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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7&#78$97$（"%%&）%$8"##8%:

西藏冈底斯中段晚侏罗—早白垩世

花岗岩特征
!

黄俊平，曹圣华，陈振华，廖六根
（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江西南昌 ;;%"%7）

! ! 摘要：对西藏冈底斯中段 7< "= 万措麦区幅区域地质调查中新发现的侵入于晚古生代地层

中被古近纪林子宗群火山岩喷发沉积不整合覆盖的尼雄超单元、许如错超单元进行了解体，划

分了 # 个单元。许如错超单元同位素年龄值 7=$6 " 2> ? ;6 9 2>（锆石 +8@A）、7$7 2>（锆 B8CD），

时代为晚侏罗世，尼雄岩体中获锆 B8CD 法年龄值 77$ 2>、7%& 2>，时代为早白垩世，其地球化学

及同位素特征反应两岩体为过铝型高钾钙碱性壳幔混合型花岗岩，形成于活动陆缘火山弧构造

环境，为大陆弧花岗岩，与雅江洋向北和班8怒洋向南俯冲有关。

! ! 关键词：尼雄超单元；许如错超单元；大陆弧花岗岩；冈底斯；西藏

中图分类号：@=996 7! ! ! ! ! ! ! 文献标识码：C

! ! 冈底斯花岗岩带北以班公湖—怒江结合带、南以印度河—雅鲁藏布结合带为界，为一条

近东西向的长约 " =%% EF、南北宽 7%% G ;%% EF 的巨型岩浆岩带。目前普遍认为冈底斯带

是晚燕山期—喜山期火山—岩浆弧带，是雅鲁藏布江洋壳向北俯冲消亡、陆—陆碰撞作用的

产物；但古生代—中生代冈底斯带的性质及演化过程一直是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关注［7 H ;］。

认识观点有二，一是与班公湖—怒江洋向南俯冲有关，另一观点是与雅鲁藏布江洋在中生代

一次向南俯冲有关。7< "= 万措麦区幅区调在过去被认为是白垩纪晚世 H 始新世冈底斯岩

浆弧带中段—尼雄—许如错地区新发现了晚侏罗世 H 早白垩世花岗岩［$ H =］，其形成是雅鲁

藏布江洋向北和班 H 怒洋向南俯冲消减共同作用的结果。该发现为研究冈底斯岩浆弧带性

质及演化提供了基础地质资料，为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的雅鲁藏布江洋两次俯冲消亡的理

论模式［&］提供了佐证。本文以侵入岩等级体制原理为指导［#］，对尼雄、许如错岩体进行了

解体，再结合区域大地构造位置，对岩体的构造环境进行了分析。

7! 地质特征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于隆格尔—工布江达断隆带和冈底斯—下察隅晚燕山—喜马拉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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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弧带中段。区内岩浆活动极为强烈，造山带各演化阶段均有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

成因的岩浆岩形成，以新生代火山岩和中、新生代中酸性侵入岩占优，在区域上受近 !" 向

构造控制，呈近 !" 向带状分布（图 #）。

图 #$ 研究区地质构造略图

%&’( #$ )*+ ’+,-,’&./- 0123.132+ 4/5 ,6 1*+ 01378&9’ /2+/
$ $ #:第四系；;:火山:粗碎屑岩建造；<:陆相磨拉石:火山岩建造（=;）；>:细碎屑岩:碳酸盐岩建造（?:@）A:碱性火山

岩；B:喜山期花岗岩；C:早白垩世花岗岩（=#D）；E:晚侏罗世花岗岩（F<）；G:剪切带；#H:平移断层；##:正断层；#;:角度不

整合界线

$ $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花岗岩呈近东西向分布于区内尼雄、格尔耿及措麦区一线。受

!" 向断裂带控制，呈串珠状分布，平面形态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呈岩株状产出。岩体侵入

于晚古生代地层中，被古近纪林子宗群火山—沉积岩不整合覆盖。晚侏罗世许如错超单元

出露面积 <;C( H; I4;，填绘出侵入体 ;A 个，依据岩石成分、结构及侵入接触关系（图 ;、<）由

早到晚划分出邦重拉中细粒石英闪长岩、哦玛北中细粒黑云花岗闪长岩、佐革中细粒（ 细

粒）黑云二长花岗岩、舍拉粗中粒似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等四个单元，构成成分演化序列。

