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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藏达孜县附近的叶巴组主要为一套浅变质玄武岩 、英安岩 、酸性凝灰岩夹少量紫红色砂岩。 对叶巴组英安

岩的锆石 SH RIMP的 U-Pb测年,获得181.7±5.2Ma的年龄值, 可代表达孜地区叶巴组的年龄。地质年代学研究和

岩石组合特征显示,叶巴组应该分为上 、下两部分。达孜县附近的一套火山岩时代为早侏罗世;工布江达县 、桑日县

和墨竹工卡县之间的叶巴组为一套酸性火山岩夹碎屑岩 、碳酸盐岩 ,形成时代为中 、晚侏罗世。叶巴组火山岩可能

是班公湖-怒江特提斯洋向南的俯冲 、消减的产物。本次 SHRIMP 测试获得变质年龄值131.9±5.5Ma, 代表早白垩

世的变质事件,反映燕山期冈底斯带强烈的岩浆活动对早期地质记录的叠加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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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冈底斯岩浆弧的火山活动开始于早石炭世,而

晚侏罗世—古近系是冈底斯带火山-岩浆活动的强

盛时期[ 1, 2] 。分布在拉萨至达孜之间的叶巴组主要

为一套为火山岩(图 1) 。该套地层在建组地至今未

发现特征化石, 且与上 、下有化石依据的地层之间为

断层或不整合接触 。学者们对其年龄长期争论不

休。笔者对达孜县附近叶巴组的一件英安岩样品进

行了锆石 SHRIMP 定年,确定了它的形成年龄和变

质年龄,对于探讨冈底斯岩浆弧和特提斯构造演化

具有重要意义。

1　叶巴组的时代问题

关于叶巴组的时代, 有以下几种意见。

( 1)晚三叠世。叶巴组原称“叶巴群”,是西藏地

质局综合普查大队于1974年在达孜县叶巴沟创立

的, 分布范围为 E 91°10′— 92°、N29°30′—29°50′。

1∶100万拉萨幅地质调查( 1979)对叶巴组有初步论

述,它的顶部被上侏罗统多底沟群( J3 dd )灰岩不整

合覆盖,底部覆盖在中三叠统旦巴日孜组( T 2 d )之

上, 据此推测叶巴组的年龄为晚三叠世 。另外, 在拉

萨附近相当于该组下部的层位中采到珊瑚化石

Thecosmilia sp.,在墨竹工卡县甲马乡以南相当于

该组顶部的地层中曾采得水螅类化石,经鉴定属于

晚三叠世 —侏罗纪 。《西藏区域地质志》( 1989)采纳

了这些证据,将叶巴组置于晚三叠世 。中英联合考

察再次证实,叶巴组夹于有化石依据的却桑温泉组

( J2)和查曲浦群( T 1-2)之间, 推测其时代为晚三叠

世[ 3] 。

( 2)晚白垩世 。中法喜马拉雅考察队在叶巴沟

剖面也未发现化石,但认为上侏罗统多底沟组灰岩

推覆在叶巴组之上,而叶巴组又整合覆盖在下白垩

统柳梧组之上,所以推测其时代为晚白垩世[ 4] 。此

后的野外调查并未发现叶巴组覆盖在下白垩统之

上。

( 3)石炭 —二叠纪。中英考察队内部对这套火

山岩地层的时代存在很大争议 。有人在达孜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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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地质略图
[ 6]

Pt 2-3.念青唐古拉群;Pz1.下古生界;C1,C 2P1, P2, P3.上古生界,主要指原旁多群 、松多群 、洛巴堆组等;T1-2.下—中三叠统, 主要指查曲浦

组;J3K1.上侏罗—下白垩统,主要指原多底沟群;E1-2.古近系火山岩,主要指林子宗群。 1.达孜县附近的叶巴组, 以火山岩为主;2.工布江

达县 、墨竹工卡县南部的叶巴组,为酸性火山岩和沉积岩互层;3.冈底斯带花岗岩;4.样品位置

F ig.1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the study area ( after Pan Guitang et al., 2004)

Pt2-3=Nyainqentanglha G roup;Pz1=Lower Palaeozoic strata;C1, C2P1 , P 2 and P3=Upper Palaeozoic strata ( Poindo G roup,

Songduo Group and Luobadui Formation);T 1-2=Lower-Middlle T riassic strata ( Chaqupu Formation) ;J3K1=Upper Jurassic

