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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南腾冲地块新构造运动阶段初步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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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滇西南腾冲地块中部的梁河盆地地层出露较好，阶梯状地貌发育，并有多期火山活动，是开展新构造研究的良好地点。

综合地表调查与年代学研究结果发现，该盆地主要发育新近纪南林组与芒棒组和第四纪地层，各时代地层的沉积及变形特征

都明显不同，其中最早的盆地沉积南林组地层的固结及变形程度高；芒棒组的固结及变形程度则稍差；第四纪地层没有固结或

弱固结，且基本无变形。该区在地貌上共发育7级阶（台）地，各级地貌面主要形成于早更新世以来。该区的火山活动至少包

括3.5~5.0Ma、2.3~2.9Ma、1.0~1.5Ma及0.5~0.7Ma四期。综合梁河盆地中地层、地貌、火山等方面的新构造运动标志，将腾冲地

块的新构造运动初步划分为3个阶段：①5Ma之前，盆地开始断陷，南林组沉积及掀斜变形；②5~2Ma，盆地进一步扩张，芒棒组

沉积及掀斜变形，并伴随火山活动；③2Ma以来，盆地萎缩抬升，形成多级台地及阶地，并伴随多期火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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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ll exposed strata, the terraced multi-platforms and multi-period volcanic activity in Lianghe Basin indicate neotec⁃
tonics of central Tengchong block. The each era sediments and deformation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the Miocene Nanlin
Formation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consolidation and deformation, the Pliocene Mangbang Formation higher and the Quaternary
Strata a little or no. The seven levels terrace are found in which the 5th terrace is most well preserved. There are at least four period
volcanic activity in Lianghe Basin, including 3.5~5.0Ma, 2.3~2.9Ma, 1.0~1.5Ma and 0.5~0.7Ma from old to young respectively. Ac⁃
cording to the new chronology study results, the neotectonic movement episod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 ①before 5Ma, in⁃
cluding basin formation, consolidation and deformation of Nanlin formation; ②5~2Ma, consolidation and deformation of Mangbang
formation along with multi period volcano activity; ③after 2Ma, multi-stage platforms and terraces formation with multi period vol⁃
cano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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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的隆升是新生代重大的地质事件之

一，并以多阶段、不均匀和非等速为特征。青藏高

原东南缘地区是青藏高原现今地壳形变和地震活

动最强烈的地区之一，也是研究青藏高原现今地壳

形变模式和构造演化规律的热点地区。现代GPS
大地测量和活动断裂研究表明，高原东南缘以走滑

断裂为主，水平挤压和缩短率远小于其他边界，与

该地区高地形和增厚的地壳形成强烈对比[1-3]。滇

西南腾冲地块的新构造运动过程不仅是理解青藏

高原东南缘现今变形特征的基础，也是探索青藏高

原东南缘造山带晚新生代隆升和向外扩展的地球

动力学机制的关键地区之一。以往研究主要集中

于 4个方面：①腾（冲）—梁（河）地区的火山岩[4-21]，

划分了火山活动期次并讨论了岩浆来源；②滇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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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区的地层和沉积结构[22-32]，建立了中新世南林

