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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青藏高原中西部 !%!"" 万航磁概查结果，对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塔里木盆地南部边界、

高原内部几条规模较大断裂和区域性负磁异常带等高原地区几个有关的地质和地球物理问题进

行了解释和探讨，获得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这对青藏高原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表

明了通过航磁概查所获得的青藏高原中西部最新航磁图用于地质问题的研究具有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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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至 !+++ 年 , 月，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在青藏高原中西部地区进行

了 ! %!"" 万航磁概查。这一测量任务的完成填补了多年来我国航磁工作存在的最大空白区，

取得了青藏高原迄今最完整的一份基础地球物理资料，使航磁基本覆盖了我国大陆，实现了我

国地球物理界几代人的夙愿。本次测量采用了 -.!+"/ 光泵磁力仪、**0.!) 软补偿仪、11!),
双星座卫星导航定位仪、21$ 高度仪和 03$ 数据收录系统等集成组装适用于高寒地区作业的

高精度航磁测量系统，使我国的航磁仪器研制和集成技术又迈上了一个新高度；日变观测首次

实现了大范围航磁作业地面磁日变网同步观测和磁日变校正；在高山区的航磁测量方法技术

上也有所创新，针对目前航磁测量中主要影响测量质量和效果的飞行高度问题，提出了新的航

高质量监控方法。

通过对野外航磁测量数据的整理和位场转换处理，以及对航磁资料的分析和解释，获得了

丰富的成果，在基础地质的研究和资源评价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成果对国家西部大开

发的战略决策和促进青藏高原地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对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的新认识

在测区南部沿雅鲁藏布江一带，航磁出现了醒目的强度较大线性延伸正磁异常带（图 !），

总体呈北西西走向，磁异常一般强度为 )"" 4 $"" 56，这就是著名的雅鲁藏布江缝合带所反映

的磁异常特征。这是在该缝合带上唯一直接实测到的地球物理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陆陆碰撞

所造成的磁异常典型模式。目前重力资料只是简单地反映梯度带的特征，而人工地震资料在

缝合带地段由于地形条件限制只能靠拟合填补。在航磁所测到的范围（包括以往测区）内，整

条正磁异常带，从拉萨东南朗县开始，向西经曲松、曲水、日喀则、昂仁、萨嘎、仲巴、门士至狮泉

河，长达 ! 7"" 89 以上。它可分为南北 ) 条相互平行的正磁异常带，北边正磁异常带较为完

整、连续，延伸很长，贯穿始终，而南边正磁异常带仅限于异常带中段，从白朗向西至仲巴间，长

不足 ’"" 89，这也正好是已知雅江缝合带蛇绿岩的主要出露地段。根据基性、超基性岩具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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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磁性，且又和南边正磁异常带恰好吻合的情况，无疑南边正磁异常带是由出露的蛇绿岩带引

起的。但规模更大的北边正磁异常带对应地表出露的为燕山期—喜山期花岗岩类、中基性火

山岩类以及白垩系、第三系等沉积岩（西藏区域地质志，!""#），花岗岩和火山岩虽然具一定磁

性，然而它们在地表均为大面积分布，与正磁异常带的线性延伸特征很不相符。根据与南边线

性正磁异常带的类似特征，它同样由蛇绿岩带引起的可能性较大，只不过这条规模更大的蛇绿

岩带有可能隐伏于上述花岗岩、火山岩和中新生界沉积岩之下，所以从航磁异常显示的情况来

看，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可能是由南北两条蛇绿岩带组成。

根据王成善等（!"""）对日喀则弧前盆地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的研究认为，弧前盆地的主

体沉积为日喀则群，而在底部恰布林组的砂砾岩中，砾石成分有橄榄岩、辉长岩、玄武岩、花岗

岩、灰岩、砂岩等，显然存在有蛇绿岩的碎屑。这些碎屑的时代为早白垩世，结合搬运距离和地

球化学分析，指出它们不可能来自南侧已出露的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和北侧更远的班公湖—怒

江带蛇绿岩，并且进一步推测，这些蛇绿岩碎屑的来源可能是位于恰布林组北侧现今未被发现

的雅鲁藏布江古蛇绿岩带。他们所推测的这条古蛇绿岩带与航磁所推测的在雅鲁藏布江北侧

可能发育有隐伏蛇绿岩的情况来看，两者分别从岩石学和地球物理资料两方面的解释正好吻

合，所指的应该就是同一条蛇绿岩带。所以在现今发育的这套蛇绿岩带北侧，存在有另一条隐

伏蛇绿岩带是完全可能的。对恰布林组存在的蛇绿岩碎屑，能够表明蚀源区古蛇绿岩带的方

位来说，航磁更为直观地指明了这条未被发现的蛇绿岩带的具体位置。

对比区域地质资料，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向西延伸可与印度河缝合带相连，所以又统称为印

