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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南部两类中生代大陆边缘

的构造沉积环境特征

高延林 汤耀庆

�中国地质科学院�

本文试用当前大陆板块构造研究方法
，
重点讨论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南北两侧

完全不同性质的中生代古大陆边缘 �北部为具有典型岛孤系的太平洋型活动大陆边缘
，
南

部是具有完整结构的大西洋型稳定大陆边缘， �的构造沉积特征及其板块构造演化
。

一
、

北部太平洋型大陆边缘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北部为欧亚板块 〔 ‘ 〕 〔 “ 〕 〔 “ 」「“ �〕或冈底斯中间板块 〔 谧〕上的太平洋

型活动大陆边缘
。

晚中生代发育一套沟一弧一盆系统特征的构造沉积环境 �图�
，
图��

，

从缝合带往北依次是
�

�一�弧前盆地

在蛇绿岩带北部
，
从仁布

、
日喀则向西经昂仁到仲巴以西

，
发育一套复成份砂砾岩

，

杂砂岩
、

细粉砂岩和黑灰色
、

灰绿色页岩互层的复理石地层
。

具清楚的韵律和 浊 积 岩 特

征
，

完整的鲍马序列可见 �图��
。

整个岩系则由���米不等各种组合的不完全鲍马 序 列

组成
，
总厚度可达���������米左右 〔�〕 。

该岩系称昂仁组 〔 “ 〕 。

其中产菊石
�

��二。 宕���
，

瓣鳃， ����� ��夕�����
，
�夕�������� �����������

，
��夕������ ��

� ���������
� ，
�二夕����

��
�

化石组合表明可能是晚白垄纪士仑期到马斯特里赫特期前的沉积物 〔 ，〕 。

复理石砂岩中碎屑结构成熟度低
，
多呈棱角状和次棱角状

，
不等粒

。

碎屑组分以花岗

岩类和中酸性火山碎屑为主
，
亦含有粉砂岩

，
板岩和碳酸岩碎屑以及石英和长石等

。

粗碎

屑颗粒中岩屑含量高
，
中等碎屑中长石含量高

，
细碎屑中则石英含量增多

。

复理石砂岩中

���
�

含量低
，
一般在������之间

，
��

�
�� 、

�����
、
���和�

� �
�的含量较高

，
反映 出

杂砂岩特征 〔 “ 〕 。

根据���
�

含量和�
�
���

� �
�比值看

，
属中等石英杂砂岩

，
其形成的构造

沉积环境应属于活动型大陆边缘沉积 仁“ “ 〕 。

组成本岩系的物源来自北边冈底斯区
，
岩石中

大量不稳定组份
，
棱角状碎屑

，
分选性差等特征证明从风化剥蚀

，

搬运和沉积全过程都比

较迅速
，
它是弧沟系弧前盆地的一套沉积

，
反映着冈底斯火山岛弧的形成与成熟过程

。

这套岩系褶皱强烈
，
形成一系列向北倾

，
向南倒转的同斜褶皱

，

轴面劈理发育
。
�图��

与蛇绿岩接触部位地层普遍向北反转
，
并伴有轴面南倾密集劈理

、

断裂和拖曳褶曲
，
远距

蛇绿岩带渐趋正常
。

这种变形特征所反映的空间力偶应力场导源于大洋板块俯冲期的相向

运动和挤压
。

局部性地层反转和向北逆掩代表着碰撞期的应力变化
。

�二�弧前断陷 �磨拉石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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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南部两类中生代大陆边缘的构造沉积环境特征

