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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新一轮 1∶25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建议

罗建宁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82)

　　 收稿日期:2001-12-08

　　自2000年至今,中国地调局在青藏高原开展新

一轮的1∶25 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现提出一些建

议。

1　指导思想

( 1)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中的区域地质调查

工作, 是在国土资源部成立之后开展的一项重大跨

世纪的宏伟科技工程, 其内容和任务必须以国土资

源部的目标为前提, 即为国土资源部对全国的土地

资源 、矿产资源和海洋资源的规划 、管理 、保护及合

理利用提供基础性资料。

( 2)新一轮地质调查是在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 、进行经济转型的新形势下开展的,必须从计划经

济的模式中解脱出来, 更直接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和

市场需要,扩大服务领域和服务对象,向国家和社会

提供新成果。

( 3)新一轮地质调查工作是处在社会和知识经

济初见端倪的时期开展的,必须以新理论为指导, 以

高新技术为手段,以信息网络为传媒,在地调中创新

是成果的核心, 跨越是我们的目标,应以全新的面貌

展示于世界。

( 4)新一轮地质调查工作,是在我国几十年来地

质调查工作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此, 我们有

条件 、有必要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以当今社会发展

和国民经济建设急需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和重大实

际问题带动地调工作,使地调真正作为一种手段, 为

解决国民经济中重大课题服务,同时也为我国地球

科学攀登世界高峰服务。

( 5)在新一轮地调中,必须要有“超常规值效应”

和“震动效应”的思想,避免纯生产性的地调工作,这

就要求地调和科研紧密结合 。

( 6)新一轮地调应认真研究前人在该区所作的

地质资料,立足于创新, 立足于创立新的理论框架与

体系,突出青藏高原突变的原因 、机理及幅射效应。

( 7)新一轮区域地质调查应为实施国家西部大

开发战略提供全方位服务。

( 8)拓宽区域地质调查内容,开创地学为国民经

济建设服务的新领域 、新技术与新方法 。

2　特色与优势

(1) 青藏高原地区沉积岩覆盖面积达 70%以

上。自寒武纪到第四纪沉积了巨厚的海相 、海陆交

陆和陆相地层,其中以二叠纪冈瓦纳相和广泛分布

的海相三叠纪 、侏罗纪 、白垩纪与古新纪地层为特

色,是我国中新生代海相地层分布最广最集中的地

区。

( 2)青藏高原地区各时代地层发育齐全。特别

是喜马拉雅区发育从奥陶纪至第三纪始新世的连续

海相沉积,构成完整的剖面,沉积总厚可达 12500m 。

海相最高层位在全区为古新系始新统 。这种剖面为

世界罕见 。

( 3)青藏高原地区地层中含丰富的古生物化石,

古生物门类齐全, 具有冈瓦纳 、特提斯 、华夏 、西南 、

华北型及其一系列混生生物群与生物区系 。

( 4)青藏高原各时代地层沉积与沉积相类型齐

全。具有活动型 、稳定型和过渡型三种,形成颇有特

色的沉积建造与岩石组合伴随多阶段多时期火山喷

发与火山沉积 。①寒武纪 、志留纪 、侏罗纪与白垩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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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氧事件沉积,形成较厚的黑色岩系;②经历了新

