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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的范围系指柴达木盆地之北
,

阿尔金山以东
,

北山至北大山以南
,

贺兰山

至六盘山以西的地域
。

笔者搜集了晚古生代地层剖面 5 06 条
,

以世为单位编制了岩 相 古

地理图6张
。

据此追溯了该区晚古生代古地理变迁
,

为古构造演化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

祁连山区晚古生代地层较发育
,

均属祁连山早古生代褶皱隆起后之沉积
。

雪山群时

代曾被确定为早中泥盆世川
,

有许多新资料阁 〔3〕说明它应划归为 中泥盆世
。

笔者倾向

并采纳了这种意见
。

有人将耗牛山组的时代确定为晚泥盆世早期〔
4〕 ,

但它被晚泥 盆 世

的阿木尼克组不整合覆盖
。

其岩性亦为山麓河流相磨拉石建造
,

并伴有大陆型中基性火

山岩
,

普遍的不整合在下古生界之上
,

与雪山群极为相似
,

产有 L e p to phl oe u m : h o m
-

bic u m
。

该化石在苏联产于中泥盆世
。

笔者认为耗牛山组确定为中泥盆世更为妥 当
,

由

于 目前未获新资料
,

暂时按中
、

晚泥盆世进行编图
。

晚泥盆世末期为河流
一

湖泊相红色复陆屑建造
,

含五通植物群和鱼化石
,

偶见 含 铜

砂岩
,

常呈微角度不整合在中泥盆统之上
,

或不整合覆盖在古老的地层或岩体之上
。

早

石炭世
,

包括岩关期和大塘期沉积
,

均属海相沉积
,

有蒸发膏盐
、

陆源粘土硅质和单陆

屑含煤三种建造
。

早期含华南型生物
,

晚期出现了西欧型混生动物群
。

上石炭统与华北

区相似
,

包括本溪群和太原群沉积〔
5〕

。

二叠纪沉积
,

北部与华北区很相似
,

南部则与华

南区的沉积基本相同
,

即北为陆相而南部却为海相沉积
。

祁连运动结束了该区早古生代的海相沉积
.

并逐渐隆起成陆
。

在 中
、

晚泥盆世出现

了六个近似平行排列的山间坳陷 ( 以下均简称为盆地 )
。

其中北祁
、

祁东盆地最大
,

长

40 0余公里
,

宽 60 一 2 00 公里
。

另外
,

在龙首山
、

榆木山和拉脊山还有三个 小 盆 地 ( 图

1 )
。

在盆地中以山麓河流相砾岩为主
,

其次为砾岩一砂岩
、

砂岩一砾岩
,

向盆地 内部过

渡为湖一三角洲相砂岩
、

河流一三角洲相砾岩一粉砂岩
、

砂岩一粉砂岩
。

只有祁东盆地

才有湖泊相粉砂岩一砂岩
。

总之
,

河流相居多
,

湖泊相较少
。

各盆地的沉积厚度
:
柴北盆地 > 3。。o米

; 北祁盆地 1 5 0 0一 1 8。。米
。

以弱水及石羊河

北东向断裂为界
,

沉积物厚度由薄增厚再减薄
。

祁东盆地东部沉积物既细又厚
,

约 1 0 0 0

米
。

依据盆地岩相分布及沉积厚度的变化进行判断
,

柴北和北祁两个盆地的沉 降 速 度

快
,

与两盆相邻的古祁连山和古中吾农山则强烈隆起
。

结合晚泥盆世末期岩相古地理图

分析
,

在古祁连山与古中吾农山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较平坦的开阔地
。

据此判断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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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北陆南海的特征
,

