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轨岗日又称为藏南低分水岭，位于特提斯喜

马拉雅的中段，平行展布于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的

南侧、高喜马拉雅的北侧，与高喜马拉雅隆起带之

间以定日!定结!岗巴坳陷带分隔。该构造带东西长

约"## $%，宽约&# $%，地势高，地形起伏大，平均海

拔高度约& ### %，最高峰海拔高度为’ (&) %。由于

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至今为止直接在拉轨岗日

带进行的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极少，只有*+*##万

日 喀 则!亚 东 幅 区 域 地 质 调 查 和 笔 者 早 先 所 作 的

路线地质调查等少量资料［*，"］，因 而 对 该 区 的 地 质

认识近于空白。

拉轨岗日作为喜马拉雅造山带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不仅处于独特的构造位置，而且具有特征

的构造地貌和结构型式，表现为由一系列核部发育

花岗岩体的短轴状热穹隆组成的链状隆起带［"］，向

东与康马变质核杂岩相连［,］。过去认为是具有挤压

性质的叠加褶皱，*+"&万定结幅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表明，拉轨岗日构造带多个短轴状“热穹隆”是一系

列具有伸展构造性质的变质核杂岩。

* 拉轨岗日变质核杂岩的结构

研究区内拉轨岗日变质核杂岩由阿马、总布容

和普弄抗日,个平面上呈穹状、短轴状的变质核杂岩

组成，构成一个线性的热隆伸展构造带（图*），不同

程度地被后期--.向左行平移断层切割。拉轨岗日

变质核杂岩完好地出露了中、上地壳剖面，显示典型

的,层结构型式：（*）代表中地壳的拉轨岗日岩群变

质杂岩组成变质核，有大量的淡色花岗岩侵入其中；

（"）围绕变质核顺“层”分布的多层次拆离断层，具有

韧脆性转换特征；（,）具有弱变质和轻微变质的上古

生界和中生界盖层。

*/* 变质核

主体由拉轨岗日变质岩系组成的变质核分布在

拉轨岗日隆起带海拔& ,## %以上的主脊部位，平面

上呈孤零的、直径"&0,& $%的环形，组合呈串珠状，

地表构成穹状隆起。前人对拉轨岗日群的岩石组

合、原岩建造、形成时代、变质作用、构造样式和变

形变质过程等鲜有报道，以往的编图和综合研究

常将这套变质岩系的时 代 笼 统 地 划 为 前 石 炭 纪［*］

和前奥陶纪［(］。

详细的野外地质调查表明，拉轨岗日岩群可以

解体为两个部分：（*）上部为抗青大岩组，主要岩石

类型有云母石英片岩、十字石蓝晶石片岩、石榴云母

片岩、石英岩和大理岩；（"）下部拉轨岗日杂岩，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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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拉轨岗日及邻区构造略图

%&’( $ )*+,-.&+ /0*,+1 234 -5 613’-& 73.’8& 3.9 &,/ .*&’1:-8&.’ 38*3/
;<=%—阿马变质核杂岩基底拆离断层；><=%—普弄抗日变质核杂岩基底拆离

