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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仑塔县瓦卡地区早白垩世
鱼化石的发现及其意义

王宏君1, 杨志华2, 刘振涛3, 杨海波3, 胡志军3, 祁世军3

(11 新疆地质调查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21 长安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及国土资源部成矿

作用及其动力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陕西 西安　710054; 31 新疆地质调查院第四地质

调查所, 新疆 昌吉　831100)

摘　要: 新疆塔什布尔干县瓦卡地区位处西昆仑山的腹地, 过去本区无早白垩世地层的报导。因此, 该区

早白垩世鱼化石的发现对该区地层的划分、构造格架的建立和发展演化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西昆仑山; 鱼化石; 早白垩世; 下拉夫迭组

中图分类号: P53　　　文献标识码: A

　　瓦卡地区位于新疆塔什布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下

称塔县) 东南的西昆仑山腹地, 属西昆仑地层区。以

往该区乃至西昆仑山没有早白垩世地层的报导, 普遍

认为该区缺失早白垩世的沉积[1～ 3 ]。新疆地质调查院

第四地质调查所在近期的 1∶50 000 下拉夫迭幅、班

迪尔幅项目的调查研究中, 在原划的下第三系①, 或

古新世②地层中发现了早白垩世鱼化石, 这不仅证实

该区存在早白垩世地层, 而且对该区的构造格架和发

展演化的正确认识都会起到极大的作用。

1　鱼化石产出的地层及岩性特征

(1)鱼化石产在一套陆相的河湖相沉积岩的下拉

夫迭组(K 1x )中, 该套地层经实测其岩性自上而下为:

上覆地层: 下更新统西域组砂砾岩

微角度不整合

下白垩统下拉夫迭组 (K 1x ) :

23 杂色巨厚层状砾岩夹薄层泥质砂岩 51 m

22 灰色厚层状砂砾岩 17 m

21 浅灰黄色薄层状泥岩 40 m

20 杂色砂砾岩 14 m

19 浅灰黄绿色薄层状泥质粉砂岩 53 m

18 浅色砂砾岩 6 m

17 浅灰黄绿色砂砾岩与砂岩互层 6 m

16 浅灰黄绿色薄层状粉砂质泥岩夹杂色薄层

状含砾砂岩 13 m

15 灰黄色砂砾岩 2 m

14 浅灰黄色砾岩夹粉砂质泥岩 2 m

13 浅灰黄绿色凝灰质砂质泥晶灰岩 3 m

12 中厚层状砂砾岩 8 m

11 浅灰黄绿色砂质泥晶灰岩 3 m

10 砂砾岩 018 m

9 浅灰黄绿色薄层状钙质泥质粉砂岩 37 m

8 浅灰黄色砂砾岩、砾岩 8 m

7 浅灰黄绿色薄层状粉砂质钙质泥岩夹钙质泥

质粉砂岩含孢化石 9 m

6 浅灰黄绿色中薄层状泥质粉砂岩 2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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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土黄色砂砾岩 52 m

