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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东部早 & 中三叠世火山 & 沉积盆地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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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藏东部存在四条 67 & 28 向大致平行分布的早 & 中三叠世地层条带，自东向西分别

为普水桥组、瓦拉寺组条带，马拉松多组 & 加指拉组条带，夏牙村组条带和竹卡群条带。我们

通过地层岩性及其自 76 向 82 均有火山岩减少和沉积岩增多趋势、区域构造特征、盆地延入

云南西部中三叠世地层沉积具趋同性等特征，认为藏东四个条带的早 & 中三叠世地层，在沉积

时为统一火山 & 沉积盆地。早 & 中三叠世期间，该火山 & 沉积盆地沉积作用自东向西不断推

进，中三叠世盆地范围最大、海水最深，在江达 & 芒康 & 线出现半深水 & 深水复理石沉积。火

山活动贯穿盆地发展全过程，其中 76 部和 72 部火山活动最强烈，火山活动主要为中酸性火

山岩及火山碎屑岩，随着中三叠世强烈地火山喷发，于中三叠世拉丁中期结束盆地发展历史。

盆地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海水从东部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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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西藏东部金沙江结合带至他念他翁山之间，地

质构造十分复杂，一系列级别不等的 28 &67 向背

向斜被一系列 28 & 67 向为主的断裂不同程度地

切割破坏，并见有印支期为主的多期中酸性侵入

岩，进一步破坏地层分布的连续性。

该区三叠纪地层分布广泛，下、中、上三统齐

全，为羌塘盆地中东部所独有。下 & 中三叠统因受

后期 28 &67 向断裂破坏，在区域上呈不连续的条

带状分布，习惯上分为四个条带和四套岩石地层名

称：字嘎寺断裂以东为普水桥组（<)= ）、瓦拉寺组

（<"> ）分 布 带，字 嘎 寺 断 裂 西 侧 为 马 拉 松 多 组

（<) . "?）& 加指拉组（<) . "@）分布带，昌都考要弄 &
夏牙村 & 察雅角杰 & 芒康加色顶一线为夏牙村组

（<)A）分布带，察雅则松以南 & 左贡牙总 & 芒康脚

巴拉 & 盐井为竹卡群分布带（图 )）。

在藏东地区，早 & 中三叠世地层与上覆、下伏

地层均为角度不整合接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构造

层，从区域代表性剖面探索其内在联系，进行盆地

分析，对于重塑该区早 & 中三叠世地质演化历史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四个条带的早 & 中三叠世地层，现有文献仅

提及马拉松多组与普水桥组 & 瓦拉寺组是同期异

相地层，其间有着相互相变的关系［)］，因而在 ) /
)## 万昌都幅区调时，两者一并称之为普水桥组和瓦

拉寺组。马拉松多组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该带有许多印支期中酸性侵入岩，形成有名的斑岩

型铜矿，马拉松多组的火山岩则是斑岩铜矿的主要

围岩，具有重要的找矿意义。但其他各条带之间的

关系，目前尚无文献论及。

"##- 年底，我们承担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

究中心委托的“中国西部三叠系关键地质问题集成

研究”项目，以羌塘盆地和义敦岛弧带为重点，结合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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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西藏东部早 & 中三叠世地层分布略图（据潘桂棠等 "##’ 年 %：%’# 万青藏高原及邻区地质图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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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达同普瓦拉寺瓦拉寺组剖面；"江达普水桥雅安弄普水桥组剖面；#昌都妥坝虾热弄马拉松多组剖面；$昌都甲日考要弄夏

牙村组剖面；%昌都妥坝夏牙村组剖面；&察雅然达霞姐马拉松多组剖面；’贡觉曲卡加指拉加指那组剖面；(四川巴塘党恩 & 列

衣组剖面；)左贡牙总竹卡群剖面；*芒康通沙 & 塔雅脚巴拉竹卡群剖面；+,-四川巴塘基里普水桥组剖面；+,.巴塘苏洼龙嘎拉卡普

水桥组剖面；+,/四川得荣茨巫帕聪税布伦组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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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运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展中国西部

