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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笔者于西藏仲巴县塔惹增地区一带前人划分的一套早白垩世早期则弄群中发现了具

有典型意义的、 代表早白垩世晚期的 Ａｍｐｕｌｌｉｎａ ｘａｉｎｚａｅｎｓｉｓ Ｙｕ，Ａｍｐｕｌｌｉｎａ ｃｆ ｌａｒｔｅｌｉ Ｌａｎｄｅｒ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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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以及较为丰富的中圆笠虫 Ｍｅｓ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ｓｐ 和达克斯虫 Ｄａｘｉａ ｓｐ。 表明在该区则弄群中至少

有一部分以前没有被识别出的早白垩世晚期地层。 通过岩石组合特征、基本层序、生物化石时

代对比，将该套地层归属于捷嘎组。 这一地层的确定为冈底斯带白垩系地层划分对比、地层格

架建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并丰富了该地层的古生物资料，且为中生代盆地的演化历史、古地理

轮廓的确定提供了新的基础资料。
［关键词］塔惹增地区；早白垩世晚期；腹足类化石；捷嘎组；西藏

［中图分类号］Ｐ５３４ ５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９４３（２０１８）０３－１９７－０８

　 　 研究区属冈瓦纳北缘古生代－中生代冈底斯

－喜马拉雅造山系Ⅰ级构造区。 次级大地构造单

元中南部属隆格尔－工布江达复合岛弧带，北部

属措勤－申扎岩浆弧带（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

质调查中心，２０１３）。 在地层区划上属滇藏地层

大区的冈底斯－腾冲地层区，并大致以仁青休布

错－塔惹错断裂带为界，北部为措勤－申扎地层分

区，南部为隆格尔－南木林地层分区（中国地质调

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２０１３）。 区内主体沉积

了白垩系则弄群、隆格尔组、捷嘎组、竟柱山组

（黄建国等，２０１４）及古近系渐新统日贡拉组，发
育燕山 －喜山期岩浆岩 （贵州省地质调查院，
２０１３；白培荣等，２０１６；白培荣等，２０１６；黄建国等，
２０１６；曾禹人等，２０１７）（图 １）。

笔者于西藏仲巴县塔惹增地区进行 １ ∶５万区

域地质调查过程中，在原早白垩世则弄群地层剖

面测制中，发现的腹足类及有孔虫属早白垩世晚

期的生物，通过地层岩性、古生物资料对比发现其

与革吉县赛利甫乡阿母弄勒及亚热乡安巴勒一带

划分的早白垩世晚期捷嘎组相似（１ ∶２５ 万赛利普

幅区调资料），据此将原则弄群中的该套地层划

归为捷嘎组。
捷嘎组由西藏区调队（１９８７）创名于革吉县

捷嘎，代表狮泉河、措勤、申扎一带地区早白垩世

的火山岩、碎屑岩夹灰岩的地层体，产双壳类、腹
足类、圆笠虫等化石，属措勤－申扎地层分区。 与

下伏地层则弄群石英砂岩整合接触，与上覆地层

茶里错群不整合接触，时代为早白垩世晚期（夏
代祥等，１９９７）。

根据区域上捷嘎组的分布，结合本次对该地

区地层的新厘定，该地层单元沿昂拉仁错－仁青

休布错－塔惹错一线三级构造带旁侧的措勤－申
扎地层分区呈“藕断丝连” （或“串珠状”） （白培

荣等，２０１５；白培荣等，２０１７）展布的格局。

１　 捷嘎组地层剖面特征

据区内捷嘎组分布的地形条件和出露露头状

况，实测了 ２ 条地层剖面，即：ＰＭ１１（捷嘎组一段）和
ＰＭ００４（捷嘎组二段），各剖面的特征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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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地质简图及大地构造位置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ｓｋｅｔｃｈ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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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１－４—措勤－申扎岩浆弧带；Ⅶ １－５—隆格尔－工布江达复合岛弧带；Ｑ—第四系；Ｅ３ ｒ—渐新统日贡拉组；Ｋ１ ｊｇ—
下白垩统捷嘎组；Ｋ１ ｌ—下白垩统隆格尔组；Ｋ１Ｚ—下白垩统则弄群；Ｅ２ηγ—始新世二长花岗岩；Ｅ１γδπ—古新世花岗闪长斑岩；Ｅ１γδ—古