从大竹卡开始
，
向西经恰布林

，
彭错林北

，
昂仁多雄公社

，
桑桑北

，
一直向西

，
沿雅

鲁藏布江和多雄藏布江沿岸
，
发育一套磨拉石一含煤碎屑建造

，
北部不整合在花岗岩或火

山岩带之上或呈断层接触
，
南界与复理石地层呈断层接触

，
后者并逆掩其上 �图��

。

主要由红色
，

杂色巨砾岩
、

砂砾岩
、

粉砂岩和页岩夹煤系地层组成
。

砾岩内砾石的分

选性和磨园度较差
。
以花岗质砾石成份为主

，
火山岩砾石次之

，
还有变质岩

，
砂岩

，
灰岩

砾石和紫红色含放射虫硅质岩砾石
。

砾石主要成份来自北部冈底斯火山一岩浆弧
。

这套山麓堆积的河湖相磨拉石沉积最大厚度可达����米左右
，

岩石出露不稳定
，

岩相

变化大
。

产状比较平缓
，
褶皱不明显

。

但在靠近南界断裂带附近有强烈挤压变形 �如在彭

错林北
，
可见到巨砾岩中砾石被挤压拉长

，
出现强挤压变形带�

，
由于南界断 裂 推 复 挤

压
，
许多地方可见到与断裂带特征一致的向南倾

，

向北倒的摺曲
。

磨拉石建造时代
，
根据抱粉和古植物化石 �按树

、

薄桃
、

榕树等�证据 〔 吕」、

可 能 为

始新世到中新世前
。

它们向西与印度河磨拉石相当
。

这套建造的出现
，

标志着俯冲活动结

束
，
冈底斯火山一岩浆弧的成熟以及强烈隆升

，
其构造变形特征说明在中新世两大陆块碰

撞时受到挤压
。

�三�冈底斯岛弧区

横贯西藏南部的冈底斯岛弧区是在前中生代地层基底上发展起来的
，
主要有侏罗纪以

来先后成熟的岛弧山脉和岛峰
，

弧间盆地以及规模极大
、

范围广泛的中酸性火山一岩浆岩

带组成
。

它的发生与发展不但与雅鲁藏布江俯冲带有关
，
早期还受到班公湖一丁青缝合带

影响
。

�
�

岛弧山脉 �或岛峰�
�

由前寒武系念青唐古拉群花岗片麻岩及石榴石 片 岩 �����

�
�

�� � 和自奥陶系至二叠系的浅海相碳酸盐岩和碎屑岩地层组成的岛弧山脉主要呈东西

向展布在 日土一班公湖� 念青唐古拉山� 冈底斯山脉和工布江达一波密一带
。

它们组成岛

弧区的主要格架
，

其它一些零星的前中生代地层则可能代表当时露出水面的弧岛峰 �并不

排除后期构造抬升影响�
。

根据岛瓜区三叠系的普遍缺失和弧间盆地沉积时代
、

岛弧区发

育应始于侏罗纪以后
。

�
�

弧间盆地
�

岛弧山脉与岛峰之间发育了大小不等的几个弧间盆地
�

主要有 措 勤一

昂拉仁错盆地
、

拉萨盆地
、

申扎盆地
、

洛隆盆地等
。

�图�� 各盆地的沉积特征都反映出侏

罗一白垄纪早期多为浅海相碎屑岩夹碳酸盐建造和海陆交互相碎屑岩夹少量火山岩和含煤

建造
，
含有孔虫

、

双壳与腕足小个体化石及植物化石
。

中晚白垄世开始
，
几个盆地

，

尤其

是靠近岛弧前缘的盆地中
，
出现强烈水下火山喷发活动

，
沉积中酸性火山岩夹火山碎屑岩

建造
，

伴有大量中酸性深成岩侵入
。

伴随着火山一岩浆热作用几个盆地先后开始抬升
，
出

现陆相红色碎屑和火山岩沉积
。

晚白垄世以后全部转为陆相堆积
。

�
�

火山一岩浆弧带
�

主要发育在冈底斯岛弧前峰
，

大致分布在念青唐古拉一纳木湖以

南和雅江以北的冈底斯主脊分布
。

南北宽近 ���公里
。

向西伸展到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
、

东

段延伸到察隅地区转向东南
。

这条巨大的火山一岩浆弧带
，
深成相为巨大的中酸性侵入杂岩

，
有辉石闪长岩

，
获岗

� �
�

�������
，
许荣华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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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长岩和花岗岩类
，
喷出相包括桑日群 ���的与浅海相碳酸盐岩、 碎屑岩沉积共生的安

