叶型）及干茎化石碎

片推测研究区古气候处于温湿气候带（王开发

等，１９７５；方爱民等，２００５；徐亚东等，２０１０；熊伟，
２０１４），同时也从侧面反映构造演化的发展及沉
积盆地响应过程与古气候的耦合关系。体现该沉

积阶段处于较为稳定的开放型充填序列。

２５　盐湖相充填沉积序列
牛堡组晚期沉积阶段为灰、灰白色薄—中层状

石膏（图版－６、７），膏岩层底部与一套紫红色、褐紫
红色细砂岩、粉砂岩呈平整接触。石膏的出现表明

区内湖泊水体逐渐变浅，并由淡水湖变为内陆盐

湖，且古气候由温湿向干旱的气候带转变，并处于

封闭型沉积环境，说明残留湖盆开始萎缩消亡。顶

部见膏岩呈褶皱变形特征产出（图４；图版－７、８），
而石膏层之下的岩层产状较为平缓、稳定，无明显

变形特征，且石膏层由下往上变形强度加剧（图

２），表现为受后期构造运动变形所致，体现具有明
显挤压环境下坳陷盆地沉积充填序列特征。

综上所述，研究区牛堡组是古新世—始新世青

藏高原强构造隆升阶段后首次沉积，受盆地基底抬

升的影响，早期，盆地基底抬升，形成隆起剥蚀区和

坳陷区带，沉积基面主体处于断陷盆地，以冲积扇

相为主，沉积物具快速堆积特征，其特征反映属磨

拉石建造；早中期受碰撞作用持续的影响，并逐步

发展成为河流相环境，形成以底层沉积的砂砾岩和

顶层沉积的粉砂岩、粉砂质粘土岩垂向叠置的“二

元结构”为特征；中期，初始河湖盆地的形成，沉积

河湖过渡相灰色长石岩屑砂岩；中晚期，盆地基底

下降至最大化，形成残留湖盆地，充填淡水次深湖

泊相的灰—深灰色粘土质粉砂岩、粘土岩沉积；之

后，盆地基底再次抬升，并形成以陆内盐湖相沉积

为特点的蒸发岩。总之，研究区在古新世—始新世

时期，经历了盆地的抬升—下降—抬升的过程，其

沉积环境由冲积扇—河流相—过渡相—次深水浅

湖相—陆内盐湖相的变迁。

３　古新世—始新世阶段盆地演
化历程分析

　　研究区古新—始新统沉积时期的盆地充填序
列是在印度和欧亚板块碰撞之后伴随造山带的后

期演化所形成的一套山前磨拉石—复陆屑建造。

碰撞及后碰撞的持续挤压引起高原区域广泛的岩

石抬升剥露，为后期断陷盆地的沉积充填提供充沛

的物源。盆地的发育与充填受到南北两侧强构造

隆升区的明显控制，古地理的差异性导致古环境的

沉积响应不同。其沉积盆地的充填序列的变化与

构造运动的发展演化阶段紧密相联，构造运动的发

展可导致沉积盆地演化的改变。故古新世—始新

世阶段的盆地演化经历了下列的几个阶段：

牛堡组沉积早期，由于碰撞作用，近南北向强

烈挤压，形成近东西挤压隆起区和坳陷区相间的

古地理格局，隆起区遭受剥蚀为坳陷区的沉积提

供充沛物源。区内主要以紫红、灰、灰褐色巨砾

岩、粗砾岩及中砾岩组合为代表断陷盆地形成初

期的沉积充填序列特征。

牛堡组沉积早中期，受碰撞作用影响南北向挤

压持续，盆地形成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形态，地壳缩

短增厚隆起成山遭受剥蚀为坳陷区提供物源，由冲

积扇向河流环境沉积的紫红色砾岩、砂岩、粉砂岩、

泥质粉砂岩演化，但此时仍处于半封闭型沉积充填

序列。坳陷区逐渐演变为河湖盆的轮廓和位态。

牛堡组沉积中期湖盆基本定形，沉积河湖过

渡相灰色长石岩屑砂岩。

牛堡组沉积中—晚期，湖盆发展到一定规模

且较为稳定，湖盆面貌基本定型。以灰绿色、褐黄

色、灰—深灰色含粘土含钙质粉砂岩、粘土岩组合

为特征，体现该阶段处于较为稳定的开放型沉积

充填序列。岩层中产植物叶片（阔叶型）及干茎

碎片化石，表明古气候为温湿气候带。可为近一

