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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藏高原是由若干条缝合带和其间所夹的沉积盆地构成 ,其中晚三叠世北羌塘盆地位于金沙江缝合带南

缘 ,盆地的充填实体显示为南薄北厚 ,为楔形沉积体 ;在垂向上 ,以不整合面为界可将该套充填地层划分为两个构造

层序 ,下部构造层序以复理石建造为特征 ,上部构造层序以磨拉石建造为特征 ,具有典型的前陆盆地充填序列 ;盆地

具双物源和双古流向体制 ,沉降中心和沉积中心具有不一致 ,显示其为金沙江缝合带南侧的周缘前陆盆地 ,从而确定

了晚三叠世北羌塘前陆盆地与金沙江缝合带的成因关系。 在此基础上 ,结合在金沙江缝合带西段新发现和确定的蛇

绿岩的最小年龄和碰撞型花岗岩的年龄 ,本文根据下部构造层序复理石的年龄、前缘隆起的形成年龄、冲断带隆升成

为地貌高地的年龄、下部不整合面的时代和前缘隆起型碳酸岩缓坡的形成时间标定了金沙江缝合带碰撞事件的时代

下限 ,根据上部构造层序磨拉石的年龄、上部不整合面的年龄、花岗岩和构造碎裂岩成为物源的年龄标定了金沙江缝

合带碰撞事件的时代上限 ,表明金沙江缝合带初始碰撞事件为卡尼克期与诺利克期之间 ,最终碰撞事件介于诺利克

期与瑞替克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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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生代羌塘盆地位于金沙江缝合带与班公怒江缝

合带之间 ,是青藏高原北部重要的含油气盆地 (图 1) ,

盆地内部自北而南由北羌塘盆地、中央隆起和南羌塘

盆地构成 ,总体显示为一个复合型前陆盆地〔1〕 , 因此

探索北羌塘盆地与金沙江缝合带的成因关系和南羌塘

盆地与班公怒江缝合带的成因关系成为青藏高原北部

地质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

金沙江缝合带是青藏高原北部一条重要的板块俯

冲—碰撞缝合带
〔 2～ 9〕

,该带沿拉竹龙—西金乌兰湖—

巴塘—得荣—金沙江一线分布 ,向南经哀牢山—藤条

江一带与越南境内的黑水河缝合带相接 ,是松潘甘孜

地体与羌塘地体的分界 ,大致以青藏公路的二道沟和

风火山为界可将金沙江缝合带分为西段和东段。本文

研究的范围限于西藏境内的金沙江缝合带西段的西部

和北羌塘盆地西部 (图 1)。 西藏地矿局区调大队于

1979- 1982年间先后在金沙江缝合带西段的黑熊山、

若拉岗日、石渣坡、大横山等处进行 1 /100万路线观

察 ,根据所发现的晚三叠世双壳 Halobia yandongensis

将羊湖—若拉岗日—黑熊山一带巨厚的浅变质岩系笼

统的称为晚三叠世若拉岗日群 ,并发现了石渣坡、马尔

盖茶卡、若拉岗日、羊湖等 4个基性岩体 ,初步标定了

金沙江缝合带西段
〔 3, 8〕
。本次研究表明金沙江缝合带西

段由一系列向南逆冲的高角度逆冲断层组成 ,出露泥

盆系至三叠系变质岩系 ,最古老的地层纪录为上泥盆

统〔10～ 1 1〕 ,出露超基性岩体和花岗岩 ,其中石渣坡超基

性岩体已全部蛇纹石化 , 残存绢石 ,表明其原岩为辉

橄岩 ,化学成分特征属典型的超镁铁质岩石 ,微量元素

显示其为幔源成因 ,发育辉绿岩脉群 ,侵位时间为

246. 21± 5. 18Ma ( K-Ar,本次测定 ) ,显示为伸展环

境 ,表明晚三叠世羌塘前陆盆地形成前的构造环境为

被动大陆边缘 ;飞马滩花岗岩属钙碱性花岗岩 ,在

Rb— ( Yb+ Ta )图解上分布于同碰撞花岗岩区 ,其地

球化学型式图解与典型碰撞环镜中的花岗岩相似 ,显

示其形成于碰撞环境 ,年龄为 240Ma ( K-Ar,本次测

定 )。从而标定了金沙江缝合带西段中生代蛇绿岩和碰

撞花岗岩的时代 ,限定了金沙江缝合带西段碰撞作用

的下限。

晚三叠世北羌塘盆地位于青藏高原北部金沙江缝

合带南缘 ,曾被称为冒地槽〔2〕、弧后盆地〔4〕和陆表海〔 12〕

等 ,因此盆地性质的判别成为研究北羌塘盆地及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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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藏高原构造格架及研究区位置图