本次调研获锆石 J—@K 法同位素年龄 #A>( ; L/ M <( E L/，全岩 =—N2 法同位素年龄 #>#
L/，将其时代归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尼雄超单元为本次工作新发现，出露面积 #EH( #>
I4;，填绘出侵入体 #E 个，依据岩石成分、结构及侵入接触关系（图 >）由早到晚划分出砸勒

中细粒角闪黑云花岗闪长岩、沙松南中细粒含斑黑云二长花岗岩、仲青细粒钾长花岗岩等三

个单元，组成成分演化序列。获全岩 = O N2 法年龄值 ##> L/、#HB L/，时代归为早白垩。

EC;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HHB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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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 舍拉单元（!"#$%）与邦重拉单元（#&#$’）! ! ! 图 $! 哦玛北单元（"##$(）与佐革单元（!"#$)）

! ! ! 脉动式侵入接触关系素描图! ! 脉动式侵入接触关系素描图

! ! *+,- "! ./0120+34 5&/0650 5&//450+&/ 784059 :6;! ! *+,- $! ./0127+34 5&/0650 5&//450+&/ 784059 :6;

! ! <40=44/ %94>6 2/+0 6/? ’6/,@9&/,>6 2/+0! ! <40=44/ A:6<4+ 2/+0 6/? )92&,4 2/+0

! BC石英闪长岩；"C粗中粒公似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 ! BC中细粒花岗闪长岩；"C 中粗粒二长花岗岩；$C 脉动式侵入

! $C脉动式侵入接触界线 ! 接触界线；

"! 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图 D! 仲青单元（"EB)F）与砸勒单元（"#EB)）侵入接触关系素描图

*+,- D! ./0127+34 5&/0650 5&//450+&/ 784059 :6; <40=44/
)9&/,F+/, 2/+0 6/? )96>4 2/+0

! ! ! ! ! BC细粒花岗岩；"C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C侵入接触界线

"- B! 岩石学特征

许如错超单元由早至晚演

化规律为：岩石类型由石英闪

长岩"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

岩。色率从灰"浅灰"灰白"
肉红色，斜长石牌号总体降低，

由中长石"更长石，环带从有

至无，斜长石、暗色矿物含量逐

渐减少，角闪石从多至少，从有

至无，石英、钾长石含量总体呈

增加趋势，反映出向富硅、富钾

的酸性方向演化趋势，总体显

示为成分演化特征。晚期岩体

还表现为结构演化，由中细粒

（细粒）"中细粒少斑"粗中粒似斑状，斑晶从无至有，由少至多，由小至大。

尼雄超单元各单元的岩石类型、结构、矿物种类及基本特征具有一定继承性、相似性，由

早至晚具有明显的成分演化特征。$岩石类型由苏长玢岩"花岗闪长岩"二长花岗岩"
（钾长）花岗岩；%色率由深灰"浅灰"灰白"浅肉色；&斜长石牌号逐渐降低，G/：HI"BJ，

由拉长石"中长石"更长石；’斜长石、暗色矿物含量逐渐减少，钾长石、石英含量逐渐增

加，反映出向富钾、富硅方向演化趋势。

"- "! 地球化学特征

"- "- B! 主量元素

岩石化学成分及有关参数见表 B。晚侏罗世许如错超单元特征为：$%+A" 含量为

KL"第 "L 卷! 第 D 期! ! ! ! ! ! 黄俊平等：西藏冈底斯中段晚侏罗—早白垩世花岗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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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为 /# "0% & !# $$%。!各单元里特曼指数（"）为 "# "! &
$# (，碱度指数为（-* 1 2）3# 0/ & 3# )4，为亚碱性系列中的钙碱性系列。在 56+$ 78# *$+ 图解

（图 /）中大部分落在高钾钙碱性系列，少部分落在钙碱性系列。#早期邦重拉单元的铝饱

和指数 29-* : 2;$+0 1（-.$+ , *$+ , 9.+）: 3# ’! & 3# 4$ < "，为铝不饱和型（偏铝质的），

而其他单元铝饱和指数（29-*）多在 " & "# " 之间，为弱过铝质的，少数 29-* : "# 04 为强

过铝质；$由早至晚，56+$ 含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 =6+$、9.+、>?+，@A$+0 , @A$+ 与 56+$ 呈