断层；><=%—总布容变质核杂岩基底拆离断层；?)=?—藏南拆离断层；

=@)—定日A岗巴逆冲断层；;.B$—拉轨岗日杂岩；;.B.—马卡鲁杂岩；

>CA7C—古生界A新生界；DAE—石炭系A侏罗系；;A<—图!剖面位置

片麻岩为主，主要岩石类型为眼球

状片麻岩、条痕状片麻岩、条带状片

麻岩、花岗质片麻岩和混合花岗岩，

局部夹有透镜状斜长角闪岩、榴闪

岩。抗青大岩组片岩A石英岩与拉

轨岗日杂岩之间以正断式韧性剪切

带接触。

拉轨岗日杂岩和抗青大岩组的

岩石组合和变形变质特征基本上可

以与测区南侧高喜马拉雅分布的马

卡 鲁 杂 岩 和 扎 西 惹 嘎 岩 组 进 行 对

比，它们可能是统一的前震旦系结

晶A褶皱基底。

拉轨岗日变质核杂岩带各个变

质核近中心部位出现近等轴状分布

的花岗岩体，此外在普弄抗日变质

核杂岩的北侧和西侧有沿着基底拆

离断层侵位的长条形似板状花岗岩

体（图$）。花岗岩以二云母花岗岩为

主，部分为电气石黑云母花岗岩，其

产出构造背景和岩石类型完全可以

与高喜马拉雅淡色花岗岩进行对比，推断为喜马拉

雅期花岗岩。变质核中的花岗岩体边缘片麻理发

育，岩体中岩石的结晶粒度由边缘向中心变粗，定

向组构由边缘向中心减弱。

$(! 滑脱带

强烈变形和变质的基底岩系与盖层之间发育

大型滑脱断层（图!），由基底拆离断层及相关的正断

式韧性剪切带和糜棱岩组成滑脱带。

拉轨岗日变质核杂岩滑脱带具有如下特征：（$）

基底拆离断层及相关的韧性剪切带在平面上围绕变

质核呈圆弧形分布；（!）在变质核杂岩不同部位，基底

拆离断层上、下两盘直接接触的地层明显不同，反映

了伸展拆离程度有明显的变化。例如，普弄抗日变质

核杂岩东部变质核中抗青大岩组片岩A石英岩由北

向南分别与中、下石炭统少岗群、下二叠统破林浦组

和比聋组、上二叠统康马组和白定浦组接触；北部自

东向西表现为拉轨岗日杂岩和抗青大岩组在不同部

位分别与上二叠统康马组和中、下三叠统吕村组接

图! 尼日啊—普吓鲁构造剖面

%&’( ! )*+,-.&+ +8-// /*+,&-. 58-2 F&8&3 ,- >GH&3IG
剖面位置见图$A;—<。;.B$A拉轨岗日杂岩；;.B/A抗青大岩组；>!0A上二叠统白定浦组；

)$J! 1———中、下三叠统吕村组；)#2—上三叠统涅如组；F$!"—二云母二长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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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局部被沿基底拆离断层侵位的二云母二长花岗

