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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塔里木盆地西南部早白垩世风成沙丘的前积层产状的测量, 恢复了当时的古风向和古风带。研究

结果表明:当时盛行东北风, 研究区属于东北信风带,正好位于北半球中低纬度沙漠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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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里木盆地早白垩世沙漠沉积系陈荣林等

( 1994)发现, 主要分布于塔西南坳陷克孜勒苏群

(K1k)下段,是一种由北往南的强劲风力改造的结

果
[ 1, 2]
。据古地磁资料分析, 塔里木盆地早白垩世

沙漠属亚热带干旱气候区,为北半球中低纬度沙漠

带的组成部分
[ 3, 4]
。大气环流测量结果表明, 该沙

漠带恰好处于当时的副热高压干旱带及其以南的西

风和东北信风带之中
[ 5 ～ 11]

, 属于标准的地带性沙

漠
[ 5, 12, 13]

。在前人的研究中, 塔里木早白垩世的古

风向缺少实测数据, 上述研究结果中的大气环流样

式包含了一定的推断成分。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笔

者选择了塔西南地区的康苏剖面和托云剖面进行了

古风向实测 。结果表明,当时盛行东北风,属于东北

信风带,与过去的推断完全吻合 。

1　古风向测量

据研究,大型和巨型平板状交错层理多出现在

横向沙丘之中
[ 8, 10, 14 ～ 17]

。而研究层位以大型和巨型

平板状交错层理为主, 据此可以判断研究区的主要

沙丘类型为横向沙丘 (图 1)。按横向沙丘的运移规

律, 其运移方向 (前积层的倾向 )为盛行风的风

向
[ 10, 16, 17]

。因而本文将前积层 (交错层 )倾向作为

古流向测量的对象,并在区内的康苏剖面 、托云剖面

进行了古流向测量,同时运用目前流行的极射赤平

投影软件 StereoNett进行了数据校正 (表 1, 2) 。

康苏剖面位于乌恰县西 15km的康苏镇, 延 309

国道分布,主要岩性为灰白色 /紫红色砂岩 、砂砾岩。

沙漠沉积主要分布于克孜勒苏群下亚旋回上部, 厚

200m,以沙丘沙为主, 夹部分旱谷沉积 (图 1) 。笔

者在该剖面两个露头共采集了 33个古风向数据

(表 1)。

托云剖面位于喀什机场北北西 99公里的 212省

道上,岩性和沉积环境与康苏剖面相同。笔者在该

剖面的 4个露头上共采集了 36个古风向数据

(表 2)。

2　玫瑰花图制作

本文的玫瑰花图 (圆形直方图 )的方位区间为

15°,所用数据均做了赤平投影校正。由于各层数据

量不同,若采用统一尺度, 玫瑰花图大小区别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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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每层出现频率最高的方位数定为100%, 其余

