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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东部

研究板 内的大变形与运动学是当今国际岩石圈计划和大陆动力学中的前沿研究课题
。

众

所周知
,

青藏高原及其周缘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造山的结果
,

它在全球构造中占有特

殊的地位
,

因而
,

中外地学科学家都把青藏高原视为研究地球动力学最好的地 区之一
。 “

八

五
”

期间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项 目
“

滇川西部特提斯带构造变形与运动学研究
”
就

选择了国际地学界的研究
“

热点
”

— 藏东
、

滇西北为突破 口
。

该项研究运用当代研究碰撞

构造的新思想和多学科综合手段
,

研究晚中生代以来陆内变形和主边界带变形的几何学
、

运

动学与块体运动
,

尤其注意不同尺度的变形与不同层次变形
一

变质热事件
。

其目的是了解大陆

岩石圈陆内碰撞在地质
、

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方面的响应及其演化规律
,

特别是深刻理解陆

内地壳强烈的挤压缩短
,

大尺度的走滑
,

块体的滑移
、

拉分和转动之间的时空组合关系
。

预

期成果将推动我国大陆动力学的研究
,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

两年来
,

我们在东喜马拉雅地区野外考察取得 了重要的进展
。

如在南迎 巴瓦峰的西侧和

沿雅鲁藏布江右岸
,

出露大片麻粒岩相片麻岩
,

首次在其中找到大量高压基性麻粒岩包体
。

岩

石学和地球化学研究表明
,

高压基性麻粒岩可明显识别三期变质组合
:

第一期以拓榴子石
、

单

斜辉石和少量石英为代表的高压变质作用
;
第二期变质作用以拓榴子石周围的斜方辉石

、

单

斜辉石及长石的合成晶为代表
;
第三期变质作用是形成角闪石

、

斜长石和黑云母的组合
。

高

压变质作用形成的压力大于 1 k4 b ar
,

温度 8 00 一 9 00 ℃
。

按地壳的平均压力梯度计算
,

该麻粒

岩形成于地壳 5 k0 m 的深处
,

代表该地区下地壳下部
,

是 45 M a 以来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

引起的构造抬升出露到地表的
。

此外
,

在研究区
,

由南向北可清楚地分出从绿片岩相和角闪

岩相一高角内岩一麻粒岩相较为完整的地壳剖面
。

目前世界上 已发现的高压麻粒岩为数很少
,

在年轻的造山带中报道则更少
。

我国喜马拉

雅地区是全球最高
、

地壳厚度最大 (约 7 k0 m ) 且最年轻的碰撞造山带
,

因此
,

出露含高压麻

粒岩的地壳剖面十分珍稀
。

由于它的形成时代新
,

可能在 3 M a 以来才出露到地表
,

这为研究

造山带深部地壳的性质和地质作用
,

高压变质岩形成机制
,

以及它们快速抬升到地表的运动

学和动力学过程
,

提供了直接观察造山带地壳深部的窗 口
。

加之两大板块运动的时空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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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条件比较容易确定
,

因而为重塑板块俯冲和碰撞造山的过程
,

提供了十分难得的野外实

验室
。

对两大板块碰撞在藏东和川滇西部变形及其运动学
、

年代学的研究表 明
,

陆内变形 、 如

地层的褶皱和叠置
、

沿断裂的滑移
、

块体的转动和隆升
,

是分阶段和非均变的三维运动过程
。

藏东构造结经历的碰撞变形可初步分为
:

挤压褶皱缩短变形 ( 45 一 38 M a) ;
大规模块体走滑和

旋转 (2 5一 17 M a) ;
断块差异抬升 ( 13 一 7M a) 和伸展快速隆起 (3 M a 以来 ) 四个阶段

,

而不

像有些学者所描绘的那样
,

是一个持续的
、

均变的 (等速 ) 平面模型
。

再以隆升为例
,

研究组选择了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以北的冈底斯弧花岗岩
,

它们处在两大

板块碰撞的前锋地段
。

通过系统测量
,

原来在地壳深部定位
,

现今抬升到地表的花岗岩体的

错石和磷灰石矿物的裂变径迹说明
,

在 3 M a 以前
,

这些花岗岩经历了缓慢的构造抬升 ( 25 一

17 M a ,

13 一 17 M a) 阶段
,

3 M a 以后逐渐加速抬升
,

其平均垂直速率 5一 l o m m a/
。

这一结论

和我国学者根据地貌
、

动植物化石
、

湖泊
、

冰川资料得到的青藏高原隆升的时限
,

以及现代

大地测量得到地垂直运动速率吻合
,

而明显不同于一些 国内外学者提出的青藏高原是两大板

块碰撞引起连续隆升过程的观点
,

这为探索青减高原的形成与隆升
,

提供了地质学的新依据
。

在藏东玉曲河一带
,

经我们追索
,

可划分出晚古生代深水被动大陆边缘沉积
。

由超基性

岩
、

硅质岩
、

火山岩组成的混杂岩片和活动大陆边缘
,

证实藏东碧土古特提斯洋盆的存在
。

它

与滇西昌宁一孟连洋盆相连
,

是古特提斯主洋盆的部分
。

两者的演化历史大致相似
,

藏东和

滇西的主要大地构造单元均可对应相 比
。

古特提斯带北延的厘定
,

不仅解决了国内地质界长

期争论的古特提斯构造带的联接和对比问题
,

而且也为确定喜山期北澜沧江左旋走滑断裂的

错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座标
,

其视平移距在百公里以上
。

初步设想
,

东构造结为一 巨大的薄皮构造
,

印度板块的前缘喜马拉雅地块呈一
“

楔体
”

楔

入冈底斯地块
, “

楔体
”

两侧为走滑断裂转换
。

在印度板块的向北挤压下
,

早斯表现为不同尺

度的壳层缩短
、

褶皱和逆冲堆叠
,

导致地壳缩短增厚
。

当这种纯剪切变形达到一定的极限
,

在

南北周缘地块的限制下
,

为了调整变形空间
,

变形主要表现在沿一些主逆冲边界断裂转换为

简单剪切走滑运动
,

最后研究区转为断块和整体上抬的运动
,

形成了现今的高原构造格局和

地貌景观
。

本课题还得到
“

攀登计划
”

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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