三叠系关键地质问题研究。通过半年多来对已收

集资料的分析研究，目前已初步完成羌塘盆地三叠

系有关问题的研究，本文系羌塘盆地三叠系关键地

质问题研究内容之一。

$! 藏东早 # 中三叠世地层形成于统

一火山 # 沉积盆地

! ! 藏东地区所见四个条带的早 # 中三叠世地层，

在区域上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同一沉积盆地产物

的异地出露还是不同构造环境的产物？我们据下

述理由，认为其原生盆地为一个统一的大型火山 #
沉积盆地：

（%）四个条带早 # 中三叠世地层岩石组合及区

域变化特征大体相似。这四个条带的岩石组成有

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即或多或少见有中酸性火山

岩、火山碎屑岩：或以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为主夹

少量正常沉积岩，或以正常沉积岩为主夹火山岩、

火山碎屑，或两者不等厚互层出现，全部由正常沉

积岩组成而不夹火山岩的地层仅见于贡觉曲卡的

加指拉组。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除东带普水桥组

下部夹少量中基性火山岩外，其他均为中 # 酸性火

山岩。所见剖面除个别特例外，不论是那一个条带

都不同程度地见有火山岩或火山碎屑岩。当地层

厚度出露较小时，可全由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组

成，如昌都县妥坝和考要弄一带之夏牙村组，前者

出露厚 $&" !，后者厚 %’( !。当地层出露厚度较

大时，或以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为主夹正常沉积

岩，如昌都妥坝虾热弄马拉松多组（厚 ) $ $*$ !），

芒康脚巴拉和左贡牙总两地的竹卡群，两地竹卡群

厚度分别为 ) " ’’( ! 及 ) " +&& !；或为火山岩及

火山碎屑岩与正常沉积岩呈不等厚互层，如察雅然

达霞姐马拉松多组（厚 ) &%’ !）和江达普水桥雅安

弄普水桥组及江达同普瓦拉寺瓦拉寺组，两组总厚

" &&% !；仅 贡 觉 哈 加 曲 卡 一 地 加 指 拉 组 厚 )
% "(, !，全由杂色碎屑岩组成。四个条带早 # 中

三叠世地层所夹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除字嘎寺断

裂以东普水桥组下部偶见中基性火山岩外，均为中

酸性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岩性组合相似，反映各

地火山形成于相似的构造背景。

（$）四个早 # 中三叠世地层分布条带，均具有

由 "# 向 $% 火山岩所占比例逐渐减少、正常沉积

岩逐渐增多的趋势：东部普水桥组及瓦拉寺组，在

北部江达普水桥虽然火山岩少于正常沉积岩，但向

南至贡觉波罗乡至芒康戈波，中酸性火山岩均呈夹

层状存在，再向东南延入金沙江结合带。四川地矿

局在岩石地层清理时，认为存在着普水桥组［$］，以

巴塘县基里剖面和嘎拉卡剖面为代表，地质时代为

&" # ’%，底部见砾岩不整合于下二叠统额阿钦组之

上，其上为灰岩或大理岩、黑色砂板岩夹灰岩透镜

体，未见火山岩，该地普水桥组时代下限明显较江

达普水桥普水桥组低得多，其剖面结构和地质时代

与青海可可西里蛇形沟汉台山群相似［"、(］；字嘎寺

断裂西侧的马拉松多组，正层型剖面（ 察雅然达霞

姐）中火山岩与正常沉积岩厚度大体相当，向 "#
至昌都虾热弄，马拉松多组总厚 *, ( 为中酸性火

山岩和火山碎屑岩，正层型剖面向 $% 至贡觉曲卡

加指拉，相当马拉松多组厚 ) % "(, ! 的地层未见

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夹层，故饶荣标等（%+-*）另创

加指拉组［&］；区内的夏牙村组分布带条，其北部昌

都考要弄和妥坝夏牙村剖面均未见沉积岩夹层，向

南至察雅都日乡角杰开始夹碎屑沉积岩，再向南至

芒康加色顶，砂页岩夹层增多［%］；区内竹卡群仅见

左贡牙总和芒康脚巴拉两条剖面，两剖面相距直线

距离 *& )!，北西牙总剖面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占

绝对优势，仅见两层沉积岩夹层，而南东脚巴拉剖

面竹卡群下部以沉积岩为主夹火山岩，上部则以火

山岩为主，仅见一层沉积碎屑岩。不同条带岩性组

合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绝非偶然巧合，应解释为

同一沉积盆地较为合理。

（"）滇西北与藏东在构造地层分区上相互延伸

基本一致，滇西北中三叠世地层的岩性组合特征具

有明显的趋同性：如云南境内之华南地层大区、羌

北 # 昌都 # 思茅地层区、西金乌兰 # 金沙江地层分

区所属奔子栏 # 江达地层小区与滇藏地层大区、羌

南 # 保山地层区、保山地层分区所属的澜沧地层小

区，中三叠世安尼期岩石地层单位均称上兰组，拉

丁期岩石地层单位虽有攀天阁组和忙怀组之分，但

两者均为中酸性火山岩地层［’］，且各组顶、底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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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相同。这种不同构造地层分区地层名称、时

