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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北丁固—加措地区中－上更新统高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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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藏北部丁固－加措地区，分布一套零星出露的、固结—半固结状态的砂砾岩层，在综
合研究其岩石组合、沉积特征、地质时代、区域地质特征的基础上，将其厘定为一个非正式岩石

地层单位———高台阶砾石层，该砾石层对研究区内第四系地质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更新世；岩石地层；高台阶砾石层；丁固—加措地区

［中图分类号］Ｐ５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９４３（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９６－０３

　　丁固—加措地区（下简称研究区）位于青藏
高原北部，行政区划属西藏自治区改则县，平均

海拔５０００ｍ左右，为高寒无人区，交通较为不
便（图１）。

图１　研究区交通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ｆｆ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ａｒｅａ

１—县城；２—乡镇、村；３—主干公路；４—乡村简易公路；５—湖泊；６—河流；７—山峰及高程；８—研究区

　　研究区该套砾石层为贵州省地质调查院在青
藏高原 １∶２５万区调工作中发现，其分布于海拔
４７００ ６０００ｍ间不同高程台地上，砾石层零星分
布，呈固结—半固结的粗磨拉石堆积，出露厚０
２００ｍ，角度不整合于新近系—第四系唢呐湖组、古

近系康托组、白垩系阿布山组、三叠系日干配错组

及石炭系擦蒙组地层之上（图２）。经区域对比，发
现该套砾石层较为特殊，从而将其厘定为一个非正

式岩石地层单位———高台阶砾石层，该砾石层对研

究区内第四系地质演化具有一定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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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研究区高台阶砾石层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Ｇｒａｖｅ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ｓｔ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ａｒｅａ

１—高台阶砾石层；２—剖面位置；３—高程点；４—地名；５—石炭系擦蒙组；６—三叠系日干配错组；

７—白垩系阿布山组；８—古近系康托组；９—新近系－第四系唢呐湖组

注：高台阶砾石层与下伏各时代地层均为角度不整合接触

１　高台阶砾石层特征及岩石
组合

　　研究区高台阶砾石层分布零星，区域延伸性
较差，在不同地点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见表１）。
总体为一套灰色调的、固结—半固结或弱固结

（不同地点露头的固结程度不同），岩性为厚层块

状砾岩夹少量含砾粗砂岩透镜体，砾石成分有脉

石英、硅质岩、花岗岩、闪长岩、灰岩、基性岩、变质

岩屑砂岩、粉砂质板岩、石英片岩、磁铁矿等（不

同露头点砾石成分略有差异），砾石磨圆度差—

中等，棱角—次圆状、分选差—中等，砾径一般 ３
１０ｃｍ，局部地带１５ ２５ｃｍ，砾石之间为细砾

和粗砂充填，砾砂比为６∶１，单层内多具下粗上细
的正粒序特征，局部地带大小混杂。层间常夹少

量厚０ ２０ｃｍ的含砾粗砂岩透镜体（发育平行
层理和中、小型板状交错层理）。岩层倾角普遍

小于１０°，几乎未发生变形。该套岩石组合总体
反映为间歇性河流（洪流）沉积特征。

表１　研究区高台阶砾石层特征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ｏｆｇｒａｖｅｌｌａｙｅｒｏｆｈｉｇｈｓｔ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ａｒｅａ

地点 海拔 厚度 固结程度 产状 与下伏地层关系

乱石沟 ６０００ｍ ２００ｍ 固结—半固结 ８° １０° 角度不整合石炭系擦蒙组之上

桑前南约５ｋｍ ４７２０ｍ ５０ｍ 半固结—弱固结 ５° ８° 微角度不整合于唢呐湖组之上

查木错南３０ｋｍ ４７３０ｍ ４０ｍ 半固结—弱固结 ４° ６° 角度不整合于下伏白垩系

阿布山组之上

则夏龙北东２ｋｍ ４７３０ ４９００ｍ １４７ｍ 固结成岩 ５ ７° 角度不整合于三叠系日干配错

组之上

桃形湖南８ｋｍ ４８２０ ５０３０ｍ ６０ｍ 固结—半固结 ５° 角度不整合于下伏古近系

康托组之上

２　代表性剖面列述

以西藏则夏龙剖面（图３）为代表，剖面位于
西藏自治区改则县北 １５０ｋｍ则夏龙，地理座标
Ｎ：３３°３９′７６２″，Ｅ：８４°３３′６０２″，Ｈ：４７５０ｍ（图 ２）。
剖面列述如下：

