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藏高原空白区首批 !"#$ 万区域地质调查项目成果验收会

在成都召开

!%%% 年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推出了新一轮国

家地质填图计划，重点是填补中国西部青藏高原的

地质空白区。!%%%—#&&& 年首批部署了 ’& 个 !"#$
万区域地质调查项目。它们是公益性和战略性的地

质工作。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内容涉及地学的各个领

域，强化了解决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

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以获

取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地质资料和信息，为

国土规划、战略性矿产资源寻找、资源评价、农牧业

发展、青藏高原环境保护、灾害防治以及青藏铁路

等大型工程建设提供全面的服务。

#&&’ 年 ( 月 !$—#& 日，在中国地质调查局主

持下，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共同组织在成都都江堰对全国各地质调查院及有

关单位承担的青藏高原空白区邦多幅、苏吾什杰幅

等 ’& 个区调项目进行了最终成果报告验收。

张洪涛副局长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

强调这次成果评审验收会是青藏高原第一批区调

成果的一次大检阅，新时期青藏高原地质调查的三

大中心任务是，大综合、大提高、大服务；要把地质

调查成果推向国内外讲坛，推动地球科学发展；要

拓展成果服务领域，为中央和青藏高原地区经济建

设服务。

本次提交的调查成果齐全，主要有地质报告、

专题研究报告、!"#$ 万地质图、地貌及第四纪地质

图、水文)生态环境图、鼠害分布图、高原湿地分布

图、人文)自然景观旅游地质图、遥感解译地质图，

以及已公开发表的论文集等成果。

这批地质调查项目在地层古生物，岩浆岩、前

寒 武 纪 研 究 、区 域 构 造 、蛇 绿 混 杂 岩 、现 代 活 动 构

造、第四纪及生态环境、矿产、人文古迹、新技术等

各个领域均取得了重要进展，现归纳如下。

! 地层古生物

*!+于措勤地区坚扎弄组（,’!）地层中，首次采获

舌羊齿化石，新建了上二叠统敌布错组。中、上二叠

统之间不整合界面的发现和敌布错组的建立对研究

冈底斯地区华力西运动特点和晚二叠世古地理)沉

积环境以及古特提斯演化均有重大意义。

*#+于定结地区古近系宗浦组中新发现 - 个属

的六射珊瑚，为目前国内同期地层中珊瑚化石最丰

富的层位。

*’+ 于雅鲁藏布江江孜—亚东地区白定浦组发

现腕足类化石 "#$%&’() 一属. 该化石是在中国首次

发现；在涅如组*/’*+中首次发现海生鱼龙类，定名

为长山大型鱼龙类（+’,%,&-#.(/0. 1#*0120345647）。

*(+在北喜马拉雅聂拉木地区发现了拉丁期和

诺利期鱼龙化石；系统开展了喜马拉雅北坡沉积岩

系的层序地层研究，划分出 8 个巨层序、!$ 个超层

序和 (- 个三级层序，初步编绘出冈瓦纳大陆北缘奥

陶纪—古近纪海平面变化曲线，反演了奥陶纪—古

近纪沉积演化历史；开展了喜马拉雅北坡古地磁研

究，建立了二叠纪—古近纪磁性柱，提高了地层研究

的精度；编制了喜马拉雅地区奥陶纪—古近纪磁移

曲线，估算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导致喜马拉雅薄皮

褶冲构造带的地壳缩短量约 -&& 9:，为地壳变形研

究提供了量化参数。

*$+在江孜、亚东地区新发现喜马拉雅最高海相

层位浮游有孔虫，将遮普惹组上部砂页岩段的时代

准确地厘定为晚始新世 ,;<=>?4<=4 早期。最高海相

层的发现，对于约束喜马拉雅特提斯海消亡时间，恢

复印度)亚洲板块碰撞演化历史将起到不可替代的

作用。

*8+在藏北多巴地区永珠蛇绿岩带北侧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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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陶纪以阿门角石、链角石等为代表的典型北方珠

