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卷　第６期 中　国　地　质　调　查 Ｖｏｌ．３　Ｎｏ．６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Ｄｅｃ．２０１６

引用格式：陈美涛，范国强，贾笛，等．西藏日松乡一带发现早白垩世标准化石及其意义［Ｊ］．中国地质调查，２０１６，３（６）：
３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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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区位于西藏阿里日松乡一带。岩性组合、沉积环境、古生物特征的详细研究为该地区中生代地层的时

代归属提供依据。在日松乡日买栋纳一带原１∶２５万日土县幅侏罗系中发现了大量扁平古圆笠虫和小星准柱珊
瑚等早白垩世标准化石，这些化石的发现对研究区地层的时代归属提供了强有力证据。结合地层的初步沉积环

境分析可知研究区早白垩世为残余海盆地沉积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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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班公湖—改则—革吉一带广泛分布一套类

复理石 －复理石碎屑沉积，总体岩性单调，化石稀
少，研究程度极低。该套地层，尤其上部层位因缺

乏年代依据，其时代归属和沉积上限一直争议较

大，地层序列划分难以统一。在１∶２５万日土县幅
区域地质调查过程中对该套地层进行了详细研究，

在日松乡一带中上部层位采获了较丰富的古生物

化石，其时代归属为晚侏罗世。据沉积建造、岩性

组合、古地理和古生物面貌特征，将其从原木嘎岗

日地层分区划出，归入班戈—八宿地层分区，创建

为多仁组、日松组。本文对西藏阿里日松乡一带中

生代地层的岩性组合、沉积环境、古生物等方面进

行研究，为地层的时代归属提供依据，建立地层序

列，为进一步开展沉积环境和大地构造研究提供基

础资料［１－５］。

１　研究区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日松乡，其大地构

造单元属于昂龙岗日—班戈—腾冲岩浆弧带［６］（图１）。

Ⅵ２．托和平错—查多岗日洋岛增生杂岩带；Ⅵ２－１．多玛（增生）

地块；Ⅵ２－３．扎普—多布杂岩浆弧带；Ⅵ４－１．班公湖—怒江蛇绿

混杂岩带；Ⅶ１－２．昂龙岗日—班戈—腾冲岩浆弧带；Ⅶ１－３．狮泉

河—申扎—嘉黎蛇绿混杂岩带；Ⅶ１－４．措勒—申扎岩浆弧带；

Ⅶ１－５．隆格尔—工布江达复合岛弧带；Ⅶ１－６．拉达克—冈底斯—

下察隅岩浆弧带；Ⅶ３－１．雅鲁藏布蛇绿混杂岩带；Ⅶ３－２．仲巴地

块；Ⅶ４－１．拉轨岗日被动陆缘盆地；Ⅶ４－３．高喜马拉雅基底杂岩带

图１　研究区大地构造单元划分［１］

Ｆｉｇ．１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ｎｉｔｓｉｎ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１］

据前人研究成果，在日松地区分布了一套类复

理石 －复理石碎屑沉积，郭铁鹰等［７］称为“日松

群”，属冈底斯区；在《西藏自治区岩石地层》［８］中

将其归属为木嘎岗日群，属于班公湖—怒江结合

带；１∶２５万日土县幅地质调查研究得出其为一套
陆棚边缘盆地－浅海陆棚相沉积，与木嘎岗日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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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并发现腹足类、双壳类、珊瑚类化石，为

ＮｅｒｉｎｅｌｌａｄａｎｕｓｅｎｓｉｓＤＯｒｂｉｇｎｙ，Ｎ．ｏｒｎａｔｅＤＯｒｂｉｇ
ｎｙ，Ｐｔｙｇｍａｔｉｓｃｆ．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ｓｅＣｏｓｓ－ｍａｎｎ，认为其均为