-Low er Cretaceous strata ( formerly Duodig ou Group) ;E1-2=Paleogene volcanic rocks ( Linzizong G roup).1=Yeba Formation

around Dagze ( dominantly volcanic rocks) ;2=Yeba Fo rma tion in the south of Gongbogyamda and Mainzhokunggar ( interbeds of

acidic volcanic rocks and sedimentary rocks);3=granites in the Gangdise zone;4=sampling site

火山岩的泥质岩夹层中获得保存不佳的孢粉化石

Densosporites, Lycospora, ? Convolut ispora,

Dictyotriletes, ? K noxispori tes, 因此断定其时代为

晚石炭世或二叠纪
[ 5]
。但是利用孢粉化石确定时

代可信度有限。

( 4)白垩纪 。1∶20万拉萨幅地质调查( 1990)认

为叶巴组与四周相邻的沉积岩地层为过渡关系;叶

巴组的西部,即达孜与拉萨之间原先命名的旦巴日

孜组被重新命名为门中组( K1-2 m ) 。叶巴组火山

岩的全岩K-Ar法测年结果为 137.2Ma 、72.2Ma

( Ky
1
) , 93.6Ma 、62.3M a ( Ky

2
) , 69.2Ma ( Ky

3
) 。据

古生物和同位素年代学资料, 叶巴组被整体置于白

垩纪 。但是, K-Ar法测试结果容易受到后期蚀变 、

变质作用影响,也不能代表原岩结晶年龄。

( 5)中 、晚侏罗世 。1∶20万下巴淌(沃卡)幅地

质调查( 1994)将E92°—93°、N29°22′—29°52′之间的

一套大片酸性火山岩夹凝灰岩 、砂岩全部定为叶巴

组,并根据其中所夹双壳类和虫迹化石将其年龄定

为中 —晚侏罗世。苟金( 1994)详细介绍了桑日县白

堆乡和工布江达县加兴乡的两条实测剖面的岩石组

合和化石面貌[ 7] 。赵政璋等( 2001) 也采纳了这一

结论[ 8] 。但是,下巴淌(沃卡)幅所定义的叶巴组分

布范围并不是1974年首次命名的叶巴组的范围, 它

位于达孜县以东的工布江达县和墨竹工卡县以南和

桑日县以北地区。从岩石组合看, 下巴淌(沃卡)幅

白堆乡的的叶巴组剖面上 、中 、下三段均为火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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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建造,火山岩为英安岩 、流纹英安岩 、流纹岩和凝

灰岩, 仅下段第 5层为变安山岩[ 7] , 但被描述成“灰

白色”,似乎也需落实;加兴乡叶巴组剖面的中段为

安山岩 、安山质凝灰岩,但是沉积岩层中未见任何化

石,下段仍为英安岩。达孜一带的叶巴组主要为一

套火山岩, 下 、中段为安山岩 、玄武安山岩 、变玄武

岩,上段则以英安岩为主 。由此可见,下巴淌(沃卡)

幅内的叶巴组可能相当于达孜县叶巴组的上段或其

以上的层位 。从古生物组合看
[ 7]

,沃卡幅叶巴组中

含较多化石,优势种为 Pronoella ( Gythemon ) sp.,

Protocardia stricklandi 等。从化石组合看, 这套地

层属于中 、晚侏罗世 。2000年,在墨竹工卡县南部进

行的 1∶5万拉木 、巴洛 、普隆岗 、班禅牧场幅区调, 根

据岩性组合 、化石及区域对比, 将该区出露的火山-

沉积岩系也命名为叶巴组 。其中化石确定的年龄为

中侏罗世[ 9] 。

综上所述, 在其建组地的达孜县一带的叶巴组

与桑日县 、墨竹工卡县境内的叶巴组在火山岩的岩

性上存在差异。前者中下部为安山岩 、玄武岩,上部

为酸性岩;后者则以酸性岩为主。根据野外调查和

文献介绍,达孜县一带巨厚的火山岩建造向东 、西两

侧均减薄,火山喷发中心应在达孜一带,而桑日县和

工布江达县境内的叶巴组火山岩以甲马一带为中

心,向东西两侧火山岩减少[ 9] 。在叶巴组建组地的

达孜县一带,火山岩中沉积岩夹层很少, 未见化石,

其时代至今无法确定 。但从岩性看, 其形成时代可

能早于桑日县和工布江达县境内的叶巴组。

2　地质背景和样品描述

分布在达孜县一带的叶巴组大致呈长轴

NWW-SEE 向的菱形块体分布, 西起达孜县白定

村,东至墨竹工卡县与桑日县交界处, 东西长约

80km 。分布区中部南北最宽处约30km, 东 、西两端

尖灭(图 1) 。叶巴组地层整体呈轴向 NWW 的宽缓

背 、向斜展布。它的北部被多底沟组灰岩逆冲覆盖;

