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建组理由

在!"#$万邦多区幅北部尼玛县拉舍—美苏—岷

千日一带发育一套火山岩系，《西藏措勤盆地它日

错深凹陷区域石油地质调查报告》!称为达多 组 ，其

含义是以中性、中酸性火山岩为主，局部夹有沉积

岩 夹 层 ，认 为 属《!"!%%万 日 喀 则 幅 区 调 报 告 》"的

达多群，相当于拉萨地区林子宗群的中上部层位，

时代为古—始新世。《西藏自治区岩石地层》［!］认

为 达 多 群 或 达 多 组 与 林 子 宗 群 为 同 一 地 层 体 ，不

再 采 用 达 多 群 或 达 多 组 。 笔 者 等 通 过 !"#$万 区

调 ， 发 现 该 火 山 岩 系 是 一 套 基 性&中 性&酸 性&
酸 碱 性 岩 石 组 合 ， 沉 积 不 整 合 于 竞 柱 山 组 之 上 ，

未 见 顶 。其 岩 性 岩 相 组 合 、火 山 喷 发 方 式 、喷 发&
沉 积 环 境 及 岩 浆 演 化 特 点 与 南 部 措 麦 区 幅 林 子

宗 群 及 拉 萨 地 区 林 子 宗 群 有 很 大 差 异 ，措 麦 区 及

拉 萨 地 区 以 中 心 式 喷 发 的 酸 性 火 山 碎 屑 岩 为 主 ，

本 区 以 裂 隙&中 心 式 喷 发 的 基 性&中 性&酸 性&
酸 碱 性 熔 岩 为 主 ，对 其 含 义 与 达 多 组 有 别 。 为 了

对 其 含 义 不 发 生 误 解 ，本 次 工 作 中 将 其 重 新 命 名

为 美 苏 组 。

# 层型及含义

正层型位于藏北尼玛县西约!!% ’(的美苏，起

点 坐 标 ：)*+,!-.$!/#0，12!,$+.#3/$0， 终 点 坐 标 ：

)*+,!-.$+/*0，12!,$$.22/#0（图!）。 现 将 剖 面 简 述

如下（图#）。

未见顶 厚度422*/+* (
!*/紫红色、灰紫色英安质晶屑熔结凝灰岩 2!/3* (
!3/浅黄色、灰白色流纹岩 ##/3% (
!+/灰紫色、紫红色英安质晶屑凝灰岩 !2/+# (
!$/浅黄色、灰白色流纹英安岩 3!/*5 (
!5/灰绿色流纹质角砾晶屑熔结凝灰岩 !#/+* (
!2/灰绿色、浅黄色流纹岩 5+/3! (
!#/紫色、灰紫色石英粗安岩 !*/+* (
!!/浅黄色流纹岩（6&78法同位素年龄值+2/+29%/-3 :;）

!*/+* (
!%/灰绿色杏仁状、气孔状玄武岩 2/5- (
-/浅黄色、灰白色火山角砾岩 !2/55 (
*/浅黄、深灰色含角砾安山质熔结凝灰岩 3/*% (
3/浅黄、灰白色火山角砾岩 #/!2 (
+/紫红色粗面质熔结凝灰岩 3/%- (
$/紫红色安山质&英安质晶屑熔结凝灰岩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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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剖面位置图

%&’( $ )*+,-&*. */ -01 21+-&*.
$—工作区；!—国道；#—简易公路；3—便道；4—剖面位置

图! 西藏尼玛县美苏古新世—始新世美苏组（5$—!.）实测剖面

%&’( ! 61,27819 21+-&*. */ -01 :,;1*+1.1<5*+1.1 61&27 %*8=,-&*.（5$<!.）,- 61&27，>?&=, @*7.-?，A&B1-
$—复成分砾岩；!—玄武岩；#—拉斑玄武岩；3—安山岩；4—辉石安山岩；C—英安岩；D—流纹岩；E—云英粗安岩；F—流纹斑岩；

$"—火山角砾岩；$$—安山质晶屑熔结凝灰岩；$!—英安质晶屑凝灰岩；$#—流纹质角砾凝灰岩；$3—变质砂岩；$4—泥质板岩

3(深灰色、灰绿色杏仁状玄武岩（拉斑玄武岩） D(33 =
#(紫红色辉石安山岩 C(D3 =
!(灰绿色流纹质角砾凝灰岩 !$(4F =
$(灰绿色、杂色复成分砾岩与凝灰质砂岩互层 F(!4 =

