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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西南“三江”造山带洋陆转换过程中的构造与
古地理

尹福光ꎬ罗亮ꎬ任飞
ＹＩＮ Ｆｕｇｕａｎｇ ＬＵＯ Ｌｉａｎｇ ＲＥＮ Ｆｅｉ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ꎬ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ＧＳ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８１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摘要:西南“三江”造山带包含消失的特提斯大洋及两侧大陆边缘“弧盆系”ꎮ 采用大地构造相和盆地分析原理ꎬ对“三江”造

山带中的沉积地质体进行岩相刻画、复原古地理、再造古构造、推演洋陆转化ꎮ 在中二叠世之前ꎬ特提斯大洋持续扩张ꎬ冈瓦

纳、欧亚 ２ 个大陆边缘拉张裂离ꎬ形成裂离地块(陆缘海台)与陆缘裂陷盆地ꎬ构成“多岛洋”构造－地理格局ꎮ 中二叠世ꎬ特提

斯大洋板块开始向北俯冲消减ꎬ欧亚大陆边缘的东大山—临沧一线形成增生前锋弧ꎬ前锋弧靠陆一侧转为弧后拉张环境ꎬ继
续保持“台盆相间”的古地理格局ꎮ 晚二叠世末—早三叠世ꎬ特提斯大洋板块继续向北俯冲消减ꎬ金沙江－哀牢山和澜沧江弧

后盆地洋壳也分别向西、向东俯冲于昌都－思茅地块之下ꎬ使其转为双向弧后盆地ꎻ而中咱－中甸地块、甘孜－理塘洋还保持拉

张环境ꎮ 晚三叠世ꎬ特提斯洋、澜沧江和金沙江－哀牢山弧后盆地洋壳继续俯冲ꎬ直到关闭ꎻ昌都－思茅地块转为弧后双向前陆

盆地ꎬ中咱－中甸地块转为周缘前陆盆地ꎻ中咱－中甸地块东部受甘孜－理塘弧后洋盆的俯冲ꎬ形成弧－盆系ꎮ 晚三叠世ꎬ特提斯

大洋板块开始向南西俯冲ꎬ形成冈底斯－腾冲陆缘岛弧ꎮ 保山地块东部在晚三叠世早期为陆缘岛弧ꎬ晚期转为弧后前陆盆ꎻ西
部形成周缘前陆盆地ꎮ 这样ꎬ在大洋板块俯冲阶段形成冈瓦纳、欧亚 ２ 个大陆边缘与裂离地块上的 ２ 个级别的“多弧盆”构造

－地理格局ꎮ
关键词:“三江”造山带ꎻ洋陆转换ꎻ古构造与古地理再造ꎻ地质调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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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陆转换从大洋板块向大陆板块俯冲开始ꎬ至
陆陆碰撞结束ꎬ造山带往往记录了洋陆转换过程的

地质信息ꎮ 造山带现存区域地质记录有“失序”和

“残破”的特点 １－２ ꎬ但现存区域地质记录———一组

特征性的岩石单元ꎬ能反映原来特定沉积环境ꎬ并
发现业已消失的构造古地理单元ꎮ 准确鉴别并恢

复造山带沉积盆地构造原型ꎬ是获取洋陆转换方式

和时限的沉积－地层判别标志的有效方法之一ꎮ
徐强等 ３ 将造山带的沉积学研究置于全球框架

中ꎬ恢复全球古地理控制下的构造古地理演化ꎮ 蔡

雄飞等 ４ 对造山带古地理的恢复主要采用“反序”
的方法ꎬ并认为造山带古地理不能在现代的地理底

图上仅根据现有地层产出状态重造ꎮ 吴根耀等 １－２ 

在重视构造复位的基础上ꎬ以“反序－反转构造”的
方法对造山带古地理学进行了阐述ꎮ 牟传龙等 ５ 采

用 “古地理单元之间可以不遵循瓦尔特相律”的方

法恢复与重建了造山带的古地理面貌ꎬ编制了相应

的古地理图ꎮ 张克信等 ６ 运用洋板块地层学从俯冲

增生杂岩带中重建洋板块地层的主要类型与序列ꎮ
西南“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造山带大

地构造位置位于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域东部的转

折端ꎬ岩性多样、地层齐全(表 １)、构造复杂、岩浆活

动频繁ꎮ 西南“三江”造山带包含了消失的特提斯

大洋、两侧的冈瓦纳大陆(印度克拉通)与欧亚大陆

(扬子克拉通)边缘 ７－１０ ꎮ 从晚古生代开始ꎬ特提斯

大洋开始向两大陆俯冲ꎬ形成洋陆转换带“沟－弧－
盆”构造体系 ７ １１－１４ ꎮ 晚三叠世特提斯大洋消亡ꎬ冈
瓦纳与欧亚大陆碰撞ꎬ形成 “三江” 造山带 ８ １１ ꎮ
“三江”造山带大地构造单元自西向东包括印度克

拉通(Ⅰ)、冈瓦纳大陆北东陆缘弧盆系(察隅－盈江

岩浆弧(Ⅱ１ )、嘉黎－波密陆缘缝合带(Ⅱ２ )、冈底

斯－腾冲地块(Ⅱ３)、潞西－三台山缝合带(Ⅱ４)、保
山地块(Ⅱ３)、特提斯洋缝合带(Ⅲ)、欧亚大陆南西

陆缘弧盆系(左贡－临沧岩浆弧(Ⅳ１)、澜沧江陆缘

缝合带(Ⅳ２)、昌都－思茅地块(Ⅳ３)、金沙江－哀牢

山陆缘缝合带(Ⅲ４)、德格－中甸地块(Ⅲ５)、甘孜－
理塘陆缘缝合带(Ⅲ６))ꎻ扬子克拉通(Ⅴ) (松潘－
甘孜地块(Ⅴ１)、上扬子陆块(Ⅴ２))  １３ (图 １)ꎮ 经

历了 ５ 个演化阶段ꎬ罗迪尼亚超大陆解体与原特提

斯洋初始扩张、古生代特提斯洋扩张与冈瓦纳ꎮ 欧

亚大陆被动边缘盆地形成、晚古生代—三叠纪大洋

双向俯冲与大陆边缘弧盆系形成、白垩纪碰撞造山

与盆 山 转 换、 新 生 代 青 藏 高 原 隆 升 与 陆 内 造

山 ８ １１ １３ １７ ꎮ 因此ꎬ“三江”造山带中的岩相记录了

洋陆转换过程中的构造演化、古地理变迁ꎮ
罗建宁等 １６ １８ 先后两次用“沉积体系域”的主

导思想进行了“三江”造山带古构造与古地理复原ꎬ
编制了重要时段的岩相－古地理图ꎮ 潘桂棠等 ７－８ 

用“多岛弧盆系”的思想ꎬ编制了“三江”造山带构造

转换时期的古地理复原图ꎮ 前者采用的资料较老ꎬ
未真实反映 “三江”造山带的岩相－古地理ꎬ后者是

以大地构造思想编制的古地理复原图ꎬ反映了基本

轮廊与演化规律ꎬ但未达到精细刻画其岩相的程度ꎮ
沉积盆地是造山带重要的大地构造相单元之

一ꎬ完整地记录了板块边缘的动力学过程和构造演

化及造山作用方式和时限ꎮ 沉积盆地构造原型鉴

别与恢复是造山带结构－属性解剖的重要内容之

一 １５ ꎮ 本文采用大地构造相组合分析和沉积学相

序组合原理 １９ ꎬ恢复造山带“失序”和“残破”的地

质体形成的构造沉积环境ꎬ以构造相、沉积岩相、混
杂岩相与岩浆岩相的相互验证和约束确定不同级

别的构造－岩相古地理单元ꎬ编制完成洋陆转换过

程中的俯冲前拉张、俯冲过程中挤压背景 ２ 个时段

的构造－岩相古地理图ꎬ重塑“三江”造山带 ２ 个时

段的沉积盆地类型及空间配置关系ꎬ恢复各时代构

造、岩石组合的构造背景、古地理变迁规律ꎬ重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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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陆转换过程中的构造古地理演化ꎮ
编图采用在现有的地理位置上恢复－表达沉积

