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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
,

侏罗纪生物礁在国内报道极少
,

且仅

限于西藏西南部〔’
,

2 〕。

本文报道的侏罗纪生物礁是

近 3 年 中作者等在气候十分恶劣的高寒地 区

— 藏

北进行油气地质勘探过程 中发现的
,

其产地共 3 处
,

即安多县东巧区
、

巴青县马如乡和索县一带
。

所发

现的礁体不仅类型丰富
,

造礁生物种类繁多
,

而且礁

体均产于近年来我国在藏北地区进行油气勘探的 目

的层— 侏罗系中
。

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藏北地区

侏罗纪生物礁领域的空白
,

丰富 了我 国侏罗纪生物

礁 的类型
,

而且对研究该区大地构造的演化史具有

重要意义
,

更重 要 的是 为 中国最后 一块 大陆 区 域

— 藏北地区 的油气勘探与评价提供一个全新的领

域
。

( l) 形态和种类

( } )枝状层孔虫

该类层孔虫仅见于安 多县东巧沙木罗组
,

宏观

上呈共骨枝状 (图 1 )
,

以 cl ad oc
o or sP iS 为代表

,

其共

骨呈细小的枝状
,

以 纵向骨素为主
,

常呈板状 向上
、

向外展开生长
,

纵 向骨素之间常为横 向突起物所连

接
,

其枝体横切面多为圆形
、

椭圆形
,

直径 3一 5 m m
,

长度 0
.

5一6 。 m 不等
,

多为 1
.

5一 4 C m
。

在地层中多

呈垂直或倾斜状态保存
,

其主要功能是原地 固着生

长
,

障积和吸附灰泥
,

并形成障积岩隆礁
。

造礁生物类型及生态

所发现的侏罗纪生物礁均产 于班公错
一

怒 江缝

合带以北的藏北地区
,

分布于羌南地层分 区
、

类乌齐
一

左贡地层分区和羌北地层分区 中【’ 〕 ,

以上 3 个地层

分区的侏罗系 (主要 为中
一

上统 ) 以 发育一套残 留海

盆的浅海相碳酸盐沉积为特征
,

由其 中发育的生物

礁 的层位由东向西逐渐变新 (由中侏罗世 向晚侏罗

世演变 )可知
,

班公错
一

怒江缝合带是在早
一

中侏罗世

由东向西逐渐闭合的
。

本 区侏 罗纪主要礁生物有层孔虫
、

六射珊瑚和

固着双壳类等
,

它们构成了本 区三处侏罗纪造礁生

物的特色
。

图 ] 枝状层孔虫障积岩
,

显微 照片 ( x 3)
,

安多东巧沙木罗组

1
.

1 层孔虫

为安多县东巧 上侏 罗统 沙木罗组 主要造礁生

物
,

其次
,

见于索县中侏罗统柳湾组
。

据其宏观形态

的不同
,

可分为枝状
、

柱状和块状三大类型
。

( 11 )柱状层孔虫

此类层孔虫见 于安多东巧沙木罗组和索县柳湾

组中
,

以 M i l le P
o 五di u m C y li n

d五e u m (图 2 ) P a ar s t or m a to
-

p o ar m e m o ir a 一 n a u m a n n i (图 3 )为代表
,

据宏 观形 态不

同可分为两种类型
,

工类层孔虫其骨骼的网状构造

分为轴区和边缘区
,

纵 向骨素常向外作放射状分布
,

横板发育
,

横切面呈圆至椭圆形
,

直径 1一 1
.

S C m
,

长

5一 s e m 不 等
,

以 p a r a s tor m a t o p o ar m e

mo ir a 一 n a u m a n n i

为代表 (图 2)
。

11 类层孔虫共 骨呈柱状 或筒状
,

柱

体中心往往有一中央腔
,

其共骨以纵向骨素为主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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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向外作放射状分 布
,

且近于平行
,

横板发育
,

其

横切面呈 圆形或椭圆形
,

直径 10一 14 m m
,

中腔 内多

充填 灰泥
,

少数 为生 物屑及亮 晶方解 石
,

以 iM lle
-

p o ir di u m e
yl i n d ir e u m 为代表 (图 3 )

