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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运用大陆造山带构造岩片填图方法，首次对九寨沟塔藏构造带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塔藏构造带为一构造混

杂岩带。其南北边界断裂清楚，北界为牙扎沟断裂，呈北西—南东向展布；南界为荷叶断裂，也呈北西—南东向展布。

边界断裂内部为塔藏构造混杂岩带，呈北西—南东向延伸长"!&$’ ()，宽*&+ ()，由上古生界与三叠系的多个大小

不同、形态各异的构造岩片（或岩块）混杂堆积组成，与塔藏岩组砂板岩呈断层接触，总体表现为块体之间无序，块内

有序，微观变形特征清楚，三维有限应变测量显示为北东—南西向、近南北向两个方向压缩，结合测区构造地质环境

分析有’期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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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塔藏构造带为一重要的分界断裂带，其北东为

西秦岭造山带，南西为摩天岭推覆体。

塔藏构造带挟持于荷叶断裂及牙扎沟断裂之

间（图"），分布于上四寨、塔藏、彭布、热如沟、丛桠至

隆康等地。呈北西—南东向延伸，长"!&$’ ()，出露

宽*&+ ()，是南坪褶皱推覆构造岩片与九寨沟褶皱

推覆构造岩片的分界带，往北西延伸至"$%林场工段

处与岷江断裂带相交接。为西秦岭造山带与松潘0
甘孜造山带的接合部，表现为包括了多种不同构造

形迹的构造域，是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来源、不同大

小的各种不同构造岩片相互叠置拼接的一个构造

带，其基质为塔藏岩组地层，时代归晚二叠世—中

三叠世。岩性为玄武质火山岩、放射虫硅质岩、变质

砂岩、深灰色板岩夹薄层灰岩。多数地段其自然层

序 已 无 法 恢 复 ，劈 理 特 别 发 育 ，揉 皱 强 烈 ，产 状 零

乱，其内各种地质块体（包括晚古生代的灰岩块体

及中晚三叠世的变质砂岩块体）常呈带状产出，构

造叠置，块体之间为不同应力作用形成的碎裂岩或

强劈理带分隔，表现为块内有序，块体之间无序。

构造带内发育近南北向、北西向及北东向的次

级断裂。在塔藏岩组中还见有一些晚古生代的灰岩

外来块体，大小悬殊，形态不规则，为滑塌混杂堆积。

$ 塔藏构造混杂岩的特征

塔藏构造混杂岩带受多期变形变质作用叠加和

改造，使上古生界地层体及三叠系岩块体相互拼贴，

混杂于塔藏岩组中， 地层多被断失而顶底不全，现

将恢复的层序列述如下。

三叠系杂谷脑组（1!）

-+2深灰色变质岩屑石英砂岩，钙质胶结。发育重荷膜粒序层、

小型交错层理、水平层理。未见顶 3$*2* )
-*2灰黑、黑色钙质板岩，具纹层构造，夹"2- 4)深灰色

薄层灰岩，延伸不稳定，断续出露 "-$2" )
-!2深灰色薄—厚层变质长石石英砂岩夹深灰色板岩，

发育槽模构造 552$ )
--2黑色炭质板岩 "*$2! )
-’2灰色薄—中层厚度不等的变质长石石英砂岩与深

灰色板岩互层。砂岩中发育沟模、粒序层、水平层理、

交错层理等构造 $$%2+ )
-%2板岩、变质砂岩互层。板岩强烈揉褶，砂岩挤压呈

透镜体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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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塔藏构造带地质构造略图

$%&’ # ()*+,-%* ./)+*0 123 ,4 +0) (252-& +)*+,-%* 6)7+
(—三叠系外来体；8—二叠系外来体；9—石炭系外来体；9:8—石炭—二叠系外来体；

