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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 近 在 北 羌 塘 盆 地 中 部 半 岛 湖 地 区 索 瓦 组 下 段 中 发 现 了 丰 富 的 中 侏 罗 世 晚 巴 通 期一早 卡 洛 夫 期 菊 石。这 些 菊 石 保 存 好， 

特 征 明 显，可以与西特提斯地中海区菊石带进行精细对比。根 据 区 域 菊 石 化 石 群 的 对 比，含 菊 石 的 地 层 可 能 不 是 索 瓦 组 下 段，而是 

夏 里 组。早卡洛夫期大头菊石的出现与同期全球海平面的上升同步，而地方性的含大头菊石的层序通常也指示了区域性的海侵。羌 

塘 盆 地 早 卡 洛 夫 期 大 头 菊 石 生 物 群 的 发 现，证 明 羌 塘 盆 地 在 早 卡 洛 夫 期 还 存 在 区 域 性 的 海 侵，北羌塘盆地中部的半岛湖地区处于  

相 对 较 深 的 广 海 碳 酸 盐 台 地 环 境，而 不 是 前 人 所 认 为 的 羌 塘 盆 地在卡洛夫期即发生大规模的海退，发 生 海 退 的 时间应该在早卡洛  

夫期之后。晚巴通期一早 卡 洛 夫 期 菊 石 生 物 群 的 发 现 对 于 重 新 认 识 羌 塘 盆 地 沉 积 构 造 演 化 历 史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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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a number of ammonite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Bandao Lake area of northern Qiangtang basin， ranging in age 

from the Late Bathonian to Early Callovian (Middle Jurassic). The ammonite assemblages sampled in the Changhong Ri ver area are of 

good preservation and have obvious features， thus providing a solid basis for comparison with the Western Tethys ammonoid zones.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with regional ammonoid assemblages， the fossiliferous strata are probably Xiali Formation instead of the 

lower part of the Suowa Formation. The generation of Macrocephalites in the Early Callovian time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global rising sea level， and the endemic Macrocephalites sequences often indicate a regional transgression event. The existence of Early 

Callovian Macrocephalites in the middle Qiangtang basin implies that a regional transgression took place in the Qiangtang basin during 

the Early Callivian period， and the Bandao Lake area in the middle o f the northern Qiangtang basin was in a relatively deep carbonate 

platform environment. The regression event in Middle Jurassic occurred later than Early Callovian instead of in Callovian. The discov
ery of the Late Bathonian—Early Callovian ammonoid assemblag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sedimentary—tectonic 

evolution o f the Qiangtang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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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塘盆地在大地构造位置上位于欧亚大陆与冈 

瓦纳古陆毗连的特提斯构造域内，北部以可可西 

里-金沙江缝合带为界，南部以班公湖-怒江缝合带 

为界M 。羌塘盆地自北向南为3 造单元，

为北羌塘 、中央隆起和南羌塘坳陷[5_81(图 1-a)。

羌 塘 地 中  大的中 含油气盆

地['侏罗系是羌塘盆地发育全、 布 泛的 

层系。研究表明，羌 塘 盆 地 在  

基底和古生界 上发育起来的以中生界海

为主的 盆地1G， 的 特征、演

、 造 特 、含油 面 特 。与油气 

含 的特提斯构造域西段， 斯 地，具

的构造 特 和 油 地 质  [111，

的勘探目标之一卩2]。 于羌塘

地 在 5000m 以上，空气 ，自 ：境十

分恶劣，人迹罕至，交通极为不便，给开展野外地质 

带 大的 。 以 ， 于 北的侏罗 

系地层 ，不研究者对该区及邻

区侏罗系采用了不的群、组名称和时归属方案， 

从而导致地层划分对比和 、 物 群 研 究

果产 歧[13_18]。

近，笔 在羌塘盆地中部半岛湖地区开展 

野外地质 过程中，在虹河剖面采集到了大

菊 ，这对于北羌塘区域地层对比和重新认

羌塘盆地 造 都 重要意义。本

文对此新资料进行简要的报道。

1 剖面地层概况

半岛湖地区位于北羌塘盆地中西部（图 1-$)， 

该区要出露中侏罗统夏里组 (J "!)，上侏罗统索瓦

图 1 羌 塘 盆 地 构 造 单 元 、研 究 区 位 置 (a)和 半 岛 湖 地 区 简 要 地 质 图 (b)

