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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吉隆—萨嘎地区侏罗系陆热组和唯美组普遍经历了两期变形:早期主要表现为中—深层次的顺层剪切作用和

同斜褶皱,晚期主要表现为中层次的褶皱-逆冲作用。两期变形分别代表了特提斯洋由南向北的俯冲作用以及印度-

欧亚板块碰撞造山作用,其变形样式和组合方式记录了板块俯冲-碰撞造山的历史和过程。其中,早期变形使得地层

发生重复,是导致该区侏罗系地层厚度大且难以与江孜 、羊卓雍错地区对比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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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提斯喜马拉雅带广泛出露前寒武系变质基底

岩系和古生代—中生代的被动陆缘沉积盖层, 前人

对该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地层和沉积方面
[ 1 ～ 4]

,而

对其变形的研究多集中于拉轨岗日-康马变质穹

窿
[ 5 ～ 9]

,而对中生代地层的变形特点及其构造意义

的研究则很少。许志琴等认为侏罗 —白垩纪地层的

变形以轴向东西 、宽缓的同心弯滑褶皱为特征
[ 10]
。

笔者对萨嘎地区中生代地层变形特征研究发现,该

区侏罗系地层经历了两期不同方式的变形, 其中早

期剪切褶皱变形为本次新识别的变形样式。本文对

吉隆 —萨嘎地区特提斯喜马拉雅北亚带侏罗系两期

变形特点进行了分析 。

1　区域地质概况

西藏喜马拉雅造山带由南向北划分为高喜马拉

雅结晶岩带 、特提斯喜马拉雅带 、雅鲁藏布江缝合

带 、弧前盆地和冈底斯弧 5 个构造分区
[ 11]
。其中,

中生代特提斯喜马拉雅属于印度板块北部被动大陆

边缘
[ 12]

,以现今岗巴-定日逆冲断裂为界, 可将特提

斯喜马拉雅分为南亚带和北亚带
[ 13,14]

。特提斯喜马

拉雅北亚带北以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为邻,南以定日-

岗巴断裂为界
[ 15]

,沉积环境上属于印度次大陆北部

被动大陆边缘陆棚带
[ 16]
。

吉隆和萨嘎地区位于特提斯喜玛拉雅北亚带

(图 1) ,主要出露侏罗系日当组 、陆热组和维美组以

及白垩系甲不拉组和宗卓组 。据新的1∶25万区调资

料, 日当组厚度为858.4m, 为大陆斜坡环境碎屑岩

沉积;陆热组为浅海外陆棚相碳酸盐岩和细碎屑岩

沉积, 局部轻微变质, 厚度3827m;维美组出露厚度

1934.6m,属于斜坡砂质碎屑流相
[ 17]
细碎屑岩—碳

酸盐岩沉积;甲不拉组主要为砂岩和页岩, 厚度为

2104.2m,属于大陆斜坡环境;宗卓组系一套石英砂

岩夹页岩,为陆棚-下斜坡环境, 厚度大于4610m 。

2　构造变形特征

吉隆 —萨嘎地区由于其特殊的构造位置, 中新

生代以来受特提斯闭合和碰撞造山作用的影响, 经

历了较为强烈的变形。本次通过对侏罗系陆热组和



图 1　藏南吉隆 —萨嘎地区地质简图 (据石家庄经济学

院, 2002 修改)

1.白垩系复理石带;2.宗卓组;3.甲不拉组;4.维美组;5.陆热

组;6.日当组;7.门卡墩组;8.拉弄拉组;9.二叠系构造岩片;10.

蛇绿岩带;11.增生楔;12.花岗岩;13.不整合界线;14.逆冲断层

(下同)

Fig.1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the Gyirong-Sagya region,

southern Xizang

1=Cretaceous flysch;2 =Zongzhuo Formation;3 =Jiabula

Formation;4=Weimei Formation;5=Lure Formation;6 =

Ridang Formation;7 =Menkadun Formation;8 =Lanongla

Formation;9 = Permian tectonic sliver;10 = ophiolite;

11=accretionary wedge;12 = granite;13=unconformity;

14=thrust

维美组变形地层构造分析发现其主要经历了两期变

形。

2.1　早期变形

早期变形是本次调查中新厘定出的变形, 在陆

热组和维美组中均有发育, 主要表现为中 —深层次

的韧性剪切作用和紧闭同斜褶皱 。韧性剪切带一般

平行于原始层理面 ( S0 ) , 剪切带走向主体 NWW —

SE,产状一般340°～ 10°∠10°～ 30°, 与区域岩石层理

及片理产状一致。剪切带一般表现为密集片理化

带, 带宽一般在数米至数十米之间,带内发育不对称

剪切褶皱 、拉伸线理等运动学标志,并显示出自北向

南的逆冲剪切运动方向 。另外在侏罗系中发现了大

量紧闭同斜褶皱。这些褶皱形态为紧闭同斜-不对

称紧闭状,两翼产状近于平行,在转折端增厚, 褶皱

枢纽近东西向, 倾伏角一般小于20°, 褶皱轴面与地

层原始层理面平行,在空间展布上该期剪切变形存

在一定关系,即靠近剪切带和剪切带内褶皱变形尤

为发育,褶皱和剪切带变形样式和空间发育关系表

明二者属同期变形。本期剪切变形尽管规模不大,

但在变形地层中普遍发育,具有区域性特点,如陆热

组和维美组中均有发育, 在强帮附近陆热组内发育

多条早期剪切断层,同时尽管早期剪切带倾角较小,

但其产状由于受后期构造变形改造, 变化较大

(图 2) 。

2.2　晚期变形

晚期变形为近南北向挤压应力场作用下产生的

直立开阔褶皱与逆冲断层, 褶皱变形面为层理面

( S0 ) 与早期变形产生的剪切面理以及轴面劈理

( S1 ) 。单个褶皱两翼产状相对较为平缓, 倾角一般

图 2　吉隆—萨嘎地区普拉-勒蒙巴两期变形构造剖面图

1.灰岩;2.页岩;3.粉砂岩;4.砂岩;5.冈底斯花岗岩;6.逆冲断层;7.早期变形区;A.S-C组构;B.晚期变形;C, D.不对称剪切褶皱

Fig.2　Section showing the deformational structures from Pula to Lemengba in the Gyirong-Sagya region