西藏地区晚侏罗世常见属种，将其新建为日松组、

多仁组［９］（图２）。本次研究工作对该套地层进行
了实测，并取得了新认识。

１．第四系全新统冲沉积物；２．中—上侏罗统拉贡塘组；３．上侏罗统多仁组；４．上侏罗统日松组；５．晚白垩世日

松超单元：中细粒角闪黑云二长花岗岩；６．晚白垩世垄吉日超单元：中细粒角闪黑云花岗闪长岩；

７．角岩化带；８．本次工作实测剖面位置及编号

图２　日买栋纳一带地质图［４］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Ｒｉｍａｉｄｏｎｇｎａａｒｅａ［４］

２　取得的研究进展与成果

２．１实测剖面
本次研究在西藏阿里日土县日松乡玛垄—日

买栋纳一带实测了一条地层剖面（ＰＭ０５）（图 ２，
图３），该剖面起点坐标为７９°５０′０６″Ｅ、３３°０９′０１″Ｎ，

终点坐标为７９°４９′２３″Ｅ、３３°０５′１２″Ｎ。该剖面岩石
类型主要包括杂砂岩、粉砂岩、泥岩，局部夹生物碎

屑灰岩。沉积构造主要包括平行层理、交错层理、

槽模、板状交错层理。化石类型主要包括有孔虫、

珊瑚（图４）。泥岩、粉砂岩、杂砂岩组成不等厚的
沉积序列，砂泥比为３∶１～７∶１，该剖面向上砂质成
分逐渐增多，反映为水体较浅的三角洲沉积环境。

１．下白垩统多尼组上段；２．岩屑石英杂砂岩；３．岩屑杂砂岩；４．泥岩；５．粉砂质泥岩；６．含生物碎屑石英砂岩；７．细砂岩；

８．含铝土矿粉砂岩；９．含生物碎屑粉砂质泥岩；１０．绢云母板岩；１１．实测断层；１２．大化石

图３　日土县日松乡日买栋纳ＰＭ０５实测地层剖面图
Ｆｉｇ．３　ＰＭ０５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ＲｉｍａｉｄｏｎｇｎａｉｎＲｉｓｏｎｇＴｏｗｎｏｆＲｉｔｕＣｏｕｎ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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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研究区早白垩世化石
Ｆｉｇ．４　Ｅａｒｌｙ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ｆｏｓｓｉｌｓｉｎ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未见顶

２０．褐黄色—褐黑色中薄层中细粒岩屑石英杂砂岩，平行层理发育，可见包卷层理 ５６．１ｍ
１９．灰—灰白色薄层状泥质灰岩 ７．４ｍ
１８．褐黄色—灰白色中薄层岩屑杂砂岩夹灰黑色薄层状泥岩，二者比为４∶１ １５０．０ｍ
１７．褐黄色中薄层细粒砂岩夹灰褐色薄层状泥岩，二者比为３∶１ １０２．１ｍ
１６．青灰色薄层状泥岩 １３．６ｍ
１５．黄褐色中薄层岩屑石英杂砂岩夹灰色薄层状粉砂质泥岩，平行层理发育，二者比为３∶１。局部夹薄层生物碎屑
灰岩。产盘形古圆笠虫 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Ｐａｌ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ｄｉｓｃｏｉｄｅａＧｒａｓ、扁平古圆笠虫 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Ｐａｌ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ａ
Ｚｈａｎｇ、单隔片双星珊瑚 ＡｍｐｈｉａｓｔｒａｅａｍｏｎｏｓｅｐｔａＬｉａｏｅｔＸｉａ ７４．１ｍ

１４．灰白—褐黄色构造角砾岩
１３．灰色—浅灰色中薄层细粒砂岩夹深灰色薄层状粉砂质泥岩，平行层理发育，偶见交错层理、波痕。二者比为３∶１。
局部夹薄层生物碎屑灰岩，产单隔片双星珊瑚 ＡｍｐｈｉａｓｔｒａｅａｍｏｎｏｓｅｐｔａＬｉａｏｅｔＸｉａ、扁平古圆笠虫 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Ｐａｌ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ａＺｈａｎｇ、盘形古圆笠虫 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Ｐａｌ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ｄｉｓｃｏｉｄｅａＧｒａｓ、缅甸圆笠虫 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ｂｉｒｍａｎｉｃａＳａｈｎｉ、小星准柱珊瑚 ＳｔｙｌｉｎａｐａｒｖｉｓｔｅｌｌａＶｏｌｚ、班戈轴剑珊瑚 ＡｘｏｓｍｉｌｉｎａｂａｎｇｏｉｅｎｓｉｓＬｉａｏｅｔＸｉａ３４．５ｍ