( MBT:喜马拉雅主边界逆冲断层 )

Fig. 1　 The tectonic f ramew ork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study a rea

金沙江缝合带相互关系的基础 ,争论的焦点是北羌塘

盆地是前陆盆地还是弧后盆地? 按照现在流行的盆地

分类方案
〔 13～ 14〕

,前陆盆地和弧后盆地是两类性质不同

的盆地 ,前陆盆地属压性盆地 ,具有前缘隆起—前陆斜

坡—前渊—冲断带的地质结构 ,发育由不整合面分割

的下部复理石建造和上部磨拉石建造 ;而弧后盆地属

伸展盆地 ,发育被动边缘斜坡—深拗陷—岛弧的盆地

结构系统 ,发育深水盆地沉积 ,不发育不整合面和磨拉

石。

晚三叠世北羌塘盆地呈东西走向 ,南北向宽度

115～ 170 km ,东西长约 800 km ,具东宽西窄的特征 ,

盆地中充填了上三叠统肖茶卡群 ,由以不整合为界的

两个构造层序构成 , 下部构造层序为复理石建造 ,上

部构造层序为磨拉石建造 (图 4、 5) ,具有典型的前陆

盆地垂向充填结构。在空间上 ,该套地层岩性岩相变化

大 ,北部以浊积岩型碎屑岩为主 ,厚度较大 (剖面控制

地层厚度介于 2505. 88m (藏夏河剖面 )～ 1 183. 69 m

(明镜湖剖面 ) ,中部为碳酸岩缓坡型碳酸盐岩 ,厚度较

小 (剖面控制厚度大于 988. 29m (照沙山剖面 ) ) ,南部

为三角洲型碎屑岩和缓坡、滩相灰岩 (出露厚度大于

710. 79m) , 显示盆地内上三叠统充填地层厚度具有

南薄北厚的特征 ,为北厚南薄的楔形沉积体 (图 2、 3) ,

可区分为三个沉积相带 ,即南部的混积岩型、中部的碳

酸盐型和北部的碎屑岩型 ,表明它们是同时异相 ,而不

是上、下层位关系 ;盆地的沉积中心位于盆地的中北部

前渊带 ,而沉降中心位于金沙江缝合带前缘 ,显示了沉

降中心与沉降中心具不一致性 (图 2、 3)。 表明该盆地

结构为北陡南缓 ,北部为深凹陷 ,南部较浅 ,以平缓的

沉积斜坡与中央隆起过渡 ,为一个向北倾斜的不对称

盆地 (图 2、 3) , 因此北羌塘盆地具有典型前陆盆地的

盆地结构 , 按 Dickinson的前陆盆地分类方案
〔13〕

,该

1.逆冲断层 ; 2.地名 ; 3.主要山峰 ;

4.实测地层剖面位置 ; 5.地层等厚线 ; 6.物源

图 2　晚三叠世北羌塘盆地古地理和古地形

Fig. 2　 Pa leogeog raphic and paleo topog r aphic map

o f La te Triassic no r thern Qiang tang fo reland basin

图 3　晚三叠世前缘隆起的挠曲隆升与

金沙江缝合带的碰撞作用和冲断作用

Fig. 3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flexure uplift

o f for ebulge and collision and th rusting o f

Jinsha jiang sutur e in Late T riassic

前陆盆地应属周缘前陆盆地 ,是位于金沙江缝合带前

缘的前陆盆地系统 ,它的形成和发展是金沙江缝合带

的闭合和碰撞的产物 ,是金沙江缝合带碰撞作用和构

造负载产生的挠曲盆地。

2　碰撞作用与沉积响应

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 ,根据晚三叠世北羌塘

前陆盆地中的地层结构、地层格架、几何形态、叠置关

系、构造层序、复理石、磨拉石、不整合面、前缘隆起、碎

屑组分、边缘相、古流向和物源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成

果 ,本文利用晚三叠世金沙江缝合带的碰撞作用在晚

三叠世北羌塘前陆盆地的沉积响应 (表 1) ,标定金沙

江缝合带的碰撞事件及其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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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金沙江缝合带西段晚三叠世碰撞事件的时限及其沉积响应

