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中!国!地!质!调!查
_05%'!U0%-

"#"# 年 #) 月 !"#$#!%&'$()*+",#-&.%/'

TI;%"#"#

104& &#%&(,))SQ%̂;1 1̂2%"#"#%#-%#)

引用格式& 白培荣#熊兴国%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中西段改则地区木嘎岗日岩群的孢粉型化石组合及时代!$"%中国地质调

查#"#"##'$-%& +# *++%

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中西段改则地区木嘎岗日

岩群的孢粉型化石组合及时代

白培荣&!"

! 熊兴国&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贵阳!..##)&$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院士工作站"贵阳!..##)&#

摘要" 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中西段改则地区木嘎岗日岩群的沉积时代#经历了班公湖'怒江洋盆的裂解拉张和

挤压会聚阶段#沉积时代跨度较大#但其沉积时代上限尚无定论+ 为探讨木嘎岗日岩群沉积时代上限与班公湖'

怒江洋闭合时限的关系#通过野外地质调查及室内综合研究#在木嘎岗日岩群中发现了早白垩世早期典型花粉分

子2"=*'"+(0(--"4+ 这一发现表明& 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中西段改则地区木嘎岗日岩群在早白垩世早期还持续沉积#

对探讨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中西段中生代时期海域的古地理特征*沉积环境及其发展历史有重要的地质意义+

关键词" 孢粉化石( 木嘎岗日岩群( 早白垩世( 班公湖'怒江缝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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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木嘎岗日岩群是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中西段

中生代时期演化过程中重要的物质记录之一#但其

孢粉型化石组合报道较少!& *-"

+ 该岩群由文世宣

&('( 年创名!. *+"

#正层型剖面位于西藏改则县木嘎

岗日主峰木格各波日东南#为一套深灰色*灰黑色*

灰绿色砂岩*泥岩夹硅质岩*灰岩透镜体的地层#时

代为侏罗纪+ 古生物化石记录数据有& 中侏罗世

常见分子双壳类!' *("

#见于我国云南中侏罗统和平

乡组*柳湾组#羌塘地区雁石坪群( 珊瑚产于云南

中侏罗统柳湾组*藏东拉贡塘组#也见于印度卡奇

中侏罗统巴通阶!' *("

( 中侏罗世至晚侏罗世牛津期

的放射虫!. *'#("

( 丁青县罗冬地区发现有早'中侏

罗世的古藻类及放射虫化石!. *'#("

( 日土地区发现

了早'中侏罗世分子孢粉和放射虫!)"

+ 上述化石

组合表明#木嘎岗日岩群中具有不同时代*不同门

类和不同生活环境的化石混积现象+ 根据硅质岩

中的放射虫*遗迹化石#综合菊石和藻类化石的时

代#认为木嘎岗日岩群形成于早'中侏罗世!. *("

+

前人在该地层中发现晚侏罗世放射虫化石!'#("

#据

此#前人将木嘎岗日岩群时代笼统定于侏罗纪!. *&#"

+

笔者在西藏改则县鸡岛错北部进行 & .̀ 万区

域地质调查过程中#通过测制剖面#于前人划分的

侏罗纪木嘎岗日岩群中获得了早白垩世早期典型

的花粉分子 2"=*'"+(0(--"4#明确了木嘎岗日岩群的

沉积时代至少为早白垩世早期#这为班公湖'怒江

缝合带侏罗纪'白垩纪地层划分对比*地层格架建

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并丰富了地层的古生物数

据+ 同时为进一步探索研究区乃至班公湖'怒江

缝合带中西段的古构造*古地理*古气候格局提供

了新资料+

&!区域地质背景

研究区地处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以下简称为

,班*怒带-%中西段#北为泛华夏大陆晚古生代至

中生代羌塘'三江构造区的喀喇昆仑'南羌塘'

左贡陆块#南面属冈瓦纳北缘古生代至中生代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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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喜马拉雅构造区的拉达克'冈底斯'拉萨'