时的岩相－古地理ꎬ用实线＋箭头表达盆地形成的拉

张、挤压构造性质与矿张、俯冲方向ꎬ用不同线形与

粗细区分不同级别的古地理单元ꎬ用代号表达沉积

相ꎬ用岩性花纹表达岩相ꎬ用构造－盆地演化图表达

岩相－古地理演化ꎮ

１　 洋陆转换过程中的古地理单元划分及

构造－古地理单元术语解释

　 　 洋陆转换的板块离散、汇聚过程是一个有机统

一的动态过程ꎬ也是壳－幔物质循环、洋－陆构造格

局转变及大陆地壳生长的重要过程ꎮ 这一复杂过

程先后形成不同类型的沉积盆地和填充序列 ７－１０ ꎮ
本文古地理单元划分指导思想以形成的大地构造

背景划分盆地类型ꎬ拉张背景大洋盆地称为“多岛

洋”  １１ ꎬ挤压背景下的大陆边缘弧盆称为 “多弧

盆”  １２－１４ ꎮ

“多岛洋”洋盆从陆至海分为三大基本构造－地
理单元:被动大陆边缘、大洋盆地和大洋中脊ꎮ

被动大陆边缘由陆向海分为大陆架、大陆坡和

大陆隆ꎮ 被动大陆边缘还有可能拉裂出陆缘裂谷ꎬ
如有地块脱离大陆主体ꎬ就形成陆缘海台(裂离地

块)ꎬ其间发育成陆缘裂陷洋盆ꎮ 大洋盆地形态上

表现为海盆、海槽ꎮ 海盆底部发育深海平原、深海

丘陵等地形ꎮ 深海丘陵包括海岭或海脊、海山(洋
岛)、洋中海台(移置地块)ꎮ 大洋中脊分脊顶区和

脊翼区ꎮ 大洋中脊一般有深 １ ~ ３ ｋｍ 的裂谷ꎮ
“多弧盆”边缘海盆在洋陆转换过程中形成ꎬ类

似于现今太平洋西海岸ꎬ构成海沟－岛弧－边缘盆地

(沟－弧－盆)系列或海沟直逼陆缘的安第斯型大陆

边缘盆地系列ꎮ
洋壳向大陆俯冲时形成的构造－地理单元包括

海沟、增生楔、弧前盆地、前锋弧(增生弧)、弧间洋

盆、岛弧(陆缘弧)、弧后洋盆ꎮ 在弧陆、陆陆碰撞

时ꎬ裂离地块受弧间洋盆双向俯冲转为双向弧后前

陆盆地ꎬ如弧后洋盆单向俯冲则转为前渊－前陆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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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西南“三江”造山带大地构造分区图 １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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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ꎮ 在后碰撞造山阶段ꎬ还表现出滞后拉张和走

滑 １５ ꎬ形成滞后裂谷－裂陷盆地、走滑盆地ꎮ
几个重要构造－古地理单元解释如下ꎮ
(１)地块:是大地构造术语ꎬ被定义为地壳物质

的碎块ꎬ或在一个板块上形成ꎬ或从一个板块上断

裂而成ꎬ后来增生(又称缝合)到另一个板块之上ꎬ
地块及其附着的地壳之间的缝合线通常为一条断

层ꎮ 本文细分为移置地块和裂离地块两大类ꎮ
(２)移置地块或洋中海台(ｍｉｄｏｃｅ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指洋盆中孤立的海底高原ꎬ大多位于水深 ４０００ ~
５５００ ｍ 处ꎬ往往有平坦的顶部和较陡的斜坡ꎬ在这

些陆块上也可以有地台型沉积ꎮ 上覆以钙质为主

的厚层沉积物ꎬ通常无明显的火山、地震等构造活

动ꎮ 有些则具有陆壳性质ꎬ可能是大陆破裂、分离

漂移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碎块ꎬ其地壳厚度大于正常

洋壳ꎬ但小于正常陆壳ꎬ如印度洋的马斯克林海台

(地块)ꎮ
(３) 裂离地块或边缘海台 ( Ｅｐｉ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ｅ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由于被动陆缘的拉张或弧后盆地的拉张

而裂离地壳碎块ꎬ命名为裂离地块ꎬ总体还是属于

大陆边缘构造系统ꎮ 多分布于水深 ５００ ~ ４０００ ｍ
处ꎬ为大陆坡或岛坡上的平坦面ꎬ坡度在 １ / １００ 以

下ꎬ如美国东南岸外的布莱克海台ꎮ

２　 洋盆扩张期———早中二叠世构造－古地理

“三江”造山带的特提斯洋在晚二叠世前处于

扩张期ꎬ总体为拉张背景 １３－２６ ꎬ在欧亚大陆南西缘

有盐源－丽江陆缘裂谷盆地、甘孜－理塘陆缘裂陷盆

地、中咱－中甸裂离地块、金沙江－哀牢山陆缘裂陷

洋盆、昌都－思茅裂离地块ꎮ 但在特提斯的昌宁—
孟连地区ꎬ洋壳已经开始向欧亚大陆俯冲ꎬ形成临

沧增生前锋弧ꎬ澜沧江陆缘裂陷洋盆转为弧后洋

盆ꎮ 保山地块还是移置地块(洋中海台)(图 ２)ꎮ
２.１　 欧亚大陆西部被动陆缘

２.１.１　 盐源－丽江陆缘裂谷盆地

主体为陆缘拉张环境ꎬ同生断裂发育ꎮ 沉积有

从陆相到海相的玄武质火山岩、火山喷发(溢)间隙

期的陆架相碳酸盐岩夹少量海陆交互相的碎屑岩ꎮ
从北东向南西水体逐渐变深ꎬ往南西延深有半深海

相泥灰岩、硅质岩和火山沉积ꎮ 同时ꎬ发育与同生

断裂相伴的滑塌火山角砾岩、碳酸盐岩角砾岩ꎮ 纵

向充填序列表现为由浅至深ꎬ具滨岸相—浅海相—

半深海相的海进演化特征ꎮ
２.１.２　 甘孜－理塘洋盆

现有证据表明ꎬ甘孜－理塘洋盆在二叠纪开始

打开ꎬ堆晶辉长岩斜锆石 ＬＡ－ＩＣＰ－ＭＡＳＳ Ｕ－Ｐｂ 年

龄为 ２８６.２±５.１ Ｍａ ２７ 、辉长岩锆石 ＳＨＲＩＭＰ Ｕ－Ｐｂ
测年结果为 ２９２±４ Ｍａ ２８ ꎮ 此时ꎬ已出现洋壳ꎬ以洋

中脊擦岗隆洼岩组为代表ꎮ 主体岩性为玄武岩夹

橄榄辉石岩、苦橄岩、堆晶辉长岩、辉绿岩、硅质岩、
泥质板岩等ꎮ 深洋海盆沉积以木圣土组为代表ꎬ为
青灰色砂岩、粉砂岩、板岩ꎬ玄武岩ꎬ局部见灰岩、硅
质夹层ꎮ
２.１.３　 中咱－中甸裂离地块

