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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支期构造环境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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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l 
摘 要 认为羌塘北部迎界断裂结合带在印支期期阍具有瞩显的构造分段性，其求段在玉村地区 

发育有较完整的蛇绿岩组合．且发育有限洋盆；此有限洋向西延伸呈收敛的趋势，由有限洋遥渐转 

变为陆间裂谷至大陆边缘裂谷 ．蛇绿岩蛆舍遥渐消失，尖成岩渐变为裂谷型赋峰式-X山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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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位于亚洲大陆的南部 ，地处巨型特提 

斯～喜马拉雅构造域的东段 ，是古生代以来的地质 

活动区，具有多类型的沉积建造、频繁的岩浆活动和 

变质作用，以及复杂的地质构造格局。因此，长期以 

来就 l起了国际地学界的瞩目，尤其是近年来藏北 

羌塘地区油气勘探取得的初步成果 ，引起了国内外 

的广泛重视 。 

羌塘地块北界拉竹龙一西金乌兰一玉树结合带 

中广泛发育有印支期火山岩，对它们的识别与划分 

以及利用火成岩岩石学约束和恢复古构造环境，仍 

是国际上岩石学～地球化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课 

题 需要指 出的是 盆地形成是板块构造、岩石圈运 

动在地壳浅部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同的大地构造环 

境形成不同类型的盆地；岩石圈板块的运动直接受 

深部作用过程的制约；岩石圈一软流圈的物质组成、 

结构与温度分布是研究岩石圈动力学最重要的参 

数。对岩石圈一软流圈的物质组成、结构、温度分布 

约束的岩石学方法主要来 自3个方面，即火山岩～ 

侵入岩、深源包体和变质岩的研究。岩浆来 自上地幔 

或椿部地壳，火山喷发或侵人是上地幔、深部地壳对 

流在地表或浅部地壳的表现，对火成岩一岩浆的喷 

出或侵入的产物——岩石学的研究必能提供许多上 

地幔一椿部地壳的信息 因此，根据不同大地构造环 

境下形成的岩石组合，特别是火成岩岩石组合或系 

列，为沉积盆地形成与演化提出动力学约束，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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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十分有意义的前沿研究课题。火成岩岩石构造 

组合、形成大地构造环境与沉积盆地形成机理分析 

的有机结合，必将推动沉积盆地，尤其是古油气盆地 

综合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以羌塘盆地北缘结合带火山岩与蛇绿岩为 

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岩石大地构造学的角度，通过 

地质历史进程中印支期岩浆活动形成的岩石学记 

录·反演古板块构造环境及板块构造的演化，并为最 

终建立羌塘地区造山带及盆地形成的岩石学模型及 

深部动力学机制提供基础科学资料。 

1 地质概况及火成岩岩石学 

羌塘北部拉竹龙一西金乌兰一玉树结合带主要 

发育印支期火山岩，沿盆地北缘玛尔盖茶卡、金髯 

山、若拉岗日、永波期、迎春口等地分布，火山岩厚度 

约 5oo~1 Oo0 m，呈东西向带状延伸。岩石组合为 

玄武岩、英安岩和流纹岩类 其中玄武岩是本区主要 

岩石类型。岩石发育气孔状、球壳状、肾状构造及斑 

状结构．斑晶有斜长石、单斜辉石和少量橄榄石，有 

些变质后出现蓝闪石。基质为基性斜长石、绿泥石、 

绿帘石等，具交织和球粒结构。岩石受构造括动影响 

均发生动力变质作用，片理化、碎裂岩化、糜棱岩化 

和绿泥石、绿帘石蚀变发育 

本区火山岩中玄武岩类均属拉斑系列火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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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0 与 FeO ／MgO具有共同增高的趋势，而英安 