Fig. 1 Tectonic units o f Qiangtang basin and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 and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Bandao Lake area (b)

J"!一中侏罗统夏里组 J 3"1— 上侏罗统索瓦组下段 Js -K 〆 一上侏罗统-下白垩统索瓦组上段 ;E"#— 古近系康托组 ; 

— 古近系唢呐湖组 ;E "+3$— 古近系鱼鳞山组；Q — 第四系；1 一不整合接触；2— 断层；3— 剖面位置



组下段(知 1)，上侏罗统一下白垩统索瓦组上段 (J! -  
K"!2)，古近系康托组(E2")、唢呐湖组 (Ef〇、鱼鳞山 

组(E2+3#)(图 1 -b )。实测剖面位于长虹河东南河边， 

起点坐标：E88°19.513'、N 34。5.384"，终点坐标：E 
88。19.612"、N 34。5.988"。 剖 面 长 度  1062m，厚 

590.37m，顶底齐全（图 1 -b 、图 2)。
上 侏 罗 统 一 下 白 垩 统 索 瓦 组 上 段 (J3- K 1! 2) >23.02m

23.灰 绿 色 中 厚 层 状 钙 质 粉 砂 岩 与 浅 灰 色 泥 灰 岩 韵 律 互 层 ，夹 

少量细粒石英砂岩  >23.02m

—— 整 合 接 触 ——

上 侏 罗 统 索 瓦 组 下 段 (知 1) 536.29m

22 .灰 色 、浅 灰 色 （风 化 为 浅 紫 色 ）中 厚 层 状 泥 晶 生 物 屑 灰 岩

9.86m

2 1 .中 下 部 为 灰 、浅 灰 色 厚 层 状 泥 晶 灰 岩 夹 生 物 屑 泥 晶 灰 岩 ， 

上 部 为 灰 、 浅 灰 色 厚 层 状 泥 晶 灰 岩 夹 生 物 屑 泥 晶 灰 岩

70.07m

20 .灰 色 中 厚 层 状 泥 晶 粉 砂 质 灰 岩 夹 泥 晶 灰 岩 ，下部夹有少量  

钙 质 粉 砂 岩 。 见 有 少 量 保 存 完 整 的 腕 足 、 双 壳 类 化 石

30.7m

19.底 厚 约 2 m 为 风 化 呈 灰 白 色 的 泥 灰 岩 ，之 上 大 套 岩 性 为 灰  

色薄层状泥晶生物屑灰岩  25.73m

18.灰 色 （风 化 为 紫 红 色 ）中 层 状 泥 晶 粉 屑 灰 岩 夹 泥 质 生 物 屑  

灰 岩 。泥 质 生 物 屑 灰 岩 内 见 有 大 量 的 保 存 完 整 的 菊 石 及 腕  

足 、双 壳 类 化 石 。产 菊 石 ：Ox#cerites sp., H om oeop lanu lites 

sp., H ectico c e ra s  sp., Choffatia sp., H om oeop lanu lites a cu ti- 

c o s ta  (Roemer), H om oeop lanu lites  cf. a cu tico s ta  (Roemer), 

H om oeop lanu lites  cf. fu r cu lu s  (Neumayr), Choffatia  cf. e v o -

lu ta  (Neumayr), Mac ro c ep  halite s cf. v eru s  (Buckman), 

M acro cepha lites  cf. g ra cilis  (Spath) 16.69m

17.灰 色 中 厚 层 状 泥 晶 灰 岩 ，上 部 夹 砂 屑 泥 晶 灰 岩 。 泥晶灰岩 

局 部 见 有 缝 合 线 构 造 ，并 见 少 量 保 存 较 完 整 的 腕 足 类 化 石

72.44m

16.灰 色 中 层 状 亮 泥 晶 含 生 物 屑 砂 屑 灰 岩  53.04m

15 .灰 色 中 一 厚 层 状 泥 晶 含 生 物 屑 砂 屑 灰 岩  35.35m

14.灰 色 中 厚 层 状 亮 泥 晶 含 生 物 屑 砂 屑 灰 岩 夹 泥 晶 灰 岩

17.67m