在地块中部ꎬ拉裂出陆间裂谷ꎬ这样古地理表

现为“两隆夹一凹”的格局ꎮ 在得荣、乡城、香格里

拉等地区为裂谷火山盆地相ꎬ为火山岩夹泥灰质

岩、硅质岩沉积ꎮ 另零星出现铁质基性岩(辉绿岩、
辉长辉绿岩、辉长岩)、铁质超基性－基性岩杂岩(橄
榄岩、辉石岩、辉长岩、辉绿岩)、玄武岩ꎬ达到了准

洋中脊相 ２９ ꎬ其形成环境还存争议ꎮ 白玉向南至沙

马西局部地区发育半深海盆地相砂泥质、灰质、硅
质及火山岩沉积ꎮ 西部义敦、德荣等地为开阔台地

相碳酸盐岩沉积ꎮ 东部边缘新龙甲洼—水洛河东

部一线为滨岸－浅海相碎屑岩、碳酸盐岩及火山岩

沉积ꎮ
２.１.４　 金沙江－哀牢山洋盆

早二叠世早期为金沙江洋盆扩展的鼎盛时期ꎬ
洋盆宽度约为 １８００ ｋｍ １７ ꎮ 中二叠世晚期大洋岩石

圈板块开始向南西俯冲ꎮ
洋中脊相金沙江段出露在岗托—西渠河、朱巴

龙、羊拉一带ꎬ哀牢山出露在双沟—平掌—老王寨

一带ꎮ 岩石组合为超基性岩(为镁质超基性岩－橄

榄岩ꎬ个别为铁质超基性岩)、基性—超基性杂岩

(辉长岩、辉绿岩－橄榄岩、辉石岩)、基性岩(以辉绿

岩为主ꎬ次为辉绿辉长岩、辉绿玢岩)ꎮ 深海盆地相

以其泥质、硅质、火山岩沉积为代表ꎬ整个金沙江－
哀牢山洋盆普遍存在ꎬ还夹有许多规模不等的超基

性岩和灰岩“外来体”ꎮ 浅海相、半深海盆地相以砂

泥质、灰质、火山沉积为代表ꎮ
２.１.５　 昌都－思茅裂离地块

该地块为一典型的陆缘海台ꎬ主体为陆表海ꎬ
向东西两侧渐变为半深海—深海相ꎮ 昌都－思茅裂

离地块偶尔露出地表ꎬ生达、玉曲等地为古陆剥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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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西南“三江”造山带早—中二叠世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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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ꎬ边缘发育滨岸相碎屑岩沉积ꎮ 陆表海为碎

屑岩夹碳酸盐岩和火山岩组合ꎬ主要岩石类型

有中细粒砂岩、灰岩及少量板岩和凝灰质熔

岩ꎬ局部地段见浅滩相亮晶生物碎屑灰岩、生
物礁灰岩ꎮ 浅海陆棚相岩性以碎屑岩为主ꎬ夹
厚度不稳定的火山岩和灰岩ꎬ偶见风暴沉积ꎮ
半深海—深海相由碎屑岩夹灰岩、火山岩组

成ꎬ如杂多县结杂乡东北贡纳涌下中二叠统尕

笛考组主要为一套碎屑岩、火山碎屑岩、玄武

岩夹灰岩沉积ꎻ兰坪县石登乡西拉竹河下—中

二叠统由碎屑岩夹灰岩、火山岩组成ꎻ洱源县

炼铁乡立七罗地区下—中二叠统上部为玄武

岩ꎬ下部为深灰色厚层状灰岩夹生物(介壳)碎
屑灰岩ꎬ表明可能有陆内裂谷出现ꎮ
２.１.６　 澜沧江弧后洋盆

北澜沧江弧后洋盆ꎬ在维西白济汛—兰坪

营盘一带见有保存完好的洋中脊相蛇绿岩ꎬ由
蛇纹岩、堆晶杂岩(橄榄单辉岩－辉长岩－钠长

花岗岩)、变基性火山岩、放射虫硅质岩组成ꎮ
在北澜沧江断裂东侧德钦县吉东龙、沙木、维
西县康普等地ꎬ呈现为深海洋盆ꎮ 由二叠系吉

东龙组、沙木组组成ꎬ为一套火山碎屑浊积岩、
火山碎屑岩夹中基性火山岩沉积ꎮ

南澜沧江弧后洋盆北起云县ꎬ南至景洪ꎬ
大致沿澜沧江两岸断续出露洋中脊相的基性、
超基性岩体 ２６ ３０ ꎮ 海盆相以古生界团梁子岩

组、石炭系—二叠系龙洞河组、大新山岩组、拉
竹河组沉积为代表ꎮ 团梁子岩组为泥岩、粉砂

岩夹基性火山岩、灰岩、砾岩ꎮ 团梁子岩组变

沉积岩样品的锆石 Ｕ－Ｐｂ 年龄结果显示ꎬ其原

岩沉积时代不早于 ２７２ ±１. ６ Ｍａ 和 ２５９ ±１. ０
Ｍａꎮ 侵入团梁子岩组的安山玢岩锆石 Ｕ－Ｐｂ
年龄为 ２４４±１.１ Ｍａꎬ表明团梁子岩组时代可能

