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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南古堆地区的新生代构造样式

杨　斌
（武警黄金十一支队，湖南长沙　４１０６００）

［摘　要］藏南古堆地区具南北分带特征。北部地区靠达拉岩体，受雅拉香波穹窿影响，断层以倾向

南的正断层为主，地层呈多期次挤压褶皱形态，且出现呈楔形构造夹片出露的红柱石板岩、石榴石片岩

等变质核杂岩地层；中部地区断层、褶皱较发育，褶皱呈紧闭的层间同斜褶皱，断层以倾向北的叠瓦状脆

－韧性逆冲断层为主；南部地区为相对稳定区，该区地层相对较完整，褶皱以宽缓向斜形式出现，且越往

南越宽缓。这一构造样式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之后，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影响及后期伸展作用

的背景之下，由北向南的挤压推覆的结果，总体上它是一套挤压褶皱 ～推覆逆冲断层的组合，呈叠瓦状

展布的隆子断裂是主推覆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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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与欧亚大陆碰撞是新生代最重要的地质事
件，该碰撞始于 ６５Ｍａ（莫宣学等，２００３），碰撞形成
了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和造山带，即青藏高原和喜马

拉雅造山带。喜马拉雅造山带（图１）是具有复杂结
构的弧形地质体（许志琴等 １９９９；Ｍ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北以雅鲁藏布缝合带与拉萨地体相连，南以主前缘

冲断带（ＭＦＴ）与印度板块为界，自北向南依次由特
提斯喜马拉雅（ＴＨ）、高喜马拉雅（ＨＨ）、低喜马拉
雅（ＬＨ）和锡瓦利克带（Ｓｉ）四个构造单元组成，其间
分别以藏南拆离系（ＳＴＤＳ）、主中央冲断带（ＭＣＴ）和
主边冲断（ＭＢＴ）为界（ＬｅＦｏｒｔ，１９７５；Ｂｕｒｃｈｉｆｉｅｌｅｔａｌ，
１９９２；Ｓｐｒａｔ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印度与亚洲大陆碰撞之后经 ６５～４６Ｍａ印度大
陆的陡深俯冲及之后特提斯洋壳断离和深俯冲陆壳

折返（Ｋａｎｅｋ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Ｌｅｅ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侯增
谦等，２００６），至 ４０Ｍａ左右印度大陆开始低角度俯
冲（Ｌｅｅ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侯增谦等，２００６），一方面导
致青藏高原南部双倍地壳增厚（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１９９３；赵
文津等，１９９７），另一方面导致高、低喜马拉雅构造
岩片向南逆冲或挤出，构成叠瓦状逆冲系，并在特

提斯喜马拉雅的盖层内形成直立或向南倒转的同斜

褶皱，吸收了近 １３０ｋｍ的地壳缩短（Ｒａｔ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
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由于中下地壳层次
的高喜马拉雅和低喜马拉雅向南挤出，使特提斯喜

马拉雅浅部层次向北拆离，形成北倾低角度的藏南

拆离系（ＳＴＤＳ）（Ｂｕｒｃｈｆｉｅ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２；陈智梁等，
１９９６）。

藏南拆离系（ＳＴＤＳ）地处青藏高原特提斯喜马
拉雅区，介于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缝合带（ＩＹＳ）与
藏南拆离系主拆离面（ＳＴＤＳ）之间，属特提斯喜马
拉雅的一部分（侯增谦等，２００３），是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正断层体系，沿喜马拉雅北坡绵延展布

２０００ｋｍ以上。ＳＴＤＳ的运动性质为上盘相对于下盘
做向北的下滑运动，将低级变质的特提斯喜马拉雅

沉积岩系板岩及千枚岩等直接叠置于高级变质的高

喜马拉雅结晶岩系之上，从而形成了喜马拉雅造山

带最重要的地质界线之一。根据拆离系下盘糜棱岩

中白云母和淡色花岗岩的结晶年龄推断，ＳＴＤＳ发育
始于 ２１～１４Ｍａ（Ｓｃｈａｒ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６；王瑜等，
２００１；刘焰等，２００４），持续至８～９Ｍａ（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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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喜马拉雅造山带剖面示意图（据 ＬｅＦｏｒｔ修改，１９９６）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ｙ（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ＬｅＦｏｒｔ，１９９６）
１－锡瓦里克带；２－低喜马拉雅带；３－高喜马拉雅带；４－特提斯喜马拉雅系；５－雅鲁藏布江缝合带；６－冈底斯岩浆弧；７－