负相关，总体呈下降趋势，*$+、*$+ , -.$+ 含量与 56+$ 呈正相关，呈上升趋势，-.$+、2;$+0

含量变化不大。%分异指数（BC）与 56+$ 呈正相关，总体逐渐增大，即从 03"4(# !，岩浆分

异程度总体逐渐增强。

D D 早白垩世尼雄超单元特征为：&56+$ 含量为 !/# 43% & ’!# 0!%，*$+ , -.$+ 为 /# ’"%
&’# 0"%。!各单元里特曼指数（"）为 "# 04 & $# $)，碱度指数（-* 1 2）为 3# (0 & 3# )4，为亚

碱性系列中的钙碱性系列，在 56+$ 78# *$+ 图解（ 图 /）中均落在高钾钙碱性系列。#各单

元铝饱和指数 29-* : 2;$+0 1（-.$+ , *$+ , 9.+）: "# 3 & "# ""，为铝饱和型。$由早至晚，

随着 56+$ 的上升，=6+$、9.+、>?+、@A+ , @A$+0、2;$+0 呈下降趋势，*$+、*$+ , -.$+ 呈同步

递增。*$+ 1 -.$+ 比值，碱度系数 -* 1 2 逐渐增大，向富硅、富钾方向演化。%由早至晚分

异指数逐渐增大，((# 0"4/# "，反映岩浆分异程度逐渐增强。

$# $# $D 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含量及有关参数特征见表 "。许如错超单元特征为：&与花岗岩维氏值

（"4!$，以下简称维氏值）相比较，EF、G.、HI、-F、=.、J6、GA 元素含量均低于维氏值，=K、LM、
9I、-6、9N 含量多高于维氏值。成矿元素 9O、PF、HQ、2O、5Q 多低于维氏值，2? 和维氏值相

当，R 为维氏值的 ! & )$ 倍。!微量元素 >+EG 比值蛛网图见图 !。邦重拉、洛顶单元表现

表 "D 雄岩体 S 许如错岩体代表性样品化学组成表

=.F;A "D =KA TKAU6T.; TNUVN86W6NQ NM -6X6NQ?YZOIOTON 6QWIO867A FN[6A8

超单元名称 许如错超单元 尼雄超单元

单元名称 邦重拉 哦玛北 佐革 舍拉 砸勒 沙松南 仲青

样品编号 !3(’ S $ !3)( S " /""3 S ( !)(" S $ /"3/ S " /"3! S 0 /"30 !(0! S " /"3! S "

岩石名称
细粒石英

闪长岩

中细粒花

岗闪长岩

中粗粒二

长花岗岩

粗中粒二长

黑云花岗岩

黑云花岗

闪长岩

黑云角闪石英

二长斑岩（包体）

角闪黑云二

长花岗岩

钾长花

岗岩

细粒含斑

花岗岩

化

学

成

分

56+$ !$# !$ !(# )( !!# 0! !’# () !/# 43 !!# /3 ’$# !) ’!# 0! ’/# ’/
=6+$ 3# /$ 3# /$ 3# () 3# "" 3# !3 3# /3 3# $$ 3# "3 3# "$
2;$+0 "/# (" "/# !0 "/# ’4 "/# 00 "(# /! "/# $3 "(# $( "$# !) "$# !!
@A$+0 "# !( "# /4 "# /! "# ’0 $# 34 "# !4 3# 40 3# !4 3# )3
@A+ (# 4$ 0# 0! 0# ($ "# )) $# ’) $# )0 3# 4) 3# !) 3# /)
>Q+ 3# "3 3# "3 3# "3 3# 3! 3# 34 3# 3) 3# 3/ 3# 3" 3# 3$
>?+ 0# ($ $# (0 $# $" $# 0/ $# )( $# /) 3# !0 3# (3 3# 0)
9.+ /# // (# 04 (# 0! 0# "! 0# (0 0# 4’ $# 00 3# 44 "# 33
-.$+ $# ($ $# ’! $# )$ $# )3 0# 30 $# 4$ 0# "/ 0# 3) $# )(
*$+ $# ’" $# 4/ $# /3 0# ($ 0# 3$ $# ’4 0# ($ (# $0 (# 4(
P$+/ 3# "3 3# "" 3# "3 3# "" 3# "$ 3# "$ 3# 3) 3# 3/ 3# 3!
L$+ 3# "0 3# $/ 3# 3) 3# "4 S 3# "! 3# ") 3# "( S
@ 3# 3(0 3# 3() 3# 3! 3# 3(’ S 3# 30/ 3# 3$’ 3# 3"! S

