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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伦坡拉地区的大地构造属性与构造演化

徐正余

�西藏地质局�

饶克敏 连玉秋�

�西藏第四地质大队�

西藏伦坡拉地区系指东经��
“

��‘一��
“
��‘ ， 北纬��

’
��‘一��

�

��
‘
之间

，
面积约两万四千

平方公里的地区
。

著名的班公湖一怒江深大断裂从本区北部通过
，
区内段叫崩则错 �错意湖�一兹各扩

错深大断裂
。

它宽�一��公里
，
长约���公里

，
由数条或数十条断层所组成

。

断裂带西宽东

窄
，
在姜素日处妆敛

，
东段走向北西西向

，
西段走向南西西向

。

它可能形成于印支期 �甚

致早于印支期�
，
在燕山期和喜山期均有活动

。

沿断裂带具有一系列东西拉长的重
、

磁异常

和大鼠不同时期
、

不同性质的侵人岩与喷发岩
，
以及由二叠系等外来岩块组成的构造混杂

岩等

�三是由于班公湖一怒江深大断裂的多次活动才使其南
、

北两侧在不同的地史时期分属

于不同的大地构造单元
，
并在沉积建造

、

构造变动
、

岩浆活动
、

变质作用等方面具有不同

的特征
。

一
、

构造层发育特点

、、
一� 崩则错一兹各犷错断裂带以北地区

此区较南区狭窄得多
，
第四系掩盖亦较南区为大

。

在零星的露头上仅分布着阿尔卑斯

构造层的部分中
、

新生代地层
。

需要指出的是
，
温泉幅报告将此区兹各扩错以西总窝一带

出露的一套板岩
、

千枚状板岩划归上古生界〔�〕是值得商确的
。

�
�

印支亚构造层

该亚构造层仅见于东部兹各犷错以西总窝一带
，
主要为一套类复理石建造

，

岩石轻微

区域变质
，

厚度约为����米
，
地层时代为晚三叠世

。

其间具频繁的小褶曲
，
轴向为北西西

向
。

�
�

燕山亚构造层

七在此区分布较广
，

并主要是晚侏罗世碳酸盐建造
。

在布给江玛处观察
，

其厚度略大

于���� 米
。

地层中具少量长轴状褶皱
，
轴向为北东东向

。

�
�

喜山亚构造层

第三纪仅在中部扎加藏布 �藏布意河流�以北发育了一套红色碎 屑 岩 建 造
，

厚度不

�羊
。

构造层中具宽缓的短轴状褶皱
。

第四系分布普遍
，

为河湖相
、

冰债相杂色砂砾石层
。

� 本文在拟编西藏白治区伦坡拉盆地石油地质普查总结报告的附图及西藏伦坡拉地区构造纲要图的基 础
�

仁整

哩而成
，
先后参加此项工作的还有吕子西等四位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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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崩则错一兹各犷错断裂带以南地区