可证明海侵是来 自华南地区
。

( 二 )
、

晚泥盆世末期系指五通期
。

中
、

晚泥盆世的北祁
、

榆木山和拉脊山三个盆

地渐渐消失
。

龙首山盆地也缩小了沉积范围
。

只有祁东和柴北两个盆地仍在续续接受沉

积
。

位于原古祁连山和古中吾农山之间的平坦开阔地逐渐夷平
。

由于北祁盆地的隆起
,

南祁平原相对下沉
,

形成了新的南祁盆地 ( 图 2 )
。

此时
,

山麓河流相沉积 已经变细
,

砾岩一砂岩和砂岩一砾岩广泛分布
,

砾岩显著减

少
。

湖一三角洲相砂岩
,

河流一三角洲相砾岩一粉砂岩
、

砂岩一粉砂岩增多
。

在南祁和

柴北两个盆地
,

湖泊相粉砂岩一砂岩分布在盆地的中心
。

唯有祁东盆地的湖泊相出露在

盆地的东部
。

由西向东
,

从粉砂岩一砾岩过渡为粉砂岩一砂岩
。

晚泥盆世末期
,

续承性

盆地的沉积厚度大
,

但仍然不如中
、

晚泥盆世沉积巨厚
,

几乎没有火山岩
,

反映古山脉

的隆起与盆地的沉降速度均在减慢
,

也说明地壳活动强度在减弱
。

虽然晚泥盆世末期古地势仍是西高东低
,

但是山脉 (或古陆 ) 与盆地之间的高差已

缩小
。

三个盆地均产五通植物群和胭甲鱼化石
。

而西秦岭除产植物和鱼化石外
,

还有海

相动物化石 c y r to s p ir if er , Y u n n a e lla等
,

说明当时的海侵规模 /J’
,

只到达西秦岭 陆 缘

海
,

而未波及到祁连山
。

海侵仍来 白华南地区
。

(三 )
、

长期的侵蚀作用
,

古山脉被削平
,

盆地被淤平
,

地势起伏变小
。

早石炭世

的海侵向北扩展
,

将晚泥盆末期的山间坳陷盆地勾通
,

使区内大部被海水淹没
。

依据岩

相划分沉积厚度等特征
,

大致 以陇西古陆和向北西延伸的水下隆起为界
,

其北为陆表海

区
,

而南部为陆缘海区 ( 图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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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表海区的海陆
、

古 山脉或半岛与海湾相间呈多字型斜列展布
。

海区的潮上带以砂

砾岩
、

砂砾岩一粉砂岩和粉砂岩一砂砾岩为主
,

只有少量的粉砂岩
,

以产底栖的腕足类和

珊瑚为主
,

偶见植物化石
。

该带集中分布在古祁连 山和走廓半岛周围
。

其余绝大部分地

区为潮间带
,

由砂砾岩一灰岩和粉砂岩一灰岩组成
。

该带波痕
、

交错层
、

泥裂和鲡状构

造发育
;
生物繁盛

,

以产底栖的腕足类
、

珊瑚和瓣鳃类为主
,

还含浮游的菊石和蟆科化

石
,

也含植物化石
。

在陆表海与陆缘海之间有一水下隆起
,

受隆起的阻挡
,

海水不能经

常到达
,

或是由于古祁连周围海水很浅
,

在平均高潮线或最低潮线时期该带成为山间盆

地
。

以至南祁陆表海与北祁陆表海的东部被间隔为泻湖
。

岩关期继承了晚泥盆世干热气

候
,

在泻湖中沉积了具有工业价值的石膏矿层
; 而大塘期的气候转为湿热

,

此时潮间带

又形成滨海沼泽地带
,

植物茂盛
,

成为煤矿形成的 良好环境
。

潮下带分布局限
,

以灰岩一粉砂岩和灰岩一砂砾岩为主
,

化石稀少
,

当处于最低高

潮线时
,

也有底栖的腕足类和珊瑚生存
,

也可形成石膏
,

但其工业价值却不如潮间带沉

积的石膏矿层
。

柴北陆缘海 以潮下带的灰岩一砂砾岩为主
,

在欧龙布鲁克有少量的灰岩一粉砂岩
,

亦含底栖的腕 足类和珊瑚等
。

虽然也有煤和锰结核的沉积
,

但是其工业价值远不如陆表

海潮间带形成的矿产
。

这里的潮间带沿陇西古陆的南缘分布
,

为砂砾岩一灰岩和粉砂岩一

灰岩
,

生物少
,

成矿也不佳
。

但古环境似乎与北祁陆表海有许多相似之处
,

似也可定为

陆表海
。

但其沉积厚度比北部陆表海区沉积厚度大数倍
。

前者一般厚为 4 00 一 1 0 0。米
,

最

大厚度> 2 0 0。米
; 后者一般只有 100 一 20 。米

,

最大厚度> 30 。米
。

其含矿性也不如 陆表

海
。

形成这些特征可能是陆缘海区海水较深
,

海区的沉降与其相邻古陆隆起较快有关
,

为了反映陇西古陆南北海区古环境的差异采用了柴北陆缘海一名
。

尸吸迎鬓爵

洲洲州训划l抓似决一

火山岩 巨 二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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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

早石炭世的古地势
,

虽继承了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
,

但其相对高差 比晚

泥盆世末期还小
,

高差较大部位主要分布在海区的北侧
,

或者说是古陆的南缘
。

岩关期海侵范围小
,

华南型动物占优势
,

北祁陆表海的东部还含不少地方性属种
。

欧龙布鲁克发现有少量的西欧型生物s y r in g o th y r is e f t e x t a , s
.