不整合

下伏地层：沙木罗组（G#H$/）深灰色、褐色变余中细粒岩屑

砂岩、粉砂质板岩

次层型剖面位于藏北尼玛县央比!，起点坐标：

5ECI#"J4EK，>#$I44J$3K，终点坐标：5ECI#"J3DK，>#$I
43J4CK。现将剖面描述如下（图#）。

未见顶 厚度L4D" =
$"(灰黑色、暗褐色角闪英安岩 F!(E =
F(紫色英安岩与紫红色安山质火山角砾岩互层 $4(C =
E(灰红色安山岩 $"$(F =
D(灰紫色粗安岩与灰紫色安山岩互层 $!4($ =
C(深灰色、灰蓝色玄武安山岩 !$ =
4(灰色辉石粗安岩 EF($ =
3(深灰色、灰蓝色玄武安山岩 33(3 =
#(灰绿色流纹岩，具绿泥石化 #"(3 =
!(灰紫色粗安岩 !!(3 =
$(暗紫色凝灰角砾岩 !D(# =

喷发不整合

下伏地层：竞柱山组（H! 0）深灰色含砾细粒石英砂岩

上述剖面表明，美苏组岩性组合下部以基性<中

性熔岩为主，上部以中酸性<酸性熔岩为主，正层型

地沉积不整合于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沙木罗组之上，

次层型地喷发不整合于竞柱山组之上。美苏组含义为

不整合于晚白垩世竞柱山组之上的一套以基性<中

性<酸性<酸碱性火山熔岩为主，夹火山碎屑岩的岩

石组合，代表裂隙<中心式喷发<沉积的火山岩系。

# 时代讨论及延伸对比

美苏组与下伏晚白垩世竞柱山组呈不整合 接

触。本次工作中获得该组#个H<M8法同位素年龄值：

（4F(F"N$(F#）6,（安 山 岩 ）、（C#(C#N"(FD）6,（流 纹

岩）、（CF("DN!($）6,（安山岩），时代均属古新世。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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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美苏组火山岩、次火山岩岩石化学特征

!"#$% ! &%’()*+%,-*"$ *+"("*’%(-.’-*. )/ 0)$*"1-* "12 .3#0)$*"1-* ()*4. )/ ’+% 5%-.3 6)(,"’-)1

样号 岩 性
成 分 及 含 量 " #

$%&’ ()’&* +,’&* +,& -.& /0& 10’& 2’& 3%&’ 4’&5 -6& /&’ 7’& 8 7’& 9 + 烧失量 !

5! 9 !: 橄榄拉斑玄武岩 ;< =;; !5 =<< > =<< ’ =!! < =:? 5 =55 5 =@? ! =’: ! =<@ @ =*5 ! =** @ =@< < =:; ?? =;>
4!@AB@! 辉石玄武安山岩 5* =:@ !< =’; ; =;! * =5: ; =*< : =’< * =!? ! =;! ! =’5 @ =*’ @ =!* ! =:? ! =<; @ =<* !@! =!!
AB@@@! 安山岩 : =<’ !5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
4>AB@! 安山岩 <’ =*? !5 =;@ * =;; * =!< ! =<’ * =!; ; =>5 * =@< ! =!; @ =’: @ =!< @ =>5 ! =5< @ =*> !@! =’’
!:;5 9 ! 安山岩 <; =!5 !5 =*? ! =@5 ’ =5< * =*! * =:5 * =:< ’ =<@ @ =5: @ =’’ @ =@; @ =<’ ! =:< ?? =;>
4!@AB@’ 英安岩 << =<: !5 =;? * =@! @ =<5 @ =?: ’ =>’ ; =;* ’ =?< @ =5> @ =!5 @ =@> @ =>@ ! =’@ @ =5> !@@ =!:
AB@@@? 英安岩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5
AB@@@> 流纹岩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9 !’ 潜流纹斑岩 >5 =:: !* =@5 ! =>’ @ =’? @ =’< @ =;! ; =’: * =’! @ =!5 @ =@; @ =5@ @ =@’ ! =@@ !@@ =’?

样号
/C4D 标 准 矿 物 " # 参数及特征值

B &E (F (6 G% C)H -I 7J (K ! GC " 2’& 8 10’& " # 2’& " 10’&

5! 9 !: : =’@ ** =:@ !> =5@ : =!@ @ =:@ !! =:@ ;? =!@ < =<! < =*> @ =’5
4!@AB@! : =@5 : =*5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AB@@@! !! =*@ * =?@ ;? =*@ !< =?> 5 =*? ! =<> ’ =>: : = ** @ =;> ’ =*> <; =5@ !’ =5@ < =@: @ =!’
4>AB@! !5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5 9 ! !> =?@ !5 =:@ ** =5@ !> =;@ @ =<@ !’ =5@ @ =!@ ! =?> <> =!@ !? =:: < =;< @ =<>
4!@A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B@@@? ’5 =’? !< =!; ;! =?< !! =<: @ =>< ’ =55 ! =’! @ =’5 ’ =’’ :* =*? ’5 =:5 > =’5 @ =55
AB@@@> *’ =?’ ’: =?5 *’ =5’ * =!: @ =*@ ! =!< @ =5< @ =!? ! =>> ?; =*? 5* =’? : =5: ! =’:
5! 9 !’ *< =:@ !? =!@ *< =5@ ! =:@ * =!@ @ =!@ ! =>! ?’ =;@ 5: =;> > =;? @ =>5