度河—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相类似的是，在印度河缝合带上也发育有 $ 条相互平行的南北蛇

绿岩带，即印度河蛇绿岩和什约克蛇绿岩，不同的是在这里南北 $ 条带蛇绿岩皆有出露。根据

变质和构造变形程度表明，北带什约克蛇绿岩形成时代要早于南带印度河蛇绿岩，什约克蛇绿

岩在成分上与印度河蛇绿岩相似，由于后期岩浆活动而发生热变质作用，并部分被白垩纪—第

三纪复理石和磨拉石沉积覆盖。什约克蛇绿岩形成于白垩纪前，代表了拉达克地区特提斯洋

在白垩纪之前的早期俯冲作用（王成善等，!"""），所以什约克蛇绿岩似乎可以和雅鲁藏布江北

侧这条隐伏蛇绿岩带对比，同样说明在雅鲁藏布江地区的特提斯洋有过早期俯冲作用。但航

磁反映的雅鲁藏布江 $ 条蛇绿岩距离较近，为 #% & ’% ()，而印度河和什约克 $ 条蛇绿岩带则

相隔较远，达 !%% () 以上，究竟能否对比尚有待深入研究。

目前出露在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的蛇绿岩，岩石组合是多成因的，由下往上依次为地幔橄榄

岩、镁铁和超镁铁质堆积杂岩、辉绿岩岩床岩墙群、枕状熔岩和放射虫硅质岩，其中最下部的地

幔橄榄岩是组成蛇绿岩套中最主要的岩石类型，上部为玄武质壳层，它们可能形成于缓慢扩张

的洋中脊环境（肖序常，!"*’；王希斌等，!"*’）。多数人认为，这套蛇绿岩是在始新世时印度板

块与亚洲板块碰撞时由洋壳挤上来的物质。根据最新航磁资料推测，在北侧可能又有一条隐

伏蛇绿岩带存在，而这条隐伏蛇绿岩带比目前出露的规模更大，延伸更长。从航磁上延 !% ()
和 $% () 图来看，北部这条强度较大的线性正磁异常带仍然有明显反映，而南部出露的这条蛇

绿岩带磁异常特征随着上延高度的增加反映不明显，说明北部隐伏的这条蛇绿岩带具有向下

更大的延深，可能并不仅仅是由近地表的蛇绿岩所引起。

作者认为南北 $ 条蛇绿岩带的形成有 $ 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根据蛇绿岩形成于洋中脊环

境考虑，以及邻区印度河缝合带南北 $ 条蛇绿岩在组成成分上相似的特点，当印度板块向欧亚

板块俯冲时，在雅鲁藏布江地区可能是在同一特提斯洋内发生早晚两期不同的俯冲作用。最

早的俯冲作用发生在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形成了北侧蛇绿岩带，当俯冲作用受阻，在晚白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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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始新世又在邻近俯冲带的南侧进行了新的俯冲作用，直到特提斯洋的最终闭合。从恰布

林组砾岩中蛇绿岩的组分和出露在雅江南部蛇绿岩并不相同的情况，另一种可能是如果说已

知出露的蛇绿岩带是代表近期已消失的新特提斯洋的话，那么隐伏的这条蛇绿岩带是否意味

着代表早已消失的一个规模更大的洋，说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有过 ! 次扩张成洋和碰撞缝合

的历史。含隐伏蛇绿岩带碎屑组分的恰布林组的时代为早白垩世，那么隐伏蛇绿岩带可能代

表的是形成于三叠纪—侏罗纪的中特提斯洋，最早的俯冲碰撞可能发生在晚侏罗世—早白垩

世，也应是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形成的主要时期。在早白垩世印度板块与亚洲板块碰撞缝合之

后，在晚白垩世又一次被拉开成洋，但这次规模较小，时间较短，可能在始新世很快被闭合，遂

形成现在出露的这套蛇绿岩。

! 明确了青藏高原与塔里木盆地的边界

在青藏高原北部包括西昆仑和阿尔金地区在内，航磁反映为强烈线性延伸的弧形异常带，

成为航磁测区内除南部雅鲁藏布江异常带外又一醒目的标志（图 "）。这一弧形异常带从西昆

仑向东南再转向东北沿阿尔金山直至测区外，它过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伸向祁连山。航磁所