Table 1　 The time and sedimentary responses of Late Triassic collision at western segment of Jinshaj iang suture

碰撞时代下限 碰撞时代上限

1 蛇绿岩最小年龄: 246. 21+ 5. 18Ma(本次测定 )
花岗岩成为物源的年龄:瑞替克期 (由地层

时代标定 , 据李勇等 , 2000)

2 复理石的年龄: 诺利克期 (据李勇等 , 1999) 磨拉石的年龄: 瑞替克期 (由地层时代标定 )

3 碰撞花岗岩的年龄: 240Ma(本次测定 )
上部不整合面的年龄: 瑞替克期 (由地层

时代标定 , 据李勇等 , 2000)

4
前缘隆起的形成年龄: 诺利克期 (由地层时代标定 ,

据李勇等 , 1999)

构造碎裂岩成为物源的年龄: 瑞替克期

(由地层时代标定 , 据李勇等 , 2000)

6
冲断带隆升成为地貌高地控制古流向的年龄:诺利

克期 (由地层时代标定 , 据李勇等 , 1999)

放射虫燧石岩屑成为物源的年龄: 瑞替克期

(由地层时代标定 , 据李勇等 , 2000)

5
冲断带成为物源区的时代:诺利克期 (由地层

时代标定 , 据李勇等 , 1999)

上部构造层序: 瑞替克期 (由地层时代标定 ,

据李勇等 , 2000)

7
下部不整合面的时代:早于诺利克期 (由地层

时代标定 , 据李勇等 , 1999)

8
前缘隆起型碳酸岩缓坡的形成时间: 诺利克期

(由地层时代标定 , 据李勇等 , 1999)

9 下部构造层序: 诺利克期 (据李勇等 , 1999)

