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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通过研究地块的古纬度，可以为我们认识该地块在地质历史时期的古地理位置和南北向漂移演化

提供定量约束。本文通过收集、整理、评判中生代时期羌塘地块已发表的古地磁数据，建立了该地块在中生代时期

的漂移演化历史。羌塘地块在中—晚三叠世期间，可能发生大规模快速北向漂移，并与羌塘北部的构造单元体发

生碰撞；中侏罗世时期位于北半球２１．４°Ｎ，晚侏罗世期间已北向到达３１．８°Ｎ。中晚侏罗纪期间，羌塘地块古纬度

值逐步升高，发生约１１５４±２２３ｋｍ（△λ＝１０．４°±２．１°）的北向漂移。白垩世期间羌塘地块相对稳定，在古纬度３０°Ｎ

左右。综合上述羌塘地块的漂移演化历史，结合其它地质证据，如古气候、构造和从古地理位置等，中晚侏罗世夏

里组时期羌塘地块具备较好的成钾条件。

关键词：羌塘地块；中生代；古纬度 ；北向漂移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钾盐储量和基础储量

仅分别占世界１．０２４％和１．０１５％，严重依赖国外钾

盐资源的供应（郑绵平等，２０１０）。目前我国第四纪

陆相钾盐资源与成钾规律已基本查清且钾盐储量非

常低（曲懿华等，１９９８；袁见齐，１９８５，１９９５；郑绵平

等，１９８９；２００６），而对于中国古代海相钾盐找矿至今

还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羌塘盆地位于特提斯域东段

（邱东洲等，２００７），三叠纪时期北向漂移与松潘－甘

孜地块发生拼贴碰撞，并在侏罗纪以来古（中）特提

斯洋逐渐关闭的过程中形成了局限海（Ｄｅｗｅｙｅｔ

ａｌ．，１９８８；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Ｙｉｎａｎｄ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００；许志琴等，２００６）。最近在该盆地

内已发现大量中侏罗世膏丘和盐泉及古近纪盐丘

群，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钾盐矿，但在其西边同列于

特提斯海北缘，具有相同构造背景、干旱条件和成盐

时代的中亚卡拉库姆盆地发现晚侏罗世巨型钾盐矿

床（钱自强等，１９９４）（图１）。羌塘盆地具有较好的

成盐地质条件（牛新生等，２０１３，２０１４；郑绵平等，

２０１２），可能具有与中亚卡拉库姆盆地相似的成钾机

制和潜力，是创立适合中国海相成钾理论框架和实

现海相找钾突破的重要场所之一。

目前研究表明，钾盐矿床的形成与特定古地理

位置及古气候条件紧密相关。统计分析表明，全球

地质史上各时代的巨型钾盐矿床基本分布在南北纬

副热带高压带内（５°～３０°内）（Ｂｏｒｃｈｅｒｔｅｔａｌ．，

１９６４；Ｗａｒｒｅｎ，２０１０；吴必豪等，１９９５），并且是在极

端的干旱气候条件和特定的构造环境下形成

（Ｗａｒｒｅｎ，２０１０）。羌塘地块自古生代以来从南方冈

瓦纳大陆裂离、北向漂移的演化中，涉及到该地块中

生代时期与欧亚大陆南缘拼贴碰撞的过程和南侧拉

萨地块北向运动与其拼贴碰撞等历史（Ｄｅｗｅｙｅｔ

ａｌ．，１９８８；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Ｙ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许志琴等，２００６），因此，如何建立羌塘地块的

漂移演化历史，尤其是精确厘定该地块中生代的古

地理位置是否在副热带高压带之内，是评判羌塘盆

地是否具备很好成钾条件的关键之一。

古地磁学是研究地块古地理位置最有效的手段

之一。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前人对羌塘地块已

开展 一 些古地磁 研究，如 中法 联合 考 察 项 目

（Ａｃｈａｃｈ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４）、中英联合考察项目（Ｌｉｎ

ａｎｄＷａｔｔｓ，１９８８）、中国地学大断面项（董学斌等，

１９９１）、中德联合考察项目（Ｐａｔｚｅｌ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６；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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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特提斯构造域分区特征（据王纗山，１９９８和南征兵，２０１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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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ｒｏｍ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ａｎｄＮ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汉宁等，１９９７）等。这些研究工作，已初步建立了羌

塘地块自古生代以来构造演化框架，但这些研究并

不是针对找钾意义上的古纬度研究。由于羌塘地区

高海拔条件下工作难度大，已有的古地磁数据量相

对较小且部分数据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获得，基

于当时仪器设备等条件，部分样品退磁并不充分，数

据并不十分可靠，存在部分重磁化现象（Ｌｉｎａｎｄ

Ｗａｔｔｓ，１９８８）。同时，一些数据，即使是属于同一地

质时代，不同研究者结果具有较大差异性（见表１）。

此外，上述古地磁数据主要集中在羌塘东部的昌都

地区（Ｏｔｏｆｕｊ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２；李朋武等，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以上问题，造成目前中生代羌塘地块的古地理位置

的已有认识，不能很好的满足评判羌塘盆地是否具

有很好成钾潜力的高精度需求。考虑到羌塘地区中

生代特殊地质背景及最近几年该地区古地磁研究的

一些新进展（程鑫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２；任海东等，２０１３），

有必要对该地区已有的中生代古地磁数据进行评判

和总结。

因此，本文综合集成羌塘地块中生代时期已发

表的古地磁数据，在开展全面的质量评判基础上，重

新建立该地块中生代时期较高质量的古纬度演化轨

迹，为探讨该地区成钾潜力提供古纬度的限定。

１　地质背景

羌塘地块北以可可西里－金沙江缝合带与松潘

－甘孜地块为界，南以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与拉萨

地块为界（Ａｌｌèｇｒ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１９７３；Ｄｅｗｅｙｅｔａｌ．，１９８８；Ｐｉｅｒ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８），自

北而南依次划分为北羌塘凹陷、羌中隆起和南羌塘

凹陷（王剑等，２００４；赵政璋等，２００２）。前人研究表

明，羌塘盆地的形成与北部金沙江缝合带和南部班

公湖－怒江缝合带的碰撞闭合相关，是在中三叠世

拉张背景下被动大陆边缘盆地沉积的基础上，于中

生代晚三叠世形成的沉积盆地，并持续发育至早白

６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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垩世（李勇等，２００２），其中三叠系、侏罗系、下白垩统