;:9—泥盆—石炭系外来体；<—灰岩外来体；

(—三叠系复理石建造；;:(—泥盆—三叠系碳酸盐岩建造；8(!—塔藏岩组；

断 层

三叠系扎尕山组（("#）

=!’灰、灰黄、深灰色海百合灰岩、砂屑灰岩。海百合全为茎

化石，平行层面分布，有错断现象，但环节清楚，尖端保

存完好，证明为构造应力导致的错断。产海百合：

$%&’(&!)*%+,’- .-/+ >?，$0 1’2+*.)’2,-+- >?，(’
’,+3)%(+- >?等。断裂破坏未见顶 @!A’B 1

=#’黑色板岩C发育砂岩透镜体，见微细交错层理。板岩中

产双壳：4-!&%!2？.3’，5&),266& .3’，;’ *4’ )7!’-& D%*0+)E，
5’ *4’ 1)!)+ >,F.%.,G%*.，5’ *4’ %’8+- H%++7，9:!+6’- .3’，
9)8+)6’- .3’，海百合：$%&’(&!)*%+,’- .3’ I!’= 1

="’板岩、变质砂岩不等厚互层。发育沟模构造 ##J’" 1
IB’变质砂岩夹少量板岩 AB’" 1
IK’结晶灰岩夹铁锰矿层 JIK’# 1
IA’灰白色砾屑灰岩、白云质灰岩。砾屑成分为灰岩，

均重结晶为假亮晶。砾屑平行排列，呈小透镜状 !!A’# 1
IL’薄层灰岩与黑色板岩互层，揉皱强烈 #I’I 1
I=’砂屑白云岩。发育粒序层理、纹层构造 K!’B 1
II’上部薄层变质石英砂岩夹薄层灰岩、黑色板岩；

下部黑色板岩与薄层结晶灰岩互层 !#’L 1

IJ’粉砂质砂屑灰岩，偶夹深灰色板岩（厚约= *1） #""’A 1
I!’变质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偶夹粉砂质板岩，

底部为灰色结晶灰岩 JL’J 1
I#’变质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偶夹板岩 AK’A 1
I"’糜棱岩化碎裂灰岩、板岩、砂岩不等厚互层夹铁锰矿。

灰岩中产虫迹：;.),8%+!2- ==’B 1
断 层

三叠系菠茨沟组（(7）

JB’灰绿色含白云质凝灰质板岩，夹一层I" *1厚薄层

含砾变质砂岩，砾石为灰岩，次圆状#M= *1，局部

夹薄层灰岩 A#’J 1
JK’粉砂质板岩夹变质砂岩 #J’I 1
JA’粉砂质板岩夹少量薄层灰岩及砂岩，砂岩发育水平

纹层 !J’# 1
JL’变质石英砂岩，发育水平纹层、小型交错层理。

本层底部凹凸不平，被=B层板岩截切 J"’= 1
J=’变质砂岩偶夹板岩，砂岩发育水平纹层 #!’= 1

断 层

二叠—三叠系塔藏岩组（8(!）
JI’强烈揉皱板岩夹透镜化变质砂岩，石英脉发育 JA!’I 1

J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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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塔藏岩组中的晚古生代灰岩块体素描图

$%&’ ! ()*+,- ./ 01+* 213*.4.%, 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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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二叠—三叠系塔藏岩组变质砂岩、板岩、灰岩；

<—2=石炭—二叠系结晶灰岩

>>’破碎板岩夹透镜化变质砂岩，石英脉发育 !?’@ 5
>!’变质细粒石英砂岩夹深灰色板岩，砂岩发育粒序层 A’B 5
>C’深灰色板岩夹少量薄层状变质砂岩，发育微细水平

层理 @>’A 5
>B’变质砂岩与黑色板岩不等厚互层 C!’> 5
!"’变质砂岩、板岩互层 >!’D 5
!?’变质石英砂岩、板岩互层 !#’" 5
!D’透镜化变质石英砂岩、板岩互层 C"B’B 5
!@’黑色含炭质硅质岩。与火山岩接触面凹凸不平，