2. 1　前缘隆起的形成及定型时限的判定

中央隆起位于北羌塘前陆盆地南侧 (图 2) ,该隆

起带东西向延伸长度大于 600 km,南北向宽度为 30

km～ 130 km,地表出露了大量前泥盆系变质岩和中生

代地层 ,表现为正磁异常带、重力高带和低厚度带 ,发

育冲积扇、扇三角洲相和三角洲相、浅水泻湖相蒸发岩

系等边缘相带 ,呈近东西向展布 (图 2) ,古流向具有由

南向北流的特征 (沃若山 320°～ 330°,比日阿藏布 340°

～ 355°) ,主体为北西 ,显示北羌塘盆地南缘中央隆起

为地貌高地和侵蚀物源区 ,为分水岭 ,沉积物的搬运方

向为由南向北。

前缘隆起型碳酸岩缓坡的形成也是标定前缘隆起

初始发育的标志性沉积相类型 ,碳酸盐浅滩相沉积呈

东西向串珠状分布于中央隆起上 ,也是一种特殊的、发

育于水下隆起上的边缘相带 ,从层位上来看 ,浅滩相主

要分布于以灰岩沉积为主的肖茶卡群下部 ,显示这个

时期为前缘隆起初始形成时期 ,中央隆起带表现为水

下隆起 ,其上发育串珠状浅滩相沉积 ,主要以碳酸盐颗

粒灰岩为主 ,浅滩相是前缘隆起上标志性沉积相类型

和区域性储层。

中央隆起带北侧砂岩岩屑成分复杂 ,变质岩屑含

量高 ,以片岩和千枚岩为主 ,出现大量结晶程度较高的

变质岩岩屑 (如变粒岩等 ) ;沉积岩屑含量高 ,包括泥晶

硅质岩、放射虫硅质岩、硅质泥岩、泥晶灰岩、细晶灰

岩、粉砂岩和细砂岩 ;岩浆岩岩屑少 ,以火山岩为主 ,较

为复杂 ,包括了中酸性、中基性和基性火山岩。结果表

明物源区由深变质岩和沉积岩构成 ,并有少量火山岩 ,

而且物源区构造背景以再旋回造山带为显著特征 (图

3)。这一特征与目前中央隆起带的构成基本一致 ,显示

了中央隆起带南北两侧的物源区就是中央隆起带 ;砂

岩碎屑成分研究表明中央隆起是一个出现于晚三叠世

的隆起 ,定型于诺利克期 , 为北羌塘盆地提供物源 ,它

控制了位于该隆起两侧盆地的演化和沉积作用特征 ,

分割了羌塘北部盆地和南部盆地 ,形成了羌塘盆地一

隆两拗构造格局 , 中央隆起带是盆地北缘金沙江缝合

带碰撞和逆冲构造负载的响应 ,属前缘隆起 , 因此 ,北

羌塘前陆盆地是由金沙江洋中的逆冲造山楔加载于羌

塘块体北部边缘上 ,引起前陆地区岩石圈发生挠曲变

形 ,产生区域性沉降 ,形成的前陆盆地 ,并在远端发生

向上挠曲形成前缘隆起——中央隆起 , 显示中央隆起

的形成是金沙江缝合带构造负载的标志。因此我们可

根据中央隆起地貌景观在时间上的变化 ,推断其不同

时期隆起幅度的变化 (其中山地型地貌景观以扇砾岩

和三角洲为特征的边缘相为标志 ,水下隆起以碳酸盐

岩滩和碳酸盐岩缓坡为标志 ) ,进而推测盆地北侧金沙

江缝合带构造活动强烈程度 ,其中强烈隆升的山地型

地貌景观 ,标志着金沙江缝合带强烈的逆冲推覆作用

产生大量的构造负载 ,导致中央隆起强烈地挠曲隆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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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水下隆起地貌景观标志着北羌塘盆地北侧金沙江缝

合带构造活动相对平静期 (图 3)。

2. 2　盆地充填序列与构造事件

晚三叠世北羌塘盆地充填序列由两个构造层序构

成 (图 5、图 6) ,下部构造层序限于底部不整合面与上

部不整合面之间 , 为晚三叠世诺利克期 ,发育复理石

建造 , 具有向上变粗的垂向结构 ,总体显示为一个进

积序列 ,并可划分为 2～ 4个向上变粗或变细的旋回

(图 5、图 6) ;上部构造层序限于上部不整合面与侏罗

系之间 ,为晚三叠世瑞替克期 ,发育磨拉石建造 , 具有

向上变细的垂向结构 ,总体显示为一个退积序列 ,并可

划分为 2～ 7个向上变细的旋回。下部构造层序应与金

沙江缝合带主碰撞期同龄 ,四个沉积旋回和岩屑旋回

揭示该碰撞作用至少存在 4期碰撞事件 ;上部构造层

序为金沙江缝合带碰撞闭合后冲断抬升的产物 , 2～ 3

个沉积旋回和岩屑旋回揭示该冲断作用至少存在 2～

3期冲断事件 (图 4、 5、 6)。

1.砾岩 ; 2.砂岩 ; 3.泥页岩 ; 4.灰岩 ; 5.向上变粗旋回 ;

6.向上变细旋回 ; 7.推测的构造变形事件 ; LC:岩性柱 ; TS:构造层序 ;

E S:沉积类型 ; M S:高级别沉积旋回 ; IS:岩屑旋回 ; SC:低级别沉积旋回

图 4　 盆地南部充填序列与构造事件

Fig. 4　 Th e basin fill and tectonic event

in the southern par t of the basin

1.砾岩 ; 2.砂岩 ; 3.泥页岩 ; 4.灰岩 ; 5.向上变粗旋回 ;

