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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东地区新生代构造体系与成矿的关系

谭富文 王高明 惠 兰 汪名杰 李忠雄 王小龙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摘 要 区域构造和微构造分析表明，新生代藏东地区构造应力场自印支)燕山期的+,—-.向挤压向喜马拉雅

山期的++,/--.向压扭性转变，表现在："沿昌都地块两侧及古生代—中生代形成的深大断裂带发生了大规模

的右旋走滑活动，伴生较强的碎裂岩化、拉伸线理和剑鞘褶皱等，沿主断裂两侧叠加一系列+.、++.及+,向雁

行式排列的褶皱和张扭性断裂；#在区域上，沿大规模右旋走滑断裂两侧形成一系列雁行式排列的第三系走滑拉

分盆地；$新生代岩浆活动沿走滑断裂两侧的张扭性次级断裂有规律分布。新生代构造体制的转变造成大规模成

矿流体的运移与富集，使新生代成为本区最重要的成矿时期，而北澜沧江、妥坝、温泉断裂带及车所乡断裂带北段

是该期矿产最有利的富集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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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体制的转换与成矿的关系是研究成矿系统

的一个重要内容（翟裕生，$%%%；邓军等，$%%%），是研

究成矿规律及找矿预测的重要手段。藏东地区位于

特提斯构造域东段，自古生代以来，该地区经历了从

多弧盆系统演化（潘桂棠等，&""0）到陆内汇聚、高原

隆升等多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复杂的地质构造和良

好的成矿条件。据初步统计，区内已发现不同类型

的矿床（点）&1%多个，初步探明超大型矿床&个，大

型矿床#个，中型矿床1个，小型矿床$&个。许多

学者对区内大地构造演化与成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罗建宁等，&""$，&"""；刘增乾等，&""(；莫宣学等，

&""(；赵 文 津 等，&""#；李 廷 栋，&""1；陈 炳 蔚 等，

&""!），一个共同的认识是成矿作用具有多源复合，

大器晚成的特点。毫无疑问，中、新生代构造体制的

转换及其表现形式的解析对研究本区的成矿规律、

控矿特点及找矿规律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总体而

言，藏东还是一个研究程度极低的地区，在这方面的

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

& 区域地质、构造及其演化过程

研究区位于藏东昌都地区，以昌都地块为主体，

其东西两侧分别为江达—莽岭褶皱)冲断带和类乌

齐—左贡褶皱)冲断带。出露的地层主要为中生界

和古生界，其次为元古界和新生界（图&）。区内的

构造线总体呈+.向，受后期构造作用，沿构造应

变较强烈地带产生一系列+..和+.向展布的

次级褶皱和断裂的叠加改造。

根据沉积、构造和岩浆作用特征分析，区内基本

构造格架的形成演化大致经历以下1个发展阶段。

!"! 元古代结晶基底形成阶段

代表性地层主要有古—中元古代宁多群和新元

古代草曲群，出露于昌都地块北东部的小苏莽一带。

宁多群主要为一套低角闪岩相的变质岩系，岩石组

合为黑云斜长片麻岩、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斜长角

闪岩、黑云)二云石英片岩、变粒岩等。草曲群为一

套高绿片岩相的变质岩系，包括变质砾岩、片岩夹变

基性火山岩。宁多群和草曲群之间的接触关系不

明，但二者在岩性组合及变质程度方面明显不同。

区域上二者均呈断块出现，顶底不全，控制厚度为

$%%%%1%%%2，局部可见上三叠统不整合超覆沉

积其上。该地层经历了多期构造变形，塑性变形和

面理置换现象十分明显。据锆石3)45同位素测定

年龄资料!，宁多群的原岩年龄为&#’%%$$%%67
之间，草曲群原岩年龄为’0#%"""67之间。岩石

组合及变质变形特点显示该结晶基底与扬子地块相

近，属晋宁运动的产物（西藏地质矿产局，&""$）。

!"# 早古生代褶皱基底形成阶段

昌都地块早古生代地层主要出露中下奥陶统和

少量志留系。中下奥陶统出露于青泥洞一带，以浅

变质的砂板岩为主夹碳酸盐岩，为一套浅海陆棚)斜

坡相的类复理石沉积建造，地层变形强烈，发育复式

尖棱褶皱、同斜褶皱和轴面劈理等，构造线方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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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藏东地区地质及矿床（点）分布图

"#$%! &’()*(+,’-./01$(020$3.45-#4(6.26()076,()#4(.)+(64&#8(+
!9新生界；:9中生界；;9古生界；<9元古界；=9断层及编号；>9铁矿；?9铅、锌、银多金属矿；@9铜矿；A9铜、钼矿；