　 主前锋逆冲断层；８－主边界逆冲断层；９－主中央逆冲断层；１０－藏南拆离系；１１－大反向逆冲断层

１－ｔｉｎＷａｒｒｉｃｋｂｅｌｔ；２－ｌｏｗｂｅｌｔｏｆ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３－ｈｉｇｈ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４－Ｔｅｔｈｙａ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ｙｓｔｅｍ；５－ｔｈｅＹａｒｌｕｎｇＺａｎｇｂｏＳｕｔｕｒｅ

Ｚｏｎｅ；６－Ｇａｎｇｄｉｓｅ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ｒｃ；７－ｍａｉ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８－ｍａｉ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ｔｈｒｕｓｔ；９－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１０－　

Ｚａｎｇｎａｎ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１１－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ｌｔ

ａｌ．，１９９５），也即和主中央逆冲断裂（ＭＣＴ）的活动
时代一致（张进江，２００６）。

１　藏南古堆地区构造样式

西藏山南古堆地区位于西藏自治区南部，行政

区划属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管辖。工作区范围：北

纬２８°２０′～２８°４０′，东经９１°４５′～９２°３０′。大地构造
位置（图２）位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与主中央逆冲带
（ＭＣＴ）之间，藏南拆离系（ＳＴＤＳ）东段，羊卓雍措 －
拿日雍措复式向斜东南段。属于喜马拉雅 －冈底斯
地层大区喜马拉雅地层区，康马 －隆子地层分区，为
中生代晚三叠纪、侏罗纪和早白垩纪新特提斯洋被

动大陆边缘沉积岩系，出露的主要为中生代地层，包

括涅如组（Ｔ３ｎ）、日当组（Ｊ１ｒ）、遮拉组（Ｊ２ｚ）、维美组
（Ｊ３ｗ）、桑秀组（Ｊ３Ｋ１ｓ）、甲不拉组（Ｋ１ｊ）。

古堆地区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和后期伸展运动

的影响，呈现出复杂构造样式，结合笔者 ２０１２年在
该区测制的贯通古堆地区南北的构造剖面（图 ３）分
析其构造样式。

１．１　北部北喜马拉雅穹窿区
在雅鲁藏布江缝合带至 ＳＴＤＳ的北喜马拉雅，

自７８°Ｅ至９０°Ｅ之间存在一断续的穹窿带，被称为
北喜马拉雅穹窿带，或北喜马拉雅向形带（Ｂｕｒｇｅｔ
ａｌ．，１９８４ｂ；Ｈｏｄｇｅｓ，２０００），国内学者称之为拉轨岗
日变质核杂岩带（李德威等，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大多数穹隆主体由新生代二云母花岗岩或浅色

花岗岩组成，时代为 ８～１８Ｍａ（Ｂｕｒｇ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ｂ）；
岩体周围是糜棱岩化的片麻岩，片麻岩之上是低变

质的古生代—中生代的浅变质特提斯喜马拉雅沉积

岩系，有些穹隆的沉积岩系与片麻岩之间还发育有

中级变质岩，如千枚岩和石榴石片岩（张进江等，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由花岗岩和片麻岩组成的穹窿核与上覆特提斯

喜马拉雅岩系间为一重要的界面，但对其属性还认

识不一。有的解释为侵位接触关系（如 Ｂｕｒｇｅｔａｌ．，
１９８４ｂ），有人认为是不整合接触（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更多学者则认为是构造不连续面，即拆离断
层（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０；Ｂｕｒｃｈｆｉｅｌｅｔａｌ．，１９９２；王根厚
等，１９９７），而且可能就是 ＳＴＤＳ（Ｓｔｅｃｋ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Ｅｄｗａｒｄ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Ｈｏｄｇｅｓ，２０００）。据 ２００７年北
京大学张进江副教授等人对雅拉香波岩体的考察研

究认为该面就是 ＳＴＤＳ在北喜马拉雅的出露。
雅拉香波穹隆是北喜马拉雅穹隆带中的一个典

型构造，达拉岩体隶属于雅拉香波岩体，位于其南东

部约１５ｋｍ处，与雅拉香波同期形成（张进江等，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笔者等通过 ２０１２年实测从将主拉到
达拉岩体的构造剖面，进一步证实达拉岩体穹窿核

