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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提要

本书是在大量1：20万和部分1：100万区域地质资料的基础上，并利用和参考了有关的普查勘探，地球物理

和地质科研成果编写而成的。全书除绪言和结语外，共分五篇，着重于青海省的地层．岩浆岩、变质岩、地

质构造，区域地质发展史的论述。全书约100万字，并有英文摘要和1：100万青海省地质图，1：200万青海省岩

浆岩图、1：200万青海省地质构造图等三氟彩色附图。本书可供区域地质研究、普查勘探，地质教学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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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地质事业蓬勃发展。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

展，填补了我国的地质空白，获得了丰富的、极为宝贵的基础地质资料，解决了许多基础

地质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而且找到了一批矿床或矿产地，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及地质科

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全面总结已取得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特别是1：20万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资料和

其它地质工作成果资料，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组织了各省、市，自治区地质矿产

局编制出版分省、市、自治区的《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

系统地公开出版全国分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在我国还是首次。

它的编制、编辑与公开出版，标志着我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及我国地质科学工作的重大进

展和成就，将大大提高我国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水平和地质研究程度，全面系统地为国民

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研教学等方面，提供基础地质资料。

这套系列专著，是我国广大地质工作者劳动成果的结晶。鉴于其意义重大，专业性强，

涉及面广，延续时间长，参加人员多，因此，被列为地质矿产部80年代的一项重要任务。

整个工作是在地质矿产部程裕淇总工程师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任务的具体规划部署，由

地质矿产部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司负责，出版工作由地质出版社承担，各省：市、自治区地质

矿产局负责对本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编制工作的组织实施，具体编写

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队负责进行。
’

誓区域地质志》的内容一般包括地层、沉积岩及沉积作用、岩浆岩及岩浆作用，变质岩

及变质作用、地质构造、区域地质发展史等部分，其图件主要有地质图、岩浆岩图、地质

构造图，比例尺一般为1：50万至1：100万。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质现象差异较大，因此，

在内容编排上应从本省，市、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现有地质资料为基础，突出本省、

市，自治区的地质特点，尽力反映本省、市、自治区的现有地质研究程度及基本区域地质

构造面貌。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出版的各省、市、自治区譬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系第一版。

随着地质研究程度及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后还将及时予以充实，完善，发行新的版本。

， f：
‘

地质矿产部
，

198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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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青海省位于我国西部腹地，远古时期称为。三危地”，周秦时属。西戍氐羌地打。公元

前121年汉武帝设西平亭和临羌县，将本地纳入了中原封建王朝的郡县体系。历经诸朝政体

，变迁，到1929年9月5日正式建立青海省。 。·
．

· 青海省现辖地级市和行署各1个，民族自治州6个，下辖县级市、行政委员会各1个，县

和民族自治县37个。

青海省地广人稀，东邻四川省，北依甘肃省，南与西藏自治区接壤，西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毗连。本省介于东经89。357—103。047，北纬31039’一39。19j之间，东西长约1 200km，

南北宽约800km，面积约为72万km2，居全国第四位。全省人口为389．57万，共有34个民

族聚居，其中以汉、藏、回、土、撒拉和蒙古族为主。 i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北部，连同西藏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平均海拔在3 OOOm以上。

