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柴达木盆地北缘，西迄阿尔金山，东至鄂拉山，

北临南祁连山，南接柴达木盆地，北西—南东向延伸

近!"# $%，宽"# $%，范围约&! ### $%’，呈反(型展布

有小红山、赛什腾山、绿梁山、锡铁山、全吉山、阿莫

尼克山、欧龙布鲁克山、牦牛山及阿尔茨托山等诸多

山脉。区内地层出露齐全，岩浆活动频繁，矿产丰富，

构造位置十分重要。随着大陆动力学研究的深入，以

及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该区更成为地学界

研究的重点地区，特别是区内新元古代早期花岗片

麻岩的确定及榴辉岩的陆续发现［)*’］，越来越引起中

外地质学家的关注。

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北缘广泛出露元古宙地层，

是研究中国西部前寒武纪地质演化历史的关键地区

之一。盆地北缘原划为古元古代的“达肯大坂群”，出

露相当广泛，作者曾撰文指出［&］，前人所划的“达肯

大坂群”中包含了一套时代跨度大，岩石类型和构造

成因类型均很复杂的深成侵入花岗岩，在区域变质

过程中已变质为正片麻岩。这套正片麻岩不属于地

层系统，应从“达肯大坂群”中区分出来。经过作者等

近年来进一步深入研究，特别是区域地质调查初步

成果表明，“达肯大坂群”中不仅仅包含了新元古代

花岗片麻岩，而且还包含了时代和成因均不相同的

表壳岩系统。本文根据岩石组合的特点，对前人所划

的“达肯大坂群”进行了再厘定，对每一类型岩石组

合的特点、时代进行初步讨论。

) 柴北缘地层区划及构造格架

柴达木盆地北缘北以宗务隆山南断裂与南祁连

山相邻，南以柴达木盆地北缘南断裂与盆地接壤，区

内除“达肯大坂群”外，还有原划为中元古代的万洞

沟群、震旦纪的全吉群、古生界和中、新生界地层系

统出露。根据青海省区域地质志的资料［+］，全省共划

为"个地层区和)"个分区（图)），研究区位于柴达木

地层区中的欧龙布鲁克和柴达木北缘两个地层分

区。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区可初步划分为&
个构造单元，自北而南分别为（残存的）欧龙布鲁克

陆块、滩间山早古生代火山弧和由早古生代高压,
超高压岩层组成的鱼卡河—沙柳河俯冲,碰撞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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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柴达木盆地北缘原划为古元古代的“达肯大坂群”出露相当广泛，不仅包含了变质程度不同的表壳岩，而且包

括了时代迥然不同的变质深成侵入体。原“达肯大坂群”至少有四种类型的岩石组合：其中德令哈杂岩形成时代最

老，为古元古代早期的产物；厘定后所称的达肯大坂岩群为一套中至高级变质、并以副变质岩为主的表壳岩系统，推

测其形成时代为古元古代晚期至中元古代；第三套岩石组合为花岗片麻岩，主要形成于新元古代早期，不属于沉积

地层范畴，其中大量出现榴辉岩包体；榴辉岩除以规模较小的独立包体形式赋存于新元古代花岗片麻岩中外，还和

大理岩、石英岩、含石榴石片岩共生在一起，在花岗片麻岩中形成规模较大的残块，这些榴辉岩及与其共生的表壳岩

共同构成鱼卡河或沙柳河岩群。

关 键 词：柴达木盆地北缘；达肯大坂群；重新厘定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0 文章编号：)1!),’""’（’##’）,#),##)2,#"

收稿日期：’##),)),)!；修订日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3+##&’#)#,45、中国地质调查局综合研究项目3’##))&2####!#5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陆松年，)2+#年生，男，研究员，从事前寒武纪地质研究。

地 质 通 报

678986:409 ;<997=:> 8? 4@:>0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ABCD’)，>BD)

EFGD，’##’