沉积地层之间呈整合接触或平行不整合接触关系

（王剑等，２００４；吴珍汉等，２０１４；赵政璋，２００２）。盆

地内发育有巨厚的中生界海相沉积地层，充填的主

要地层自下而上依次为上三叠统肖茶卡组碳酸盐岩

与碎屑岩、下侏罗统曲色组复理石建造、中侏罗统雀

莫错组与色哇组碎屑岩、中侏罗统布曲组台地相碳

酸盐岩、中侏罗统夏里组杂色碎屑岩夹灰岩、上侏罗

统索瓦组碳酸盐岩、上侏罗统雪山组粉砂岩、泥岩

（王剑等，２００４；吴珍汉等，２０１４；杨桂芳等，２００３；赵

政璋，２００２），晚白垩世期间广泛分布有河湖相红色

砾岩、砂岩、粉砂岩和泥质红层（吴珍汉等，２０１４）。

在中生代盆地形成演化阶段，羌塘盆地内发育有广

泛的膏盐岩沉积，主要分布于中央隆起和盆地北部

的中侏罗统雀莫错组、布曲组、夏里组和上侏罗统索

瓦组海相沉积层序中，其中以夏里组膏盐岩分布最

为广泛（李亚林等，２００８）。作为盆地内特殊的沉积

岩系，膏盐岩一般生成于含盐度较高的水体，主要发

育在干旱气候条件下的封闭－半封闭沉积环境中

（李亚林等，２００８）。目前在北羌塘盆地多格错仁周

缘地区海相侏罗系中发现有一系列氯化钙型的盐

泉，其地球化学指标具有良好的含钾显示（牛新生

等，２０１３），可能表明羌塘盆地侏罗纪海相地层夏里

组和索瓦组具备成钾的潜力（牛新生等，２０１４）。

２　中生代羌塘地块古地磁评判

本次研究汇总了中生代时期羌塘地块自上世纪

八十年代以来已发表的所有古地磁数据，以羌塘地

块东北部雁石坪地区（３３．６°Ｎ，９２．４°）为地理参考点

进行评判和总结，获得羌塘地块在中生代时期古纬

度演化历史如表１、图２所示。

图２　羌塘地块中生代以往发表古地磁结果揭示的古纬度演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Ｐａｌｅｏ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Ｔｅｒｒａｎｅｆｒｏｍ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

中生代时期羌塘地块已发表的古地磁数据以白

垩纪和侏罗纪居多（表１），三叠纪数据较少且主要

集中在晚三叠世，并且古纬度变化极大，介于南半球

２７．５°Ｓ～ 北半球３２．２°Ｎ之间。侏罗纪数据以中侏

罗世和中晚侏罗世为主，处于北纬１．９°Ｎ～３８．７°Ｎ

之间。白垩纪数据较为均衡，古纬度变化范围为北

纬６．９°Ｎ～３２．６°Ｎ。从图２可以直观的看出，羌塘

地块古纬度值在三叠纪差异极大，侏罗纪时期已北

向漂移到达北半球呈逐步升高趋势，在白垩纪期间

处于北半球地理位置。

通过表１和图２，我们发现羌塘地块中生代时

期已发表古地磁数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在同一

地质时期，不同研究者得出的古纬度差别极大，不能

为我们提供羌塘地块在该地质时期准确的古纬度值

（如晚三叠世）；②同一采点同样的岩石类型（同为碎

屑岩、灰岩），不同研究者得出的古地磁数据之间差

异性较大（如中晚侏罗世）；③部分古地磁数据的地

层年代不精确，如部分来自白垩纪的数据，跨越年代

７９Ｍａ，导致该地质年代获得的古纬度参考价值较

低；④部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数据未能准确获得原

生剩磁的方向，获得的古纬度值可靠性较低。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首先根据 ＶａｎＤｅｒＶｏｏ

于１９９０年提出的古地磁数据评判标准（犙值），将羌

塘地块已发表的古地磁数据逐一进行数据质量评判

（表１），选择犙值相对较高的数据（犙≥３）进行古纬

度计算。在评判过程中，我们尽量选择来自构造活

动稳定地区的样品，经过系统退磁方法（热退磁、交

变退磁、化学退磁）处理，低强度粘滞剩磁清洗干净

的、已明显获得特征剩磁方向的古地磁数据来计算

羌塘地块在中生代时期的古纬度值。同时，通过野

外检验（褶皱检验、地层校正、烘烤检验），极性倒转

检验的古地磁数据，其可靠性更高。此外考虑到目

前中亚地区碎屑岩记录的古地磁磁倾角普遍存在浅

化现象（Ｃｏｎｇ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ＤｕｐｏｎｔＮｉｖｅｔ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Ｔａｕｘ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Ｙ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颜茂都

等，２０１２），本文认为沉积岩记录的古地磁数据，经过

磁倾角浅化校正后－如中侏罗世古地磁数据（任海

东等，２０１３），或者与同期火山岩磁倾角数据对比矫

正后－如早白垩世古地磁数据（谌薇薇等，２０１４），其

可靠性更高。

在羌塘地块已发表的三叠纪古地磁数据中，束

沛镒等（２０００）古地磁结果中样品地层年代未确定，

因此在做进一步古纬度的平均分析中剔除了该数

据。程鑫等（２０１１）发表早三叠古地磁研究结果中，

样品退磁曲线良好，经过极性倒转检验，犙 值较高

（犙＝５），但考虑到样品量小未足以平均地磁场长期

７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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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羌
塘
地
块
中
生
代
已
发
表
古
地
磁
数
据
表

犜
犪
犫犾
犲
１
　
犜
犺
犲
狆
狌
犫犾
犻狊
犺
犲
犱
犕
犲狊
狅狕
狅犻
犮
狆
犪犾
犲狅
犿
犪
犵
狀
犲狋
犻犮
犱
犪狋
狌
犿
狅犳
狋犺
犲
犙
犻犪
狀
犵狋
犪
狀
犵
犫犾
狅犮
犽

