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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拉轨岗日构造带孔木韧性剪切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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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拉轨岗日构造带佩枯错新发现了一条韧性剪切带,至少存在 3 期变形。韧性剪切作用可能与应变能转化的

热能有关,应变能常沿断裂集中, 形成方解石脉;然后, 经由北往南的逆冲推覆, 形成(叠瓦状)逆冲推覆构造;最后,

由于山体重力势能的作用,伸展跨塌。该剪切带成为藏南拆离系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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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多学者研究了藏南地区的构造变形 、变形变

质和岩浆作用, 进而研究探讨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

碰撞造山和高原隆升的过程。在韧性剪切带的研究

方面, 主要集中在高喜马拉雅结晶基底和低喜马拉

雅[ 1 ～ 9] 。在拉轨岗日构造带, 研究程度较高的是康

马韧性剪切带。从获得的多期变质作用年龄( 36 ～

13Ma,花岗岩[ 1] )表明,康马韧性剪切带是多期变形

作用的结果 。但是, 在研究区尚无有关韧性剪切带

的报道。笔者等人在 1∶25万聂拉木县幅区域地质

调查时,在拉轨岗日构造带佩枯错新发现了一条韧

性剪切带 。

1　区域地质背景

拉轨岗日构造带的北边为冈底斯地块, 其间为

雅鲁藏布江深大断裂;它的南边为北喜马拉雅特提

斯沉积岩带,其间为定日-岗巴断裂。这 3个构造单

元总体上都呈北西西向带状展布(图 1) 。

拉轨岗日又称为藏南低分水岭, 位于特提斯喜

马拉雅的中段, 平行展布于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的

南侧和北喜马拉雅的北侧, 与高喜马拉雅隆起带之

间以岗巴-定日断裂分隔 。该构造带东西长约

200km 、宽约50km, 地势高, 地形起伏大, 平均海拔

高度约5000m, 最高峰海拔高度为6457m 。拉轨岗

日构造带出露的地层主要是上侏罗统维美组( J3w )

和白垩系甲不拉组( K1+2 j ) 。维美组是一套灰岩 、

砂泥岩夹灰岩 、泥灰岩和粉砂岩和泥岩互层的深海

沉积的复理石建造;甲不拉组为硅质岩 、含硅质泥

岩 、泥灰岩 、粉砂岩和泥岩互层, 并发育酸性火山沉

凝灰岩 、基性火山岩的一套深海沉积的复理石或类

复理建造,反映了白垩纪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

撞已开始,前陆盆地开始发育 。此外, 维美组普遍变

质成钙质板岩和片岩以及少量的千枚岩(也有例外,

如钟泵曲一处薄层状砂岩和页岩未曾变质, 层理十

分清晰) ,并有中新世中酸性岩基 、岩株和岩脉侵入

(图 1) 。

2　孔木韧性剪切带

至今为止,直接在该区拉轨岗日构造带进行的

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极少, 只有 1∶100万日喀则幅

和亚东幅区域地质调查和中尼公路沿线的零星路线

地质调查,因而对该区的地质认识近于空白。拉轨

岗日作为喜马拉雅造山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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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地质构造示意图

GDSZ.冈底斯地块;YLZ.雅鲁藏布江结合带;LGRZ.拉轨岗日带;DGF.定日-岗巴断裂;NHS.北喜马拉雅沉积岩带;STDZ.藏南拆离系

主拆离面;HHC.高喜马拉雅结晶岩带。 1.花岗岩体;2.孔木糜棱岩带;3.断裂;4.研究区位置

Fig.1　Geological-tectonic map of the study area

GDSZ=Gangdise block;YLZ =Yarlung Zangbo suture zone;LGRZ =Lhagoi Kangri zone;DGF =Ting ri-Gamba fault;

NHS=Northern Himalaya sedimentary rock zone;STDZ=major detachment surface of the South Tibet Detachment System;

HHC=High Himalaya cry stalline rock zone.1=g ranite mass;2=Kungmu mylonite zone;3=fault;4=study area

