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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重磁资料分析，扬子地台与松潘一甘孜造山带的界线应以武都一文县断裂为界，而不是划在龙门山断

裂处。由此可见．整个龙门山地区应划归扬子地台，同时认为松潘一甘孜造山带的基底性质与扬子地台的基底性

质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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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认为，扬子地台的西北界以龙门山断裂为界，

龙门山地区在构造上划归松潘一甘孜造山带。但根

据最新编制的重磁资料反映的特征看，龙门山地区

与松潘一甘孜地区的重磁异常特征完全不同，而与

扬子地台的重磁场特征相同。因此，对扬子地台西

北界线的划分产生了新的看法：认为它们之间的界

线应在武都一文县一理县一线，即重磁场反映的北

东向的武都一文县深大断裂(图l、图2)。这条断

裂分割性极强，可能构成了松潘一甘孜造山带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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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地台的界线，由此认为龙门山地区应归属扬子地

台，而龙门山断裂很可能是一条推覆带前缘断裂，分

割性不强，构不成构造单元界线。

1重磁场特征分析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以武都一文县深大断

裂为界，两侧的重磁场面貌完全不同。在该界线的

东南侧，磁场反映龙门山地区为正负变化的磁异常

区，异常强度很大，在一200～300nT之间变化，异

图中红虚线为推测扬子地台西北界线

图l航磁Ar等值线反映扬子地台西北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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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红虚线为推测扬子地台西北界线

图2却_反映扬子地台西北界位置

常走向为北东向，与扬子区磁异常走向和强度一致。 于武都一文县深大断裂的分割，使两侧地壳结构、基

当磁场上延不同高度后仍显示为强度很大的正负异 底性质、盖层发育程度和构造变动方式存在差异造

常区。当磁场上延至10 km，甚至20 km时，反映仍 成的。磁场变化剧烈，场值大的东南部地区足扬子

很清楚(图3)，走向不变，只是正异常区范围变小。 地台区，构造稳定，它的基底形成于新太古界一元古

在布格重力异常图上，龙门山地区为北东向展布的 字，时代老，结晶程度高，磁性强；而西北部地区属活

重力梯度带，重力值在(一250一一300)×lO。u∥s2 动区，构造不稳定，它的基底性质存在着争议，而且

之间变化，剩余重力异常也反映为北东向的重力高 磁性不强，属中等，这些差异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地质