山岩一英安岩熔岩与大量安山质及英安质凝灰岩
，
火山角砾岩和林子宗 组 �� � 一 �� 和

达多组 ��，一 ��的与陆相杂色碎屑岩伴生的中酸性火山角砾岩
，
集块岩以及安 山 岩

，
流

纹岩等
。

该带岩石化学大多数属钙硷系列
。
平均化学成份接近花岗闪长岩

，

分异系数低
，
��� �

平均���
，
��

、
��

、

��
、
��

，
含量较高 〔 。 」〔 ’ 。 〕 仁“ 卫

。

稀土元紫组成模式平滑
，

钻异常

不明显 〔 ’ “ 〕 。

银同位素比值低
，
曲水 花 岗 闪 长岩的��

日’
��

�住�
为�

�

�����。 �

����
「‘ ” 〕 。

特征副矿物为磁铁矿
、

褐帘石
、

稠 石及钨
、

钥
、

牡的矿物
，
磁铁矿含量高

，

钦铁 矿 含 量

低
。 〔 ’ 心 以上特征反映出物质来源于特堤斯洋壳向北俯冲到岛弧深部后的部 份 熔融和 地

，

壳深部部分熔融
。

各类中酸性岩浆岩体在空间上
，
时间上都呈规律分布

。
空间上由南向北

，
岩石类型由

中酸性向酸性演变
，
岩石中总硷性成份�

�

�， �������
�，
�

�
���。 �

�比值增高
。
靠 近

雅鲁藏布江南北两岸的岩石�
������

�

比值一般在�
�

����
�

��
，
冈底斯主 脊 附 近 一 般为

�
�

����
�

��
，
主脊以北��

�

��
，
个别可达�

�

�
。
�

�
���

� �
�比值在冈底斯主脊线以北都 大

于�
，
主脊以南一般小于�〔

’ 〕 。

时间上
，
由南往北

，
岩石年令变新

。
这种岩石类型组合及其

时间上
，
空间上的分布揭示出侵入岩带具有大陆边缘和岛弧区深成花岗岩类特征

。

这条中酸性火山二岩浆带的侵入活动期
，

根据���个�
一��同位素年令值统计

，
从��。百

万年开始一直延续到��百万年前�中新世�左右
。

�图�� 显示出岩浆活动是连贯持续的
。

从

图�可以看出侵入活动期有两个峰值
，
一个在白坐纪晚期 ��������

�

�士�
，
另一个在第

……
��

一
�，�

一
���

�
���

卜卜供一
，
�
���

日曰曰口日刁书琪

， ” �� �� ‘

二
�

吐三巨上些二业
，

一一函
一

了 冈底斯中酸性岩带��个�一�
�
年龄值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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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纪中晚期 �������
�

