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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蛇绿岩带的岩体由地幔橄榄岩组成，主要岩石类型是方辉橄榄岩和纯橄榄岩，缺少典

型蛇绿岩剖面中的洋壳单元。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特征显示蛇绿岩形成于类似洋中脊的构造

环境。笔者提出该区蛇绿岩来源于印度大陆北缘洋盆的洋壳碎片，这个陆缘洋盆与新特提斯

洋主体的形成和演化准同步。洋盆的演化模式是：早三叠世，随着印度（ 冈瓦纳）大陆向南漂

移，其北部边缘因引张裂解产生裂谷，于晚三叠世向东开口与新特提斯洋主体连通，洋盆初具

洋壳性质，北侧形成阿依拉 & 仲巴微陆块。侏罗 & 白垩纪为洋盆洋壳演化期，处于类似洋中脊

的构造环境。晚白垩世末洋盆开始闭合。在新特提斯洋板块向北俯冲消减过程中，阿依拉 &

仲巴微陆块、陆缘洋盆和印度大陆一起随着向北漂移，在印度大陆向北挤压作用下洋盆逐渐收

缩以致最终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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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特提斯洋壳残余碎片的雅鲁藏布江蛇绿

岩带，断续分布长达 ( )## 9: 以上，有大小岩体

（群）($( 个［(］，出露总面积约 % $$( 9:"，可分为东

段（曲水 & 墨脱）、中段（昂仁 & 仁布）和西段（ 萨嘎

以西至中印边境）三部分。其中西段又进一步分为

北亚带（达机翁 & 萨嘎蛇绿岩带）和南亚带（达巴 &
休古嘎布蛇绿岩带）。从 *# 年代初中法一起合作

的“喜马拉雅地质构造与地壳上地幔的形成和演

化”项目对日喀则地区蛇绿岩开展系统研究以来，

有关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及其共生铬铁矿的研究取

得很大的进展，提出了多种成因模式［" / ,］。然而，

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中段和东段，西段因交

通不便、环境恶劣，研究程度仍然很低。本文对西

段中的南亚带，即达巴 & 休古嘎布蛇绿岩带的形成

与演化进行了探讨。

(! 地质概况

达巴 & 休古嘎布蛇绿岩带所处的西藏西南部，

主体构造线为 ;<< 向，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大致

平行。根据区域地质特征，从北到南分为冈底斯、

阿依拉 & 仲巴、达巴 & 休古嘎布、喜马拉雅 ’ 个地

质分区（图 (）。冈底斯分区，中 & 新生代火山岩及

中酸性侵入体大面积分布，构成著名的冈底斯构造

& 岩浆岩带，出露地层主要是新生界和中生界，以

火山岩为主，少量为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在中冈底

斯以北有上石炭统 & 下二叠统零星分布。沿该分

区南界的雅鲁藏布江缝合带断续分布的蛇绿岩，构

成了达机翁 & 萨嘎蛇绿岩带。阿依拉 & 仲巴分区，

由古生代海相沉积地层组成，从震旦系至二叠系均

有出露，空间分布上大体是中间老，南北两侧新，各

时代地层之间多为断层接触。震旦 & 寒武系为片

岩类的中级变质岩系，其余地层为海相碳酸盐岩 &
碎屑岩，总体上可以跟喜马拉雅地区相应地层对

比。岩浆活动弱，仅在公殊错南部有喜马拉雅期花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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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岩侵入。达巴 % 休古嘎布分区，上三叠统 % 白垩