�
�

加里东构造层

该构造层地表仅见于东部董跟骇一带
，
另外

，
在其西北的徐果错东南机 日骇钻井中还

见到这一构造层
。

它主要为一套浅海相碳酸盐建造夹砂泥岩建造
，
时代属奥陶 纪 和 志 留

纪
，

厚度大于 ����
�

��米
。

�
�

华力西构造层

主要发育于西南雄梅一带
。

此外
，
在东部达如错等地还有零星出露

。

它主要为一套浅

海相碳酸盐建造及碎屑岩建造
，
厚度大于 ����

�

��米
。

构造层中具少数比较宽缓的短轴状

褶皱及逆断层
，
它们的方向为近东西向

。

我们认为发育在董跟骇加里东构造层中的背斜
，

其幅度
、

类型
、

轴向等都与华力西期的褶皱相似
，
它们应当是在同一运动之下形成的一个

系列
。

特别是区内未见上
、

下古生界之间的角度不整合 �仅为平行不整合�
，
更使我 们 难

以从该期褶皱中将它剔除出去
，
另立一期

。

该期岩浆活动仅在白拉等地见闪长岩呈岩株产

出
。

�
�

阿尔卑斯构造层

���印支亚构造层

发育于东南蓬错及中部达尔觉等地
，

主要为一套类复理石建造夹硬砂岩建造及硅质岩

建造
，

厚度大于 ����
�

�� 米
，

中具超基性
、

基性岩浆岩侵人
，
基性玄武岩喷发

。

线性褶皱

和断裂比较发育
，
其构造线方向为北西向

。

���燕山亚构造层

该亚构造层广泛分布于此区范围内
。

下部为一套类复理石建造
、

硅质岩建造
、

海相火

山岩建造� 上部为碳酸盐建造
、

碎屑岩建造和陆相火山岩建造
，
总厚大于�����

�

��米
。

褶

皱
、

断裂极为发育
，
指向为北西西向

。

上部少数北东东向构造线的产生可能与藏北弧形构

造的内侧块体顺弧作右旋滑动有关
。

另外
，

岩浆活动亦非常活跃
。

侵人岩从超基性一基性

一酸性均有发育
，

产状以岩株为主
，

少数为岩盘 � 喷出岩 �其中玄武岩具枕状构造�与喷

发岩则为基性一中性一酸性
，
偶见碱性岩

。

各类岩体的展布方向除花岗岩为南北向外
，
余

者多和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
。

���喜山亚构造层

此区亚构造层中的第三系主要为一套暗色泥质岩建造和碎屑岩建造
，

集中分布于伦坡

拉和班戈两个盆地
。

在伦坡拉盆地中
，
其厚度大于����米

。

第三纪时期具有频繁的火山活

动
。

根据钻井地层资料
，
伦坡拉盆地第三系中的中酸性凝灰岩和方沸石岩最多 可 达 �� 层

�次�
，
就是一个极好的佐证

。

另外
，
在东卡错以北还出露有喜山期花岗岩

，
它们皆为近东

西向排列的小岩株
。

第三系中的褶皱
、

断裂均较发育
。

褶皱多为隔档式短轴状
，
少数为长

轴状
。

下部构造层 ���中的褶皱较紧密
，
两翼倾角较大� 上部构造层 ��� 中的褶皱较

宽缓
，
两翼倾角较小� 断层中

，
除逆冲断层和正断层�它们多发育有牵引褶曲和滚动构造�

外
，
大量的是左旋平移正断层

，
后者往往切割了前者

。

其构造线可分为两组
�

北西西向的

一组和北东一北北东
、

北北西向的另一组�
。

依据断层在平面上的组合关系
，
我们认为区

� 徐正余
、

赵敬平
、

吴兆龙
，
以伦坡拉盆地为例推论青藏高原第三纪陆相盆地的发育特征

，
形成机制及其石 油

地质条件 �待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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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加里东构造层至燕山亚构造层中北东一北北东
、