全省最高点布喀达坂峰位于西部青新边界，海拔6 860m，最低点位于甘青边界的下川口湟

水谷底，海拔1 650m左右，两者高差达5 200m。

省内共有7条一、二级山脉，13条三级山脉和数百条四级山脉。

省内地貌具有南北三分的特色：北部为高海拔的祁连山地，中部为中海拔的柴达木盆

。地及西秦岭山地，南部为高海拔的青南高原。

祁连山位于本省东北部，部分延入甘肃省，由一系列北西西一南东东的三、四级山脉

组成。西段地势高峻，一般海拔在4 000m以上，5 000m以上山峰比比皆是。主峰岗则结吾雪

山海拔为5 826．8m。自北而南由走廊南山，托来山、托来南山，疏勒南山和青海南山等三

级山脉组成，具有北川南山，谷岭相间的格局。东段地势相对较低，自北而南由冷龙岭，

达坂山和拉鸡山等三级山脉及其间的大通河谷地、湟水谷地、西宁盆地等组成。东端已过

渡为黄土高原的西部边缘。 、 ．

祁连山地东段有黄河水系，西段有内陆水系。疏勒南山主峰以东为北大河、黑河，疏

勒河，大通河、．布哈河等五河之源。各水系自此起步，分径横流，呈现格状水系。

祁连山西廷经当金山口即转阿尔金山。阿尔金山呈北东东方向横卧于甘，青、新边界，

主体属新疆所辖。省内主要有其中的两条四级山脉——阿哈提山和安南坝山。安南坝山主

峰海拔5 798m，其余多在3 500—4 000m间。北坡直下塔里木盆地，坡陡谷深I南坡面迎柴

．达木盆地，脉舒势缓。由于山体狭窄，又被戈壁包绕，所以山中气侯十分干燥，植被极不发

．．育，常年流水难见。

柴达木盆地是我国位居第三的大型内陆盆地，东西长约850kin，南北宽约300km，’面积

达2 5：Tj'km2。其周边被祁连山、阿尔金山和东昆仑山环抱。盆地中心为盐湖沉积平原和湖积

冲积平原，海拔一般为2 700m左右。盆地边缘倾斜平原主要为洪积冲积平原和千旱平原，

海拔·般为3 ooo一3 200m，西部可达3 500m。盆地东北缘发育着一系列四级荒漠残山，．

如：塞什腾山，绿梁山，锡铁山、全吉山，欧龙布鲁克山、阿木尼克山、牦牛山、布赫特山、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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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托山等，构成一条著断若续的反S型山链。．

昆仑山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习惯上称为“青南高原”，已属青藏高原的腹地．与川

西高原和藏北高原连为一体。

青南高原是我国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素有。江河源头舛之称。全区地势极

高，除东部少量河谷地带可下降到3 500m左右外，绝大部分皆在4 oOO一6 000m以上，为

典型的高寒山区。本区高原面十分完整，尤其是中带的可可西里山和巴颜喀拉山，山体开阔，

起伏不大。

青南高原汇集了5条一，二级山脉：北带为昆仑山、阿尼玛卿山；南带为唐古拉山，

可可西里山和巴颜喀拉山居中。有5 800一6 000m的极高山30余座，6 ooo～6 860m的极高山

10余座，其中包括阿尼玛卿山主蜂玛积雪山(6 282m)、可可西里山主峰布喀达坂峰雪山

(6 860m)和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雪山(6 621m)等，以其雄伟挺拔、神秘莫测、壁

立千仞、冰川倒悬称著于世。

青海省处于东亚外流水域与中亚内陆水域的结合部，永系具有东西三分的格局。从甘

肃的天祝县境到祁连山。五河之源”，从日月山到青海南山，从鄂拉LL：垂lj布青山，从昆仑

山口到乌兰乌拉山，从祖尔肯乌拉山到唐古拉山主峰，构成一条贯穿省区东北与西南的蛇

形水域分界线。此线以东为东亚外流水域，面积占全省2／3，分属黄河、长江、澜沧江三大

水系。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坡卡日曲，流经扎陵湖、鄂陵湖向东直泻青川边界的阿万