反映的这条弧形线性异常带就成为青藏高原北部与塔里木盆地之间的重要分界线。

从对航磁异常特征的分析来看，上述弧形线性异常带并不是简单地反映一条规模巨大弧

形断裂带，而是围绕塔里木盆地周围由多条北西向和北东向断裂带所组成的。

在西昆仑地区航磁反映有 # 条北西向的规模巨大断裂带，即西昆北、西昆中和西昆南断

裂，根据这次航磁资料，这 # 条断裂的划分与以往有较大不同。以往在西昆仑地区所划的这 #
条断裂（任纪舜、姜春发等，"$$$），基本呈北西向相互平行延伸，而西昆北断裂也就成为与塔里

木盆地西南部的唯一边界。这次航磁测量结果显示出西昆北断裂是一条向东凸出的线性异常

带，在最南端被一东西方向的磁异常所截，并没有再继续向东南延伸，所以只能作为塔里木盆

地与西昆仑的部分边界，而另一部分的边界则由西昆中断裂所取代。由于西昆北断裂带也是

区分塔里木盆地西南部北东向磁异常与西昆仑北西向磁异常的重要分界线，所以断裂的形成

时代较早，可能在前寒武纪塔里木盆地基底形成时就已存在，后期又有多次活动。由于沿断裂

带发现有早石炭世到晚石炭世的蛇绿岩，姜春发等（"$$!）认为，奥陶纪地壳开始扩张，早石炭

世，地壳分裂出现洋壳，使统一的陆壳分裂成西昆仑和塔里木两陆块，晚石炭世末，南北两陆块

对挤，又拼合成一体，形成西昆北离合带，所以西昆北断裂带也是一条缝合带。西昆中断裂的

东段是青藏高原北部与塔里木盆地最南部的又一条边界断裂，也是西昆仑地区规模较大的一

条断裂，航磁反映为梯度带、线性磁异常带和不同磁异常走向的交汇带等特征，所以它同样可

能是 ! 种不同基底的分界线，但航磁所显示的位置较地质上以往所划的康西瓦断裂要更偏北。

姜春发等（"$$!）进一步认为西昆中断裂也是昆仑地区板块最老的缝合线，可能形成于晚元古

代并长期多次活动，早期因对接拼合而成缝合带，中期因韧性推覆而成韧性剪切带，晚期因右

行走滑而成走滑带。

阿尔金山地区航磁反映有 ! 条规模较大的断裂，即北东东向的阿尔金断裂和北东向的罗

布泊—若羌断裂，它们共同组成了塔里木盆地的东南部边界。阿尔金断裂从西昆仑的最南端

沿北东东方向经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延伸至测区外，以剧烈变化的线性正负磁异常明显地反

映了青藏高原北部和塔里木盆地截然不同的磁异常特征。青藏高原北部为强度在零附近的区

域性的弱磁异常，而塔里木盆地为强度较大的区域性东西和北东走向正磁异常，随着磁场向上

延拓高度的增加，这种区域磁场分区的特征变得更加明显。与西昆仑不同的是阿尔金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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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东向正磁异常特征，特别是阿尔金断裂的西南段与塔里木盆地南部区域磁异常走向是完全

一致的，因而塔里木盆地的南部基底有可能与阿尔金断裂西南段出露的变质岩系类似。从航

磁异常反映来看，在塔里木盆地民丰、且末的东南边缘所出露的下元古界变质岩系与已知在阿

尔金山西段出露的下元古界阿尔金群可能不是同一层位，因为根据新疆区域地质志（!""#），阿

尔金群是一套低角闪岩相为主的变质岩系，岩性为斜长片麻岩夹斜长角闪岩和各种片岩、大理

岩、石英岩等，原岩可能为火山复理石—碳酸盐岩建造，层位可能属下元古界上部，大部分为弱

磁性岩石，而沿阿尔金断裂带西南段发育的一些变质岩系与航磁异常有较好的对应关系，所以

阿尔金断裂带西南段的区域磁异常可能是由太古界—下元古界的变质岩系引起，也是塔里木

盆地南部基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阿尔金山东北段反映为上太古界米兰群的东西向磁异常可