为中—晚二叠世ꎮ 团梁子岩组的变玄武岩岩块

属于低钾拉斑玄武岩系列ꎬ具有典型的Ｎ－ＭＯＲＢ
(正常洋中脊玄武岩)地球化学特征 ３１ ꎮ
２.１.７　 类乌齐－临沧增生前锋弧

类乌齐－左贡增生前锋弧以中—上二叠统

东坝组、沙龙组为代表ꎬ主体为一套滨浅海相

碎屑岩及玄武安山岩、杏仁状或致密块状玄武

岩、安山质角砾熔岩及变质凝灰岩夹灰岩组

合ꎮ 火山岩性质属于陆缘火山弧环境ꎮ

５０９１　 第 ４１ 卷 第 １１ 期 尹福光等:再造西南“三江”造山带洋陆转换过程中的构造与古地理



此时ꎬ临沧地区古地理不明ꎬ未见地层、岩浆岩

出露ꎮ 近期有零星的早二叠世侵入岩发现ꎬ为岛弧

性质ꎮ 可识别的二叠纪片麻状黑云花岗闪长岩、少
量英云闪长岩和石英闪长岩ꎬ侵位于古生界变质岩

系中 或 呈 残 留 体 分 布 于 三 叠 纪 二 长 花 岗 岩

体中 ３２－３３ ꎮ
２.２　 怒江—昌宁—孟连地区构造－岩相古地理

包含南、北两段ꎬ北为丁青－碧土洋盆ꎬ南为昌

宁－孟连洋盆ꎮ
２.２.１　 丁青－碧土洋盆

分布于嘉玉桥—扎玉一带ꎬ主体为深海盆地

相ꎬ由灰绿色枕状玄武岩、硅质板岩夹薄层状灰岩

组成ꎮ 基性熔岩和基性侵入岩均为洋中脊环境的

ＭＯＲＢ 型ꎮ 洋中脊相见于俄学、八宿—下林卡、碧
土—丙中洛地区ꎬ由方辉橄榄岩、辉长岩、大洋拉斑

玄武岩及洋岛玄武岩、辉绿岩组成ꎮ 蛇绿岩具有 Ｐ－
ＭＯＲ(地幔柱型)或 ＭＯＲ(洋中脊型)特征 ３４ ꎮ 多

伦蛇绿岩围岩中发育石炭纪—二叠纪深水沉积孢

子化石ꎬ时代属于二叠纪ꎮ 半深海盆地相→浅海陆

棚相以早二叠世苏如卡岩组为代表ꎬ岩性为砂质泥

岩、泥岩、硅质泥岩、硅质岩、灰岩夹基性火山岩ꎮ
２.２.２　 昌宁－孟连洋盆

发育较典型和完整的洋中脊相的铜厂街、南汀

河、牛井山、孟连 ４ 个蛇绿混杂岩片ꎬ主要由蚀变单

辉橄榄岩、堆晶单辉橄榄岩、辉绿岩、块状和枕状玄

武岩、放射虫硅质岩、苦橄岩等组成 ３４－３５ ꎮ
昌宁－孟连带内的石炭纪洋岛火山岩分布极广

泛ꎬ为石炭系平掌组ꎬ被石炭系—二叠系鱼塘寨组

碳酸盐岩整合覆盖ꎮ 火山岩包括拉斑玄武岩系列

和碱性玄武岩系列ꎬ拉斑玄武岩系列分布在昌宁、
孟连、铜厂街、老厂等地ꎬ碱性玄武岩系列广泛分布

于整个带 １７ ３６ ꎮ
深海盆地相由石炭系—二叠系光色组组成ꎬ见

于耿马县弄巴地区ꎬ主要为大洋拉斑玄武岩、放射

虫硅质岩、泥质硅质岩等 ３７ ꎮ 半深海弧前盆地相分

布于双江县梁子寨、沧源县岩帅、孟连县岔河等地ꎬ
由二叠系拉巴组构成ꎬ为薄—中层状的泥质板岩ꎬ
粉砂质泥质板岩、局部见硅质岩ꎬ所含生物为牙形

石、放射虫ꎬ指示沉积环境为深水欠补偿盆地ꎮ 而

砂岩、灰岩、凝灰岩呈夹层出现ꎬ砂岩、灰岩具明显

的浊流成因ꎬ为一套深水—半深海浊积岩建造ꎬ是
洋壳俯冲过程中形成的弧前沉积 ３８ ꎮ

２.３　 冈底斯—腾冲地区构造－岩相古地理

２.３.１　 保山洋中海台

海台东北边缘为半深海盆地相碎屑岩、碳酸盐

岩沉积ꎮ 碧江向南至保山、施甸一带大范围分布浅

海陆棚相碎屑岩、碳酸盐岩沉积ꎮ 西部边缘沿怒江

两岸主要为滨岸相碎屑岩沉积ꎮ 总体表现为西高

东低ꎬ西浅东深ꎬ自西向东倾覆状态ꎮ 西部发育冈

瓦纳相含砾沉积和以 ＳｔｅｐａｎｏｖｉｅｌｌａꎬＥｕｒｙｄｅｓｍａ 为代表

的冷水动物分子ꎬ揭示其强烈的亲冈瓦纳特征ꎮ
冰水滨岸相以保山市东南丙麻乡下二叠统丁

家寨组下部为代表ꎬ为一套灰色—深灰色厚块状冰

碛含砾钙质杂砂岩ꎬ夹少量生物碎屑灰岩、炭质板

岩、泥岩、细砂岩等ꎮ 丁家寨组冰碛含砾钙质杂砂

岩沉积结束后碳同位素出现强烈负偏ꎬ与西南“三
江”造山带冰期结束、早二叠世初次温度上升、大量

玄武岩喷发等时限一致ꎬ共同说明保山地块在早二

叠世开始从冈瓦纳大陆东北缘裂解出来ꎬ并开始向

北漂移 ３９ ꎮ
开阔台地相以保山市南至施甸地区中二叠统

沙子坡组下段为代表ꎬ岩性由含泥质灰岩、灰岩、生
屑灰岩等组成ꎬ上部含白云质及燧石结核ꎻ上段以

白云岩沉积为主ꎬ为局限台地相沉积ꎮ
浅海陆棚相以云南施甸县西何元乡地区上石

炭统—下二叠统丁家寨组为代表ꎬ自下而上为浅海

陆棚相砂泥质沉积→浅海陆棚边缘重力流水下扇

沉积→浅海陆棚杂色富含生物陆屑灰泥质沉积→
近滨浅滩泥砂质沉积→浅海陆棚碳酸盐岩、砂泥质

岩沉积ꎬ反映了海退→海进沉积旋回变化特点ꎮ
半深海相以保山市东南丙麻乡上石炭统—下

二叠统丁家寨组三段为代表ꎬ主体部分为粉砂岩、
砂质泥岩夹碳酸盐岩沉积ꎮ

卧牛寺陆内裂谷相分布于泸西县老窝、隆阳区

水寨、西邑、昌宁县更嘎、永德县勐板等地ꎮ 以早二

叠世晚期卧牛寺组大陆裂谷型玄武岩喷发为代表ꎮ
２.３.２　 波密－腾冲滨浅海

在早二叠世发生大规模的沉降ꎬ全区发育滨

海—浅海相的含砾砂岩、板岩沉积ꎮ 与保山地区一

样ꎬ具冰海沉积的特点ꎮ 自东向西ꎬ冰海相分布于

八宿、日东一带ꎬ沉积物由含砾板岩、粉砂岩、页岩、
泥灰岩组成ꎬ与这套冰海相沉积物伴生的代表生物

为 Ｅｕｒｙｄｅｓｍａ ｓｔｅｐａｎｏｖｉｅｌｌａꎬ为冷水生物组合 ４０ ꎮ 河流－
滨海相分布于波密、然乌、腾冲一带ꎬ沉积物由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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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含砾砂岩、长石石英砂岩ꎬ含砾板岩、粉砂岩及页

岩组成ꎮ

３　 洋盆收缩期———晚二叠世—三叠纪构造－
岩相古地理

晚二叠世ꎬ丁青－孟连特提斯大洋主体进入收

缩时期ꎬ继续向北东俯冲ꎬ在扬子克拉通一侧形成

沟－弧－盆系活动陆缘ꎬ为典型的“多弧盆”古地理格

局ꎮ 在印度克拉通一侧形成安第斯型大陆边缘ꎮ
３.１　 冈瓦纳大陆(扬子克拉通)西部边缘“多弧盆”
３.１.１　 盐源－丽江陆缘裂谷盆地

晚二叠世ꎬ盐源—丽江地区与扬子克拉通西缘

一致ꎬ有大规模的基性火山喷发ꎬ形成东部泛洪平

原、西部浅海的古地理格局ꎮ 早—中三叠世ꎬ峨眉

山玄武岩喷发结束ꎬ扬子克拉通西缘整体处于热沉

降与局部拉张环境ꎬ沉积了下三叠统青天堡组、中
统北衙组和白山组ꎬ以滨浅海相碳酸盐岩和砂岩、
泥质岩石为主ꎬ表现为海侵过程ꎬ为混积潮坪或滨

岸相到浅海相ꎮ 晚三叠世ꎬ扬子克拉通边缘转为向

西南俯冲ꎬ形成前陆盆地ꎮ 盐源—丽江地区就为前

陆逆冲带上的楔顶盆地ꎬ从海相到海陆交互相、直
到盆地消失(图 ３)ꎮ
３.１.２　 甘孜－理塘弧后洋盆

晚二叠世—早三叠世ꎬ弧后继续扩张ꎬ形成弧

后洋盆ꎮ 洋中脊相以甘孜蛇绿混杂岩群(Ｐ－Ｔ)和

理塘蛇绿混杂岩群为代表 １３ ꎮ 其中ꎬ玄武岩以拉斑

玄武岩系列为主ꎬ稀土、微量元素等特征综合反映

有 Ｎ－ＭＯＲＢ 型ꎬ但主体为 Ｅ－ＭＯＲＢ(富集型洋中

脊玄武岩)型和 ＳＳＺ 型ꎮ 在南部中甸出现深海相ꎬ
发育上千米厚的基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与砂泥复

