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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数千公里的冈底斯岩带是青藏高原规模最大

的火山岩浆弧，大量年代数据表明花岗岩带主体年代

为燕山晚期—喜山期，是喜马拉雅板块向冈底斯板块

消减俯冲陆9陆碰撞的产物［:］。由于缺少早燕山期及

更早的侵入岩地质记录，冈底斯地区前白垩纪特别是

早中生代的地质演化过程始终是一个难解的科学之

谜，乃至于影响到对整个青藏高原形成与发展的深入

认识。冈底斯弧背断隆区发现的晚三叠世花岗闪长

岩，有助于揭示冈底斯地区印支期构造演化的历史，

并部分填补了这一“缺失了的环节”。

: 印支期花岗岩产出的地质条件和

岩性特点

冈底斯南坡的南木林县扛波乌日和下波一带

出露有两个巨斑花岗闪长岩体，呈岩基状产出，岩

体呈东西向展布，面积大于;00 <=.。岩体侵入于石

炭系的碎屑岩和前震旦系念青唐古拉岩群，其中包

含有大小不等的围岩块体，外接触带的细粉砂岩均

有热接触变质现象，岩体边部常含有大小不等的砂

岩捕虏体。印支期岩体被燕山期白云母花岗岩和二

云母花岗岩侵入。岩石地球化学特点较富铝和碱，

>?和*@强烈富集，AB、C=、D、D?相对亏损。岩石中

的轻稀土含量较高，具有不太明显的&E负异常和"F
负异常，而重稀土相对亏损，轻、重稀土分馏明显，显

示了酸性侵入岩的稀土地球化学特征。

. 花岗闪长岩的锆石定年

样品（*:;.G）采自南木林县罗扎乡南约H <=处，

岩石新鲜无蚀变，锆石单矿物挑选由河北省区域地质

调查所岩矿实验室完成，选出的锆石无熔蚀、熔圆现

象，透明长柱状、柱状和粒状晶体，晶形完整，自形程

度高，无裂纹，无包体，锆石晶体呈浅紫红色（图:）。

锆石)9I?定年采用同位素稀释法进行年龄测

定，锆石的精选、化学处理和)9I?同位素分析均由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同位素实验室李惠民完成，采

用根据JB3K@改进的分析流程所使用的.0/I?9.1/)混

合稀释剂［.］，质谱测定用2!91/L热离子发射质谱计

完成，数据处理使用美国地质调查所$FMNOK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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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冈底斯弧背断隆区东西向分布的巨斑状花岗闪长岩获得.:H67的单颗粒锆石)9I?年龄，首次精确地肯定冈底

斯地区存在印支期岩浆活动，.00 67左右的花岗闪长岩在冈底斯弧背断隆区有较广泛的分布。综合最新获得的统计

资料，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南侧的上三叠统朗杰学群古水流方向由北向南，碎屑物具有造山带成分特点，冈底斯可能

在晚三叠世存在隆起区。岩浆活动和沉积作用表明，冈底斯具有复杂的演化历史，作者将发生在这一地区由晚三

叠—早侏罗世构造热事件所形成的造山带称为古冈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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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花岗闪长岩锆石电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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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已对实验空白（<=@:’:":+&，A@:’::!+&）及稀释剂作了校正；括号内的数字为!!绝对误差

<BCDE和F(G<HDE软件［I］，结果列于表#。

#JI号点完全落在谐和线上，有较谐和一致的AK
<=年龄（图!），其!:;<= > !ILA表面年龄统计权重平均值

!#M’#N*OI’?N*。?号点表面年龄!!MN* ，#、!、I、"四

个点谐和线下交点年龄为!#LN*OL’PN*，?、"号点锆

石呈短柱状或粒状，与#JI号的锆石晶形也有明显区

别，年龄则明显老于#JI号锆石，而且也不谐和，可能为

岩石中的继承性残留锆石或捕获晶锆石，反映更早期

的一些信息。结合产出地质条件分析，!#MN*的锆石

权重年龄解释为岩石侵位年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 印支期花岗闪长岩在冈底斯地区

发现的意义

（"）印支期花岗岩类在冈底斯地区分布目前仅

限于冈底斯弧背断隆区，东西向展布超过":: Q1，侵

入的围岩的时代为石炭—二叠纪。其南界以隆格

尔#工布江达区域大规模断裂为界［$］，与南侧的燕山

晚期—喜山期岩浆弧杂岩有明显的分带性。冈底斯

燕山晚期—喜山期岩浆弧是位于印支期古冈底斯

岩浆弧南缘的增生弧。

（%）识别出的岩石类型有花岗闪长岩、二长花

岗岩、角闪黑云花岗闪长岩等。其地球化学特点是

富铝和富碱，稀土和微量元素与燕山晚期—喜山期

岩浆弧花岗岩类有明显区别，初步认为是板块碰撞

前花岗岩类型。

（!）印支期中酸性侵入岩已获得的单颗粒锆石

AK<=年 龄 为!#M、!:;、!:# N*，RKD/年 龄#LL、#P;、

!#L、!!I、!I"N*。除侵入岩外，在冈底斯东段分布有

中晚三叠世的钙碱性火山岩［&］，显示冈底斯地区晚

三叠至早侏罗世有过大规模的岩浆活动。

据青藏高原最新资料，新一轮"’%&万地质调查

获得了一批印支期岩浆活动、蛇绿岩和沉积学方面

表 " 南木林县折无花岗闪长岩（(")%*）锆石 + # ,- 分析结果

!"#$% " &’()*+ , # -# ".% /"0" 1(*2 .("+*/’*(’0%（!")%*）’+ &3%45 ，6"+25$’+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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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南木林县折无花岗闪长岩锆石同位素年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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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同位素年龄置信度高的印支期花岗闪长

岩在冈底斯弧背断隆区尚属首次发现；沿扎达—拉

孜—邛多江一线多个图幅!发现晚三叠—早侏罗世

的蛇绿岩；冈底斯地区弧背断隆区普遍缺失三叠纪

沉积，零星分布的上三叠统与下伏地层呈角度不整

合关系；西藏5?@万琼果幅、曲德贡幅古水流统计资

料显示，晚三叠世古水流方向由北向南，碎屑物亦

来自北方。初步分析认为：晚三叠世时，冈底斯大部

分地区已上升成陆并遭受剥蚀，并有强烈的岩浆活

动，成为藏南晚三叠世沉积物源区的一部分。据此，

笔者特将发生在这些地区由晚三叠—早侏罗世构造

热事件所形成的褶皱隆起带称为古冈底斯造山带。

这些新资料、新线索延伸了冈底斯的演化历史，使我

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冈底斯和雅鲁藏布江地区的地球

动力学过程，即其中可能包含了印支期构造演化A来
自古冈底斯B的重要信息。

感谢任纪舜院士的启发和鼓励。对提供有关新

资料的吴珍汉、廖忠礼、邹爱建、张振利等先生，表示

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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