13. 灰 色 中 层 状 泥 晶 含 生 物 屑 砂 屑 灰 岩 与 泥 晶 灰 岩 韵 律 互 层

72.36m

12 .灰 色 中 薄 层 状 泥 晶 生 物 屑 灰 岩 与 泥 晶 灰 岩 韵 律 互 层 ，夹少 

量亮泥晶砂屑粉屑灰岩  30.91m

1 1 . 底 1 m 为 灰 色 中 层 状 泥 晶 砂 屑 生 物 屑 灰 岩 ，之上大套为  

灰 、暗 灰 色 中 层 泥 晶 核 形 石 灰 岩 。偶 见 有 保 存 完 整 的 双 壳  

类化石  5.69m

10 .灰 色 （风 化 为 灰 黄 色 ）中 层 状 泥 晶 砂 屑 生 物 屑 灰 岩 与 含 泥  

质泥晶灰岩组成了  2 个 韵 律 。局 部 见 有 保 存 完 整 、大 小 1〜  

2 c m 的 腕 足 、双 壳 类 化 石 ，偶 见 有 1c m 的 菊 石 残 片 。 产 

菊 石 ：H om oeop lanu lites cf. b a lien sis  8.38m

9.灰 色 （风 化 为 灰 黄 色 ）中 层 状 含 泥 质 泥 晶 灰 岩 ，发育有 水 平  

层 理 。见 有 保 存 完 整 的 双 壳 及 腹 足 类 化 石 ，偶 见 少 量 的 、保 

存不太完整的菊石  19.39m

8.灰 色 中 层 状 泥 晶 灰 岩 ，上 部 夹 含 生 物 屑 泥 晶 灰 岩 及 少 量 泥  

晶 砂 屑 灰 岩 。该 层 中 上 部 泥 晶 灰 岩 中 见 有 保 存 完 整 的 腕  

足 、 双 壳 类 及 菊 石 。 产 菊 石 ：H om oeop lanu lites cf. coux i 

(Dominjon), H om oeop lanu lites  cf. p seu d oanu la ris  (Lissajous)

35.41m

Fig. 2 Measured stratigraphic section in Changhonghe area, northern Qiangtang basin
(1) 一岩屑石英砂岩；(2)—粉砂岩；(3)—泥岩；(4) 一亮晶生物屑鲕粒灰岩；(5)—砂屑灰岩；(6)—含生物屑砂屑灰岩 ; 

⑺一粉砂质泥晶灰岩；(8)—核形石灰岩；(9) 一生屑灰岩；(10)—泥晶灰岩；(11) 一泥灰岩；(12)—菊石



7.底 l m 为 l 层 灰 色 薄 层 状 泥 晶 生 物 1 藻 鲕 灰 岩 ，之 上 为 灰  

色中层状泥晶灰岩夹泥灰岩  &2.'m

—— 整 合 接 触 ——

中 侏 罗 统 夏 里 组 (J# ) >26.7m

下 部 为 紫 红 色 中 薄 层 状 含 粉 砂 质 岩 屑 石 英 砂 岩 ，上部为黄  

红色粉砂岩  3.99m

5 .灰 色 中 厚 层 状 泥 晶 灰 岩 ，顶 见 l 层 厚 约 30cm 的 亮 晶 鲕 粒  

灰岩  3.49m

4.灰 色 （风 化 呈 土 黄 色 ）薄 层 状 泥 晶 灰 岩 与 泥 晶 生 物 屑 藻 鲕 灰  

岩韵律互层  7.12m

3.灰 白 、紫 红 色 中 薄 层 状 含 粉 砂 质 岩 屑 石 英 砂 岩 与 泥 岩 韵 律  

互 层 。砂 岩 发 育 有 平 行 层 理  ll.24m

2.灰 色 （风 化 呈 浅 红 色 ）中 层 状 亮 泥 晶 生 物 屑 灰 岩 （未 见 底 ）

0.86m

2 菊石组合的时代

本 次 在 长 虹 河 剖 面 索 瓦 组 下 段 中 发 现 的  

Macrocephalites-Homoeoplanulites 菊石组合为近年  

来在藏北发现的最为丰富的中侏罗世菊石资料，其 

中包括：0!5$erites sp.，6 ecticoceras sp.，Ch〇8fatiasp.， 

Homoeoplanulites sp.，6. acuticosta (Roemer)， 

Homoeoplanulites cf. acuticosta (Roemer)， 

Homoeoplanulites cf. furculus (Neumayr)，Choffatia cf. 

