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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系统研究阿尔金山南缘断裂 、西北缘断裂 、北缘红柳沟- 拉配泉断裂的构造属性 ,对重新认识中国大陆西部构造格

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卫星遥感图像宏观解译和野外调查基础上 , 充分参考了近年来的区域地质调查和前人研究成

果 ,分析了阿尔金山各边界断裂特征 , 结果表明南缘断裂形成于元古宙 , 早古生代中晚期是一条具有右行走滑性质的巨型

陆内转换断层 ,中新生代分段差异复活;西北缘断裂系形成较晚 , 中新生代以来发生强烈的左行走滑 ,应属于亚洲共轭滑移

系的组成部分;红柳沟 -拉配泉断裂属于塔里木地块中央构造带系统 ,是一条蛇绿构造混杂带 , 早古生代属于陆缘或陆间

裂谷.它们三者分属于不同的断裂系统 , 具有不同的形成演化史 ,其活动形式和构造意义各有不同 , 但又相互联系 、相互制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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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outh Altyn marg inal fault , no rthw est A ltyn bo rde r fault and Hong liugou-Lapeiquan fault in the no r thern

edge o f A ltyn belong to diffe rent fault sy stems. The south marginal fault w as formed in P ro ter ozoic. In mid-late Paleo zoic ,

it w as a g rea t intracontinental t ransfo rm fault of right-lateral slip , and in Meso zo ic and Neozoic it was reviv ed in different

pa rts. The no rthwest fault wa s fo rmed la te r. Intense left-lateral slip occurr ed in Meso zoic-Neozoic and it belong s to the Asi-

an slump fault sy stem. Hong liugou-Lapeiquan fault zone belong s to the central tectonic sy stem of Tarim block. It is an ophi-

o lite complex belt and in early Palaeozoic it w as the rif t of continental o r intercontinental marg in. The three faults a re differ-

ent in the evo lution histo ry , movement form and tectonic significance , but they are inter related and affect each o the r strong-

ly. It is ve ry impo rtant to study their tectonic attributions sy stema tically fo r unde rstanding the west tectonic framew ork of

our country .

Key words:Altyn;fault structure;fault ev olvement;tr ansfo rm fault;conjugate slump fault system.

　　阿尔金山作为青藏高原北部边界的组成部分之

一 ,是青藏高原大陆动力学研究的热点.特别是对其

边界断裂的认识直接关系到中国西北地区乃至中亚

大陆构造格架的划分 ,这对于中国西北地区油气(许

志琴等 ,2004;江平和范小林 , 2005)、矿产资源勘查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前人(崔军文

等 ,2002;汤良杰等 , 2002)一般将祁连地块与塔里木

地块之间的 5条北东东向断裂统称为阿尔金断裂

系 ,由南向北依次为:阿尔金南缘断裂 、阿尔金北缘

断裂 、米兰 -红柳园断裂 、且末 -黑尖山断裂和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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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 星星峡断裂.有人甚至将阿尔金地块等同于阿

尔金断裂系.但迄今为止 ,对于断裂系的形成时代 、

演化历史 、力学性质 、延伸规模 、位错量等许多重大

问题的认识仍然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同样是针对阿

尔金断裂系的研究却产生了如此众多的认识分歧 ,

这除了测试 、分析方法和研究手段等误差外 ,不免让

人思考 ,祁连地块与塔里木地块之间的一系列北东

东向断裂(或者阿尔金山各边界断裂)是否具有统一

的构造应力体系和演化过程 

笔者承担完成了地质大调查项目“西昆仑—阿

尔金造山带遥感地质调查”和“青藏高原北部空白区

基础地质调查与研究”项目.在此基础上 ,本文综合

分析了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 ,尝试讨论阿尔金山边

界断裂的主要特征及其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的关系.

这对于统一解释阿尔金山断裂构造的众多认识分歧

和重新认识中国大陆西部构造格架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1　前人对阿尔金断裂系的主要认识分

歧

1. 1　关于断裂系形成和活动的时代以及断裂运动

学性质

主要有 3种观点.