系分布较广，是一套海相碳酸盐岩、碎屑岩组合，局

部夹少量中基性火山岩，含有二叠系外来岩块；在

舵布曲以西新生界札达群河湖相沉积物广泛分布。

达巴 % 休古嘎布蛇绿岩带位于该分区内，岩体与中

生代地层呈断层接触，被新生界所覆盖。喜马拉雅

分区，沿喜马拉雅山脉主脊大面积出露的是前震旦

纪中高级变质岩，并有喜马拉雅期花岗岩侵入。在

普兰县马甲藏布以西的山脉北坡地层发育较全，由

南往北时代变新，震旦 % 寒武系至泥盆系为连续沉

积，由海相碳酸盐岩、碎屑岩组成；上石炭统和下二

叠统具有冈瓦纳型冰海相沉积；中生界为海相碳酸

盐岩和碎屑岩。

达巴 % 休古嘎布蛇绿岩带西起札达县达巴乡，

经普兰县拉昂错，东至仲巴县帕羊乡休古嘎布一

带，呈 !"" 向断续分布长约 &## #$。带内岩体

（块）出露面积大，如拉昂错岩体 ’(# #$"，东坡岩体

)## #$"，当穷岩体 *$( #$"，它们由地幔橄榄岩组

成，主要岩石类型是方辉橄榄岩和纯橄榄岩，缺少

洋壳单元，这与现代洋壳及世界典型蛇绿岩剖面［*#］

不同。地幔橄榄岩中有少量镁铁 % 超镁铁岩脉（辉

绿岩、细粒辉长岩、辉石岩等）侵入，这些岩脉显然

与典型蛇绿岩剖面中的席状岩墙群不同，是另一阶

段部分熔融作用的产物。

图 *! 西藏雅鲁藏布江西段地质分区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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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绿岩的形成构造环境

对西藏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的形成环境主要

有三种不同认识：一是来源于特提斯大洋中脊的洋

壳碎片，它代表中生代以来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之

间的缝合线［"，&，** + *(］；二是形成于岛弧、大陆边缘海

盆的洋壳（ 小洋盆、弧前或弧后盆地等）［)，*$］；三是

属于 ;)-1,) 等［*’］提 出 的 <<9（ ./51- % ./0=/,3&*2
>*2)）型蛇绿岩［,，*,，*-］。以往的研究对达巴 % 休古

嘎布蛇绿岩带的形成也有三种认识：一是由雅鲁藏

布江蛇绿岩带向南推覆 $##$ 盖在特提斯地台沉积

之顶部的推覆体［"#］，或逆冲推覆到印度板块被动前

缘的沉积岩之上［"*］；二是该岩带与达机翁 % 萨嘎蛇

绿岩带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弧后盆地，为阿依拉古生

代台地所分隔，侏罗纪时的弧后盆地萎缩消减、弧

% 弧或弧 % 陆碰撞的产物［""］；三是一条具有独立发

展史的蛇绿岩带［") + "&］。

本文作者认为达巴 % 休古嘎布蛇绿岩带具有

独自的形成环境，下面从地质和地球化学两个方面

加以探讨。

!? "# 地质证据

多数学者认为，喜马拉雅构造带属于印度板

块，冈底斯构造带属于欧亚板块，两者之间以雅鲁

藏布江缝合带为界。在这两个构造带之间还存在

一个从阿依拉山至仲巴的古生代地块，由震旦 % 寒

武系至二叠系组成，与喜马拉雅构造带相应的地层

可以对比，而冈底斯构造带没有相同时代的类似地

层分布；因此，将该古生代地块划归印度板块较为

合理。夹持于喜马拉雅构造带与阿依拉 % 仲巴地

块之间的达巴 % 休古嘎布蛇绿岩带，长达 &## #$，

要是象一些学者提出的那样［"# + "*］，整体从雅鲁藏

布江蛇绿岩带向南越过阿依拉 % 仲巴地块推覆而

来，途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

此将其看成具有独立发展史的蛇绿岩带更为合理。

调查发现，达巴 % 休古嘎布蛇绿岩除了被新近

系以来的沉积物覆盖以外，与其它地层均呈断层接

触，其中与上三叠统 % 白垩系（ 未分）伴生最为密

切。拉昂错岩体与上三叠统 % 白垩系含碳酸盐岩

的碎屑岩呈断层接触；东坡岩体在北侧深沟中见与

上三叠统碳酸盐岩 % 碎屑岩呈断层接触；当穷岩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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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侏罗 # 白垩系碳酸盐岩、石英砂岩、硅质岩等呈