烧失量 "# 3" "# $3 3# )4 "# "/ "# $ 3# /$ 3# ’) 3# $3 3# /’
总量 44# /4 44# )3 "33# /4 44# 44 44# !! 44# ’3 44# (4 44# (’ 44# ’$

3)$ D D D D D 资D 源D 调D 查D 与D 环D 境D D D D D D D D D D D D D $3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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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超单元名称 许如错超单元 尼雄超单元

单元名称 邦重拉 哦玛北 佐革 舍拉 砸勒 沙松南 仲青

样品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岩石名称
细粒石英

闪长岩

中细粒花

岗闪长岩

中粗粒二

长花岗岩

粗中粒二长

黑云花岗岩

黑云花岗

闪长岩

黑云角闪石英

二长斑岩（包体）

角闪黑云二

长花岗岩

钾长花

岗岩

细粒含斑

花岗岩

稀

土

元

素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12 *- &) )- ’# !- (’ ’- !’ #- ’# #- $& !- ’& &- ! !- ’
34 (.- ( &(- (’ &(- ’$ *&- . (’- * &)- & &"- $ (!- $ &&- .
56 *- "! #- &) #- "& #- ’’ &- .$ )- #( &- ## *- *( *- *
78 ( (- "! (- "& (- &) "- ’( (- &! "- ’& "- *! "- ##
9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2 (- ’# &- "! (- ’$ &- #$ &- ") *- #’ (- .& *- .( &-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77 ((#- #$ (#*- *( ()"- #’ &**- ’# ((#- .! ()&- ’. ()*- $# (*.- (! ($&- ")
+A77 ’)- "( (("- $( (&"- .. (.)- !( ’$- #& ("(- (. (&!- .’ $!- *# (*)- &#
>A77 (&- "! (*- ## (&- *" (!- #* ((- !# &(- "" ((- (! &*- &. (#- ((
!782? "- .! ("- $. "- ’& "- $’ "- ’# "- $& "- .! "- &’ "- #"

微

量

元

素

A; ))- # ("! (*$ (&$ ("# !$- #" ("! % (*#
/B &- )" *- ." $- (" #- ! $- & )- "" *- & % )- "
C, ()" $"" )"" !#" ."" )*" ."" % !""
:D ’- ! % % % ("- * $- !" &(- ) % &)- "
>E *- # % % % )- ) #- &" &- * % *- .
F (- & % % % "- . "- ’" (- $ % &- .
G2 )" )" )" !" #!- " &$- )" ’" % (""
52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3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 *(&" &’’" !!" *""" *’#" (*&" % !""
+H *’-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GI *.- #" )!- ( $$- $ ##- * **- ) #"- #" &$- ’ % ()- *
J8 "- """) "- """$ "- ""( "- """) "- """) "- """! "- ""(. % "- """*
JK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5I (- . (- !" (- ! &- &" (- "" &- #) (- "" % (- ""

M 注：化学成分（N）分析采用重量法、容量法、比色法及元素吸收法等；稀土元素（(" %!）采用 O/1 等离子光量计（J75）测

试；微量元素（(" %!）采用原子荧光法和 P 荧光法等测试；Q % Q未测；样品测试全部由湖北省地质试验研究所承担

(’&第 &$ 卷M 第 # 期M M M M M M 黄俊平等：西藏冈底斯中段晚侏罗—早白垩世花岗岩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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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尼雄、许如错超单元 #$%& ’ (&% 图解