(1)一些学者认为断裂系在古生代以前就已经

形成并长期活动. 如王鸿祯等(1980)、冯先岳

(1982)、蔡学林等(1992)认为是一条元古宙发生的

古老断裂 ,从元古宙就开始活动 ,一直延续至今;张

文佑等(1978)指出在新元古代 —早古生代期间是以

右旋为主的转换断层;于海峰等(1998)认为形成于

新元古代早期 ,是一条影响到地壳中深层次的右旋

剪切断裂;周勇和潘裕生(1998)认为该断裂在奥陶

纪晚期至泥盆纪发生过强烈的右旋走滑运动.

(2)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是古生代以来形成并发

生多期活动的断裂 ,如许志琴等(1999)、车自成等

(1998)、Edw ard and Nicolas(1999)指出可能是晚古

生代时期的板块俯冲带或转换断层;崔军文等

(2002)认为最早的逆冲 、推覆作用发生在晚石炭世

白垩纪开始左行走滑 ,而正滑作用则发生在上新世

后 ,正断层作用主要发生在上新世末至第四纪.

(3)还有部分学者则强调阿尔金断裂形成于中

新生代 ,并发生强烈的左行走滑运动 ,如李海兵等

(2001)认为在印支期开始左行韧性走滑;刘永江等

(2001)认为走滑运动起始于晚白垩纪;陈宣华等

(2002)研究了红柳沟 - 拉配泉正断层活动时期:中

西段为晚三叠世至早侏罗世 ,东段为早白垩世末期;

Tapponnier et al . (1981)、葛肖虹等(2001)认为断

裂始新世晚期才开始发生大规模左行走滑. 此外还

有少数学者(杨藩等 ,1994)依据古地磁 、古水文等资

料认为阿尔金断裂在新生代发生了右行走滑.

1. 2　关于断裂的延伸规模以及后期走滑活动的位

错量

对于阿尔金断裂带的延伸规模和断裂走滑活动

的位错量的不同看法 ,关系到断裂对两侧前新生代

构造带和盆地的错移与复位对比;也涉及到对前新

生代中国西部以及中亚大陆构造格架的重新认识.

葛肖虹等(2001)认为断裂由西向东延伸到西拉

木伦河 ,达 3 500 km ;国家地震局“阿尔金活动断裂

带”课题组(1992)认为断裂西起西藏的拉竹龙附近 ,

东到甘肃的金塔盆地 ,隐没于巴丹吉林沙漠之中 ,全

长 1 600 km;Yue and Liou(1999)则认为断裂向东

北延伸切过蒙古东部 , 直到鄂霍茨克海 ,全长达

4 500 km.目前多数学者倾向于从西藏的拉竹龙附

近延伸到甘肃的金塔盆地约 1 600 ～ 1 700 km 这一

长度.

关于阿尔金断层两盘间的位移量 ,前人的说法

也不一致.潘桂棠等(1984)认为 300 ～ 500 km ,张治

洮(1985)等人估算达 1 200 km ,田在艺等(1990)认

为 750 km ,许志琴等(1999)推测阿尔金断裂左行位

移了约 400 km.另外 ,对阿尔金断裂的形成模式 、活

动形式 、走滑速率及阿尔金断裂系与祁连构造带 、东

西昆仑构造带的相互关系等都存在不同的看法.

2　阿尔金山西北缘断裂及其西北侧三

条隐伏断裂特征

由图 1 和图 2可知 ,阿尔金西北缘断裂与其西

北侧的三条隐伏断裂(米兰- 红柳园断裂 、且末- 黑

尖山断裂和罗布庄 - 星星峡断裂)平行 ,总体走向

N60°E ,延伸较平直 ,中东段略向西北突出 ,且相互

之间以近等间距分布 ,它们应该属于同一应力场作

用形成的由多条断裂组成的断裂系 ,笔者称之为阿

尔金山西北缘 -北山剪切断裂系(以下简称西北缘

断裂系). 该断裂系向东北延伸进入甘蒙交界的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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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阿尔金山及邻区卫星遥感影像图(TM543)

Fig. 1 The satellite remo te sensing image of A ltyn and vicinal region (TM543)