,

上述 两类层孔虫

除首次发现于本区之外
,

亦是 日本上侏 罗统重要造

礁生物 [4 〕。

于众多的虫室 内
,

且能分泌钙质骨骼
。

层孔虫固着

于硬底上生活
,

靠从流动的水体中滤食微生物等为

生
。

因此
,

层孔虫要求 的生态环境为清洁
、

氧充足
、

盐度正常
、

循 环较好 的正常浅海
。

若遇到温暖
、

清

洁
、

氧气充足
、

循环较好 的正常浅海
,

层孔虫便能大

量造礁
。

尽管层孔虫生存的环境大体相似
,

但不 同形态

的层孔虫生存 的微环境却不尽相同
。

在本 区
,

枝状

层孔虫如 lC ad co
o
or sP is 等 因枝体细小而不利于生活

于较高能环境 中
,

一般生活于水体相对安静的正常

浅海
。

而柱状和块状层 孔虫 因其共骨较 坚实
,

可形

成抗浪格架
,

可适应于能量稍高的温暖
、

清洁的正常

浅海环境
。

图 2 柱状层孔虫障积岩
,

显微照片 ( x 3
.

5 )
,

索县柳湾组

图 4 块状层孔虫障积岩
,

安 多东巧沙木罗组
,

野外照片 ( x 0
.

3)

图 3 柱状层孔虫
,

显微照片 ( x 6)
,

安多东巧沙木罗组

( iil )块状层孔虫

该类层孔虫仅见于安多东巧沙木罗组
,

其宏观

形态呈共骨块状
、

球状及盘状等 (图 4 )
,

主要代表有

M i l一e p
o er l la

,

x i z a n g s t or m a t o p o ar 及 p a
ar s tor m a t o p

o
ar 等

。

其 中
,

有些纵向骨素发育
,

常呈支柱状或板状
,

有时

与横向骨素连接
,

横向骨素有时呈层状但不连续
,

共

管宽而直
,

星根不发育
,

如 iM n e oP er n a
等 ; 有些共骨

以纵向骨素为主
,

常交接成不规则 的具有许 多横板

的共 间 或 圆 形 的 共 管
。

横 向 骨 素 不 发 育
,

如

x iz a n g s t or
amt

o p o ar 和 p a ar s t or m at o
p

o ar 等
。

该 类层 孔

虫大小一般 5一 3 0 C m
,

高 2一 15 C m
。

( 2 )生态特征

层孔虫是一类营群体生活的浅海底栖 固着型动

物
,

其硬体构造较为复杂
,

具有星根
、

轴柱
、

共骨
、

中

柱
、

泡沫组织
、

虫室
、

骨素等
,

并具典型的层状构造
,

它是层孔虫阶段生长的产物
。

其群居的软体组织位

1
.

2 六射珊瑚

见于安多东巧沙木罗组和索县柳湾组
,

分别 以

A e t i n a s t r e a

(图 5 ) 和 S e h i
z o s m i li a or l li e

ir 为特征
。

前者

为块状复体
,

个体呈多角状
,

一般 为五至六角形
,

直

径 2
.

5一 3 m m
,

具外壁
; 后者为笙状复体

,

个体呈 圆

柱形
,

横切面卵圆至圆形
,

直径 3一 7 m m
。

它们呈原

地生长状态保存
,

其功能是原地固着生长
,

形成坚实

的抗浪格架
,

障积和吸附灰泥
,

形成障积礁
。

图 5 柱状 层孔 虫
一

六射珊瑚障积
一

骨 架岩
,

安多东巧沙木 罗组
,

野外 照片 ( x o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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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射珊瑚是一类典型 的底栖 固着 型的群体动

物
,

靠 口周 围的一圈或多 圈触手摆动将海水引人 口

内
,

然后滤食流人 口 内的海水 中的微生物和氧等
。

由其生活方式可知
,

六射珊瑚要求的生态环境与块

状层孔虫相似
,

为温暖
、

清洁
、

氧和光线充足
,

循环较

好的正常浅海
。

图 6 六射珊瑚 骨架岩
,

索 县柳湾组 ( x o
.

5 )
,

野外照片

1
.