北北西向断层几乎都是喜马拉雅运动的

产物
。

特别应当说明的是
，
喜山亚构造层中的第四系在一些地方成岩较好

，
并且

，
除了在一

些河湖相
、

冰债相砂砾岩中尚可见到断层等构造外
，
有的成岩第四系出露高度已比现代湖

面高出了 ���多米
。

二
、

大地构造属性探讨及构造单元的初步划分

�一� 大地构造属性探讨

由上述可知
，
从沉积建造来看

，
崩则错一兹各犷错深大断裂以南

，
加里东构造层和华

力西构造层皆为浅海相碳酸盐建造夹砂泥岩或碎屑岩建造� 从变质作用和构造变动的结果

来看上述两个构造层中的岩石都几乎没有遭受区域变质
，
同时

，
褶皱

、

断裂
、

岩浆活动也

很微弱
。

另一方面
，
由于上

、

下古生界之间仅具平行不整合
，
这说明该区加里东构造层和

华力西构造层是很难划分开来的
。

凡此种种都表明此区古生界确系一个比较稳定的地台盖

层
。

考虑到它厚度的巨大等等
，
我们认为它至少是个淮地台盖层

，
这是不容置疑的

。

如果说伦坡拉地区范围有限
，
还不能根据这个

“
点

”
上的资料来阐述其大地构造的属性

，

那末
，

我们不妨结合邻区的一些资料来谈谈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

沦坡拉地区的南面是申扎地区
，
两个地区不仅在地理上相连

，
而且地层分布也相连

。

该区占生代 白奥陶系至二叠系都有发育
，
总厚大于 ����

�

�� 米
。

奥陶系主要为海相碳酸盐

建造
，

仅在下奥陶统夹有少许碧玉岩建造� 志留系主要为碳酸盐建造及泥质岩建造� 泥盆

系为碳酸盐建造， 石炭系主要为碎屑岩建造� 二叠系为碳酸盐建造
。

上
、

下古生界之间亦

为平行不整合
。

同时
，
岩石几乎没有变质

，
地层中褶皱

、

断裂也不强烈
、

岩浆活动更不活

跃
。

因此
，
它仍然应是一套地台沉积� 和地台盖层

。

好外
，

在更以南的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山南麓
、

喜马拉雅山北坡等地
，

据万子益公
、

顾庆阁�
、

魏振声�
、

蒋忠惕帅
、

西藏区调队�
、

四川区测队� 等的研究
，
以及作者的观

察
，

尚有古生界发育
。

其建造类型主要为碳酸盐建造和碎屑岩建造
，
构造变动及岩浆活动

皆较微弱
，

绝大部分地层的岩石仅遭受了轻微的区域变质
。

十分明显
，
它们也应为地台沉

积盖层
。

据魏振声等的研究
，
零星出露于喜马拉雅山南坡

，
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山以及申扎等

地的深变质岩 �片岩
、

片麻岩�厚度均在数千米至两万米
，

变质期同位素年龄据珠穆朗玛

群为 �
�

�一�
�

�亿年
，
它们很可能是前寒武纪地层

。

除珠穆朗玛群与上覆地层为 断 层接触

外
，
其余均与上覆地层为不整合接触

。

所有这些资料和论述都说明西藏古生界在各地的岩性和岩相差异都不大
，
它很可能是

� 夏代祥
、

徐仲勋
，
藏北湖区申扎一带的古生代地层

， ����
。

� 万子益
，
西藏高原地质特征概况

， ����
。

� 顾庆阁
、

吴让荣
，
西藏地层区划及地层概况

， ����
。

� 魏振声
、

谭岳岩
，
西藏地层概况

， ����
。

� 西藏自治区地质局
，
�

一

��拉萨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 ����年

。

� 四川省地质局
，
�

一

��昌都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 ���。 年

。



第�辑 徐正余等
�

西藏伦坡拉地区的大地构造属性与构造演化

奠基于前寒武纪地层之上的广海 �远非狭长海域�环境的准地台沉积盖层
。
这里

，
我们不

妨沿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三百万分之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构造图