代、层序和岩性的趋同性，可视为属于同一个沉积

盆地可靠的证据之一。

（%）藏东早 & 中三叠世四个条带的地层时代，

除夏牙村组时代未跨入中三叠世外，其他各条带地

质时代大致相同。生物地层研究结果表明：东带普

水桥组时代属早三叠世印度期 & 奥伦期，瓦拉寺组

时代属中三叠世安尼期 & 拉丁期［’］，或归属中三叠

世［$］；区内马拉松多组时代，杨善清等［(］、西藏岩石

地层（)**(）和赵政璋等［+］认为属早 & 中三叠世，而

饶荣标等（)*+(）和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四川区调

队（)**"）则归入下三叠统［*］；察雅则松以南的竹卡

群时代，其 正 层 型 脚 巴 拉 剖 面，成 都 地 矿 所 等

（)**"）认为属中三叠世［*］，但该剖面实无地层时代

信息，所列古生物化石及同位素年龄值均引自云南

上兰组和攀天阁组正层型剖面，区内仅左贡牙总剖

面竹卡群顶部所夹黑色板岩中，贵州区调队采有孢

粉化石，贵州区调队认为属中三叠世，但不排除该

组下部时代更老一些!；夏牙村组时代归属有两种

意见，成都地矿所等认为属早三叠世［*］，《西藏自治

区岩石地层》（)**(）认为属晚二叠世晚期 & 早三叠

世，我们赞同正层型剖面属早三叠世，这不仅因为

下伏妥坝组（或卡达香组）顶部已见晚二叠世最高

蜓类化石带 !"#"$%&’(’#)*" 带，而且夏牙村组底部存

在假整合或角度不整合面，反映妥坝组沉积后有一

个隆升剥蚀过程。但考虑到金沙江结合带中普水

桥组有跨纪现象，不排除夏牙村组分布条带东南部

接受沉积稍早，时代为 !, & ")。

!贵州区调队，) - "# 万 察 雅 幅、左 贡 幅 区 域 地 质 调 查 报 告，
)**"#

以上所列早中三叠世地层单位，时代虽有一些

差异，但仔细研究区内早、中三叠世地层剖面和区

域地质特征后，由于许多剖面出露不全，或无顶，或

无底，或顶底均不全，有些剖面虽有顶底，但区内上

三叠统结扎群或巴塘群均以明显的角度不整合超

覆于下、中三叠统和更老的地层之上，当早、中三叠

世地层被其超覆时，所测剖面厚度必然偏小，就很

难说其上部没有时代更新的地层存在，如区内的夏

牙村组。鉴此，我们认为藏东四条基本平行分布的

早中三叠世地层条带，沉积时应为统一的火山 & 沉

积盆地。

,! 藏东早 & 中三叠世火山 & 沉积盆

地地质特征

!# "# 盆地范围及形态

根据西藏东部、青海南部 )- "# 万和 )- "’ 万区

调资料，藏东早中三叠世地层分布 $% 边界在他念

他翁山 $& 侧，即察雅则松 & 芒康盐井一带竹卡群

分布的西南界，他念他翁山至怒江结合带之间南羌

塘丁青 & 左贡地层分区已无早 & 中三叠世地层存

在，反映竹卡群分布 $% 界即应为盆地 $% 边界；

盆地东界为金沙江结合带，但结合带内四川巴塘 &
得荣间出露的普水桥组［"］仍属藏东普水桥组南延