图 2　阿尔金山及邻区主干断裂与环形构造分布简图

Fig . 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ain faults and annulations in A ltyn and vicinal reg ion

注:阿尔金西北缘 - 北山剪切断裂系:阿尔金西北缘断裂(F1)、米兰 -红柳园断裂(F2)、且末 - 黑尖山断裂(F3)、罗布庄 - 星星峡断裂

(F4);阿尔金南缘断裂(F5)与柯岗断裂(F6)、康西瓦断裂(F7)、走廊南山断裂(F8)复合;阿尔金北缘断裂带(F9).角图(据崔军文等

(2002)修改):A.阿尔金山;Q.祁连山;L.龙门山;H .喜马拉雅山;T.天山;KK.喀喇昆仑山;WK. 西昆仑山;EK.东昆仑山;WQ.西秦

岭;(T)塔里木地块;(A)阿拉善地块;(Y)扬子地块;(I)印度地块;(P)帕米尔高原;(IR)伊朗高原;(HM)喜马拉雅前陆;(QT)青藏腹

地;(AQ)阿尔金 - 祁连后陆;①阿尔金西北缘 -北山剪切断裂系;②阿尔金南缘断裂

构造带后继续向东北方向平直延伸 ,形迹十分清晰 ,

该区地质体宏观上表现为强烈破碎的现象;向西南

延伸进入西昆仑构造带 ,其中阿尔金山西北缘断裂

与库牙克断裂对接 ,其他 3条隐伏断裂与西昆仑北

西向断裂呈弧形连接.

库牙克断裂构成东昆仑山与西昆仑山的分界

线 ,主要由谷地两侧两条主干断裂及与之相伴生的

次级断层组成 ,断裂带由东北向西南具有由窄变宽

的趋势.沿断裂带分布有前中生代地层和基性岩 、超

基性岩断片及新生代断陷盆地.卫星影像清晰 ,宏观

上表现为规模巨大的线性构造. 北侧边界断裂现今

表现为断裂面倾向东南的正断层 ,南侧边界断裂 ,断

层面向北陡倾 ,较为平直.断裂破碎带中物质组成极

为复杂 ,涉及地层有下古生界变质火山 -沉积岩系 、

石炭系 、三叠系卧龙岗组和侏罗系叶尔羌群 ,还混杂

有大量蛇绿岩岩片和花岗岩侵入体. 断层切断了

(西)昆仑造山带所有先期形成的近东西向构造形

迹 ,在平面上显示出与断裂不同时期的构造变形相

对应的弧形构造.

野外观察 ,库牙克断裂至少经历了三期构造变

形:第一期为近东西向右行走滑韧性变形 ,产生的流

劈理(S1),拉伸线理(L1:50°∠13°);第二期为北东

向 ,向北西陡倾斜的左行走滑型流劈理(S2),石英拉

伸线理(L2:215°～ 150°∠10°);第三期为北东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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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滑型破劈理(S3), 擦痕线理(L3:255°∠45°)为

主
①
.根据东西昆仑古生代构造带东西向展布且具

有可以对接的基本事实 ,表明库牙克断裂应形成于

晚古生代末 ,并表现为中浅构造层次的韧性 - 韧脆

性右行走滑构造变形特点;中生代至古近纪 ,为库牙

克断裂构造活动相对稳定的时期;进入新近纪之后 ,

随着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强烈碰撞和新生代晚期青

藏高原急剧隆升 ,库牙克断裂发生了强烈的左行走

滑 ,切割了侏罗纪以前所有地质体 ,沿断裂带造成一

系列拉分断陷盆地 ,控制了新近纪湖相沉积物的分

布;在更新世后期 ,山系快速隆升 、塔里木盆地剧烈

沉降 ,沿库牙克断裂带发育一系列右旋张扭性堑垒

式正断层.

①山西省地质调查院 , 2002. 1∶25万叶亦克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由此可知 ,西北缘断裂系可能形成于晚古生代

末 ,此时在其东北方的北山构造带已经褶皱回返 ,地

壳成熟度较高 ,因此西北缘断裂系在该区主要表现

为地质体的破碎变形现象.