与上覆特提斯喜马拉雅岩系间为断层接触，且花岗

岩与石榴石片岩间亦为断层接触（图３）。该断层为
一系列倾向南的正断层，形成一系列构造夹片，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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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西藏山南古堆地区大地构造位置（据青藏高原大地构造简图修改）
Ｆｉｇ．２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Ｇｕｄｕｉａｒｅａ，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

１－古堆工作区；２－断层；３－藏南拆离系；４－主边界逆冲；５－主中央逆冲；６－雅鲁藏布江缝合带
１－Ｇｕｄｕｉａｒｅａ；２－ｆａｕｌｔ；３－Ｚａｎｇｎａｎ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４－ｍａｉ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ｔｈｒｕｓｔ；５－ｍａ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ｈｒｕｓｔ；６－ｔｈｅＹａｒｌｕｎｇＺａｎｇｂｏＳｕｔｕｒｅＺｏｎｅ

图 ３　西藏山南古堆地区将主拉到达拉岩体构造剖面图（２０１２年实测）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ｒｏｃｋｍａｓｓｆｒｏｍＪｉａｎｇｚｈｕｌａｔｏＤａｌａｉｎｔｈｅＧｕｄｕｉａｒｅａ，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ｉｎ２０１２）
１－泥岩；２－页岩；３－泥质粉砂岩；４－细砂岩；５－石英砂岩；６－杂砂岩；７－灰岩；８－二长花岗岩；９－玄武岩；１０－安山岩；１１－板岩；１２－
大理岩；１３－红柱石板岩；１４－石榴石片岩；１５－杂砂岩透镜体；１６－二长花岗岩透镜体；１７－实测正断层；１８－实测逆断层；１９－实测性质
不明断层；２０－劈理；２１－古生界、元古界曲德贡岩组；２２－三叠系上统涅如组一段；２３－三叠系上统涅如组二段；２４－三叠系上统涅如组三
段；２５－三叠系上统涅如组四段；２６－三叠系上统涅如组五段；２７－侏罗系下统日当组一段；２８－侏罗系下统日当组二段；２９－侏罗系中下
统陆热组一段；３０－侏罗系中下统陆热组二段；３１－侏罗系中下统陆热组三段；３２－侏罗系中统遮拉组一段；３３－侏罗系中统遮拉组二段；
３４－侏罗系中统遮拉组三段；３５－侏罗系中统遮拉组四段；３６－侏罗系中统遮拉组五段；３７－侏罗系上统唯美组一段；３８－新近纪中新世二
　 长花岗岩；３９－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物；４０－素描图
１－ｍｕｄｓｔｏｎｅ；２－ｓｈａｌｅ；３－ｐｅｌｉｔｉｃｓｉｌｔｓｔｏｎｅ；４－ｆｉｎｅ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５－ｑｕａｒｔｚ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６－ｇｒｅｙｗａｃｋｅ；７－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８－ｇｒａｎｉｔｅｗｉｔｈｐｌａｇｉｏｃｌａｓｅａｎｄ
ｐｏｔａｓｈ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９－ｂａｓａｌｔ；１０－ａｎｄｅｓｉｔｅ；１１－Ｓｌａｔｅ；１２－Ｍａｒｂｌｅ；１３－ａｎｄａｌｕｓｉｔｅｓｌａｔｅ；１４－ｇａｒｎｅｔｓｃｈｉｓｔ；１５－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ｌｅｎ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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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达拉岩体与片岩接触面照片及素描图

Ｆｉｇ．４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ｗｉｎｇ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ｓｃｈｉｓｔ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ｎｄｓｋｅｔｃｈ
ａ－接触面照片；ｂ－接触面素描图

ａ－ｃｏｎｔａｃｔｐｈｏｔｏ；ｂ－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ｋｅｔｃｈ

中出露岩性主要为红柱石板岩、大理岩、石榴石片岩

等中级变质岩以及透镜状花岗岩夹片，与特提斯沉

积岩系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在剖面图（图３）上主要
断层为：（１）发育于达拉岩体与石榴石片岩接触面
的正断层 Ｆ１，该断层面清楚，接触带片岩中见花岗
岩透镜体，且片岩发育较多劈理和轴面倾向南倾角