腾冲陆块!&&"

$图 &%+ 地层区划上属班公湖'怒江

构造*地层区!&""

#主要出露木嘎岗日岩群及第四系

$图 &%+ 木嘎岗日岩群在班*怒带地层分区内分布

较广#地层厚度大#岩石具有浅变质*变形程度较强

和受劈理化较为强烈的特征#并有同期或后期的辉

绿岩和辉长辉绿岩岩脉修侵入+ 地层顺班*怒带呈

近XY向展布#具有总体无序*局部有序的特征!,"

+

图 ?@研究区地质简图和剖面位置&T'??(

E'.C?@K,($(.'3#$2M,&3/(*&/,2&%+= #0,# #)+2,3&'()$(3#&'()2

!T#??"

"!化石产出层位剖面特征

>%?@剖面简述

木嘎岗日岩群在研究区近 XY向延伸展布+

实测木嘎岗日岩群地层剖面$剖面编号为 =6&#%

位于改则县鸡岛错北部地区江中窝若西侧一带

$图 &#图 "%#剖面顶部被第四系残坡积*冲积物掩

盖#受后期构造影响#剖面下部为断层#与木嘎岗日

岩群呈断层接触+ 剖面岩层总体成层良好#局部岩

层变形程度较强+

&%岩屑砂岩( "%泥质砂岩( ,%粉砂岩( -%泥岩( .%角砾状灰岩( +%砂屑灰岩( '%含生物屑灰岩( )%辉长辉绿岩( (%孢

粉产出位置( &#%第四系堆积物

图 >@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中西段木嘎岗日岩群实测地层剖面!DJ?Q#

E'.C>@J,#2%0,+2&0#&'.0#-/'32,3&'()(*J%.# HK#).0'U(3MK0(%-')&/,1'++$,#)+8,2&,0)

-#0&(*6#).(). V#M,H7%;'#). L%&%0,I(),$DJ?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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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不整合接触

木嘎岗日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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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g& '#'%'# M