南部多被新生代的二长花岗岩侵入, 局部位于门中

组(或称为旦巴日孜组)之上。叶巴组厚度变化大,

中间厚,两端薄 。

在达孜县一带, 叶巴组主要为一套火山岩。1∶

20万拉萨幅根据K-Ar同位素年龄, 将其划分为上 、

中 、下三段,但三者界线不清或为断层接触,上 、下叠

置关系并不清楚 。在达孜大桥及其南部山沟中,叶

巴组整体为一套单斜地层, 向NNE陡倾,倾角大约

为 60°。据层间劈理和岩层的关系判断, 这是一套

倒转地层,岩石具一定程度的劈理化。该组中 、下部

为变玄武岩, 上部为英安岩和含角砾英安岩,顶部有

一层片理化大理岩。在达孜县白定村剖面中, 叶巴

组主要岩性为灰绿色变玄武岩,夹 4 ～ 6层紫红色熔

结凝灰岩等,说明叶巴组中段形成于海陆交互环境

中, 岩石组合似乎具有陆缘弧特征 。

叶巴组在拉萨河北岸的达孜大桥—林周 、南岸

的巴嘎雪村—色岗村一带广泛分布,岩石类型以灰

绿色变玄武岩 、变英安岩夹凝灰岩为主。岩石具不

同程度的片理化。片理化发育在断层或断裂附近,

片理化强带和弱带相间出现, 约70 ～ 100m重复一

次。片理与层理产状一致。层理不对称褶皱和层间

小褶皱均指示向南逆冲的运动特征。这些构造特征

反映冈底斯带喜马拉雅期的强烈挤压作用 。叶巴组

在达孜县以东至八嘎雪村一带,为大套的英安岩,具

显著的玻基斑状结构 、流纹构造, 具陆相火山岩特

征。上述特征可能表明,在达孜县一带,叶巴组火山

活动为海陆交互环境,局部地段露出水面。

英安岩样品 DZ-7位于巴嘎雪村 —色岗村之间

(图 1) 。它的下部是一套长石绿泥石石英片岩夹安

山质熔岩(具典型的玻基斑状结构和杏仁状构造) 。

英安岩层夹浅灰色酸性凝灰岩, 再往上主要为片理

化的酸性凝灰岩。英安岩呈浅灰绿色,斑状结构 、杏

仁状构造;斑晶为半自形斜长石和钾长石, 粒度1 ～

3mm,含量15%～ 20%, 长石均受到较强的绢云母

化 、碳酸盐化 。斜长石斑晶Np′∧ ( 010)面为11°, 为

更长石,牌号An27 。斑晶还有少量黑云母和石英颗

粒, 斑晶含量约15%。基质为微晶状的长英质集合

体,见黑色不透明的铁质矿物析出 。个别铁质矿物

集合体颗粒呈角闪石晶形假象, 说明原生岩石含角

闪石斑晶 。基质也见蚀变矿物碳酸盐和绢云母 。杏

仁体被碳酸盐和石英充填。

3　分析方法

锆石 SHRIMP 同位素年龄测试英安岩样品

DZ-7结晶差,除少量斑晶外, 大部分成分为微晶甚

至隐晶,分选锆石的难度大。笔者采用常规重力分

选和电磁分选方法, 从大约10kg样品中分离, 并在

双目镜下选纯,仅选出锆石11颗 。将锆石与标准锆

石( TEM , 417M a)用环氧树脂粘合在一起, 然后磨

至一半, 使锆石内部暴露,进行反射光 、透射光 、阴极

发光成像(图 2)和SHRIM P的U-Pb年代测定(阴极

发光成像分析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完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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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叶巴组上段英安岩锆石颗粒阴极发光图像

(圈内的数字为测试点号)

Fig.2　Photomicrograph of cathodoluminescence image of

zircon g rains from dacite in the upper member of the Yeba

Formation ( The numbers within the open circles indicate

spot numbers.)

