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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新生代高钾钙碱性中#酸性火山岩的年代学研究来了解青藏高原的隆升特征’首次报道了藏东贡觉盆地新生代

K个火山岩样品的SBO.定年结果’全岩和黑云母的表面年龄均在*)’L"*A’!?-间%平均值为**’!?-&’样品中放射成

因O.与S构成了一条相关性良好的#几乎通过原点的线性等时线’表明它们有相同的成因和相近的形成时代’而且样品中

可能既无过剩O.’也无放射成因O.的丢失’代表着真实的成岩年龄%始 新 世 中 期&’火 山 活 动 发 生 在 印 度B欧 亚 板 块 碰 撞

%+)?-左右&后形成的构造环境中’受陆内水平剪切B走滑断裂带控制’结合前人对藏东地区岩浆活动的年代学研究成果’
表明青藏高原东缘新生代岩浆活动具多期性’这种多期性可能反映着青藏高原阶段性隆升的壳B幔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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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和高原周边新生代盆地的 发育与印度B欧亚板块的碰撞过程及碰撞后的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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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密切相关"潘桂棠等#@"")$\35-5E(34#@""A$
钟大赉和丁 林#@""A$王 方 正 等#@""K$肖 序 常 和 王

军#@""L$孙 鸿 烈 和 郑 度#@""L$潘 裕 生 和 孔 祥 儒#

@""L$崔军文等#!))@$刘志飞等#!))@%’研究结果表

明青藏高原东缘新生代盆地普遍遭受挤压变形和岩

浆活动的改造#盆缘大多受逆冲断裂控制#盆内地层

已广泛褶皱#粗碎屑岩厚度大且分布广泛#岩浆活动

图@!青藏高原东缘古近纪盆地和新生代岩浆岩分布简图

]3G’@ 1X4/20D-N3&&7</.-/35G/04E3</.3I7/3%5%8P-&4%G454I-<35<-5E945%F%32D-GD-/3<D354-</4.5R3I4/
据周江羽等"!))#%和拉多幅地质图修改和简化#图中同位素年龄值据相同文献

强烈"潘 桂 棠 等#@"")$\-5%/’#&’#@""*$何 科 照

等#@""A$̂ -5G/’#&’#@""L$V%./%5/’#&’#!))!$
周江羽等#!))#$云南省地质矿产局#@"")%’贡 觉 盆

地是藏东横断山北段古近纪一系列雁列式展布的红

层盆地的典型代表#分布面积最大#与其相邻的囊谦

盆地&丁青盆地&八宿盆地都发育有火山岩或次火山

岩’因自然环境险恶&交通不便#迄今为止#对贡觉盆

地火山岩的专项研究十分薄弱#对火山活动在藏东

及整个青藏高原岩石圈构造演化中的地球动力学意

义也不十分清楚’最近我们对贡觉盆地火山岩进行

了专项野外调查和同位素年代学研究#测试结果对

贡觉盆地的形成时代以及青藏高原新生代以来岩石

圈演化和高原隆升作用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

@!贡觉盆地的区域地质背景

贡 觉 盆 地 处 在 金 沙 江 断 裂 带 与 怒 江 断 裂 带 之

间#澜沧江断裂带从区内穿过#大地构造位置上属羌

塘微板块东部’该区正好位于青藏高原东西向构造

带与横断山南北向构造带的转折部位’盆地呈北北

西向带状分布#南起阿翁经贡觉向北止于帮格#长约

!+K’+XD#宽)’+"@LXD#面 积 约@LK)XD!"何 书

元等#@"L#%’盆地东侧以逆冲断层或不整合与晚三

叠世岩浆岩"或灰岩&砂岩%接触#西侧则不整合在古

生界和中生界奥陶系&石炭系&二叠系及三叠系之上#
为一基底向东倾斜的不对称陆相沉积盆地"图@%’