深灰色薄层状泥岩夹呈透镜体产出的灰色中厚层状

含生物屑砂屑灰岩#泥岩层略显变形+ 泥岩层中含孢粉化

石8-#44(0(--"4@A% "-%(" M

深灰色薄层状泥岩夹呈透镜体产出的灰色不等厚含

生物屑砾砂屑灰岩#泥岩层略显变形+ 泥岩层中含尚存疑

问孢粉化石2"=*'"+(0(--"4$0% '%'# M

深灰色薄层状泥岩夹呈透镜体产出的灰色薄'中厚

层状砂屑灰岩#局部见二者呈韵律互层#泥岩层略显变形

,.%(# M

灰色中层状含灰质中'细粒岩屑砂岩夹深灰色薄层

状泥岩+ 泥岩层中含孢粉化石 D'"()+"-')'4@A%和 E)'+"4"4F

0(+")'4$0% ,)%#' M

灰色中厚层状灰质不等粒岩屑砂岩与深灰色薄层状

泥岩不等厚韵律互层#泥岩层中发育水平层理 ")%'# M

深灰色薄层状泥岩夹少量灰色中层状砂屑灰岩*角

砾状灰岩+ 泥岩层中含有微体有孔虫类#产孢粉化石!#/(F

1"#='#'0(--'$")'4@A% "+%+- M

灰色*褐黄色中厚层角砾状灰岩*不等晶生物屑砾屑

灰岩夹深灰色薄层状泥岩+ 泥岩层中含孢粉化石 K")+'"4F

0(+")'4@A% ,+%## M

深灰色*灰绿色薄层状泥岩夹褐黄色中层状砂屑灰

岩+ 泥岩层中含孢粉化石 8-#44(0(--"4@A%和 !#/(1"#='#'0(-F

-'$")'4@A% ",%#( M

深灰色薄层状泥岩+ 含微体有孔虫类及孢粉化石

8-#44(0(--"4@A%#E"$740(--'$")'4@A% .(%&# M

灰绿色薄层状泥岩+ 岩层中含孢粉化石 !#/(1"#='#F

'0(--'$")'4@A% +,%"' M

灰黄色薄层状泥岩+ 岩层中含孢粉化石 E"$740(--'$F

")'4@A% +#%#+ M

深灰色薄层状泥岩夹灰黄色薄'中厚层中'细粒长

石岩屑砂岩+ 泥岩层中含孢粉化石8-#44(0(--"4@A%和K")+'"4F

0(+")'4@A% (-%#- M

深灰色薄层状泥岩夹褐黄色中厚层粗粒岩屑砂岩

,'%.. M

深灰色薄层状泥岩夹褐黄色中厚层中'细粒长石岩

屑砂岩+ 泥岩层中含孢粉化石 D'"()+"-')'4@A%和 E)'+"4"4F

0(+")'4$0% -&%," M

深灰色薄层状泥岩与褐黄色中厚层状中'细粒长石

岩屑砂岩不等厚韵律互层 -&%", M

深灰色薄层状泥岩夹褐黄色中厚层状中'粗粒岩屑

砂岩+ 泥岩层中含尚存疑问的孢粉化石和2"=*'"+(0(--"4$0%

)&%(, M

深灰色薄层状泥岩夹褐黄色中层状粗粒岩屑砂岩#

该层为背斜构造#岩层具有变形特征+ 泥岩层中含孢粉化

石8-#44(0(--"4@A%和E)'+"4"40(+")'4$0% )'%.. M

灰绿色薄层状泥岩+ 岩层中含孢粉化石 K")+'"40(+")'4

@A% .&%(" M

褐黄色中厚层状中'粗粒岩屑砂岩夹深灰色薄层状

泥岩#砂岩中发育平行层理 &.-%)) M

浅灰色中厚层状不等粒岩屑砂岩 ".%-+ M

灰绿色*暗灰色薄层状泥岩#该层为向斜#岩层具有

变形特征+ 泥岩层中含微体有孔虫类#产孢粉化石 D'"()+"F

-')'4@A%#2"=*'"+(0(--"4'4)+74=74#8-#44(0(--"4@A%#K")+'"40(+")'4

@A%和E"$740(--'$")'4@A% ("%,( M

褐黄色中厚层状铁染粗粒岩屑砂岩夹少量暗灰色薄

层状泥岩 .,%++ M

灰色薄层状砂质泥岩与灰色薄层状泥质砂岩不等厚

韵律互层+ 产孢粉化石 E)'+"4"40(+")'4$0%#2"=*'"+(0(--"4'4)+F

74=74#8-#44(0(--"4@A%#K")+'"40(+")'4@A%和 !#/(1"#='#'0(--'$"F

)'4@A% &'%## M

D 灰绿色薄层状砂质泥岩#顶部为厚约 + M灰绿色

块状细粒碱性辉长辉绿岩岩脉#与上下层位呈侵入接触+

产孢粉化石 D'"()+"-')'4@A%# 2"=*'"+(0(--"4'4)+74=74#8-#44(0(-F

-"4@A%#K")+'"40(+")'4@A%#E"$740(--'$")'4@A%和 !#/(1"#='#'0(-F

-'$")'4@A% +"%.) M

&

灰色薄层状砂质泥岩夹浅灰色中层状细'中粒岩屑

砂岩+ 泥岩层中产孢粉化石 D'"()+"-')'4@A%#E)'+"4"40(+")'4

$0%#2"=*'"+(0(--"4'4)+74=74# 8-#44(0(--"4@A%# E"$740(--'$")'4

@A%和!#/(1"#='#'0(--'$")'4@A% ""%"# M

'

浅灰*灰色中层状中'细粒长石岩屑砂岩 -&%)- M

(

浅灰色中厚层状含灰质不等粒岩屑砂岩 ),%)- M

)