组、上新世芒棒组及第四纪地层，主要讨论了南林

组及芒棒组的地层结构和沉积特征；③高黎贡构造

带变形及断层活动规律[33-42]，主要集中在高黎贡构

造带变形特征及边界断裂和地块内部活动断裂的

活动阶段与规律方面；④盆地的旋转变形特征，主

要集中在腾冲盆地和芒棒盆地[43-44]。关于腾冲地区

的新构造，前人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建立了腾梁运

动[45-52]，但研究仅集中于第四纪以来[50-52]，

且年代测试数据较少。梁河盆地隶属

于腾冲地块（图 1），位于东构造结东南

部，高黎贡构造带西侧，盆地内地层出

露完整、地貌发育良好，并有多期火山

活动，是研究腾冲地块新构造运动的天

然试验厂。本文从梁河盆地的地貌、地

层和岩浆岩3个方面综合研究腾冲地块

的新构造，划分新构造运动阶段，进一

步理解高原东南缘地壳形变模式和构

造演化过程，进而探讨青藏高原东南缘

造山带晚新生代的隆升和向外扩展的

地球动力学机制。

1 新构造标志

1.1 地 貌

梁河盆地位于云南西部的腾冲地

块中部，地表调查发现该盆地内反映新

构造活动的地貌特征明显，能清晰地

识别出7级台地地貌（图2），尤以囊宋—

关障一带发育最好，其中高台地中的

第Ⅶ和第Ⅴ级发育较好，并伴有沉积

和火山活动。

第Ⅶ级台地是梁河盆地保存最老

的一级构造地貌面，主要发育于盆地

东侧中部的关障—大芒丙一带。台面

宽度较大，受后期改造，台面起伏不

平，呈缓丘状。残存台面的海拔高度

为 1300~1350m，拔河高度在 300m 左

右。在关障一带，台地组成地层厚度

达 160m，主要由粗砂和砾石层组成，向

南粒度有变细的特征，在大芒丙一带

主要以粘土、砂及砾石层组成。台地

面上普遍发育有残坡积红色砂土。在

马茂东南的冲沟底部（图 2）和大芒丙东南的台地

冲沟底部均见有玄武岩（图 3）；在关障东南台地冲

沟底部及侧部均见有玄武岩（图 2）；在关障村西

侧，可见玄武岩覆盖于台地之上（图 2）。

第Ⅵ级台地发育较差，只见于盆地东北侧的

马茂村一带，台地面较窄，地层主要由粗砂和砾

石组成。在马茂村北侧，见其覆盖于玄武岩之上

（图 2）。

图1 腾冲地块的主要晚新生代断陷盆地分布简图（据参考文献[31,33]）
Fig. 1 A diagram on the distribution of main late Cenozoic

fault basin in Tengchong block
Mz—中生界；Pz—古生界；Pt2gl—中元古界高黎贡山群；γ—花岗岩；

1—晚新生代盆地；2—地质界线及不整合界线；3—断裂构造；

①—梁河盆地；②—腾冲盆地；③—龙川江盆地；④—盈江盆地；⑤—陇川盆地；

⑥—瑞丽盆地；⑦—遮放盆地；⑧—潞西盆地；⑨—龙陵盆地；⑩—户撒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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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Ⅴ级台地发育最好，沿大盈江两侧分布。台