理石和灰岩、滑塌角砾状灰岩ꎮ 火山岩显示中—高

钛、低钾(小于 ０.５％ )的大洋拉斑玄武岩和洋岛玄

武岩特征ꎮ 深海相发育洋底基性火山岩和砂泥、硅
泥质复理石 ２１ ꎮ 次深海相分布于洋中脊东侧治

多—新龙一带ꎬ发育一条狭窄的具有斜坡性质的

砂、泥、硅泥质复理石ꎮ
晚三叠世早—中期ꎬ洋盆收缩并向西俯冲ꎬ进

入残余洋盆地演化阶段ꎮ 晚三叠世晚期ꎬ洋盆消

亡ꎬ与东侧巴颜喀拉地块共同构成周缘前陆盆地ꎮ
３.１.３　 中咱－中甸裂离地块→岛弧

晚二叠世—中三叠世ꎬ中咱－中甸裂离地块仍

为拉张环境ꎬ形成陆内裂谷ꎮ 火山岩大面积分布ꎬ

以上二叠统岗达概组和下三叠统列衣组致密状玄

武岩、杏仁状玄武岩、安山玄武质火山角砾岩、安山

玄武质岩屑凝灰岩为代表 ２９ ꎮ 还相伴有白玉－香格

里拉次深海相ꎬ早三叠世地层主要为党恩组和列衣

组ꎬ由凝灰质浊积岩和钙屑浊积岩组成ꎬ夹黑色含

放射虫硅质岩ꎬ以发育滑塌构造为特征ꎮ 裂谷两岸

为滨岸－台地相ꎬ为砂岩、灰岩组合ꎬ分布在西部德

格、白玉ꎬ呈北北西向带状展布ꎮ 下部为含白云质

灰岩和灰质白云岩ꎬ局部为灰色鲕粒灰岩或微晶灰

岩ꎬ上部为中块层状结晶灰岩夹少量岩屑砂岩、粉
砂质板岩、板岩及少许砾岩ꎮ 南部在中甸坝子一

带ꎬ布伦组、洁地组出现局限台地或碳酸盐潮坪相

沉积环境ꎮ 向东接近沙鲁里一带ꎬ千枚岩、板岩增

多ꎬ沉积水体有变深趋势ꎬ出现外陆棚－上斜坡沉积

环境ꎮ
晚三叠世ꎬ甘孜－理塘洋壳向西俯冲ꎬ在中咱－

中甸裂离地块东缘形成弧盆体系:沙鲁里增生前锋

弧→昌台－乡城弧间盆地→义敦火山岛弧→勉戈－
青达柔弧后盆地ꎮ

沙鲁里增生前锋弧紧靠甘孜－理塘缝合带西

侧ꎬ呈南北向带状展布ꎬ弧火山岩发育ꎬ以浅海环境

的安山岩、英安岩和安山质凝灰岩为主夹少量灰岩

透镜体为沉积特征ꎮ
昌台－乡城弧间盆地位于沙鲁里前锋弧与义敦

火山弧之间ꎬ以图沟组和喇嘛垭组岩屑砂岩夹板

岩、灰岩及火山岩沉积为代表ꎮ 火山岩主要岩性为

流纹岩、玄武岩、英安质凝灰岩ꎬ表现为“双峰式”特
征ꎬ构成了弧间拉张盆地ꎮ

义敦火山岛弧广泛分布一套火山喷发－沉积岩

系ꎬ称呷林组和勉戈组ꎮ 以英安岩－安山质英安岩

和火山碎屑岩为主ꎬ夹砾岩、硅质岩ꎬ组成多个火山

喷发－沉积旋回ꎮ
勉戈－青达柔弧后盆地位于义敦岛弧西侧ꎮ 上

三叠统称勉戈组ꎬ下段为玄武质熔岩和玄武质凝灰

岩ꎬ集中分布在勉戈、拉巴沟等地ꎻ上段由下部的英

安质熔岩、英安质碎屑岩和上部的流纹质熔结凝灰

岩为主的中酸性火山岩系组成ꎬ具有“双峰式”火山

活动特征ꎮ
３.１.４　 金沙江－哀牢山弧后－间洋盆

早二叠世晚期—晚二叠世ꎬ金沙江洋开始向西

俯冲消减ꎬ形成洋内火山弧(洋岛)－弧间盆地ꎬ与西

部的陆缘火山弧－弧后盆地构成弧盆系的空间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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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三江地区晚二叠世岩相古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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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ꎮ
晚二叠世ꎬ洋脊继续发育ꎬ包括治多县南部多