１２．灰褐色中—厚层细粒岩屑杂砂岩，可见平行层理，偶见斜层理 ２７．６ｍ
１１．深褐黄色中薄层含粉砂铝土矿 ２４．９ｍ
１０．灰褐色薄层中—细粒岩屑石英杂砂岩 ６８．８ｍ
９．灰—深灰色中厚层含砾中—粗粒岩屑杂砂岩 ４２．２ｍ
８．深灰色中薄层含粉砂泥岩 １５９．７ｍ
７．深灰色含生物碎屑含钙细粒石英砂岩夹青灰色薄层状泥岩，平行层理发育，偶见包卷层理。二者比３∶１～５∶１。
夹一层厚７～１０ｃｍ的含大量生物碎屑的含钙细砂岩，产扁平古圆笠虫 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Ｐａｌ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ａ
Ｚｈａｎｇ、单隔片双星珊瑚 ＡｍｐｈｉａｓｔｒａｅａｍｏｎｏｓｅｐｔａＬｉａｏｅｔＸｉａ １４．８ｍ

６．灰—深灰色中厚层含砾中—粗粒岩屑杂砂岩 ４５．２ｍ
５．深灰色中薄层含砾细—粗粒岩屑杂砂岩 １４．４ｍ
４．褐黄色中—厚层中粒岩屑杂砂岩 ２０．９ｍ
３．深褐黄色中薄层岩屑杂砂岩夹青灰色薄层状泥岩，局部见波痕，二者比５∶１～７∶１ ８１．７ｍ
２．灰—深灰色中薄层含介壳粉砂泥岩，平行层理发育，可见生物化石，疑似双壳类 ８．８ｍ
１．灰白色—深灰色含粉砂绢云母板岩 ４９．７ｍ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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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生物化石
发现的古生物化石经鉴定，认为是早白垩世标

准化石（表１），主要为 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Ｐａｌ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ｄｉｓ

ｃａｉｄｅａＧｒａｓ、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Ｐａｌ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ａ
Ｚｈａｎｇ、ＳｔｙｌｉｎａｐａｒｖｉｓｔｅｌｌａＶｏｌｚ、Ａｘｏｓｍｉｌｉｎａｂａｎｇｏｉｅｎｓｉｓ
ＬｉａｏｅｔＸｉａ等生物化石。

表１　研究区生物化石及地层对比
Ｔａｂ．１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ｓｓｉｌ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

化石中文名称 化石拉丁文名称
化石

时代

化石所属地层时代沿革

１∶２５万日土县 本次工作
备注

★扁平古圆笠虫、单隔片双

星珊瑚

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Ｐａｌ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ａＺｈａｎｇ、Ａｍｐｈｉａｓｔｒａｅａｍｏｎｏ

ｓｅｐｔａＬｉａｏｅｔＸｉａ
早白垩世 Ｊ３ｒ Ｋ１ｄ３

标准

化石

单隔片双星珊瑚、★扁平古

圆笠虫、★盘形古圆笠虫、★
小星准柱珊瑚、★班戈轴剑

珊瑚、★缅甸圆笠虫

ＡｍｐｈｉａｓｔｒａｅａｍｏｎｏｓｅｐｔａＬｉａｏｅｔＸｉａ、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Ｐａｌ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ａＺｈａｎｇ、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Ｐａｌ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ｄｉｓｃａｉｄｅａＧｒａｓ、Ｓｔｙｌｉ