地面平整，海拔高度在 1170~1200m之间，拔河高度

在 170~200m之间。地层由粘土、中细砂和砾石组

成，见有 3~5层炭质层，地表出露厚度约 80m，未见

底。王西川[45]在马茂村（深度 113.4m）和囊宋村（深

度 150.69m）一带的钻孔资料显示均尚未见底。在

盆地北部郎（囊）烟一带（图 4），在台地近顶部见有

玄武岩夹于河湖相沉积地层之中，并呈舌状尖灭。

在郎（囊）烟西南侧的下等马东侧一带，见玄武岩覆

盖于台地面之上。

第Ⅱ—Ⅳ级台地发育较为局限，在大盈江两侧

均有分布。第Ⅳ级台地海拔约1080m，往下，每2级
台地面高差为 15~30m，主要由砂砾石组成，具有明

显的河流阶地特征。

第Ⅰ级台地为大盈江一级阶地，沿大盈江两侧

连续分布。阶地面宽广平坦，平均宽度在 1km 以

上，具有阶地二元结构，上部为细砂层，下部为砂质

粗砾石层。

1.2 地层沉积与变形特征

梁河盆地发育中新世南林组、上新世芒棒组及

第四系。中新世南林组、上新世芒棒组主要见于盆

地东部，第四系分布于大盈江两岸。中新世南林组

由粘土、砂和砾石层组成，固结程度较深，含有可采

煤层（当地人称石煤）。南林组普遍发生掀斜，地层

倾向南西西，多在 246~262°之间，顶部角度偏转到

320°方向，地层倾角较大，多在 33~37°之间，顶部稍

小也达到28°（图版Ⅰ-a~d）。上新世芒棒组由花岗

质粗砂砾石组成，固结程度较差，夹有薄层炭质层

及极薄层煤层。芒棒组也发生掀斜，但地层倾向南

东东，多在 120~126°之间，地层倾角也变小，多在

13~15°之间（图版Ⅰ-e~f）。第四纪早期地层由粘

土、粗砂和砾石组成，基本无固结或弱固结，受新构

造掀斜作用较弱，地层倾向南西，具有较小的不大

于 10°的倾角；中期地层由粘土、炭质层、粗砂及砾

石组成，无固结，地层水平；后期由粗砂和砾石组

成，无固结，地层水平（图版Ⅰ-g~h）。
1.3 火山活动

梁河盆地有多期火山活动，前人也有较多研

究 [4-6]。除上述与第四系相接触的玄武岩外，还发育

有与中新世南林组和芒棒组接触的玄武岩，如界端及

其东侧、上弄别西侧、大坪山等地均有分布（图5）。梁

河盆地的玄武岩与新近纪地层间的接触关系主要有

4种：①覆盖于地层之上，如关障、上弄别、界端、大坪

图2 梁河盆地来连—关障实测剖面

Fig. 2 Practical measured profile of Lailian-Guanzhang in Lianghe Basin

图3 梁河盆地大芒丙一带剖面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drawing of Damangbin in Liangh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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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梁河盆地囊烟一带剖面示意图（据参考文献[46]修改）

（∗据参考文献[45]，其中顶部数据测自太平街南，底部数据测自囊烟明郎河东岸）

Fig. 4 Schematic drawing of Nangyan in Lianghe Basin

山等，这种情况占大多数（图5）；②伏于新地层之下，

如马茂、大芒丙等（图3、图5）；③穿插于地层之间，如

荷花糖厂、囊烟等（图4）；④与南林组呈断层接触，如

弄丘、牛场地等（图版Ⅰ-i）。它们不仅是新构造活动

的产物，而且能提供较好的年代学测试资料。

2 年代学研究

采用光释光方法对低阶地（Ⅳ级以下）进行了

年代学测试，测试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

地质研究所进行，采用细颗粒简单多片再生法获得

等效剂量值，用饱和指数方法进行拟合。从生长曲

线图可以看出，简单多片法测得的细颗粒样品再生

剂量点不太分散，生长曲线没有明显饱和，但样品

放射性元素U、Th、K偏高，导致有的样品的年剂量

率是正常值的 2~3倍，所以样品年龄数据可能偏年

轻。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采用K-Ar和Ar-Ar法对相关的玄武岩进行年

龄测试。K-Ar年龄测试在中国地震局地震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测试对象为基质；采用的常

数为：λ=5.543×10-10/a，λe=0.581 ×10-10/a，λβ=
4.962 ×10-10/a，40K/K= 1.167×10-4/克分子/克分子，