有厚约!B ,5的玄武岩角砾层 #A’A 5
!A’基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 ?>’C 5
!#’基性火山角砾岩、凝灰岩、沉凝灰岩。

发育层纹构造 !C’A 5

断 层

二叠系三道桥组（2"）岩片

!>’白云石化结晶灰岩。见有细纹层，厚CE! 55，沿层面

有白云质碎屑分布，扁平面与层面平行。产海百合：

#$%&’()*$(+,"？ 6:’ AC’" 5
!!’粉晶白云岩，夹一层CB ,5厚黑色薄层硅质岩 D’" 5
!C’白云石化微晶灰岩，夹两层!# ,5厚灰黑色致密

砾屑灰岩。砾屑黑色，砾径CEA ,5，透镜状、次圆状。

基质成分为灰色致密灰岩 CC>’@ 5
!B’砾屑灰岩，砾屑为粉晶灰岩，粒径CE> 55，次圆状。

含丰富的生物碎屑，产海百合：-.*/)*.*/(*," 6:’ !#C’? 5

断 层

石炭系西沟组（<0）岩片

C"’白云质灰岩。与三叠系菠茨沟组断裂接触 A"’# 5
C?’石英粉砂质灰岩。夹厚AECA ,5钙质胶结角砾，

砾成分为灰色砂质灰岩，棱角状，砾径CECB ,5 CA’> 5
CD’含燧石条带灰岩 A’! 5
C@’燧石条带灰岩 CA’B 5
CA’灰岩夹板岩，灰岩发育水平纹层 C"’? 5
C#’变质方解石胶结细砂质石英粉砂岩 >C’# 5
C>’含白云质灰岩 CD’B 5
C!’含白云质灰岩 !!’# 5
CC’变质含泥质石英粉砂岩 C>’" 5
CB’中层灰岩夹厚AECB ,5灰色板岩 !?’B 5
"’中层灰岩 C"’> 5
?’薄层灰岩夹!EA ,5厚灰色板岩 !D’A 5
D’薄层砂屑灰岩，产牙形石：#+%!’)1," 6:’，F’ 2(/(+3%!,"

（G.H7IJ），#4 +)1)"," K%6,-.//，#4 ’)5)&,*!%!," L%*&3*M，
#4 *%55,!%!,"（KM1H6.7 N O*-3），-%6,"7+%!’," 6:’，
89%$:)1(+% $),+1.(（P166），;)+*’)1(+% <,$+("’(
G*;M.1I等 C?’C 5

断 层

泥盆纪—石炭系雪宝顶组（Q<0）岩片

@’黑色板岩、变质砂岩互层，砂岩透镜化，石英呈豆荚状

集中分布，与石炭纪岩片断层接触 !C’A 5
A’砾屑白云岩、复成分岩屑砾岩，产牙形石及其他生物

碎片 CC’? 5
#’灰黑色板岩夹变质石英砂岩 "C’> 5
>’石英岩状砂岩，与#C层间略有掩盖 !@’C 5
!’石英岩状砂岩 @#’B 5
C’灰黑色板岩夹变质细粒石英砂岩，砂岩中发育水平层纹。