!B9砷矿；!!9锡矿；!9卡玛多9刚沱断裂；"9紫曲断裂；#9吉塘断裂；$9火叶雄断裂；%9俄洛桥断裂；&9妥坝断裂；

’9温泉断裂；(9车所乡断裂；)9金沙江断裂

CD—CCD向为主，在江达觉拥等地见泥盆系不整

合于其上。志留系出露于昌都地块南部的盐井一

带，为一套碎屑岩和碳酸盐岩沉积，其上被泥盆系假

整合覆盖。由此可见，在志留纪末，区内发生了一次

明显的构造运动，导致全区褶皱隆起成山。据区域

地质资料，这次运动遍及整个青藏及扬子大陆地区

（潘桂棠等，!AAB），是加里东运动在本区的强烈表

现。通过这次运动，昌都地块在元古界结晶基底之

上再次形成了褶皱基底，地壳进一步趋于稳定。

!"# 晚古生代稳定地块至火山弧及弧后盆地形成

与演化阶段

加里东运动后，昌都地块开始进入稳定地块发

展阶段，在上述基底之上形成了一套相对连续的晚

古生代沉积地层，其沉积组合及古生态特征显示明

显的亲扬子性质。泥盆系为一套稳定的被动大陆边

缘型碎屑岩和碳酸盐岩沉积，自下而上由滨岸带红

色陆源碎屑岩—泥质碳酸盐岩—浅海碳酸盐岩组

成，代表一个完整的海进沉积系列。早石炭世，地块

西缘受澜沧江洋壳向东的俯冲作用的影响，沿类乌

齐一带发生隆起，总体形成浅海台地与列岛相间的

古地理格局，沉积一套自西向东由海陆过渡相含煤

碎屑岩、浅海9潮坪—开阔台地相碳酸盐岩的岩相组

合。晚石炭世，区内开始转入弧后盆地阶段，沉积一

套碎屑岩及碳酸盐岩夹火山岩组合，火山岩主要出

现在昌都地块的两侧，如西侧的巴曲—马查拉和东

侧的莽岭一带，沿金沙江带可能裂陷呈弧后洋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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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纪时期，两侧洋盆的洋壳向昌都地块相向俯冲，

在两侧发育火山弧带，从而进入弧后盆地演化的高

峰时期，沉积一套海陆过渡相碎屑岩、含煤碎屑岩及

碳酸盐岩，并伴有基性!中基性!中酸性岛弧性火山

活动（西藏地质矿产局，"##$）。

!四川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拉多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万）%

!"# 中生代弧后前陆盆地演化阶段

二叠纪末期，两侧洋盆相继关闭。早三叠世，伴

随两侧构造带向昌都地块的对冲作用，区内进入复

合式弧后前陆盆地发展阶段。三叠纪地层自下而上

逐步超覆于元古界及古生界基底之上，其间出现明

显的构造不整合面。整个盆地及造山带系统演化产

生的各结构构造单元构成了至今藏东地区的基本大

地构造格局，包括：类乌齐—左贡褶皱!冲断带（东西

分别以吉塘断裂—卡玛拉!刚沱断裂为界）、昌都弧

后前陆盆地主区（西自吉塘断裂，东至温泉断裂）、昌

都弧后前陆盆地楔形顶沉积区（温泉断裂至车所乡

断裂间）、江达—莽岭褶皱!冲断带（车所乡断裂与金

沙江断裂间）（图"）。其中类乌齐—左贡和江达—

莽岭$个褶皱!冲断带是在前期岛弧带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在该阶段大部分地区作为长期隆起的物源