年龄误差为 1σ。Ar-Ar年龄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

质研究所Ar-Ar实验室进行，测试对象是斜长石。

测试采用常规 40Ar/39Ar阶段升温测年法，样品的阶

段升温加热使用石墨炉，每一个阶段加热30min，净
化 30min。质谱分析是在多接收稀有气体质谱仪

Helix MC 上进行的，每个峰值均采集 20 组数据。

用 Isoplot程序计算坪年龄，坪年龄误差为 2σ。结

果如表2所示。

根据测试结果及上述地层之间的接触关系，梁河

盆地火山活动至少可以划分为 4期，第一期在 3.5~
5.0Ma之间，属上新世，覆盖于中新世南林组之上，如

南林、界端一带；同时被后期的第四纪地层所覆盖，如

大芒丙一带，但与同期芒棒组之间却未发现明显的叠

置关系；第二期在2.3~2.9Ma之间，属上新世末期或

第四纪早期，被后期第四纪地层所覆盖，如囊烟、马茂

等地；第三期在1.0~1.5Ma之间，这一期的火山活动

发生在第Ⅶ级台地形成之后，早期的玄武岩被第Ⅵ级

台地沉积物所覆盖，如马茂一带，后期的玄武岩披覆

于中新世南林组、上新世芒棒组及第Ⅶ级台地面之

上，如关障、上弄别、大坪山等地；第四期在0.5~0.7Ma
之间，属中更新世早期，主要见于盆地北缘的荷花糖

厂、上等马一带，早期的玄武岩夹于第Ⅴ级台地沉积

之中，后期的玄武岩披覆于第Ⅴ级台地面之上。另

外，太平村一带的火山活动发生于0.1Ma，但其分布

范围已不属于梁河盆地。

盆地初始沉积的中新世南林组，依据其上覆玄

武岩的年代，至少早于 4.37±0.56Ma（约 5Ma）；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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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芒棒组除与第四纪晚期玄武岩有接触关系外，与

同期玄武岩的接触关系不明，但是根据沉积与变形

特征，可与第四纪沉积地层相区分，其形成时代早

于 2.87±0.08Ma（约 3Ma），介于 5~3Ma之间。第四

纪沉积物分别组成盆地的第Ⅰ—Ⅶ级台地沉积

物。第Ⅶ级台地沉积物下伏第二期玄武岩，又被第

三期玄武岩所披覆，时代介于 2.3~1.0Ma之间。考

虑到第Ⅵ级台地下伏的玄武岩年龄，将第Ⅶ级台地

的形成时间置于2.3~1.5Ma可能更合适。第Ⅵ级台

地下伏第三期早期玄武岩，其时代晚于1.5Ma，从台

图5 梁河盆地囊宋—大坪山一带地貌、地层及岩浆综合剖面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drawing of landform, strata and magma
at Nangsong-Dapingshan in Lianghe Basin

图版Ⅰ PlateⅠ

a~d.南林组；e~f.芒棒组；g.第四纪早期地层；h.第四纪中期地层；i.牛场地村东南林组与玄武岩呈断层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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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沉积物特征看，多与第Ⅶ级台地沉积特征相一致，