��
。

中新世以后明显减少
。

�四�弧后盆地

弧后盆地发育在班公湖一丁青缝合带南侧的班戈到那曲一带
。

具有较复杂 的 演 变 历

史
，

侏罗纪以前是发育在古生代地层上的属于班公一丁青缝合带系统的一个弧后盆地
，
由

于北特堤斯洋壳的双向消减俯冲作用
，
曾出现以班戈中酸性岩带为主体的术发育的残留弧

和不发育的弧后盆地
，
侏罗纪时期沉积了以岩屑为主

，
成熟度低的复理石

，
类 复 理 石 建

造
，
具有浊积岩特征

，
可见到完整的鲍马序列�

。

侏罗纪以后
，
北特堤斯洋壳侵位上升

，

两陆块碰合
。

到了白垄纪中晚期南特堤斯洋壳向北俯冲到冈底斯岛弧之下以后
，
它逐渐演

变为一个弧后盆地
，
白噩纪主要沉积了一套海陆交互相和湖相的红色

，
杂色碎屑岩建造和

含煤建造
，
上白垄统中含有中酸性安山质火山碎屑岩和火山岩沉积

。

厚度变化较大
。

第三

纪早期出现部份膏盐和油页岩沉积
。

与弧前盆地和弧间盆地的沉积建造对比来看
，
火山岩建造较少

，
陆源碎屑建造为主

，

反映出弧后盆地发育不成熟
，
抬升隆起较早

。

白垄纪以后的构造变形主要表现出与雅江俯冲带应力场一致的由北往南的推复构造和

叠瓦状构造
。

二
、

南部大西洋型大陆边缘特征

缝合带以南为印度板块北部大西洋型大陆边缘
，
从南部边界向北到蛇绿岩带可以划分

出以下几种构造沉积环境做为 �级单元
。
�图�

、

图��

�一�大陆核 �前寒武系基底�

蜿蜒于西藏南部边界的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及以南地区由各种深变质片岩
，
片麻岩以

及混合岩组成
。

这套古老变质岩大致可分为两套岩系
。

南部 �即下部� 以各种片岩
，
片麻

岩为主
。

北部 �上部� 以混合岩为主夹片麻岩
。

南部片麻岩类在聂拉木
，
吉隆地区分布较

多
。

北部混合岩则出露较广
，
从西到东都有分布

。

这套变质岩系原岩主要为泥质岩
，
砂岩夹碳酸岩及少量镁铁质火山岩等岩石组合

。

厚

度愈万米变质程度为中一深变质
、

兰晶石
，
矽线石指相矿物表明为中压相系

，
石榴石一角

闪岩相
。

从南到北可划出兰晶石带，矽线石带，黑云母带� 。

变质岩系的��一��和�
一��年令值为�������百万年

。 〔 ‘ �〕 � 并根据其上覆下古生代

地层都证明它们为前寒武纪变质结晶岩
，

与印度地盾上的古老变质岩一样属大陆核
。

集中

在�����百万年之间的�一� �
年令值和后期大量白云母电气石花岗岩类的侵入和混合岩 化

代表了大陆核在喜山期的抬升和主边界断层
“
陆壳型 ” 俯冲带的发育

。

这套变质岩系产状以向北倾为主
，
褶皱并不强烈

。

向北倾
，
向南仰冲的断裂较发育

，

块断性叠复较清楚
，
伴随块断性断裂可见有一些较宽缓的向北倾的同斜褶曲

。

一一百�万赢
�

碗乏二藏北湖区蛇绿岩及其板块构造意义
。

� 刘国惠
，
����

，
西藏的高喜马拉雅变质带

，
内部稿

。

� 据中法队法方资料有��亿年的�一��同位素年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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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陆棚上部 �地台�

