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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内中—下三叠统隆务河群（Ｔ１－２Ｌ）属巨厚复理石相，显示出以浊流为主的深海沉积特

征；通过沉积相分析，整个隆务河群由下而上呈一个明显的变细、变薄的序列，呈一个较完整的海底扇退

积型沉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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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西秦岭广泛发育三叠纪海相沉积地层，前人该地

区展开过较为详细的地质调查工作，对该套沉积地层

的地层划分、沉积背景、沉积相和沉积环境等都进行

了研究分析，但仍存一些争议：晋慧娟认为该套地层

沉积环境属于不成熟被动边缘的海底扇沉积（晋慧娟

等，２００１），孙延贵认为属前陆盆地复理石沉积（孙延
贵等，２００４），李永军认为西秦岭三叠纪沉积经历了由
扬子型稳定浅海碳酸盐岩沉积快速向特提斯型深海

巨复理石的沉积（李永军等，２００３），此外还有学者认
为该套地层经历了半深海活动大陆边缘到稳定大陆

边缘的转变（林启祥等，２００３；罗根明等，２００７）。本文
通过对野外调查中所获得的沉积资料进行浅析，试图

为该套地层的沉积相研究提供一些依据。

２　工作区岩性与沉积序列特征

西秦岭地区基础地质研究工作开展较早，岩石

地层划分方案较多，大多数学者赞成将该区中下三

叠统命名为隆务河群。笔者通过近一年的野外调查

工作，根据砂板岩颜色、岩石粒度、岩石层厚等宏观

标志初步将隆务河群划分为五套具填图尺度的非正

式填图单位：

第一岩性段（Ｔ１－２Ｌ
１
）：为一套灰—灰绿色中厚

层岩屑长石砂岩夹灰黑色泥质粉砂质板岩，夹有厚

层块状砂岩、薄层状细砂岩及少量砾岩透镜状，总体

以灰—灰绿色中厚层砂岩夹灰黑色泥质粉砂质板岩

为主体岩性。其中，中厚层砂岩层底面多发育有重

荷模，槽模、沟模等层面构造，在中粗粒砂岩的底部

常含下伏泥岩层被撕裂后又被裹携于砂岩中的形状

各异的黑色泥砾（泥岩撕裂屑），指示当时的古沉积

环境有强烈的底流及冲刷作用，具明显的浊流沉积

特征。砂岩层底部偶见有厚约 ４０ｃｍ的具粒序层理
的细砾岩（砾石成份以石英质为主）。总体该段具

鲍玛序列 ａ段特征，为浊积扇内扇、扇根沉积。
第二岩性段（Ｔ１－２Ｌ

２
）：为一套灰绿色中薄层状

岩屑长石砂岩夹少量灰—深灰色页片状泥质、粉砂

质板岩，局部夹有中厚层状岩屑长石砂岩及少量杂

砂岩，砂岩中交错层理、平行层理较为发育，总体该

段具鲍玛序列 ｂｃ段特征，为浊积扇中扇沉积。该段
主要分布区牧羊沟北侧—居布尔龙曲地区，与下伏

第一岩性段（Ｔ１－２Ｌ
１
）中厚层砂岩夹板岩段呈整合接

触，局部呈断层接触。

第三岩性段（Ｔ１－２Ｌ
３
）：主体为灰—灰黑色含炭

泥质板岩夹薄层—极薄层状细砂岩，局部呈互层产

出，夹极少量中厚层状砂岩层。薄层细砂岩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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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理较为发育，局部见交错层理，总体该段具鲍玛序