一直延伸到塔里木盆地中部，形成了塔里木盆地中部的最老基底，所以在早期阿尔金断裂带与

塔里木盆地有更多的共同性。

沿阿尔金断裂带两侧的磁异常有逐渐向断裂带西南收敛的趋势，形成锐角指向断裂带的

羽状断裂系，而祁连山和西昆仑山磁异常分别出现在该断裂的东南侧和西北侧，和阿尔金磁异

常呈钝角相接，磁异常反映的这种断裂带结构特征，具有明显的左旋走滑性质，成为青藏高原

与塔里木地块滑移的重要边界。

根据航磁异常反映沿阿尔金断裂带大规模岩浆活动较少的特点，这一断裂带可能是长期

属于走滑断裂的性质。姜春发等（!""$）指出，当昆仑地壳扩张时，该断裂呈顺时针横向滑移，

显示转换断层的作用，当地壳压缩时，该断裂呈反时针横向滑移，成为块体运动的滑移边界。

因为昆仑经历了多次扩张与压缩，所以从古生代至三叠纪多次出现顺反时针滑移的交替，而从

印支运动至今则一直反时针横向滑移。现今当印度板块向北俯冲和欧亚板块碰撞挤压时，青

藏高原受塔里木块体的阻挡，阿尔金断裂的左旋走滑就成为释放这种应力的重要途径。

在阿尔金山与塔里木盆地交界的西北边缘，航磁反映有另一条规模较大的北东向断裂，即

罗布泊—若羌断裂带，是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的又一条边界断裂。它向北过罗布泊后，可能向红

柳河、星星峡直至中蒙边境延伸。这一断裂航磁主要反映为梯度带和 $ 种不同磁异常走向的

界线，断裂以西基底深度可达 # % & ’(，以东则为阿尔金隆起，部分基底已出露地表。

根据航磁解释，青藏高原北部与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界线主要是由北东向和北西向 $ 种不

同方向的断裂形成的，这些断裂一般形成时代较早，有的是不同块体的缝合带，有的长期是不

同块体的滑移边界。但在最近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的碰撞过程中，它们起着青藏高原向塔里

木盆地方向逆冲和块体间的滑移作用，北西向的断裂南侧块体向西北方向滑出，北东向的断裂

南侧块体向东北方向滑出，形成围绕塔里木盆地的一条向南凸出的弧形构造带。

# 高原中部北北东向负磁异常带的成因及其意义

从图 ! 可见，青藏高原中西部总体磁异常走向为北西西—东西走向，航磁反映无论是磁异

常分区或规模较大磁异常带均为近东西走向，磁异常的这种特征显然是客观地反映了高原各

块体的构造走向。根据航磁不同高度上延结果，随着上延高度的增加，在测区最东部自柴达木

向西南延伸的广大地区出现一条北北东向的负磁异常带，这一负磁异常带东西宽可达 #)) %
*)) ’(，南北长则纵贯整个高原，可达 ! $)) ’( 以上，而在原平面图上，这一北北东向的区域负

磁异常背景上一些浅层局部磁异常又显示为北西西—东西走向，与高原的区域构造走向一致，

在东昆仑中段、可可西里、羌塘东等地均有清晰反映，形成类似于“立交桥式”的磁异常结构。

这是在其它地区很少见到的可能仅出现在青藏高原中部的一种独特的地球物理现象。造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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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深浅层构造方向截然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挽近地质时期，深部热流