地
名

采
点
位
置

Ｌ
ｏ
ｇ
（ °
）
ｌａ
ｔ
（ °
）

时
代

地
层

岩
性

狀
／
犖

平
均
剩
磁
方
向

古
地
磁
极
位
置

犇
ｓ
（ °
）
犐
ｓ
（ °
）
犓
（ °
）
α
９
５
（ °
）
ｌａ
ｔ
（ °
）
ｌｏ
ｇ
（ °
）
ｄ
ｐ
（ °
）
ｄ
ｍ
（ °
）

极
性

雁
石
坪
地
理
坐
标

下
剩
磁
方
向

犇
ｓ
（ °
）
犐
ｓ
（ °
）
犪
９
５

古
纬
度
（ °
）

数
据
质
量

评
价
（ 犙
）

参
考
文
献

沱
沱
河
９
２．
４
３
４．
２

Ｋ
２

－
碎
屑
岩

－
３
４
０．
２

３
６

－
－

６
７．
４
３
２
８．
５
１
６
８

１
２．
０

北
，
正
３
４
０．
２
３
５．
２

－
１
９．
９
６°

１
， ３
， ５
（ ３
）

董
学
斌

等
， １
９
９
１

岔
沟
口
７
８．
８
３
５．
２

Ｋ
２

－
辉
绿
岩
、

凝
灰
岩
３
／
１
２
１
１
９
９．
５
－
４
７．
７
３
７
１．
７
４．
２

７
２．
３
１
８
４．
７
３．
６

５．
５

北
，
负
２
０
０．
８
－
５
０．
４
４．
２

３
１．
２°
＋
３．
９
８°

／
－
３．
６
１°

１
， ５
（ ２
）

李
永
安

等
， １
９
９
５

风
火

山
口

９
２．
９
３
４．
７

Ｋ
－

杂
砂
岩

１
＼
７

６．
７

４
０．
６

８．
８

１
７．
８
７
７．
１
２
４
４．
２

１
３

２
１．
５

北
，
正

６．
５

３
９

１
７．
８
２
２．
０
４°
＋
１
５．
３
４°

／
－
１
１．
０
７°

１
， ５
（ ２
）

董
学
斌

等
， １
９
９
０

风
火

山
口

９
２．
９
３
４．
７

Ｋ
－

砂
岩

５
＼
２
７
１
２．
４
３
８．
２

５．
３

１
１．
７
７
２．
３
２
３
０．
２
８．
２

１
３．
８

北
，
正

１
２．
５
３
５．
８
１
１．
７

１
９．
８
３°
＋
８．
７
９°

／
－
７．
２
２°

１
， ２
， ３
， ５
（ ４
）

董
学
斌

等
， １
９
９
２

龙
木

错
北

８
０

３
４．
６

Ｋ
－

碎
屑
岩

－
１
１．
１
１
０．
７

－
－

５
９

２
３
８．
１

－
北
，
正

１
７

１
３．
６

－
６．
９°

１
， ３
， ５
（ ３
）

束
沛
镒

等
， ２
０
０
０

阿
克
赛

钦
南

８
０

３
５

Ｋ
－

－
－

３
４
９．
６
８．
７

－
－

５
７．
９
２
７
８．
９

－
北
，
正
３
５
６．
５
３．
３

－
１．
６
２°

１
， ３
， ５
（ ３
）

束
沛
镒

等
， ２
０
０
０

日
土

７
９．
７
３
３．
３

Ｋ
－

花
岗
岩

５
３
０．
１
２
４．
３
２
２
１．
０
３．
３

５
５．
７
１
９
９．
４
１．
９

３．
５

北
，
正

３
４．
７

３
４

３．
３

１
８．
６
４°
＋
２．
２
１°

／
－
２．
１
０°

１
， ２
， ３
， ５
（ ４
）
Ｏ
ｔｏ
ｆｕ
ｊｉ
ｅｔ

ａｌ
．
，
１
９
８
９

泉
水
湖
８
０．
１
３
４．
８

Ｋ
－

粉
砂
岩

５
３
５
１．
５
－
１
０．
４
２
６．
６
１
１．
９
４
９．
２
２
７
３．
１
６．
１

１
２

北
，
正
３
５
９．
５
－
１
４．
２
１
１．
９

７．
２
１°
＋
６．
５
５°

／
－
６．
０
６°

１
， ２
， ３
， ５
（ ４
）
Ｏ
ｔｏ
ｆｕ
ｊｉ
ｅｔ

ａｌ
．
，
１
９
８
９

龙
母
错
８
０．
４
３
４．
５

Ｋ
－

红
层

４
１
２．
４
２
２．
２

６
４．
４
２
３
１．
３
７．
２

１
３．
５

北
，
正

１
７．
０
２
５．
１

１
３．
１
８°
°

１
， ３
， ５
（ ３
）

Ｃ
ｈ
ｅ
ｎ
ｅｔ

ａｌ
．
，
１
９
９
３

狮
泉
河
８
０．
２
３
２．
７

Ｋ
－

红
层

３
９．
８

２
３．
５

６
７．
７
２
３
４．
２
１
３．
１
２
４．
５

北
，
正

１
４．
１
２
８．
７