列 ｃｄｅ段特征，为浊积扇外扇沉积。
第四岩性段（Ｔ１－２Ｌ

４
）：主体为杂色细碎屑岩段，

灰绿色、黄绿色、灰紫色钙质泥质板岩夹深灰色薄层

状细砂岩（互层），偶夹中层状长石岩屑砂岩。细砂

岩中发育有水平层理，总体而言具有鲍玛序列 ｄｅ段
特征，为浊积扇外扇—深水盆地沉积。

第五岩性段（Ｔ１－２Ｌ
５
）：为灰—灰黑色粉砂泥质

板岩与薄层—极薄层状细砂岩互层，夹深灰色薄层

状细晶灰岩或中厚层状灰岩透镜体。

总体上看，中下三叠统隆务河群具如下几个特征：

（１）总体呈砂岩、板岩互层的面貌，岩层呈灰色
（砂岩）与灰黑色（板岩）；

（２）砂岩以细、粉砂岩为主，约占地层总厚度的
一半以上，中、粗粒砂岩、砾岩少见。砂岩的底部常

含下伏泥岩层被撕裂后又被裹携于砂岩中的形状各

异的黑色泥砾（泥岩撕裂屑）；

（３）沉积序列中浊流沉积特征明显，浊积岩鲍
玛层序清晰，鲍玛层序 Ｔａ段底面的底痕构造极为发
育，其中大、中型槽模最为常见；

（４）垂向上砂岩的粒径和岩层厚度自下而上呈
规律性的变细变薄。表现在下部砂岩以中厚层—厚

层块状中细粒砂岩为主，向上逐渐过渡为中薄层—

薄层细砂岩粉砂岩，在地层下部常出现块状细砂岩

和中、粗粒砂岩叠复的现象，并见少量砾岩层；

（５）地层上部细砂岩中多发现大型平行层理和
板状交错层理，这些类型多样的交错层理和纹理在

层面上显示出波脊形态以及规模不等的水流波痕。

从以上特征来看，中下三叠统主要应属深水环

境浊流成因的陆源碎屑浊积岩沉积序列，由于在宏

观上呈砂、泥（板）岩互层的外貌，因此又具复理石

相的特征。

３　沉积相分析

３．１　沉积相划分
在隆务河群可识别出的浊积相有：

Ａ砾岩和含砾砂岩相：泥质含量低 ＜２０％，内部
缺少有序组构，属砾质高密度浊流经过短距离的搬

运，最终以快速堆积方式沉积下来，分布极局限，仅

在第一岩性段厚层块状砂岩段底部有出露。

Ｂ砂岩相：可分为三个亚相。
Ｂ１亚相：中粗粒砂岩亚相，正粒序十分明显，底

界面略显冲刷面，Ｔａ段底面槽模十分发育，分布局
限，仅在第一岩性段出露。

图 １　浊积扇内扇沉积层序

Ｆｉｇ．１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ａｎｓｉｎ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ｆａｎｓ
１－粉砂质泥岩；２－中粗粒杂砂岩；３－平行层理；４－块状层理；５

－正粒序层理；６－重荷模；７－槽模；８－泥砾（泥岩撕裂屑）

１－Ｓｉｌｔｙｍｕｄｓｔｏｎｅ；２－Ｃｏａｒｓｅｇｒｅｙｗａｃｋｅ；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ｂｅｄｄｉｎｇ；４

－Ｍａｓｓｉｖｅｂｅｄｄｉｎｇ；５－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ａｄｅｄｂｅｄｉｎｇ；６－Ｌｏａｄｃａｓｔ；７－

Ｆｌｕｔｅｃａｓｔ；８－Ａｒｇｉｌｌａｃｅｏｕｓｇｒａｖｅｌ（ｔｅａｒｅｄｃｒｕｍｂｏｆｍｕｄｓｔ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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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浊积扇外扇沉积层序

Ｆｉｇ．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ｆａｎｓｉｎ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ｆａｎｓ
１－泥岩（板岩）；２－中细粒砂岩；３－砾岩；４－平行层理；５

　　 －粒序层理；６－水平层理

１－Ｍｕｄｓｔｏｎｅ（Ｓｌａｔｅ）；２－Ｍｉｄｄｌｅ－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３－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４－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ｂｅｄｄｉｎｇ；５－Ｇｒａｄｅｄｂｅｄｉｎｇ；６－Ｈｏｒ