部分，盆地的西北边界大致在类乌齐 & 昌都玉曲 &
江达汪布堆一线，该线西北，特别是青海囊谦 & 杂

多一带有大片前三叠纪地层出露，仅见上三叠统结

扎群角度不整合于前三叠系地层之上，其间未见早

中三叠世地层，青海南部仅玉树 & 治多一带，沿金

沙江结合带南侧有中三叠世结隆组分布，结隆组在

空间分布上与藏东早中三叠世地层相距甚远，且为

一套不含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的（粘）板岩夹灰岩

和砂岩的地层体，与藏东早 & 中三叠世地层沉积属

性明显不同；盆地南界延入云南滇西地区，盆地现

在的形态为北宽南窄向南收敛的长条形，北部宽约

)$# ’(，南部宽约 (# ’(，南北长约 ,,# ’(，分布面

积约 ,# + 万 ’("。由于下 & 中三叠统沉积后，地层

经多次褶断，且沿褶皱轴向延伸的多条断层均为逆

冲断层，原生盆地的宽度必然被大大缩短，盆地的

形态也必然被严重扭曲。

!# $# 盆地形成和演化特征

!# $# "# 盆地的形成

在金沙江结合带中，于四川巴塘 & 得荣间清理

出普水桥组［"］，其代表性剖面有巴塘基里、嘎拉卡

等，结合带中的普水桥组底部为厚 "# + . %# "’ ( 底

砾岩不整合于下二叠统额阿钦组之上，砾岩之上为

厚 )%"# + . %’,# ) ( 含有 !, & ") 过渡生物群的灰

岩，灰岩之上为厚 / ""# ( 早三叠世黑色砂板岩夹

结晶灰岩透镜体，其中产 +#",")" )*# ，-.%/0%,)" )*#
和 -.1)#’( )*# ，早三叠世黑色砂板岩与下伏灰岩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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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接触!，联系到藏东各地早中三叠世地层最底

部普遍与前三叠系地层为角度不整合接触，金沙江

东侧中咱地块上早三叠世布伦组与二叠纪冈达概

组为假整合接触，再向东至义敦地区，早三叠世党

恩组与二叠纪冈达概组为连续沉积，我们赞同金沙

江洋在晚二叠世初期以前闭合［$］，并伴随着海水从

西向东退出至四川义敦地区，金沙江结合带及藏东

地区经历了一段风化剥蚀后，于晚二叠世末期，海

水从东南部四川得荣 # 巴塘间侵入至西藏芒康加

色顶一带，在得荣 # 巴塘间金沙江结合带内沉积了

晚二叠世 # 早三叠世过渡层底砾岩及灰岩，在芒康

加色顶一带有中性火山岩喷发，并间夹有滨岸砂页

岩沉积，藏东早 # 中三叠世火山 # 沉积盆地出现原

始雏形，盆地开始形成。

!四川三区测队，%& ’( 万波密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 "! "# 早三叠世盆地地质特征