１
５．
３
１°

１
， ３
， ５
（ ３
）

Ｃ
ｈ
ｅ
ｎ
ｅｔ

ａｌ
．
，
１
９
９
３

阿
克

赛
钦

７
９．
７

３
５

Ｋ
－

碎
屑
岩

７
１．
３

２
１．
８
８
３．
６

６．
６

６
６．
３
２
５
６．
５
３．
７

７
北
，
正

６．
４

２
０．
６

６．
６

１
０．
６
４°
＋
３．
７
７°

／
－
３．
５
４°

１
， ３
， Ｆ
，

５
， ６
（ ５
）

Ｃ
ｈ
ｅ
ｎ
ｅｔ

ａｌ
．
，
１
９
９
３

芒
康

９
８．
７
２
９．
７

Ｋ
ｍ
（ Ａ
ｐｔ
ｉａ
ｎ

～
Ｔ
ｕ
ｒ
ｏ
ｎｉ
ａ
ｎ
）
芒
康
组

砂
岩

１
１
／
７
９
３
９．
７
５
１．
６

－
８．
５

５
６．
７
１
７
２．
７

－
－

北
，
正

４
０．
０

５
２

８．
５

３
２．
６
２°
＋
８．
８
５°

／
－
７．
２
３°

１
， ２
， ３
， Ｆ
，

５
， ６
（ ５
）

Ｈ
ｕ
ａ
ｎ
ｇ
ｅｔ

ａｌ
．
，
１
９
９
２

改
则

８
４．
３
３
２．
５

Ｋ
１
末
（ １
０
３．
８

±
０．
４
６
）

火
山
岩
１
４
／
９
１
３
４
８．
０
４
７．
３

５
１

５．
６

７
９．
３
３
３
９．
８
５．
７

北
，
正
３
４
８．
７
４
７．
９

５．
６

２
８．
９
６°
＋
５．
０
９°

／
－
４．
４
９°

１
， ２
， ３
， Ｆ
，

５
， ７
（ ６
）

谌
薇
薇
，

２
０
１
４

改
则

８
４．
３
３
２．
５

Ｋ
２
（ １
０
３．
８

～
８
３．
５
）

红
层

２
２
／

１
７
４
３
１
２．
６
４
７．
８
９
２．
５

３．
２

４
９．
５

２．
６

３．
６

北
，
正
３
１
４．
２

４
３

３．
２

２
８．
８
７°
＋
２．
８
２°

／
－
２．
６
３°

１
， ２
， ３
， Ｆ
，

５
， ７
， ８
（ ７
）

谌
薇
薇
，

２
０
１
４

芒
康

９
８．
６
２
９．
７
Ｋ
１
（ Ｂ
ａｒ
ｒｅ
ｍ
ｉａ
ｎ

～
Ａ
ｌｂ
ｉａ
ｎ
）

ｌａ
ｏ
ｒａ
ｎ

组
碎
屑
岩
５
＼
３
０
４
８．
２
４
９．
０

８．
８

４
７．
５
１
７
５．
９
９．
５

９．
５

北
，
正

４
９．
６
４
６．
９

８．
８

２
８．
１
２°
＋
８．
１
２°

／
－
６．
７
１°

１
， ２
， ３
， ５
（ ４
）
Ｏ
ｔｏ
ｆｕ
ｊｉ
ｅｔ

ａｌ
．
，
１
９
９
０

芒
康

９
８．
４
２
９．
７
Ｋ
１
（ Ｂ
ｅｒ
ｒｉ
ａ
ｓｉ
ａ
ｎ

～
Ｂ
ａｒ
ｒｅ
ｍ
ｉａ
ｎ
）
措
瓦
组

砂
岩

１
２
＼
６
８
５
７．
７
５
０．
２

－
１
０．
９
４
０．
６
１
７
０．
５

－
－

北
，
正

５
８．
５
４
８．
４
１
０．
９
２
９．
３
９°
＋
１
０．
７
１°

／
－
８．
４
０°

１
， ２
， ３
，

Ｆ
， ５
（ ５
）

Ｈ
ｕ
ａ
ｎ
ｇ
ｅｔ

ａｌ
．
，
１
９
９
２

班
公
湖
７
９．
９
３
３．
５

Ｊ
～
Ｋ

－
页
岩

４
１
６
３．
０
－
２
８．
２
１
１．
９
２
３．
１
６
５．
７
２
１
４．
１
１
３．
９
２
５．
３

北
，
负

２
１．
７
３
４．
４
２
３．
１
１
８．
９
０°
＋
１
９．
２
３°

／
－
１
３．
１
９°

１
， ３
， ５
（ ３
）

Ｏ
ｔｏ
ｆｕ
ｊｉ
ｅｔ

ａｌ
．
，
１
９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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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１

地
名

采
点
位
置

Ｌ
ｏ
ｇ
（ °
）
ｌａ
ｔ
（ °
）

时
代

地
层

岩
性

狀
／
犖

平
均
剩
磁
方
向

古
地
磁
极
位
置

犇
ｓ
（ °
）
犐
ｓ
（ °
）
犓
（ °
）
α
９
５
（ °
）
ｌａ
ｔ
（ °
）
ｌｏ
ｇ
（ °
）
ｄ
ｐ
（ °
）
ｄ
ｍ
（ °
）