岩、流纹岩类均为钙碱系列火山岩。本区玄武岩类显 

示了明显的童铁成分演化趋势，即随 igO的降低， 

Fe：O +FeO迅速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与 MORB的 

童铁趋势类似，但不如 MORB型玄武岩富铁趋势强 

烈。英安岩和流纹岩类则具明显的富碱趋势，显示了 

与本区基性岩类完全不同的、非延续的成分演化特 

点 这表明本区基性和中酸性、酸性两组火山岩具有 

不同的源区特征和岩浆演化规律。 

本区玄武岩类 siO 含量较低，在 45．4O ～ 

51．34 之间变化，平均为 47．75 ；TiO ，K O含量 

均较高 其高 K：O特点与典型的 MORB型玄武岩 

有明显 区 4，K O介于 0．22 ～3．2O 之间，平均 

为 1．84 ；TiO 介于 0．63 ～2．82 之间，平均为 

1．41 }AI O|高且变化大，介于 9．55 ～17．38 

之间，平均为 14．41％。另外 ，岩石中FeO，Fe：O3， 

igO含量均较高，且 FeO均明显大于 Fe O。 其化 

学成分表明该组玄武岩兼具大陆裂谷型玄武岩和造 

山带玄武岩的特征。 

本区英安岩、流纹岩类 SiO 的含量高，英安岩 

中siO：的含量介于 62．49 ～67．01 之间，平均为 

65．46 ，流纹岩类中SiO 平均高达 76．65 ；K O， 

Na：O含量高，英安岩 K O(1_70 ～3．91 )平均 

2．73 ，Na2O(3．00 ～5．56 )平均 3．93 ；流纹 

岩类 Na：O (O．30 ～4．2O )平均 1．85 ，K O 

(1_O5 ～5．62 )平均 3．22 岩石中铁、镁、钙含 

量低，TiO <O．8 按si2O和K：O含量划分，本区 

火山岩均属中、高卸火山岩系范畴，其中玄武岩类 a 

指敛变化大，而英安岩、流纹岩类 a指敛大多介于 1 
～

3之间。需要指出的是 ，羌塘北部边界断裂构造 

带，尤其是其西段火山岩组合具有双峰式特点，以玄 

武岩基性蝤l元和英安、流纹岩酸性端元两套岩石组 

合为特点，缺乏安山岩类为代表的典型的岛弧型中 

性火山岩类岩石组合，表明北构造带岩石组台所反 

穰的大地构造背景与羌塘南部边界断裂构造带有显 

著差异Ll ]。 

2 微量元素及稀土元素地球化学 

本区玄武岩不相容元素地幔标准化配分型式 

(圈 1)总体上均为右倾负斜率富集型配分型式，自 

左向右随着元素不相容性的逐渐减弱，元素的富集 

度逐渐降低，这种配分型式与典型的 MORB型玄武 

岩所显示的亏损型配分型式有明显区别。B49和 

B72号样品中存在 K，Nb的负异常和弱的Ti负异 

图 1 玄武岩不相窖元素原始地幢标准化配分型式 

Fig．1 Primary Mantle-normalized lncomlmtlhle 

Element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he Bamlts 

a T05，T06号样品· b B49，B?2号样品 

常，而 Th，Ta则显示为正异常特征}T05和T06号 

样品中除 Nb，Ti的负异常外，Ta也显示为负异常 

的特征 4个样品中Rb，Ba，Th，K总体上均具有童 

集特征，其丰度值高于地幔平均值 5O～1 000倍，这 

种特征清楚地显示了岩浆体系形成及演化过程中陆 

壳组分的参与 。北部边界断裂构造带火山岩，尤 

其是玄武岩类擞量元素分析资料十分有限，但所获 

得的 3个玄武岩和一个均质辉长岩的分析结果(在 

Ti—Zr—Y及 Nb—Zr—Y图解中)均反穰了同样的 

特征，即本区玄武岩均显示了 MORB型一WPB型 

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地球化学特征(图 2，3)。 

圈 2 不同构造环境玄武岩 Ti--Zr--Y爿别圈 

(据 Pearee and Cann，1973) 

Fig．2 一Zr— Y Diagram for Bas~tits Formed 

in I~fferent Tectonic Settings 

A，B低钾玄武岩 B洋底玄武岩 B，C钙t性玄武岩 

D板内玄武岩 0 奉区玄武岩 X奉区均质辉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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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r／4 

圉 3 

Y 

3 同位素地球化学 

同位索分析结果表明，黑熊山玄武岩的锶同位 

索初始 St／ Sr值为 0．705 66±0 009～0．705 74 

±0 01 7，高于洋脊玄武岩。铅同位素初始 ”Pb／ “ 

Pb， Pb／ ‘Pb相关分析表明，黑熊山玄武岩和石渣 

坡辉绿岩的成分点都处在现代三大洋玄武岩范围之 

外．而不同于洋脊玄武岩。从以上同位素特征可看 

出．羌塘北缘构造结合带西段可能形成于大陆边缘 

裂谷环境 。 

不同构造环境玄武岩Nb—zr—Y判别图 
4 形成构造背景讨论 

(据 Meschede．1 986) 