断层接触；休古嘎布岩体与侏罗 # 白垩系石英砂

岩、硅质岩等呈断层接触，在岩体北缘的硅质岩中

夹有安山岩和安山质玄武岩。迄今为止，区内尚未

发现典型的枕状熔岩等蛇绿岩剖面中的洋壳单元，

因此，虽然中生界地层中夹有含放射虫硅质岩，目

前尚不能肯定这套地层就是通常所称的覆盖于蛇

绿岩顶部的“ 深海含放射虫硅质岩系”。拉昂错和

休古嘎布岩体的中生界围岩，主要由石英砂岩夹放

射虫硅质岩等碎屑岩及灰岩组成，局部夹有中基性

火山岩，可能是在构造活动较为强烈的深海环境中

沉积［$"］，因此，该区中生代时期曾经处于深海环境

之中。

蛇绿岩中地幔橄榄岩的岩石类型与形成环境

有关［%&］，在 !!" 型蛇绿岩中出现的地幔橄榄岩主

要是方辉橄榄岩，一般占整个露头的 ’(# ) *(#，

其余包括不规则纯橄榄岩透镜体和二辉橄榄岩与

辉石岩小囊。$%&’ 型蛇绿岩中的地幔岩石主要

包括方辉橄榄岩和二辉橄榄岩两类，如岛湾（’() *+
,-.(/0）蛇绿岩的地幔岩石从顶部方辉橄榄岩变化

到底部二辉橄榄岩，二辉橄榄岩与方辉橄榄岩之间

的比例是变化的。显然，由于方辉橄榄岩可以在两

种类型蛇绿岩中出现，单靠它作简单环境判别是不

理想的，但是二辉橄榄岩只局限在 $%&’ 型蛇绿

岩中。达巴 # 休古嘎布蛇绿岩带地幔橄榄岩主要

由方辉橄榄岩和纯橄榄岩组成，仅出现极其少量二

辉橄榄岩（ 单斜辉石含量 + ) &#），单从岩石类型

一个方面看更接近于 !!" 型。

!1 !" 地球化学证据

地球岩石圈各种构造环境中形成的岩石在化

学成分上是有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由于源区物

质成分及其形成过程的物理化学条件不同而产生。

因此，岩石化学成分蕴含着岩石成因的信息，已经

成为构造环境的重要判别依据之一。本区蛇绿岩

体内镁铁质岩脉的微量元素列于表 %，在 2+ 3 " # 45
#4(和$67 # "8 3 , # 9环境判别图上（ 图$(，7），

表 #" 镁铁质岩脉的稀土微量元素含量

$%&’#" ()) %*+ ,-%.’ ’/’0’*,1 %&2*+%*.’1 34 0%45. +56’1 !’ 3 %(
#$

岩石类型

样号

:7
:;$ # % :;" # % :;%( # % :;$$ # % :;"% # %

< # :7
::" # $

:7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2+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4(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67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8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9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4?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B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C8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60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D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EF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0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47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2*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E8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4D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97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F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 注：样品分别由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湖北省地勘局武汉综合岩矿测试中心分析（ ,@C #$G!），:7：

辉绿岩；< # :7：辉长辉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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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昂错、东坡、当穷、休古嘎布四个岩体的样品位于