高台阶砾石层（Ｑｐｇｔ） 总厚＞１４７ｍ。
４灰色厚层状砾岩，时夹含砾粗砂透镜体。砾石成

分主要为石英、硅质岩、花岗岩、灰岩、基性岩、变质岩屑

砂岩、粉砂质板岩等，砾径 ３ １６ｃｍ，磨圆度中等，次棱

角—次圆状，分选较差，含砾粗砂透镜体中发育平行层理

及板状交错层理，未见顶。＞２０ｍ

３灰色厚层状砾岩，砾石成分主要为石英、硅质岩、

花岗岩、灰岩、基性岩、变质砂岩、粉砂质板岩等，砾径３

２０ｃｍ，磨圆、分选较差，填隙物为粗砂，含量约１０％。５５ｍ

２灰色厚层状砾岩，夹厚 ０ ４０ｃｍ的含砾粗砂岩

透镜体。砾石成分主要为石英、硅质岩、花岗岩、灰岩、基

性岩、变质砂岩、板岩等，砾径３ １５ｃｍ，磨圆度中等，次

棱角—次圆状，分选较差，含砾粗砂透镜体中发育平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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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西藏自治区改则县则夏龙
中—上更新统高台阶砾石层剖面图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ｇｒａｖｅｌｌａｙｅｒｏｆｈｉｇｈｓｔａｇｅ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ｕｐｐｅｒ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ＺｅｘｉａｌｏｎｇｏｆＧａｕｚｅ，Ｔｉｂｅｔ

１—变质砂岩；２—砂质板岩；３—砾岩；４—含砾砂岩；

５—日干配错组；６—高台阶砾石层

理。５２ｍ
１灰色厚层状砾岩，砾石成分主要为石英、硅质岩、

花岗岩、灰岩、基性岩、变质砂岩、粉砂质板岩等，砾径５
２０ｃｍ，磨圆中等、分选较差，填隙物为粗砂，含量约１０％。
２０ｍ

角度不整合

下伏地层：三叠系日干配错组

３　时代归属

研究区高台阶砾石层未获得直接年代依据，

但其时代可由下面几点综合分析获得：

（１）高台阶砾石层总体产状近水平，其几乎
未变形，具部分半固结或弱固结的沉积特征。

（２）研究区第四纪之前地层均固结成岩；全
新世地层均为松散堆积。

（３）高台阶砾石层在桑南附近呈微角度不整
合于唢呐湖组（ＮＱｓ）湖积灰岩之上，而研究区唢
呐湖组时代归属为中新世至早更新世。

综上所述，认为高台阶砾石层时代为中—晚

更新世。

４　高台阶砾石层的厘定及意义

研究区高台阶砾石层较为特别，其在西羌塘

地区尚无相应岩石地层单位与之对比。中更新

世，研究区之南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及北西的喀喇

昆仑—昆仑山地区主要为冰碛或冰水沉积；与塔

里木盆地中更新统乌苏群沉积特征相似，但岩性

差异大，不能引用其名；西部昆仑山垭口的中更新

统平台组为一套三角洲相细碎屑岩，显然也不能

用其名。研究区高台阶各露头点分布面积均较

小、区域延伸性较差，不能较好对其进行详细研究

等因素，根据岩石地层单位建立原则［６］，尚不具

备建组条件，故将其厘定为一个非正式岩石地层

单位———高台阶砾石层（Ｑｐｇｔ），以西藏自治区改
则县北１５０ｋｍ的则夏龙剖面为代表剖面。

研究区中新世至早更新世唢呐湖组是喜山期

造山运动后的夷平时期沉积，特别是唢呐湖组沉

积后期，发育一套碳酸盐岩和膏盐沉积，是地表已

经夷平、构造活动相对稳定期之产物。高台阶砾

石层微角度不整合于其上，且可见唢呐湖组出现

宽缓褶皱和小型断裂，而高台阶砾石层几乎未变

形，表明夷平后有一次构造运动发生。据区域对

比，此次构造运动发生于早、中更新世之间，在时

间上与西藏新构造运动４个幕中的第３幕［２］、新

疆新构造运动６个幕中的第３幕［３］及前人所称的

昆仑山—黄河运动基本相当，是青藏高原阶段性

整体快速隆升的标志构造运动之一。故笔者认

为，在西羌塘地区，高台阶砾石层应是这次构造运

动的产物，其佐证了藏北高原新近纪—早更新世

的夷平面解体和高原整体快速隆升。研究区内高

台阶砾石层分布于海拔４７００ ６０００ｍ间的不同
高程台阶之上，说明藏北高原快速隆升的同时使

得一些古断裂发生复活，不时伴有各断快之间的

差异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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