区，仅少数地区接受沉积。现今的前陆盆地主区可

能仅相当于原形盆地的前陆隆起部分，其上缺失中

下三叠统、上三叠统、侏罗系和白垩系连续沉积，以

滨岸!三角洲相碎屑岩为主，夹少量孤立台地相碳酸

盐岩沉积，原形盆地的前渊沉积可能已消减到两侧

的逆冲推覆带之下。楔形顶沉积区是中三叠世末，

盆地东侧褶皱!冲断带推覆前缘向盆地区发展形成

的一个背驮式沉积区，晚三叠世为一套滨岸—浅海

相复成分碎屑岩、火山岩和少量碳酸盐岩沉积，三叠

纪末向西逆冲上升成陆，并入东侧造山带。

!"$ 新生代陆内汇聚阶段

该阶段受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强烈碰撞作用的

影响，在三江地区印度板块东北角与扬子地块西南

角发生斜向碰撞，导致三江地区中部强烈收缩和昌

都、思茅两陆块分别向南北方向滑移的格局。在昌

都地块内部，沿早期断裂发生强烈的走滑改造，形成

一系列斜列式褶皱和次级断裂。局部形成第三纪走

滑拉分盆地，其中沉积含膏盐的红色碎屑岩和少量

火山沉积物质。

$ 新生代构造体制转变的表现形式

新生代，藏东地区发生了一次明显的构造体制

转变，使区内构造作用自中生代()—*+向挤压向

新生代的(()—**+向压扭性转变，并在构造变

形、沉积盆地的形成演化及构造!岩浆活动等方面均

有所响应。

%"! 构造变形

新生代构造变形主要体现在对中生代及其以前

形成的构造格架的叠加改造方面，强应变部位发生

在地壳结构相对薄弱的地块两侧及早期的断裂带

上。以昌都地块西侧的类乌齐—左贡褶皱!冲断带

上表现最为强烈，向东有逐步减弱的趋势。

%"!"! 韧性剪切变形 剪切变形主要发生在区内

构造作用的强应变带上，以北澜沧江断裂带上的卡

玛多!刚沱断裂带、紫曲断裂带和吉塘断裂带上表现

最为强烈，其次是妥坝断裂带和温泉断裂带，在车所

乡断裂带上也有所表现。现以卡玛多!刚沱断裂带

和吉塘断裂带为代表加以描述。

在卡玛多!刚沱断裂带，以卡玛多!刚沱主断裂

西侧最为发育，卷入的地层主要为侏罗系罗东群和

燕石坪群，韧性剪切变形主要有$种表现形式："出

现具有不对称残斑结构碎裂岩；#大量发育次级紧

闭褶皱和鞘褶皱，局部见糜棱岩化大理岩。

残斑结构（图$,）中残斑为相对脆性的砂岩碎

块，其中残留有砂状结构。残斑周围发育拉伸线理

及糜棱岩化面理，面理倾向以西南为主，倾角一般为

-’.$/’.。根据不对称残斑的长轴与面理的交角

（锐角指向）判断该剪切带的剪切方向大致为$#0.。

鞘褶皱出现在剪切带泥质变质岩层中，以千枚

岩化泥岩中最为发育，褶皱规模为几米至几十米不

等（图$1），顺轴面走向的拉伸线理倾角为2’.$
3’.，走向为$#’.$2’’.，代表剪切运动的方向。

在吉塘断裂带，以类乌齐北东的钟达地体内出

露最好，可见多条发育良好的韧性变形带。剪切带

呈平直带状延伸，走向(+—*)，所卷入的地层包

括吉塘群中深变质岩系和上三叠统竹卡群变质中酸

性火山岩和砂板岩。带内流劈理、拉伸线理及糜棱

片理发育，片理倾向以*+为主，倾角为0’.$-’.。

剪切带内，岩石发生了较强的糜棱岩化，剑鞘褶皱十

分发育，地层中*’组构已基本被后期构造所置换。

鞘褶皱 中 拉 伸 线 理 所 指 示 的 剪 切 方 向 为2’’.$
2$’.，与糜棱岩中石英4轴组构极密图所得出的结

果一致!，并显示顺扭剪切变形特征。

上述韧性剪切带中可见两期面理。早期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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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剪切构造变形（据照片素描）