彩沟弧前蛇绿岩、巴塘县北部蛇绿岩、得荣县西蛇

绿岩等ꎮ 在巴塘至得荣一带主要为岗托岩组(Ｐ －
Ｔ２)的深海相ꎬ沉积物由砂板岩、泥板岩、硅质岩组

成砂泥复理石、硅泥复理石沉积ꎬ并与火山岩构成

火山喷发－沉积旋回ꎮ 火山岩仍具大洋拉斑玄武岩

性质ꎮ
晚二叠世ꎬ金沙江弧间洋盆开始向西俯冲ꎬ其

西侧有岛弧火山岩和中酸性岩浆活动ꎬ出现洋岛－
海山相ꎮ 在治多县南多彩沟、芒康东部一带ꎬ其代

表性沉积为加日埃岩组ꎬ由结晶灰岩、生物碎屑灰

岩、砂岩、板岩、硅质板岩、安山岩、玄武岩、凝灰岩、
火山角砾岩等组成ꎬ还混杂有超基性岩、辉长岩、硅
质岩、大理岩块等ꎬ为洋内弧－洋岛火山－沉积岩建

造 １３ １７ ４１ ꎮ 在奔子栏一带为弧前盆地相ꎬ下部以基

性火山岩为主夹少量板岩ꎬ中部为板岩、砂岩夹安

山岩、灰岩及硅质岩类ꎬ上部为泥质板岩、钙质长石

砂岩夹玻基安山岩、辉石安山岩及火山质角砾岩ꎬ
还混杂有超基性岩、辉长岩、碳酸盐岩等岩块ꎮ

进入晚三叠世早期ꎬ金沙江－哀牢山洋盆消亡ꎬ
形成金沙江－哀牢山长达上千千米的窄长的造山剥

蚀区(古陆)ꎮ 晚期转入碰撞后滞后拉张ꎬ形成裂陷

盆地ꎬ哀牢山地区的一碗水组是其代表ꎬ为海陆交

互相的煤系地层ꎮ
３.１.５　 昌都－兰坪－思茅弧后－前陆盆地

晚二叠世ꎬ受到两侧洋盆俯冲ꎬ昌都－思茅地块

转为弧后前陆盆地ꎮ 从东至西形成江达－维西－墨

江陆缘弧、昌都－思茅弧后－前陆盆地、杂多－景洪陆

缘弧ꎮ
(１)江达－维西－墨江火山弧

金沙江洋盆洋岩石圈板块向南西俯冲于昌都－
兰坪地块之下ꎬ在其东部边缘形成晚二叠世火山

弧ꎬ总体为一地势起伏不大的低矮岛链ꎮ 弧火山岩

发育较完整的钙碱性玄武岩→玄武安山岩→安山

岩→英安岩→流纹岩火山岩组合ꎮ
在治多—江达一带ꎬ上二叠统以卡香达组为代

表ꎬ为安山质集块岩、凝灰岩ꎬ具有陆相喷发特征ꎮ
下三叠统火山岩主体存在普水桥组、马拉松多组

中ꎬ岩石类型复杂多样ꎬ从中基性—中酸性系列岩

石均有出现ꎬ尤以中酸性火山岩大量分布ꎮ 普水桥

组为一套紫色碎屑岩夹中酸性火山岩熔岩、块状凝

灰岩、凝灰质角砾岩ꎬ夹少量砂质、凝灰质灰岩ꎮ 马

拉松多组主要为长石石英砂岩、粉砂岩、页岩ꎬ上部

含大量流纹岩、火山角砾岩、凝灰岩ꎬ下部含凝灰岩

及少量流纹岩ꎮ 岩性呈周期性变化ꎬ爆发相、溢流

相、爆发沉积相频繁交替ꎬ反映为早期陆相向晚期

海相的环境转变ꎮ 火山活动为裂隙式多中心喷发ꎬ
形成于挤压环境的火山弧中ꎮ

维西、墨江一带ꎬ上二叠统为高井槽组、羊八寨

组的近海沼泽－弧火山沉积组合ꎬ岩石类型有安山

岩、玄武安山岩、安山玄武岩、玄武岩等ꎮ 兰坪一

带ꎬ中三叠统包括上兰组(Ｔ２ ｓ)、攀天阁组(Ｔ２ ｐ)ꎮ
上兰组为陆源细碎屑、火山岩沉积ꎬ以千枚岩、粉砂

质板岩为主ꎬ夹砂岩、薄层状放射虫硅质岩、硅质板

岩及少量泥灰岩ꎻ火山岩为 “双峰式”火山岩ꎬ代表

张性裂谷的产物ꎮ 中—上三叠统芒怀组和小定西

组是以火山岩为主的一套火山－沉积岩系ꎬ为滞后

型弧 火 山 岩ꎬ 即 后 碰 撞 高 钾 钙 碱 性—钾 玄 岩

系列 １７ ꎮ
(２)昌都－思茅弧后－前陆盆地

受东西 ２ 个岩浆弧双向仰冲作用控制ꎬ在弧的

东西侧各形成一个坳陷ꎬ中部相对隆起ꎮ 大部分地

区早三叠世地层缺失ꎮ 从构造背景分析ꎬ昌都－思

茅前陆盆地的中央地区应属于东、西 ２ 个火山岛弧

共有的弧后盆地沉积区ꎬ且具有东西两侧深、中间

地带浅的海域分布模式ꎮ
昌都地区主体为滨浅海环境ꎮ 晚二叠世地层

下部为妥坝组ꎬ中部为卡香达组ꎬ顶部为夏牙村组ꎮ
妥坝组下部为海陆交互相的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夹

粉砂岩、泥岩与炭质泥岩及煤线ꎬ上部为滨岸相ꎻ其
上的夏牙村组为滨岸相砂页岩夹少量碳酸盐岩和

中基性—中酸性火山岩、火山碎屑岩组合ꎮ 兰坪—
思茅地区的滨浅海相以羊八寨组的砂砾岩、岩屑砂

岩、粉砂岩、泥岩ꎬ以及那箐组块状泥晶灰岩夹泥质

灰岩沉积为代表ꎮ
浅海陆棚相ꎬ大致以无量山西坡—思茅—拉沙

一线为界ꎬ分东、西 ２ 个相带ꎮ 东面位于绿春高井潮

一带ꎬ早期沉积物由碎屑岩、碳酸盐岩、火山岩混合

组成ꎻ晚期为浅海陆棚碳酸盐岩相ꎮ 西面分布于思

茅老公寨、老郭寨一带ꎬ早期为滨海相的砾岩、砂
岩、页(泥)岩ꎬ晚期为浅海相灰岩ꎬ局部泥晶灰岩中

含珊瑚点礁ꎮ
靠近澜沧江消减洋盆一侧可能存在半深海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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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相区ꎬ以中三叠世早期上兰组斜坡浊积扇相沉积