新世花岗闪长岩；Ｅ１βμ—古新世辉绿岩；Ｋ１γδπ—早白垩世花岗闪长斑岩；１—隆格尔－工布江达复合岛弧带与措勤－申扎岩浆弧带分界

线；２—地质界线；３—角度不整合界线；４—断层；５—剖面位置

１ １　 捷嘎组一段剖面列述

剖面位于塔惹增地区将母丁一带，剖面起点

坐标：Ｎ：３１°１８′０８″，Ｅ：８３°４３′１８″，Ｈ：４ ９２８ ｍ，终点

坐标：Ｎ：３１°１８′４２″，Ｅ：８３°４３′３６″，Ｈ：４ ７７３ ｍ。 剖

面底部与下伏地层则弄群呈整合接触，顶部位于

向斜核部而未见顶，但剖面露头良好，生物化石丰

富（图 ２）。 剖面岩性及生物特征分层描述如下：

捷嘎组（Ｋ１ ｊｇ１）一段（向斜核部） ＞３８８ ０３ ｍ
１０ 灰色薄层状泥晶灰岩。 产化石：Ｈｅｌｉｃａｕｌａｘ？ ｓｐ ，Ｔｙｌｏｓ⁃
ｔｏｍａ ｓｐ １３ ４６ ｍ
９ 灰色薄－中厚层含生物屑泥晶灰岩。 产化石：Ｔｙｌｏｓｔｏｍａ
ｓｐ １７ ２２ ｍ
８ 灰色中－厚层状泥晶灰岩。 产化石：Ｄｉｓｃｉｎｉｓｃａ？ ｓｐ ，Ｌｅ⁃
ｖｉａｔｈａｎｉａ？ ｓｐ ，Ｔｙｌｏｓｔｏｍａ ｓｐ ，Ｐｓｅｕｄａｍａｕｒａ ｃｆ ｓｕｂｆｏｕｒｎａｅｔｉ
（Ｐｃｅｌｉｎｃｅｖ），Ｔｒｏｃｈａｃｔａｅｏｎ ｓｐ １９ ７０ ｍ
７ 灰色薄－中厚层状泥晶灰岩与灰绿色薄层状泥岩不等

厚韵律互层。 产化石：Ｔｙｌｏｓｔｏｍａ ｓｐ  ５９ ２２ ｍ
６ 灰色中层状生物屑泥晶灰岩。 产化石：Ｂｉｇｏｔｅｌｌａｃｆ ｅｌｅｇ－

ａｎ ｔｉｌｉｒｕｌａｔｕｍ Ｗａｎｇ ｅｔ Ｙａｎｇ，Ａｍｐｕｌｌｉｎａ ｃｆ ｌａｒｔｅｌｉ Ｌａｎｄｅｒｅｒ，
Ｇｙｒｏｄｅｓ ｇａｕｌｔｉａｎａ Ｏｒｂｉｇｎｙ， Ｐｓｅｕｄａｍａｕｒａ ｃｆ ｓｕｂｆｏｕｒｎａｅｔｉ
（Ｐｃｅｌｉｎｃｅｖ），Ｈｅｍｉａｓｔｅｒ？ ｓｐ ８７ ６８ ｍ
５ 灰色薄－中厚层状生物屑泥晶灰岩。 产化石：Ｔｙｌｏｓｔｏｍａ
ｓｐ ，Ｈｅｌｉｃａｕｌａｘ？ ｓｐ １７ ３２ ｍ
４ 灰色中层状生物屑泥晶灰岩、圆笠虫灰岩。 产化石：
Ｏｒｂｔｏｌｉｎａ，Ｔｙｌｏｓｔｏｍａ ｓｐ ，Ａｍｐｕｌｌｉｎａ ｘａｉｎｚａｅｎｓｉｓ Ｙｕ ，Ｔｒｏｃｈａｃ⁃
ｔａｅｏｎ？ ｓｐ ， Ａｍｐｕｌｌｉｎａ ｃｆ ｌａｒｔｅｌｉ Ｌａｎｄｅｒｅｒ， Ｔｙｌｏｓｔｏｍａ
ｃｆ ｂｒａｓｉｌｉａｎｕｓ Ｍａｕｒｙ ２５ ９８ ｍ
３ 灰色薄－中厚层状生物屑泥晶灰岩与灰绿色薄层状泥