属后期再搬运而来，但不应晚于第Ⅶ级台地上覆玄武

岩的年代，据此推断第Ⅵ级台地形成于1.5~1.0Ma之
间。第Ⅴ与第Ⅶ级台地沉积明显不同，含有3~4层泥

炭层，同时台地面发育较为宽广平坦；在盆地北部囊

烟、上等马一带，台地顶部夹有第四期早期玄武岩，

台面上覆第四期后期玄武岩，故其形成时代应早于

0.5Ma；在马茂一带，与第Ⅵ级台地一同覆盖于第三

期早期玄武岩之上，因此第Ⅴ级台地形成也应晚于

1.5Ma，时间在1.0~0.5Ma之间。第Ⅳ级及以下台地

没有与玄武岩直接接触，其时代依靠OSL年龄，但

目前获得的测年资料较少。根据初步的测年结果

可知，其形成时代较晚，其中第Ⅳ、Ⅱ及Ⅰ阶地的形

成时代分别为60ka、10~20ka和4~5ka。

3 新构造运动阶段划分

综合梁河盆地地貌特征、地层结构与变形特征和

火山活动期次，可将腾冲地块的

新构造运动大致分为以下 3个

阶段。

阶段Ⅰ：5Ma之前，主要标

志为盆地形成、南林组沉积与

掀斜变形。梁河盆地的形成，

指示了新构造活动的开始，代

表了青藏高原东南缘的重力垮

塌和伸展作用的开始。盆地形

成之后，开始堆积中新世南林

组。在盆地沉积之初，沉积物

是一套固结较好的砾岩，砾岩

及胶结物质来源于周缘的早期

花岗岩，并直接覆盖于早期花

岗岩之上，砾石磨圆程度较低，大小混杂，反映了盆

地初期的快速构造变动。之后的南林组沉积主要

是砾石层与砂、粘土层的互层，砾石磨圆度较好，

砂、粘土层中发育有煤层，在南林组的中上部有可

采煤层。本阶段后期，固结程度相对较高的南林

组发生掀斜，地层倾向南西西，多在 246~262°之
间，顶部角度偏转到 320°方向；地层倾角较大，多

在 33~37°之间，顶部稍小也达到 28°。根据南林组

中的节理统计，其应力场方向为北东东—南西

西。这一阶段新构造运动的结束时限，可依据其

上覆最老的火山岩年龄进行限定，本文所测年龄

为 4.37±0.56Ma，取最大年龄值 5Ma作为本阶段的

结束年限。尽管本阶段没有发现相应的火山活

动，但不排除有相应的火山活动记录。

阶段Ⅱ：5~2Ma，主要标志为南林组与芒棒组之

间的角度不整合接触关系，芒棒组沉积及变形，并

伴随多期的火山活动。在经历中新世南林组的掀

野外

编号

12LH-8A

TC378*

TC379*

TC380*

TC381*

取样地点

囊宋乡青松寺

腾冲热水塘

位置

/m

2.6

T2底

T2下

T1顶

T1下

U

/10-6

2.95

5.82

10.54

8.37

7.93

Th

/10-6

10.7

73.27

52.24

32.44

43.13

K

/%

4.40

3.18

2.80

2.70

2.70

等效剂量

E.D /Gy

414.18±6.57

242.96

242.96

38.62

50.46

年剂量Dy

/Gy· ka

6.50

10.58

12.91

8.28

9.77

含水量

/%

7±2

年 龄

/ka

63.7±2.7

22.96±2.2

18.82±1.62

4.66±0.4

5.16±0.44

注：∗引自文献[51]为热释光年龄

表1 梁河盆地释光年代测试结果

Table 1 OSL dating result of Lianghe Basin

样号

12LH-2

12LH-4

12LH-6

12LH-9

12LH-10

12LH-11

12LH-15

12LH-16

12LH-17

12LH-20

NLMK

S514-3

取 样 地 点

梁河关障东南沟底

囊宋乡马茂村东南囊宋河沟底

梁河关障西北

梁河大芒丙东南侧沟底

梁河干滚塘东

梁河上弄别西侧

狼烟街西南下等马村东北侧

囊宋乡马茂村东北冲沟桥南侧

囊宋乡马茂村东南冲沟

囊烟街东北侧国道公路东边

梁河南林煤矿顶部

梁河大坪山南坡

取 样 位 置

24°53.13'、98°24.48'

24°52.33'、98°23.42'

24°53.35'、98°23.70'

24°50.55'、98°21.48'

24°50.17'、98°26.48'

24°51.78'、98°24.51'

24°56.13'、98°22.82'

24°52.90'、98°23.14'

24°52.41'、98°23.52'

24°56.51'、98°23.57'

24°51.92'、98°25.73'

24°50.47'、98°27.83'

坪年龄/Ma

4.00±0.02

2.87±0.08

1.03±0.34

3.41±0.92

4.37±0.56

0.97±1.10

0.52±0.02

1.43±0.06

2.28±0.04

0.73±0.02

3.51±0.09

0.99±0.02

方法

Ar-Ar

K-Ar

Ar-Ar

Ar-Ar

Ar-Ar

Ar-Ar

K-Ar

K-Ar

K-Ar

K-Ar

K-Ar

K-Ar

备 注

误差较大

表2 梁河盆地K-Ar/Ar-Ar年代测试结果

Table 2 K-Ar/Ar-Ar dating result of Liangh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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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变形之后，盆地开始堆积上新世芒棒组。上新世