!!火山岩产状及岩石特征

火山岩产出在贡觉盆地北端的白玛乡至加卡松

多一带#出露面积约L)XD!"据中华人民共和国@_
!)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类乌齐幅&拉多幅%’火山岩

呈层状产出在紫红色砂岩&粉砂岩和泥岩之中#与红

层呈整合接触关系’

"K!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第!"卷

表@!贡觉盆地新生代火山岩的!"#$同位素年龄

R-I&4@ SCO.3<%/%N32-G4E-/35G%8945%F%32;%&2-532.%2X<8.%D>%5GY74I-<35

序号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D"S#$‘ D"*)O..-E#$@)B@) !"*)O..-E#$‘ 表面年龄$?- 采样位置

@ JD!) 晶屑岩屑凝灰岩 #’)A !’*L+ LK’K+ *A’!@a)’"! 加卡松多%下部旋回#单元

! JD!K 黑云母 A’L@ +’*@# L@’!" *+’!*a)’") 加卡松多%下部旋回$单元

# JD*) 英安岩 !’L* !’!@@ KA’"K **’#"a)’L" 加卡松多%下部旋回%单元

* JD*! 凝灰熔岩 @’"+ @’**# *K’*K *!’@Aa)’L* 加卡松多%下部旋回&单元

+ JD*L 晶屑岩屑凝灰岩 !’!L @’L#! A"’A" *+’K)a)’"@ 加卡松多%上部旋回$单元

A JD+@ 英安质凝灰熔岩 !’@" @’K#@ K)’!" **’"La)’") 加卡松多%上部旋回%单元

K JD++ 晶屑岩屑凝灰岩 !’*+ @’K+# K@’"! *)’L)a)’L! 加卡松多%上部旋回’单元

!!采用衰变常数&3"*)S#$3"S#b)’))@@AK%"b+’+*#c@)B@)$-%"4b)’+L@c@)B@)$-%"(b*’"A!c@)B@)$-’

!!火山岩的岩石组合及其在空间分布上的变化相

对较为简单%岩石主要由火山碎屑岩"角砾岩’集块

岩等#和熔岩组成%经室内初步鉴定有英安质火山角

砾岩’晶屑岩屑凝灰岩’凝灰熔岩’英安质凝灰熔岩’
英安B流纹质凝灰熔岩’英安岩和安山岩’岩石具典

型的斑状结构’凝灰熔结结构及火山角砾结构%基质

具隐晶B微粒结构’岩石中普遍含有石英’斜长石’
中长石’透长石’黑云母’普通角闪石的斑晶%长石斑

晶大都发育环带构造和双晶’凝灰岩或熔岩的晶屑

以石英和斜长石为主%岩屑以英安岩’安山岩岩屑为

主%含有少量沉积岩岩屑’岩石中最常见的副矿物是

磷灰石和磁铁矿’集块岩成分为变质砂岩%产出在英

安岩和安山岩之中%大小!)"@))2D’
火山喷发活动可分为上’下!个韵律旋回%上部

旋回自下向上由以下单元组成&#英安质火山角砾

岩’英安质凝灰熔岩%厚*)D($英安岩夹岩屑晶屑

凝灰岩’凝灰熔岩%厚!)D(%火山角砾 岩’英 安 质

凝灰熔岩%厚*)"+)D(&英安岩’安山 岩’火 山 角

砾岩和火山集块岩%厚+)D(’火山角砾岩’英安质

凝灰熔岩%厚A)D’下部旋回自下向上由以下单元

组成&#岩屑晶屑凝灰岩和火山角砾岩%厚!LD($
英安岩’安山岩夹火山角砾岩%厚++"A)D(%英安

岩’英安质凝灰熔岩%厚@)D(&岩屑晶 屑 凝 灰 岩’
英安质凝灰熔岩%厚+)D(’凝灰质砂岩和紫红色

砂岩%厚度大于+)D’上’下!个旋回之间为正常沉

积的紫红色砂岩’凝灰质砂岩’粉砂岩和泥岩’火山

岩韵律结构说明火山喷发活动以爆发与溢流方式相

间进行’