ha n n ib a le n sis
. ,

这说

明岩关期除来自东南方的海侵之外
,

还有来 自西北方时间短规模小的海侵
,

这时柴北陆

缘海向东与西秦岭
、

往西与阿尔金山和喀喇昆仑 山
,

甚至与天山
一

北山的海域是勾通的
。

大塘期普遍见有华南型与西欧型混生动物群
。

两者的数量几乎各占一半
,

这说明大塘期

的海侵是由来自东南方和西北方的两股海水聚合而成的
。

(四 )
、

晚石炭世的海侵大致仍 以陇西古陆为界
,

划分为陆表海和陆缘海两个部分
。

早

石炭世末
,

受淮南运动的影响
,

由于南祁陆表海东部上升
,

使陇西古陆向西扩大
;
南祁

陆表海西部与北祁陆表海连在一起
。

古祁连山经长期剥蚀又被海水淹没
,

形成广阔的祁

连陆表海
。

唯有柴北陆缘海变化不大
,

续承了早石炭世的海侵范围
,

继续接受晚石炭世

的沉积 (图 4 )
。

祁连陆表海呈反S 弧形
,

并与贺兰山
、

鄂尔多斯和华北区的海域连成一片
。

潮上 带

分布最广
,

以砂砾岩一粉砂岩和粉砂岩一砂砾岩为多
,

有少量粉砂岩
,

但未见砾岩
。

陆

表海的北缘还有少量的火山岩
。

该带含丰富的动植物化石
,
发育交错层和泥裂

,

是成煤

的主要地带
,

伴生矿有菱铁矿结核和耐火粘土
。

潮间带只分布在陆表海的东西两端
。

西

部为向北 凸出的圆弧形
,

以粉砂岩一灰岩居多
;
东部呈向南 凸的南北长东 西 短 的 “鱼

钩
”
状

,

以砂砾岩一灰岩为主
。

虽然东西两侧的潮间带均含丰富的动物化石
,

但是东部

的浮游生物
、

菊石和蟒科比西部要多
。

沉积物则西部比东部的既细又薄
,

还不 夹 石 膏

层
。

反映出东部海区沉降及其相邻古陆隆起较快
。

柴北陆缘海呈北西向条带展布
。

潮上带分布在海区的西端
,

其南为砂 砾 岩一粉 砂

岩
,

而北部则为粉砂岩一砂砾岩
。

据此推测陆源碎屑物主要来源于柴达木古陆
,

向东逐

渐过渡为潮间带的粉砂岩一灰岩
。

只有从依明依克乌拉 山经欧龙布鲁克至灶火 山一带有

潮下带的灰岩一粉砂岩
。

以上三个带与祁连陆表海所含化石非常相似
,

但沉积厚
,

可能是

继承了早石炭世陆缘海活动的特点所致
。

对比早
、

晚石炭世沉积厚度变化
,

可 以看出
,

沉降幅度较大的部位有向东迁移的趋势
。

这是否与地应力活动的转移有关是值得考虑的

问题
。

晚石炭世生物区系不明显
,

因此在祁连山所产的化石也属于世界性的属种
。

这可能

是 由于南北两方海侵达到均势
,

各大洋的海水彼此勾通的结果
。

由此看来
,

这时的海侵

方 向既有来自西北也有来 自东南
。

两股海侵都很强大
,

近于均衡
。

(五 )
、

晚石炭世末的黔桂运动强烈的影响本区
,

造成了古祁连山再次升出海面
。

日月

山以西的陇西古陆下沉
,

由陆变为海
。

随着西北方海侵加强
,

海水向南部撤离
,

又出现

了北陆南海的古地理景观 ( 图 5 )
。

大致 以古祁连山和陇西古陆为界
,

其北为北祁山间坳

陷盆地
、

而南部为海区
。

又 以陇西古陆向北西向延伸的水下隆起划分为南祁陆表海和柴

北陆缘海
。 - -

一

⋯:

北祁盆地是晚石炭世陆表海区
,

由海水向南撤离而形成山间坳陷盆地
。

河流相以砾

岩一砂岩为主
,

不对称的分布在盆地的边缘地带
。

湖一三角洲相的砂岩只出露在盆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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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
。