”
的名称

，

将它称为
“
西藏准地台闺

” 。

不过
，
当时所称之

“
西藏准地台

”
是以前二叠纪地槽褶皱 作基 底

，
以

二叠系一中生界为盖层的年青堆地台
，
而我们现在所称之

“
西藏准地台

”
则是一个以前寒

武纪地槽褶皱作基底
，
以古生界为盖层的古老准地台

。

伦坡拉地区崩则错一兹各犷错深大

断裂以南部分处于其北缘地带
。

必须指出的是
，
西藏准地台在中生代时期普遍遭受了较强烈的拗陷

，
沉积了一套倾向

于
，
乃至准地槽建造

。

同时
，
由于剧烈的构造运动

，
地层受到了较强烈的构造变动

，
有的甚

至已褶皱成山
。

之后
，
新构造运动的巨大动力又将这些褶皱山系抬升到现今之高度

，
形成

了巍然挺拨的西藏高原
。

在此过程中
，
本区也不例外

。

这就是本区中生代沉积建造
、

褶皱
、

断裂以及岩浆活动的性质和规模如此接近于地槽的原因所在
。

至于断裂带以北唐古拉地区的古生界则是一套比较典型的地槽型沉积
。

据 温 泉 幅 报

告
，‘

该区石炭系为碎屑岩
、

碳酸盐和含煤建造
，
厚 �����米

，
区域变质广泛

，

岩层褶皱成

紧密线状� 二叠纪为碎屑岩
、

碳酸盐
、

含煤及火山岩建造
，
厚 ���。 。 米

，
区域变质普遍

，

岩层褶皱呈紧密线状
。

此外
，
邓万明等 “�〕一九七六年曾在温泉幅以西

，
班公湖一怒江深大断裂以北地区作过

一些路线地质观察
。

在他们所划分的一些构造单元中也把下古生界作为槽型褶皱基底
。

因

此
，

所谓唐古拉准地台应是以古生界为基底
，
以中生界为盖层的年青准地台

。

在这一点上

与西藏古老准地台是有截然区别的
。

伦坡拉地区崩则错一兹各犷错深大断裂以北部分处于

它的南缘
。

�二�构造单元划分

依据上述
，
本区由北而南可划分如下构造单元 �图��

。

�
�

崩则错一兹各犷错深大断裂以北地区

我们赞同温泉幅报告的称谓
，
将该区划归唐古拉准地台

。

由于该区面积狭小
，
地层出

露零星
，
因此

，
不再对此区作二

、

三级构造单元的划分
。

此区在准地台基底上发育了一个四级构造单元
，

即伦北新凹陷
。

它可能为南断北超式

山前盆地
，

其中发育了第三纪红色碎屑岩建造
，
厚度不详

。

�二崩则错一兹各犷错深大断裂以南地区

该区属西藏准地台
。

它在此区的二级构造单元是奇林湖中拗陷带
。

在区域上
，

奇林湖中拗陷带由一系列中

拗陷和古隆起以及叠加于其上的新凹陷所组成
。

区内此带可划分为董跟骇古隆起
、

奇林湖

中拗陷
、

雄梅古隆起三个三级构造单元
，
现分别描述如下

�

���董跟骇古隆起

该古隆起由加里东构造层和华力西构造层组成
。

在董跟骇附近
，
加里东构造层直接露

出地表
。

这是在继加里东运动隆起之后
，
部分下陷沉积了上古生界

，
尔后又经华力西运动

隆起的古隆起
。

强烈的印支运动使该古隆起局部被卷人
，
拗陷沉积了晚三叠世类复理石建

造
。

燕山运动使另一部分拗陷沉积了中
、

晚侏罗世碳酸盐建造
、
类复理石建造

、

海相火山

碎屑岩建造及晚白噩世陆相火山碎屑岩建造
，
以后再度隆起

。

显然
，
这是在不同时期内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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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沉降的古隆起
。

���奇林湖中拗陷

该中拗陷是在华力西和加里东古隆起的基础上形成的
。

印支亚旋迥仅在达尔觉沉积了

一套晚三叠世类复理石建造
。

燕山亚旋迥普遍沉积了中
、

晚侏罗世碳酸盐建造
、

类复理石

建造
、

火山碎屑岩建造以及白垄纪的海相碳酸盐建造
、

类复理石建造
。

很清楚
，
它是 自晚

二叠世以来几乎持续下陷而形成的一个较深的中拗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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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伦坡拉地区的大地构造属性与构造演化