岩体所吞食（图!）；南部片岩#石英岩与上二叠统白

定浦组接触，西端与中、下三叠统吕村组接触；西部

则出现片麻岩与中、下三叠统吕村组、上三叠统涅

如组和中、下侏罗统日当组直接接触；（$）拆离断层

造成地层拉伸流变和强烈减薄，局部地段出现地层

构造缺失和岩层构造减薄；（%）沿着基底拆离断层常

有花岗岩体侵位，如普弄抗日变质核杂岩东北部和

西侧沿着基底拆离断层出现被动侵位的宗尕和正

江电气石白云母花岗岩体；（"）发育不同类型的断层

岩，并出现断层岩分带现象，从上到下为断层泥、碎

裂岩、碎裂糜棱岩和糜棱岩，糜棱岩带厚度一般为

数米至数十米，以长英质糜棱岩为主，长石多呈旋

转碎斑状，石英颗粒细粒化，云母局部集中并围绕

变斑晶定向分布；（&）在野外露头上可见拆离断层与

其下的糜棱面理、构造片理或片麻理基本平行，与

上盘岩层近于平行或呈微小角度相交；（’）韧性剪切

带与基底拆离断层的产状基本一致，环绕变质核呈

弧形分布，倾角一般为!"()%*(，糜棱岩带普遍发育

旋转碎斑系、+#,组构、书斜式构造、云母鱼等剪切

指向标志，指示为上盘向下运动的正断式韧性剪切

带；（-）拉轨岗日变质核杂岩带总体显示近南北向的

区域性伸展，阿马、总布容和普弄抗日等变质核杂

岩各自还有放射状伸展特征，较好地反映在拆离断

层下盘韧性剪切带糜棱岩的矿物拉伸线理上，长英

质糜棱岩中石英呈拔丝状，在./面上显示出矩形截

面，由此显示的拉伸线理产状变化明显，例如，普弄

抗日变质核杂岩北部的扣乌一带拉伸线理产状为

01$$!()$"-(!2!()!$(，而南部的多结—次君一带

拉伸线理产状为+32’*()+124$(!2"()!&(。
25$ 盖层

拉轨岗日变质核杂岩的盖层系统由石炭系、二

叠系、三叠系和侏罗系浅变质或未变质的岩石组

成，围绕变质核由老至新呈环形分布。受基底拆离

断层伸展拆离量的影响，在局部地段盖层下部地层

出现尖灭和缺失现象。

围绕变质核盖层出现变质分带现象，从变质核

向外大致可分为石榴石带、红柱石带、绿泥石带，至

侏罗系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变质，明显地

受变质核内岩浆侵入及相关热活动的控制。

盖层中发育次级拆离断层和脆性正断层。拆离

断层沿着能干性不同的岩性界面顺层发育，主要是

大套碳酸盐岩与碎屑岩的界面，以中等到低角度产

出，断层面在地表的倾角一般$*()%"(。

! 拉轨岗日变质核杂岩的成因

!52 挤压构造与伸展构造的动力转换

位于雅鲁藏布江蛇绿混杂岩带南侧、喜马 拉

雅造山带北翼的拉轨岗日构造带很容易与大陆碰

撞 、挤 压 变 形 、褶 皱 作 用 等 联 系 在 一 起 ，而 且 拉 轨

岗日一系列穹状隆起也曾被怀疑是叠加褶皱。然

而，该带具有变质核杂岩典型的结构三要素，发育

正断式韧性剪切带和拆离断层，是大陆造山带地

壳尺度的伸展构造，涉及从深层次到浅层次的岩

石组合和构造变形。

必须阐明的是，拉轨岗日变质核杂岩带是在挤

压构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它现在成为拉轨

岗日构造带的主导构造，但是仍保留一些挤压构造

形迹，主要证据有：（2）在离变质核较远、受伸展拆离

作用改造较弱的三叠系和侏罗系地层中可见两翼对

称的紧闭褶皱，常以倒转或平卧的位态产出；（!）拉

轨岗日构造带南侧的定日#岗巴断层具有逆冲断层

性质；（$）拉轨岗日构造带北侧的边界断层在萨迦段

显示出早期为逆冲断层、晚期为正断层的特点；（%）

普弄抗日变质核杂岩中变质核西侧出露较小的片

麻状花岗岩体，其形成时代可能早于喜马拉雅期，说

明该区存在多期构造岩浆活动；（"）在拉轨岗日变质

核杂岩带北部，三叠系涅如组和侏罗系日当组中的

辉长#辉绿岩墙显示透镜体化和边缘片理化，与物

性不均一及挤压变形分解作用有关。

拉轨岗日构造带伸展构造形迹保存完整，结构

典型，叠加和改造了先前的挤压构造形迹，说明拉轨

岗日现今构造格局是经过不同构造阶段由不同构造

作用逐步演化而成的。自晚古生代以来，该区可划分

出中生代—早新生代洋#陆转换、挤压变形阶段和

晚新生代板内造山作用、热隆伸展阶段，前者是板块

构造体制下的岩石圈动力学过程，后者属于以盆山

作用、圈层耦合为核心的大陆动力学过程。

!5! 伸展构造与岩浆热活动

拉轨岗日变质核杂岩体系中花岗岩体有两种产

出方式：一是在变质核的中央部位以底辟或气球膨

胀等主动方式侵位的花岗岩体，岩体一般呈等轴状，

边缘接触带发育的糜棱面理和围岩中的片麻理环绕

岩体呈同心圆状分布，其地质特点与其南侧的淡色

李德威等：藏南萨迦拉轨岗日变质核杂岩的厘定及其成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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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相同［$］，它们在形成时间上基本一致。如阿马