正常的洋中脊拉斑玄武岩（! % "#$%）区；在 &’ (
&## % )* % ’+ 图上（ 图 ",）样品位于洋底玄武岩区

（当穷岩体有一个样位于低钾拉斑玄武岩区）；在

)* ( + % )* 判别图上（图 "-）样品位于 "#$% 区（东

坡岩体位于岛弧玄武岩区）；在 .* % + 和 &’ % / 协

变图上（图 "0，1），样品分布于 "#$% 区（当穷和休

古嘎布岩体分别有一个样位于 23% 区）。镁铁质岩

脉的 稀 土 元 素 分 布 型 式（ 图 ’）显 示 出 它 们 与

! %"#$%有亲缘关系。这些地球化学构造环境判

别结果，均显示出达巴 % 休古嘎布蛇绿岩带形成于

与 "#$% 相似的构造环境。

!4 "# 讨论

蛇绿岩作为古洋壳的碎片，可以形成于不同的

构造环境，例如大洋中脊、初始洋脊、弧后盆地、弧

前盆地、弧间、岛弧、活动（ 被动）大陆边缘海盆、陆

间小洋盆、转换断层，或上述几种的复合环境。目

前有些地区出现的蛇绿岩，可能是在不同环境中形

成，因构造侵位而堆积到一起，如迪纳里德造山带

的迪纳里德蛇绿岩带（5’67*’-08）的形成与开阔的

特提斯洋有关，而瓦尔达尔（/7*-7*）蛇绿岩带与弧

后盆地有关［"(］。907*,0 等［&)］将蛇绿岩分为 ::) 型

和 "#$% 型两类。::) 型蛇绿岩的熔岩和岩墙具

有岛弧拉斑玄武岩的特征，形成于弧前盆地、岛弧

和某些弧后盆地中，常常与陆缘小洋盆的洋壳消减

作用有关。"#$% 型蛇绿岩的熔岩和岩墙具有洋

中脊玄武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形成于初始海洋、成

熟大洋、转换断层和大多数弧后盆地。张旗等［&*］研

究认为中国的蛇绿岩形成于岛弧、弧前、弧后以及

陆间洋盆等，总体上为 ::) 和陆间洋盆两种环境。

就某一地区蛇绿岩而言，要确定其形成环境可能是

比较困难的，这与蛇绿岩体保存的完整程度、地质

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地球化学判别的多解性等有关。

将蛇绿岩的形成环境全部归结为 ::) 和 "#$% 两

种类型，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如上所述，地层沉积相提示达巴 % 休古嘎布地

区中生代时曾经处于深海环境，构造活动较为强

烈，与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之间隔着具有印度大陆

性质的阿依拉 % 仲巴古生代台地，因此推断，达巴

% 休古嘎布蛇绿岩带的形成与雅鲁藏布江蛇绿岩

带不同，是一条独立的蛇绿岩带，可能来源于印度

大陆北缘小洋盆的洋壳碎片。地幔橄榄岩的岩石

组成接近于 ::) 型蛇绿岩，而镁铁质岩脉地球化学

特征显示与 "#$% 相似的构造环境，两者不一致

反映本区蛇绿岩的独特性，其形成环境既不能归结

为 ::)，也不同于大洋中脊，而是被动大陆边缘裂

解发展起来的小洋盆所特有。

图 ’! 镁铁质岩脉稀土元素分布模式

;’<4 ’! $== >7??0*68 @7> A1 @71’, -’B08
球粒陨石标准值据 %AC6?A6（&+*,）；! % "#$% 分布区域据

:D6 76- ",5A6AD<E（&+*+）76- "’,E7*- 0? 7F4（&+*$）

’! 陆缘洋盆的形成与演化模式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作为欧亚大陆与冈瓦纳大

陆的界线，蛇绿岩代表特提斯洋壳的碎片，已经被

普遍接受。特提斯洋经历拉张、俯冲消减到碰撞闭

合的演化过程。从东地中海地区到印度河—雅鲁

藏布江缝合线所代表的特提斯洋，早期的拉张起始

于早 % 中三叠世，由东到西逐渐发展，从瓦尔达尔

向东，在晚三叠世洋壳可能已经开始形成［"$］。常承

法［,］认为冈瓦纳大陆直到二叠纪晚期才开始裂开，

三叠纪时由冈瓦纳地台上的一个裂谷发展成为新

特提斯洋，三叠纪晚期向大洋洋壳转化，晚白垩世

洋壳开始向北俯冲并产生冈底斯大陆边缘造山带

的钙 % 碱性岩浆活动，新特提斯洋在始新世前开始

闭合。王希斌等［(］认为特提斯洋可能从三叠纪早

期开始拉张，到晚侏罗世 % 早白垩世时进入洋壳扩

张期，完成由大陆裂谷向大洋扩张中心的转化。莫

宣学等［") - "*］根据相关的岩浆岩、火山岩等同位素

年龄数据，硅质岩中放射虫时代等多方面证据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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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镁铁质岩脉微量元素构造环境判别图