Fig．3 Nb— Zr—Y D~agram for Basa|ts Formed 

in Different Tectonic Settings 

Ai．A2板内玄武岩 B P型洋脊玄武岩 

D N型洋脊玄武岩 C．D弧玄武岩 

0 本区玄武岩 ×本区均质辉长岩 

本区玄武岩和辉绿岩类岩石，(I a／Yb) 介于 

3 04～1 3．48之 问，平均为 10．i0；(Ce／Yb) 介于 

2．39～1 3 47之间，平均为 7．17，表明岩石属轻稀土 

中度富集 型，与羌塘 南部 边界断裂构造带 中的 

MORB型玄武岩和岛弧拉斑玄武岩有明显的不同， 

说明南北构造带中玄武岩形成的大地构造背景完全 

不同-。̂ 。玄武岩 8Eu介于 0．85～1．06之间，平均 

为0．98，反映了岩石中Eu基本无异常。本区英安岩 

类火山岩稀土元素(I a／Yb)一介于 7．29～9．14之 

间 ．平均为 8．22；(Ce／Yb) 介于 6．O2～6．86之间 ， 

平均为 6，44，同样具有轻稀土中度富集的特征 就 

稀土元素的富集程度看．本区玄武岩与荚安岩不具 

有同源岩浆分异演化的特点，表明两种不同的源区 

特征和其基性组合、酸性组合各 自独立的岩浆体系 

演化趋势．进一步表明了本区基性与酸性岩石组合 

的双峰式火山岩特点。英安岩 8Eu介于 0．56～。_94 

之间．平均为0．80．表明Eu仅具有弱亏损 

岩石学与地球化学综合特征表明．本区玄武岩 

类既不属于典型的MORB型玄武岩．也不是岛弧拉 

斑玄武岩岩石组合，而更多地体现为裂谷扩张晚期 

基 性火山岩的特征。它们在 一定程度上已具有 

MORB型玄武岩的部分特征，但主要反映了陆壳组 

分的存在与参与。这说明该组玄武岩所反映的大陆 

岩石圈分裂已十分明显，岩石圈上部伸展变薄已接 

近软流圈等势面的深度，从而产生形成了一套陆壳 

一 过渡壳类型的火山岩岩石组合．表明羌塘北部边 

界断裂构造带尤其是其西段在印支期期间具有大陆 

边缘裂爸／陆间裂谷的大地构造环境 值得注意的 

是．拉竹龙一玉树构造带向东南可能与金沙江构造 

带相接。拉竹龙一金沙江构造带在印支期的扩张规 

模总体似剪刀状，从东向西呈收敛趋势 ，且逐渐减 

弱。种种证据表明，此巨型构造带在印支期期间可能 

存在明显的构造分段性(tectenic seguament)。其东 

段在玉树地区发育有较完整的蛇绿岩组合 ，表 

明大陆岩石圈的分裂较强烈，并存在发育有限洋盆 

的迹象。然而，这种可能的有限洋向西延伸，则呈收 

敛的趋势，由陆间裂谷逐渐转变为大陆边缘裂谷的 

大地构造环境，蛇绿岩组合逐渐消失，火成岩岩石组 

合也产生明显的变化．渐变为较明显的裂各型双峰 

式火山岩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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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Tectonic Setting during Indo—China 

Epoch of the Lazhul0ng—XijinwuIan—Yushu Suture Zone， 

on North Margin of Qiangtang 

LAI Shaocong LIU Chiyang 

(Department of Geology．Northwest University；Xi an，710069) 

Abstract The north suture 7~one of Qiangtang[andmass exhibits obviously tectonic seguament during In— 

do China epoch．Its eastern part developed ophiolite system in Yushu area，which indicates a ancient Limit— 

ed ocean basin．As the limited ocean basin extended tO the west direction，it first transformed as a intra— 

continental rift．then it became a continenta[marginaI rift valley．At the same time，the ophiolite assoeia— 

tion disappeared progressively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And at the western part，the petrotectonie assem。 

blage had changed into the b[moda[volcanic rock associatlon． 

Keywords volcanic rock；tectonic；Indo China Epoch；Qiangtang 

· 学术动态 · 

我校构造地质学科获准设置国家第一批特聘教授岗位 

我校构造地质 学科 目前获准设置 国家第一批特聘教授 岗位。设置特聘教授 岗位是“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的一部 分。谊计划是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 先生为提高中国高等学校学术地位 ，振兴 中国高等教 育，共同筹贲 

设立的专项计划。包括实行特聘教授岗位制度和嘉诚杰出创新人才奖两项内容。这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配 

合“211工程”建设．吸引和培养杰出人才，加速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葬主要宗 

旨在于通过特聘教授 岗住制度的实施，延揽大批海内外中青年学界精英参与我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带 

动这些重点学科赶超或保特国际先进水平．并在若干年内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术带头人， 

以大大提高我国高校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地住和竞争实力。同时，通过特聘教授岗位制度的实施，对于推动 

我国高等学校的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打破人才单住所有制、职务终身制，改变分配中存在的平均主义 

等弊端将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受聘特聘教授岗住的人员在聘期 内享受每年人民币10万元的特聘教授岗位 

津贴．同时享受学校接国家有关规定提供的工资、保险、福利等待遇。其中，任职期间取得重大学术成就、做出 

杰出贡献的人员，还可荻得每年颁发一次的“嘉诚杰出创新人才奖” 一等莫奖励人民币100万元，二等奖每 

人 奖励人 民币 5O万 元。 

1998年 8月，谊计划正式启动。第一批共有 139所高等学校精选了687个优势和特色学科向教育部提 

交了设置特聘教授岗住的申请。经认真评审，最终确定了在全国63所高等学校的 148个学科设置第一批特 

聘教授 岗位。我校构建地质学科名列其 中。这是我国构造地质学科唯一一十获准设 置的特聘教授 岗位 ，也是 

我校唯一一十获准设置的特聘教授岗位。我校构造地质学科长期致力于秦岭一大 ·j造山带及两翎相关盆地 

的研究工作，咀中国中西部地区为重点，开展地学前沿领域内的大陆动力学基础理论研究．已彤成稳定的研 

究方向和一支多学科配套的年富力强的研究群体，先后主持和承担多项国家和省部委重大攻关项目，取得了 

富有创造性的系统成果，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和认识。它有望在中国中西部大陆壳结构和动力学、造山带与 

盆地耦夸关系和古特提斯演化等当代奎球地学前沿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 

(喻明新)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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