沿北北东方向上升引起磁性层底部部分消磁作用的结果，主要证据如下。

! "影响磁异常强弱无非是 # 个因素，一个是异常源本身的磁性强弱，另一个是异常源埋藏

深度。对航磁区域磁异常来说，异常随深度的变化影响不大，所以北北东向负磁异常的出现并

不是磁性层埋藏深度加大引起，况且负磁异常带又正好处于基底隆起部位，它主要应与岩石磁

性变化有关。这种磁性变化主要跟磁性层底部抬高磁性层变薄有关。

# "根据中法合作亚东—格尔木地震剖面中安多南的一条东西向短剖面资料（韩同林，

!$%&），正好横切这一北北东向负磁异常地区，发现位于上地壳内出现有一个低速层隆起，认为

是花岗岩浆的熔融体，这可能是地壳内热流较高引起消磁作用的直接原因。

’ "虽然青藏高原总体地温以安多为界，具有南高北低的特征，这显然是受雅鲁藏布江缝合

带和冈底斯岩浆弧的影响，但根据温泉分布资料，负异常与东西两侧之间地温还是有差别的。

在安多以北负磁异常所处部位有 %( ) !(( *的热水泉分布，而东西两侧未发现有热水泉，说明

负磁异常带所处部位有较高的地温。

+ "根据航磁局部磁异常结合地质资料的推断（青海区域地质志，!$$!），在安多以北深部负

磁异常背景上发育有强度不大而梯度剧烈变化的众多局部磁异常，它们有可能是第三纪—第

四纪火山岩的反映，说明这一地区最新火山活动较为强烈，因而造成地温较高，有可能使底部

磁性层局部消磁。

, "据最新报道，-./0123 4"5/672. 等（#(((）对青藏高原中部部分火山岩及其捕虏体的研究，

认为它们的时代为 ’ 8/，来自地壳深部 ’( ) ,( 79，形成温度为 %(( ) ! ((( *。它们的深度上

限与磁性层底界的深度基本相当，所具有的温度完全能使磁性层底部产生消磁作用。

所以，各种资料都表明了深部负磁异常带所处部位要比东西两侧具有较高的地温，尽管这

种热的来源有各种不同看法，但对于这一地区地壳下部具有较高的温度是客观的事实。也有

人认为高原的地温是以安多为界具有明显的南高北低的分带特征，而不是东西的差别。我们

认为，由于受到雅江缝合带的影响，高原地温南北分带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能说明高原东

西方向不会有这样的差别，航磁深部异常的显示正好反映了这种差异。这种情况的形成可能

是由于印度板块持续向北挤压的结果，初期的挤压造成了各地块南北方向缩短而东西方向拉

长，而当这种挤压使南北方向无法进一步缩短时，可能会造成深部沿北北东方向的张裂或形成

深部层间剪切带，深部热流沿构造通道上升，使局部岩浆熔融，致使上部地壳具有较高的地温。

与此同时也加快了青藏高原隆升的幅度，由于负磁异常带正好处于高原中部，也就使高原受到

整体隆升。

+ 对高原内部几条规模较大断裂带的再认识

这里所要讨论的规模较大断裂主要为金沙江断裂、南昆仑断裂、班公湖—怒江断裂以及在

测区内有否延伸尚存在争论的澜沧江断裂等，这些断裂作为缝合带已被许多研究者所接受，是

划分青藏高原构造单元的重要依据，是寻找冈瓦纳北界和欧亚大陆具体分界的线索，因此有必

要根据区域性航磁资料对这些断裂在高原中西部的延伸情况和性质着重进行探讨。

青藏高原东部三江地区以江命名的 ’ 条南北向断裂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断裂，向北西延

伸特别在青藏高原中西部地区如何走向，引起多数研究者的关注。它们在高原东部由于地形

地貌标志明显，且相隔不远，对它们的具体位置并不存在多少异议，但这 ’ 条断裂由南北向转

为向北西延伸后，许多研究者就产生了较大的分歧，这主要是由于缺少区域性的地质和地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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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资料。这次青藏高原中西部的航磁概查正好填补了这一地区地球物理资料的空白，为我们

提供了这几条断裂如何延伸的直接证据。根据邻区航磁资料的对比，金沙江断裂带在东部以

线性延伸的特征向北西延伸，它过羌塘—昌都地块北缘，成为和可可西里—巴颜喀拉地块的分

界线，但延伸至羌塘北部，断裂带所反映的磁异常线性特征已不很明显，表明沿断裂带岩浆活

动已大为减弱。从延伸的总体趋势来看，金沙江断裂带绝不可能与有人认为的应更靠北而于

阿尔金断裂相交。怒江断裂由于近国境线处航磁尚有较大的空白区，因此航磁无法提供延伸

的证据，我们根据卫星遥感影像资料，认为它向西北延伸与班公湖相连的可能性较大，这也是

目前大多数人的认识。

根据这次航磁测量结果，被大多数学者视为缝合带的金沙江断裂和南昆仑断裂，在测区内

却没有出现明显的反映，因此，只作为区域性断裂来处理（图 !）。缝合带上应有什么样的磁异

常特征？已知的雅鲁藏布江缝合带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见证。也许有人认为雅江缝合带是在

喜山期才形成的，较早时期形成的缝合带地球物理场的特征就不一定有明显反映。从西昆仑

所反映的强烈变化磁异常特征来看，较早的缝合带仍然应有极为明显的磁异常反映。然而，金

沙江断裂和南昆仑断裂向东南延伸磁异常反映较为明显，也是不同区域场特征的分界线，也发

现有蛇绿岩套。因此，我们认为这 ! 条断裂作为缝合带，当初裂开成大洋的时侯，只是在东南

图 ! 青藏高原断裂格架和构造分区略图

!—主边界断裂；"—主喜马拉雅断裂；#—雅鲁藏布江断裂；$—狮泉河—申扎断裂；%—班公湖—怒江断裂；&澜

沧江断裂；’拉竹龙—金沙江断裂；(—南昆仑断裂；)—中昆仑断裂；*—阿尔金断裂；+,-—西昆南断裂；+,.—西昆中

断裂；+,/—西昆北断裂；0—印度地块；1—喜马拉雅地块；2—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地块；3—羌塘—昌都地块；4—