)$*+ !" (&% ,$-*.-/ 01. 2$3$14*5

67.7871 97:;.574$<
" " #=%5钾玄岩系列；=(5>?5高钾钙碱性系列；>?5钙碱

性系列；@(5A=5低钾拉斑玄武岩系列；#5尼雄超单元；B 5

许如错超单元

型式近于一致，(、CD、AE、A-、F 元素相对其

他元素富集。佐革单元中 (、CD、AE、A-、F 元

素相对富集，G-、#.、A$ 明显的亏损。

" " 尼雄超单元特征为：!与维氏值相比较，

各单元 CD、F、H.、2D、A-、@$、G; 元素含量均低

维氏值，=0、>1 含量高于维氏值。成矿元素

>7、ID、H4、?7、#4 含量均低于维氏值；?* 含

量和维氏值相当，J 含量为维氏值的 &K L
&MN 倍。"微量元素 O%CG 比值蛛网图（ 图

P），各单元表现型式近一致，(、CD、G-、AE 元

素较其他元素相对富集，>.、A$、2D、#.、H.、I
呈明显亏损。

&+ &+ Q" 稀土元素

稀土元素含量及有关参数见表 R。特征

为：!各单元稀土总量较低，许如错超单元为

SN+ PT U RN ’P L &QQ+ KM U RN ’P，@CVV W =CVV

" 图 P" 尼雄、许如错超单元微量元素 O%CG 比值蛛网图" " " " 图 S" 尼雄、许如错超单元稀土配分模式图

" )$*+ P" O%CG541./-X$Y;, VCC /-: 10 2$3$14*5 " " " " " " " )$*+ S" CVV ,$9<.$D7<$14 :-<<;.49 10 2$3$14*5

" " " 67.7871 97:;.574$<" " " " " " " " " " " " " " " " " " " 67.7871 97:;.574$<

" " #尼雄超单元；B 许如错超单元" " " " " " " " " " " " #尼雄超单元（$为仲青单元）；B 许如错超单元

&K&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NNP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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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 % &#" ’(，（)* + ,-）. 为 /" 0$ % (!" #(；尼雄超单元为 &&/" #! 1 &0 2! % (0!" &! 1 &0 2!，

)344 + 5344 值为 ’" /# % (6" 6#，多数大于 &&，（)* + ,-）. 为 !" # % &!" (!，均为轻稀土富集

型。!"47 值为 0" (8 % &" 0/，多在 0" 8 % 0" # 之间，具铕弱亏损。#配分模式见图 8。许如

错超单元均为曲线向右倾斜、轻稀土分馏明显、重稀土分馏不明显、铕轻度负异常的表现型

式。尼雄超单元早期三个单元为曲线向左倾斜、轻重稀土分馏不明显、铕弱—中度负异常的

表现型式，而仲青单元为铕强烈负异常的表现型式，并且具有向“雁型式”过渡特征。

69 构造环境及时代分析

6" &9 构造环境分析

研究区花岗岩岩石地球化学特征表明铕具弱亏损，3- + :; 在 0" 0’ % 0" ’ 之间。在 "47 2
:; 图解（图 $）显示出壳幔混合型的特征，说明岩浆来源复杂；在非活动性元素图解显示出火