仅处于独特的构造位置, 而且具有特征的构造地貌

和结构型式,在定结一带表现为由一系列核部发育

花岗岩体的短轴状热弯隆组成的链状隆起带[ 10, 11] ,

向东与康马变质核杂岩相连
[ 1]

。过去认为是具有

挤压性质的叠加褶皱 。1∶25万定结幅区域地质调查

工作表明,拉轨岗日构造带多个短轴状“热弯隆”是

一系列具有伸展构造性质的变质核杂岩
[ 9]

。往西

在定日 、佩枯错一带,笔者在拉轨岗日构造带新发现

一条糜棱岩带 (图 1) , 其分布于佩枯错东花岗岩岩

体北维美组中, 走向近东西,宽达数百米 。这条糜棱

岩带反映了岩石的塑性变形, 是多期变形的产物 。

孔木剪切带地处拉轨岗日构造带, 发育于维美组中,

呈近东西向展布 。剪切带两侧岩性主要为灰色 、深

灰色灰岩 、泥质灰岩 、含泥质灰岩。

2.1　孔木剪切带的几何学特征

从野外调查的情况来看, 剪切带分布于佩枯错

岩体北侧, 往东可能经曲布桑岩体, 到克马岩体北

侧,再向东经各芝勒,东西向纵贯全区。在孔木村附

近,佩枯错岩体北部边界和它内部的片麻理与钙质

糜棱面理基本平行, 产状分别是:片麻理338°∠39°,

糜棱面理S ∧ C=340°∠30°;达嘎浦, 钙质糜棱岩宽

达数百米 。克马岩体北侧, 岩体与围岩的边界和钙

质糜棱面理大致平行;在钙质糜棱岩带,有方解石石

香肠等 A型线理发育(如亚纳波 、达嘎浦 、各芝勒) 。

从剪切带外未变形的岩石来看, 它可能是不均匀简

单剪切的产物,具有相互平行的两盘或边界 。

2.2 　糜棱岩特征

按单文琅 、宋鸿林( 1991)等提出的按基质和残

斑的糜棱岩分类
[ 12]

,从达嘎浦采集到的两块标本的

薄片镜下鉴定看, 岩石由基质和残斑组成, 应是钙质

糜棱岩,具典型的糜棱结构 、定向构造,方解石具有

重结晶结构, 其残斑具眼球状构造,石英变形纹不发

育, 波状消光 、变形条带发育;基质含量85%～ 90%,

主要是方解石( >75%) 、白云石( 8%) 、脉石英( 5%)

组成,残斑主要是方解石( 9%)呈眼球状 、透镜状, C

面面理产状:16°∠68°。而另一块标本镜下鉴定结

果是堇青石石墨二云母方解石片糜岩,具糜棱结构 、

片状构造;方解石 、堇青石 、白云母 、黑云母 、绿泥石

均已变形成条状 、丝状集合体;晶质石墨的细粒质点

不均匀沿线理分布, 黑云母 、白云母部分已绿泥石

化, 主要由方解石 ( 60%) 、石墨 ( 10%) 、黑云母

( 10 %) 、白云母( 8 %) 、堇青石( 6%)和绿泥石(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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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

2.3　糜棱岩岩石变形特征

糜棱岩的变形十分明显, 发育无根褶皱 、A 型褶

皱和 A型线理。无根褶皱可能是方解石脉与围岩

存在能干性的差异形成的,在递进剪切应变中,方解

石发生纵弯褶皱,有的被拉伸变薄,甚至石香肠化和

形成无根褶皱 (图 2, 图 3) 。无根褶皱轴面产状

15°∠42°,石香肠走向280°。显微镜下, 发育变形纹 、

对称碎斑 (图 4) 、不对称碎斑 (图 5) 和沙钟构造

(图 6) 。

2.4 　运动学动力学特征

在野外,很难根据钙质糜棱岩的 S-C组构来判

断它的形成时的运动学动力学环境,一方面与它的

岩石力学性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它变形强烈有关。

但是可以根据它内部的方解石条带的变形来判断它

的运动学动力学。

图 2　佩枯错东岩体北侧钙质糜棱岩带内方解石脉变形

素描

Fig .2　Sketch to show the defo rma tion of the calcite veins

developed in the calcareous my lonites in the nor thern part of

the eastern Paikuco mass

　图 3　孔木韧性剪切带中发育的方解石脉变形素描

Fig .3 　Sketch to show the deformation of the calcite

veins from the Kungmu ductile shear zone

图 4　钙质糜棱岩中的对称碎斑构造(地点:达嘎浦, 正

交偏光, 4×2.5)