可可西里—巴颜喀拉地块；5—昆仑地块；6—柴达木地块；7—祁连地块；8—塔里木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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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呈剪刀式向东南张开，而向西北延伸，特别在航磁测区范围内，它们可能并没有裂开成洋，

最多只是浅海陆架的构造环境。当两地块再缝合时，在测区范围内的地段没有出现大规模岩

浆活动，磁异常的反映也就不明显了。

介于上述 ! 条断裂之间的澜沧江断裂，在青藏高原中西部的走向目前争议较多。有人把

澜沧江断裂带与双湖、龙木错相连，认为是 " 条古特提斯的缝合带，并根据沿断裂带可能有双

变质带、混杂堆积、不同生物地理区系和古地磁等资料，把它确定为冈瓦纳的北界（李才，

"##$）。许多人认为横贯羌中隆起的双湖断裂是 " 条裂谷带，根据沉积物分析是属于大陆内部

的构造环境，而非大陆边缘环境，所以把它与澜沧江断裂相连作为冈瓦纳北界是值得怀疑的。

也有人把澜沧江断裂与班公湖断裂相连（董申保等，"#%&；杨华等，"##"），构成冈底斯北缘的班

公湖—澜沧江缝合带，也就是目前大多数所称的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从邻区航磁异常我们

看到，澜沧江断裂以串珠状的磁异常特征向北延伸后有 ! 种可能的走向，一是它向北后在羌塘

—昌都地块的东部直接与金沙江断裂相交，二是根据昌都地区磁异常有南北分带的特征，也有

可能是澜沧江断裂向北西延伸斜穿过昌都地块中部的结果，而后这一断裂再向北与金沙江断

裂相交。但无论如何，这一断裂都不可能从羌塘中部通过。从遥感影像来看，它在昌都地块东

部向北西延伸会于金沙江断裂带的可能性更大（见图 !）。

虽然多数人认为班公湖—怒江断裂带是缝合带，但它只是不同区域场的分界线，并没有出

现雅鲁藏布江那样的线性正磁异常带，而在某些地段则显示为平静的负磁异常，形成有一定沉

积厚度的中生界盆地，如洞错—措勤盆地、尼玛—伦坡拉盆地等。这种情况说明班公湖—怒江

带并没有整体裂开成洋，最多只是在局部地区有过成洋的历史，形成少量的蛇绿岩套，或地表

虽有分布，但厚度较小，所以并没有出现强烈延伸的线性正磁异常。根据磁异常的反映我们认

为班公湖—怒江带更多的可能是冈底斯弧后张裂带，沿此带所出现的一些盆地为弧后盆地。

这一弧后张裂带根据它出露的蛇绿岩套时代应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中我们所推测的隐伏蛇绿

岩带是同时的，也就是雅鲁藏布江最早一次俯冲作用形成的弧后张裂，时代应为晚侏罗世—早

白垩世。

狮泉河—申扎断裂的形成可能与班公湖—怒江断裂类似，但它是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中最

近的一次俯冲作用形成的弧后张裂活动，时代可能为晚白垩世—始新世，沿断裂带在局部地段

有基性、超基性岩发育，而磁异常主要为燕山—喜山期花岗岩、花岗闪长岩的反映。相对应的

弧后盆地可能有申扎南、申扎北盆地。也有人认为狮泉河—申扎断裂可能是又一条缝合带，虽

然沿断裂带也出现有少量基性、超基性岩，但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这一断裂的性质有待进

一步深入研究。

$ 结论

青藏高原以其独特的地貌地质特征和在地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成为国内外地学界竞相

研究的热点。由于高原的自然地理条件，目前除了路线地质调查和少数几条地球物理剖面外，

针对整个高原所做的面积性地质和地球物理工作极为稀少，这次航磁概查正好弥补了这一不

足。从航磁概查结果来看，它对解决青藏高原的基础地质问题和矿产资源的评价具有很好的

效果，所以对航磁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必将充分发挥航磁资料在青藏高原地质构造、矿产预

测和其它研究中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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