6.向上变细旋回 ; 7.推测的构造变形事件 ; LC:岩性柱 , T S:构造层序 ,

ES:沉积类型 ,M S: 高级别沉积旋回 , IS:岩屑旋回 ; SC:低级别沉积旋回

图 5　盆地北部充填序列与构造事件

Fig. 5　 Th e basin fill and tectonic event

in th e no r the rn pa rt o f the ba sin

2. 3　底部不整合面及其时代

北羌塘盆地上三叠统发育底部不整合面 ,这是确

定晚三叠世北羌塘盆地性质的重要标志之一。上三叠

统是北羌塘盆地分布较为广泛的一套地层 ,底部与下

伏地层不整合接触 ,显示为一个构造事件的产物。在阿

木岗一带上三叠统肖茶卡群向南以角度不整合超覆于

前泥盆系变质岩之上 ,发育 32. 42m厚的底砾岩 ;在狮

头山南侧 ,上三叠统肖茶卡群以角度不整合覆盖于石

炭系—二叠系地层之上 ,并发育底砾岩 ;在肖茶卡 ,上

三叠统肖茶卡群与下二叠统平行不整合接触 ,底部见

9. 7m厚的底砾岩。 因此北羌塘盆地上三叠统底部不

整合面不仅存在 ,而且分布广泛 ,表明北羌塘盆地北侧

的金沙江缝合带西段初始碰撞事件发生于诺利克早期

或之前。

2. 4　下部复理石建造的确定

在北羌塘盆地北部的藏夏河、雪环湖和明镜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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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育一条呈近东西向断续分布的浊积岩相带 (图