仓后进入若尔盖草地，形成万里黄河第一弯；后经龙羊峡、拉西瓦峡东出祁连山。长江正源

起于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的姜根迪如冰川，即沱沱河源，与南支当曲和北支。

楚玛尔河汇流后称通天河。江源区河谷开阔，坡降不大；到通天河渐渐变窄，河道曲折，两

岸深切，经直门达后向东南方向出省。澜沧江发源于唐古拉山东北坡，与长江分水于色的

la雪山(5 876m)，省内由扎曲、子曲和吉曲组成，主流经杂多、囊谦后出省。水域分界

线以西为中亚内陆水域，自北而南可分为北祁连山、南祁连山、柴达木盆地和青南高原西

?部等四大汇水区。其中，柴达木盆地为内陆水域的核心地区，其余为过渡地带。

江河源头和内陆水域发育有众多湖泊，水域面积占全省面积1．8 0A，可分三大湖群：青

南高原中、东部为江河源湖群，由黄河源区的扎陵湖、鄂陵湖等和长江源区的日久错、雅兴

错，常木错等组成。各湖皆与外流水系沟通，为淡水湖。沿两大水域分界线西侵lj发育有一

系列大型湖泊，为中亚内陆水域东缘蛇形湖群，主要有哈拉湖、青海湖、托索湖、库赛湖、

可可西里湖，乌兰乌拉湖、赤布张错等。这一湖群具有过渡型特点，成水湖和淡水湖皆有，

但高矿化度的盐湖并不发育，一般位于水源区者为淡水湖，汇水地段为咸水湖。其演化具

有不稳定性，虽然目前为内陆水系，但其前期或发展趋势与外流水系有着某些联系。这一溉

群中有我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湖面约4 573km2，平均深度18m，湖中海心山海拔

3 266m，鸟岛被誉为侯鸟的王国。柴达木盆地及其周边有依克柴达木湖、托索湖、茶卡盐

湖、尕斯库勒湖、达布逊湖，南霍布逊湖、北霍布逊湖等。这一湖群为典型的内陆水域溉

群，．以咸水湖和盐湖为主，并且具有新生代湖盆收缩成残留盐湖的特点。

青海省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决定了本区为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侯。低温多变、冬长

夏短，干燥多风、低压贫氧，日照长而幅射强为其主要特点。

全省平均气温为一5．6—8．6℃。海拔2 500m以下的黄河、湟水谷地为暖区，平均气温

3～9℃，柴达木盆地为次暖区，年均气温2—5℃，4 000m以上的祁连山地和青南高原为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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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平均气温在一2℃左右，其中祁连山木里地区和青南五道梁地区为特殊的冷区，年均气

温接近一6℃。

本省降水量受地形及孟加拉湾暖热气流的影响较大。全省年均降雨量17．6(冷湖)一

764．4ram(久冶)，属高寒荒漠干旱型。其中，青南高原雨雪较多，年降水量在500ram以

上，1981年久治达到1 030．8ram，为省内降水量的极大值。

本省大气密度为0．73—1．2kg／m3，相当于海平面的56—80％，平均气压在0．58一O．82

bar之间，仅及海平面的2／3,大气含氧量大都在0．174一o．233 kg／m3之阀，比海平面少

‘20—40％。
’

．

，

‘

． 本省全年日照时数在2 300一3 600 h之间，其中以柴达木冷湖日照最长。太阳幅射总

量在国内仅次于西藏自治区，并有自东南向西北递增的趋势。

一青海省是一个尚待开发的战略地区，矿产、水、野生动植物、草场等资源潜在优势大。

国民经济以矿业、牧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主。全省90％地区为半牧半农区或纯牧区，为我国

．五大牧区之一。畜牧业有着悠久的历史，畜种以绵羊、牦牛和黄牛为主。东部黄河第一湾

地区是著名的河曲马产地。湟水谷地、共和盆地至循化盆地的黄河河谷及柴达木盆地的新

一 垦绿州是青海最重要的农业区。农作物以青稞、小麦、蚕豆、马铃薯和油料为主。中华人
’

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青海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部门日趋完善，目前已初

具规模。交通运输以公路为主，全省通车里程达13 600kin，县级以上城镇皆有干线沟通。

青藏公路、青川公路、敦一格公路和茶一茫公路贯穿东西南北，西宁和格尔木为两大交通枢

纽。兰青铁路和青藏铁路连于西宁，省内总长I 260kin，西端已伸到柴达木腹地的格尔木市．

。航空线从西宁、格尔朱市通过兰州与首都北京等紧密相连。 7

青海地域辽阔，成矿条件较好。经初步探查，已发现矿种83种，已探明储量的59种。其

中锂，钾盐，池盐、镁盐、溴、化工灰岩、白云石，石棉等八种居全国第一位I能源、黑

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稀有和分散元素、冶金辅助原料非金属、化工原料非金属，

建材原料非金属等矿产，不仅已探明了若干产地，而且远景尤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1：i00万和I：20万分幅填图为主要手段的区域地质调查