1=limestone;2=shale;3=siltstone;4=sandstone;5=Gangdise granite;6=thrust;7=early deformation.A=S-C fabrics;B=late

deformation;C to D=asymmetric shear 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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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50°, 轴面近于直立, 枢纽倾伏角一般10°～ 20°,

同时该期褶皱共轴叠加于早期褶皱之上, 构成较为

复杂的叠加构造样式(图 3) 。该期褶皱沿轴向延伸

较远,规模相对较大,并常构成复式褶皱 。考虑到早

期变形使得地层发生重复, 晚期变形产生的褶皱和

复式褶皱按严格意义应属背形和向形。但从区域地

层分布来看,尽管早期变形使得地层重复,但主要发

育于地层各单元内部, 不同地层单元之间层序总体

尚未发生大的重复叠置, 即“局部无序, 总体有序”,

因此在此仍用复背斜和复向斜概念, 如依桑日复背

斜。该期变形产生的逆冲断层以脆韧性变形为特

点,断层规模较大, 断层带宽度一般数百米, 延伸一

般数十公里,断层倾角40°～ 60°,并常构成不同构造

单元的边界, 如普拉断裂 、勒蒙巴断裂(图 2) , 这些

逆冲断裂与同期褶皱构造构成褶皱-冲断构造, 并成

为现今主要构造样式 。

图 3　萨嘎强帮地区晚期变形与早期变形叠加

Fig.3　Superimposition of the late deformation onto the early

deformation in the Qiangbang region, Sagya

2.3　两期剪切变形异同

研究区侏罗系普遍发育早晚两期不同的逆冲剪

切变形 。两期剪切变形既有一定的共同点, 但是也

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共同点是空间上两期剪切带均

近东西向展布, 剪切带内不对称剪切褶皱 、S-C 构

造 、拉伸线理等运动学标志总体表现出自北而南逆

冲的运动学特征;不同之处表现在宏观产状上,早期

剪切变形主要顺层(片)产出, 剪切带平行于区域片

理,且规模较小, 一般宽数米—数十米;而晚期剪切

变形, 规模大 、延伸远, 区域上表现为不同地层单元

和构造单元之间的构造边界, 如陆热组与维美组间

构造边界(图 2) ;同时褶皱变形规模较大,对早期变

形有叠加改造现象 (图 3) , 因此晚期变形奠定了现

今基本构造格局 。

3　意义与讨论

造山带内不同期次和样式的构造变形与造山带

构造演化密切相关, 这一点已被 Quguis ( 1978) 、

Shackleton 和 Ries( 1984)及 Partick( 1988)的研究所证

明
[ 18]
。晚期褶皱-逆冲作用规模较大, 逆冲断层常

构成特提斯喜马拉雅北亚带不同构造单元间的边

界, 并构成现今的构造格架, 其变形样式与现今整个

特提斯喜马拉雅北亚带主导变形样式一致 。本文用

ESR对依桑日逆冲断层内变形石英脉的年龄值进行

了测定, 其年龄值为60.1±6.0Ma～ 63.9±6.4Ma, 这

与印度-欧亚板块碰撞的时代一致
[ 19 ～ 22]

, 因此认为

晚期变形可能与印度-欧亚板块碰撞作用相关 。结

合早期顺层(片)剪切变形和同期紧闭-同斜褶皱以

及运动学标志反映出的向南逆冲剪切运动方向, 以

及与晚期变形的叠加关系, 同时根据区域构造演化

特点,认为早期变形可能代表了特提斯洋壳由南向

北俯冲作用。

在新的 1∶25万区调资料中,陆热组和维美组的

地层厚度都与经典剖面的地层厚度难以对比。如前

所述, 该区陆热组厚度 3827m 、维美组出露厚度

1934.6m;而在羊卓雍错一带, 吴一民( 1979)最初定

义的三叠系陆热组厚度和后来王乃文
[ 23]
认为的下

侏罗统陆热组的厚度都为 180m;在江孜一带经典的

床得剖面维美组厚度约169m
[ 24]
。根据变形特点认

为,研究区陆热组和维美组中普遍发育的早期顺层

剪切变形和紧闭同斜褶皱,导致了地层厚度的增大,

并难于与江孜 、羊卓雍错地区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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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of two-phases of deformation in the Gyirong-Sagya zone,

southern Xizang during the Jurassic and its geological implications

WANG Li-cheng, LI Ya-lin, WANG Cheng-shan

(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Ressources ,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The Jurassic Lure and Weimei Formations in the Gyirong-Sagya zone, southern Xizang went through two-

phases of deformation during the Jurassic, including the intermediate to deep bedding shearing and homoclinal folding in

the early phase and intermediate depth folding and thrusting in the late phase.The two-phases of deformation have mir-

rored the subduction of the TethyanOcean from south to north and India-Eurasian plate collision and mountain building,

respectively.The deformational styles and package patterns have recorded the history and processes of plate subduction,

collision and mountain building.The early deformation resulted in the stratigraphic repetition.This is why the Jurassic

strata are so tremendous in thickness that they can hardly correlate with those in the Gyangze and Yamzho Yumco areas in

Xizang.

Key words:Gyirong;Sagya;Jurassic;shear and deformation;southern Xiz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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