ｎａｐａｒｖｉｓｔｅｌｌａＶｏｌｚ、ＡｘｏｓｍｉｌｉｎａｂａｎｇｏｉｅｎｓｉｓＬｉａｏｅｔＸｉａ、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ｂｉｒｍａｎｉｃａＳａｈｎｉ

早白垩世 Ｊ３ｒ Ｋ１ｄ３
标准

化石

★盘形古圆笠虫、★扁平古

圆笠虫、单隔片双星珊瑚

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Ｐａｌ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ｄｉｓｃａｉｄｅａＧｒａｓ、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Ｐａｌｏｒｂｉｔｏｌｉ

ｎａ）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ａＺｈａｎｇ、ＡｍｐｈｉａｓｔｒａｅａｍｏｎｏｓｅｐｔａＬｉａｏｅｔＸｉａ
早白垩世 Ｊ３ｒ Ｋ１ｄ３

标准

化石

　注：化石由范影年研究员鉴定；★标准化石。

１．第四系全新统冲沉积物；２．下白垩统多尼组上段；３．早白垩世花岗闪长岩；４．早白垩世角闪英云闪长岩；

５．角岩化带；６．大化石；７．实测剖面位置及编号

图５　日买栋纳一带地质图［１２］

Ｆｉｇ．５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ｐｏｆＲｉｍａｉｄｏｎｇｎａａｒｅａ［１２］

　　圆笠虫是原生动物门有孔虫亚纲中的一个属，
为海生微体动物，在地质历史中有重大的时代意

义，为白垩纪标准化石之一［１０］。白垩纪中期有孔

虫在全球许多地区均有分布，在西藏的分布限于拉

萨地块和羌塘盆地局部地区，生存地区为环特提斯

洋的滨浅海地带［１１］。

扁平古圆笠虫 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Ｐａｌ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ｃｏｍ
ｐｌａｎａｔａＺｈａｎｇ是早白垩世标准化石之一。其壳体
以扁平形态为多，显示当时海水很浅，水动力较强，

扁平的壳体有利于在这一动荡的底质上生存。

２．３　地层时代归属
在原１∶２５万日土县幅区调工作中划分的中—

上侏罗统拉贡塘组（Ｊ２－３ｌ）和上侏罗统多仁组
（Ｊ３ｄ）、日松组（Ｊ３ｒ）地区发现大量 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Ｐａｌｏｒ
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ｄｉｓｃａｉｄｅａＧｒａｓ、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Ｐａｌｏｒｂｉｔｏｌｉｎａ）
ｃｏｍｐｌａｎａｔａＺｈａｎｇ、ＳｔｙｌｉｎａｐａｒｖｉｓｔｅｌｌａＶｏｌｚ、Ａｘｏｓｍｉｌｉｎａ
ｂａｎｇｏｉｅｎｓｉｓＬｉａｏｅｔＸｉａ等生物化石，根据这些化石
代表的时代，本文认为这套地层的时代应为早白垩

世，据此对研究区的地层格架进行了重新厘定

（图５）。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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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１）本次工作发现的扁平古圆笠虫和小星准
柱珊瑚为早白垩世标准化石，弥补了日松乡地区地

层缺少古生物化石的研究空白，对研究区地层格架

进行了重新厘定。

（２）本次发现的化石时限贯穿早白垩世，未具
体确定其为早白垩世哪个阶，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确

定。在岩石地层方面，仅根据地层层序、岩性对比、沉

积相等要素确定其岩石地层单位为多尼组上段。

（３）本次研究还在实测剖面中发现了平行层
理、交错层理、槽模、板状交错层理等沉积构造，结合

粒度分析、岩石组合特征，认为该套地层大部分为三

角洲相沉积，局部具碳酸盐岩台地的特征，结合化石

所反映的沉积环境特征，表明当时研究区海水已经

较浅，推测由于班公湖—怒江特提斯洋向南俯冲影

响，研究区早白垩世为残余海盆地沉积阶段。今后

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区域沉积环境的研究，为大地

构造研究提供更加充分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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