在它之上发育了两个四级构造单元一伦坡拉和班戈新凹陷
，
其特征是

�

① 伦坡拉新凹陷

此新凹陷大部叠加于中生界之上
，
部分叠加于古生界之上

。

就形成机制来说
，
它是喜

马拉雅运动的裂陷作用造成的一个长条形地堑盆地
。

由于裂陷作用的 速 度 较 快
，
幅度较

大
，
因而形成了厚度大于����米的第三纪暗色泥质岩和碎屑岩建造

。
整个第三系又可分为

下部 ���构造层和上部 ���构造层
，
二者在沉积建造

、

构造变动方面都有一些差别
。

十多年石油地质普查工作证明
，
该新凹陷具有一定的含油气远景闭

。

② 班戈新凹陷

该新凹陷仅叠加于奇林湖中拗陷之上
。

它可能是一个北断南超式盆地
，
其中充填了第

三纪红色碎屑岩建造
，
厚度不详

。

���雄梅古隆起

该古隆起可能与申扎古隆起连成一体
，
区内仅出露华力西构造层

，
它为华力西运动的

产物
。

盈��

碑
�登

三
、

构造演化史

由上述
，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认识

�

�
�

本区自奥陶纪至第四纪都有沉积
。

海相地层的发育时期
，
崩则错一兹各犷错 断 裂

带以北仅至晚侏罗世
，
以南一直延续到晚白垄世

。

这就是说
，
自中生代开始出现的特提斯

海 �古生代时期为华南海�在此深大断裂南
、

北两侧关闭的时间是不一致的
。

�
�

十分明显
，
在自奥陶纪至第四纪这段地史时期中

，

本区 �特别是断裂带以南�经历

了两个性质不同的发展阶段
。

现予以说明如下
�

加里东运动以稳定的沉降作用为特点
，

在董跟骇等地沉积了厚达五千多米的早古生代

地层
，
后期抬起

，
使该区一度升出水面

。

构造层中几乎没有任何构造变动和岩浆活动的形

迹
，
因此它是一期典型的造陆运动

。

华力西旋迥沉降中心向南转移
，
在雄梅等地沉积了厚达三千多米的晚古生代地层

，
后

期亦相继升出了水面
。

在这段时期中
，
该区出现了两次较为强烈的升降运动

，

造成了下二

叠统栖霞组底部与上二叠统的缺失
。

此时
，
华力西运动还表现了微弱的褶皱

、

断裂作用
，

形成了轻微的褶皱
、

断裂构造及中性岩浆岩
。

应当指出
，
华力西运动的褶皱作用虽然并不

强烈
，、

但是
，
由于先期加里东构造层尚未硬化

，
致使它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

。

因此
，

华力西运动已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波状运动的性质
。

虽然如此
，
但它仍然不失为一期造陆

运动
。

断裂带以北
，
由于未见上述两个构造层发育

，
因而对它们的运动性质和规模就不在这

里论述了
。

由于本区南
、

北两部分都缺失下
、

中兰叠统
，

看来华力西运动的上隆作用可能一直延

续到早
、

中三叠世
。

中生代时期
，
断裂带南

、

北皆有沉积
，
但相对而言

，
南部 隆起 时 间

短
，
沉积地层多

，
构造变动

、

岩浆活动等也较北部为强
。



中 国 区 域 地 质 ����年

印支旋迥在本区断裂以北的东北部和断裂带以南的东南部与中部局部地区拗陷形成了

晚三叠世类复理石建造
。

同时
，
构造层中褶皱

、

断裂
、

超基性一基性岩浆岩都比较发育
。

由此可见
，

印支运动在本区断裂带南部的地史发展中无疑是一次划时代的伟大变革运动
。

自此以后
，
此区的地质发展史便进人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

这不仅表现为大幅度
、

大面积中

拗陷的发生
，
而且表现为伴随中拗陷的发生

、

发展而形成了一套趋向于准地槽 的 建 造 类

型
，
同时出现了类似于地槽阶段的基性一超基性岩浆活动

，
褶皱

、

断裂构造
。

所有这些表

现都与前期准地台型特点有着很大的差别
。

不过
，
印支亚旋迥末期没有花岗岩侵入

，

褶皱

作用也还不十分强烈
，
因此印支运动的造山作用可能还不显著

。

燕山亚旋迥初期
，
断裂带以北上隆

，

未接受沉积
。

只是到了晚侏罗世才有海浸
，
沉积

了一套碳酸盐建造
，
但厚度不大

。

并且海浸时间不长
，

很快就上升成陆
，
从此结束了该区

的海浸历史
。

与此相反
，
断裂带以南

，
从一开始海水就几乎淹没了整个地区

。

这时
，
仅董跟骇和雄

梅等地部分地区仍保持隆起状态
，
凸出水面

，

未接受沉积
。

显而易见
，
它是此区中拗陷的

极盛时期
，
并以强烈的褶皱