大陆核变质岩系上平行不整合的显生宙地层向北延到定 日一岗巴一康马 南一 线 的 区

域
，
表现出大陆棚上部构造沉积环境

。

主要沉积了一套自寒武系�或奥陶系�至始新统的浅海

相地台型地层
。
许多层位含化石

、
地层之间很少有间断

，
几乎全为连续沉积

。

其中石炭一

下二叠统含冈瓦纳相地层 �冰水型杂砾岩
、

��
���� 。 。 �����动物群及舌羊齿植物群� 〔 ’ ‘ �。

， ，且 “ 兀 ‘ ，。中生代以后地层以砂岩
，
页岩夹灰岩为主

。

砂页岩比值较高
，
砂质成份多

，

灰岩
，
生物灰岩普遍

。
这些地层一般都形成在浅海稳定水域条件下

。

中生界厚约����米
。

该区构造变形多为向北倾斜的断裂
，
形成一系列由北往南的逆推叠耳构造

，
伴随着逆

掩断裂也可见到往北倾的倒转褶曲和同斜褶曲
。
它们的构造动力学成因也与主边界断层的

“
陆壳型沙 俯冲带有关

。

�三�大陆棚下部和大陆坡 �冒地斜��������
���

定日一岗巴一康马一线以北到缝合带附近
，
区域沉积环境中生代以前与南部合型沉积

相似
，
中生代以后沉积构造环境与南部大不一样

，
标志着兰叠纪以后大陆边缘的下沉作用

�既有构造因
一

素下沉
，
亦有荷载的均衡因素下沉�

。

三叠纪以后沉积建造具有典型冒地斜

���。 ��������� 〔 �，〕复理石楔状体特征
，
沉积厚度往北逐渐加厚

。

三叠系地层主要为碎屑岩夹泥灰岩组成的复理石建造
，
具浊积岩特征

。

侏罗一白噩系

为一套深海相页岩
，
粉砂岩夹砂岩薄层

，
及少量钙质泥岩和灰绿色

，
黑色硅质岩的类复理

石建造
。

这套中生代地层空间上从南往北
，
沉积物粒度变细

。

南部碎屑组份多
，
砂岩成份

富含石英
，
����

平均���
，
砂板岩互层比值������几 碎屑磨圆度和分 选性中等

， 一

波状

层理常见
。

北部粒度变细
，
碎屑组份减少

，
泥质

、

钙质和凝灰质增加
。

碎屑裘粒磨园度和

分选性较好
。

沉积物中出现有机质和大量黄铁矿等
。

时何上
，

好象从早到晚
，
沉积物越来

越细
，
沉积环境越来越深

。

三叠系古生物以薄壳的半漂浮豹海燕蛤 �������� ��� 为 主
，

棍有少量游泳的申小型菊石和底栖的小脆足类
、
腹足类、侏罗一白妥系则大生物减少

，
以放

射虫
，

有孔虫等微体生物为主
。

这套中生代地层区域上无大间断
，
总厚约�����米左右

，
沉积特征反映出陆椒下 部 和

大陆坡构造环境和属灰岩少
，
泥质成份多的复理石类复理石建造

，
总趋势表现出北厚南薄

的楔状体特征
。
三叠纪以后曾有扩张痕迹的拉斑质火山岩建造

。

马及墩一带三叠系复理石

中的枕状熔岩
，
基性火山碎屑岩

、

浪卡子一带侏罗系地层中的基性火山岩
，
乃至吉定

，
错

拉北
，
乃东一线的大量辉长 �辉绿�岩墙 �脉�都可为证

。

区域上浅变质
，
属高压相系含硬绿泥石绿片岩相

。
褶皱变形强烈

，
由一系 列向 南 倒

二

转
、

向北倾的复式褶皱和断裂组成
。
褶皱形态两冀不对称

，
北翼缓

、
南翼陡

，
断层具向南

逆冲性质
。

这种构造变形区域应力场具俯冲带的应力特征
，
可能有洋壳俯冲阶段的变形

，

亦有康马一线陆壳型 “ 俯冲 ” 阶段的变形
。

�四�大陆基 �杂色岩系�

紧靠蛇绿岩带南界
，
从 日喀则附近向西到加加一仲巴一带

，
普遍出露一套以紫红色放

射虫硅质岩和灰绿色火山碎屑岩
，
凝灰岩为主的杂色岩系

，
夹有硬砂岩

、

千枚岩
、
绢云母

一

石英片岩和基性火山岩
。

出露很窄
，
平均宽����、 ����米

。

由于蛇绿岩带南界主断层影响

不甚连续
。

在昂仁
，
萨嘎和仲巴附近

，
杂色岩系与南部复理石之间陆续发现已变质和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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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杂作用改造了的大陆坡下滑塌堆积的巨砾岩和含砾泥砂质岩
。