　　SHRIM P 的 U-Pb年代测定是在中国地质科学

院北京离子探针中心的SHRIM PⅡ上完成的。分析

时采用跳峰扫描, 记录 Zr2O
+
、
204

Pb
+
、背景值 、

207
　Pb

+
、
208

Pb
+
、U
+
、Th

+
、ThO

+
和 UO

+
共 9 个离

子束峰值 。每 5次扫描记录一次平均值 。年龄计算

常数采用IUGS( 1997)推荐值,详细分析原理和流程

参考宋彪等( 2002)
[ 10]
、张旗等( 2003)

[ 11]
的文献 。9

个点的分析结果见表 1, U-Pb谐和图见图 3 、4。应

图 3　叶巴组上段英安岩 9 个测点的 Th-U 相关图

(圆圈内的数字代表测试点号, 圆点用于年龄计算的测

点,十字未用于计算年龄)

Fig.3　Th vs.U plot o f nine spots fo r zircon from dacite in

the upper member of the Yeba Formation ( The numbers

within the open circles indicate spot numbers.The solid cir-

cles denote the spots used for age calculation.The crosses

deno te the spots not used for age calculation.)

用实测 204　Pb校正普通铅, 测试数据误差均为1σ,
206
　Pb-

238
　U年龄的加权平均值误差为2σ。采用

206
　Pb-

238　U年龄加权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具有95%的置

信度 。

4　分析结果

叶巴组英安岩中选出锆石的粒径一般为100 ～

200μm , 其中6颗锆石色泽浅黄 , 透明 , 呈自形 —

表 1　叶巴组上段英安岩锆石 SHRIMP 测试结果

Table 1　SHRIMP U-Pb zircon age determinations of dacite in the upper member of the Yeba Formation

点号
206　Pbc

/ %

U

/ 10-6
T h

/ 10-6

232　Th/
238　U

206　Pb＊/

10-6

( 1)
206　Pb/

238　U( Ma)

( 2)
206　Pb/

238　U( Ma)

( 3)
206　Pb/

238　U( Ma)

( 1)
207　Pb/

206　Pb( Ma)

( 1)
207　Pb＊/ 235U

±%

( 3)
238　U/ 206Pb＊

±%

-1 1.99 132 135 1.05 3.32 182.3±5.6 176.7±5.5 178.4±7.0 1050±280 0.294　14 35.6　3.0

-2 3.28 274 520 1.96 6.65 173.7±5.0 172.3±4.9 177.2±8.0 458±220 0.211　10 35.9　2.9

-3 6.96 148 83 0.58 2.81 131.4±4.6 133.8±4.1 133.6±4.8 -780±1300 0.097　47 47.8　3.0

-4 7.67 90 81 0.94 2.54 193.6±7.6 191.5±6.2 192.8±8.2 567±60 0.248　35 32.9　3.1

-5 8.91 88 65 0.76 1.72 131.9±5.5 135.6±4.5 135.7±5.5 -1630±3100 0.074　91 47.0　3.2

-6 10.87 104 107 1.06 2.75 174.9±7.0 184.1±5.6 182.1±7.6 34.9　3.1

-7 2.92 246 389 1.63 6.43 187.7±5.2 188.4±5.2 193.3±7.4 45±170 0.191　7.7 32.85　2.8

-8 0.83 143 70 0.50 13.8 679±20 665±20 663±24 1202±98 1.229　5.9 9.23　3.1

-9 8.65 275 59 0.22 6.05 149.0±4.9 149.1±4.4 150.2±5.1 120±760 0.156　32 42.4　2.9

　　样品号:DZ-7;表内误差是 1σ;Pbc和 Pb＊分别表示普通铅和放射性成因铅;标准校正误差是 0.87%(未包括在上述误差之中, 但比较不同

颗粒的数值时需考虑) 。
( 1)以204Pb进行校正的普通铅;( 2)假定206Pb/ 238U-207Pb/ 235U 时代一致校正的普通铅;( 3)假定206Pb/ 238U-208Pb/232U 时代一致校正的普通

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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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形长柱状 、柱状, 两端复合四方双锥, 有些具有

良好的振荡环带结构 (图 2) , 长 、宽比介于2.5 ～

4.06之间,具有岩浆锆石的特点
[ 12]
。个别晶形良好

的长柱状锆石含有浑圆的混浊内核,内核颜色稍深 。

对英安岩样品 DZ-7的 6颗锆石进行了 9 个测

点的分析, 这些锆石 U 、Th 含量低, 分别为 ( 88 ～

275) ×10
-6
和( 59 ～ 520) ×10

-6
, Th/ U 比值较高;