’()!$ *+,-./012/,342-45.-54,6,10473-(08
9:剪切带中残斑结构；;:罗东组中剑鞘褶皱

（*&"*"）与地层初始层理一致，褶皱轴线为<=—

<<=向，在藏东地区广泛发育，卷入地层最新为侏

罗系，主要形成于印支:燕山期；晚期面理（*$）叠加

于早期面理之上，为透入性面，倾向*=，倾角>&?"
@&?，走向与拉伸线理方向一致（$#&?"A&&?），是晚期

韧性剪切作用的产物，形成于喜马拉雅山期，剪切方

向以<==—**B向顺扭为主。

!"#"! 断裂及褶皱变形作用特征 区域资料显示，

区内中生代构造层的基本大地构造格架定型于印支:
燕山期，主要为<=—<<= 向。新生代的褶皱及

断裂构造主要沿各构造强应变带分布，在吉塘断裂

带、妥坝断裂带以及温泉断裂带（或玉龙带）较为发

育，受断裂带右旋压扭性剪切作用的控制十分明显，

在断裂带的两侧形成一系列<=—<==向作雁行

状排列的次级褶皱带及近于同轴方向的张扭性次级

断裂，在断裂带东侧局部形成<B向张扭性次级断

裂。在吉塘断裂带东侧（图"），北部尚卡一带是火

叶雄断裂带（包括@条断裂），中部是俄洛桥断裂带

（包括C条断裂）。沿俄洛桥断裂带东部，侏罗纪地

层明显受顺扭性走滑断裂的牵引，形成一系列与断

层呈小角度相交的次级褶皱。而俄洛桥断裂本身具

有张扭性特征，沿断裂形成规模巨大的构造破碎带，

经笔者近D&+7的路线追索发现，带内碎裂岩发

育，破碎带的延续性良好，出露宽度D&"$&&7，受

强烈的热液蚀变作用，发生了强石膏化，并伴生天青

石化、硫磺化、菱铁矿化和铅锌矿化。该带本身产有

俄洛桥、西岗、拉若玛等矿床（点），并有多个化探异

常浓集区，显示出良好的成矿潜力。

与温泉断裂带相似的构造作用形成了规模极大

图A 温泉断裂带地质构造略图

’()!A E/,),0F0)(.3F3862-45.-54,2+,-./
08=,8G538135F-H08,

的玉龙:拉妥右行斜列式褶断带（图A）和与喜马拉

雅山期岩浆活动有关的玉龙斑岩型铜、钼成矿带。

次级背、向斜轴向均呈<=向，褶皱旁侧往往有与

之同轴向的张扭性断裂。褶皱往东南方向止于区域

性的温泉大断裂，同轴方向的次级张扭性断裂则与

温泉大断裂斜交，或本身即是温泉断裂带的一部分。

在妥坝断裂带也有相似的断裂及褶皱展布特征!。

!"! 第三纪走滑拉分盆地的形成

新生代构造体制转变的又一重要表现是第三纪

走滑拉分盆地的形成。据潘桂棠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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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青藏高原东部，第三纪走滑拉分盆地十分发