灰绿色中厚层状铁染不等粒岩屑砂岩+ 岩层中含孢

粉化石 D'"()+"-')'4@A%# 2"=*'"+(0(--"4'4)+74=74# 8-#44(0(--"4

@A%#E"$740(--'$")'4@A%和!#/(1"#='#'0(--'$")'4@A% (&%,) M

*

浅灰色中厚层状细粒长石岩屑砂岩 "+%&- M

+

浅灰*灰色薄'中层状细粒长石岩屑砂岩 )"%,# M

,

浅灰色中层状细'中粒长石岩屑砂岩夹深灰色薄层

状泥质细砂岩 .#%.# M

-

浅灰*灰色中层状岩屑砂岩夹深灰色薄层状泥岩+

岩层中产孢粉化石 D'"()+"-')'4@A%#2"=*'"+(0(--"4'4)+74=74#

8-#44(0(--"4@A%和K")+'"40(+")'4@A%!#/(1"#='#'0(--'$")'4@A%

"&%") M

.

浅灰*灰色中层状中'粗粒岩屑砂岩夹同色薄层状

粉砂岩#砂岩中发育平行层理#岩层略变形 ,'%.' M

''' ''' ''' 断层不整合接触 ''' ''' '''

未见底$断层破碎带%

>%>@岩性特征及沉积环境

班*怒带内大面积分布的木嘎岗日岩群虽普

遍发生区域变质#但研究区内木嘎岗日岩群发生的

为浅变质#还保留有原岩的特征#下部为深灰色*暗

绿色*灰黑色薄层状泥岩与灰色中厚层状岩屑砂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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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不等厚互层#夹灰色薄层状粉砂岩和灰绿色块状

辉绿岩岩脉( 中部以深灰色薄层状泥岩为主#夹深灰

色*暗绿色*灰色中厚层岩屑砂岩( 上部为灰'深灰

色薄层状泥岩夹呈透镜状产出灰色中层状砂屑灰

岩*角砾状灰岩*含生物屑灰岩#局部见泥岩与砂屑

灰岩呈不等厚韵律互层+ 岩层中除产孢粉组合外#

一些样品中还见微体有孔虫类#而微体有孔虫类的

出现说明本剖面地层与海相沉积环境有关+ 剖面中

木嘎岗日岩群尽管顶底不全#但出露的层序较清楚#

可识别出 " 个基本层序$图 ,%&

.

深灰色*暗绿色*

灰黑色薄层状泥岩$

$

%与灰色中厚层状岩屑砂岩$

%

%

韵律互层$图 ,$9%%(

-

灰'深灰色薄层状泥岩$

$

%

与灰色中层状砂屑灰岩$

!

%韵律互层$图 ,$R%%+

$9% 基本层序
.

$R% 基本层序
-

图 A@木嘎岗日岩群实测地层剖面中的基本层序

E'.CA@K,),0#$'S,+2,W%,)3,2(*&/,1,#2%0,+2&0#&'.0#-/'3

2,3&'()(*J%.# HK#).0'U(3MK0(%-

!!区域上#木嘎岗日岩群为一套半深海'深海沉

积#其沉积范围较广#因经历了班公湖'怒江洋盆

的裂解拉张和挤压汇聚阶段#构造运动造就了各区

域所处的古地理有差异#其沉积环境略有不同#如

班戈县马前乡地区木嘎岗日岩群为一套陆棚相沉

积!&,"