!"#$ $! %&’’"(# )"*+,"-"(.’"/( -.0 /1 ’,.+& &2&-&(’* "( -.1"+ )"3&*
（.）箭头方向表示 45 受沉积物影响增加；%%6，消减带之上；7 #89:;，正常洋脊玄武岩；< #89:;，异常洋脊玄武岩；=>;，板内

玄武岩；据 ?$ =$ @.A3"(*，$%%"［&%］。（B）C!和 C"，板内碱性玄武岩；C"和 D，板内拉斑玄武岩；;，富集型洋脊玄武岩；E，正常

洋脊玄武岩；D # E，火山弧玄武岩；据 8&*+5&)&，&’()。（+）C # ;，低钾拉斑玄武岩；;，洋底玄武岩；; # D，钙碱性玄武岩；E，板内

玄武岩；据 EF(+.(，&’(*；（)）和（&）=>;，板内玄武岩；89:;，洋脊玄武岩；GC;，岛弧玄武岩；据 >&.,+&，&’($。（ 1）89:;，洋脊玄

武岩；GC;，岛弧玄武岩；据 %5&,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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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提斯洋最初打开的时间不晚于晚三叠世，自中侏

罗世开始向北俯冲，于晚白垩世末（$% !"）印度 &
欧亚大陆开始碰撞，并最终闭合于始新世（’# (
’% !"）。这些研究成果，以及蛇绿岩的形成时代为

中侏罗世—晚白垩世（)** ( $% !"）［%，"* ( +)］等方面

综合表明，特提斯洋可能于早三叠世开始拉张，晚

三叠世初步形成洋壳，晚白垩世末（$% !"）两大陆

开始碰撞，最终闭合于始新世（’# ( ’% !"），代表洋

壳的蛇绿岩在晚白垩世至始新世的碰撞闭合期间

发生构造侵位。

达巴 & 休古嘎布蛇绿岩带来源于印度（ 冈瓦

纳）大陆北缘小洋盆的洋壳碎片，这个陆缘洋盆与

特提斯洋有成生联系。根据该带蛇绿岩的形成时

代为中侏罗 & 早白垩世（)"+ ( )*+ !"）［")，+) ( +"］，洋

盆的形成和演化与特提斯洋主体是准同步的，亦可

分为拉张、洋壳演化、碰撞闭合与后碰撞 ’ 个演化

期。

拉张期可能发生在早三叠世，冈瓦纳 & 欧亚联

合大陆开始拉张之后，随着冈瓦纳板块（印度大陆）

向南漂移，其北部边缘因引张裂解产生陆缘裂谷

（图 ’"），演化到晚三叠世时期向东开口与特提斯

洋主体连通（图 ’#），共同接受沉积，形成一套深海

相沉积岩。现今分布于达巴 & 休古嘎布地区的晚

三叠世地层，由石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硬砂岩和

粉砂岩夹硅质岩、基性火山岩组成，是在构造活动

较强的离大陆边缘斜坡不远的深海环境中沉积，是

地壳迅速拉张环境下的产物［"+］。此时，洋盆已初具

洋壳性质，裂谷北侧形成阿依拉微陆块。

侏罗 & 白垩纪为洋盆洋壳演化期（图 ’$，%），是

蛇绿岩的原始形成时期，方辉橄榄岩中的辉绿（ 辉

长）岩脉同位素年龄为 )"+ ( )*+ !"［")，+) ( +"］，代表

部分熔融岩浆活动的年龄。这些岩脉的地球化学

特征显示当时处于类似 !&’( 的构造环境。该时

期相应的沉积岩以石英砂岩、硅质岩为主，含有中

基性火山岩，属于半深海 & 深海环境产物，说明构

造运动较活跃。该时期也是新特提斯洋主体扩张

与俯冲的演化期。

洋盆闭合发生在晚白垩世之后。印度大陆北

缘属于被动大陆边缘，与作为欧亚大陆南缘的拉萨

地块相比，构造岩浆活动微弱，侵入岩和火山喷出

图 ’! 达巴 & 休古嘎布陆缘洋盆及新特提斯洋演化示意图

)*+, ’! -$.%/"0*$ /12%3 415 0.% 0%$016*$ %71380*16 14 9"#":
;*8+8+"#8 /"5+*6"3 1$%"6 #"<*6 "62 =%1:>%0.?<
1$%"6

