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藏高原具有复杂而独特的巨厚地壳和岩石圈

结构，是一个由北部劳亚大陆、泛华夏陆块西缘和南

部冈瓦纳大陆北缘不断弧后扩张、裂离，又互相对

接、镶嵌构成的复杂地区，经历了漫长的构造变动历

史，特别是古生代以来的多岛弧盆系的形成演化，最

终由!"多条规模不等的弧#弧、弧#陆碰撞结合带和

其间的岛弧或陆块拼贴而成。由于后期印度板块向

北强烈顶撞，在其左右犄角处分别形成帕米尔和横

断山构造结及相应的弧形弯折，在东西两端改变了

原来东西向展布的构造面貌，加之华北和扬子刚性

陆块的阻抗和陆内俯冲对原有构造，特别是深部地

幔构造的改造，造成了青藏高原独特的构造、地貌景

观，形成了统一的深部幔拗和地表的隆升。

$ 构造单元划分的思路和基本原则

在原有板块构造的理论框架中，全球构造格架

和洲际板块边界是清晰的，但在区域地质调查、中

比例尺地质填图、编图中，板块边界和构造单元划

分是板块构造精细结构研究的关键问题。它既是板

内构造研究的理论问题，也是区域地质研究急待解

决的实际问题。自$%&’年以来，先后有许多学者对本

区大地构造单元作过划分和研究［$()’］，但如何应用板

块构造观点来划分大地构造单元，还有许多值得探

讨之处，关键在于确立构造单元划分准则。

全球岩石圈构造演化分为大陆岩石圈和大洋岩

石圈两种构造演化体制。这两种构造演化体制既有

平行发展、相互影响、互有联系的一面，又有通过大

陆岩石圈拉伸裂离和大洋岩石圈俯冲消减实现两种

机制互相转换的一面。我们认为，从地球表面出现海

（洋）陆分异或岩石圈进入板块构造演化阶段之后，

全球岩石圈构造演化开始进入这两种构造体制演化

和相互转换的发展阶段，多岛弧盆系的形成演化就

是大洋岩石圈构造体制向大陆岩石圈构造体制转换

的标志。这两种构造体制在演化过程中都形成一些

动力学上互相联系的构造单元，但大洋岩石圈构造

体制演化中形成的一些构造单元大多已消失，仅有

部分印记残存在弧盆系和碰撞结合带中，而大陆岩

石圈构造体制演化形成的一些构造单元保存较好。

这些保存较好的和从印记中反映出来的构造单元信

息，正是我们划分大地构造单元的基础。

青藏高原及邻区大地构造单元初步划分

潘桂棠 李兴振 王立全 丁 俊 陈智粱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四川 成都 *$""+!）

摘要：青藏高原及邻区大地构造单元的划分是当前该地区板块构造精细结构研究的关键，也是板内构造研究的基础

理论问题。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结合青藏高原及邻区新一轮$,!’万区域地质调查成果，基于多岛弧盆系的形成

是大洋向大陆岩石圈构造体制演化转换的标志这一认识，将弧#弧、弧#陆及陆#陆碰撞结合带和夹持于其间的陆

块、岩浆弧划分为一级单元，构成青藏高原及邻区构造单元的基本骨架；以南昆仑俯冲碰撞结合带和班公湖#丁青#
碧土#昌宁#孟连结合带为界，划分出：泛华夏大陆早古生带秦祁昆构造区、泛华夏大陆晚古生代—三叠纪羌塘#三

江构造区及冈瓦纳北缘晚古生代—中生代冈瓦纳#喜马拉雅构造区。这样的厘定不仅对青藏高原及邻区的地质科学

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青藏高原空白区区域地质调查和成矿地质条件分析等也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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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采取时空结构系统性、层次性、相关