取得了极其丰富的资料，达到了迅速了解全局的目的，各项地质科学研究进一步提高了区域

地质的研究程度。目前，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已覆盖全省4／5以上的面积，所余黄河源区、

可可西里、唐古拉山的西端和中段，通过I：i00万地质调查，已查明其基本地质特征。省内

各地层分区地层单位，各时代古生物群落，七百余个中、酸性侵入体，9条基性一超基性岩

带，从前寒武纪到第三纪的火山岩，不同相系的变质岩以及层次分明的地质构造等特征，使

， 人们对青海20多亿年来的地质演化史和地壳结构的复杂性有了较深入的认识。那种“祁连”、

昆仑、，柴达木”，。红层、黄土、南山系9的简单概念早已成了历史的印记。

50年代后期，区域地质调查首先从祁连山和柴达木起步。从1956年到】958年，由中国

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室、北京地质学院、西北大学地质系，中国

t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简称南古所，7下同)等组成的祁连山队，以路线地质与专题研

f究相结合，找矿和科研相结合的方法，对祁连山及柴达木盆地北缘(简称柴北缘，下同)作

：了广泛的调查，尤其是对北祁连山和欧龙布鲁克地区的地层系统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

}丽奠定了该区区域地质研究的基础，并于1960--1963年陆续出版了本省第一套区域地质专

f著——誓祁连山地质志L， ． ：

· 3
．



50年代末，青海区域地质测量队成立后，即在北祁连山和中祁连山东段正式开展了l：20

万区域地质调查。
’

60年代，区域地质调查队伍进一步扩大，进入了迅速了解全局的阶级。1964年完成了

首批1：20万区调报告。由青海省地质局石油普查大队编撰的省内第二套区域地质专著——

《柴达木地质志*也在同年定稿。1968年，1：20万区调工作从祁连山转向东昆仑山东段。同。

时，开展了青海南部玉树幅和温泉幅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至1160年代后期，此项巨大工

程基本完成，从而对青海区域地质的面貌有了基本的了解，在此基础上，由区调队编制了

第一代1：100万《青海省地质图》和《青海省矿产图》 ·

70年代以来，1：20万区调从北向南推向全省，先后完成了西秦岭、南祁连山东段，东

昆仑山中东段、柴北缘、唐古拉山东段等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印制出版了一系列区调报告、

地质专著和综会性图件。1：50万航空磁测和重力测量已覆盖全省，并作了系统总结，深部

地质研究日益得到重视。

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青海、甘肃、四川区调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基本完成了省院北

半部和南半部大部分地区的1：20万区调。目前，正集中力量开展南半部1：20万区调和柴达

木盆地新生界覆盖区l：20万编图工作。

近几十年来，青海区域地质的专题研究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省内各有关地质队，

所的工作外，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南古所、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以下简称西安地矿所)、成都地矿所地质大队、北京研究生院等单位也作了很多有益的工

作。其中，研究比较深入的有青藏高原北部的地质构造与演化，东昆仑山的前寒武系和上

古生界，柴北缘的震旦系、奥陶系，石炭系、侏罗系，南祁连山、东昆仑山南坡及唐古拉山

东段的三叠系，唐古拉山西段的侏罗系，全省超基性岩总结，中一酸性侵入岩总结，全省

变质岩总结等。并于1976年出版了《青海筷类》、氍西北地区古生物图册·青海分册3，1980年

出版了《西北地区区域地层表·青海省分册》(以下简称《青海地层表》)，1981年编制了第二代

1：100万青海省地质图及青海省构造体系图，1982年出版了《南祁连山三叠系》等。

通过以上工作，为编触《青海省区域地质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青海省区域地质志》公开出版的目的在于较全面、系统地总结本省区域地质的基本特