和重力低，重力异常幅值较大，为(一14—28)× 和地球物理场上。

lO。n∥s2之间变化，剩余异常的走向也与扬子地台

相同。

在武都—文县深大断裂的北两侧，松潘一甘孜

地区则反映为平缓变化的正负磁异常区，磁异常强

度很低，仅为一IO—10 nT，当磁场上延不同高度后，

磁场显示十分平缓(图3)。在布格重力异常图上由

西向东展现为北西向和南北向的重力异常区及宽缓

的重力梯度带，重力值在(一350～一420)×10。

m／s2之间变化。在龙门山地区附近的剩余异常走

向为近南北走向，向西，则变化为北西向，异常幅值

较低，为(一16一一20)×10。In／s2。

从磁场特征分析，龙门山断裂分割性不强，下切

深度不大，可能是一条推覆带前缘断裂。因为在△r

等值线图上它构成了不同磁场的界线和线性磁异常

带，当磁场上延5 km后，这种特征就已模糊不清，当

延10 km后，其痕迹完全消失。

重磁场特征表明，这种构造格局的产生主要缘

2基底性质分析

关于松潘一甘孜造山带基底性质存在着不同的

看法，有人认为其基底是扬子地台的一部分，它是扬

子地台沿金沙江断裂和阿尼玛卿断裂向西移动呈三

角形插入了松潘一甘孜地区，也有人认为，三叠系之

下为较老的洋壳(西格尔·M，1979)，另一种认为三

叠系覆于古生界地台型沉积层之上，在古生界地层

之下可能有老的结晶基底存在，直到印支期发育为

地槽(陈炳蔚，1983)。根据邻区资料分析，该造山

带的边缘确有老的结晶基底岩系存在，如西南侧的

木里、稻城，除发育有含叠层石白云岩等震旦系岩层

外，其下还发育有一套被称作恰斯群的变质杂岩，岩

性主要为斜长石英片岩夹灰质片岩及大理岩，同位

素年龄为1 972 Ma。在东昆仑南带出露了中、新元

古界万宝沟群，岩性主要为绿片岩、大理岩，同位素

年龄为1 600—1 700 Ma。据航磁资料和地质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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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红虚线为推测场于地台两北界线

图3 A7n上延10 km反映扬子地台西北界位置

资料分析，松潘一甘孜造山带老基底应为元古宇。 为康定群结晶岩系，其磁性强，硬度大，可在磁场上

其中达日、班玛、马尔康一线以南，三岔河、甘孜一线 引起区域性升高磁场区。后者以冷家溪、四堡群为

以北的平缓正异常区，可能与深变质岩系有关。平 代表，变质浅、磁性弱，在磁场上表现为低缓变化的

缓负异常区是与恰斯群相当的中、新元古界中浅变 降低磁场区。发育在龙门山地区的宝兴杂岩、彭灌

质岩系及前三叠系中浅变质岩系的反映。 杂岩在磁场上引起了磁异常，这是由于侵入岩中的

从磁场特征分析，松潘一甘孜造山带的基底性 岩浆岩造成的，当磁场上延10 km后，强磁异常被滤

质既不同于扬子地台，也与祁连造山带有异，它与昌 掉，其升高背景场与四川盆地融为一体。发育在龙

都地块基底性质比较相似。据郝子文1983年研究 门山东北端(勉县、略阳地区)的鱼洞子群(2 657

认为，本区自中古生代即发生了地幔的上隆作用，导 Ma)和碧口群(1 331 Ma)变质岩系的磁场面貌与扬

致地面大区域抬升，地壳被加温消融，拉裂塌陷。三 子地台的磁场面貌完全可以对比，区域磁异常走向

叠纪时，沿阿尼玛卿山带、黑水带、甘孜一理塘带及 也相同，均为北东向。这些都说明它们岩性、变质程

金沙江带进一步拉张并连成一片，形成“菱形”的巴 度、磁性特征和后期变质方式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它

颜喀拉一松潘一雅砻江海盆。其内充填了厚度很大 们应是同一构造单元的产物。

的浅海一半深海复理石相沉积。三叠纪末，海盆褶

皱封闭，海底基岩抬升。燕山期以来，本区进一步受

到挤压，壳内花岗岩浆向上侵位，连同部分基底(如

恰斯群等)一同被推出地表，形成残留体出露于东

部和西南边缘。据人工爆炸地震测深指出，雅砻江

地壳厚52—60 km，其中上地壳厚35 km，下地壳厚

仅17 km左右。显然上地壳加厚，它由三叠系推覆

叠置层、基底结晶岩层、硅铝质岩浆岩层及穿层补位

侵填的花岗岩共同组成。

扬子地台基底由新太古一古元古界结晶岩系和

中、新元古界浅变质岩系组成，前者具代表性的岩系

3结束语

龙门山重磁场面貌与上扬子区重磁场面貌完全

可以对比，磁场上延后区域磁场面貌也相近，说明龙

门山地区是上扬子地台的一部分，其基底性质、构造

变动特点都是相同的，之所以未被发现，是因为后期

推覆构造发育，推覆体可能掩盖了龙门山与上扬子

地台同为一体的构造面貌。据认为，龙门山区发育

的寒武一中奥陶统与扬子地台相似。如在龙门山区

发现多处扬子地台十分典型的宝塔灰岩，说明龙门

山构造带在构造上应属扬子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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