·基础地质·



地 质 通 报 !"#$#!%&’$ ()$$"*%+ #, &-%+’ !""! 年

带。其中除滩间山火山弧主要由滩间山群火山#沉

积岩系组成外，残存的德令哈陆块和鱼卡河—沙柳

河俯冲#碰撞杂岩带均主要被厘定前的“达肯大坂

群”所占，有关上述$个构造单元的特征将另文阐述。

! “达肯大坂群”的再厘定

厘定前的“达肯大坂群”首先于%&’’年由青海省

石油普查大队所创立。他们将柴北缘各山系的变质

岩系划分为深变质岩系和浅变质岩系，翌年又将片

麻岩系和其上的绿片岩系分别命名为达肯大坂系和

锡铁山系。%&(’年地质部石油地质局综合研究队西

北区队改称“达肯大坂群”，归属早前寒武纪。)"年

代 以 后 ，青 海 省 地 质 工 作 者 根 据*#+,（% (""-.的

数据）、/0#1,（% 2($ -.、% ’’( -.）和微量锆石3#
40（% 2!&-.、! !"’-.）同位素年龄资料，将“达肯

大坂群”划为古元古代［25(］。经过笔者等几年的野外

实际调查，初步认为，厘定前的“达肯大坂群”至少包

括2种不同的岩石组合，即斜长角闪岩#二长花岗片

麻岩#混合岩组合、不含榴辉岩的表壳岩组合、与榴

辉岩共生的表壳岩组合和花岗片麻岩组合。

（%）德令哈杂岩：上述斜长角闪岩#二长花岗片

麻岩#混合岩组合统称为德令哈杂岩，主要分布于

柴达木盆地北缘北部的欧龙布鲁克地层区，以大

面积分布的紫红色二长花岗片麻岩为主，斜长角

闪岩以规模和形态不等的包体赋存于其中，二者

的接触部位多发生条带状混合岩化现象。从斜长

角 闪 岩 和 二 长 花 岗 片 麻 岩 中 测 得 的 单 颗 粒 锆 石

3#40年 龄 分 别 为（! 2%!6%2）-.和（! $((6%"）-.
（表%、!和图!、$）。这是目前在柴达木盆地北缘获得

的最老颗粒锆石3#40年龄。

（!）达肯大坂岩群：厘定后的达肯大坂岩群系指

赋存于欧龙布鲁克地层分区中以石英岩、含石榴石

矽线石石英片岩、云母片岩和角闪片岩及少量麻粒

岩［7］为主的一套表壳岩组合。它们在空间上与德令

哈杂岩共生，在德令哈市黑石山水库附近可见达肯

大坂岩群下部的石英岩与德令哈杂岩呈构造接触，

原生接触关系已被破坏。该岩群原岩系以碎屑岩为

主的火山#沉积岩系，遭受了高角闪岩相至麻粒岩

相变质作用，根据张建新对该岩群基性麻粒岩测定

的18#9:等时线年龄（% 7&%6$7）-.［)］资料，原岩的

图% 青海省地层区划示意图（据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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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部分为研究区，其中!!为欧龙布鲁克地层分区，!$为柴达木北缘地层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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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已对实验空白（%&)#*#+# ,-，.)#*##! ,-）及稀释剂作了校正，其他比率中的铅同位素均为放射成因铅同位素，

括号内的数字为! !绝对误差，例如：#*/01 1（+1）表示#*/01 12#*##+ 1（! !）；

测定结果："3(号点上交点年龄值为（! /$$2"#）45，下交点年龄值为（/+#2$0）45，+号点!#0%& ’ !#$%&表面年龄值为（! #1"2"0）45。

时代推测为古元古代晚期至中元古代。

德令哈杂岩和达肯大坂岩群共同构成柴达木盆

地北缘欧龙布鲁克陆块中的变质基底，上覆新元古

代晚期全吉群地层，二者呈角度不整合接触。全吉群

相对于下伏变质基底来说，属于原地地质体，不是外

来推覆体。全吉群的层序表现出近似拗拉槽盆地沉

积的特点，并具有沉积盖层性质。从全吉群中下部玄

武岩中测得的颗粒锆石.6%&年龄约为0/745［1］，以

此为据，推测全吉群底界年龄约7##45。
（/）新元古代花岗片麻岩：在原“达肯大坂群”