这种沉积型相和分布位置

看来主要形成在大陆边缘根部的大陆基��
����������

�����
，
或者是已经跨上洋壳的过渡

祝积环境中
。

根据大量放射虫
，

有孔虫化石鉴定
，
其时代为晚侏罗一早白垄世

。

说明与南

部大陆坡和大陆棚上的同期地层有明显的沉积环境差别
。

硅质岩系中之���
�

主要 来 自火

山作用和少量吸硅生物残骸聚集作用
，
放射虫生态环境和古地磁资料初步证明它们形成在

赤道附近
。

地层构造变形复杂
、

尤其在靠近蛇绿岩带部位
，
普遍具有很明显的两期变形 特 征

。

�图�� 第 �期 ��
�
�组构面为片理面

，
第 �期 ��

�
�组构面多以��

。

���
。

角斜交片理面

��
，
�

，
常表现为较密集的强烈揉皱面

，
劈理面等具挤压一剪切性质的组构面

。

二 期 变

形特征具有区域性质
，
可认为分别代表了俯冲期和碰撞期二种不同变形

。

腼

犷氮
洲声尸

� 吕
� 一镌���那厅���

，厂台
� �

图 � 日吾其公社雀嘎浦沟地层中二期变形的几种特征
���

�

�，
��� ������������ �� ������ ��

。
一�

，
� �� �����

杂色岩系区域上受到高压低温变质作用
，
出现蓝片岩

。

并不同程度地受到混杂作用
，

棍杂有蛇绿岩套成份和下二叠统结晶灰岩外来岩块
。

值得一提的是
，
群让

、

路曲
、

吉定南部的较纯的
、

富含放射虫的薄层状紫红色放射虫

硅质岩
，
可达千米

，
但从沉积型相和分布特征上都与杂色岩不同

，
尽管其时代相近

。

前者

属古洋壳上部沉积
，
是蛇绿岩带中一个推复体洋壳碎片

。

两者呈断层接触
，
应属不同构造

单元
。

三
、

两类大陆边缘的演化历程

上述两种不同类型古大陆边缘的直接接触无疑是大陆漂移和板块构造演化的结果
。

根据两者都有��
�

��亿年的变质结晶岩基底和含有冷水型珊瑚
� ��������二� ��

，
犷��

，

��������� 和腕足类
� ������ 。 ，�����

，
�。 ���������

，
动物群以及冰水沉积含砾板岩 的 石

炭一下二叠统地层
，
可认为在古生代以前冈底斯中间板块和印度板块都是冈 瓦 纳 古 陆部

份
，
都受到南半球高纬度地区寒冷气候和冰川作用影响

。 〔 ， ，」〔 “ 兀 “ ，〕

早二叠晚期 �茅 口阶�
、

冈底斯陆块脱离冈瓦纳
，
向北漂移

，
进入中低纬度特堤斯海

域
。

在冷水型动物群中开始由北向南超复和混进暖水型生物 �珊瑚
�
��曲���刃���

一
班

��

二�二������
，
能科

�
�

�����切������� ������‘�� ������， ���夕��‘���� ��
� ，���

。

�出现了

下二叠统地层中生物群的冷暖混生
。

而南部印度板块则还位于南半球中高纬度
、

二叠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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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中仍以冷水型珊瑚和腕足为主缺少睡科
。