极
性

雁
石
坪
地
理
坐
标

下
剩
磁
方
向

犇
ｓ
（ °
）
犐
ｓ
（ °
）
犪
９
５

古
纬
度
（ °
）

数
据
质
量

评
价
（ 犙
）

参
考
文
献

甜
水
海
７
９．
５
３
５．
３

Ｊ
３

红
其
拉

普
组

灰
岩

犖
＝
３
１
８
６．
８
３
６．
１

１
８

１
９．
１
３
４．
３
２
５
１．
７
１
２．
９
２
２．
１

南
，
负

１
９
８
－
３
５．
１
１
９．
１
１
９．
３
６°
＋
１
５．
３
７°

／
－
１
１．
２
０°

１
， ５
（ ２
）

李
永
安

等
， １
９
９
５

雁
石
坪
９
２．
１
３
３．
６
Ｊ
２
～
３
（ Ｂ
ａ ｊ
ｏｃ
ｉａ
ｎ
～

Ｋ
ｉ
ｍ
ｍ
ｅｒ
ｉｄ
ｇｉ
ａ
ｎ
）

雁
石

坪
群

红
层
、

灰
岩

２
０
３
３
９．
０
５
８．
０
２
１．
３

７．
２

７
２．
０
２
５．
０

７．
８

１
０．
６

北
，
正
３
３
８．
６

５
８

７．
２

３
８．
６
７°
＋
８．
５
９°

／
－
７．
１
５°

１
， ２
， ３
， ５
（ ４
）

Ｌ
ｉｎ
ａ
ｎ
ｄ

Ｗ
ａｔ
ｔｓ
，
１
９
８
８

雁
石
坪
９
２．
１
３
３．
６
Ｊ
２
～
３
（ Ｂ
ａ ｊ
ｏｃ
ｉａ
ｎ
～

Ｋ
ｉ
ｍ
ｍ
ｅｒ
ｉｄ
ｇｉ
ａ
ｎ
）

雁
石

坪
群

碎
屑
岩

１
８
＼

１
０
０
３
３
８．
６
５
６．
３
２
５．
０

７．
１

７
７．
８
３
１
２．
９
６．
１

１
０．
０

北
，
正
３
５
１．
４
４
１．
７

７．
１

２
４．
０
１°
＋
５．
７
２°

／
－
４．
９
８°

１
， ２
， ３
，

Ｆ
， ５
（ ５
）

林
金
录

等
， １
９
９
０

雁
石
坪
９
２．
１
３
３．
６
Ｊ
２
～
３
（ Ｂ
ａ ｊ
ｏｃ
ｉａ
ｎ
～

Ｋ
ｉ
ｍ
ｍ
ｅｒ
ｉｄ
ｇｉ
ａ
ｎ
）

雁
石

坪
群

碎
屑
岩
６
＼
２
６
３
５
１．
３
４
１．
８
６
７．
８

８．
２

７
７．
９
３
１
４．
６

北
，
正
３
５
１．
１
４
２．
１

８．
２

２
４．
３
１°
＋
６．
７
５°

／
－
５．
７
４°

１
， ２
， ３
，

Ｆ
， ５
（ ５
）

林
金
录

等
， １
９
９
０

温
泉

兵
站

９
１．
５
５
３
３．
２
７
Ｊ
２
～
３
（ Ｂ
ａ ｊ
ｏｃ
ｉａ
ｎ
～

Ｋ
ｉ
ｍ
ｍ
ｅｒ
ｉｄ
ｇｉ
ａ
ｎ
）

雁
石

坪
群

细
砂
岩

３
＼
８

７．
８

４
０．
０

４．
６

２
２．
９

７
７．
３
２
３
７．
２
１
６．
６

２
７．
５

北
，正

７．
９

４
０．
３

２
２．
９

２
２．
９
８°
＋
２
１．
７
３°

／
－
１
４．
０
７°

１
， ５
（ ２
）

董
学
斌

等
， １
９
９
０

雁
石
坪
９
２．
０
７
３
３．
５
７

Ｊ
３狊
索
瓦
组

雁
石

坪
群

灰
岩

６
／
７
０

０．
５

４
５．
４

８
１．
１

７．
５

北
，正

０．
５

４
５．
４

７．
５

２
６．
８
９°
＋
６．
５
８°

／
－
５．
６
２°

１
， ２
， ３
， Ｆ
，

５
（ ５
）

程
鑫

等
， ２
０
１
２

雁
石
坪
９
２．
０
６
３
３．
５
７

Ｊ
２犫
夏
里
组

雁
石

坪
群

灰
绿
色

砂
岩

５
／
５
２
３
５
４．
２
２
９．
６

５
３．
６

１
０．
５

北
，正

３
５
４．
２
２
９．
６

１
０．
５

１
５．
８
６°
＋
６．
９
８°

／
－
６．
０°
３

１
， ２
， ３
， Ｆ
，

５
， Ｒ
（ ６
）

程
鑫

等
， ２
０
１
２

雁
石
坪
９
２．
４

３
３．
６

Ｊ
２犫
布
曲
组

雁
石

坪
群

灰
岩

犖
＝
１
０
６
３
３
９．
０
３
６．
６

７．
８

６
５．
５
３
２
７．
４

北
，正

３
３
９．
０
３
６．
６

７．
８

２
０．
３
７°
＋
５．
７
２°

／
－
５．
０
０°

１
， ２
， ３
，

５
， ８
（ ５
）

任
海
东

等
， ２
０
１
３

雁
石
坪
９
２．
０
５
３
３．
５
６

Ｊ
２犫
布
曲
组

雁
石

坪
群

灰
岩

５
／
４
８
３
５
０．
６
３
７．
９

６
１．
７

９．
８

北
，正

３
５
０．
６
３
７．
９

９．
８

２
１．
２
７°
＋
７．
５
２°

／
－
６．
３
２°

１
， ２
， ３
，