产植物：=$*’%3)*%/%5(!3" 6:’。未见底 RC@’" 5

!"# 晚古生代构造岩片或岩块

出露于达基寺、中查沟、白水河两侧及牙扎沟一

带。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为早期滑塌坠入塔藏

岩组中，共同构成火山沉积混杂堆积，属外来岩块。

岩块大小一般为CB 5SAB 5E>BB 5SABB 5，最大可

达ABB5SC BBB5，最小者仅CB ,5EC5左右。这些大

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灰岩块体，与塔藏岩组砂板岩斜

交或直交（图!），其时代为泥盆纪至二叠纪。另一种

类型为构造岩片或岩块，由丁戈、波日俄、彭布东侧、

扎如、宝镜岩、彭丰、丹久、曲丁南等"个岩片组成，主

要为泥盆—石炭纪的石英砂岩、板岩、灰岩及二叠纪

的灰岩块体，它是两个不同地层区的地层，被肢解、

拼接的产物。丹久岩片地层由金川小区的雪宝顶组、

西沟组、三道桥组构成，在雪宝顶组中产：-/.1%7>
+%!’," 6:’（克利达牙形刺），?)/.7+%!’," 6:’，?%/5%>
!)/3&(" 6:’ （掌 鳞 牙 形 刺 ），?4 5(+,!%（小 掌 鳞 牙 形

曹俊等：塔藏构造混杂岩带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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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 #$% （小 颚 牙 形 刺 ） 及*+,%#(&-
,#)#./$(0 #$%（古芦木）。在西沟组中产：!"#$%&’10
#$%（颚牙形刺）!2 3/)/"(#$10（双浅颚牙形刺），!2
"&’&010（疣颚牙形刺）。其余岩片均为九寨沟小区地

层 构 成 。 在 彭 丰 岩 片 的 益 哇 沟 组 中 产 ：45#$%&6-
"#$%&’10 0$#3/)/0，!+#5%/&,10？#$%，在波日俄岩片的益

哇 沟 组 中 产 ：7#).#$&)(5/0 &’% 6)#3+# ，8/33#+’())#
$()1.，8/"’(&’())# 6(+.#""#和9(&5+/&"/&’10 #$%。从