角石动物群，并据此新建拉塞组。在德悟卡下组—

扎弄俄玛组发现了较完整的志留纪生物地层剖面，

建立了 $ 个牙形刺组合带，结合笔石等化石资料将

区内的志留系划分为 % 个统。

&’(藏北申扎地区中奥陶统柯尔多组之下首次

发现了世界性分布的早奥陶世阿雷尼格阶最底部

笔石化石带的代表，从而确认了下奥陶统的存在并

新创建了扎扛组；在木纠错南岸中二叠统之上发现

了一套整合其上的白云岩、白云质灰岩夹薄层灰

岩，该套地层近底部采到的 ./$/$ 珊瑚组合带，确

定为晚二叠世早期沉积，并新建木纠错组。这是藏

北地区古生代地层古生物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在长江源格拉丹冬地区二叠纪—古近纪地

层中共发现动物化石 !## 属 #)* 种，二叠纪植物化

石 ) 属 ) 种；古近纪孢粉 *’ 属 %$ 种，新近纪孢粉

)$ 属 ’# 种，早更新世孢粉 !% 属 #+ 种，晚更新世孢

粉 +#) 属 +%’ 种，全新世孢粉 ++$ 属 +*) 种，取得了

非常丰富的古生物新资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 +,
个生物地层单位，其中二叠系新建 ) 个化石带，三叠

系新建 * 个化石带。

在上三叠统甲丕拉组中发现伟齿蛤化石群及

其新属、新种，伟齿蛤化石群数量丰富、保存完好，

为研究其分类、演化、理想埋藏环境提供了目前世

界上最完备的材料，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当雄地区新发现早二叠世撒克马尔期半

球旁多贝 + 个新种 (0123456478298: -./ 012/，定

义了高舟牙形石属的 + 个新种 "5;<41743=330 >;43;1?
@46A;: -./012/；将麦隆岗组牙形石组合自下而上重

新划分为 "BC6;A;9;0 带、"B:5;283090 带、"B94D=6; 带、"B
54:9=60 带和 "BE;7=19090 带，提高了中国晚三叠世诺