Ｆ
， ５
（ ５
）

程
鑫

等
， ２
０
１
２

雁
石
坪
９
２．
０
４
３
３．
５
６
Ｊ
２狇
雀
莫
错
组

雁
石

坪
群

灰
红
色

砂
岩

５
／
４
７
１
２．
２

２
７．
２

３
２．
３

１
３．
７

北
，正

１
２．
２

２
７．
２

１
３．
７

１
４．
４
１°
＋
９．
０
１°

／
－
７．
５
７°

１
， ２
， ３
，

Ｆ
， ５
， Ｒ
（ ６
）

程
鑫

等
， ２
０
１
２

雁
石
坪
９
２．
４

３
３．
６

Ｊ
２狇
雀
莫
错
组

雁
石

坪
群

碎
屑
岩
犖
＝
１
７
１
３
３
６．
９
３
２．
９

１
８．
３

６
５．
６
３
３
５．
０

北
，正

３
３
６．
９
３
２．
９

１
８．
３

１
７．
９
２°
＋
１
３．
９
５°

／
－
１
０．
５
０°

１
， ２
， ３
，

５
， ８
（ ５
）

任
海
东

等
， ２
０
１
３

多
玛

８
０

３
３．
７
５

Ｊ
－

碎
屑
岩

－
４
５．
７

１．
７

－
－

３
６．
１
１
９
７．
７

－
－

北
，正

５
２．
０

１
６．
７

－
８．
５
３°

１
， ３
， ５
（ ３
）

束
沛
镒

等
， ２
０
０
０

雁
石
坪
９
２．
１

３
３．
６

Ｊ
２

雁
石

坪
群

粉
砂
岩
犖
＝
２
１
３
２
７．
０
２
４．
７

２
９．
７

５．
６

５
３．
６
３
３
５．
５

３．
２

６．
０

北
，正

３
２
７．
１
２
４．
５

５．
６

１
２．
８
４°
＋
３．
３
３°

／
－
３．
１
２°

１
， ５
（ ２
）

董
学
斌

等
， １
９
９
１

－
９
２．
１

３
３．
６

Ｊ
２

雁
石

坪
群

碎
屑
岩

５
＼
３
３
３
４
５．
７
４
２．
１

５
０．
７

８．
６

７
４．
４
３
２
９．
２

－
－

北
，正

３
４
５．
７
４
２．
０

８．
６

２
４．
２
４°
＋
７．
０
９°

／
－
５．
９
９°

１
， ５
（ ２
）

张
文
治
，

１
９
９
７

雁
石
坪
９
２．
０
５
３
３．
３
７

Ｊ
２

雁
石

坪
群

碎
屑
岩

４
＼
２
５
３
２
１．
２
３
２．
２

１
２．
４

８
５
１．
８

３
４
７

５．
１

９．
０

北
，正

３
２
１．
３
３
２．
０

８
１
７．
３
５°
＋
５．
４
１°

／
－
４．
８
０°

１
， ５
（ ２
）

董
学
斌

等
， １
９
９
０

多
玛

８
０．
５

３
３．
７

Ｊ
－

碎
屑
岩

６
３
３
５．
１
１
１．
５

１
０．
７

２
１．
５

５
３．
２
３
０
７．
０

－
－

北
，正

３
４
０．
１

３．
７

２
１．
５

１．
８
５°
＋
１
１．
３
９°

／
－
１
０．
９
７°

１
， ３
， ５
（ ３
）

Ｏ
ｔｏ
ｆｕ
ｊｉ
ｅｔ

ａｌ
．
，
１
９
８
９

唐
古
拉

山
口

９
１．
５
５
３
２．
５
１

Ｊ
－

石
英
岩

２
＼
５
３
４
６．
２
４
４．
１

２
３．
４

１
３．
０

７
６．
１
３
３
５．
２
１
０．
２

１
６．
３

北
，正

３
４
６．
２
４
４．
９

１
３

２
６．
４
９°
＋
１
２．
０
７°

／
－
９．
２
０°

１
， ５
（ ２
）

董
学
斌

等
， １
９
９
０

多
玛

８
０．
４

３
３．
８

Ｊ
－

灰
岩

犖
＝
１
４
１
８．
８

３
７．
７

４．
０

２
３．
０

６
９．
１
２
０
２．
９

北
，正

２
１．
５

４
２．
２

２
３

２
４．
３
９°
＋
２
２．
８
７°

／
－
１
４．
５
１°

１
， ２
， ３
，

５
（ ４
）

Ｃ
ｈ
ｅｎ
Ｙ
ｅｔ

ａｌ
．
，
１
９
９
３

龙
木

错
北

８
０

３
４．
６
３

Ｊ
－

碎
屑
岩

－
４．
０

７．
１

－
－

５
８．
７
２
５
２．
３

－
－

北
，正

１
０．
３

７．
６

－
３．
８
２°

１
， ３
， ５
（ ３
）

束
沛
镒

等
， ２
０
０
０

９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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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续
表
１