岩不等层韵律互层。 产化石：Ｔｙｌｏｓｔｏｍａ ｓｐ ，Ｐｓｅｕｄａｍａｕｒａ？
ｓｐ ２０ ７８ ｍ
２ 灰色薄－中厚层状生物屑泥晶灰岩夹灰绿色薄层状泥

岩。 泥岩具有水平纹层。 产化石：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ｉａ ｃｆ ｇｅｒａｓｓｉｍ－
ｏｖｉ（ Ｐｃｅｌｉｎｃｅｖ），Ｔｙｌｏｓｔｏｍａ ｓｐ １２６ ６ ７ ｍ
－－－－－－－－－－－－－－－－整　 　 合－－－－－－－－－－－－－－－－

则弄群（Ｋ１Ｚ） ＞４１ ３１ ｍ
１ 灰绿色块状玄武岩。 ４１ ３１ ｍ

１ ２　 捷嘎组二段剖面列述

实测剖面位于塔惹增地区加嘎日阿一带，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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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起点坐标： Ｎ： ３１° １４′ ０３″， Ｅ： ８３° ５８′ １３″， Ｈ：
４ ５５３ ｍ，终点坐标：Ｎ：３１°１３′１２″，Ｅ：８３°５８′１０″，
Ｈ：４ ５７９ ｍ。 捷嘎组二段底部与下伏捷嘎组一段

呈整合接触，顶部位于向斜核部而未见顶，但剖面

露头良好，岩性组合特征明显（图 ３）。 剖面岩性

及生物特征分层描述如下：

捷嘎组（Ｋ１ ｊｇ２）二段（向斜核部） ＞２９５ ４６ ｍ
１９ 土黄色薄层粉砂质粘土岩与灰色薄层泥晶生物屑灰

岩韵律互层。 产丰富的化石：Ｍｅｓ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ｓｐ ，Ｄａｘｉａ ｓｐ ，
Ｐｓｅｕｄｏｃｙｃｌａｍｍｉｎａ ｓｐ ９ ３６ ｍ
１８ 灰绿色块状含杏仁粒玄岩。 ５９ ８８ ｍ
１７ 灰色、浅灰色中厚层泥晶生物屑灰岩。 产丰富的化

石：Ｒｅｅｓｉｄｅｌｌａ ｓｐ ，Ｔｙｌｏｓｔｏｍａ ｓｐ ，Ｐｓｅｕｄａｍａｕｒａ ｃｆ ｓｕｂｆｏｕｒｎ－
ａｉｔｉ（Ｐｃｅｌｉｎｃｅｖ），Ｍｅｓ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ｓｐ ３３ ６８ ｍ
１６ 灰绿、褐黄色块状含杏仁拉斑玄武岩夹灰色泥晶生物

屑灰岩。 产丰富的化石：Ｍｅｓ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ｓｐ ，Ｄａｘｉａ ｓｐ
１９ ６５ ｍ

１５ 灰绿色块状含杏仁拉斑玄武岩。 ２７ １３ ｍ
１４ 深灰、灰黑色块状含杏仁拉斑玄武岩。 ４９ ２４ ｍ
１３ 灰绿色中厚层含杏仁拉斑玄武岩夹薄层状少杏仁粒

玄岩。 ５０ ００ ｍ
１２ 褐黄色中厚层泥晶生物屑灰岩。 ２ ８６ ｍ
１１ 灰色中厚层含钙质硅质岩与灰绿色薄层泥岩互层。
泥岩中发育水平纹层。 产丰富的化石 Ｇｙｍｎｅｎｔｏｍｅ ｃｆ ｐｉｚｃ－
ｕｅｔａｎａ（Ｖｉｌａｎｏｖａ） １ ４３ ｍ
１０ 灰绿色薄－中厚层含粘土质砂质灰岩。 ８ １１ ｍ
９ 灰绿色薄层状泥岩，岩石中发育水平纹层。 １１ ９３ ｍ
８ 深灰色薄－中厚层含粉砂质泥晶生物屑灰岩。 产丰富