evoluta (Neumayr)，Macrocephalites cf. verus 
(Buckman) ，Macrocephalites cf. gracilis (Spath)， 

Macrocephalites sp.，Homoeoplanulites cf. baliensis 
(Neumayr)， Homoeoplanulites cf. couxi (Dominjon)， 

Homoeoplanulites cf. pseudoanularis (Lissajous)( 图版 

i & 图版n ) 。 这些菊石显示出较强的地方性色彩， 

Macrocephalites c£ verus (Buckman)和 Macrocephalites 

cf. gracilis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中生代地方性 

菊石性双型（图版n -4a、4b 、5a、5b )。

以上菊石组合中， 晚巴通期菊石以智始盘菊石 

为主要属种，如 Homoeoplanulites cf. acuticosta，H. 

acuticosta 和 H. c£/urculus( 图版 i —2a、2b、3 ) 。这些 

均为西特提斯亚地中海分区晚巴通期典型的属种， 

见于德国南部和法国 Il9—22J。

早卡洛夫期的菊石以 菊石 (Macrocephalites) 

( 图版 " —4a、4b 、5a、5b ) 8 ( ，为中侏罗世卡 i 

期 特 有 的 菊 石 属 一 。 菊石外形如 ，

，壳面布满规则、整齐、细密的 ，是

野外较 的 化 石 一 。 菊石分布 ，在中

侏罗世 生物地理区均有分布， 是中侏罗

世生 地 最 要的菊石资料， 于

生物地理区卡洛夫期地层的确认、 划分和对比具有 

的作用。 的 菊 石 以 西 特 提

斯地中海区 Gracilis菊石 较[以23—' 是西

目前发现的 较 的 。

， 长虹河菊石的时代为中侏罗世晚巴通期 

早卡 期。

3 含菊石地层的重新厘定

长虹河剖面发现含菊石的地层在以往的1:25 

区 资 料 中 ®  为索瓦组。 索瓦组（本

为索瓦组下段 ) 最早 海区 于

塘 盆 地 部 的  组剖面 ，相当于 “ 雁石 ”

上部灰岩段，以 为主 ， 现粉矽

布 曲 组 区 别 。 其中 分丰富的生 ：

石 ， 包 括 腕 足 ：Steptaliphoria septentrionalis， 
Pentithyris cf. pelagica， Thurmanella acuticosta,双壳 

类 ： Radulopecten fibrosus， Gervillella aviculoides， 
Pteroperna cf. polyodom，Astarte mummus 等 ，时代 

为晚侏罗世[14—18,26—'

前文的 ， 这次在该组中发现的菊石 

的时代为中侏罗世晚巴通期一 早卡 期 ， 区 

索 瓦 组 的 时 代 不 一 。 从区域上看，研究区周围丰 

富的晚巴通期一 早卡洛夫期的菊石，如 Gagnericeras.  

Homoeoplanulites.  Neuqueniceras. Oxycerites orbis 
(Giebel) .  Macrocephalites c f. macrocephalus 
(Schlotheim)，主要见于夏里组中 i13n 30-31J。

另外， 似的菊石组合还曾在1:25万安多幅区 

域地质调1 $ 中发现过，菊石产于114道班一 准巴鄂 

阿 隆 一 的 114道班组中。 组岩性为一套中层一  

中薄层钙质细粒长石石英 泥 互 层 ， 中层 

砂 质 生 物 屑 灰 岩 ， 产 菊 石 "Kdiocycloceras sp..  

Reineckeia sp..  Macrocephalites sp..  Oxycerites cf. 

subcotarius (Oppel). O. cf. oppeli (Elmi).

Homoeoplanulites cf. furculus (N eumayr).  ? 