普通铅含量高, 而放射性成因铅相对较低,导致测出

的年龄可能偏低(如 6号点) 。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 岩浆锆石的 Th/ U 比值

大于 0.5, 变质重结晶的锆石, Th/U 比值小于0.1 。

岩浆锆石的Th 、U 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13, 14] 。从

表 1中 9个测点的数据看出, Th/U 的比值介于0.22

和1.96之间,都大大超过0.1, Th 、U 之间具有正相

关关系,用于年龄计算的 5 个测点 Th 、U 之间的正

相关更加明显(图 3) , 表明这些锆石是岩浆锆石,计

算的年龄值代表岩石结晶的年龄。

9个有效测点大致分布在一致曲线上(图 4) , 其

中1 、2 、4 、7 、9 号测点的锆石结晶较好, 无内核 、裂

纹,得出的数据集中在173.7 ～ 193.3Ma之间,加权

平均为181.7±5.2M a(图 5) , 代表叶巴组英安岩形

成年龄的最佳测试分析值 。测点 3 、5 、9号得出较新

的数据131.4M a 、131.9Ma和149M a, 其中 5号点接

近锆石颗粒的浅色边缘, 测出的数据131.9Ma可能

代表早白垩世的变质事件 。8号点打在锆石的继承

性内核上, 679M a代表岩浆上升过程中捕获新元古

界基底锆石的年龄 。测点 5 、8位于同一颗锆石上,

测试结果表明基底锆石在早白垩世变质事件中得到

增生 。测点3 、9号的锆石是结晶良好且具环带的岩

图 4　9 个有效测点分布在一致曲线上

Fig.4 　Concordia plot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nine

spots

图 5　用于计算年龄值的 5个测点分布在一致曲线上

Fig.5　Conco rdia plo t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of five spots

used fo r ages calculation

浆锆石, 但有裂纹,可能导致铅丢失 、测试年龄偏低。

5　讨　论

分布在西藏冈底斯带东 、西部的上古生界诺错

组 、来姑组和拉嘎组存在大量火山岩夹层, 标志冈瓦

纳大陆北缘的裂解,并可能代表班公湖-怒江古特提

斯洋向南俯冲和消减闭合的火山岩响应[ 1] 。但冈

底斯带的火山-岩浆活动主要集中在130 ～ 40M a之

间, 即通常认为的燕山—喜马拉雅期[ 5、15 、16] 。近年

的新一轮区域地质调查发现, 冈底斯带存在明显的

印支期造山作用[ 17 ～ 20] 。主要证据有两条, 一是申

扎地区新发现的上三叠统多布日组呈角度不整合覆

于晚二叠世早期的木纠错组之上[ 18] ;二是冈底斯带

中部的南木林和东部的波密地区新发现有印支期花

岗岩,年龄分别为 217 M a(单颗锆石U-Pb法)和227-

195Ma( Rb-S r法) [ 19, 20] 。

本次研究结果说明, 达孜县附近的叶巴组火山

岩形成于早侏罗世;在墨竹工卡和沃卡之间的叶巴

组为一套酸性火山岩夹沉积岩,形成时代为中 、晚侏

罗世 。说明在冈底斯中 、东部侏罗纪时期存在较大

规模且连续的火山活动 。在达孜县一带, 这套火山

岩从野外产状和镜下特征看, 可能形成于海陆交互

环境 。因此冈底斯带从印支期到燕山期可能存在连

续的 、较大规模的陆缘弧岩浆侵入和火山活动。印

支期岩浆活动表现为沿冈底斯“弧背断隆带”展布的

多个花岗岩体和查曲浦组( T 3) 、嘎加组( T3 )火山岩

等等 。燕山期岩浆岩则是冈底斯岩浆弧的主体 。从

印支期到燕山期, 岩浆活动强度和范围均有所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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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上似乎是连续的。

