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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藏冈底斯中段措勤地区中新生代构造岩浆演化》以新一轮1：25万区域地质调查和江元生博士
论文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地球物理、岩石化学、地球化学、沉积作用、变质作用、构造演化和成
矿作用的研究成果，对冈底斯中段的构造岩浆演化作了较系统的总结。
　　本书全面阐述了冈底斯构造带措勤地区中新生代岩浆活动特征，首次将冈底斯构造带措勤地区中
新生代岩浆岩划分为三种类型：俯冲型、碰撞型、隆升型，这对深化冈底斯构造带构造岩浆演化研究
，特别是对构造岩浆时空组合研究和青藏高原隆升机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可供从事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查人员，大专院校师生及从事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的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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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3区域构造基本特征　　波澜壮阔的特提斯构造演化对冈底斯碰撞造山带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新生代以来受高原内部强烈的陆内汇聚和高原隆升作用的影响，使区内构造更加复杂化。
冈底斯构造带的大地构造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　　①冈底斯构造带是东特提斯构造域地区具有独特
演化历史的一个多岛弧碰撞造山带，它的形成经历了晚古生代一中生代的特提斯多岛弧一盆系构造演
化和新生代的陆内汇聚两个构造发展阶段。
　　②冈底斯构造带内在特提斯多岛弧一盆系演化阶段形成和发育的多条重要的弧一陆、弧一弧碰撞
结合带和夹于其间的多个不同时期形成的火山岩浆弧（或陆块）呈条块镶嵌，构成了本区的主导性构
造格架。
　　③作为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冈底斯构造带自晚古生代以来，经历过三次重大的构造体
制转换，即特提斯洋一陆构造体制转换导致了冈底斯多岛弧一盆系的形成（D-T2）、盆一山构造体制
转换导致了碰撞造山带的形成（T3-K）和强烈陆内汇聚阶段的壳一幔构造体制转换导致了冈底斯山系
的崛起（E-Q）。
　　④冈底斯构造带的形成经历了三次重要的构造演化阶段和地球动力学过程。
　　多岛弧一盆系形成阶段（D-T2）冈底斯构造带作为冈瓦纳大陆北部边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洋－
陆构造体制转换的背景下，原始的特提斯大洋岩石圈随着向冈瓦纳大陆北缘不断的俯冲作用，特提斯
大洋开始逐渐萎缩，冈底斯构造带转化为活动大陆边缘，于泥盆一三叠纪形成多岛弧一盆系。
　　盆一山转换和冈底斯碰撞造山带形成阶段（T3-K）随着晚三叠世一白垩纪在冈底斯构造带发生广
泛而强烈的洋壳消亡和弧后盆地的闭合作用，区内众多弧后盆地或弧后洋盆以多种形式（如俯冲、走
滑、沉积充填等）发生消减和闭合，形成弧一弧碰撞或弧一陆碰撞作用，到白垩纪末冈底斯复杂的碰
撞造山带初步形成，完成了区内盆一山构造体制的转换。
　　陆内汇聚和冈底斯山系的崛起阶段（E-Q）随着印度陆块沿雅鲁藏布江板块结合带在白垩纪末期
（约65Ma）与欧亚大陆的碰撞作用，新特提斯洋盆在青藏地区最后消亡。
到始新世中晚期，雅鲁藏布江和藏南喜马拉雅地区结束了最后的海相沉积（约45Ma）。
据最近徐钰林（2000年）报道，在藏南喜马拉雅构造带中的定日盆地早第三纪遮普惹组上页岩段地层
中，通过对钙质超微化石的研究，确定其最高的海相层位可达38Ma。
随后，冈底斯构造带随整个青藏高原一起转入强烈的陆内汇聚作用时期。
经多阶段的陆内汇聚和陆内俯冲作用，青藏高原地壳发生大幅度缩短和增厚，冈底斯山系不断崛起。
在汇聚作用和重力均衡的共同作用下，壳幔物质间再次发生大规模的物质运移和交换，在地表层次上
表现为大规模的逆冲、拆离和伸展构造的发育，在深部层次上表现为壳一幔转换作用，即岩石圈的拆
沉作用（Denamination），导致了整个青藏高原在晚新生代发生多次大规模的隆升作用，形成了目前
具有世界第三极之称的青藏高原。
　　冈底斯中段大地构造演化先后经历了新特提斯洋的多次开合过程和青藏高原的整体隆升。
漫长的地史演化铸就了一幅生动复杂的地质图案。
冈底斯构造带从北至南由岷千日白垩纪残余海盆、阿索构造混杂岩带、它日错一文部燕山期岩浆弧带
、措勤一邦多中生代复合弧后盆地、江让一格尔耿断隆、冈底斯一查孜喜马拉雅期岩浆弧带、日喀则
一安巴弧前盆地7个二级构造单元构成。
二级构造单元间均为韧一脆性断裂带分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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