７°～３５°的小褶皱和绕曲（图 ４）；（２）发育于 Ｔ３ｎ
１
与

红柱石板岩接触带的正断 Ｆ２，该断层将低级变质的
特提斯板岩直接覆盖于中级变质的红柱石板岩之

上，且该断层上盘 Ｔ３ｎ
１
地层中板岩具有一定的多次

牵引变形。但在该区变质岩中未发现符合 ＳＴＤＳ出
露区特征的高级结晶变质的糜棱岩化带，所以这两

条正断层 Ｆ１与 Ｆ２是否为 ＳＴＤＳ在本区的出露有待
进一步工作研究。

１．２　中部复式褶皱、断裂带
特提斯喜马拉雅前陆断褶带是印度板块向北俯

冲过程中形成的，主要由轻微变质的早古生代沉积

岩、火山岩和未变质的石炭纪 ～早侏罗纪稳定的台
地型碳酸岩 ～碎屑沉积岩和中侏罗纪 ～白垩纪被动
大陆边缘沉积岩系组成。单元内的地层多发生轴向

与造山带走向近于平行的复式褶皱及一系列近东西

走向的脆 －韧性和脆性断裂（戚学祥等，２００８）。古
堆地区属于特提斯喜马拉雅前陆断褶带中的措美 －
隆子复式褶皱带。

笔者通过对古堆地区的实测构造剖面发现，该

区中部地层变形强烈，褶皱、断层发育，褶皱主要表

现为轴面走向近东西 、倾向北的同斜倒转褶皱。褶

皱带内次级褶皱发育，背斜北翼、向斜南翼地层层序

正常，而背斜的南翼、向斜的北翼地层多发生倒转，

构成同斜倒转褶皱在露头尺度内的次级褶皱构造在

区内也非常发育，受不同构造部位和岩石能干性差

异的控制，在构造带附近常表现为平卧褶皱、紧闭褶

皱、同斜倒转褶皱，远离构造带逐渐变为开阔褶皱或

尖棱褶皱等不同形态（图５）。断层主要表现为近东
西向走向，向北倾的脆 －韧性逆冲推覆断层，且呈叠
瓦状展布（图 ６）。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断层为
“隆子断裂”，过去对“隆子断裂”的认识，认为其是

分割侏罗系地层与三叠系地层的一条区域断裂，通

过本次工作笔者发现隆子断裂并不是单独的一条断

层，而是一个脆 ～韧性剪切带（图 ３Ｆ３～Ｆ５），且三
叠系地层与侏罗系地层为整合接触。“隆子断裂”

是由北往南的逆推断层带，呈叠瓦状近东西向展布，

倾向北东，倾角１３°～４２°，断层带内岩石变形强烈，
且发育较多硅质条带、石英脉透镜体等韧性变形现

象。

图 ５　复式同斜褶皱素描图

Ｆｉｇ．５　Ｄｏｕｂｌｅｉｓｏｃｌｉｎａｌｆｏｌｄｓｓｋｅｔｃｈ

１．３　南部地层稳定出露区
古堆地区南部为地层相对稳定出露区，从侏罗

系下统日当组至侏罗系上统唯美组均有出露，整体

地层倒转，出露较完整无缺失，未见规模较大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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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逆冲断层素描图

Ｆｉｇ．６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ｒｕｓｔｆａｕｔｓ

出露断层均为次级层间小断裂。在最南端见一宽缓

直立向斜，两翼侏罗系中统遮拉组地层，核部为侏罗

系上统维美组一段（图７）。

图 ７　宽缓向斜素描图

Ｆｉｇ．７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ｂｒｏａｄａｎｄｇｅｎｔｌｅｓｙｎｃｌｉｎｅｓ

２　结论

（１）藏南古堆地区以隆子断裂为界具南北分带
特征：北部地区靠达拉岩体，雅也拉香波穹窿影响断

层以倾向南的正断层为主，地层呈多期次挤压褶皱

形态，且出现呈楔形构造夹片出露的红柱石板岩、石

榴石片岩等变质核杂岩地层；中部地区断层、褶皱较

发育，褶皱呈紧闭的层间同斜褶皱，断层以倾向北的

叠瓦状脆 －韧性逆冲断层为主；南部地区为相对稳
定区，该区地层相对较完整，褶皱以宽缓向斜形式出

现，且越往南越宽缓。

（２）藏南古堆地区构造样式为在印度板块与欧
亚板块碰撞之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影响及后期伸展

作用的背景之下，由北向南的挤压推覆的构造样式，

是一套挤压褶皱 ～推覆逆冲断层的组合，呈叠瓦状
展布的隆子断裂为主推覆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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