中包含了相当多的正片麻岩，作者等对这些正片麻

岩的组成、时代和形成的构造背景曾做过粗浅的探

讨［13"#］。这些发育于柴达木盆地北缘南部鱼卡河6沙

柳河构造带中的正片麻岩原岩类型十分复杂，几乎

包括了所有类型的花岗岩，其中英云闪长岩、奥长花

岗岩分布面积较小，而花岗闪长岩、石英二长岩和钾

质花岗岩分布较广。根据作者等已报导的年龄资料，

前两种岩类形成时间早于其他类型的花岗岩。例如

大柴旦鱼卡河带包含榴辉岩的奥长花岗岩，.6%&
年龄为 （" #!#2("）45，绿梁山一带花岗闪长岩为

（7#/20）45，而锡铅山钾质花岗岩仅为（0((2!7）45。
（(）鱼卡河（沙柳河）岩群：在新元古代花岗片麻

表 ! 斜长角闪岩单颗粒锆石 " # $% 同位素分析结果

!"#$% ! &’()$% # *’+,-( . # /# ’0-1-2’, "("$30’0 -4 "526’#-$’1%

样品（&’!(）情况 浓 度

点
号

锆石特征
重量

（!)）

"
（!) * )）

$%
（!) * )）

普通铅

含 量

（+)）

同 位 素 原 子 比 率!） 表 面 年 龄（,-）

.’/ $%

.’0 $%
.’1 $%
.’/ $%

.’/ $%
.21 "

.’3 $%
.24 "

.’3 $%

.’/ $%
.’/ $%
.21 "

.’3 $%
.24 "

.’3 $%

.’/ $%

!
浅褐色透明半自形

柱状晶体
.’ 23 !/ ’ 5 ’’4 .((2 ’ 5 !41(

’ 5 2114
（4!）

1 5 ’.3
（!!2）

’ 5 !0(1
（/）

.!!/ ..20 .200

.
浅褐色透明半自形

短柱状晶体
!0 4’ 21 ’ 5 ’!0 /1( ’ 5 !’!3

’ 5 211.
（23）

3 5 (((
（.!/）

’ 5 !0(0
（2/）

.!!0 ..2! .20’

2
浅褐色透明半自形

短柱状晶体
.’ 24 !. ’ 5 ’!’ !.10 ’ 5 ’3/3!

’ 5 2.4’
（/4）

/ 5 22!
（!2/）

’ 5 !0!2
（(）

!1!0 .’.2 ..02

0
浅褐色透明半自形

短柱状晶体
!1 04 !0 ’ 5 ’’(/ !.(3 ’ 5 !432

’ 5 ./43
（40）

0 5 330
（!’/）

’ 5 !2’2
（(）

!4!( !31’ .!’.

注："）!#$%& ’ !#(%&已对实验空白（%&)#*#+# ,-，.)#*##! ,-）及稀释剂作了校正，其他比率中的铅同位素均为放射成因铅同位素，括号

内的数字为! !绝对误差，例如：#*/77 +（+"）表示#*/77 +2#*##+ "（! !）；

测定结果："3(号点上交点年龄值为（! ("!2"(）45，下交点年龄值为（0772($）45。

表 ! 二长花岗片麻岩单颗粒锆石 " # $% 同位素分析结果

!"#$% ! &’()$% # *’+,-( . # /# ’0-1-2’, "("$30’0 -4 5-(*-)+"(’1% )(%’00

样品（&’!’）情况 浓 度

点
号

锆 石 特 征
重量

（!(）

"
（!( ) (）

$%
（!( ) (）

普通铅

含 量

（*(）

同 位 素 原 子 比 率 +） 表 面 年 龄（,-）

!’. $%
!’/ $%

!’0 $%
!’. $%

!’. $%
!10 "

!’2 $%
!13 "

!’2 $%
!’. $%

!’. $%
!10 "

!’2 $%
!13 "

!’2 $%
!’. $%

+
褐色透明自形柱

状晶体
+/ 04 14 ’ 5 ’+! !1+1 ’ 5 +/30

’ 5 1244
（34）

2 5 01’
（+1+）

’ 5 +/43
（2）

!’2. !!+! !1/’

!
褐色透明半自形

短柱状晶体
+3 01 1/ ’ 5 ’++ !!’4 ’ 5 +.23

’ 5 1334
（1.）

2 5 !23
（20）

’ 5 +/01
（/）

+4.1 !+/. !1!.

1
褐色透明半自形

短柱状晶体
+2 3! +4 ’ 5 ’’/ !.+0 ’ 5 +/0.

’ 5 1!/3
（!2）

. 5 343
（40）

’ 5 +/2/
（+0）

+0+! !’34 !1+.

/
褐色透明半自形

长柱状晶体
+! ++! !2 ’ 5 ’’2 +.!. ’ 5 ++4+

’ 5 !+40
（+1）

/ 5 +30
（022）

’ 5 +12!
（!2）

+!0+ +... !+4!