山弧花岗岩特征。

图 $9 尼雄、许如错超单元 "47 2 :; 图解

<=>" $9 "47 2 :; ?=*>;*@ AB; .=C=BD>E
F7;7G7B H7IJ;E7D=K

9 9 $E壳源；%E幔源；#E尼雄超单元；L E许如错超单元

9 9 在 3& 2 3( 判别图解（图 #）中，晚侏罗世

许如错超单元绝大部分样品落在“ 板块碰撞

前的科迪勒拉 M 型花岗岩”区及与“地幔分异

的 N 型花岗岩”区分界线附近，说明该超单

元具壳源混合型的特点，其成因类型为科迪

勒拉 M 型花岗岩；早白垩世尼雄超单元也落

在“科迪勒拉$型与 N 型花岗岩”界线附近，

成因类型应为科迪勒拉$型花岗岩。

岩石化学特征和区域地质构造资料综合

分析反映，晚侏罗—早白垩世花岗岩形成于

活动陆缘火山—岩浆弧构造环境，可能与雅

鲁藏布江洋向北俯冲消减作用有关。

6" (9 形成时代探讨

研究区花岗岩的同位素资料匮乏。本次

区调在许如错超单元中的舍拉单元人工重砂

样品中手选 / 粒锆石经天津地质矿产所同位素室采用 O—P- 法测定（表 (），测得 O—P- 同

位素表面年龄落在谐和曲线上（图 &0），获得 &’/" ( N* Q 6" $ N*、&/&" & N* Q $" # N* 的同位

素年龄值。在帮重拉单元中挑选角闪石，经中国地质科学院同位素地质研究与测试中心采

用 R—S; 法测定获 &/& N* 同位素年龄值。这三个年龄值较为接近，结合该超单元与围岩

的接触关系，将其时代定为晚侏罗世。在尼雄超单元花岗闪长岩和文像花岗岩中分别获

&&/ N*、&0! N* 年龄值（R 2 S; 法），侵位时间为早白垩世。

/9 结论与意义

（&）研究区位于冈底斯岩浆弧带中段，南、北侧分别为著名的雅鲁藏布江结合带和班公

湖—怒江结合带。晚侏罗世许如错超单元和早白垩世尼雄超单元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

分析表明，岩浆作用与雅鲁藏布江洋壳向北俯冲和班—怒中特提斯洋向南的相向俯冲消减

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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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舍拉单元锆石 # $ %& 法同位素地质年龄测定结果一览表

’(&)* !" ’+* ,*-.)/ 01 23,405 # $ %& 3-0/0634 (7*- 10,8 9+*)( .53/

样" 品" 情" 况 浓" " 度

点
号

锆石类型及
特征

重量
（!7）

#
（!7 : 7）

%&
（!7 : 7）

普通铅含
量（57）

同位素原子比率 表面年龄 ;(

!<= %&
!<> %&

!<? %&
!<= %&

!<= %&
!@? %&

!<A %&
!@B %&

!<A %&
!<= %&

!<= %&
!@? %&

!<A %&
!@B %&

!<A %&
!<= %&

C 浅黄色半透明
长柱状晶体

CB !=>A =< <D <<? ACBB <D C@!> <D <!!C@
E C> F

<D C>A>
E C= F

<D <>?@C
E >< F C>CD C C@GD A CC>D =

! 近无色半透明
短柱状晶体

CB G?@ !B <D <C! C?A! <D C>=@ <D <!@G@
E !> F

<D CBG?
E != F

<D <>?>B
E B= F CB!D > CB<D = C!CD C

@ 近无色半透明
长柱断头晶

CB GG= != <D <<@ ?B=> <D C?<! <D <!>@?
E !> F

<D C=@@
E !B F

<D <>?BA
E B! F CBBD @ CB@D = C!AD C

> 近无色透明长
柱状晶体

!< ?@C !! <D <!@ CC>B <D C=G< <D <!>@?
E >@ F

<D C=@A
E >BD F

<D <>?=?
E G! F CBBD @ CB@D G C@!D B

" " 注：样品测试由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承担

图 G" 尼雄、许如错超单元 HC $ H! 构造环境判别图解" " " " 图 C<" 舍拉单元锆石 # $ %& 同位素年龄结果图

（据 I(/4+*)0,，CG?B）

" J37D G" HC KH! L3(7,(8 01 -/,.4/.,* *5M3,058*5/ 10," " " " " " J37D C<" ’+* N0540,L3( L3(7,(8 10, O3,405

P3Q3057KR.,.4.0 -.6*,K.53/ " " " " #K%& 3-0/0634 (7* 1,08 9+*)( .53/

（(1/*, I(/4+*)0, CG?B）

HC S >93 $ CC（P( T U）$ !（J* T ’3）；H! S V) T !;7 T =N(

#K尼雄超单元；T K许如错超单元

" " （!）冈底斯火山—岩浆弧过去被认为是单一的白垩纪—始新世陆缘火山—岩浆弧，是

雅鲁藏布江洋壳一次性向北俯冲消亡、陆—陆碰撞作用的产物。本次区调在尼雄—许如错

东西向带上发现了晚侏罗世 $ 早白垩世中酸性侵入岩，为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的雅鲁藏布

江洋两次俯冲消亡的理论模式提供了佐证。

（@）研究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花岗岩的发现，同本区东侧 CW !B 万申扎县幅在冈底斯

南坡首次发现有晚三叠世巨斑花岗闪长岩体［?］一样，证明冈底斯带可能经历了三叠纪晚

世、晚侏罗—早白垩世、始新世等多期次岛弧造山作用［@］。

>?! " " " " " 资" 源" 调" 查" 与" 环" 境" " " " " " " " " " " " "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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