Eohecticocers sp..  Neuqueniceras callomoni sp. nov.。 

114道班组为1:25万安多幅区域地质调查中新命名 

的填图单位， 前 人 曾 将 地 单 位 命 名 为 姆 勒 曲  

组[32]、沙巧木组[33]和 石  夏里组 I34-35J。 这些菊石

组合长虹河地区发现的种属基本一致，说明长虹 

河地区发现菊石的位 114道班组 ， 在区域

上 相 当 于 石  夏里组。

晚巴通期一 早卡洛夫期， 南北羌塘大部分地区



图版 I Plate I

1a、1b. sp.,长虹河剖面1 .层，1&侧视，1b 腹视

2a、2b. cf. (Roem er, 1911),长虹河剖面 1 .层，2a 侧视，2b 腹视

3. cf./0r'0.u* (Neumayr, 1871),长虹河剖面 1 .层，侧视

4a、4b. 〇34'er%$e* sp.,长虹河剖面1 .层，4a 侧视，4b 腹视 

5. + 娜 cf. ,长虹河剖面 10 层，侧视

被海水淹没，连为一体，安多地区为浅海陆棚环境， 

而半岛湖地区则处于广海碳酸盐台地环境，不同的 

沉积环境导致这2 个地区沉积岩性的不同，但却代 

表了同一时期不同环境的沉积产物。因此，长虹河地 

区含菊石的地层与114道班组为同时期的沉积物。 

在区域上，类似的菊石生物群主要见于夏里组中，因 

此长虹河地区含菊石的地层应该代表夏里组的沉 

积 ，而不是索瓦组下段。虽然夏里组在整个羌塘地区 

一 岩 石 沉 积 为  ，但是在盆

地不同的区域 一 的 差 别 ，在北 坳陷西部

地区含碳酸盐岩地层的厚度 [1@，与半岛湖长虹

河地区的岩性特征相一致，相对于其它地区而言，该 

区处于较深的碳酸盐沉积环境中， 代表了一

区 域 性 的 海 。

4 大头菊石的沉积环境指向意义

菊石 的沉积环境 。 于

赋存于黑色页岩、以结核产出的 菊石动物群通

常见于陆棚外侧 陆 侧沉积环境，而 于

岩 岩的大头菊石动物群代表广海碳酸

盐台地 的沉积环境。 期大

头菊石的 与同期全球海¥ 面 的 上 升 同 ，因此



图版！ Plate !

1%、1b. (Lissajous),长虹河剖面  5 层，1% 侧视，1b 腹视

2. !o/oeop&'()&*+e, cf. co)i* (Dominjon),长虹河剖面  8 层，侧视 

9. 23"44也* ' cf. (Neumayr, 1571),长虹河剖面  5 层，侧视

4a、4b. M〇0r"0e%3a&*+$, cf) 6$r)S (Buckman,1922),长虹河剖面  18 层，4a 侧视，4b 腹视 

5a、5b. M〇0r"0e%3a&*+$, c£ (Spath,1928),长虹河剖面  18 层，5a 侧视，5b 腹视

地方性的大头菊石层序通常指示区域性海侵，与全 

球海B 面上升可以很好地对应。

半岛湖地区长虹河剖面产出的早卡洛夫期大头 

菊石产于灰色泥质生物屑灰岩中，反映当时为广海 

碳酸盐台地内相对较深的沉积环境，代表北羌塘盆 

地在早卡洛夫时期发生了一次区域性的海侵，这与 

以往认为整个羌塘盆地在卡洛夫期就发生大 的 

海 的 认  [14，161。 认为，中 通期羌

塘盆地在 湖 - 江 洋 盆 进 一 步 扩 张 的 作 下 ， 

全区发生了整性大  的下沉，从而盆地相应地

发生了一次侏罗纪最大规模的海侵，沿白龙冰河、吐 

、半岛湖、 、 一 广  台盆

相的沉积， 在卡洛夫期发生大 的 海 ，这与本 

次发现的早卡洛夫期的大头菊石发生了 。E

认为，羌塘盆地中 通期的海侵可能一

了早卡洛夫期， 于羌塘盆地中部的 

岛湖地区仍处于相对较深的广海碳酸盐台地环境。 

羌塘盆地中 通期一早卡洛夫期菊石的发

对于重新认识羌塘盆地的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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