征和目前的研究程度，着重介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实际资料；同时对某些地质问题加以论

证，以期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国地学宝库，为经济部门、科研教学和国防建设等单位提供

基础地质资料，而且有利于扩大省陈之间及国际上地质科学的交流。特别是青藏高原在全球

具有特殊地位，我省及邻省(区)地质志的出版，有利于促进对青藏高原乃至全球地学问题

的研究。 ，

本志由青海省地质矿产局区调综合地质大队编制。编制工作始于1984年，于1988年完

成。

本志主要使用了1986年底以前的1：20万和1：100万区调资料，同时反映了前述各项专

题研究成果，部分使用了区域地球物理资料和柴达木盆地的钻孔资料。
’

本志由吴向农任主编，赵国柱任副主编。第一篇由应天法、庄庆兴、贺广田，温贤弼，

何元良、邓平太分别执笔；第二篇由纪宗仁，胡居富，赵悖廉、古风宝、俞建分别执笔，

傅同泰、刘继芳鉴定了部分岩石薄片，第三篇由陈基娘执笔；第四篇由l彭医全I’阿成业执

笔I第五篇及绪言，结语，全文摘要由吴向农执笔。1：100万青海省地质图由赵国柱、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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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武、李德发编制；l：200万青海省岩浆岩图南于文杰编制；1：200万青海省地质构造图由

I彭跃全I编制，地理底图由冯克忠编制。全志由吴向农统编定稿。

书中插图和主要附图分别由任书荣、黄鹃、初家仪、张风：钟海琴、李文惠，江华清

绘l参加编志工作的还有李芳、陈国隆、杨月琴、侯永春、陈煊传、曹群等。

编写工作始终得到地矿部地质矿产地质司领导同志和省地矿局王万统、王泽汶、章午

生，金万福：何国华、王培俭等高级工程师的指导。在地矿部地质矿产地质司和青海省地

矿局的主持下，于1988年5月特聘王鸿祯教授，刘增乾，沈其韩、肖序常、邢裕盛、李先

梓研究员，王万统，王泽汝、狄恒恕，胡永元高级工程师对全志及地质图件进行了评审。

《青海省区域地质志》从资料收集到编制出版，汇集了省内、外广大地质工作者数十年

辛勤劳动的成果。由于篇幅和编者水平所限，资料不能尽述其详，文图寥误在所难免，敬

请读者批评指正。 ，
，



第一篇地 层

青海省各类地层分布面积占全省92％左右。从下元古界到第四系皆有发育，仅缺上志

留统。多数地层单位相变显著。志留纪前为海相沉积，白垩纪后为陆相沉积，泥盆纪到侏

罗纪海相与陆相并存。碎屑岩层系始终占有主导地位，碳酸盐岩，火山岩和膏盐层也很发

育。

青海长期处于欧皿大陆南缘，海水进退频繁交替，海相沉积从大陆斜坡相到海湾相皆

极发育，生物群具有明显的混生色彩。 、

自元古代以来，沉积历史可分为7个阶段：前寒武纪阶段，地壳长期稳定沉降，地层

厚度大且延续时间长，沉积速率小，粗碎屑岩较为少见，生物不发育；寒武纪到早奥陶世

特马豆克期，沉积和生物群以华北型为主，混生有华南型生物群；早奥陶世奥伦尼克期到

石炭纪，华北型和古地中海型生物群混生，二叠纪到三叠纪，以古地中海生物群为主，中，

早期混生有北极海冷水型生物，晚三叠世混生有太平洋生物群，为省内水动力条件最复杂

的时期，其主海区巴颜喀拉山和西秦岭广泛发育着浊流沉积和滑塌堆积，碳酸盐的比例明显

减少，侏罗纪以陆相和海陆交互相为主，碳酸盐岩也不发育，海相生物群以古地中海型为

主，中侏罗世晚期(省区南部从白垩纪)到第三纪以陆相山问盆地杂色碎屑岩相及膏盐相

为主，火山岩主要为碱性系列I第四纪以湖沼相、风积黄土，山岳冰川和盐类沉积为突出，

特点。 ．

按照地层和空问展布特点，将全省划分为5个地层区，含15个地层分区(表卜1，图卜．’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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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元古界

