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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调查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羌塘地区中-北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吐错幅（I45C003004）（比例尺1：250000）》主要成果：厘定
了测区大地构造格架和构造-地层分区，建立了测区构造-地层划分系统。
在齐陇乌如和阿木岗日一带新厘定出前奥陶系齐陇乌如岩组和阿木岗岩组两个组级岩石地层单位；首
次在跃进拉一带发现了古近系鱼鳞山组内两期火山岩间断喷发的特征；通过对美日切错一带粗面质中
酸性火山岩系的综合分析，明确否定了测区下白垩统美日切错组的存在，将美日切错地区的一套粗面
质中酸性火山岩系厘定为始新统鱼鳞山组；重新厘定了康托组、唢呐湖组地质时代归属为古近纪；康
托组与唢呐湖组之间应为上、下接触关系，而不是前人认为的横向相变关系；重建龙木错一双湖洋盆
构造古地理格局；通过综合分析，将测区地质发展演化划分为7个阶段。
同时还对测区国土资源概况做了初步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吐错幅（I45C003004）（比例尺1：250000）》可供从事地层古
生物、构造地质和区域地质调查的生产、科研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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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地处平均海拔在4500m左右，位居高原夷平面上的羌塘地区来说，无疑是一件十
分艰辛的任务。
近20余年来，我国无数地学工作者，从青藏公路沿线，到羌塘腹地的无人区，从科学考察到路线地质
调查到不同比例尺的大面积填图，实测了数百条地层剖面，采集了成千上万件各门类古生物化石，为
生物地层单位的建立打下了比较良好的基础。
对于本图幅所在的羌塘盆地西区来说，生物地层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发展到了
一个新的阶段，以西藏区调队和成都环资所、四川碳酸盐岩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川碳中心）、江汉石
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等为代表的羌塘盆地区域石油地质调查工程队，对羌塘盆地西区或整个羌塘盆地做
了以三叠系、侏罗系为重点的生物地层单位创建工作。
赵政璋、李永铁、罗建宁等（2001）对历年来，特别是l994年以来各石油地质调查工程队的成果，做
了比较系统的总结，作为《青藏高原地层》专著中的一部分公开出版。
 一、二叠纪生物地层及年代地层 二叠纪生物组合在测区及相邻西部地区较为发育，主要化石门类如
筵类、珊瑚类、放射虫等属种丰富，是二叠系划分对比、确定时代的重要依据。
就属而论，以筵类、珊瑚类、腕足类、有孔虫和孢粉最多；就种而言，又首推筵类、珊瑚类、腕足类
、有孔虫等；而从地质时代意义来讲，又以筵类、珊瑚类和腕足类最为重要。
 早二叠世生物地层产有许多重要的标准分子，如尼玛县角木日北沟剖面采获的圆形球希瓦格
筵Aphaeroschwagerina glomerosa（Schwager），膨胀强壮希瓦格筵Robustoschwagerina obesa Yang，假希
瓦格筵（未定种）Pseudoschwagerina sp.，广西小泽簸Ozawainalla guangxiensis Chen et Wang，多孔苔藓
虫（未定种）Polypora sp.，始网苔藓虫（未定种）Protoretepora sp.，玛日保索古来采有腕足类李氏文
褶贝Liraplecta richthoferi Chao等。
在角木日一带也采有圆形球希瓦格筵Sphaeroschwa—gerina glomerosa（Schwager），膨胀强壮希瓦格
筵Robustoschwagerina obesa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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