叶巴组火山岩形成的动力来源有两种可能的解

释。第一,以印度河-雅鲁藏布江为主洋盆的特提斯

洋从三叠纪晚期开始消减, 经历了印支 、燕山 、喜马

拉雅期三阶段脉动式板块汇聚造山[ 20～ 23] , 叶巴组

火山岩是该特提斯洋在燕山早期俯冲 、消减形成的 。

第二,叶巴组火山岩是班公湖-怒江特提斯洋向南俯

冲 、消减形成的活动大陆边缘火山岩。该洋盆从晚

古生代早期即开始俯冲 、消减,石炭纪在冈瓦纳大陆

北缘形成裂谷和活动大陆边缘, 三叠纪—侏罗纪为

冈底斯陆缘弧演化阶段, 洋盆开始闭合,而雅鲁藏布

江洋仅是班公湖-怒江为主的古特提斯洋晚期形成

的弧后盆地[ 1、19 、24] 。笔者倾向于支持后一种解释 。

从蛇绿岩的形成时代看, 雅鲁藏布江洋确实是晚三

叠世开始拉开的,但俯冲作用形成的弧前增生带(日

喀则群)和大量的放射虫均属晚白垩世[ 25] 。因此,

雅鲁藏布江特提斯洋在晚白垩世发生俯冲并形成弧

火山岩证据较充分。

本次 SHRIMP 测得一颗年龄为 679±20 M a的

锆石, 说明叶巴组火山岩浆在上升途中捕获新元古

界基底岩石 。还有一种可能, 即叶巴组火山岩的原

岩为新元古界基底岩石,相当于念青唐古拉群 。这

种条件下,可能说明叶巴组火山岩是大洋闭合后, 地

壳增厚并重熔的产物,与班公湖-怒江为主的古特提

斯洋的演化模式吻合[ 1, 24] 。

本次 SHRIMP 测试获得早白垩世的变质年龄,

加之前人测得的数据( 1∶20万拉萨幅) , 说明冈底斯

带白垩纪大规模的岩浆活动使叶巴组火山岩产生变

质作用,可能与雅鲁藏布江洋的俯冲 、消减有关。

6　结　论

对西藏达孜县一带叶巴组英安岩的锆石

SHRIM P的 U-Pb 测年获得181.7±5.2Ma的年龄

值,可代表叶巴组火山岩的形成年龄。根据同位素

年龄 、岩石组合并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 7, 9, 14] , 认为

叶巴组应该分为上 、下两部分 。达孜县附近的一套

火山岩时代为早侏罗世, 属于叶巴组下部;在工布江

达县 、桑日县和墨竹工卡县之间的叶巴组上部为一

套酸性火山岩夹碎屑岩 、碳酸盐岩, 形成时代为中 、

晚侏罗世。两者在年龄 、岩石组合及形成环境上均

有区别。

冈底斯中 、东部印支 、燕山期可能存在较大规

模,且连续的火山活动和岩浆侵入,是冈底斯陆缘弧

形成的重要时期,其构造动力来源可能是班公湖-怒

江特提斯洋向南的消减 、俯冲作用 。

叶巴组火山岩中存在新元古代的继承锆石, 可

能来自念青唐古拉群的基底岩石 。白垩纪雅鲁藏布

江新特提斯洋向北的消减 、闭合在冈底斯南缘形成

巨大的陆缘弧岩浆岩带, 也使叶巴组火山岩受到较

强的变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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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topic geochronology of the volcanic rocks from the Yeba Formation in

the Gangdise zone, Xizang

GENG Quan-ru, PAN Gui-tang, WANG Li-quan, ZHU Di-cheng, LIAO Zhong-li
( Chengd u Insti 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Chengdu 610082, Sichuan, China)

Abstract:The Yeba Formation in the Dagze region, Xizang is built up of slightly metamorphosed basalt, daci te

and acidic tuf f intercalated wi th purplish red sandstone.The dacite gives a SHRIMP U-Pb zi rcon age of 181.7±

5.2 M a, w hich may represent the age of the Yeba Formation.The examination of geochronology and rock

associations suggests the subdivision of the Yeba Formation into tw o parts:upper and lower.The volcanic rocks

in the Dagze region may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y Jurassic.The acidic volcanic rocks intercalated w ith clastic

rocks and carbonate rocks f rom the Yeba Formation intermediate between Gongbogyamda, Sangri and

M aizhokunggar are Middle and Late Jurassic in age.The volcanic rocks in the Yeba Formation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products o riginated f rom southw ard sub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Tethyan Ocean in the

Bangong-Nujiang suture zone.The SHRIMP U-Pb zircon age of 131.9±5.5 M a for the metamorphic rocks

represents that of the metamo rphism event during the Early Cretaceous, w hich may largely be the expressions of

superimposition and rew orking of early geological records caused by intense magmatism in the Gangdise zone

during the Yanshanian.

Key words:Gangdise zone;Early Jurassic;Yeba Fo rmation;volcanic rock;age;Xiz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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