为代表ꎮ 可分为外扇相和中扇相ꎬ外扇相由细砂岩

与粉砂岩构成不等厚互层ꎬ可见粒序层理ꎻ中扇相

覆于其上ꎬ由细砂岩、粉砂岩、页岩构成许多叠覆叶

状体ꎮ
(３)杂多－景洪陆缘火山弧

古地貌上为断续相连的岛链状ꎬ地形起伏较

大ꎬ呈南北狭长带状分布于云县—景洪—勐腊一

带ꎮ 大多淹没于水下ꎬ以浅海为主ꎬ部分隆起成陆ꎮ
三叠纪火山岩大面积分布ꎬ普遍缺失下三叠

统ꎮ 中三叠统为一套以中酸性火山岩为主的火山

碎屑岩建造ꎻ上三叠统下部以中基性火山岩为特

征ꎬ上部为碎屑岩夹火山岩的火山岩－碎屑岩建造ꎮ
范蔚茗等 ４２ 获得忙怀组安山岩锆石 Ｕ －Ｐｂ 年龄

２４８.５±６.３ Ｍａ、汇河组年龄 ２１６±２０ Ｍａ 和小定西组

年龄 ２１３.５±７.７ Ｍａꎮ
３.１.６　 澜沧江弧后洋盆

北澜沧江地区大部分地段被东侧杂多－类乌

齐－东达山二叠纪—中三叠世火山弧向西逆冲掩

盖ꎬ弧后洋盆发育不清晰ꎮ
南澜沧江地区ꎬ晚二叠世开始向东俯冲ꎬ现存

只有深海盆地相ꎬ在景洪曼别和思茅大新山地区出

露ꎬ为大新山组ꎬ岩性为放射虫硅质岩、玄武岩ꎮ 硅

质岩地球化学特征研究表明ꎬ其为大陆边缘型硅质

岩ꎮ 玄武岩为拉斑玄武岩ꎬ其主量、稀土和微量元

素均显示洋脊玄武岩特征ꎮ 其他地层未出露ꎮ
３.１.７　 东达山－临沧岛弧

主体为晚三叠世东达山－临沧花岗岩基ꎬ在左

贡一带以基性火山岩喷发沉积为主ꎬ在兰坪—思茅

地区零星分布于南澜沧江西岸ꎬ赋存于沙龙组中ꎬ
呈夹层产出ꎬ岩石类型以玄武安山岩、杏仁状玄武

岩、致密块状玄武岩为主ꎬ次为安山质角砾熔岩、变
质凝灰岩等ꎮ 侵入岩主体为酸性侵入岩ꎬ规模较

大ꎬ基性侵入岩规模小ꎮ 前人获得的 Ｕ－Ｐｂ 年龄为

２６９±１８ Ｍａ、２４４±５ Ｍａ ４３ ꎮ
３.２　 怒江—昌宁—孟连地区构造－岩相古地理

３.２.１　 丁青－碧土洋盆

丁青－碧土洋盆晚二叠世—三叠纪为洋盆扩张

期ꎬ构造－古地理发育齐全ꎬ有洋中脊、深海盆地相、
海山相ꎮ

洋中脊相由橄榄岩、堆晶岩、辉长岩、斜长花岗

岩、辉绿岩等岩块混杂构成ꎮ 在觉翁混杂岩南部的

达仁乡夺列—青木朵一带ꎬ蛇绿岩中的辉长岩单颗

粒锆石 Ｕ－Ｐｂ 年龄为 ２４２ Ｍａ、２５９ Ｍａꎬ其形成时代

为晚二叠世—早三叠世①ꎮ 吴根耀 １ 报道了碧土蛇

绿岩属低钾的大洋拉斑玄武岩ꎬ形成的构造背景为

大洋中脊ꎬ稀土元素配分型式和部分微量元素指

示ꎬ碧土洋盆以 Ｅ－ＭＯＲＢ 和 Ｎ－ＭＯＲＢ 同时发育

为特征ꎮ
深海盆地相以罗冬硅泥质复理石沉积为代表ꎮ

复理石基质主要由含炭质粉砂质绢云板岩、粉砂质

绿泥千枚岩、变质绢云石英粉砂岩、变质中细粒含

长石英杂砂岩组成ꎬ块体有蛇纹石化超基性岩、辉
绿岩和结晶灰岩ꎮ

海山相有孟阿雄碳酸盐岩和察瓦龙海山碳酸

盐岩ꎮ
３.２.２　 昌宁－孟连残留洋盆

昌宁－孟连洋在晚二叠世已经开始俯冲消减ꎬ
其东侧为临沧增生弧ꎬ西侧为保山地块东缘ꎮ 此时

洋壳已消减完毕ꎬ但保留了深水盆地相和弧前盆地

相ꎮ 晚二叠世ꎬ昌宁－孟连大洋全部关闭ꎬ在其缝合

带上形成局部拉张环境的裂陷盆地的海陆交互相

三岔河组沉积ꎬ由砾岩、砂岩、泥岩组成ꎬ上部局部

出现炭质泥岩、煤线ꎮ
深水盆地相以晚二叠世拉巴组、早—中三叠世

怕拍组为代表ꎮ 拉巴组由薄—中层状的泥质板岩

组成ꎬ局部见硅质岩ꎬ所含生物为牙形石、放射虫ꎬ
指示沉积环境为深水欠补偿盆地 １４ ꎮ 弧前盆地相

出现在双江大雪山一带ꎬ以拉巴组浊流碎屑岩中普

遍含中基性、中酸性火山碎屑及沉玄武安山质岩屑

凝灰岩、凝灰岩等为标志ꎮ 怕拍组为板岩、泥质粉

砂岩ꎬ夹薄层状不等粒岩屑砂岩、细粒长石石英砂

岩、含砾泥岩ꎮ 鲍马序列发育ꎬ为大陆斜坡沉积

环境 ２５ ꎮ
３.３　 冈底斯—腾冲地区构造－岩相古地理

西南“三江”造山带主要涉及察隅－腾冲被动陆

缘岛弧、三台山弧后洋盆、保山前陆盆地 ３ 个次级构

造古地理单元ꎮ
３.３.１　 保山洋中海台－前陆盆地

晚二叠世—中三叠世ꎬ特提斯大洋西海岸继续

为拉张构造环境ꎬ发育晚二叠世沙子坡组、下—中

三叠统河湾街组碳酸盐岩夹碎屑岩ꎬ以白云岩为

主ꎬ为碳酸盐潮坪相ꎬ并平行不整合于下伏地层

之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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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三叠世ꎬ保山地块由裂离转入挤压环境ꎬ晚
三叠世早期形成岛弧ꎬ为以陆相基性→酸性→中基