3
褐色透明半自形

短柱状晶体
+3 3/ +3 ’ 5 ’!+ 31/ ’ 5 +’31

’ 5 !/’2
（31）

/ 5 !42
（+’2）

’ 5 +!43
（+!）

+14’ +.41 !’4+

陆松年等：柴达木盆地北缘“达肯大坂群”的再厘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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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斜长角闪岩单颗粒锆石#$%&同位素年龄谐和图

’()* ! +(,)-.$/(012, #$%& 3). 12,1204(3

4(3)035 26 3578(&2-(9.

岩出露区新发现一套与榴辉岩共生的表壳岩系。它

们主要由石榴云母片岩、石榴云母石英片岩、白云母

石英岩、大理岩和石榴斜长角闪岩等所组成，推测为

经历高压变质作用的火山$沉积岩系。榴辉岩在表

壳岩系中呈构造布丁、透镜体或似层状体出露，在强

烈变形部位如褶皱转折端，榴辉岩与其他表壳岩一

起发生同褶。这套表壳岩被新元古代花岗片麻岩所

围限，并可见明显的侵入关系。在花岗片麻岩中最大

的表壳岩残留块体范围可达数十平方公里，小的仅

以露头尺度呈包体赋存于花岗片麻岩之中。这套表

壳岩的发现对于认识榴辉岩的成因、时代及重塑柴

达木盆地北缘地质演化历史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目前对这套表壳岩的时代尚未获得直接的同位素年

代学的证据，但根据作者已测定的年龄数据（鱼卡河

榴辉岩+5$:4矿物内部等时线年龄为（;<;=>）?3、
白云母@0$@0年龄（;;A*B="*C）?3、阿莫尼克山榴辉

岩#$%&年龄（<C<*<=<*A）?3，以上数据待发表），以

及已公开发表的一组年龄数据［DDEDF］，榴辉岩相变质

时代大致在;""?3左右。

除上述<种类型的岩石组合外，与德令哈杂岩及

达肯大坂岩群经常共生的还有一套灰色的花岗片麻

岩，它们的岩性及变形特征与其南部出露的新元古

代花岗片麻岩颇有相似之处，但其中迄今未发现榴

辉岩的包体，其侵入时代也在研究之中。

F 小 结

（D）厘定前的“达肯大坂群”包含了时代和成因迥

然不同的、至少有<种类型的岩石组合。其中德令哈杂

岩形成时代最老，为古元古代早期的产物。厘定后所

称的达肯大坂岩群为一套中至高级变质，并以副变质

岩为主的表壳岩系统，推测其形成时代为古元古代晚

期至中元古代。第三套岩石组合为花岗片麻岩，主要

形成于新元古代早期，不属于沉积地层范畴，其中大

量出现榴辉岩包体。榴辉岩除以规模较小的独立包体

形式赋存于新元古代花岗片麻岩中外，还和大理岩、

石英岩、含石榴石片岩共生在一起，在花岗片麻岩中

形成规模较大的残块，这些榴辉岩及与其共生的表壳

岩共同构成鱼卡河或沙柳河岩群。

（!）德令哈杂岩和达肯大坂岩群共同构成柴达木

盆地北缘残存的欧龙布鲁克陆块中的变质基底，上覆

新元古代晚期全吉群地层，二者呈角度不整合接触。

全吉群相对于下伏变质基底来说，属于原地地质体，

不是外来推覆体。全吉群的层序表现出近似拗拉槽盆

地沉积的特点，并具有沉积盖层性质。从全吉群中下

部玄武岩中测得的颗粒锆石#$%&年龄为（CF>=!>）

?3，以此为据，推测全吉群底界年龄约>""?3。
（F）发育在鱼卡河—沙柳河构造带中的新元古

代花岗片麻岩和鱼卡河岩群均以出现榴辉岩为特

图F 二长花岗片麻岩单颗粒锆石#$%&同位素年龄谐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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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该带已获得众多新元古代至早古生代的同位素

年龄资料，表明该区曾经历过这一时期的重大地质

变动。鱼卡河岩群形成的沉积)构造背景及时代对

认识榴辉岩的成因及形成时代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亟待加强研究。

（Y）柴达木盆地北缘是研究中国西部前寒武纪

地质演化的关键地区之一，对该区原划“达肯大坂

群”的重新厘定不仅对确定该区前寒武纪地层系统

和构造格架有重要意义，而且为阿尔金断裂带两侧

前寒武纪地层正确划分和对比奠定了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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