4 浅灰黄绿色中厚层状粉砂质泥岩夹泥质砂岩 8 m

3 浅黄绿色薄层状泥质粉砂岩夹粉砂质泥岩、浅

灰黄绿色中厚层状粉砂质泥岩 (产鱼化石) 128 m

2 浅灰黄白色砾岩 4 m

1 浅灰黄绿色中薄层状粉砂质泥岩 67 m

未见底

下拉夫迭组分布在西昆仑塔县瓦卡乡- 班迪尔

乡, 沿瓦卡河一班迪尔河产出, 其展布方向与区域

构造线方向一致, 呈北西一南东向, 长度大于 18

km , 宽约 2～ 4 km , 出露面积约 30 km 2。该套地层

总体构成倾向北西的单倾构造, 倾角一般为 10°～

20°, 这与该区前白垩纪地层及区域主要构造线的方

向是近于垂直的, 这对正确认识该区的构造格架有

重要的作用。

(2) 下拉夫迭组与上覆地层下更新统西域组之

间呈微角度不整合的接触关系比较清楚, 与下伏地

层的关系尚有不同的认识, 一种认为下拉夫迭组与

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合; 笔者认为下拉夫迭组与下

伏地层的关系在本区尚未暴露, 属未见底的地层。它

和前白垩系的关系是外来推覆体与原地系统的关

系, 这种关系是造成下拉夫迭组的地层产状与区域

构造不一致的原因, 也是下拉夫迭组有限暴露出地

表的原因。

(3) 下拉夫迭组是一套典型的河湖相沉积, 其

中的砾岩和砂砾岩是湖相中的水道沉积和湖陆交界

附近河流冲积扇的沉积; 而粉砂岩、泥岩和泥晶灰

岩则是远离湖陆交界的湖内沉积, 总体反映出由 8

～ 10 个三级沉积层序演化的盆地充填序列, 每个层

序均属第É 类湖相层序地层, 鱼化石就产在湖相层

序地层的饥饿沉积或高水位沉积体系域中。

2　鱼化石产出情况简介

鱼化石产于瓦卡乡下拉夫迭村东侧大沟内下拉

夫迭卡组第二层浅灰、黄绿色中厚层状粉砂质、泥

岩系内居中部的泥质岩石中, 该层是下拉夫迭组内

部细碎屑岩沉积厚度最大的部分, 极有可能是瓦卡

期湖盆面积最大的时期, 为生物 (如鱼等) 的生存

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鱼化石分布在风化

后呈灰白色、浅灰黄色泥岩的层面上, 在厚约 012～

015 m 的岩层内大量产出, 个体保存相对完好无重

叠混杂现象。该化石经西北大学薛祥煦、南京地质

古生物研究所钱迈平和中国地质博物馆卢立伍等专

家鉴定。该鱼化石属真骨鱼类 (T eleostei ind et1) , 化

石体长 85 mm , 长宽比约 1: 7, 在所发现的鱼化石

中个体大小相差无几。化石尾柄处断离, 头部破碎

残缺, 腮盖骨略有破损, 下腮盖骨具放射状文饰, 鳃

条骨、额骨、副蝶骨保存尚好, 眶下骨碎裂, 其他

围眶骨难以辨认, 辐颌骨仅出露后上半部, 头骨的

前端及下部需揭除覆盖的围岩才可能出露, 顶骨及

头枕骨骼缺失。该化石可见骨化良好的脊椎、肋骨

和部分尾鳍。脊椎多于 40 个, 末端脊椎不上弯。具

上、下神经棘脊椎、肋骨及腰骨保存良好。胸鳍明

显大于腹鳍、臀鳍, 尾鳍浅分叉; 各鳍近端分节, 远

端分叉, 尾柄较窄长 (图 1)。从特征上判断, 应属

原始的真骨鱼类。该类化石的特征与产于晚侏罗—

早白垩世的真骨鱼类, 如狼鳍鱼类等, 有一定的相

似之处, 但从进化程度上看要稍进步一些。故其时

代应为早白垩世。在下拉夫迭组第 7 层的钙质泥岩

中发现大量的孢粉化石。其中, 占优势的分子属松

柏类古老分子, 其时代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但

孢粉中的被子植物花粉L ong aev ip ollis sp 1 在侏罗

纪地层中未见产出, 只在白垩纪早期有所发现, 故

下拉夫迭组的时代应为早白垩世, 这对鱼化石时代

的确认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图 1　早白垩世真骨鱼类化石素描图

F ig11　Sketch of teleostei fo ssils of the Early C retac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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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质意义

塔县瓦卡地区真骨鱼 (T eleostei ind et1) 化石和

被子植物孢子花粉L ong aev ip ollis sp 1 的发现为西

昆仑山腹地下拉夫迭组的时代和建组提供了可靠的

年代学证据, 填补了该区地质发展演化的历史。鉴

于本区下白垩统下拉夫迭组与喀喇昆仑山、西昆仑

山其他地区的白垩系的岩石组合、沉积环境有很大

的差别①, 该鱼化石的发现和下拉夫迭组的建立为

研究这种差别提供了可靠的实际资料。此外, 该区

前白垩系与早白垩世下拉夫迭组的构造关系和结构

特征, 充分表明西昆仑造山带是在早白垩世陆相沉

积盆地完成以后, 在燕山晚期—喜山时期在它的基

础之上转化形成的陆内造山带[4 ] , 以上问题笔者将

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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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 iscovery of early Cretaceous f ish fossil in W aka
area of Tash ibuergan coun ty of W est Kun lun

M oun ta in and its sign if 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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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W aka area of T ash ibuergan coun ty is situa ted in the heart land of w est Kun lun moun ta in1
T here is no repo rt abou t the Early C retaceou s st ra ta1 A s a resu lt, the discovery of Early C retaceou s fish

fo ssil w ill p lay an impo rtan t ro le in the division of st ra ta, bu ild ing2up of geo tecton ic fram ew o rk and the

research of tecton ic evo lu t ion of the region1
Key words: W est Kun lun moun ta in, f ish fo ssil, Early C retaceou s, X ia lafudie fo rm 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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