Fig .4　Photomicrograph of symmetrical mor tar structures

in the calcareous my lonites from Dagapu ( cro ss- polarized

light, 4×2.5)

　图 5　花岗质初糜棱岩中的不对称碎斑构造(地点:达

嘎浦,正交偏光, 1×2.5)

Fig .5 　Pho tomicrog raph of asymmetrical mortar struc-

tures in the granitic mylonites from Dagapu ( cro ss-

polarized light,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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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显微沙钟构造(地点:达嘎浦, 正交偏光, 5×10)

Fig .6　Photomicrograph of hourglass structures in Dagapu

( cross-polarized light, 5×10)

　

7　孔木剪切带中的次生方解石脉变形(地点:各芝勒)

Fig .7 　Deformation of the secondary calcite v eins from

Gezhile in the Kungmu ductile shear zone

　　在达嘎浦, 显微沙钟构造(图 6)显示存在南北

向挤压,而残存的方解石不对称碎斑及 S 型挠曲显

示(图 3) ,糜棱岩经历了由南往北的伸展滑脱, C面

面理产状5°∠36°。在各芝勒,变形方解石脉显示由

南向北的滑脱(图 7) 。

2.5　形成时代

根据佩枯错东侧娄无单元 ( 43 .36 ～ 45.28Ma,

K-Ar法,中细粒似斑状二长花岗岩)和克马西北的

布扎单元( 45.48Ma, K-Ar法,片麻状中粗粒二云二

长花岗岩)的年龄,该糜棱岩带形成的年代应该在中

新世 。

2.6　变形期次

从孔木剪切带在佩枯错岩体北侧的方解石变形

来看(图 2) , 该方解石变形具有逆冲和滑脱的特征:

第 1期变形( D1)可能形成方解石脉(图 2 ～ 4) ;第 2

期变形( D2)显示由北往南逆冲, 伴随着方解石脉的

变形, 第 3期变形 ( D3)显示南北向伸展,是藏南拆

离系的组成部分 。在各芝勒, 形成的方解石脉(第 1

期)也明显具有逆冲和滑脱 2期变形(图 7) 。因此,

该剪切带明显经历了 3期变形 。

3　结　语

综上所述, 孔木剪切带无论从几何学特征 、岩石

学特征,还是从岩石变形特征和它的运动学特征来

看,它都是一个韧性变形带。

该剪切带明显经历了 3期变形:第 1期变形可

能与应变能在孔木剪切带附近集中有关, 形成方解

石脉, 这无论在露头尺度和显微尺度都可见到方解

石脉;第 2期变形显示由北往南逆冲, 伴随着方解石

脉的变形;第 3 期变形( D3 )显示南北向伸展, 是藏

南拆离系的组成部分。

此文是 1∶25万聂拉木县幅区域地质调查的集

体成果,在此对参加野外工作的全体同仁表示衷心

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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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formation of the Kungmu ductile shear zone in the Lhagoi Kangri

tectonic zone, Xiz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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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ex ists a ductile shear zone in the Paikuco region in the Lhagoi Kangri tectonic zone, where at

least three stages of deform ation are recognized, including Stage 1, w 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strain energy in the Kungmu ductile shear zone and associated w ith the formation of calci te veins and partial

melting;Stage 2, during w hich the overthrusting southw ards may result in the formation of imbricated

overthrust sheets, associated wi th the deformation of the calcite veins and magm atism, and Stage 3, during

w hich N -S-trending ex tension and collapse of the shear zone occurs as part of the South Tibet Detachment

System .

Key words:Lhagoi Kang ri;ductile shear zone ;Xiz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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