+ 因此#据研究区岩石组合特征其总体为一

套混积陆棚相沉积+

,!孢粉组合特征和时代归属

A%?@孢粉组合特征

本次工作在 =6&# 剖面采集了 ". 件孢粉样

品$图 "%#经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实验

室浸解处理后#在显微镜下检查*鉴定$化石鉴定

人& 黎文本%发现#样品编号为 =6&# *" 至 =6&# *

&- 中的 + 件样品化石较多$表 &% #而 &- 件样品

中含少量或个别孢粉#其余 . 件样品均未发现任

何孢粉化石#不能为相关地层的时代划分等提供

信息+ 孢粉化石有 8-#44(0(--"4@A%$克拉梭粉%

$图 - 编号 & d+% *2"=*'"+(0(--"4'4)+74=74$伊特拉

斯双手粉% $图 - 编号 ' d&-% *D'"()+"-')'4@A%$光

面三缝孢% *E)'+"4"40(+")'4$ 0% $凤尾蕨孢0% *K")+'F

"40(+")'4@A%$开通粉% *E"$740(--'$")'4@A%$双束

松粉%和 !#/(1"#='#'0(--'$")'4@A%$破隙杉粉% #其

中2"=*'"+(0(--"4花粉的出现对确定其所在地层时

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上述的孢粉组合外#一些

样品中还见微体有孔虫类$642G0N0G9M4:4NFG9% #微

体有孔虫类的出现说明本剖面地层处于海相沉

积环境+

表 ?@孢粉化石组合特征

:#4C?@F/#0#3&,0'2&'32(*-#$=)(1(0-/*(22'$#22,14$#.,2

孢粉化石!!!

各种样品中孢粉化石数量

=6&# *" =6&# *+ =6&# *( =6&# *&# =6&# *&" =6&# *&-

8-#44(0(--"4@A% 丰富 丰富 丰富 丰富 丰富 丰富

2"=*'"+(0(--"4'4)+74=74 少量 少量 少量 少量 少量 少量

D'"()+"-')'4@A% 少量 少量 少量 少量 ' 少量

K")+'"40(+")'4@A% 少量 ' ' 少量 少量 少量

E"$740(--'$")'4@A% ' 少量 少量 少量 ' 少量

!#/(1"#='#'0(--'$")'4@A% 少量 少量 少量 少量 少量 '

E)'+"4"40(+")'4$0% ' ' 少量 ' 少量 '

!!注& 化石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鉴定$化石鉴定人& 黎文本%+

),+)



中!国!地!质!调!查 "#"# 年

& d+%8-#44(0(--"4@A%( ' d&-%2"=*'"+(0(--"4'4)+74=74

图 B@改则鸡岛错北部地区孢粉化石

E'.CB@D#$=)(1(0-/*(22'$')7(0&/,0)R'+#(3%( (*K#'S,F(%)&=

A%>@孢粉层位时代归属

孢粉组成很单调#组合中以 8-#44(0(--"4较多

见#其余组分的分布较零散#数量也少+ 据化石鉴

定者的意见#孢粉组合中 2"=*'"+(0(--"4'4)+74=74见

于=6&# *" 至=6&# *&- 号样品#其他样品中只见

个别可疑标本+ 由于 2"=*'"+(0(--"4'4)+74=74的出

现#至少可以确定=6&# *" 至=6&# *&- 所在地层

的时代为早白垩世早期$尼欧克姆期%+ =6&# *&+

和=6&# *,, 含化石很少#其中鉴定为2"=*'"+(0(--"4

的标本尚存疑问#既不排除该层段的时代属早白垩

世的可能性#也不排除其属晚侏罗世的可能+ 但从

有机物残渣的总体面貌看#整个剖面的时代同属早

白垩世早期的可能性要大些+ 其他孢粉如 D'"()+"F

-')'4@A%#E)'+"4"40(+")'4$0%# K")+'"40(+")'4@A%#E"$74F

0(--'$")'4@A%和 !#/(1"#='#'0(--'$")'4@A%#时代跨度

较大#无法提供精确的时代+ 其中#对 8-#44(0(--"4

与2"=*'"+(0(--"4进行详细分析+

8-#44(0(--"4与裸子植物掌鳞杉科 $8*+"(-'0"F

1#='#'%有亲缘关系#是中生代的标志化石!&-"

#繁盛

于侏罗纪和白垩纪+ 8-#44(0(--"4最早见于三叠纪#

最晚在古近纪!&."