变质核杂岩核部花岗岩中磷灰石裂变径迹年龄为

%&’()*+&!()。二是花岗岩沿着基底拆离断层以被

动方式“顺层”侵位的宗尕和正江花岗岩体，平面上

呈长条状，剖面上可能呈似板状。这类花岗岩的形

成年龄与变质核杂岩核部花岗岩的形成年龄同期，

如总布容变质核杂岩西侧正江花岗岩中磷灰石裂

变径迹年龄为$&%()*!&"()。
拉轨岗日两种产出状态的花岗岩体都与伸展

构造密切相关，但是因果关系有所不同。主动侵位

的花岗岩体带动核部变质杂岩上升，导致其揭顶和

剥露，引起基底与盖层之间滑脱拆离，造成从变质

核至盖层的热动力变质带递减系列。其机理大致

为，岩浆作用改变了地壳热结构和热状态，致使周

围岩石热软化和密度降低，导致地壳深部物质上升

和中、上地壳伸展，形成变质核杂岩。这种热隆伸展

作用在拉轨岗日构造带占主导地位。受控于基底拆

离断层的花岗岩体可能是侵位到上地壳的花岗岩

岩浆沿着具有低压空间的拆离断层贯入而成的。

!&# 伸展构造与造山作用

拉轨岗日构造带作为喜马拉雅造山带的一个

组成部分，与南部的高喜马拉雅带构造样式基本

一致（图+）。高喜马拉雅发育世界上最大的变质核

杂岩［!］，但其结构不典型，长条状变质核和南侧的逆

冲断层系反映喜马拉雅造山带核部及北侧的热隆

伸 展 和 盆 山 过 渡 带 的 侧 向 挤 压 发 生 动 态 转 换 ，由

,-./01234等厘定的藏南拆离系［5］可能是高喜马拉雅

变质核杂岩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喜马拉雅隆起带和

拉轨岗日隆起带平行展布，其间以定日6定结6岗巴

坳陷带相连，两个隆起带一致显示晚新生代热隆伸

展构造性质。

近年来关于造山带伸展构造是同造山还是后

造山的问题引起极大关注［%］。大多数地质学家认为

造山带以变质核杂岩和拆离断层为代表的伸展构

造是造山后伸展构造，并与拆沉作用或重力垮塌有

关［7］。另一种观点认为喜马拉雅伸展构造是挤压隆

升过程中侧向挤出的结果［5，’］。

大量资料显示，喜马拉雅造山带核部结晶岩系

揭顶作用、淡色花岗岩侵位、北侧拆离断层形成和

南侧逆冲断层发育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属于!89+!
()的构造事件［+"9+!］，并与喜马拉雅的构造隆升和巨

大的东西向线性山系的形成同时［+#，+8］。到目前为止，

在喜马拉雅造山带内部还没有发现与板块缝合带有

关的地质证据，在8"()以前发生在喜马拉雅与冈底

斯之间的碰撞作用在喜马拉雅造山带内部产生的褶

皱和逆冲断层大部分被其后的伸展构造所改造。所

以，喜马拉雅造山带伸展构造的形成应该属于板内

构造过程，与之相关的逆冲事件、岩浆热事件和变质

事件构成喜马拉雅造山带的主体格局。

# 结论与讨论

（+）拉轨岗日构造带一系列“短轴背斜”或“热穹

隆”具有变质核杂岩典型的结构型式，是热隆伸展的

结果，与高喜马拉雅变质核杂岩和藏南拆离系之间

存在十分密切的时空关系和成因联系，应当作为喜

马拉雅造山带伸展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拉轨岗日变质核杂岩与高喜马拉雅变质核

杂岩及藏南拆离系之间具有相同的构造背景、相近

的结构型式和相似的岩石组合，是在晚新生代同时

形成的造山带伸展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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