元古界集中分布于青海北半部的中祁连山和柴达木盆地周边(简称柴达木周边，下

同)，在北祁连山和东昆仑山南坡呈微古陆残存于古生代褶皱带中。青海的元古界存在沉积

类型、岩浆活动及变质作用显著差异的3套岩系：下元古界是活动型沉积，下部为砂泥质

岩一中基性火山岩一镁质碳酸盐岩层系，上部为砂泥质岩层系，经受区域热流动力变质作用，

具有以角闪岩相为主的多相变质，构成柴达木地块及祁连山地槽褶皱系的结晶基底；长城

系一青自口系是次稳定型沉积，长城系是石英岩一砂泥质岩层系，蓟县系是碳酸盐岩层系，

青白口系是砂泥质岩层系。经受区域动力变质作用，形成绿片岩相变质岩；震旦系为粗碎

屑岩一碳酸盐岩组成的稳定型沉积。

早在19世纪末叶，匈牙利以·洛奇曾将祁连山浅变质的巨厚层砂岩和千枚岩命名为“南

山砂岩”，认为可与五台系对比。谢家荣(1925)将。南山砂岩”改称“南山系”，归属

元古界，对比。南口系”。侯德封、孙健初(1935)将大通河下游一毛毛山一带出露的片

岩、片麻岩归属太古界，对比“桑干群”。李树勋、郭宗山等(1948)在天祝、古浪一带的

地质调查中指出，“南山系”可能包括震旦纪至早石炭纪的地层。同年，在大通老爷山硅质

灰岩中采到圃藻化石，认为达坂山一带存在震旦系。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南古所、兰州地质研究室和北京地质学院(1956—1958)

联合组成的祁连山地质队，确定了中祁连山中问隆起带的存在，将此带的变质岩系划分为

前震旦系和震旦系，并主张废弃“南山系”。同时，原地质部632队、637队把盆地北缘出

露的变质岩系归属元古界，称为。达肯大坂系”或。锡铁山系”。阿尔金山和盆地南缘的东

昆仑山区仍沿用这一名称，而都兰地区称为沙柳河统。东昆仑山的浅变质碳酸盐岩系称为

。白日其利系”，全吉山未变质的碎屑岩一碳酸盐岩称为“全吉岩系”，都归属震旦系。

原西北地质局青海省综合地质大队区域地质测量队于1960--1964年建立了青海东部的

地层系统：前震旦系“尕让群”、震旦系下统“湟源群”和震旦系中统。花石山群”。同期，

青海省东部地质队在化隆地区普查找矿，将相当干尕让群的变质岩系称为“化隆群”。嗣后

(1966)，区洲工作铺向东昆仑山，在诺木洪南山建立了震旦系下统金水口组和上统冰沟

组。甘肃省地质力学区测队(1969--1975)在中祁连山西段调查，划分出前震旦系和震旦

系，震旦系包括下统“桥头子群”、中统。托来南山群”和上统“多若诺尔群”。

70年代中期一80年代初期，随着区调工作的展开，对柴达木周边的元古界作了广泛研

究。青海地研所在柴达木周边、中祁连山东段，甘肃地研所在中祁连山西段，对元古界开

展了专题研究，并按震旦亚界的划分方案对上前寒武系进行了划分与对比。

青海元古界分属祁连地层区和柴达木地层区。由于中祁连山东段和西段分别由青、甘两

省调查，在划分标准和地层命名上历来自成体系，因此中祁连山分区分为湟源小区和疏勒

南山小区I柴达木地层区可划分为柴达木南缘分区、东昆仑山南坡分区和柴达木北缘分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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