性的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原则，由大洋和大陆岩石圈

两种构造体制演化及通过大洋岩石圈俯冲消减和

大陆岩石圈拉伸裂离两种机制实现二者互相转换

中形成的构造单元体一并划出，首先把板块结合带

和夹持于其间的陆块或岩浆弧作为一级构造单元，

划分出本区构造单元的基本骨架；然后依次划出次

级构造单元；之后再根据原、古、中特提斯洋闭合造

山后形成的构造不整合界面的空间分布范围，划分

出相应的原、古、中特提斯三大构造域。在大洋构造

体制中划分出板块结合带、洋内岛弧带或弧地体等

不同级别的构造单元；在大陆构造体制中划出陆

块、地块、被动边缘褶冲带、断隆带、陆缘弧、近陆岛

弧、弧后盆地、前陆和后陆拗陷带或盆地、走滑拉分

盆地、拉伸盆地或裂谷盆地、推覆带等。

! 大地构造格局

青 藏 高 原 内 班 公 湖#怒 江 结 合 带 经 嘉 玉 桥 东

侧、扎玉、碧土#梅里雪山西坡，向南与昌宁#孟连结

合带相接，构成特提斯大洋盆地最终闭合消亡的主

缝合线，实际上表现为冈瓦纳大陆与泛华夏大陆的

对接带［$%］。青藏高原的大地构造格局以南昆仑俯冲

碰撞结合带和班公湖#丁青#碧土#昌宁#孟连结合

带为界，自北东向南西划分为三大构造区（图&）。

泛华夏大陆早古生代秦祁昆构造区：早古生代

昆仑山以北奥陶纪多岛弧#盆系统的形成受原特提

斯洋和古亚洲洋的双重制约，与东南亚多岛弧盆系

受控于印度洋和太平洋双向俯冲相类似。早古生代

泛华夏大陆西部边缘存在近东西向的昆仑前锋弧，

在其北侧，塔里木、柴达木、祁漫塔格、阿尔金、祁连

山、拉脊山等地经历了早古生代多岛弧、弧后海底

扩张与弧后盆地萎缩、俯冲消亡和弧#弧碰撞、弧#
陆碰撞的演化历史。碰撞之后该区的大部分地区于

泥盆纪已转化为陆地，成为泛华夏大陆群华北陆块

西南缘的一部分；在石炭—二叠纪碰撞后的地壳伸

展背景下又形成了裂陷或裂谷盆地。

泛华夏大陆晚古生代—三叠纪羌塘#三江构造

区：从昆仑前锋弧和康滇陆缘弧以“日本群岛裂离

型”裂离出唐古拉#他念他翁残余弧，构成泛华夏大

陆西南缘的晚古生代前锋弧。夹持于该前锋弧与早

古生代昆仑前锋弧之间的羌塘、澜沧江、昌都、兰

坪、金沙江、中咱、义敦、甘孜#理塘等地的广大区域

记录了晚古生代—中生代弧后扩张、多岛弧盆系发

育、弧#弧碰撞、弧#陆碰撞的地质演化历史。碰撞之

后该区的大部分地区于晚三叠世转化为陆地，并形

成碰撞后地壳伸展背景下的裂陷或裂谷盆地。

冈瓦纳北缘晚古生代—中生代冈底斯#喜马拉

雅构造区：班公湖#丁青#碧土#昌宁#孟连对接带

是冈瓦纳与劳亚#泛华夏大陆的分界线，亦即冈瓦

纳大陆的北界。伯舒拉岭#高黎贡山属于冈瓦纳晚

古生代—中生代前锋弧，聂荣隆起、嘉玉桥变质地体

等是前锋弧的残块。在前锋弧的后面（南侧）是晚古

生代—中生代冈底斯#喜马拉雅弧后扩张、多岛弧

盆系发育、弧#弧碰撞、弧#陆碰撞的演化结果。该区

三叠纪和侏罗纪—早白垩世的雅鲁藏布江蛇绿岩是

目前青藏高原乃至中国大陆内，保存最好、最完整的

蛇绿岩“三位一体”组合，代表了特提斯洋向南俯冲

诱导出的一系列藕断丝连的弧后扩张盆地。

$ 构造单元划分方案

青藏高原及邻区大地构造单元划分见图&。

!泛华夏大陆早古生代秦祁昆构造区

!&华北陆块：

!&#&阿拉善地块

!&#!华北陆块南缘早古生代中晚期弧后盆地（褶皱）带

!&#$肃南#景泰早古生代中晚期（’—(）岩浆弧带

!!北祁连早古生代结合带

!$中祁连山陆块#白银厂早古生代中晚期（’—(）岩浆

弧带

!)野马山#木里#拉脊山早古生代结合带

!%南祁连微陆块#党河南山岩浆弧及南祁连南缘褶冲带

!*宗务隆山晚古生代—早中生代（+—,—-）裂陷槽

!.全吉微陆块及南缘滩间山早古生代中晚期（’—(）岩

浆弧

!/赛什腾山#锡铁山#瓦洪山（柴北缘）早古生代结合带

!0柴达木陆块：

!0#&柴达木前陆盆地

!0#!北祁曼塔格早古生代岩浆弧带

!&"祁曼塔格早古生代结合带（裂陷槽？）

!&&塔里木陆块：

!&&#&塔里木中新生代断陷盆地或后造山前陆盆地

!&&#!塔里木盆地南缘铁克里克断隆带（逆推带）

!&!阿北#敦煌陆块

!&$红柳沟#拉配泉结合带（相当于北祁连结合带）

!&)阿中（米兰河#金雁山）陆块

!&%苏吾什杰结合带（相当于柴北缘结合带，有高压麻粒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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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南陆块（可与铁克里克带对比）