根据上述库牙克断裂具有早期的右行走滑韧性

变形 、之后的相对稳定时期 、再转变为左行走滑运

动 、最后又发育一系列右旋张扭性堑垒式正断层的

构造演化特点可知 ,西北缘断裂系的构造运动方向

和力学性质发生了多次转化.

3　阿尔金南缘断裂特征

阿尔金南缘断裂影像特征十分醒目 ,连续平直

延伸 ,总体走向 N75°E ,与西北缘断裂系之间存在

15°～ 20°的夹角. 它们不是同一应力场作用的产物.

倘若它们是同一应力场作用下形成的近平行分布的

一组断裂 ,则其延伸方向不应该存在 15°～ 20°的夹

角;况且西北缘断裂系各主要断裂之间具有平行且

近等间距分布的特点 ,而与南缘断裂分隔较远 ,其间

距远大于西北缘断裂系内部断裂之间距 ,这不符合

同一应力场形成的平行展布的规模相当的一组断裂

往往具有近等间距分布的规律.此外 ,西北缘断裂系

与南缘断裂也不是同一应力场作用下形成的主从断

裂或两组共轭断裂系.因为如果为主从复合断裂 ,则

其规模应相去甚远 ,且从属断裂往往呈羽状并以小

角度相交于主断裂;若为两组共轭断裂系 ,则两者之

间的夹角应接近 90°.由上述可知 ,南缘断裂与西北

缘断裂系应该属于不同时期形成的两组断裂系.

根据青藏高原北部空白区基础地质调查与研究

成果 ,塔南区的新太古 —古元古代地层和阿尔金山

地区的阿尔金岩群都是高角闪岩相(局部有麻粒岩

相) -低角闪岩相变质的片岩 、片麻岩 、混合岩以及

磁铁石英岩 、大理岩 、变质火山岩 ,说明阿尔金地块

与塔南地块很可能原本是统一的整体 ,从而推断阿

尔金南缘断裂应该是在塔南地块东南边界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但两个地区的长城系却存在明显差异 ,塔

里木铁克力克地区为细碧角斑岩建造 ,而阿尔金山

区为一套陆源碎屑岩 - 碳酸盐岩夹火山岩沉积 ,说

明在长城纪阿尔金山区已经开始进入其相对独立演

化的时期.陈能松等(2007)通过研究柴达木地块和

欧龙布鲁克地块中的古元古代 、新元古代 、早三叠世

以及晚三叠世不同时期岩体的主量元素 、微量元素

和Nd-Sr-Pb同位素组成 ,认为柴达木地块和欧龙布

鲁克地块基底与扬子陆块具有密切的亲缘性 ,现今

的扬子陆块范围可扩大到中国西部阿尔金断裂东 、

西两侧的微陆块.这些都说明了阿尔金南缘断裂形

成的时代早 ,构造意义重大.

卫星影像显示 ,阿尔金及邻区的加里东构造层

主要分布于祁漫塔格和祁连构造带 ,它们紧靠南缘

断裂带的附近发生了十分明显的牵引变形 ,形成北

祁连弧形山脉和祁漫塔格与阿尔喀(朝阳沟)两个巨

型弧形构造 ,牵引构造形迹表明南缘断裂在早古生

代中晚期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右行走滑运动 ,其中北

盘为主动盘 ,相应地由于其东北的阿拉善地块的阻

挡作用 , 南盘在靠近断裂带附近发生牵引变形. 周

勇和潘裕生(1998)在该断裂带东段发现 ,奥陶系受

到强烈的塑性变形 ,沿断裂带发育的不对称流变褶

曲 , II 型 S-C组构 、云母“鱼”和矿物的优选定向 ,连

同石英的[ 001]轴组构图式等 ,皆一致地说明了南缘

断裂发生过右旋走滑运动 ,并通过野外观察确定其

发生时间可能介于奥陶纪晚期至泥盆纪之间.