元古代全球性冰川 、早二叠世瓦冈纳冰川与第四纪

冰川的作用影响;③各陆块或微板块均经历了多旋

回构造作用影响,以羌塘盆地为例, 存在有加里东 、

海西 、印支 、燕山和喜马拉雅运动,具有 9个区域性

不整合或平行不整合, 7个平行不整合,这些不整合

/平行不整合面为矿产资源聚集提供重要基础;④经

历了六次全球性海平面升隆的影响, 相应形成了丰

富多彩的沉积相的纵横间变化 。生成了繁多的沉积

岩类与沉积盆地 。 ⑤区内自泥盆系 、石炭系 、二叠

系 、三叠系 、侏罗系 、白垩系和第三系均发现有生物

礁(包括珊瑚礁 、厚壳蛤礁 、有孔虫礁 、海绵礁 、牡蛎

礁 、圆片虫与圆笠虫礁等) ;在二叠系 、三叠系 、侏罗

系 、白垩系与第三系中均发现含膏岩系与膏盐层, 一

些地区发育盐丘 。

(6)特殊地层与特殊岩类, 青藏高原区内泥盆

纪 、石炭纪 、三叠纪 、侏罗纪 、白垩纪和第三纪均发现

有较丰富的生物礁岩与滩岩(由生物碎屑灰岩 、介壳

灰岩 、砾屑灰岩 、鲕粒灰岩等) 。在晚二叠世 、晚三叠

世 、中晚侏罗世和第三纪地层内膏盐层发育, 在上三

叠统 、中上侏罗统和第三系中发育油页岩 。第四纪

与现代盐湖中的含盐层。

( 7)青藏高原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西部的大陆地

质特色,即造山带与稳定的陆块相间并存呈条块镶

嵌出现。中生代沉积盆地上叠在稳定陆块之上。区

内存在沉积地层型(施密斯型) 、构造地层型 、构造岩

石体型与构造混杂岩型(非施密斯型)四种地层类

型。

(8)青藏高原主体中北部尚保留侏罗纪—白垩

纪沉积盆地的原型, 羌塘盆地与措勤-比如盆地的

中 、西部位于内陆河湖体系内 。藏北盆地是位于世

界屋脊上的盆地 。

( 9)青藏高原地区经历两陆(劳亚大陆和冈瓦纳

大陆)一洋(特提斯洋)模式转变为三陆块群(劳亚 、

冈瓦纳 、泛华夏)两洋(特提斯洋和古亚洲洋)的特提

斯多弧盆系统多阶段洋陆转换演化模式, 形成多岛

弧造山模式。

3　问题与思考

( 1)青藏高原以往地层工作主要是以古生物化

石为地层划分依据, 以年代地层为标准对地层进行

划分与对比。其中绝大多数地层单位基本上是以传

统地层学的思想 、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建立起来的 。

这样往往把属于同一岩石地层单位的名目繁杂化,

在命名上出现不少混乱。经过地矿部组织的五年

“全国地层多重划分对比(清理) ”项目实施后, 取得

了重要的进展,但缺乏把新清理的地层划分与对比

成果反映在地质图上,亦未能较好地与国际通用的

地质图接轨。

90年代以来,国际上地层学又开始得到蓬勃发

展,进入了一个建立新知识体系和创立新地球观的

转折时期,一些发达国家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些开拓

性的前沿研究领域与有关的研究计划,随着测试方

法进步和综合地层学研究的深入, 新一代高分辨率

的地质年表与对比将得到发展。造山带地层与古生

物学 、生物活动与环境的影响 、未来生物学 、全球对

比与变化 、定量地层学 、微体 、超微体古生物学等将

得到进一步发展, 对促进本区的地层学工作也是非

常必要的 。

( 2)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地质构造与地壳结构最

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区内地跨由稳定到活动的各种

构造单元与构造样式。前人对区内的大地构造格架

与性质长期争论不休,如冈瓦纳大陆与欧亚大陆的

分界线? 扬子板块是否属特提斯构造域? 青藏高原

隆升和岩石圈地球动力学? 松潘-甘孜活动带是否

为弧后盆地或增生楔? 雅鲁藏布江 、怒江 、澜沧江 、

金沙江蛇绿岩混杂岩的性质 、形成与演化过程? 红

河-龙门山推覆带性质与演化? 青藏高原内部各层

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青藏高原表层动态变化规

律? 造山带与盆地 ?盆山转换? 中新生代盆地的形

成演化与热力学行为? 多弧盆系时空格架与演化?

等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区内的地质工作者。这些不

仅是基础理论问题,而且对区内的地质 、环境与矿产

预测,甚至地质图与构造图的图面表示也有影响 。

( 3)青藏高原是我国主要的火山岩分布区之一,

强烈的火山活动和广泛分布的火山岩为区内丰富的

有色金属矿产生成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岩石受

变质和蚀变的干扰,使火山岩定名与系列划分上出

现混乱,有关火山岩的原始资料不配套 、不规范, 难

以使用和交流 。一些地区的火山岩层位 、层序没有

理顺,对重要岩带的基本格局还有待深入研究。在

构造-岩浆-矿产关系上, 多限于外部现象的归纳, 缺

乏对岩浆成因演化与深部源区条件等内在联系的认

识。

( 4)区内为多造山带区,分布着巨大规模和多类

型的造山带,特别是俯冲碰撞造山带 、弧-陆和弧-弧

碰撞山带内的地层单元划分 、构造形式与表现方式

(如一些地表与地下构造性质转换的断裂 、地表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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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构造样式不同的褶皱等) 、造山带地质调查与地调