注：样品由武汉综合岩矿测试中心测试，!##$

图% 西藏尼玛县央比古新世—始新世

美苏组（&$—!!）实测剖面

’()* %* +,-./0,1 .,23(45 46 37, 8-9,42,5,:
&42,5, +,(./ ’40;-3(45（&$:!!） -3 <-5)=(，

>?(;- @4/53?，A(=,3
$—含砾石英砂岩；!—玄武安山岩；%—安山岩；

B—英安岩；"—角闪英安岩；C—流纹岩；D—粗安岩；

E—安山质角砾岩；F—凝灰角砾岩

苏组与始新世—渐新世牛堡组虽然未见直接关系，

但从牛堡组下部层位所含火山岩砾石的成分特征

（砾石成分以安山岩、英安岩为主，其次为玄武岩、

流纹岩及砂岩，与美苏组火山岩成分相同）、所产晚

白 垩 世 晚 期 —渐 新 世 孢 粉 组 合"#$%&’($$)(*+,-&%(*

.G*，./’)0+&%(* .G*，1+2(0-&+&%(* .G*，3)4,0&)’()(+,$5
$(6&%(* 2&)%#*（H * 843 * I0,G）， 76)+(-%#-,+,$$(6&%(*
.G*，3-&+,-,+,$$(6&%(* .G*，3-&’,$+&%(* .G*，8(%#$)+,$$(65
&%(* .G*，9-)6#$)%&*+,-&%(* .G*，.,6&%(-#* .G*以 及 砂 岩

中获石英电子自旋共振（&JH）年龄值BE*#+-分析，

美苏组置于牛堡组之下较为合理。$FFE年石油勘探

开发局科学研究院在该区进行石油地质调查时，在

美苏组中获D个K:L0法同位素年龄值：（B%*C$M$*F）

+-（角闪英安岩）、（BD*%M$*D）+-（安 山 岩 ）、（"!*FM
$*"）+-（辉 石 粗 安 岩 ）、（"%*%M!*"）+-（安 山 岩 ）、

（"%*CM!*E）+-（安 山 岩 ）、（"B*DM!*"）+-（英 安 岩 ）、

（"C*EM!*C）+-（英安岩）。综合考虑与上、下地层的

关系和区域对比分析，美苏组地质时代归属古新

世—始新世比较合适。

美苏组沿班公:怒江结合带南部边界分布，地

层厚度为%%EN"D# ;，其喷发:沉积韵律明显，为一

个完整的沉积:喷发旋回，从下至上，划分!个亚旋

回、C个喷发韵律。喷发方式为裂隙:中心式，以喷溢

相为主，形成裂隙式火山、破火山及层状火山。东部

查舵—岷千日—央比一带为水下喷发沉积的基性:
中性火山熔岩，局部夹火山碎屑岩，岩石呈暗紫色、

谢国刚等：西藏尼玛地区古近纪美苏组的建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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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美苏组火山岩%&’!(%&’"图解

