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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性地质事件看青藏高原的演化

徐 宪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

近世在研究全球性地质事件方面主要从地壳构造运动
、

火山喷发活动
、

异常气候剧变
、

古地磁极性变化
、

海平面的急剧变化
、

沉积矿产的分布
、

某些元素的含量激增及生物大量减

绝
、

还有外星事件等八大方面的旋回性
、

韵律性
、

转折点和界线层来研究统计和分析
,

得出一

些地球发展历史的总规律
。

我根据徐道一
、

张勤文等著的
“

天文地质概论
”
一书的资料编了八

种地质和地球物理过程在显生宙的旋回性发展及它们之间的对 比图 (图 1 和图 2 )
。

现在运用这些总规律
,

结合青藏高原的具体实际
,

来分析青藏高原的演化
。

6
.

5 亿年左右的全球性大冰川在新疆的库鲁克塔格
、

青海的全吉山
、

四川的甘洛一带

都是已经证实的
.

尽管目前对比上还有些问题
,

但总体上看是全球性大冰川在青藏高原及其

边缘部分的反映
。

我很相信这一点
,

就是说
,

随着本区地质研究程度的提高
,

将会有更多的冰

期产物被认识
,

这种认识
,

将迅速提高青藏高原边缘前寒武纪地层的研究程度
,

我初步判断

四川的后龙门山
、

青海的祁连山是会发现这期沉积物的
。

全球性大冰川之后
,

全球开始转暖
,

有些地方出现了青盐类沉积
,

不过晚震旦世的沉积
,

普遍是碳酸钙和镁
、

硅质
、

磷质的沉积
,

在局部地区铅
、

锌
、

钡
、

锰
、

砷等元素也相当富集
。

震旦寒武之交
,

出现了地内和地外的重大灾

变事件
,

这次事件的结果使震旦系中的藻类在发展中有巨大的改变
,

而从寒武系开始则出现

了带壳的小壳动物化石组合
,

以及稍后一些时间又出现了三叶虫
,

此外还 出现了海绵动物

门
.

现在虽然将云南梅树村剖面定为标准层型剖面
,

但是对震旦
、

寒武的具体界线分划仍有

不同分法
,

但终究是研究程度的提高
.

在这个界线附近的
、

围绕着沉积矿产磷矿
、

铅锌矿和菱

镁矿的成因争论
,

当时沉积的纬度位置等一直是地质界感兴趣的问题
,

这在高原的东部边缘

表现得特别有趣
.

中寒武世起高原东北涌现了大量
“

裂谷型
”

的中基性火山岩
,

在相当于 1 00

万年的时限内出现了多次的喷发
,

造成了大量的与火 山作用有关的铜
、

铁
、

硫等矿产
,

这指的

是祁连
,

想来都是明白的
。

下古生代的多次海水进退
,

基本控制了各地的沉积和生物特征
,

这

里无须多讲
,

加里东运动是现在高原上表现比较明显的一次构造运动
,

从北向南呈波状扩散

逐步消减
。

加里东运动之后
,

在北部的很多地方出现了磨拉石堆积
,

堆积物的厚度
、

粒度都依

当时的地形
、

气候
、

水流的条件而定
。

上古生代出现了大量的碳酸盐岩沉积
,

珊湖
、

层孔虫
、

有

孔虫极为繁盛
,

一些地方铁
、

铅
、

锌再次比较富集
,

在印度及其邻近 区石炭一二叠纪时期出现

了冈瓦纳冰川
,

在冰川所影响的范围内出现了各种冰期沉积物和相应的冷水动物群
。

晚二叠

世出现了明显的海退
,

海陆交互相的含煤碎屑岩建造沉积普遍
,

局部地方石炭至二叠纪玄武

岩喷发岩流覆盖明显
。

海西运动是一次强有力的冲击和振荡运动
,

它是又一次地内和地外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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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构造运动等四种地质及地球物理过程在显生宙的旋回

性发展及它们之间的对比

变事件的综合
,

在地层剖面和古生物方面
,

盛金章等对浙江长兴剖面等作了详细研究
,

证实

了
“
在我国的二登系一三益系界线处有混生层

,

在早三登世最早期的混生层中仅有 8%的种

保存下来
,

即 92 写的种都绝减了
” .

殷鸿福等对华南晚二益世
、

早三叠世海相生物的统计表

明
, “

在二叠一三叠界线处有 95 %的种绝减
” 。

微体化石有孔虫经历了它发展历史中最大的

一次危机
,

经过这次生物的大量绝减
,

海相生物的各门类都有所减少
.

古生代海洋中以腕足

类
、

苔醉虫
、

有柄棘皮动物为主的生物组合消失了
,

回射珊瑚
、

床板珊湖
、

梭角石类
、

笔石
、

海

林擒
、

海蓄以及大部分腕足类在早三叠世一开始就完全绝减
,

在中生代之初代之以软体动

物
、

甲壳类为主的生物组合
.

三叠系的沉积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基础上开始各种堆积和沉

积的
,

现在表现为青藏高原三叠系周边呈现由六大深断裂构成的围沿 (据饶荣标等
,

198 7 )
,

在这些围沿的内侧分布着一种非常特征的
“

混杂堆积
” ,

然后才是广泛的复理石沉积和火山

一复理石沉积
,

在这种沉积中埋藏了大量金属元素铅
、

锌
、

铜
、

银
、

金等的硫化物
,

在三叠系的

最后阶段出现了海陆交替相的含煤碎屑岩沉积
。

印支运动在青藏高原反映了它的北部和东

部的隆升
,

沉积转为陆相
,

这和全球性的海平面变化曲线上三叠和侏罗纪的交界处出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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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沉积矿产分布等四种地质及地球物理过程在显生宙的旋回性发展及它们之间的对比

次的最低点是一致的
.

印支运动之后
,

海区局限在西藏中部和南部
,

并且侏罗纪开始
,

火山活

动逐步强化
,

在白圣纪至老第三纪以至新第三纪大约 l 亿年的时限内出现了又一次的巨大

火山喷发带
,

形成冈底斯
一

念青唐古拉岩带
,

这个岩带中现在测定的有用元素背景值比较低
,

顶示着某种脉状矿体将是找矿的主要方向
.

藏南所出现的自古生代至中
、

新生代的几乎是连

续的剖面
,

最后表明了到始新世海水全部从青藏高原退出
。

白圣纪和老第三纪之间所反映的

地内和地外灾变事件
,

在青藏高原的周边反映得特别明显
,

各种反映阿尔卑斯推筱现象的地

质体到处可见
.

在生物方面当然也必然反映恐龙的大量绝减
,

大量的海生无脊椎动物死亡
,

新生代的生物面貌与中生代相比有很大改变
.

另外两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趋势是第四纪的冰

期和第三纪以来陨击事件的增加
,

这是地球在宇宙空间变化的总趋势中最引人注意的两个

方面
,

青藏高原上第四纪冰期记录的完整已经给予了证实 (据钱方
、

浦庆余等 1 9 8 6 )
,

另外陈

荫祥也较早地指出过青藏高原上存在着极多的圆形构造
,

这是否是陨击事件的反映也是值

得注意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