芒棒组由花岗质粗砂砾石组成，固结程度较差，夹

有薄层炭质层及极薄层煤层，反映了一种相对快速

沉积的过程。在芒棒组堆积期间，可能发生了首期

火山活动，时间为 3.5~5.0Ma。尽管目前在梁河盆

地没有发现芒棒组与同期火山岩接触关系的露头，

但在邻近的龙川江盆地钻孔中可见两者的叠置关

系。之后，芒棒组发生掀斜，地层倾向南东东，多在

120~126°之间，地层倾角也变小，多在 13~15°之间，

不仅与之前的南林组在沉积特征和变形程度上都

有较大差别，而且两者之间还形成角度不整合的接

触关系。芒棒组变形程度比南林组要弱得多，而且

变形方式指示的应力场也与南林组不同，两者相比

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可能与盆地的旋转变形有

关。本阶段末期，进入第二期火山活动发育阶段，

时间在2.3~2.9Ma之间。这期火山活动表明本阶段

新构造活动进入尾声。

阶段Ⅲ：2Ma以来，主要标志为多级台地及阶地

形成，并伴有多期火山活动。在持续的压应力场

下，形成了多达7级台地及阶地，并在早期台地及阶

地形成过程中，伴随有多期火山活动。这些台地及

阶地的形成，分别由 3次构造事件所控制。第 1次

构造事件，主要控制并形成了第Ⅶ级台地。该级台

地仅保留在盆地东部，以关障一带保存完好，台地

沉积物以粗砂和砾石为主，含有1~2层粉砂层，总体

反映出快速堆积的过程；沉积物下部弱固结，而上

部地层基本无固结，同时地层被轻微掀斜，地层倾

向南西，具有不大于 10°的倾角。台地面已遭受剥

蚀而保留得不完整，并发育红土堆积。第Ⅶ级台地

下伏第二期火山活动形成的玄武岩，台地面上覆第

三期火山活动形成的玄武岩，之后台地遭受侵蚀切

割。这一时段的构造变动发生在 1.0~1.5Ma期间；

台地下切时间发生于 1.0Ma 之后。第 2 次构造事

件，主要控制并形成了第Ⅴ—Ⅵ级台地。这 2级台

地间高差不大，在马茂一带台地沉积物共同覆盖于

同一岩体之上，表明其时代均晚于1.0~1.5Ma。第Ⅴ

级台地与第Ⅶ级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沉积物

以粗砂夹砾石层为主，但发育3~4层厚度不等的泥炭

层，反映了一种动荡的沉积环境。同时，沉积物基本

无固结，地层水平。第Ⅴ级台地面宽广平坦，沿大盈

江两岸分布。在台地沉积末期，发育第四期火山活

动。因此，这一阶段的构造变动发生于0.5~0.7Ma，台

地下切时间发生于0.5Ma之后。第3次构造事件，主

要控制并形成了第Ⅰ—Ⅳ级台地。台地拔河高度也

不大，沉积物组成以砂、砾石等河流冲积物为主，并具

有二元结构，为现代大盈江形成的阶地沉积。根据初

步的测年结果可知，其形成时代较新，其中第Ⅳ、Ⅱ及

Ⅰ阶地时代分别为60ka、10~20ka和4~5ka, 各级阶地

之间高差不大，可能主要与末次间冰期之后的冷暖气

候变化密切相关，并受构造变动的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滇西南梁河盆地内地层出露较好，发育有中新

世南林组、上新世芒棒组及第四纪各期地层，各时代

地层沉积及变形特征明显不同，盆地早期沉积南林

组固结及变形程度高；其后的芒棒组固结及变形程

度稍差；第四纪地层基本没有固结或弱固结，变形程

度很小或无变形。梁河盆地阶梯状地貌发育，实测

剖面表明梁河盆地共发育7级台（阶）地，其中以第Ⅴ

级台（阶）面保存最为完好，台地地层由第四纪各期

地层组成；其中第Ⅶ级台地形成于 2.3~1.5Ma，第Ⅵ

级台地形成于 1.5~1.0Ma，第Ⅴ级台地形成于 1.0~
0.5Ma，第Ⅳ、Ⅱ及Ⅰ阶地时代分别为 60ka、10~20ka
和 4~5ka。盆地内的火山活动至少可以划分出 3.5~
5.0Ma、2.3~2.9Ma、1.0~1.5Ma及 0.5~0.7Ma四期，披