3 双壳类

仅见于巴青县马如 乡布 曲组
,

且为主要造礁生

物
,

以 L io s ter a 一属大量 出现 为特征 (图 7 )
,

iL o s t r e a

是一种单体
、

近似于牡砺状的双壳类动物
,

其硬体分

为左
、

右两瓣壳
,

且壳较厚
,

其软体位于两壳之内
,

左

壳强强膨凸
,

右壳扁平
,

这种特殊形态是由于该类生

物以左壳固着生活
,

右壳作为盖的功能演化而成
。

图 7 双壳类障积岩
、

巴青县马如乡
,

野外照片 ( x 0
.

5)

iL os tre
a 固着于较硬的基底上生活

,

靠扁平的右

壳不断张合而将海水引人壳内
,

并从流动的水体中

滤食微生物等为生
,

当水体浑浊时
,

其扁平 的右壳便

合于固着 的左壳上保 护软体组织
。

iL os etr
a

虽 能适

应于不 同浑浊度和不同盐度 的浅水环境
,

但当生态

环境为温暖
、

氧和光充足
,

循 环好 的正常浅海时
,

它

们便能大量繁盛
,

并造礁
。

2 礁类及特征

本区侏罗系生物礁与中扬子地区下奥陶统生物

礁 「5一 7 〕相似
,

它们均具有厚度小至中等
,

数量多和分

布广等特点
。

已查 明的礁体分布于安多县东巧区
、

巴青县马如乡和索县 3 个地区的两个层位—
中侏

罗统和上侏罗统
,

且生物礁分布的地理范 围自东至

西已超过 3 00 k m
。

根据范嘉松教授关于生 物礁 的

分类方案 [8】,

结合本区造礁生物类型
,

本文将研究区

侏罗系生物礁划分为 5 种类型
。

( l) 枝状层孔虫 障积岩隆礁

礁体赋存 于安多 东巧上 侏罗 统 沙木 罗组
,

厚

3一 3
.

5 m
,

可见 的出露宽度 60 m
,

在区域 上可追索

10 k m
。

其外形呈丘状或 面包状
。

主要造礁生物为

枝状层 孔虫 e一a d o e o or p
s i ,

(图 l )
,

其 含量 为 4 0 % 一

60 %
,

局部 达 60 % 一 70 %
,

且多呈原 地生 长状态保

存
,

其障积或捕获物主要为灰泥
,

礁基和礁盖均为亮

晶砂屑灰岩
,

显示 了礁体的发育受到海水变浅所限

制
。

( 2) iL os t er a

障积岩隆礁

该类礁体仅见于巴青县马如乡中侏罗统布曲组

(图 6 )
,

其外 观呈似层状 或层 状
,

单 个礁体厚 5一 8

m
,

在剖面中累厚 巧一 20 m
。

礁岩与正常沉积岩层

分界清晰
,

可见的出露宽度 10 0 m
,

在区域上可追索

10 km
。

造礁生物 以 iL
o s r er a b imr

a n i e a 占绝对优势
,

其含量高达 70 % 一 80 %
,

且多呈 凸的一面 (左壳 、朝

下
、

扁平的一面 (右壳 )朝上的原始生长状态保存
,

个

体完整
,

其主要功能 为原地固着生长
,

障积灰泥和抵

抗波浪
。

礁体中其他生物甚少
,

仅见少量 附礁生物

C a

哪
to n e e t e , ir e h e s ,

P or t o e a
dr i a s t d e k l a n di

。

等
。

礁 体

中的填隙物以灰泥为主
,

含量约 20 % 一 30 %
。

该类

礁体中多见油浸现象
,

礁基和礁盖均为砂屑灰岩
,

反

映礁体衰亡是 由于水体变浅所造成
。

( 3) 柱状层孔虫

—
块状层孔虫障积岩隆礁

礁体赋存 于安多东 巧上 侏罗统 沙木 罗组 (图

4)
,

高 2
.

5一 3
.