河流一三角洲相的砂岩一粉砂岩夹在河流相沉积中间
。

湖泊相的粉砂岩一砂岩分

布局 限
。

在盆地中有华夏植物群存在
。

唯有川刺沟和黑莺沟偶见早二叠世的蟒科化石
。

这说明早二叠世早期北祁盆地是残余的陆表海
。

古祁连山呈弧岛状残山
,

随着海水全部

退出
,

古祁连山才连在一起
,

成为北祁盆地与南祁陆表海的天然屏 障
。

据盆地岩相分布

得知碎屑物质来源于盆地北部的古陆
。

沉积西厚东薄
,

反映出地应力活动又出现了由东

向西加强的趁势
。

陇西古陆的下沉
,

海水向南汇聚
,

古祁连山再次升起形成南祁陆表海
。

潮上带的砂

砾岩和砂砾岩一粉砂岩不规则的分布在陆表海的北部
,

只产少量腕足类和植物化石
。

潮

间带则出露在陆表海的南部
,

几乎全 由砂砾岩一灰岩构成
,

产特提斯海型底栖 的 腕 足

类
、

瓣鳃类
、

珊瑚和三叶虫
,

另外还有浮游的菊石和蜓科化石
。

据陆表海的岩相分布推

测陆源碎屑物质来源于古祁连山
。

陆表海的南界位于原陇西古陆的南缘
,

在早二叠世 已

成为水下隆起
,

其隆起的两侧沉积厚度有明显的变化
。

柴北陆缘海不但有较广泛的类似

陆表海潮间带沉积
,

一

而且从石底泉至关角 日吉山一带
,

.

、

还有潮下带的灰岩一砂砾岩和灰

岩一粉砂岩
,

并有少量的灰岩
,

底栖生物少
、

浮游的蜓科多
,

一

沉积厚度有的> 2 0 0 0米
。

这里沉积是南祁陆表海沉积厚度的 2一 3倍
,

是北祁盆地沉积厚度的 5一 6倍
。

由此看来
,

当时的柴达木古陆的隆起幅度还是相当强烈的
,

柴北陆缘海的碎屑物质主要来源于柴达

木古陆
。

有许多人习惯的认为
:

早二叠世的海侵还是来 自东南方
。

但是
,

将祁连山晚古生代

海陆变化联系一起
,

结合祁连陆表海渐变为北祁山间坳陷盆地的发展史来认识
,

似乎应

该改变习惯看法
,

承认早二叠世是 自西北向东南的海侵
,

即海水向低纬度撤退j 可能会

更符合实际
, _

、 .

_ 、 _ 、
_ .

_
_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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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晚二叠世仍为北陆南海
,

无论是北祁盆地
,

或是南祁陆表海都在收缩 沉 积 范

围
,

柴北陆缘海已经消失 (图 6 )
。

日,l,

C ~ 、 一 ,

、

匀

北祁盆地的河流相只出露于盆地的北部
,

由砾岩
、

砾岩一砂岩和砂岩一砾岩组成
,

湖一三角洲相砂岩局限分布在盆地的东北角
; 河流一三角洲相砂岩一粉砂岩广泛分布

;

湖泊相的粉砂岩一砂岩呈多字型斜列位于河流一三角洲相沉积之中
。

晚二叠世早期产华

夏植物群分子
,

其晚期出现了华夏植物群与安格拉植物群混生现象
,

这可能是由于古天

山南陆缘海渐变为山间坳陷盆地
,

相隔两个盆地的塔里木古陆高度不大
,

两个植物群向

相对地区蔓延的结果
。

据此推测古天山南山间坳陷盆地也应该见到混生植物群
,

不过 出

现安格拉植物位于下部而不混生
,

其上部才会 出现华夏植物混生的现象
。

南祁陆表海已成为内陆海湾
。

潮上带广泛分布
,

以砂砾岩一粉砂岩为主
,

特提斯海

型的底栖生物腕足类和瓣鳃类最发育
,

在接近古陆处含植物化石
,

交错层发育
。

潮间带

的砂岩一灰岩与潮下带的灰岩一粉砂岩分布在陆表海的西南
,

呈不规则的圆形
,

只含腕

足类
。

从岩相显示的水深与沉积厚度反映的沉降速度
,

陆表海有深水处沉降慢
,

浅水部

位沉降快
,

潮上带4 00 米等厚线呈北北西 向的四条弧形分布
,

并 向西北收敛
,

向东 南撤

开
,

潮间带沉积物厚不足百米
。

南祁陆表海是受着帚状构造控制而接受沉积的
。

据岩相

分布反映的沉积物北粗南细
,

推测碎屑物质来源于古祁连山
,

而古祁连山再次 急 速 上

升
,

恰恰是旋卷构造作用的结果
。

依据动物群的性质
,

结合晚二叠世海相沉积不断缩小

的事实
,

认为海水向低纬度退却似乎更符合逻辑
。

总之
,

祁连山在晚古生代的古地理变化是
:
由陆转化为海

,

再 由海转变为 北 陆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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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

古地势虽然为西北高东南低
,

但是起伏变化由大变小再变大
。

古气候由干热转为湿

热又转干热
。

海侵范围由小扩大再缩小
,

其方 向由东南向西北
,

渐变为东南与西北海水

同时侵入
,

最后为西北向东南海侵
,

海水向东南撤出
。

(收稿 日期
: 1 9 8 3年1 2月 2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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