地
名

采
点
位
置

Ｌ
ｏ
ｇ
（ °
）
ｌａ
ｔ
（ °
）

时
代

地
层

岩
性

狀
／
犖

平
均
剩
磁
方
向

古
地
磁
极
位
置

犇
ｓ
（ °
）
犐
ｓ
（ °
）
犓
（ °
）
α９
５
（ °
）
ｌａ
ｔ
（ °
）
ｌｏ
ｇ
（ °
）
ｄ
ｐ
（ °
）
ｄ
ｍ
（ °
）

极
性

雁
石
坪
地
理
坐
标

下
剩
磁
方
向

犇
ｓ
（ °
）
犐
ｓ
（ °
）
犪
９
５

古
纬
度
（ °
）

数
据
质
量

评
价
（ 犙
）

参
考
文
献

昌
都

９
７．
３

３
１．
３

Ｊ
１
～
２

－
碎
屑
岩

－
１
９
５．
０
－
２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５．
６

－
５
９．
０
１
５
１．
４

２．
９

５．
９

北
，负

１
５
３

－
２
７．
９
５．
６

１
４．
８
３°
＋
３．
４
８°

／
－
３．
２
４°

１
， ５
， ７
（ ３
）

朱
志
文

等
， １
９
８
０

昌
都

９
７．
３

３
１．
３

Ｊ
１
～
２

－
砂
岩

－
２
２
１．
０
－
１
７．
０
２
３．
０

１
１．
９
－
６
６．
０
１
２
０．
３

６．
０

１
２．
３

北
，负

１
６
８．
７
－
２
２．
７
１
１．
９

１
１．
８
１°
＋
７．
２
２°

／
－
６．
３
６°

１
， ５
， ７
（ ３
）

朱
志
文

等
， １
９
８
０

奇
台

达
坂

７
９．
５

３
５．
７

Ｔ
３

克
勒
青

河
群

砂
岩

犖
＝
６
２
７．
３
－
３
９．
４
２
３．
９

１
１．
７

－
２
７
５
１．
２

８．
４

１
３．
９

南
，正

３
８．
４
－
３
３．
５
１
１．
７

－
１
８．
３
１°
＋
７．
０
０°

／
－
８．
４
１°

１
， ５
（ ２
）

李
永
安

等
， １
９
９
５

奇
台
坂
７
９．
５

３
５．
７

Ｔ
３

克
勒
青

河
群

砂
岩

犖
＝
９
２
９．
４
－
４
１．
１
３．
９

２
３．
５

４
９．
９
－
２
４．
５
１
７．
４

２
８．
６

南
，正

４
０．
６
－
３
４．
９
２
３．
５

－
１
９．
２
３°
＋
１
３．
４
７°

／
－
１
９．
８
７°

１
， ３
， ５
（ ３
）

李
永
安

等
， １
９
９
５

妥
坝

９
７．
５

３
１．
３

Ｔ
３

－
砂
岩

３
５
８．
０
－
４
５．
５
５．
０

２
５．
６

３
１．
７
２
７
９．
６
１
５．
０

３
２．
０

南
，正

３
５
３．
３
－
４
２．
１
２
５．
６

－
２
４．
３
１°
＋
１
５．
８
９°

／
－
２
６．
３
３°

１
， ５
（ ２
）

朱
志
文

等
， １
９
８
０

沱
沱
河
９
２．
４

３
４．
２

Ｔ
３

－
碎
屑
岩

－
３
５
３．
３
－
４
２．
３

－
－

３
１．
０
２
７
９．
５
１
５．
２

３
２

南
，正

３
５
３．
３
－
４
３．
１

－
－
２
５．
０
７°

１
， ５
（ ２
）

朱
志
文

等
， １
９
８
０

－
９
１．
４

２
９．
７

Ｔ
３

－
碎
屑
岩

－
６
６．
４
－
３
７．
８
３
２．
５

６．
０

８．
３

２
１
１．
７
５
１．
０

－
南
，正

６
５．
８
－
３
４．
４
６．
０

－
１
８．
９
０°
＋
３．
７
７°

／
－
４．
１
５°

１
， ５
（ ２
）

朱
志
文

等
， １
９
８
０

－
９
０．
８

３
０

Ｔ
３

－
碎
屑
岩

－
３
４
６．
０
－
４
７．
０
５．
０

２
５．
０

３
０．
３
２
８
５．
１
５
８．
２

－
南
，正

３
４
７．
９
－
４
３．
０
２
５．
０

－
２
５°
＋
１
５．
７
７°

／
－
２
６．
０
６°

１
， ５
（ ２
）

朱
志
文

等
， １
９
８
０

沃
若
山

剖
面

８
７．
７
５
３
３．
７
３

Ｔ
３

门
格

拉
组

碎
屑
岩
１
１
／
１
０
５
３
５．
３

４
６．
５
１
４
５．
７

４．
０

５
９．
２
１
７
９．
２

北
，正

３
６．
２

４
９．
０

４．
０

２
９．
９
１°
＋
３．
６
６°

／
－
３．
３
４°

１
， ２
， ３
，

５
， Ｒ
（ ５
）

宋
春
彦

等
， ２
０
１
２

肖
茶
卡

剖
面

８
７．
６
．
３
３．
０
８

Ｔ
３

扎
拉
组

碎
屑
岩
１
０
／
１
０
５
２
８．
０

４
５．
５
１
６
２．
４

３．
６

６
５．
１
１
８
４．
４

北
，正

２
８．
９

４
８．
３

３．
６

２
９．
３
０°
＋
３．
２
２°

／
－
２．
９
７°

１
， ２
， ３
，

５
， Ｒ
（ ５
）

宋
春
彦

等
， ２
０
１
２

沱
沱
河
９
２．
４

３
４．
１

Ｔ
３

结
扎
群

碎
屑
岩

４
／
２
６

０．
９

３
２．
９

３
４．
５

１
５．
９

７
３．
９
２
６
８．
９

１
８

１
０．
２

北
，正

１．
０

３
２．
３

１
５．
９

１
７．
５
４°
＋
１
１．
６
７°

／
－
９．
１
７°

１
， ２
， ５
（ ３
）

程
鑫
， ２
０
１
２
，

博
士
论
文

雅
西
错
９
３．
５

３
４．
３

Ｔ
３
（ Ｎ
ｏｒ
ｉａ
ｎ
）

巴
塘
群
安
山
岩
、

玄
武
岩

６
２
１
５．
０
－
４
８．
０
２
３．
０

１
６．
２

５
９

１
８
４

１
３．
８

２
１．
２

北
，负

２
１
５．
５
－
４
６．
２
１
６．
２

２
７．
５
４°
＋
１
６．
１
９°

／
－
１
１．
４
４°

１
， ２
， ３
，

５
（ ４
）

Ｌｉ
ｎ
ａ
ｎ
ｄ

Ｗ
ａｔ
ｔｓ
，
１
９
８
８

雅
西
错
９
３．
５

３
４．
３

Ｔ
３
（ Ｎ
ｏｒ
ｉａ
ｎ
）

巴
塘
群

安
山
岩

５
＼
３
０
２
３
０．
２
－
４
４．
５
６
０．
２

９．
９

４
６．
３
１
８
０．
１

７．
８

１
２．
５

北
，负

２
２
９．
６
－
４
３．
０
９．
９

２
５．
０
０°
＋
８．
４
７°

／
－
６．
９
４°

１
， ２
， ３
，

５
（ ４
）

林
金
录

等
， １
９
９
０

空
喀

山
口

７
９

３
４．
４

Ｔ
２

上
河
尾

滩
群

砂
岩

犖
＝
３
３
０
３．
７
－
２
８．
９
９
３．
９

８．
３

１
６．
９
３
１
５．
９

５．
１

９．
２

南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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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期 任海东等：羌塘地块中生代时期的漂移演化及其成钾条件