2) ,并在其中发现晚三叠世 Epigondollella动物群
〔 15〕 ,

剖面控制地层厚度介于 2 505. 88 m (藏夏河剖面 )— 1

183. 69 m (明镜湖剖面 )。 岩性为灰、灰绿色泥页岩与

黄灰色、灰色中厚层状中细粒砂岩不等厚互层 ,发育鲍

马序列 ,具沟模、槽模等底面构造 ,并发育粒序层理、平

行层理、沙纹层理 (图 5)和浊积岩砂岩概率分布特征 ,

由北向南砂岩层变薄变细 ,并逐渐过渡到盆地相。古流

向和陆源碎屑成分亦显示物源来自北部 ,从而显示了

北羌塘盆地北部的金沙江缝合带已于晚三叠世诺利克

期随金沙江缝合带的碰撞产生构造侵位 ,至少部分隆

升剥蚀 ,为北羌塘盆地提供物源 ,为晚三叠世诺利克期

北羌塘盆地性质的确定奠定了基础 ,即北羌塘盆地存

在前陆盆地早期复理石阶段。

2. 5　金沙江缝合带构造地貌高地的形成及其脱顶时

代的标定

金沙江缝合带构造地貌高地的出现标志着金沙江

TS:构造层序 , L:灰岩岩屑 , S:砂岩岩屑 , Si:硅质岩岩屑 ,

Me:变质岩岩屑 , T:构造岩岩屑 , G:花岗岩岩屑 ,

I:火山岩岩屑 M:泥岩岩屑

图 6　盆地北缘砂岩岩屑序列及构造事件

Fig. 6　 Clast change in sandstone and tectonic

event in the nor thern par t o f the basin

缝合带碰撞作用的开始。根据边缘沉积相带的确定、物

源区分析和古流向分析等方面的研究 ,可以确定冲断

带隆升成为地貌高地控制古流向和成为物源区的时

代 ,进而标定金沙江缝合带碰撞作用的下限。

北羌塘盆地北部诺利克期碎屑岩中的交错层理、

波痕和槽摸等古流向测量数据分析表明金沙江缝合带

南侧的古流向均显示为由北向南流的特征 (如二道沟

210°～ 220°)、明镜湖 ( 120°～ 250°)、藏夏河 ( 170°～

210°) ,主体为南西 ,显示盆地北缘金沙江缝合带为地

貌高地和侵蚀物源区 ,沉积物的搬运方向由北向南。晚

三叠世诺利克期北羌塘盆地北部发育一条浊积岩相

—— 三角洲边缘相带 ,由北向南砂岩层变薄变细 ,并逐

渐过渡到前渊盆地相沉积 ,显示了金沙江缝合带已于

晚三叠世诺利克期构造侵位 ,隆升剥蚀为北羌塘盆地

提供物源。北羌塘盆地北部晚三叠世日瑞替克期粗砾

岩和石英砂岩的发现表明金沙江缝合带此时已碰撞、

闭合。

2. 6　盆地北缘砂岩岩屑序列及构造事件

对北羌塘盆地北部诺利克期砂岩岩屑研究表明 ,

火成岩岩屑占 40. 78% ,以中基性火山岩岩屑为主 ,沉

积岩岩屑占 44. 67% (包括泥晶灰岩、微晶灰岩、砂质

灰岩、生物碎屑灰岩、泥岩、砂岩和粉砂岩 ) ,变质岩岩

屑占 14. 55% (包括变质石英砂岩、千枚岩、炭质板岩

和石英云母片岩 )显示该金沙江缝合带物源区特点物

源区应由浅变质岩、中基性火山岩和沉积岩构成 ,而且

物源区构造背景以再旋回造山带为显著特征。大量的

基性火山岩碎屑成分表明该物源区是在缝合带的基础

上发育起来的 ,大量的浅变质岩岩屑表明晚三叠世之

前该区曾发生区域变质作用 , 鉴于该区最古老的地层

纪录为晚泥盆世 ,故该区应存在为海西期区域变质作

用 ;其中所存在的大量沉积岩物源区却与地表地层构

成不同 ,当前仅在冲断带上发现少量上三叠统肖茶卡

群灰岩 ,这一现象显示了盆地中的沉积岩曾大量卷入

冲断带 ,并成为盆地的物源 ,表明金沙江缝合带西段的

冲断作用以前展式为特征。

此外 ,我们对北羌塘盆地北缘上三叠统地层剖面

中的岩屑类型和丰度进行了统计 ,结果表明岩屑类型

和丰度在垂向上具明显的变化 ,可划分为 5个旋回 (图

4、 5) ,揭示物源区构造活动具周期性变化 ,并发育 5期

冲断事件。值得指出的是放射虫燧石岩屑、碰撞花岗岩

岩屑和构造碎裂岩岩屑于诺利克晚期同时出现 ,表明

此时金沙江缝合带此时已强烈碰撞、抬升并成为物源

区 ,因此碰撞花岗岩成为物源的年龄和构造碎裂岩成

为物源的年龄是标定金沙江缝合带碰撞事件的上限。

195第 2期　　　　　　　　　　李　勇等: 西藏金沙江缝合带西段晚三叠世碰撞作用与沉积响应　　　　　　　　　　　　　　



G1208为地质点编号 ; C-P石炭系—二叠系 ; N 2s唢呐湖组 ;