等问题,急待生产与科研联合攻关解决 。

(5)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岩浆岩分布区 。其

中花岗岩类分布广泛,类型齐全。岩浆活动主要受

构造控制, 除受大断裂与地球不同层圈的水平滑脱

层的热力学控制外, 还与所处的地壳或岩石圈的结

构 、物质组成 、厚度等密切相关 。区内岩浆活动以多

阶段 、多期次为特点, 特别是喜马拉雅期构造-岩浆

带活化及其与成矿关系 、蛇绿混杂岩带内岩浆活动

与岛弧的多阶段 、多期次岩浆活动的叠加及其岩石

类型特点与成矿关系等研究不够。

( 6)区内各省 、市 、州系统的矿产成矿规律 、预测

与区划已作过两轮工作, 但缺乏全区全貌的矿产分

布图,地质与矿产规律 、预测的总结有待深化 。特别

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总体战略指导下, 二十一世纪我

国国民经济建设新的原材料基地在西部, 青藏高原

是我国有色金属和贵金属矿产资源高度集中蕴藏的

地区 。为此,非常需要有一个切合本区实际情况的

总体规划与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的潜力预测 、

开发与环境保护方案 。

( 7)青藏高原是自然灾害包括水灾 、旱灾 、滑坡 、

泥石流 、冰冻 、雪灾 、冰雹 、地震 、大风 、沙漠化等重灾

区,给区内人民与国民经济建设带来深重的灾难 。

虽然这些灾害的成因是多因素的,但均与地质环境

有一定的成生联系, 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在逐步加

深,如长江流域持续的特大洪灾揭示了两个不容争

辨的事实:①人类对自然无序的过分索取,最终将导

致自然对人类的惩罚;②生态与地质环境是一个完

整的体系, 上游环境的破坏是导致全流域灾难的重

要因素。因此, 查明区内的地质环境,可为自然灾害

的防治提出方案 。但是, 有关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

研究与资料共享的情况很少, 因此, 提供公益性 、基

础性和超前性的工作成果非常必要 。

( 8)近 10多年来,随着地质科学技术的发展,在

基础地质 、成矿规律 、找矿方法 、勘查技术 、实验测

试 、选冶技术 、矿产开发利用 、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 、

环境地质 、国土资源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

展。但在青藏高原区内发展是不平衡的, 非常需要

把青藏高原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以地学为基础,以

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 综合运用地质 、遥感 、地球物

理 、地球化学等方法,加强各专业之间的横向联合与

开发重要经济区 、重要工农业开发区和重大工程建

设区的新一轮大地调工作紧密配合,编制出新一代

的与国际接轨的又能扩大服务领域的系列图件 。

( 9)青藏高原地区形成 、演化 、增长 、突变的规律

和模式及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青藏高原隆升怎样

影响陆地环境 、生态系统与河 、湖沉积体系 。

( 10)青藏高原过去发生过什么重大气候环境与

生态变化 ?原因何在。

( 11)青藏高原内部的空间特征, 地球变化类型

的相互作用。

( 12)利用冰心 、黄土沉积 、湖泊沉积 、孢粉 、树木

年轮 、同位素和历史文献等重建青藏高原 100万年 、

1万年及 300万年以来的环境要素演化序列, 建立

历史时期气候序列 、土地利用 、气候变化与重大历史

事件等。

(13)青藏高原隆升过程与可持继发展适应研

究。

( 14)青藏高原深部结构与动力学, 壳-幔系统各

层圈相互作用对地壳内乃至上地壳 、地表的影响 。

( 15)青藏高原河流-湖泊体系的形成 、演化与生

态特征。

( 16)冈瓦纳北部被动大陆边缘奥陶纪至第三纪

高频层序地层与全球海平面变化的对比。

( 17)冈瓦纳北部被动大陆边缘磁性年代表 、层

序地层与事件地层 。

( 18)青藏高原特提斯多弧盆体系与时空演化。

( 19)青藏高原侏罗纪至第四纪以来的沉积盆地

演化 ?第四纪以来河-湖沉积特征及其演化。

( 20)青藏高原 100万年 、10万年与 1万年以来

的沉积环境与演变及其对生态 、气候的影响 。

( 21)青藏高原隆升过程中的沉积响应(包括高

原周边与高原内部) 。

( 22)青藏高原地区岩相与古地理 。

( 23)青藏高原形成与演化过程中的突变事件及

其对周边的影响。

( 24)青藏高原地球物理场与地壳结构 。

( 25)青藏高原陆内岩浆活动时空转化与大陆动

力学的关系。

( 26)青藏高原造山运动与造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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