的化石：Ｍｅｓ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ｓｐ ，Ｄａｘｉａ ｓｐ ５ ２５ ｍ

７ 灰绿色、褐黄色块状含杏仁拉斑玄武岩。 ２ ８６ ｍ
６ 灰绿色块状少杏仁含斑粒玄岩。 １５ ２７ ｍ
５ 灰绿色、褐黄色块状含杏仁玄武岩。 ４ ０６ ｍ
捷嘎组（Ｋ１ ｊｇ１）一段 ＞４６ ６８ ｍ
４ 深灰色薄－中厚层泥晶生物屑灰岩。 产丰富的化石：
Ｍｅｓ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ｓｐ ，Ｄａｘｉａ ｓｐ １８ ２７ ｍ
３ 灰紫色中厚层角砾状泥晶生物屑灰岩。 ３ ０４ ｍ
２ 灰色中厚层泥晶生物屑灰岩。 产化石：Ｐｓｅｕｄａｍａｕｒａ
ｓｐ ，Ｔｙｌｏｓｔｏｍａ ｓｐ ４ ０６ ｍ
１ 灰色、深灰色中厚层泥晶生物屑灰岩。 产丰富的化石：
Ｍｅｓ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ｓｐ ２１ ３１ ｍ

未见底（第四系掩盖）

２　 岩性组合特征与区域横向

对比

　 　 区域上，捷嘎组与同沉积异相的郎山组是狮

泉河带闭合后再度发生海侵、在不同大地构造位

置形成的同一残海盆地沉积产物 （杨永锋等，
２０１６）。 研究区捷嘎组沉积时期，构造位置处于

弧后盆地，但较为局限，并伴有火山岩喷发，体现

为间隔性火山碳酸盐台地（或混积陆棚）特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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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中生物化石丰富，且化石基本保存较完好。 捷

嘎组岩性组合特征为：
捷嘎组一段主体为灰色薄－中厚层状生物屑

泥晶灰岩与灰绿色薄层状泥质粉砂岩、泥岩韵律

互层（图 ２，图 ４－Ａ）；捷嘎组二段为浅灰、灰色薄

层－中层状生物屑灰岩与灰绿色块状玄武岩韵律

互层，偶夹有粉砂岩、泥岩（图 ３，图 ４－Ｂ）。

图 ４　 捷嘎组基本层序图

Ｆｉｇ ４　 Ｂａｓ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Ｊｉｅｇ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粉砂质泥岩；２—泥岩；３—含生物屑灰岩；４—生物屑灰岩；５—玄武岩