中生代开始
，

南北两板块上的大陆边缘出现明显差异
�

冈底斯板块此时 已到赤道或北半球低纬度地区
，
三叠系地层除了南北两边缘部份地区

出露外
，
大部份缺失

。

随着地壳的隆升
，
在几处萌发出几个盆地

，
沉积浅海相和海陆交互

相碳酸岩一碎屑岩夹煤系建造
。

此时冈底斯南缘在赤道附近
，
拉萨侏罗系灰岩古纬度为北

纬�度 〔 “ “ 〕 。

随着冈底斯板块的向北漂移
，
古北特堤斯开始双向消减

、

在班戈一那曲形成一

种前陆盆地
，
沉积较深海相浊流和深海硅质岩一泥岩建造

。

唐古拉南坡的陆缘浅海中沉积

海陆相碎屑岩夹煤系建造
。

而印度板块从三叠纪开始
，
脱离出冈瓦纳大陆

，
达到低纬度南纬�����度 ” �〕 。

大陆

边缘强烈下陷
，
沉积了中生代冒地斜复理石楔状体

，
大西洋型大陆边缘结构初具规模

。

侏罗纪晚期
，
北特堤斯洋壳结束

，
冈底斯中间板块与古欧亚大陆南缘的羌 塘 地 块 碰

合
，
部分洋壳碎片推复上来

，
形成班公湖一丁青缝合带的蛇绿岩

。

此时冈底斯板块已到北

纬��度左右
。
而印度板块北缘还在南纬��度左右

，
它们之间相距约���。公里

，

发育着横越

赤道的南特堤斯洋
。

白里纪晚期开始
，
�����

�

�士�南特堤斯洋壳开始向北俯冲到已碰合

在北部大陆上的冈底斯陆壳之下
、

形成深海沟
，
岛弧系统开始发育

，
由于俯冲到一定深度

后洋壳部份熔融的结果
，
在俯冲带前方形成强烈的火山岩浆作用和高温变质作用

，
伴随着

火山一岩浆弧热事件发生
，
地壳隆起下陷强烈

，
先后发育了弧前盆地和弧间盆地 并在其

中沉积了陆源碎屑和水下火山建造的各种沉积
。

弧后盆地则已被陆缘碎屑填志 转为陆相

红色建造
。

而在印度板块北缘的大陆坡和大陆基环境中沉积了含放射虫的等深积岩和密度流
，
大

陆棚上仍为浅海碳酸岩夹碎屑岩沉积
。

以每年平均大于�����速度向北消减的南特堤斯洋壳到始新世����
�

�士�时
，
大部份

已削减完毕
，
印度板块北部大陆边缘接近海沟

，
部份洋壳呈楔状体侵位上来

，
并在大陆边缘

沉积物中出现混杂作用和高压变质作用
，
形成各种混杂体和蓝片岩

。

伴随着蛇绿岩片的侵

位上升
，
地层褶皱

，
形成一系列轴面北倾的紧密摺皱和断裂

，
出现第 �期变形

。

北部太平洋型大陆边缘弧前盆地复理石褶皱
，

其变形特征与南部地层变形一致
。

火山

弧和岛弧区强烈隆升
，
所有盆地全部转为陆相沉积

，
并伴随有大量块断式隆升和推复

。

岛

弧区推复构造变形远远明显于褶皱构造变形
。

在火山岩浆弧强烈抬升时
，
弧前堆积了断陷

性质的河湖相和山麓堆积磨拉石
，

在缝合带上亦有粗碎屑堆积
，
它们的出现代表了俯冲活

动结束后的相对平静期
。

到中新世 ����
�

�士�
，
由于软流圈传送带的连续作用

，
在康马一线附近出现大陆壳

型 “
俯冲带” ，

枯滞系数大的硅铝壳受到剪切摩擦发生壳内熔融
，
形成康马一线中酸性岩

带
。

出现叠加在早期高压绿片岩相上的高温变质作用
。

这条陆壳型 “
俯冲带 ” 同时成为北

喜马拉雅摺皱带和高喜马拉雅推复构造带的分界
，
南北变形特征相反

。

康马一线 “ 俯冲带 ”
的形成

，
又使雅鲁藏布江缝合带活动

，
形成了一系列磁撞阶段的

变形特征
，
磨拉石变形

，
�

蛇绿岩及两侧地层的区域性第�期变形
，
高压变质作用结束

，
混

杂带受到变形而出现一系列混杂期后变形特征
，
火山一岩浆带花岗岩中出现重绪晶黑云母

和其它造岩矿物的变形等一系列特征 〔 � �〕 。



第��辑 高延林等
�

西藏南部两类中生代大陆边缘的构造沉积环境特征 ��

从此两大陆合并
，
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大陆边缘直接接触到一起

，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演

化结束
。

上新世三趾马动物群 〔 么魂〕和帕里上新世沉积物古磁纬度 ����
�

�
。
� 〔 “ �〕 。

证 明

雅江南北两大陆地浑为一体
。

以后西藏高原的隆起
，
大陆核的抬升

，
高低喜马拉雅推复构

造带
，
喜马拉雅花岗岩带的形成则与上新世末

，
更新世时主边界断层即又一条陆壳型

“
俯

冲带 ” 的发育有关
，
此处不再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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