性火山岩为主的牛喝塘组火山岩ꎮ 局部地区还夹

少量河流至湖沼相碎屑岩沉积ꎬ具有陆相火山喷发

沉积的特征ꎻ晚期为滞后拉张与热沉降ꎬ沉积南梳

坝组下部的灰岩、白云质灰岩ꎬ指示为滨－浅海碳酸

盐台地环境ꎻ继后东缘形成前陆盆地ꎬ发育南梳坝

组中上部海陆过渡相的砂岩、页岩→灰岩的沉积ꎮ
３.３.２　 潞西－三台山弧后洋盆

由于受东面的特提斯大洋向西俯冲影响ꎬ在保

山地块西面的三台山一带产生弧后拉张ꎬ形成弧后

洋盆ꎬ三台山有完整的蛇绿岩出露ꎬ代表了洋脊相ꎮ
潞西一带ꎬ扎多组的页岩、泥岩夹粉砂岩、砂岩、白
云岩ꎬ局部见硅质岩、硅质泥岩等代表了海盆相沉

积ꎮ 晚三叠世地层缺失ꎬ洋盆关闭ꎮ
３.３.３　 波密－腾冲被动陆缘－岛弧

仅波密康玉郭杂拉一带ꎬ有可能属此期地层ꎮ
由浅海相砂板岩和基性火山岩组成互层ꎬ构造－古

地理环境为陆缘裂谷(?)ꎮ
腾冲地区以大东厂组为代表ꎬ其下部主要属开

阔台地相潮间—潮上带的沉积ꎬ局部为台地边缘浅

滩相ꎻ中上部为泻湖相ꎮ 下部为灰色块状含生物碎

屑结晶灰岩、含鲕粒生物碎屑灰岩、含砂结晶灰岩

夹硅质岩、长石石英粉砂岩ꎻ中上部为灰色厚层块

状结晶(含)白云质灰岩、结晶灰岩、白云岩、白云岩

角砾岩夹石英砂岩ꎮ
在腾冲地区ꎬ从广泛分布的“白垩纪花岗岩”不

断解体出三叠纪花岗岩ꎬ岩石类型为黑云花岗闪长

岩及二云母花岗岩ꎮ 李再会等 ４５ 获得锆石激光剥

蚀年龄为 ２５１.５ ~ ２５６.４ Ｍａꎬ表明腾冲地区早三叠世

已发生岛弧造山作用ꎮ

４　 讨论与认识

西南“三江”造山带由多条缝合带及其间的地

块构成ꎬ西南“三江”造山带洋盆(缝合带)的物质组

成、形成与演化等研究很多ꎬ也很全面 １２－２０ ４６－４７ ꎬ但
对于洋盆性质、主大洋位置仍存在争论ꎮ 以下依据

各地块的岩相－古地理特征、盆地演化ꎬ讨论西南

“三江”造山带洋陆转换过程中古构造与古地理格

局、大洋性质ꎮ
４.１　 大洋扩张阶段“多岛洋”构造－古地理格局

对西南“三江”造山带特提斯主大洋性质与位

置有不同认识ꎬ一是认为有一主大洋ꎬ位置有金沙

江－哀牢山 １６ 、丁青－孟连 ４７ １２ ꎻ二是认为属于无主

大洋ꎬ为“多岛洋”  １１ ꎮ ２０００ 年后的区域地质调查

发现ꎬ丁青－孟连是特提斯主大洋 ２５ ꎬ后也被相继证

实 ２０ ４８－５０ ꎮ 本文也从发育有大洋中脊、深海平原、洋
岛海山等构造－古地理证实ꎬ存在丁青－孟连主大

洋ꎬ并认为大洋扩张阶段从欧亚、冈瓦纳大陆边缘

拉裂出多个海台(裂离地块)与裂陷盆地ꎮ 裂陷盆

地达到了洋壳 ２０ ２７ ３１ ５１ ꎻ各地块沉积环境主体为陆

表海或浅水碳酸盐弧立台地ꎬ向两侧变深转为陆

棚－半深海ꎬ具裂离地块大地构造环境、海台古地理

特征ꎻ这些地块都无结晶基底ꎬ由新元古代—寒武

纪火山岩－沉积岩褶皱变质而成ꎬ地壳较薄ꎬ在后期

拉张构作用下ꎬ易形成裂谷ꎮ
特提斯主大洋北东海岸地块从扬子克拉通本

体分离出去ꎬ只是相对位移ꎬ一直与本体有亲缘性ꎬ
作为裂离地块(陆缘海台)争议不大ꎮ 但保山(禅
邦)地块是移置地块(洋中海台)或裂离地块还有较

大的争议 ３７ ４１ ５１－５２ ꎬ本文视为移置地块ꎬ是在大洋形

成时从冈瓦纳大陆分离出来的ꎬ为一弧立的地块ꎮ
因此ꎬ“三江”造山带在此时为“多岛洋盆”性质与古

地理格局(图 ４)ꎮ
４.２　 大洋俯冲阶段“多弧盆”构造－古地理格局

有无主大洋或主大洋所在位置不同ꎬ关系到洋

陆转换方式与形成的“沟弧盆体系”空间配置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前ꎬ研究者多未认识到丁青－孟连是特

提斯主大洋的位置ꎬ认为是金沙江洋或澜沧江洋板

块俯冲的一个弧后盆地ꎬ表达的岩相－古地理与实

际有所差异 ２１ ꎮ 本文的构造－岩相古地理复原表

明ꎬ西南“三江”造山带为特提斯大洋板块早二叠世

晚期开始俯冲ꎬ在 ２ 个大陆边缘形成了“多弧盆”构
造－古地理格局ꎮ

丁青－孟连特提斯主大洋向北东俯冲ꎬ在欧亚

大陆南西缘形成东达山－临沧增生前锋弧 ３４ ꎬ弧靠

陆一侧转为弧后拉张环境ꎮ 东达山－临沧地块在晚

二叠世—三叠纪完全转为类似于现今印度尼西亚

前锋弧ꎬ规模巨大ꎬ从羌塘盆地中部南下一直延到

马来西亚ꎬ长度大于 ２０００ ｋｍꎮ 受弧后扩张与峨眉

山玄武岩喷发事件的双重作用ꎬ欧亚大陆南西缘继

续保持“台盆相间”的古地理格局ꎮ 晚二叠世ꎬ金沙

江－哀牢山和澜沧江弧后洋壳分别向西、向东运动ꎬ
即向昌都－思茅地块下俯冲ꎬ在地块东、西两侧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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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西南“三江”造山带及邻区盆地构造演化示意图(据参考文献[１３]修改)

Ｆｉｇ. 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 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印度ꎻＹＬ—雅鲁藏布ꎻＬＳ—拉萨ꎻＧＤ—冈底斯ꎻＴＣ－腾冲ꎻ ＢＧ—班戈－嘉黎带ꎻＳＴＳ—三台山ꎻＢＳ—保山ꎻＬＣ—临沧ꎻ

ＬＣＴ—澜沧江ꎻＳＭ—思茅ꎻＪＳ—金沙江ꎻＺＺ—中咱ꎻＧＺ—甘孜－理塘ꎻＹＺ—扬子ꎻＳＣ—四川盆地

形成江达－维西－绿春和杂多－景洪二叠纪火山弧

山系ꎬ昌都－思茅地块转为双向弧后盆地  ５３－５４ ꎻ而
中咱－中甸地块、甘孜－理塘弧后洋盆还保持拉张

环境ꎮ
晚三叠世早期ꎬ特提斯主大洋、金沙江－哀牢山

和澜沧江弧后洋盆关闭ꎮ 昌都－思茅地块两侧早期

形成的陆缘火山弧向地块内相向逆冲ꎬ转为弧后双

向前陆盆地ꎬ沉降－沉积时间较长ꎬ持续到古近纪ꎮ
中咱－中甸地块ꎬ西部与金沙江洋壳一起向西俯冲ꎬ
转化为周缘前陆盆地ꎻ东部受甘孜－理塘洋的俯冲ꎬ
形成了弧－盆系ꎮ 东部义敦以东地区ꎬ岛弧从晚三

叠世开始在增生杂岩上产生ꎬ弧后强烈拉张ꎬ到达

了准洋壳ꎬ有超基性岩—基性岩侵入ꎬ弧后洋盆水

深达到次深海ꎮ
特提斯大洋板块在晚三叠世开始向南西俯冲ꎬ

形成安第斯型冈底斯－腾冲岩浆弧ꎮ 保山地块晚三

叠世早期由拉张环境转为挤压环境ꎬ形成岛弧ꎮ 晚

期ꎬ东部岛弧向地块内逆冲ꎬ形成弧后前陆盆地ꎻ保
山地块西部赓续潞西－三台山洋壳向西俯冲ꎬ形成

周缘前陆盆地ꎮ
因此ꎬ大洋俯冲阶形成 ２ 个级别的典型“沟－

弧－盆体系”或“多弧盆系”)  １２－１３ １５ １８ :一是冈瓦纳、
欧亚 ２ 个大陆边缘级别“多弧盆系”ꎬ二是裂离地块

次级的“多弧盆系”ꎮ

５　 结　 论

西南“三江”造山带包含了消失的特提斯大洋

及两侧大陆边缘“弧盆系”ꎮ 本文采用大地构造相

和盆地分析原理ꎬ对西南“三江”造山带中的沉积地

质体进行岩相刻画、复原古地理、再造古构造、推演

洋陆转化ꎮ
(１)在中二叠世之前ꎬ特提斯大洋持续扩张ꎬ冈

瓦纳、欧亚 ２ 个大陆边缘拉张裂离ꎬ形成裂离地块

(陆缘海台)与陆缘裂陷盆地ꎬ构成“多岛洋”构造－
地理格局ꎮ

(２)中二叠世开始ꎬ特提斯大洋板块开始向 ２
个大陆俯冲消减ꎬ在两大陆边缘形成“多弧盆”构

造－地理格局ꎮ 而弧间－弧后盆地洋壳向地体俯

冲ꎬ形成次一级“沟－弧－盆” 构造－地理格局ꎮ
(３)晚二叠世末—三叠纪ꎬ地块如果两侧都受

到俯冲ꎬ则形成双向弧后盆地ꎬ弧陆碰撞转为双向

弧后盆地ꎬ如昌都－思茅地块ꎻ地块如果一侧仰冲、
一侧俯冲ꎬ则形成弧盆系与周缘前陆盆地ꎬ如中咱－
中甸、保山地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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