早三叠世开始海水自东向西进一步推进，藏东

早三叠世地层分布范围也迅速扩大，其北部边界约

在汪布堆 # 玉曲一线，西南边界大致在昌都 # 察雅

# 芒康 # 四川得荣一线，沉积盆地内除接受大量的

陆源碎屑为主的正常沉积外，还有频繁的基本为中

酸性火山喷发活动，形成多层中酸性火山岩与正常

沉积岩相间出现。盆地内陆源碎屑岩从江达普水

桥组和贡觉曲卡加指拉组的岩性特征来看，主要为

紫、灰相间的杂色碎屑岩，未见复理石沉积特征，并

见有多属种的双壳类化石，以及江达普水桥一带普

水桥组上部见有以鲕状灰岩为特征的碳酸盐沉积，

反映藏东早三叠世火山 # 沉积盆地海水深度不大，

主要为滨、浅海环境，仅盆地东南金沙江结合带内

所见普水桥组上部，代表早三叠世沉积的灰黑色砂

板岩夹薄层灰岩的沉积，海水深度可能较大，达到

深陆棚环境；早三叠世的火山岩在盆地内虽然较普

遍，且具有多期次喷发特征，但从现有早三叠世地

层出露情况来看，各地差异很大，具有多中心喷发

和“北强南弱”的变化趋势，从火山岩的厚度和火山

角砾岩在剖面中分布情况来看，昌都虾热弄—察雅

霞姐一带的马拉松多组和昌都甲日乡考要弄 # 妥

坝一带的夏牙村组，无疑是两个喷发中心，区内仅

贡觉曲卡一带，因远离火山喷发中心，全为杂色陆

源碎屑岩，未见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故饶荣标等

（%)+*）另建加指拉组；考虑到昌都甲日乡考要弄 #
妥坝一带夏牙村组底部存在有不整合面，又位于盆

地边缘，其中未见正常沉积岩夹层，该火山喷发中

心可能属陆上喷发。

早三叠世晚期，出现海水变浅、盆地萎缩现象，

表现在盆地东北边缘江达普水桥地区普水桥组与

中三叠世瓦拉寺组之间存在沉积间断面，两者为假

整合接触，而盆地内部未见此种现象。早三叠世地

层沉积厚度变化于 ’(( , % ((( "，一般东南部贡觉

# 芒康一带厚度较大，边缘地区除火山喷发中心厚

度较大外，一般在 % ((( " 以内。

!! "! !# 中三叠世盆地地质特征

藏东早中三叠世火山 # 沉积盆地在中三叠世

有三个明显的沉积特征：一是盆地面积迅速扩大，

向西南扩张到澜沧江西南他念他翁山东北侧，向南

扩张到云南西部，向西北因类乌齐至玉曲至汪布堆

一带 #" # $ 地层广泛覆盖，未见早中三叠世地层出

露，具体情况不清；第二是盆地东部出现半深水 #
深水复理石沉积，代表性剖面见于江达同普瓦拉寺

瓦拉寺 组 上 部 和 芒 康 脚 巴 拉 竹 卡 群 下 部“ 塔 雅

组”［%］，延入云南西部的上兰组也是“一套具复理石

韵律的砂泥质、硅质沉积”［-］，藏东地区瓦拉寺组上

部及“塔雅组”复理石沉积中，浊积层序的底部常见

有厚度较大的砾岩层，反映位于陆坡下部内扇部

位，从藏东中三叠世出现复理石沉积，反映为盆地

扩张时期，盆地向南和西南出现明显的沉积超覆，

其西北、西南和南部均不可能成为海侵方向，中三

叠世藏东火山 # 沉积盆地唯一的海侵方向只能是

来自东部四川义敦地区，虽然金沙江结合带与义敦

岛弧区存在着“ 中咱地块”，但据我们 ’((( 年实测

“中咱地块”之上得荣茨巫帕聪税早三叠世布伦组

剖面和详细观测义敦党恩—列衣义敦群剖面，布伦

组中下部为杂色砂泥岩为主，上部为浅水碳酸盐

岩，其岩性和剖面结构与江达地区普水桥组十分相

似，仅未见火山岩夹层而己，中三叠世义敦群列衣

组为一套浅变质砂板岩为主夹少量灰岩、硅质岩和

流纹岩，为一套特征明显的陆隆浊积岩相夹深海平

原相沉积，该套浊积岩未见内扇砾岩，藏东出现内

扇砾岩，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藏东江达 # 芒康一带至

川西义敦地区，中三叠世为同一大型浊积扇，“中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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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上缺失相应的沉积，可解释为中三叠世晚期