　　 ｉｚｏｎｔａｌｂｅｄｄｉｎｇ

Ｂ２亚相：块状细粒砂岩亚相，无粒序，块状为
主，无定向组构，顶、底界面平坦，横向分布稳定。该

相类型在地层中分布较为普遍，第一岩性段较为典

型。

Ｂ３亚相：细粒砂岩亚相，具平行层理和板状交
错层理的细砂岩，鲍玛序列 ｂｃ段较为发育，第二岩
性段可见。

Ｃ细砂岩—粉砂岩相：底部具撕裂泥（板）岩的
细砂岩与泥岩互层。鲍玛序列 ｃｄ段较为发育，砂纹
交错层理类型多样。

Ｄ粉砂岩—泥（板）岩相：通常缺失鲍玛序列
Ｔａ、ｂ段，属低密度浊流形成的薄层浊积岩。该相的
Ｔｃ、ｄ、ｅ段十分发育，第三岩性段最常见。

Ｅ泥（板）岩相：以板岩为主，第三岩性段炭质
板岩较为典型。

３．２　相组合分析及垂相演化
由下而上依次出现的沉积相为浊积扇内扇相、

浊积扇中扇相和浊积扇外扇相。

３．２．１　浊积扇内扇相
主要分布在隆务河群的底部，发育的浊积相主

要为 Ａ相和 Ｂ相。从整个该沉积相的组合来看，浊
积相 Ｂ１、Ｂ２占主要部分，夹杂少量的 Ｂ３浊积相，具
鲍玛序列 Ｔａ段特征，并发育大量底面冲刷构造，故
其沉积环境主要位于浊积扇内扇或扇根。再根据鲍

马序列 ａ、ｂ、ｃ、ｄ、ｅ五段的不同组合，在该沉积相主
要见到的组合以 ａ、ａｂ组合为主，该层段中引人注意
的是见含撕裂泥岩砾屑的块状砂岩出现，它的出现

代表着是水道沉积，表明在内扇区有水道相存在。

３．２．２　浊积扇中扇相
该部分在隆务河群中发育最厚，总体上是向上

变细的序列，是一个逐渐海侵的过程。发育的沉积

构造主要有正粒序层理、平行层理、包卷层理和水平

层理。包含的浊积相主要有 Ｂ，Ｃ和 Ｄ相，其中 Ｂ相
以 Ｂ３亚相为主，常见的鲍马序列组合有 Ｔｂｃ，Ｔａｂ
ｃｄ，Ｔａｂｃ，以鲍马序列的 ｂ段普遍发育，ａ段也非常
常见为主要特征，但该沉积相的 ａ段以砂岩为主，具
正粒序层理，有别于内扇相 ａ段的砾岩和含砾砂岩。
３．２．３　浊积扇外扇相

主要分布在隆务河群的上部，发育的浊积相主

要为 Ｃ相和 Ｄ相。从整个该沉积相的组合来看，浊
积相 Ｄ占主要部分，夹杂少量的 Ｃ浊积相，故其沉
积环境主要位于外扇靠近盆地平原部分，以背景沉

积为主要特征。在根据鲍马序列 ａ、ｂ、ｃ、ｄ、ｅ五段的
不同组合，在该沉积相主要见到的组合以 ｃｄ、ｃｄｅ组

６０３１

　　　　　　　　　　　　　　　　　　　　　　　　地质与勘探　　　　　　　　　　　　　　　　　　　　　２０１４年

地
质
与
勘
探



合为主。

本层序如图所示。

４　讨论

整个隆务河群由下而上呈一个明显的变细、变

薄的序列，由浊积扇内扇过渡到浊积扇中扇部分，再

过渡到浊积扇的外扇，呈一个较完整的海底扇退积

序列，揭示当时水体呈海侵过程。同时岩石的粒度

由中粗粒变成细粒，说明沉积环境从浊积扇内扇向

外扇—深水盆地沉积环境变化，为海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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