利阶牙形石生物地层研究程度。

! 区域岩石

&+(确定了洛扎地区南部库拉抗日岩体是由二

云母二长花岗岩组成的巨大岩基，改变了以前北喜

马拉雅地区没有大的花岗岩体的认识。

&!(在桑桑区北东部火山岩区，新填绘出大面积

花岗岩；在吉隆沟下二叠统中新发现玄武岩夹层。

# 变质岩

&+(在江孜、亚东地区，经对高喜马拉雅带结晶

岩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原划聂拉木群中分解

出一个新建的构造地层单位———亚东岩群，并从中

解体出多个变形变质侵入体；首次在亚东岩群中发

现高压麻粒岩、角闪石岩等暗色包体。

&!(将定结地区原聂拉木群进行解体，划分出下

部的马卡鲁杂岩和上部的扎西惹嘎岩组，并将马卡

鲁岩组进一步分解为表壳岩、镁铁3超镁铁质火成

岩和花岗质片麻岩 # 个岩石组合。

提 出 区 内 花 岗 质 片 麻 岩 不 同 于 太 古 宙 典 型

445 岩石组合，而与典型地区（英格兰）新太古—古

元古代富钾钙碱性花岗质片麻岩组合相似。

&#(在当雄地区对前寒武纪念青唐古拉群变质

岩系进行深入调查，已获得 !* 亿年 67389 法年

龄，划分出变质深成侵入体和表壳岩类。

% 构 造

&+(通过系统的构造解析，将江孜、亚东地区划

分为高喜马拉雅结晶基底带、北喜马拉雅特提斯沉

积褶冲带和雅鲁藏布江结合带三大构造分区；识别

出 * 期褶皱构造变形和藏南拆离系、康马隆起伸展

拆离系两大断裂系统；新发现南北向褶皱构造变形。

&!(首次明确指出墨脱地区沿嘉黎3嘎龙寺断裂

带存在着残留的蛇绿混杂岩，并对其物质组成和改

造进行了初步研究。

此外，对测区雅鲁藏布江蛇绿混杂岩带和高喜

马拉雅结晶岩系的物质组成和地质年代学的研究取

得明显进展，构筑了测区构造演化模式。

&#(在拉孜地区雅鲁藏布江结合带原修康群内

解体出含放射虫化石的 # 套混杂岩岩块，其中中—

晚三叠世和晚三叠—早侏罗世放射虫组合为首次发

现，对进一步认识雅鲁藏布江新特提斯洋的演化提

供了重要新资料。

* 第四纪地质

&+(在扎东、穷果、萨噶、打加错等地发现古人类

活动遗迹 * 处，采集石器、陶片等 #," 件。经测年及

综合研究认为，有 % 处是细石器时代的产物，距今

’""":%""" 年；另 + 处为旧石器时代的产物，距今 +
万年前，为研究青藏高原古人类活动遗迹提供了珍

贵资料。

&!(在念青唐古拉山地区发现 * 套第四纪冰碛、

冰川沉积和间冰期沉积。将更新世划分出 % 个冰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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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定 冰 碛 物 形 成 时 代 分 别 为 #$%&#!"’()*+*、,-#&
"%.’()*+*、!/"&0$.’()*+*和 -!*.&!"*$’()*+*，为第四

纪气候地层划分、对比提供了重要依据。

, 经济地质、环境地质

102在冈底斯山腹地尼玛、热布喀地区发现 0 条

东西长 0// ’3，南北宽 0/&!/ ’3 的夕卡岩型成矿

带，预测资源潜力巨大。

1!2措麦区幅尼雄富磁铁矿的发现是措勤4申扎

成矿带找矿工作的重大突破，其远景达特大型。

1.2多巴地区开展了奇林湖、班戈湖地区水资源

方面的调查，编制了 0%%,—!//0 年水域变化图，确

定 ./ 年来湖水面积增加近 !/5；在果芒错东侧发现

了较大面积柳科灌木林。

1$2在当雄地区新发现吐蕃墓葬群和纳木错东

北岸岩画。

1"2于当雄4羊八井盆地鉴别出 !# 条不同方向

的活动断层，对主要活动断层进行了地质4地球物

理综合研究，查明了其地质特征，测定了活动时代和

运动速率，分析了活动断层的灾害效应，为重大工程

建设提供了重要地质资料；剖析了地壳局部熔融4
断层活动4地震活动4温泉热循环存在的动力学成

因联系；建立区域伸展构造样式。

这批调查项目，有 ! 6 . 达到优秀级。这轮调查普

遍采用现代地球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方法，将基础

调查与科学研究、区域地质调查与资源生态环境调

查、生产与应用紧密结合，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和超

额完成各项任务，在多个学科领域内取得不少的新

成果和突破性的进展，在国内和国际处于领先水平，

是一批非常优秀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

本次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功，为下一轮青藏高

原 07!" 万区域地质调查提供了诸多可借鉴的经验。

我们预祝今后的工作在与时俱进中能够取得更丰硕

的成果。

1大会秘书组 王大可 供稿2

青藏高原空白区首批 07!" 万区域地质调查项目成果验收会在成都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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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通报》!//! 年第 !0 卷第 0! 期《岩石4土

壤4铁芒萁系统中稀土元素的分布、迁移和累积》一

文中有如下几处需要更正。

102##0 页正文左栏第 0/ 行“注重地质体对于植

物的潜在性资源作用。”应为：“注重地质体对于生物

的潜在性资源作用。”

1!2##- 页左栏第 0- 行“可能与其形成有机配合

物的配位体不同有关；”应为：“可能与与其形成有机

配合物的配位体不同有关；”

1.2##- 页右栏倒数第 ! 行“其他一些在排序上

次序稳定的元素，”应为：“其他一些在排序上次稳定

的元素，”

1$2### 页左栏倒数第 .&$ 行“影响着土壤的化

学成分及土壤内部的化学过程。”应为：“影响着土壤

的化学成分及土壤内部化学过程的进行。”

1"2##, 页右栏表 "：表题“89: 土壤各层和铁芒

萁各器官相对于 9 层的稀土元素富集、累积强度变

化”应为：“8;: 土壤芒萁系统中相对于 ) 层的稀土

元素富集、累积强度次序”

1,2##, 页右栏表 ,：英文表名中的 <(=>? ) 应为

<(=>? @；第二横栏

更 正

A> ! $ ! !

A> 0 ! $ ! !应为

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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