T23晚三叠世瑞替期地层 ; Q第四系 ,

据原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青藏项目经理部内部资料

图 7　羌塘盆地北部晚三叠世瑞替克期地层

与下伏地层的不整合接触关系

Fig. 7　 Th e basal unconfo rmity o f Late T riassic

Rhaetian st rata in no rthern Qiang tang basin

2. 7　上部不整合面

北羌塘盆地中普遍存在侏罗系与三叠系之间的角

度不整合接触关系 ,在果干加年山和沃若山 ,上三叠统

肖茶卡群被中侏罗统雀莫错组不整合覆盖 ,在菊花山

和江爱达日那一带 ,该群被下侏罗统那底岗日群不整

合覆盖 (那底岗日群火山岩同位素年龄为 174Ma ( Rb

- Sr法 ,咸水河 )和 187Ma ( Rb- Sr法 ,虾河 ) ,本文测

定 ) ,而在北羌塘盆地北缘发现晚三叠世瑞替克期地层

与下伏地层之间的角度不整合 (图 7) ,含煤地层中发

现 晚 三 叠 世 瑞 替 克 期 孢 粉: Cyathidites sp. ,

Delioidospora magna, Dictyophl lidites sp. ,

Concarisporites sp . Stereiporites sp. ,Chasmatosporites

m inor , Limatulasporites sp. , Klul isporites sp. ,

Cycadopites minimus等
〔10〕。由于北羌塘盆地部分地区

缺失晚三叠世瑞替克期沉积〔 15〕 ,表明我们不能简单地

将北羌塘盆地印支运动置于晚三叠世与早侏罗世之

间 ,而应置于晚三叠世瑞替克期与诺利克期之间 ,该时

期应为金沙江缝合带的碰撞和关闭的时期 ,为主碰撞

和造山事件 ,因此金沙江缝合带西段最终碰撞的时间

介于晚三叠世瑞替克期与诺利克期之间。

2. 8上部磨拉石建造

在北羌塘盆地的南缘或中央隆起带北侧发育上部

磨拉石 ,呈近东西向展布 (图 1、 3) ,见于照沙山剖面、

红水沟剖面、乱石沟剖面、赛作日沟剖面、沃若山、比日

阿藏布、肖茶卡、洞错南、查朗拉、尕乐西姜和土门等

地 ,岩性为砾岩和砂泥岩 ,属潮控浪控三角洲相沉积 ,

为陡地貌型边缘相。在盆地的北缘 ,上部磨拉石建造与

下覆地层不整合接触 (图 7) ,该套磨拉石建造分为三

套 ,下部为紫红色砂砾岩夹灰绿色石英砂岩与石膏层 ,

中部为灰色中厚层状灰岩、大理岩 ,上部为灰绿—灰黑

色中粗粒砂岩与黑色板岩夹煤线 ,含晚三叠世瑞替克

期孢粉。上部磨拉石建造的层位和时代的确定 ,表明金

沙江缝合带碰撞闭合后冲断抬升发生于晚三叠世瑞替

克期 ,形成了北羌塘盆地瑞替克期的上部磨拉石建造。

3　结论

本文利用晚三叠世北羌塘前陆盆地中构造事件的

沉积响应 (表 1) ,确定金沙江缝合带碰撞事件及其序

次 ,揭示金沙江缝合带冲断事件与前陆盆地沉积事件

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晚三叠世北羌塘盆地位于

金沙江缝合带南缘 ,发育两个以不整合面为界的构造

层序 ,南北向横断面上显示为北厚南薄 ,为楔形沉积

体 ,盆地具双物源和双古流向体制 ,沉降中心和沉积中

心不一致显示金沙江缝合带西段是一个于晚三叠世发

生向北俯冲碰撞和关闭的板块俯冲 - - 碰撞缝合带 ,

同时也限定了位于金沙江缝合带南侧的北羌塘盆地为

周缘前陆盆地 ,它的形成与演化是金沙江缝合带的碰

撞和闭合的产物 ,奠定了晚三叠世北羌塘前陆盆地与

金沙江缝合带的成因关系。在此的基础上 ,结合在金沙

江缝合带西段新发现和确定的蛇绿岩最小年龄和碰撞

花岗岩的年龄 ,我们根据下部构造层序、复理石的年

龄、前缘隆起的形成年龄、冲断带隆升成为地貌高地控

制古流向和成为物源区的时代的年龄、下部不整合面

的时代和前缘隆起型碳酸岩缓坡的形成时间标定金沙

江缝合带碰撞事件的时代下限 ,表明金沙江缝合带初

始碰撞事件为晚三叠世诺利克期 ;根据上部构造层序、

上部不整合面的年龄、磨拉石的年龄、花岗岩成为物源

的年龄和构造碎裂岩成为物源的年龄标定金沙江缝合

带碰撞事件的时代上限 ,表明金沙江缝合带初始碰撞

事件为卡尼克期与诺利克期之间 ,最终碰撞事件介于

诺利克期与瑞替克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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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e Triassic Collision and Sedimentary Responses at Western

Segment of Jinshajiang Suture, Tibet

LI Yong
1, 2　WANG Cheng-shan

1　 YI Hai-sheng
1

1 (The Institute of Sedimentary Geology, Chengdu Univers 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2 ( Hydroelectric Engineering Col lege, Sichuan Univers ity, Chengdu　 610065)

Abstract　 Qinghai-Tibetan Pla teau is composed of many sutures and basins. The late Triassic norther n

Qiang tang fo reland basin system is peripheral fo reland system in the f ront of Jinsha jiang suture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ectonic uni ts f rom no rth to south, including the Jinshajiang suture, Hoh Xil thrust belt ,

Qiang tang fo reland basin and the fo rebulg e ( center uplif t ) .

The Late Triassic northern Qiang tang fo reland basin is fi lled wi th mo re than 2500 m strata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w o tectonic sequences bounded by unconfo rmi ties. In a t ransverse section th ere is w edge-shaped

sedimentary body and the depocenter w as loca ted in no rth part of the basin . There w ere double paleocurrent

and double provenances in the basin.

Based on the youngest age of ophio li te, collision g ranite, Flysch, Mo lasss, carbona te ramp on fo rebulge

and clast in sandstone and cong lomera te, unconfo rmity betw een Flysch facies and Mo lasse facies, i t has been

suggested tha t the time o f the majo r col li sion betw een Qiang tang block and Euasian block is betw een No rian

and Rhaetian.

Key words　 Fly sch ,　 Molasse,　 Late Triassic,　 Nor thern Qiang tang foreland basin,　 colli sion,　

Jinshajiang sutur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197第 2期　　　　　　　　　　李　勇等: 西藏金沙江缝合带西段晚三叠世碰撞作用与沉积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