#!火山岩SCO.年龄的测量结果

表@列出了本区代表性岩石样品全岩或黑云母

图!!火山岩SC*)O.线性等时线"数字为表@中的序号#

]3G’! SC*)O.&354-.3<%20.%5%8;%&2-532.%2X<

单矿物的SCO.同位素稀释法定年结果’
全 岩 样 品 和 单 矿 物 黑 云 母 的 分 析 结 果 基 本 一

致’在图!中%D"S#BD"*)O..-E#构成了一条线性相

关性良好的几乎通过原点的等时线%说明这些岩石

具有大致相同的成因条件和成岩时代%而且两类样

品中可能既无过剩氩%也未丢失放射成因的氩%表面

年龄与等时线年龄基本一致%代表了真实的成岩年

龄"邓万明等%@"""#’由K组数据得到本区火山岩的

平均年龄值为"**’!@a)’LL#?-%即 大 致 相 当 于 始

新世中期’

*!结果讨论

AB@!火山 岩 !"#$同 位 素 年 龄 为 红 层 盆 地 时 代 的

确定提供了新证据

藏东新生代火山岩同位素年代学研究工作均集

中在北边的囊谦盆地和南边的芒康地区%发表了一

些同位素年代学数据"杨大雄和王培生%@"LL(邓万

明等%@"""(王江海等%!))!(周 江 羽 等%!))##’迄 今

为止%贡觉盆地火山岩未见任何同位素年代学研究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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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报道’对贡觉盆地这套陆相红色碎屑岩沉积最

早曾将其定为三叠系"白垩系#!)世纪K)年代根据

孢粉组合特征和棕榈植物化石A#C#&2’/0<N’将其划

为老第三纪$何书元和田有华等%@"L#&#L)年代@_
!)万类乌齐B拉多幅地质调查报告根据介形虫$囊

谦盆地&"孢粉组合特征和植物化石最终将其划为早

第三纪始新世’如前所述%贡觉盆地中火山岩与红层

呈整合接触关系%因此%火山岩的同位素年代学测定

结果符合实际地质情况%这对于红层时代的确定又

增加了同位素年代学方面的有力证据’
A’C!青藏高原东缘新生代岩浆活动的不均一性

王江海等$!))!&的研究认为在青藏高原东缘和

印支块体上新生代存在两期岩浆活动%其时代分别

为*)"!L?-和@A")?-#邓万明等$@"""&认为在

藏东和滇西 等 地 新 生 代 岩 浆 活 动 的 时 代 也 大 都 在

#)"*)?-范围内’贡觉 盆 地 火 山 岩 的 同 位 素 年 代

学测定结果与他们的结论有明显差异%另外在贡觉

盆地西部边界附近沿北北西方向在中生界中产出了

著名的新生 代 玉 龙 斑 岩 铜 矿 带%经[IC1.法"SCO.
法"*)O.C#"O.法和:CPI法多种方法相互印证%玉龙

斑岩带形成时代可划分为早"$+!’)a!’L&?-%中"
$*)’@a@’#&?-%晚"$##’!a@’#&?-三期$马鸿文%

@"")&’因此%青藏高原东缘新生代岩浆活动是由具

不均一性的多期次岩浆活动组成%在印度B欧亚板

块的碰撞过程中及碰撞后的造山过程中均持续存在

强烈的岩浆活动%反映了青藏高原隆升过程的渐进

性特征’
致谢!O554//-?-.X7<<45CJ.%Z5女 士 和 扎 西

工程师参加了野外考察工作"中国科学院广州地化

所戴橦谟教授 完 成 样 品 的 SCO.年 龄 测 定"申 屠 保

涌研究员鉴定了部分火山岩薄片#张学祥副教授帮

助处理了部分数据"成文过程中#就有关问题曾与姚

鹏博士$汪名杰研究员和沈敢富研究员进行过多次

有益讨论#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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