采集的化石时代看，一般为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

这些构造岩片，规模相对较大，长()(" *+不等，宽

"%,)!%! *+，呈-.向展布，被北西及近南北向的断

层及强劈理化带分隔，其形成具块内有序，块间无序

的特点。与基质的塔藏岩组呈断层接触，呈不规则状

分布于塔藏构造带内。同时这些晚古生代岩块也发

生构造变形，如在丹久岩片的晚古生代地层常形成

轴面倾向-/的同斜褶皱。

!"! 中三叠世构造岩片或岩块

展布于热如沟南侧、九寨沟至纳得如洼沟尾一

带的0个次级岩片构成的羊峒岩片，呈北西向展布，

延伸长1%2 *+，宽0"")! """ +，被北西向及南北向的

断层围限，经构造挤压，镶嵌于塔藏岩组中，块内有

序，由中三叠统扎尕山组灰岩、板岩、砂岩及上三叠

统杂谷脑组变质砂岩构成，层序清楚。在九寨沟口的

羊 峒 附 近 扎 尕 山 组 地 层 中 产 海 百 合 及 双 壳 化 石 ：

:+#1.#$&,+/"10 %0;/（许氏创孔海百合）， <#&"())#
&’% &3$10#（钝鱼鳞蛤），<% &’% =&$&/（高岛鱼鳞蛤）等。

!"# 塔藏岩组的变形特征

塔藏岩组是构成塔藏构造混杂岩带的基质部

分，其岩性为玄武岩、放射虫硅质岩、板岩、砂岩及结

晶灰岩，多数地段其层序恢复困难，因劈理特别发

育，揉皱强烈，次级小断层比比皆是。

沿断裂常见有碎裂岩及断层角砾岩，为后期叠

加变形的产物。在塔藏岩组中石英脉发育，见有两

期：一期石英脉与砂板岩、灰岩等同时褶皱；二期石

英脉常沿构造裂隙充填，并切割早期石英脉，脉体比

较平直。两期石英脉包体测温结果：一期石英脉的均

一温度为(,")!""3，平均温度(,03；二期石英脉的

均一温度为("")(203，平均温度为(!43。并对石英

脉中的56!包裹体进行压力计算，获得形成时的压

力为4")72巴。由此表明，早期石英脉形成时的温度、

压力较高，晚期石英脉形成时的温度、压力较低，其

形成时期大约距今1%7)(,%7,89（/:;，成 都 理 工 大

学应用核技术研究所，梁兴中，(114）的新近纪。反映

出塔藏岩组在构造变形过程中，随着构造作用的减

弱，其温度、压力有逐渐降低的趋势。

在三维有限应变测量结果<表(=中可见，其主压

力轴>轴产状表现为-/—:.向和近:-向两个方向

的压缩。结合测区构造地质环境分析，该构造带为,
期变形，一期（!(!89，/:;，梁兴中，(117）为主变形

期，主要为九寨沟褶皱构造岩片与南坪褶皱构造岩

片呈-/—:.向对冲挤压；二期（((")(7" 89，?@AB
梁兴中，(114）应力由挤压力转为引张力，中酸性岩

浆侵位；三期（1%7)(,%7, 89，/:;，梁兴中，(114）受

南北向挤压应力使塔藏构造带压缩(1C)!(C之间，

最大达01C，表明靠近断裂的地方，岩石变形强烈，

压缩百分比最大；四期，第四纪以来发育-/、-.向

的共轭剪切断裂网络（"%(71)"%!(089，/:;，梁兴

中，(117）。

表 ! 塔藏构造带岩石三维有限应变测量结果

!"#$% ! !&’%% " ()*%+,)-+"$ .)+)/% ,/’")+ *%",0’%*%+/, -. ’-12, )+ /&% !"3"+4 /%1/-+)1 #%$/

样品编号

应变椭球主轴产状

伸长轴 # 中等轴 $ 缩短轴 %

压
缩
百
分
比
︵
&
︶

弗
林
指
数
︵
’

︶

应
变
程
度
︵
(

︶

应变

对称

参数

)*+,
（-）

应

变

强

度

（./）

剪切

应变

强度

（$*）

应变

椭球

类型

0!1!23! 245 6 445 7815 6 95 4725 6 :;5 74 1 <9; ! <;2 1 <4: 1 <=8 1 <9= 三轴扁椭球

0 九 >:4 补 ?/! 4=75 6 415 !;85 6 8!5 845 6 845 47 1 <!2 ! <91 1 <21 1 <29 1 <7; 三轴扁椭球

081973! 7195 6 !;5 :;5 6 9=5 4125 6 485 !2 8 <77 ! <92 1 <:7 1 <2= 1 <84 三轴长椭球

0!4;!3! !125 6 !:5 4!75 6 875 !5 6 875 4! 1 <7; ! <89 1 <8: 1 <2! 1 <78 三轴扁椭球

0 九 >48 补 ?/! !115 6 !!5 :5 6 475 4!75 6 :85 4! ! <!; ! <99 1 <1; 1 <22 1 <81 三轴长椭球

0 九 >= 补 ?/! !!;5 6 45 4;5 6 45 4845 6 ;2 != 1 <!; ! <7; 1 <:; 1 <:2 1 <71 三轴扁椭球

0 九 >! 补 ?/! 4245 6 75 !;!5 6 495 ;5 6 :95 7= ! <98 4 <4= 1 <4! ! <!8 1 <;: 三轴长椭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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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1’"$ 2 3(&0%#1 4’#(&0+’# 5&0/’6，4’-%("., 7’(,(-%+., 5&0/’6 8.0$6，

5%+9&." :&0’.& () 7’(,(-6 ."; <%"’0., *=>,(0.$%(" ."; ?’/’,(>1’"$，59&."-,%& 9:;!:<，5%+9&."，@9%".）