方位区间依次比较, 以确定直方图的长度
[ 8]
。为消

表 1　康苏克孜勒苏群下亚旋回上部的沙漠沉积古风向测

量数据

Table1　Palaeowinddirectionmeasurementsofthedesert

sedimentsintheupperpartofthelowersubcyclesofthe

KizilsuGroupintheKansusection

点位 地层产状 前积层测量数据 前积层校正数据

Wq-001
N39°49′52″,

E74°39′54.5″

181∠27

254∠ 28 302.8∠31.9

255∠ 28 303.3∠32.3

240∠ 29 293.8∠26.8

244∠ 28 297.8∠27.9

245∠ 29 296.5∠28.9

235∠ 28 293.2∠24.2

237∠ 29 292.2∠25.5

236∠ 29 291.6∠25.1

218∠ 29 281.1∠17.2

214∠ 28 282.1∠15.1

Wq-003

N39°44′02″,
E75°01′29″

180∠8

250∠ 27 266.0∠25.3

235∠ 23 253.7∠19.5

234∠ 25 250.7∠21.2

236∠ 15 267.6∠12.4

200∠ 20 212.0∠12.8

226∠ 18 250.2∠13.7

240∠ 25 257.2∠22.0

Wq-004

N39°43′22.3″,
E75°2′10″

180∠8

220∠ 26 233.6∠20.5

200∠ 20 212.0∠12.8

240∠ 23 259.1∠20.2

230∠ 18 254.8∠14.2

235∠ 19 258.7∠15.8

222∠ 26 236.0∠20.7

235∠ 23 253.7∠19.5

235∠ 24 252.7∠20.4

240∠ 20 262.6∠17.4

233∠ 19 256.5∠15.5

230∠ 18 254.8∠14.2

238∠ 19 261.9∠16.2

237∠ 20 259.4∠17.0

230∠ 20 251.6∠16.0

230∠ 19 253.1∠15.1

225∠ 18 249.0∠13.5

表 2　托云克孜勒苏群下亚旋回上部的沙漠沉积古风向测

量数据

Table2　Palaeowinddirectionmeasurementsofthedesert

sedimentsintheupperpartofthelowersubcyclesofthe

KizilsuGroupintheTuoyunsection

点位 地层产状 前积层测量数据 前积层校正数据

Ty-005

N40°13′51.1″,
E75°18'24.4″

165∠30
168∠40 176.0∠ 10.1

170∠38 186.4∠ 8.5

Ty-006
N40°12′48.5″,

E75°19′27.4″

300∠29

290∠26 172.6∠ 5.5

355∠27 58.8∠25.1

330∠25 59.4∠14.0

345∠24 63.6∠20.2

340∠30 44.8∠19.4

335∠28 48.8∠16.5

290∠28 193.8∠ 4.9

290∠29 205.6∠ 4.8

Ty-007
N40°12′02.1″,

E75°19′43.0″

255∠17

236∠25 205.4∠ 10.4

220∠28 187.1∠ 16.9

230∠27 199.7∠ 13.5

245∠25 226.1∠ 8.7

240∠26 216.4∠ 10.5

270∠28 289.7∠ 12.3

240∠26 216.4∠ 10.5

256∠28 257.5∠ 11.0

250∠25 240.0∠ 8.2

250∠25 240.0∠ 8.2

262∠18 323.0∠ 2.3

220∠30 190.8∠ 18.6

Ty-010
N40°09′58.2″,

E75°18′41.1″

340∠20

125∠19 142.0∠ 37.1

110∠25 130.2∠ 40.6

123∠25 137.9∠ 42.6

104∠26 125.9∠ 40.5

320∠30 290.4∠ 13.0

240∠28 210.7∠ 36.7

345∠27 358.2∠ 7.3

220∠26 196.5∠ 39.7

250∠18 203.5∠ 26.7

330∠16 193.0∠ 5.0

255∠19 207.5∠ 26.1

275∠20 219.1∠ 21.2

270∠25 226.3∠ 25.7

215∠19 188.1∠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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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康苏剖面克孜勒苏群下亚旋回上部的沙漠沉积

1.沿康苏河分布的沙漠沉积;2.具大型板状交错层理的风成沙丘

Fig.1　DesertsedimentsintheupperpartofthelowersubcyclesoftheKizilsuGroupintheKansusection

a.DesertsedimentsalongtheKansuRiver;b.Eolianduneswithlarge-scaletabularcross-beddings

除测取数据易难的偏差, 在作总玫瑰花图时仅统计

每区间出现的次数。根据最新古地磁数据
[ 18]
分析,

塔里木盆地早白垩世的古方位为26.5°, 因此本文的

玫瑰花图均作了 26.5°逆时针旋转校正 (图 2) 。

3　古风带恢复

从康苏剖面的三个玫瑰花图 (图 2, Wq-001;

Wq-003;Wq-004)看,古风向矢量以西南向为主, 为

标准的东北风。从托云剖面的玫瑰花图 (图 2, Ty-

005;Ty-006;Ty-007;Ty-010)来看,古风向矢量比较

图 2　古风向玫瑰花图

Wq.康苏剖面数据;Ty.托云剖面数据;N.数据量;PN.古方位

Fig.2　Rosediagramsofthepalaeowinddirections

Wq.Datafrom theKansusection;Ty.Datafrom the

Tuoyunsection;N.Datanumber;PN.Palaeo-orientation

杂乱,但总体上以西南 、东南向为主,这可能与该剖

面构造变形强烈有关 。尽管如此, 从总玫瑰花图

(图 2)可以看出,古风向矢量以西南向占绝对优势,

其余方向的矢量处于绝对的弱势,其形式与四川盆

地 、鄂尔多斯盆地白垩纪沙漠古风向玫瑰花图
[ 9]
完

全相同。因而可以认为, 塔里木盆地的盛行风以东

北风为主,西风为次,可能含有东南 -西北向风 。按

北半球地表风带分布样式分析, 塔里木盆地早白垩

世为东北信风带控制,间或受到西风带的干扰,与四

川盆地和鄂尔多斯盆地处于相同的古风带上, 属于

中国白垩纪沙漠带
[ 3, 12]
的西延部分 。

4　结　论

通过古风向测量可以看出, 塔里木盆地早白垩

世盛行东北风, 属于北半球东北信风带的一部分 。

综合考虑白垩纪的古风向和大气环流数据成果 (塔

里木盆地 、鄂尔多斯盆地
[ 8]
、四川盆地

[ 7]
、思茅盆

地
[ 9]
、苏北盆地

[ 3]
、信江盆地

[ 11]
)可以看出, 东亚地

区在白垩纪时期受控于北半球中低纬度行星环流,

与现今的东亚季风环流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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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eowinddirectionmeasurementsandpalaeowindbeltreconstructionof
theEarlyCretaceouseoliandunesinsouthwasternTarimBas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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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dipsoftheforesetbedsoftheEarlyCretaceouseoliandunesinsouthwesternTarimBasin, Xinjiang

aremeasuredandthepalaeowinddirectionsandpalaeowindbeltsarereconstructedinthisstudy.Theresultsof

researchshowthatthenortheastwindswereprevailingandthenortheasttradewindbeltspredominatedduringthe

EarlyCretaceous.Itfollowsthatthestudyareawasjustlocatedinthelowandmiddlelatitudedesertzonesofthe

NorthernHemisphereduringtheEarlyCretaceous.

Keywords:TarimBasin;EarlyCretaceous;eoliandune;palaeowinddirection;palaeowind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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