　 　 研究区捷嘎组剖面岩性组合特征与革吉县赛

利甫乡阿母弄勒捷嘎组剖面至革吉县亚热乡安巴

勒捷嘎组剖面的岩性组合特征、基本层序、沉积环

境有很好的可对比性（刘伟等，２０１０；中国地质调

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２０１３；贵州省地质调查

院，２０１３）（图 ５），自下而上总体表现为间隔性火

山碳酸盐台地（或混积陆棚）沉积特征，但地层厚

度较革吉县赛利甫乡阿母弄勒和革吉县亚热乡安

巴勒及革吉县捷嘎正层型剖面小。

３　 生物组合特征和年代地层

归属

　 　 塔惹增地区捷嘎组地层中生物化石丰富，产
有腹足类、海胆、腕足类、有孔虫等生物化石。 化

石经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鉴定，时代为早白垩

世，相当于同时异相关系郎山组的下部（赵兵等，
２００７）。 捷嘎组化石生物组合特征见表 １。

从上述表中的生物组合特征表明，腹足类

Ａｍｐｕｌｌｉｎａ ｘａｉｎｚａｅｎｓｉｓ Ｙｕ ，Ｔｒｏｃｈａｃｔａｅｏｎ ｓｐ ，Ｔｙｌｏｔ－
ｏｍａ ｓｐ 在申扎、班戈、措勤、革吉、狮泉河和国外

中东、中亚、南欧地区下白垩统地层中均有记录；
西藏北部班戈地层分区早白垩世晚期郎山组、康
曲组和余穷组均有分布（曲永贵等，２００３）；其中

Ａｍｐｕｌｌｉｎａ 一属是早白垩世晚期的常见分子，即
Ａｍｐｕｌｌｉｎａ ｘａｉｎｚａｅｎｓｉｓ 曾见于中东黎巴嫩阿普特

阶，西藏噶尔县江拉达沟早白垩世捷嘎组剖面也

有产出。 申扎县马窑组下部 Ａｐｔｉａｎ 阶偏下的层

位有 Ｔｙｌｏｓｔｏｍａ ｓｐ 产出（章炳高等，１９８１）。 Ｐｓｅ－
ｕｄａｍａｕｒａ ｓｕｂｆｏｕｒｎａｅｔｉ（Ｐｃｅｌｉｎｃｅｖ），Ｐｓ ｓｐ 只产于

早白垩世。
有孔虫在白垩纪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也是中

生代的一个繁盛时期，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海相

地层中，生存时限仅限于早白垩世至晚白垩世，个
体大，特征明显。 尤其圆笠虫是西藏地区白垩纪

最为特殊的化石种类，最具时代意义。 本组剖面

采集到的 Ｍｅｓ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ｓｐ ，Ｄａｘｉａ ｓｐ 为 Ａｐｔｉａｎ－
Ａｌｂｉａｎ 分子，其中 Ｍｅｓ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ｓｐ 常出现于阿富

汗地区阿普特阶至阿尔布阶，且是美国得克萨

斯州下白垩统阿尔布阶下部的重要分子，在特

里尼达、多巴哥、缅甸等地也均产于阿尔比阶；
西藏北部班戈地层分区早白垩世晚期郎山组、
康曲组和余穷组均有分布（曲永贵等，２００３）；雄
梅－曲松波地区郎山组及多尼组上段弄巴砾岩

顶部产有孔虫 化 石 Ｍｅｓ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ｓｐ 及 Ｄａｘｉａ
ｓｐ ，经章炳高研究员鉴定，其时代均为早白垩世

晚期的阿普特期 （Ａｐｔｉａｎ） －阿尔布期 （ Ａｌｂｉａｎ）
（郑春子等，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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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捷嘎组岩石地层柱状图对比

Ｆｉｇ ５　 Ｌｉｔｈ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Ｊｉｅｇ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砾岩；２—含火山角砾凝灰质粗砂岩；３—凝灰质粗砂岩；４—石英粉砂岩；５—粉砂质泥岩；６—泥岩；７—泥晶灰岩；８—生物屑泥晶灰岩；
９—含硅质生物屑灰岩；１０—砂质灰岩；１１—砂屑灰岩；１２—礁灰岩；１３—含角砾泥质灰岩；１４—大理岩；１５—含杏仁玄武岩；１６—含火山角

砾含杏仁玄武岩；１７—含杏仁拉斑玄武岩；１８—（辉石）安山岩；１９—英安岩；２０—流纹质英安岩；２１—流纹质岩屑晶屑凝灰岩；２２—硅质

岩；２３—含生物屑白云质凝灰岩

　 　 纵观上列众多化石及其组合，具有独立形成

早白垩世晚期的动物群特点，而剖面采集到的

Ｍｅｓ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一属所反映的地质时代为早白垩世

Ａｐｔ－Ａｌｂ 期，显示早白垩世的色彩浓厚。 再者通

过对采自剖面中少杏仁含斑粒玄岩样品（ＰＭ００４
－６）的 ２０ 颗锆石定年结果为：Ｔｈ ／ Ｕ 比值为 ０ ７０－
１ ２０，锆石阴极发光具有典型的岩浆锆石特点，
２０６Ｐｂ ／ ２３８Ｕ年龄介于 １０３±４ Ｍａ １２１±３ Ｍａ 之间，
加权平均结果为 １１２ ６ Ｍａ ± １ ９ Ｍａ （ＭＳＷＤ ＝

２ ２），代表岩体的成岩年龄（图 ６）。
说明研究区捷嘎组地层时代为早白垩世晚期

阿普特期（Ａｐｔｉａｎ）至早白垩世最晚期阿尔布期

（Ａｌｂｉａｎ）。

４　 地质意义

（１）塔惹增地区新厘定出捷嘎组地层单元为

冈底斯带白垩系地层划分对比、 地层格架建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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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塔惹增地区捷嘎组化石生物组合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ｌｅ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Ｊｉｅｇ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