覆于早期地层或被后期地层所覆盖。因此，综合梁

河盆地上述的地层沉积变形特征、地貌、火山活动等

一系列重要标志，并结合K-Ar、Ar-Ar、OSL等年代

学测试，笔者将腾冲地块的新构造运动划分出3个阶

段：①5Ma之前，主要特征为盆地形成、南林组沉积

及掀斜变形；②5~2Ma，主要特征为芒棒组沉积及变

形，并伴随火山活动；③2Ma以来，多级台地及阶地

形成阶段，也伴随多期火山活动。

区域上梁河盆地位于腾冲地块中部，因此该

盆地的新构造活动实际上是对整个腾冲地块新构

造运动的反映，因为与梁河盆地同期在腾冲地块

形成了一系列类似的构造盆地，如图 1所示。孙泽

轩等[32]对腾冲地块南部陇川盆地的研究结果表明，

其形成了 14Ma，依据是钻孔内沉积物的 ESR 年

龄。前人对腾冲板块东边界高黎贡断裂带的研究

结果指示，其具有19~24Ma和11~14Ma两期走滑活

动高峰期[33]，在东喜马拉雅南迦巴瓦构造结存在大

致同期的 23Ma和 13Ma两期变形变质峰期[53]，之后

在距今约 14Ma开始，高黎贡山脉南部发生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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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垮塌变形[36]。尽管目前还没有得到腾冲地块中

晚新生代盆地初始发育的准确时代，但综合前人研

究结果至少可以初步判断，梁河盆地的形成时间晚

于 24Ma，可能在 8~14Ma之间。下一步利用盆地底

部沉积物的裂变径迹年龄或者控盆断裂的初始发

育年龄，则有望给出梁河盆地初始发育的时间。

依据目前的研究结果，引发南林组掀斜变形和

第一期火山活动新构造运动的结束年龄大致为5Ma，
可能代表了该区最强烈的一次构造运动。构造研究

表明，高黎贡山脉中部在同期（距今5~8Ma）进入伸展

构造的强烈活动期[36]，这也与红河断裂由左行走滑转

变为右行正断的时代（约5Ma）相一致[54]，并伴随点苍

山—哀牢山的隆起[55]。同期，在青藏高原东缘及东北

缘也存在强烈的构造变动[56-57]。因此，梁河盆地或腾

冲地区的火山活动初始发育的时间很可能在5Ma左
右。尽管在梁河盆地及陇川江盆地也曾报道过可能

存在6~8Ma的玄武岩活动[32]，但其年龄结果的可靠性

需要进一步验证。

本文将 3.4~3.5Ma期间的火山活动划为第一期

的重要性值得特别强调，因为，这不仅与横断运动

发生的时间相一致 [58]，也正好（包括第二期火山活

动时间）与青藏运动发生的时间相一致[59]。发生于

1.0~1.5Ma 和 0.5~0.7Ma 期间的新构造事件，则与

东喜马拉雅构造结南迦巴瓦地区更新世2期抬升—

剥露事件的时间（1.10±0.24Ma 和 0.65±0.08Ma)基
本同步[60]，同时分别与元谋运动[61]、昆黄运动[62]发生

的时间相一致，反映了腾冲地块与青藏高原周缘构

造运动的同步性。另外，陈华慧等[50]所建立的腾梁

运动，其活动期限被确定为中更新世末期—晚更新

世初期，经野外考察确定其建立标志与本文所述的

1.0~1.5Ma和 0.5~0.7Ma期间的新构造运动标志一

致，但当时并无明确的年代证据。

致谢：论文撰写过程中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

学研究所吴中海研究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审稿专

家为论文修改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

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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