上述构造事件在岩石建造方面也得到了很好的

响应.阿尔金山榴辉岩分布在阿尔金山的北坡(江尕

勒萨依南),而在南缘断裂带附近只有麻粒岩的出露 ,

没有发现榴辉岩.根据该区榴辉岩的峰期矿物组合估

算其温压条件(P >1. 5 GPa , T =731 ～ 811 ℃),Sm-

Nd及 U-Pb法获得了几乎一致的同位素年龄 ,显示

榴辉岩相的变质年龄为500 ～ 503 Ma(张建新等 ,

1999a).说明中晚寒武世阿尔金地区发生了强烈的构

造挤压和隆升作用 ,根据榴辉岩带的展布情况 ,推测

挤压应力来自西部.此外 ,张建新等(1999b)在阿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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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缘断裂带西南段吐拉一带的孔兹岩系样品中获得

447 ～ 462Ma 的变质锆石 U-Pb和 Pb-Pb年龄 ,刘永

江等(2003)对阿尔金南缘断裂东北段的阿克塞和当

金山一带出露的元古宇 、早古生界变质岩样品中云

母 、角闪石和钾长石单矿物进行了40Ar /39Ar同位素

测年研究 ,获得中部剪切带北侧 、南侧样品坪年龄分

别为461 ～ 445. 2Ma和414 ～ 342. 8 Ma.上述测试结果

一致表明阿尔金地块经历了中晚寒武世的挤压隆升

后 ,于晚奥陶—早志留世发生了以阿尔金南缘断裂为

界面的大型右行走滑运动 ,其时西北盘为主动盘 ,而

南侧样品坪年龄可能是应力松弛冷凝的后续效应.

早古生代时 ,对应于阿尔金地块的挤压隆升状

态 ,其东北的祁连构造带和西南的昆仑构造带正处

于拉张接受海相沉积状态 ,说明当时它们与阿尔金

地块构造性质刚好相反 ,造成阿尔金断裂右旋走滑

应力在两端被刚性程度较低的构造带所吸收. 卫星

图像上清楚地显示 , 阿尔金南缘断裂在东北端逐渐

与祁连构造带中一系列北西西向的断裂构造对接复

合 ,并最终与走廊南山断裂合二为一;在西南端与一

系列北西西向的断裂构造对接复合 ,最终与康西瓦

断裂合二为一. 而且南缘断裂与相邻构造带断裂复

合连接处正好都发育了大小不等的环形构造或环形

构造组合 ,它们正是应力转换的节点和产物. 因此 ,

任纪舜和肖黎薇(2004)与刘刚等(2006)所论述的阿

尔金断裂与康西瓦断裂的复合关系是存在的 ,但准

确的说 ,应该理解为阿尔金南缘断裂在早古生代与

两端北西西向断裂复合 ,这样也不违背阿尔金地块

古元古代以前基底属于南塔里木地块的认识. 一句

话 ,阿尔金南缘断裂在早古生代末是一条具右行走

滑性质的陆内转换断层 ,南缘断裂长约 1 600 km.

4　红柳沟 -拉配泉断裂带特征

红柳沟 - 拉配泉断裂带总体呈近东西向展布 ,

是由密集发育的一系列断裂组成的断裂带(以下简

称北缘断裂带).该断裂带与南缘断裂和西北缘断裂

系均存在一定夹角 ,且东段明显被南缘断裂切割 ,显

然是不同于上述两组断裂系的另一组断裂.

据郭召杰等(1998)及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2006)
②
研究 ,从新疆的红柳沟 -拉配泉到甘肃的

②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 2006. 1∶25万区域地质调查(石棉矿幅)
野外验收简报.

阿克塞 、肃北一线 ,发育一条蛇绿混杂岩带. 在红柳

沟- 拉配泉一带主要由枕状玄武岩 、细碧岩 、硅质岩

以及大量超镁铁- 镁铁质岩块组成;在拉配泉 - 阿

克塞之间 ,主要出露蛇纹石化超镁铁岩块. 应用 Sm-

Nd同位素测定其形成年龄在 829 M a 左右 ,显然与

北祁连早古生代蛇绿岩带是不能相连的. 他认为红

柳沟蛇绿岩带向西自然倾伏于塔里木盆地沙漠之

下 ,其延伸可能对应于塔里木盆地中央东西向正磁

异常条带 ,即塔里木盆地中央磁异常条带可能是阿

尔金北缘蛇绿岩带向西延伸的反映.