43)&$#%&： => (?2)0 @AB CB@A/D /E @BF@/)2F ?G3H C3II2)0 2) @AB F/)@2)B)@3G /J/0B)2F HBG@， @AB 3(@A/J?
F3JJ2BD /(@ 3 ?>?@BC3@2F ?@(D> /E @AB K3L3)0 @BF@/)2F HBG@ /E ’2(LA320/(M 7@ 2? F/)?2DBJBD @A3@ @AB K3L3)0
@BF@/)2F HBG@ 2? 3 @BF@/)2F CNG3)0B HBG@ O2@A D2?@2)F@ )/J@ABJ) 3)D ?/(@ABJ) H/()D3J> E3(G@?M 7@? )/J@ABJ)
H/()D3J> 2? @AB P3L30/( E3(G@ ?@J2Q2)0 ,RST+，3)D @AB ?/(@ABJ) H/()D3J> 2? @AB UB>B E3(G@，OA2FA 3G?/
?@J2QB? ,RST+M KAB K3L3)0 @BF@/)2F HBG@ BV@B)D? 2) 3 ,RST+ D2JBF@2/) E/J 3? G/)0 3? F3M :9S!# 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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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2F(/(? 3)D @AB @AJBBSD2CB)?2/)3G E2)2@B ?@J32) CB3?(JBCB)@? ?A/O F/CIJB??2/) 2) ,+STR 3)D )B3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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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界断裂特征

!"# 牙扎沟断裂

为塔藏构造带的北界，展布于牙扎沟南西侧山

坡，往南东方向经丹久、沙坝沟尾延伸至调查区外。

在区内长约:< QC，呈北西—南东向展布，沿走向呈

波状起伏，断层面产状<;[\;]!\;[W;]。沿断层附近

见有断层角砾岩、碎裂岩，断裂两侧产状零乱，见有

宽:;[<; C不等的劈理化带，劈理面产状与断面一

致。断裂中石英细脉沿<\]!\;]及::!]!W;]这两组

节理分布。断层通过的地方均为负地貌。三维有限

应变测量（表:）结果，可见其主压力轴L轴的产状表

现为,+—TR向的压缩，构造挤压强烈，是南坪褶皱

推覆构造岩片由北东向南西逆冲推覆的结果。

!"$ 荷叶断裂

为塔藏构造带的南界，分布于上四寨、中查、荷

叶及扎如沟一带，区域内延伸约!9M\ QC，呈,R—

T+向展布，断层面倾向南西，倾角\;[W;]不等，为一

逆冲断层。在扎如沟一带常见有灰岩组成的断层崖

呈线状分布。沿断裂见有断层角砾岩，碎裂岩。断层

两盘地层产状极不协调，北东盘主要出露塔藏岩组

及晚古生代岩块，揉皱强烈，劈理发育。南西盘为晚

古生代及三叠系地层经构造作用形成的一系列轴线

延伸,R—T+向的褶皱构造。有的褶皱轴线与断层

相抵，轴面倾向南西。根据地球物理资料：其重力梯

度陡变曲线的弯曲形态与荷叶断裂的延伸一致，而

中深部与地表位置错位。推测深部的断层面倾向南

西。在断裂带上石英脉+T^测年为!:!Z3，说明该断

裂形成于印支末期。总体表现为由南西向北东逆冲

推覆。在九寨沟西侧被岷江断裂切割破坏。

在荷叶断裂的三维有限应变测量结果（表:）中

可见，其应变短轴L轴产状表现为近南北向的压缩，

结合区域内的地质背景分析，说明该断层至少经历

了两次构造作用，早期由南西向北东挤压推覆，后期

叠加南北向挤压应力的作用。

综上所述，塔藏构造带的运动形式呈对冲式，

形成于印支末期（!:!Z3，+T^），定位于新近纪（:;[
:\ Z3，+T^），并被第四纪以来的,+、,R向共轭剪

切断裂改造破坏。

对原塔藏组进行解体，划分出宝镜岩、彭丰等:;
个岩片（块），查清了各岩片（块）的地层序列和时代

归属，进而重新厘定和建立塔藏岩组，时代为晚二叠

世至中三叠世，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塔藏构造带的建

造构成。

本文系:_\万九寨沟、则查哇幅区调成果之一，

参加工作的还有谢云喜、吴树通、吴昊、廖文华等。

曹俊等：塔藏构造混杂岩带特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