!#%昆仑陆块：

!#%&#北昆仑岩浆弧带（’—(）

!#%&!阿雅克库湖新生代断陷盆地

!#%&)吐拉晚古生代断陷盆地或布仑台晚古生代褶皱带

!#*南昆仑俯冲碰撞杂岩带：

!#*&#奥依塔格&库地&苏巴什&东昆中结合带（或晚古

生代裂谷带）

!#*&!南昆仑残余弧（含前寒武纪岩块、海山和洋岛残块）

!#*&)麻扎&康西瓦&木孜塔格&西大滩晚古生代结合带

!泛华夏大陆晚古生代羌塘&三江构造区

"#扬子陆块：

"#&#西倾山（秦岭）地块

"#&!勉县&略阳结合带（西延可能接玛多&玛沁带）

"#&)康滇断隆

"#&+龙门山逆冲带

"#&,盐源&丽江中生代边缘拗陷带

"#&$楚雄中生代前陆盆地

"!玉龙塔格&巴颜喀拉双向早期边缘前陆盆地褶皱带

")歇武&甘孜&理塘结合带（简称甘孜&理塘结合带）

"+德格&中甸陆块：

"+&#雀儿山晚三叠世岛弧带

"+&!结古&义敦中生代弧后盆地带

"+&)中咱&中甸地块

",可可西里（郭扎错&西金乌兰湖）&金沙江&哀牢山结

合带

"$芒康&思茅陆块：

"$&#治多&江达&维西晚古生代—早中生代（-!—.)）

弧火山岩带

"$&!昌都&兰坪中生代双向弧后前陆盆地

"$&)开心岭&杂多&维登晚古生代—早中生代（-!—

.)）弧火山岩带

"%乌兰乌拉湖&北澜沧江结合带

"*塔什库尔干&甜水海&北羌塘陆块

"/桥尔天山&红山湖&双湖结合带

"#"喀喇昆仑&南羌塘&左贡陆块

"冈瓦纳北缘晚古生代—中生代冈底斯&喜马拉雅构造区

##班公湖&怒江结合带（含嘉玉桥、聂荣残余弧）

#!拉达克&冈底斯&拉萨&腾冲陆块：

#!&#昂龙冈日&班戈&腾冲燕山期岩浆弧带

#!&!狮泉河&申扎&嘉黎结合带

#!&)革吉&措勤晚中生代复合弧后盆地带

#!&+隆格尔&工布江达断隆带

#!&,冈底斯&下察隅晚燕山&喜马拉雅期岩浆弧带

#!&$冈底斯南缘弧前盆地带（0!）

#)印度河&雅鲁藏布江结合带（内含扎达、甘高、库门岭

微陆块）

#+印度陆块：

#+&#北喜马拉雅特提斯沉积褶冲带：

#+&#&#北喜马拉雅特提斯北带（浅水1深水沉积

带，或拉轨冈日断隆带）

#+&#&!北喜马拉雅特提斯南带（浅水沉积带）

#+&!高喜马拉雅结晶岩带或基底逆冲带

#+&)低喜马拉雅褶冲带

#+&+锡伐利克后造山前陆盆地带

上述构造单元可归属为原、古和中特提斯)个构

造系统，其构造演化有从北向南依次变新的特点，但

这种构造体制的新老交替不像有些研究者所说的那

种由北向南地体逐渐拼贴的传送带模式，也不是相

对固定的手风琴式或开合模式。青藏高原原、古、中

特提斯构造系统自北向南迁移是一种接力式的，二

者之间有重叠的转换叠接区，即两不同时期构造体

制转换叠接的复杂构造带（图!）。

+ 结 语

青藏高原及邻区大地构造单元的划分是该区区

域地质调查研究工作的根本和核心，始终贯穿于区

域地质调查与地质研究的全过程。大地构造单元划

分是随着人们对地学理论和区域地质特征的认识程

度和生产实践的需要而逐渐发展和深化的，随着中

国地质调查局在青藏高原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新一轮

#2!,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进行，人们对青藏高原

及邻区的区域地质特征的认识将深入，并进一步完

善和修正大地构造单元的划分方案。

本文提交的大地构造划分方案由成都地质矿产

研究所青藏高原地质研究中心、西南项目办公室、西

北项目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云南地勘局王义昭、秦

德厚，西藏地勘局夏代祥，新疆地勘局张良臣，青海

地勘局任家琪，四川地勘局姚冬生，中国地质大学莫

宣学、梁定益，吉林大学李才，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陆松年，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夏林圻、翟刚毅，成都

地质矿产研究所罗建宁、颜仰基、雍永源、徐强、郑海

翔、江新胜、尹福光等，充分讨论，并吸纳近期相关图

幅的最新成果汇集而成。3456789: 3 ;和刘宝珺、李

廷栋、肖序常、任纪舜、许志琴院士，以及叶天竺、张

洪涛、庄育勋、于庆文教授等十分关心此项工作，任

纪舜院士精心审阅全文并提出了宝贵建议，廖忠礼、

黄朋、朱弟成、邓昌蓉、王春娣等在资料整理和计算

机成图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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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青藏高原及邻区原、古、中特提斯构造系统时空演变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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