O m
,

在剖面 中可见的 出露宽度 30 一

40 m
,

在区域上可追索 10 余公里
。

礁体外观呈面包

状或似层状
,

主要造礁生物为块状层孔虫
,

柱状层孔

虫及枝状层孔虫
。

其 中
,

块状层孔虫含量约 25 % 一

3 5 %
,

组 成 了 礁 体 的格 架
,

柱 状 层 孔 虫 含 量 为

巧 %一 20 %
,

此外
,

还共生有部分枝状层孔虫
,

含量

为 10 % 一巧%
,

它与柱状 层孔虫构成了礁体 的障积

生物
,

其障积或捕获物以灰泥为主
,

其次为少量粉屑

和生物屑
,

礁基和礁盖均为亮晶砂屑灰岩
,

显示了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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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衰亡是 由于海水的变浅所致
。

4 ( )柱状层孔虫— 六射珊瑚障积岩隆礁

见于索县中侏罗统柳湾组和安多东巧上侏罗统

沙木 罗 组
,

其 外 观 呈 丘 状 或 面 包 状
,

礁 体 高

1
,

5一 2
.

0 m
,

在剖面中可见的出露宽度约 30 m
,

区域

上可追索 5一 10 k m
。

主要造礁生物为六射珊瑚和

柱状层孔虫
,

前者组成了礁体的骨架
,

呈原地生长状

态保存
,

含量 约 2 0 %一 30 %
,

在索 县 以 S e hi z o s而 l i a

r’o ill e ir 为特征
,

安 多东巧 则 以 A ct i an st er a 为 主 ( 图

5) ;后 者为 障积生物
,

多呈直 立状 态保存
,

含量为

15 %一2 0 %
,

在索县 以 p a r a s t or m at 叩 o ar me m
o 五a 一 n a u -

m a n n i 特 征
,

而 安 多 东 巧 则 以 M i l le p o ir d i u m e
y l in

-

d ir c u m 为主
。

礁基为亮 晶砂屑灰岩
,

礁盖为泥晶灰

岩
,

反映了礁体的衰退是由于海水的变深造成
。

( 5) 六射珊瑚障积岩隆礁

该类礁体赋存于索县中侏罗统柳湾组 中
,

其外

观呈面包状或丘状
,

高 2一 2
.

5 m
,

在剖面中可见的

出露宽度约 20 m
,

区域上可追索 5 km
,

造礁生物 以

笙状复体的六射珊瑚 S ch ioz
s m iil a or ill ier 为特征

,

其

含量约 35 % 一 40 %
,

宏观上呈 自中心向四周放射状

排列为特征
,

放射环直径为 25 一 30 C m
,

它们呈原地

生长状态保存
,

构成了礁体 的骨架 (图 5 )
,

共生生物

较少
,

仅见少量双壳类
。

礁体骨架间以灰泥为主
,

其

次为少量粉屑和生物屑
,

礁基为亮晶砂屑灰岩
,

礁盖

为泥晶灰岩
,

显示 了礁体 的衰亡是 由于水体的加深

所致
。

抗浪格架
,

并形成了障积岩隆礁
。

当生物礁生长速

度与海平面上升速率保持同步时
,

生物礁的厚度会

逐渐增加
,

反之
,

会导致生物礁的衰亡
,

也致使礁体

厚度变小
。

( 3) 衰亡阶段
: 本区生物礁的衰亡大多是由于盆

地的下降速率大于或小于生物礁 的生长速率
,

从而

产生相对海平面上升或下降
,

水体变深或变浅所致
。

4 礁发现的意义

藏北地区侏罗纪生物礁 的发现在以下方面具有

重要的意义
。

首先
,

该发现填补 了藏北地 区侏罗纪

生物礁领域的空白
、

丰富了我国侏罗纪生物礁 的类

型
。

其次
,

近年来
,

我国在最后一块大陆区— 藏北

地区进行油气勘探的 目的层为侏罗系
,

因此
,

侏罗系

生物礁的发现为藏北地区油气勘探与评价提供 了一

个全新的领域
。

第三
,

对于班公错—
怒江缝合带

的拼合时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以往多数学者 [9
,

’ “ 〕

认为该缝合带 自东而西从 中侏罗世至早白奎世逐渐

拼合
,

从本 区侏罗纪生物礁发育层位来看
,

班公 错

— 怒江缝合带在索县一带
,

至少在中侏罗世 以前

拼合
,

在安多东巧一带则在中侏罗世晚期拼合
,

往西

该缝合带可能拼含于晚侏罗世
。

致谢 李罗照教授鉴定 了本文中的部分化石
,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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