沿红柳沟 -拉配泉断裂带既发育了台地碳酸盐

岩 ,也发育了一套复理石沉积 ,二者中曾先后找到晚

奥陶世 、中奥陶世和晚寒武世至早奥陶世化石. 同

时 ,其中还赋存着一套基性火山岩 ,主要为钠质玄武

岩 、拉斑玄武岩 、碱流岩和碱性粗面岩组合(Boyn-

to n ,1984;Story et al . , 1992).但其稀土总量不高 ,

Ist<0. 710 , Th>>Ta ,表明地壳活动性较大(车自

成等 ,1995).综上所述 ,该处当时很可能属于大陆边

缘或陆间裂谷性质.

北缘断裂于晚三叠世至早侏罗世和早白垩世末

期发生了两期正断层(或正滑)活动 ,以前一阶段为

主(陈宣华等 , 2002).新生代以来则受南部印度板块

的持续向北推挤 ,主要表现为左行走滑或正滑作用 ,

发育大小不等的眼球状构造.

综上所述 ,北缘断裂带虽然形成早 ,但具有多期

复活的特点.

5　阿尔金山三条边界断裂带相互关系

简析

由于阿尔金山三条边界断裂形成和演化历史跨

度大 ,不可能完全恢复它们在各个地史时期的相互

关系 ,其中早古生代和新近纪以来两个时期构造变

动中 ,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关系值得探讨.

根据前述分析 ,早古生代阿尔金地块主体受到

近东西向的强烈挤压处于隆升状态 ,其时 ,阿尔金地

块北缘属于拉张的大陆边缘裂谷环境 ,显然 ,这是当

时总体趋于近东西向挤压 、近南北向拉张的区域应

力背景下不同方向地壳构造(破裂)带的不同地质表

现.而阿尔金南缘断裂的右行走滑运动正是挤压主

应力产生的平行于南缘断裂的分力作用的结果 ,同

时靠近北缘断裂带由于垂直于南缘断裂的引张分力

作用 ,使得南缘断裂在该处局部地段形成裂陷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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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阿尔金山地质构造简图(据陈正乐等 , 2002 ,稍有修改)

Fig. 3 The geological str ucture map of A ltyn

1.新生界;2.中生界;3.古生界;4.奥陶系;5.中 、新元古界;6.古元古界;7.太古宇;8.花岗岩;9.逆冲断层;10.走滑断层;11.采样位置.

(1)～ (3)资料来源:(1)陈正乐等(2002);(2)万景林等, 2001;(3)Edw ard and Nicolas(1999 , 2001)

新近纪以来 ,由于阿尔金山西北缘断裂系和北

缘断裂带的强烈左行走滑 ,直接导致了南缘断裂的

分段差异复活.

卫星图像清楚地显示 ,南缘断裂可以划分为特

征差异明显的 5 段(图 1 , 2),自西南至东北各段特

征依次为:(1)吐拉西南段呈平直刀砍状;(2)吐拉 -

茫崖镇段为向西南收敛的帚状断裂束;(3)茫崖镇 -

拉配泉段则为长条状盆地;(4)拉配泉 -金塔段又呈

平直刀砍状(又可分为南支和北支).

从前述对库牙克断裂性质的描述可以了解到 ,

西北缘断裂系随着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产生了巨型

左行走滑运动. 该断裂系与南缘断裂在西南端交汇

复合 ,于是造成了南缘断裂的西南段呈平直刀砍状

纯剪变形.此外 ,与西北缘断裂系平行的断裂(F10)

应与该断裂系属于同一构造应力场的产物 ,断裂

(F10)造成南缘断裂东北段的南支复活 ,亦为平直刀

砍状纯剪变形. 阿尔金北缘的红柳沟 - 拉配泉断裂

造成南缘断裂东北段的北支复活 ,也表现为平直刀

砍状纯剪变形. 南缘断裂的茫崖至拉配泉段则因与

西北缘断裂和北缘断裂距离较远 ,且均呈现一定的

夹角而在该带的南北先后发生正滑作用 ,形成长条

状盆地;吐拉- 茫崖镇段则由于紧邻西北缘断裂系

主体部分 ,因此表现为由一系列小断裂组成的向西

南收敛的帚状断裂束.