育，它们呈雁行状排列，均沿着先存的深大断裂带分

布。沿怒江断裂带出现洛隆、马利、八宿等走滑拉分

盆地；沿澜沧江断裂带与分枝帚状断裂之间有吉曲、

食宿站、囊谦等走滑拉分盆地；沿车所乡!德钦断裂

带发育贡觉、莽错等拉分盆地。研究区内有吉曲、囊

谦、毛庄和贡觉等"个盆地。以贡觉盆地为例，盆地

呈 菱形状，#$—%&向延伸，长达’()*+，宽度),-!
’.*+。盆地东侧以车所乡断裂为界，西侧沉积不

整合超覆于古生界和三叠系之上，东部沉积厚度达

-)))余米，向西逐渐尖灭，表明盆地原型为半地堑

式。盆地中沉积一套自河流!三角洲向湖泊相发展

的紫红色碎屑岩夹少量白云岩和膏盐沉积组合。此

外，盆地内还发育较强的火山活动，火山岩包括橄榄

玄武岩、玄武岩、安山岩、粗安岩以及流纹质火山角

砾岩和凝灰岩等，局部出现少量浅成二长斑岩与正

长斑岩，岩石具有钙碱—偏碱性特征，反映盆地演化

过程中伴有较强的拉张作用"。

!"# 新生代构造$岩浆活动

新生代岩浆活动是新生代构造体制及应力场转

变过程中的又一代表性产物，其展布空间严格受新

生代走滑作用的控制，有/种表现形式：#火山活

动，主要分布于上述第三纪走滑拉分盆地中，与贡觉

盆地中火山活动相似；$侵入活动，主要分布于温泉

走滑断裂带西侧的玉龙斑岩带上。

玉龙斑岩带岩体多以岩株状产出，多侵位于温

泉走滑断裂带西侧次级背斜的核部，顺断裂带西侧

呈雁行式排列，斑岩带延伸长近/))*+。据马鸿文

（’00)）和王增等（’00-）研究，其中岩体的形成年龄

为1(!-/23，岩石主要为钙碱性的黑云二长花岗

斑岩，其次为花岗闪长斑岩、石英二长斑岩和石英正

长斑岩。最新资料表明%，岩带西侧高吉、马牧普一

带还有碱性正长斑岩出现。岩石包括%型和4型花

岗岩，其原始岩浆可能是滞留于深部地壳的洋壳俯

冲期壳幔混合型岩浆，喜马拉雅山期的走滑拉张作

用使之上升侵位（王增等，’00-）。

1 藏东地区主要矿产的分布规律及成

矿特征

藏东地区的成矿作用与区内的构造活动、岩浆

作用和沉积作用关系最为密切，经初步统计，在全区

共形成了0种主要的矿床类型，即斑岩型铜矿床、夕

卡岩型铜矿床、玢岩型铁矿床、岩浆热液型（$、%5）

矿床、受构造控制的热液型脉状（67、89、:5、;7、

;<、=<、%9、;>）矿床、剪切带型金矿床、砂岩型铜矿

床和膏盐矿床。各类型矿床在时空上具有明显的分

布规律。在时间上，全区主要有/个重要成矿时期，

一个是印支!燕山期；另一个是喜马拉雅山期。在空

间上，全区可划分出"个重要的成矿带：#江达—莽

岭?@!67多金属成矿带，位于江达—莽岭中生代褶

皱!冲断带上；$玉龙斑岩型67!2A成矿带，位于温

泉断裂西侧；&类乌齐—左贡%5、$成矿带，位于前

述中生代类乌齐—左贡褶皱!冲断带上；’昌都盆地

西缘热液型多金属（67、89、:5、;7、;<、=<、%9、;>）

成矿带，位于吉塘断裂带东缘前陆褶冲带上。

印支!燕山期成矿作用主要与中酸性岩浆侵入

活动有关，形成中高温岩浆热液型矿床，主要分布于

昌都地块两侧的类乌齐—左贡和江达—莽岭/个成

矿带上，相应的印支!燕山期中酸性侵入岩继承了岛

弧型火山岩的某些地球化学特征，代表性矿床有丁

钦弄夕卡岩型67、89、:5、;<多金属矿床，加多岭

玢岩铁矿床，仁达斑岩型铜矿床以及赛北弄夕卡岩

型钨锡矿床等，对成矿年龄争议颇大的丁钦弄多金

属矿床中共生的石英脉进行核磁共振法( 年龄测

定，表明其成矿年龄为./,-23。部分矿床（点）与

沉积作用有关，如产于类乌齐甲桑卡一带侏罗系中

的砂岩型铜矿床（点）。

喜马拉雅山期成矿作用及控矿构造与新生代构

造体制下的中低温热液活动及中酸性岩浆侵入活动

关系密切，主要成矿类型以中低温热液型（或热液改

造型）矿床为主，在全区均有分布，代表性矿床有赵

卡隆富;<菱铁矿矿床，足那铅、锌矿床，俄洛桥砷

矿床和赵发涌铅、锌、银多金属矿床等，产于前述新

生代构造体制下形成的#$$向和#&向张扭性次

级断裂中，用核磁共振法对足那铅、锌矿床中重晶石

脉测得的成矿年龄为(/,B!B-23；其次为中高温

岩浆热液型矿床，主要分布于玉龙67!2A斑岩成矿

带上，矿体产于喜马拉雅山期花岗斑岩体的内外接

触带上，以玉龙超大型斑岩铜矿床为代表。

-第/期 谭富文等：藏东地区新生代构造体制与成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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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核磁法年龄均由成都理工学院应用核技术研究所测定。

汪名杰,地质矿产部“九五”三江科技攻关项目（0-!)/!))’）课题研究报告“昌都盆地演化及其成矿条件研究”,

四川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队,’00/,拉多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C/)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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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与讨论

（"）在藏东地区，表现最为强烈的一次构造事

件发生在印支#燕山期，它波及了全区中生代及其以

前的所有地层，使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褶皱和断裂

作用，形成了藏东地区的基本大地构造格架。这次

构造事件的主应力场为$%—&’方向的挤压作用，

形成$’—$$’向延伸的构造、变质、沉积和岩浆

作用带。

（(）至 喜 马 拉 雅 山 期，构 造 应 力 场 由 前 期 的

$%—&’向挤压，向$$%—&&’向压扭作用转变，

并在全区产生了差异性构造作用，沿早期深大断裂

带形成强应变带。构造作用以压扭性剪切作用为

主，在早期断裂带两侧叠加一系列雁行状排列的

$’—$’’向为主的次级走滑断裂和同轴方向的

褶皱构造，局部形成拉分盆地及岩浆活动带。

（)）经初步研究，区内绝大多数矿床（点）形成于

印支#燕山期和喜马拉雅山期。前期形成的矿床主

要位于昌都地块两侧的褶皱#冲断带上，与板块碰撞

早期中酸性岩浆活动密切相关；喜马拉雅山期形成

的矿床则沿该期构造强应变带分布，产于受压扭性

改造的早期深大断裂两侧派生的次级张扭性断裂带

中，吉塘、妥坝、温泉断裂带及车所乡断裂带北段是

该期矿产最有利的富集部位。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藏东地区中生代至

新生代构造体制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

程中，伴生一次良好的成矿作用，所形成的矿床严格

受这一构造体制下形成的断裂和褶皱构造控制。因

此，进一步认识新生代构造体制下构造活动的规律

和空间分布特点，对于了解本区的成矿规律和找矿

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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