步探讨古新世—始新世隆升阶段区内残留湖盆与

古气候演化过程。

牛堡组沉积晚期以灰、灰白色石膏为代表，石

膏的出现表明区内湖泊水体逐渐变浅，由淡水湖

变为内陆盐湖，说明残留湖盆开始萎缩消亡，并处

于封闭型沉积环境，且古气候由温湿向干旱的气

候带转变。顶部见石膏层受后期构造运动变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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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呈褶皱产出，体现具有明显挤压环境下坳陷盆

地沉积特征。说明该阶段青藏高原碰撞加剧，进

入隆升阶段。从而反映构造演化的发展及沉积盆

地响应过程与古气候的耦合关系。

据此，研究区在古新世—始新世阶段断陷盆

地的沉积充填演化首先受到盆地构造作用的总体

控制，体现为由初陷期半封闭型河湖盆，向深陷期

开放型湖盆，至收缩期封闭型湖盆的演化历程。

印证了盆地从初始演化—发展—逐步萎缩消亡的

完整过程。同时为青藏高原在碰撞及后碰撞构造

背景下进入隆升阶段时限提供了佐证。

４　地质意义

青藏高原新生代地质作用过程以印度和欧亚

板块的开始碰撞拉开帷幕，碰撞及后碰撞造山阶

段，研究区古新世—始新世牛堡组沉积时期强构

造隆升阶段的沉积响应及其古气候、古环境特征

具体表现为：

（１）牛堡组沉积中晚期为湖泊相环境，沉积
一套灰、深灰色粘土质粉砂岩、粘土岩，产被子植

物叶片及干茎等化石碎片，表明区内处于较为稳

定的构造背景下的温湿的古气候环境，可为近一

步探讨古新世—始新世阶段区内残留湖盆及古气

候演化提供资料。

（２）牛堡组沉积晚期古气候转变为干旱气
候，沉积了内陆盐湖环境的膏岩，说明研究区湖泊

已开始萎缩至消亡，顶部见石膏层受后期构造运

动变形所致呈褶皱产出，故具有明显挤压环境下

沉积充填序列特征，是持续碰撞与挤压的结果。

进一步说明该阶段是青藏高原碰撞加剧，步入隆

升阶段的前奏，从而反映构造演化的发展及沉积

盆地响应过程与古气候的耦合关系。

（３）研究区在古新世—始新世阶段盆地由初
陷期半封闭型河湖盆，向深陷期开放型湖盆，向收

缩期封闭型湖盆的演化历程。印证了盆地从初始

演化—发展—逐步萎缩的完整过程。

５　结论

青藏高原新生代地质作用过程以印度和欧亚

板块的开始碰撞拉开帷幕，碰撞及后碰撞造山阶

段产生一系列近东西隆起区和断陷区相间的古地

理格局。断陷区开启了古新—始新统牛堡组沉积

充填序列：早—中期为冲积扇—河流相沉积环境；

中期三角洲相沉积环境；中—晚期为淡水湖泊相

沉积，产被子植物叶片及干茎化石碎片；晚期为陆

内盐湖相沉积，说明区内湖泊已开始萎缩消亡，受

后期构造运动所致，顶部膏岩层呈褶皱变形产出，

具有明显挤压环境下断陷盆地充填序列特征。通

过对研究区牛堡组沉积相的分析，可以提供剥蚀

区与沉积区的空间分布情况，间接反映研究区的

古地理变迁，故而进一步探讨区内古近纪盆地演

化历程，即由早期半封闭型断陷河湖盆，中期开放

型湖盆，向后期封闭型湖盆的演化过程。印证了

盆地从初始演化—发展—逐步萎缩的完整过程。

也从侧面反映构造演化的发展及沉积盆地响应过

程与古气候的耦合关系，对研究青藏高原隆升阶

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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