区域性褶皱造山，中咱地块快速隆升剥蚀的结果；

第三个明显的特征是中酸性火山活动特别强烈，最

强烈喷发有三处：其一为昌都虾热弄 % 察雅马拉松

多一带以马拉松多组上部（原色尕组）流纹岩和流

纹质火山碎屑岩；其二为察雅则松以南 % 芒康盐井

一带的竹卡群中酸性火山岩，该带向南延入云南称

忙怀组，岩性为中酸性火山岩；第三处为江达 % 奔

子栏地层小区南段云南德钦 % 维西以南的攀天阁

组，岩性为流纹岩及流纹质火山碎屑岩，藏东其他

地区火山岩均呈夹层出现。

!! "! #$ 盆地结束时代

从藏东早中三叠世地层顶底各存在一个角度

不整合面，显示藏东下 % 中三叠统为一个独立的构

造层，其盆地沉积历史结束的恰切时代的确定，需

从顶部角度不整合面上下地层最低和最高层位的

地质时代来确定，不整合面之下最高层位为江达瓦

拉寺剖面原四川三区测队（&’()）所建“ 丛拉组”和

察雅马拉松多剖面杨善清等（&’*+）所创“色尕组”，

“丛拉组”仅中部采获菊石 !"#$"%&’(&)"%* "#! ，其上

&)"! ’ $ 未采获化石。!"#$"%&’(&)"%* "#! 的出现表

明其时代为中三叠世安尼晚期向拉丁期过渡，其上

有归于拉丁期的可能［,］，“色尕组”为火山岩，无化

石和同位素测年资料，故所见最高层位最大可能为

拉丁早期；不整合面之上上覆地层的最低层位分别

有巴塘群东独组、生达群确志组和结扎群甲丕拉

组，一些研究者认为藏东地区东独组和甲丕拉组最

低层位为拉丁晚期［&，,，*］，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

藏东早 % 中三叠世火山 % 沉积盆地于中三叠世拉

丁中期，随着强烈的中酸性火山岩喷发过后结束盆

地沉积历史，沉积作用结束后经历了褶断隆升及一

段时间的剥蚀作用，至拉丁晚期东部又首先开始接

受沉积，转入晚三叠世火山弧及弧后盆地演化阶

段。

)! 结语

"### 年 * - ’ 月间，我们在实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义敦岛弧带前岛弧期早 % 中三叠世地层

序列与构造演化”时，曾对四川巴塘及得荣一带早

% 中三叠世地层进行观测，并对金沙江两侧早 % 中

三叠世地层沉积特征进行比较，认为金沙江洋在晚

二叠世晚期已完全闭合；"##, 年底我们又承担《 中

国西部三叠系关键地质问题集成研究》项目，在系

统收集以羌塘盆地为主三叠系 &. "# 万和 &. ", 万

区调成果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料的分析

研究，发现藏东地区呈 %& %’( 向展布的四个早—

中三叠世地层条带，虽然地层名称各不相同，出露

的地层时代由于上覆较新地层不整合超覆和后期

构造因素不同程度地破坏，存在着一些差异，但从

基本沉积特征分析，各个条带早—中三叠世地层均

为火山 % 沉积地层，恢复其原貌应为统一的大型火

山 % 沉积盆地。

藏东早 % 中三叠世火山 % 沉积盆地经历了盆

地形成，盆地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向西、向南

扩大，现存盆地分布面积约 +! * 万 )$"，中三叠世安

尼期以前，盆地为陆架浅水沉积，中三叠世安尼期

开始，海水迅速加深，在江达 % 芒康一线，出现半深

海 % 深海复理石沉积，随着海水不断加深，安尼晚

期 % 拉丁早期盆地范围迅速扩大，向 (% 推移到他

念他翁山 &’ 侧，向南推进到芒康以南直到滇西广

大地区，盆地在拉丁中期结束沉积历史，上升成陆。

火山活动贯穿于盆地演化的全过程，除贡觉哈

加区曲卡一带加指那组未见火山岩外，几乎在整个

盆地早 % 中三叠世地层中都能见到火山岩，但各地

发育程度不同，从时间上来看，中三叠世喷发最为

强烈，次为早三叠世，从地域上看盆地西南则松 %
盐井一带及盆地西北部喷发强烈，所见四个带条早

% 中三叠世地层，自西北向东南均有火山岩减少、

正常沉积夹层逐渐增多的趋势；火山岩主要为中酸

性安山岩类 % 流纹岩类，仅江达普水桥一带普水桥

组中下部见少量中基性火山岩；位于字嘎寺西南侧

马拉松多组分布条带，该带见较多的印支期中酸性

中小侵入岩侵入于马拉松多组地层中，形成有名的

斑岩铜矿为主的多金属矿床成矿带，马拉松多组中

的中酸性火山岩是主要含矿围岩。

藏东早 % 中三叠世火山 % 沉积盆地，西南和西

北两面环陆，仅东部中咱地块及义敦地区存在海相

早 % 中三叠世地层，盆地演化各个时期，海水均从

东部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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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西

藏地调院、四川地调院和贵州地调院等提供多幅

$% &’万和 $% &( 万有关三叠系地层资料，在此表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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