、

断裂变动及岩浆活动的全面展开为特征
。

另一方面
，
在持续

的下降过程中
，
也不时出现短暂的上升

，
造成了中

、

下侏罗统之间
，
上侏罗统大黄山组与

火山碎屑岩组之间
，
下白噩统 日阿巴当娥组与多坝组之间

，
上白至统朗山组与红色火山碎

屑岩组之间的不整合
，
致使燕山亚构造层 自北而南

，
自下而上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四个各具

特色的次一级构造层
。

并且
，
随着次一级构造层的发育

，

自北而南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
岩

浆活动自北而南亦有明显的变化
。

北部主要为超基性岩
，
中部主要为中性岩

，
南部则主要

为酸性岩
。

喜山亚旋迥期间
，

本区已全部上升成陆
。

伦坡拉
、

班戈等新凹陷主要是由印度板块与

欧亚陆块碰撞产生的区域主压应力作用在一些强度不大的褶皱山系或古隆起背景之上派生

的局部张应力拉张形成的地堑
、

半地堑式裂陷
。

随着裂陷的发生
、

发展
，

在其中依次充填
一

�山麓粗碎屑岩建造
、

暗色泥质岩建造
，
类磨拉石建造

。

同时由于拉张的时间
、

速度
、

程

度的不同
，
各个裂陷

，
亦即新凹陷的发育是不尽相同的

。

第三纪末一第四纪的新构造运动主要是表现为较强烈的挤压和大幅度抬升
，
其幅度约

在���。米以上
。

同时
，
在抬升过程中往往伴随有掀斜现象

。

强烈的新构造运动改造了原来

的构造面貌 �如由后期逆断层叠加于早期正断层之上组成的倒
“ 少 ”

字构造
，
就是一例�

，

造成
一

�湖盆的单向式脉动萎缩
，
四级阶地的出现

，
河流的改向

，
现代地震的发生

，
高原的

崛起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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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报导
�

我国第一份省
、

市
、

区区域地质志审查通过

由江苏省地质局区调队编制的我国第一份省
、

市
、

区区域地质志—
《江苏省及上海市区域地质

志 》 ，

已 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 日至二十三 日由江苏

省地质局主持召开的公开出版审查会议审查通过
。

地质矿产部总工程师程裕淇同志及部科学技术委员

会
、

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司
、

地质出版社和国家测绘

总局
、

扩〔苏省测绘局
、

南京大学以及江苏邻省地质

局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

出版审查工作采用以

评审员和与会代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江苏省及上海市区域地质志是在江苏省一比二

资
‘

万区调总结成果—
《
江苏省地质通论 》 的基础

」�， 搜集了江苏
、

上海及邻近省区有关单位的钻孔

及地面地质资料和研究成果
，
用一 年 时 间 编制而

成
。

内容包括地层
、

构造
、

岩浆岩及岩浆作用
、

变

质岩及变质作用
、

地质发展史等五篇
，
约���万字

，

英文摘要 �万字
，
并附有一比五十万

‘
江苏省及上

海市地质图
》 、 《

基岩地质图
》 、 《

构造体系图
》
等图

件
。

该志比较全面系统地归纳研究了建国三十多年

来江苏省及上海市的地质工作成果
。

江苏省及上海市区域地质志的编制是按地质矿

产部的统一布置进行的
。

按照地质矿产部的部署
，

全国各省
、

市
、

自治区地质局 �处�都将陆续编制出

版本省
、

市
、

区的区域地质志
，
并要求于一九八九年

即建国四十周年前全部完成
，
在国内外公开发行

。

这一系列地质志的陆续编制和出版
，
不仅充分反映

了我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和地质科学工作已取得的

重大进展和成就
，
而且将大大提高我国区域地质研

究程度
。

程裕淇总工程师在审查会上表示
，
欢迎台湾省

的地质学 家和我 们一起编制台湾 省区域地质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