+ 在我国南方孢粉植物区系里#

8-#44(0(--"4在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最为繁盛+ 样品

中花粉属种比较单一#主要是克拉梭粉#产量较为

丰富#已达到晚侏罗世至早白垩世的繁盛程度+

2"=*'"+(0(--"4属于裸子植物花粉#其花粉粒形

态奇特#极易辨认#一般成双手状态保存#酷似双手

作揖相拱#该花粉在地质历史时期出现的时限很

短+ 由PGFE4@9: 在 &('& 年定名#目前仅 & 个种#即

模式种2G'4)+74=74PGFE4@9:$伊特拉斯双手粉%

!&+"

+

国内外孢粉学者一般视它为早白垩世早期$JFGG49D

@49: *J9GGFM49:%的典型化石+ 国外发现于意大利

南托斯卡纳$PI@29:C%早白垩世!&+"沉积中#之后相

继在巴西*加蓬*安哥拉*刚果*阿尔及利亚等地早

白垩世沉积中均有发现!&'"

+ 在中国先后发现于新

疆塔里木盆地早白垩世!&) *"&"沉积中#在云南富民

盆地!"""

*青藏高原北羌塘唐古拉山!","

*班公湖'怒

江结合带班戈恐弄拉!&,"及北羌塘盆地中部笙根地

区!"-"等地早白垩世沉积中均有发现+

综上所述#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中西段改则鸡

岛错北部地区木嘎岗日岩群中发现了早白垩世早

期特征花粉分子 2"=*'"+(0(--"4#这一典型花粉的获

得明确了木嘎岗日岩群沉积时代的上限至少跨入

至早白垩世早期$尼欧克姆期%+

)-+)



第 - 期 白培荣#等&!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中西段改则地区木嘎岗日岩群的孢粉型化石组合及时代

-!意义

$&%班*怒带中西段改则地区木嘎岗日岩群中

发现了早白垩世早期典型花粉分子 2"=*'"+(0(--"4#

这一花粉的发现不仅明确了木嘎岗日岩群的沉积

时代的上限至少持续到早白垩世早期$尼欧克姆

期%#而且还丰富了地层的古生物数据#同时为班*

怒带侏罗纪与白垩纪地层划分对比*地层格架建立

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当前这些获得的孢粉化石可以为本地区沉

积地层的时代确定和对比#以及白垩纪古植被及古

气候讨论提供一些新的古生物证据#特别是为分析

该地区早白垩世的古地理特征提供了资料+

$,%侏罗纪时期#木嘎岗日岩群为一套半深

海'深海沉积#而至早白垩世时期#研究区总体为

一套混积陆棚相沉积#体现了班公湖'怒江洋壳双

向俯冲#其沉积主体趋于萎缩#总体表现出从早期

到晚期海水变浅的特点+

.!结论

班公湖'怒江洋的关闭时限一直是地质学界

争论的焦点+ 木嘎岗日岩群作为班 *怒带中生代

时期演化过程中重要的物质记录之一#其沉积时代

上限可客观地界定班公湖'怒江洋盆闭合时代的

下限范围+ 因此#通过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中西段

改则地区木嘎岗日岩群中获得的孢粉型化石的研

究#得出结论如下+

$&%本区木嘎岗日岩群沉积时代的上限至少跨

入至早白垩世早期$尼欧克姆期%#与区域横向上班

戈地区木嘎岗日岩群的沉积时代具有对比性#二者

均持续沉积至早白垩世早期#应属同一构造背景的

产物+

$"%本区段的班公湖'怒江洋盆闭合时限不早

于早白垩世早期$尼欧克姆期%#其中生代洋盆是继

承了古生代洋盆发展而来#为一个连续沉积的洋

盆+ 这为今后进一步分析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中

生代盆地演化提供了线索+

$,%本文仅对木嘎岗日岩群的孢粉型化石时代

做了简要的研究#而该套地层分布地域较广#沉积

时代跨度较长#地层厚度较大#本次未对其地层进

行拆解+ 后期将结合本项目取得的多方面的基础

地质成果*区域地层特征*大地构造背景等进行较

为深入的分析#重点分析区域演化史及对地层做解

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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