)*’+ $ %&’!(%&’" ,*-’.-/ &0 1&%2-3*2 .&245
&0 678 98*5: )&./-6*&3

（据;+<*66/-33，=>$#；转引自邱家骧，=>?@［A］）

;—板内稳定区火山岩；B—消减带火山岩；C—;、B区

演化的碱性火山岩，其中钾质者多与消减带

有关，钠质者多与板内区有关

图A 美苏组火山岩D*E!(;%4图［!］

)*’+ A D*E!(;%4 ,*-’.-/ &0 1&%2-3*2 .&245
&0 678 98*5: )&./-6*&3

图F 美苏组火山岩)8E6(9’E(;%!E#图

)*’+ F )8E6(9’E(;%!E# ,*-’.-/
&0 1&%2-3*2 .&245 &0 678 98*5: )&./-6*&3

（据G8-.28 86 -%，=>$$［#］）

=—扩张中心岛屿；!—造山带；#—洋中脊和洋底；

A—大洋岛弧；@—大陆

图@ 美苏组火山岩;)9图［!］

)*’+ @ ;)9 ,*-’.-/ &0 1&%2-3*2 .&245
&0 678 98*5: )&./-6*&3

灰紫色、灰绿色，熔岩中见有淬碎特征，沉凝灰岩单

层薄，纹层发育。向西至美苏—拉查舍一带早期为

水下喷发沉积的灰紫色、灰黑色基性(中性火山熔

岩夹深灰色薄层火山碎屑岩，晚期为水上喷发沉积

的中酸性(酸性(酸碱性火山熔岩及紫红色块状熔

结凝灰岩，熔岩具红顶绿底特征。

A 岩石化学特征及形成构造环境

美苏组火山岩岩石化学成分见表=。酸性火山岩

D*E!含量FF+F?HI$@+??H，J!E K L-!E比值变化大，里

特曼指数!M=+$=I!+#=；中性火山岩D*E!含量@#+?"HI
FA+=@H，J!ENL-!E，里 特 曼 指 数!M=+>FI#+=@；基 性

火山岩D*E!含量AF+A"H，J!E偏低，L-!E偏高，J!EO
L-!E为F+#$H，里特曼指数!M==+?"。从基性到酸性，

随D*E!含 量 的 增 高 ，;%!E#、)8!E#、)8E、9’E、C-E、

P*E!等明显降低，而J!E呈正相关，)8!E#Q)8E。在

D*E!(;%4图解（图A）上除=个样品 位 于 碱 性 系 列 区

外，均落于亚碱性系列区，在;)9图解（图@）上除少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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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样品位于拉斑玄武岩系列与钙碱性系列分界附

近外，其余样品点均落于钙碱性系列区，在#$%&’
()%’*+!%,图解（图-）中，火山岩样品投入造山带

区、扩张中心岛屿及大陆区，在+.)!’+.)"图解（图/）

中，除0个样落入1区外，均落入消减火山岩区。反映

本组火山岩属造山带向板内过渡环境。美苏组火山

岩不整合覆于班公湖—怒江结合带沙木罗组及冈

底斯带最北缘郎山组、竞柱山组之上，是班公湖—

怒江断裂带喜马拉雅期受雅鲁藏布江结合带影响

重新活动的证据。

在成文过程中承蒙梁定益教授指导和审阅，在

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0］ 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2 西藏自治区岩石地层［(］2 武汉：中

国地质大学出版社，033/4
［!］ 56789$ : ;，<=6=)$6 > ? *2 * )@8A$ &. &B$ CB$D8C=+ C+=EF

E8G8C=&8.9 .G &B$ C.DD.9 7.+C=98C 6.CHE［I］4 1=9=A8=9 #.@69=+
.G :$=&B JC8$9C$E，03/0，K："!,L"MK4

［,］ N$=6C$ : O， P.6D=9 < Q， <86H$&& : 12 :B$ 6$+=&8.9EB8R
S$&T$$9 D=U.6 8+8D89& CB$D8E&6V =9A &$C&.98C $9786.9D$9& .G
S=E8C =9A 89&$6D$A8=&$ 7.+C=98C 6.CHE［I］4 Q=6&B =9A N+=9$&=6V
JC8$9C$ W$&&$6E，03//，,-：0!0L0,!4

［M］ 邱家骧2 岩浆岩岩石学［(］2 北京：地质出版社，03K"4

!"#$%&’"()*+# ,- #(* .$&*,/*+* 0*’"1 2,3)$#’,+
’+ #(* 45’)$ $3*$，6’%*#

X5Q P@.)=9)0，W5*% J8R89)!，WY% X8=.CB@=9!，Z%Y *8U8=9!，OY ZB=.6.9)!
（04 !"#$% &$#’()*#+, -. /(-*0#($0(*，12"%$ M,[[/M，324(#，!"#$%；

!4 5#%$67# 8$*+#+2+( -. /(-9-6#0%9 :2)’(,，;#%$6+%$6 ,,[![0，5#%$67#，!"#$%）

7%"#3$8#：:B6.@)B &B$ 0\!"[[[[ )$.+.)8C=+ E@67$V .G &B$ <.89A.8 JB$$&，= S=E8C’89&$6D$A8=&$’=C8A’=C8A’
=+H=+89$ 7.+C=98C 6.CH =EE.C8=&8.9 B=E S$$9 G.@9A 89 &B$ W=EB$’(89]8=968 =6$= 89 &B$ T$E& .G ;V8D=， :8F
S$&2 5&E =)$ 8E N=+$.)$9$’Q.C$9$2 :B$ ($8E@ #.6D=&8.9 8E $E&=S+8EB$A2 :B8E R=R$6 A$EC68S$E &B$ A8E&68S@&8.9，

+8&B.+.)V，+8&B.G=C8$E，R=+$.9&.+.)V，8E.&.R$ CB6.9.+.)V =9A &$C&.98C $9786.9D$9& .G &B$ G.6D=&8.92
9*5 :,3;"：;V8D=，:8S$&；N=+$.)$9$；($8E@ #.6D=&8.9；7.+C=98C 6.CH

谢国刚等：西藏尼玛地区古近纪美苏组的建立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