化石类别 化石中文名称 化石拉丁文名称 鉴定时代

腹足类

巴西利亚瘤结螺（比较种） Ｔｙｌｏｓｔｏｍａ ｃｆ ｂｒａｓｉｌｉａｎｕｓ Ｍａｕｒｙ Ｋ１

丽纹小顽螺（比较种） Ｂｉｇｏｔｅｌｌａ ｃｆ ｅｌｅｇａｎｔｉｌｉｒｕｌａｔｕｍ Ｗａｎｇ ｅｔ Ｙａｎｇ Ｊ３－Ｋ１

勤维螺？ （未定种）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ｉａ？ ｓｐ Ｋ１

圆底似园螺 Ｇｙｒｏｄｅｓ ｇａｕｌｔｉａｎａ Ｏｒｂｉｇｎｙ Ｋ１

申扎坛螺 Ａｍｐｕｌｌｉｎａ ｘａｉｎｚａｅｎｓｉｓ Ｙｕ Ｋ１

亚福假暗螺（比较种） Ｐｓｅｕｄａｍａｕｒａ ｃｆ ｓｕｂｆｏｕｒｎａｅｔｉ（ Ｐｃｅｌｉｎｃｅｖ） Ｋ１

拉氏坛螺（比较种） Ａｍｐｕｌｌｉｎａ ｃｆ ｌａｒｔｅｌｉ Ｌａｎｄｅｒｅｒ Ｋ１

假暗螺（未定种） Ｐｓｅｕｄａｍａｕｒａ ｓｐ Ｋ１

戈染勤维螺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ｉａ ｃｆ ｇｅｒａｓｓｉｍｏｖｉ（ Ｐｃｅｌｉｎｃｅｖ） Ｋ１

卷沟螺？ （未定种） Ｈｅｌｉｃａｕｌａｘ？ ｓｐ Ｋ１

瘤结螺（未定种） Ｔｙｌｏｓｔｏｍａ ｓｐ Ｋ１

轮捻螺？ 未定种 Ｔｒｏｃｈａｃｔａｅｏｎ？ ｓｐ Ｋ１

腹足类口盖 Ｒｅｅｓｉｄｅｌｌａ ｓｐ Ｋ１

海胆 半星海胆？ （未定种） Ｈｅｍｉａｓｔｅｒ？ ｓｐ Ｋ１

腕足 碟形贝？ （未定种） Ｄｉｓｃｉｎｉｓｃａ ｓｐ Ｋ１

有孔虫

中圆笠虫（未定种） Ｍｅｓ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ｓｐ Ｋ１

假砂圆虫 Ｐｓｅｕｄｏｃｙｃｌａｍｍｉｎａ ｓｐ Ｊ３－Ｋ２

圆笠虫碎片 Ｏｒｂｔｏｌｉｎａ Ｋ１

达克斯虫（未定种） Ｄａｘｉａ ｓｐ Ｋ１

　 　 注：化石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章炳高、潘华璋、祝幼华、邓占球、程金辉）出据

图 ６　 样品 ＰＭ００４－６ 锆石 Ｕ－Ｐｂ谐和年龄图

（样品测试：中国地质大学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
Ｆｉｇ ６　 Ｕ－Ｐｂ 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ｔ ａｇｅ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Ｍ００４－６ ｚｉｒ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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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重要的依据。 地层中腹足类、腕足、有孔虫化

石的发现，丰富了中生代早白垩世晚期的生物年

代数据，在确定地层时代方面有重要意义，据采集

的化石进一步确定了捷嘎组的时代，为早白垩世

晚期的阿普特期（Ａｐｔｉａｎ） －阿尔布期（Ａｌｂｉａｎ）。
同时为冈底斯带内腹足、有孔虫类动物群的时代、
组成、演化史分析提供了基础资料。

（２）西藏塔惹增地区措勤－申扎地层分区识

别出捷嘎组，其地层单元与区域布露的捷嘎组沿

昂拉仁错－仁青休布错－塔惹错一线三级构造带

旁侧呈“藕断丝连” （或“串珠状”）的展布格局。
该地层的发现为中生代古地理格局划分提供了

依据。
（３）早白垩世晚期捷嘎组沉积物以含生物灰

岩、火山岩夹碎屑岩为主，体现为间隔性火山碳酸

盐台地（或混积陆棚）特征，其与区域分布的捷嘎

组岩性组合特征、基本层序、沉积环境有很好的可

对比性。 属同一个大地构造背景下在不同大地构

造位置形成的同一残海盆地沉积产物。

致谢：本文为《西藏 １ ∶５万塔惹增地区四幅区

域地质调查》项目人员的集体成果，参加工作还

有贵州省地质调查院杨育慎、张国祥、莫春虎、郭
海、樊洪富等同仁及驾驶员徐方生、陈国全、谢亚

林的支持和帮助，化石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

研究所鉴定（章炳高、潘华璋、祝幼华、邓占球、程
金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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