（"）早三叠世，冈瓦纳 & 欧亚联合大陆拉张，形成裂谷；（ #）晚

三叠世末，达巴 & 休古嘎布陆缘裂谷转变成洋盆，东端与新特

提斯洋主体已经连通；（ $）侏罗 & 白垩纪，陆缘洋盆的洋壳发

展演化期，同新特提斯洋主体的扩张与俯冲演化相对应；（2）洋

盆闭合后现今的形式；（%）侏罗 & 白垩纪陆缘洋盆的洋壳发展

演化某阶段平面示意图，大箭头表示新特提斯洋主体板块俯冲

的方向。

岩均不发育。在新特提斯洋壳板块向北俯冲消减

过程中，阿依拉微陆块、陆缘洋盆和印度大陆一起

随着向北漂移，当晚白垩世末新特提斯洋开始碰撞

闭合时，阿依拉微陆块首先与拉萨地块接触，印度

大陆继续向北运动挤压使阿依拉微陆块与拉萨地

块之间的碰撞闭合越来越紧密，陆缘洋盆也在印度

大陆向北挤压作用下逐渐收缩、闭合。印度大陆与

阿依拉微陆块之间的碰撞，跟阿依拉微陆块与拉萨

地块之间的碰撞相比要缓和得多，因此在达巴 & 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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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嘎布地区形成的褶皱变形宽缓一些（ 图 $!），残

留的洋壳碎片（ 蛇绿岩）规模比较大。碰撞后的抬

升速度可能比较快，导致侏罗系、白垩系被广泛剥

蚀，直至新近纪才重新接受河湖相沉积。

$! 结论

（%）蛇绿岩中镁铁质岩脉的地球化学特征显

示，达巴 # 休古嘎布蛇绿岩带形成于类似 "#$%
的构造环境。与蛇绿岩伴生的中生代地层是夹有

中基性火山岩的深海沉积相，提示该区中生代曾经

处于构造活动较强的深海环境。位于达巴 # 休古

嘎布蛇绿岩带与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之间的阿依

拉 # 仲巴古生代台地，其沉积岩系与喜马拉雅构造

带相应时代的地层可以对比，应归属于印度板块。

因此推断，达巴 # 休古嘎布蛇绿岩带的形成与雅鲁

藏布江蛇绿岩带不同，是印度大陆北缘裂解产生的

陆缘洋盆的洋壳残余。

（&）达巴 # 休古嘎布陆缘小洋盆与新特提斯洋

主体有成生联系，其形成和演化与后者准同步，可

分为拉张、洋壳演化、碰撞闭合和后碰撞 $ 个演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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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地质与矿产》

$%%& 年! ! 第 ’ 期! ! 要目预告

湘东南印支期褶皱特征及形成机制 柏道远等!!!!!!!!!!!!!!!!!!!!!!!!!

广宁厚溪铌钽矿床的地质构造特征 罗怡华等!!!!!!!!!!!!!!!!!!!!!!!!!

海南岛南好地区志留纪软骨鱼类化石的发现及地质意义 李志宏等!!!!!!!!!!!!!!!!

电法温纳装置勘探深度之探讨 孙庭富等!!!!!!!!!!!!!!!!!!!!!!!!!!!

龙山金锑矿地质特征及深部找矿预测 郑时干!!!!!!!!!!!!!!!!!!!!!!!!!

内蒙古扎鲁特旗黄哈吐地区泥盆系大民山组的发现及其意义 刘建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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