关于阿尔金断裂中新生代以来活动时限 ,前人

做大量的同位素测年工作(图 3),其中 8 M a左右的

磷灰石裂变径迹年龄样品主要分布于南缘断裂带的

东北段的南支和西南段 ,而远离断裂带的样品年龄

值普遍较老 , 且时间跨度较大 , 如拉配泉北为

(167±15)Ma. 这就充分说明南缘断裂带在 8 M a

左右的左行走滑主要是受阿尔金西北缘断裂系影响

所致.其他年龄值正好是不同方向的断裂在不同时

期活动的结果.由此可见 ,崔军文等(2002)关于阿尔

金断裂并非共轭滑移系中的左行走滑断裂 ,而是转

换断裂的认识是正确的 ,但应作一定的限定和补充 ,

即阿尔金南缘断裂是早古生代末的陆内转换断层 ,

新近纪以来 ,阿尔金西北缘 - 北山剪切断裂系才是

共轭滑移系中的左行走滑断裂系(见图 2的角图).

6　结论与讨论

(1)阿尔金南缘断裂 、阿尔金西北缘 -北山剪切

断裂系和红柳沟-拉配泉断裂分属于不同的断裂系

统 ,其形成时期和活动方式各有不同 ,但又相互影响

和相互制约 ,在力学性质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2)

阿尔金南缘断裂形成于元古宙 ,早古生代发生了右

旋走滑运动 ,是当时一条巨型的陆内转换断层 ,东北

端最终与走廊南山断裂复合 ,西南端与康西瓦断裂

复合 ,延伸长度约 1 600 km. (3)阿尔金南缘断裂与

祁连和西昆仑构造带的一系列北西西向断裂连接复

合处以及断裂拐点处正好都发育了大小不等 、形态

各异的环形构造或环形构造组合 ,它们正是应力转

换的节点和产物. (4)阿尔金西北缘断裂系形成时代

较晚 ,是新近纪中亚共轭滑移系中的左行走滑断裂

667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第 32 卷

的组成部分.该断裂系规模巨大 、延伸距离远 ,西南

端部分与昆仑构造带内一系列北西向断裂成弧形连

接 ,向东北至少穿越了北山构造带 ,然后一直向东北

方向平直延伸. (5)阿尔金北缘断裂带是塔里木地块

中央构造带的东延部分 ,早古生代具陆缘裂谷性质 ,

中新生代发生多次正断或正滑作用.(6)中新生代以

来 ,由于先后发生了阿尔金北缘断裂的正滑作用和

西北缘断裂系的巨型左行走滑运动 ,共同造成了阿

尔金南缘断裂的分段差异复活.

由于阿尔金地块地质演化十分复杂 ,断裂构造

的形成和演化也具有长期性和性质多变的特点 ,这

从南缘断裂早期发育史和库牙克断裂中新生代以来

的演化特征可见一斑.因此 ,对于阿尔金地块断裂构

造的研究既要考虑主要断裂的组合特征以及它们在

其形成和演化历史上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

系 ,又要考虑在不同地史时期阿尔金地块所处的周

围地质环境(边界条件)的制约因素.在研究内容上 ,

既要重视岩石变形的识别 ,又要充分重视不同的构

造岩石组合规律的研究. 也就是说 ,只有从时间 、空

间 、力学性质和物质成分 、结构等多种因素综合分

析 ,才能较好的揭示区内断裂构造的形成和演化规

律.也正是因为阿尔金地块地质构造演化的复杂性

和所处构造位置的重要性 ,所以对于该区断裂构造

的研究 ,就难免出现研究内容的片面性和认识的局

限性.正因为上述缘故 ,尽管笔者是在汲取了众多前

人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基础上提出阿尔金山各边界断

裂分属于不同的断裂构造系统 ,具有各自不同的形

成和演化历史的新认识 ,也仍难免存在不妥之处 ,诚

望专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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