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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提斯地质的研究涉及到全球构造、地壳和岩石圈演化、洋陆变迁等重大地质学理论问

题，因此特提斯演化是一个长期被关注的科学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三江”

地区特提斯演化阶段存在多个陆壳地块与洋盆相间排列的多岛洋构造古地理格局，从洋盆扩

张到俯冲汇聚碰撞造山，经历了从特提斯大洋岩石圈向大陆岩石圈转换及其大陆边缘多岛弧

盆系构造演化，形成了现今定位的甘孜理塘、金沙江哀牢山、澜沧江、昌宁孟连 ４ 条最主要的

弧陆碰撞带及其间的中咱中甸地块、昌都思茅地块、保山地块等微陆块，呈反 Ｓ 型扭转的大

地构造格局。传统观点认为昌宁孟连结合带代表的是泥盆纪—三叠纪的古特提斯洋消亡的

残迹，近年来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西南三江有色金属资源基地调查》项

目在滇西南汀河及牛井山地区新发现出露完整的早古生代蛇绿混杂岩带，代表了原特提斯洋

的记录。随之而来的关键科学问题是：原特提斯洋与古特提斯洋是什么关系？原特提斯洋俯

冲消减历史是怎样的过程？俯冲增生碰撞的物质记录在哪里？扬子陆块基底演化过程与特

提斯演化过程相应的成矿地质背景？项目围绕这些关键科学问题开展了详细的地质调查工

作，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取得了系列新发现和新认识，为三江特提斯的构造岩浆演化提供了

新的证据。

特提斯地质研究历来是《沉积与特提斯地质》的重点办刊方向之一。“西南三江特提斯地

质研究专辑”由中国地质调查局青藏高原地质研究中心和《沉积与特提斯地质》编辑部共同约

稿，收录了该地区特提斯地质研究的最新成果。本专辑共收录 １３ 篇文章，包括三江构造地层

区划、特提斯构造演化、成矿地质背景与找矿方向、物探技术与遥感信息应用等内容。

尹福光等突破了“传统地层学”概念，按“构造地层学”的概念合理建立了西南三江地层格

架，划分出欧亚大陆板块的北羌塘三江地层大区、特提斯大洋板块的班公湖怒江孟连构造

地层大区和冈瓦纳大陆板块的冈底斯腾冲地层区，为三江造山带的构造地层区划提供了指

导。任飞等以大地构造研究为主导，运用洋板块地质理论，初步梳理了三江地区洋板块地层系

统的分布及其构造演化规律，阐述了三江地区经历原古特提斯大洋连续演化、分阶段拼贴增

生至最终俯冲消亡的地质演化历程。这些资料对认识三江地区的构造地层格架有重要意义，

并为建立洋板块地质理论奠定了基础。

王冬兵等在昌宁孟连结合带牛井山地区识别出约 ２７２Ｍａ 的 ＮＭＯＲＢ 型斜长角闪岩，证

实昌宁孟连洋在早二叠世时存在洋壳，结合最近发现的早古生代洋壳信息，指示昌宁孟连带



是一个连续演化的原古特提斯洋。刘军平等在临沧北部沙乐花岗岩中获得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年龄为 ２４６． ４ ～ ２４５． ７ Ｍａ，地球化学数据指示早三叠世岩浆作用形成于缅泰马陆块与思

茅地块碰撞造山过程的初始阶段，同时表明昌宁孟连洋关闭最早时限可能为早三叠世。张雪

峰等在滇西北金沙江蛇绿混杂岩带中贝吾地区识别出前弧玄武岩（ＦＡＢ），认为形成于初始俯

冲的洋内弧环境，为恢复金沙江洋盆系统提供了资料。曾强等获得木里地区杨房沟黑云母石

英闪长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锆石 ＵＰｂ年龄值为 ２１０Ｍａ，认为其形成于火山弧构造环境，可能为甘孜

理塘洋俯冲过程中板片回撤形成的岩浆作用。罗亮等在保山地块的下二叠统丁家寨组发现碳

同位素异常，认为 δ１３Ｃ负偏移可能与冰期低水位期沉积和成岩过程中近地表的暴露有关，可

能是晚二叠世卧牛寺玄武岩的大面积喷发引起的效应，进而指示保山地块所在的滇缅马地块

属于冈瓦纳大陆的一部分。这些新资料对认识和恢复原古特提斯洋壳扩张、俯冲消减、弧陆

或陆陆碰撞过程以及陆块的裂解过程等具有重要意义。

杨剑波等从地层、构造、岩浆岩、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特征及遥感影像特征等方面对羊拉铜

矿及其南部通吉格虽丁加仁地区铜矿床（点）成矿地质特征进行对比，认为通吉格虽丁加仁

地区铜矿是羊拉铜矿体的南延，依据成矿模式和地质事实进行了找矿预测，提出了格日通吉

格找矿靶区及虽丁加仁找矿靶区。王平等系统总结了丽江东部地区黑泥哨组（Ｐ３ｈ）的铜矿化

规律，认为主要控矿因素为二叠纪晚期古地理环境、火山活动、成矿前构造及喜山期岩浆活动。

武文辉等详细地对川西甲基卡穹隆的地质特征、构造变形等进行了描述，认为甲基卡穹隆岩浆

底辟前先后经历了南北向及东西向的挤压，成穹后再一次经历南北和东西向挤压的两期构造

运动，属于构造与岩浆作用的共同产物，这为深入认识甲基卡锂矿的成矿地质背景提供了新资

料。秦宇龙等在川西北丘洛地区发现科马提质岩，研究了具鬣刺结构的科马提岩系列岩石及

其与矿产的关系。这些新认识或新进展对今后的找矿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吴文贤等通过在云南保山西邑大型隐伏铅锌矿床开展时间域大功率激电找矿工作实践，

阐明了季节因素对覆盖层接地电阻的影响，进而影响激电找矿效果，由此提出了合理部署激电

勘查工作时间的建议。高慧等鉴于西南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地表覆盖严重、遥感蚀变异常提取

困难等问题，以云南酒房地区为例，提出了更加实际的遥感蚀变异常提取方法，认为去除干扰

信息、有效的滤波手段、结合地质背景和化探异常综合分析等是遥感蚀变异常提取的有效手

段。这些认识对如何应用物探手段、遥感技术手段等来提高找矿效果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在各位作者和审稿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本专辑才得以顺利完成，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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