变，数据质量仅能做参考。中三叠世空喀山口上河

尾滩群碎屑岩经过热退磁处理（李永安等，１９９５），但

参与计算的样品量较少（犖＝３），数据质量需要进一

步考虑。晚三叠世羌塘地块已发表的古地磁数据较

多。如沱沱河地区上三叠统结扎群结果中（程鑫，

２０１２），载磁矿物为赤铁矿和磁铁矿，在系统热退磁

和交变退磁过程中退磁方向紊乱，未获得有效的特

征剩磁方向；宋春彦等（２０１２）发表的南羌塘肖茶卡

剖面扎拉组和北羌塘沃若山剖面门格拉组碎屑岩的

古地磁结果中，古地磁样品量足够多，能够平均地磁

场长期变，样品退磁曲线准确获得特征剩磁的方向，

２个剖面中都包含正、反双极性数据，经过了倒转检

验，且碎屑岩磁倾角值与Ｌｉｎ和 Ｗａｔｔｓ（１９８８）、林金

录和 Ｗａｔｔｓ（１９９０）雅西错地区上三叠统巴塘群安山

岩磁倾角值类似，表明晚三叠世羌塘地块碎屑岩磁

倾角在三叠世时期不存在压实浅化现象。而朱志文

等（１９８０）的晚三叠数据没有提供具体的样品数和退

磁曲线，李永安等（１９９５）晚三叠数据中样品退磁曲

线未能走向原点且只有６个样品，二者的结果只能

参考。

侏罗纪羌塘地块已发表大量的古地磁数据（表

１），其中，Ｃｈｅｎ等（１９９３ｂ）、Ｏｔｏｆｕｊｉ等（１９８９）、董学

斌等（１９９０）以及束沛镒等（２０００）的古地磁结果缺乏

精确地层年代控制。早中侏罗世数据只有朱志文等

（１９８０）年的结果，但该结果中未提供样品量和退磁

曲线。中侏罗世羌塘地块已发表有大量的古地磁数

据，其中张文治等（１９９７）的古地磁结果，由于未列出

具体的样品量、岩石磁学特征和特征剩磁方向，数据

仅供参考；李永安等（１９９５）上侏罗统红其拉普组灰

岩古地磁结果，仅有３个样品的特征剩磁方向，且未

提供退磁曲线；Ｌｉｎ和 Ｗａｔｔｓ（１９８８）中晚侏罗世雁

石坪群灰岩和碎屑岩结果，认为是地层同褶皱期的

特征剩磁方向，即重磁化结果。但同一作者在１９９０

年发表的雁石坪群灰岩和碎屑岩研究结果中，经过

系统的热退磁分析，认为来自西南翼４个采点和东

北翼两个采点的样品为通过褶皱检验的特征剩磁方

向（林金录等，１９９０）。董学斌等（１９９０）发表的雁石

坪群中晚侏罗世结果与林金录等（１９９０）相似，但样

品量较小（犖＝３）且未提供退磁曲线。因此，上述数

据仅做参考。另外，程鑫等（２０１２）的结果包括羌塘

地块东北缘雁石坪群中上侏罗统雀莫错组、布曲组、

夏里组和索瓦组，样品量大，有详细的岩石磁学分析

（磁铁矿、赤铁矿为主要载磁矿物），高温特征剩磁分

量通过褶皱检验，并且雀莫错组和夏里组碎屑岩特

征剩磁分量还通过倒转检验，因此这些古地磁数据

质量高。此外，任海东等（２０１３）发表的中晚侏罗世

雀莫错组碎屑岩和布曲组灰岩古地磁研究结果中，

开展了详细的退磁分析和野外地层校正检验外等工

作，数据质量高。同时，他们还进一步对所获得的沉

积岩的磁倾角进行了分析，发现中晚侏罗世雁石坪

地区沉积岩存在磁倾角浅化现象，并通过“Ｅ／Ｉ”法

行校正，分别恢复碎屑岩８．５°和灰岩５．７°的浅化磁

倾角。

羌塘地块白垩纪古地磁研究结果中，Ｃｈｅｎ等

（１９９３ａ）、Ｏｔｏｆｕｊｉ等（１９８９）、Ｈｕａｎｇ等（１９９２ｂ）、董学

斌等（１９９０）和束沛镒等（２０００）的古地磁数据缺乏精

细的地层年代控制（６６～１４５Ｍａ），数据仅能作参考。

在早白垩世古地磁研究结果中，Ｈｕａｎｇ等（１９９２ａ）

发表羌塘地块东部芒康地区Ｂｅｒｒｉａｓｉａｎ～Ｂａｒｒｅｍｉａｎ

期措瓦组和 Ａｐｔｉａｎ～Ｔｕｒｏｎｉａｎ期芒康组红层古地

磁研究结果，该研究中数据量足够平均地磁场长期

变，退磁曲线稳定走向原点，其中措瓦组特征剩磁通

过了褶皱检验，芒康组特征剩磁通过了褶皱检验和

极性反转检验，二者都能准确代表该时期的古纬度

值。Ｏｔｏｆｕｊｉ等（１９９０）研究获得羌塘地块东部芒康

地区ｌａｏｒａｎ组红层砂岩的古地磁结果，５个采点６０

块样品获得的特征剩磁方向通过了极性反转检验，

数据质量高。谌薇薇２０１４年博士论文中有羌塘改

则地区火山岩和红层的古地磁数据，其中火山岩锆

石ＵＰｂ精确测年值为１０３．８±０．４６Ｍａ，考虑到

该地区红层磁倾角结果与同期火山岩磁倾角结果对

比存在浅化现象，该作者经过沉积岩磁倾角“Ｅ／Ｉ”

浅化校正（
!犐＝１３．６°）后获得与同期火山岩磁倾角

较为一致的磁倾角数据（表１）。该研究中，红层的

主要携磁矿物可能是赤铁矿和磁铁矿，获得稳定走

向原点的特征剩磁方向，且红层和火山岩特征剩磁

方向均通过野外褶皱检验，为原剩磁方向，具有较高

的质量。同时，谌薇薇（２０１４）获得的羌塘地块改则

地区火山岩和红层“Ｅ／Ｉ”校正后的磁倾角数据与东

部芒康地区相近时代内碎屑岩的磁倾角值较为一致

（表２），表明羌塘地块东部芒康地区早白垩世沉积

岩磁倾角不存在浅化现象。李永安等（１９９５）在岔沟

口地区辉绿岩、凝灰岩中获得晚白垩羌塘地块的古

地磁研究结果中，样品天然剩磁强度较高，特征剩磁

方向较稳定，获得的古地磁数据质量较高。

根据上述评判的可靠古地磁数据，进行费歇尔平

均计算，并计算古纬度。在计算平均古地磁方向前，

考虑到侏罗纪沉积地层记录的古地磁方向存在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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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将中晚侏罗世数据根据不同岩性，按照任海东

等（２０１３）的校正值（碎屑岩８．５°和灰岩５．７°）进行校

正，然后再进行费歇尔平均，并计算古纬度（表２）。

３　羌塘地块中生代的古纬度演化历史

综合以上古地磁数据评判和整理结果（表２），

我们建立羌塘地块在中生代时期的古纬度演化历史

（图３）。如图３所示，在早、中三叠世期间，羌塘地

块基本位于南半球副热带高压带内。但是通过对这

些古地磁据的评判分析表明，这些早、中三叠世古地

磁数据质量不高，且数据量较少，可能不足以很好的

平均地磁场长期变（表１，２），仅作为参考。晚三叠

世，羌塘已有古地磁数据经过极点平均值计算，出现

两组较大差异的古纬度结果：一组数据揭示羌塘地

块在晚三叠世期间可能已经位于北纬２８°附近（Ｌｉｎ

ｅｔａｌ．，１９８８；林金录和 Ｗａｔｔｓ，１９９０；宋春彦等，

２０１２）；而另一组则显示羌塘地块在该时段还处于南

纬２４°附近（李永安等，１９９５；朱志文等１９８０）（图３）。

通过前面对发表数据的详细分析和评判分析，总体

来说，除了宋春彦等（２０１２）古地磁数据外，上述两组

数据的质量都不高，仅供参考，函待进一步的更为可

图３　羌塘地块中生代古纬度演化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ｐａｌｅｏ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Ｂｌｏｃｋ

靠地古地磁研究。但宋春彦等（２０１２）古地磁的数

据，在碎屑岩样品获得特征剩磁方向的过程中，无论

是退磁曲线还是采点平均（地层校正前、后的分布）

后获得的古地磁数据结果，均优于晚新生代的古地

磁结果，数据质量有待检验。总之，上述古地磁结果

显示了羌塘地块的两种漂移演化可能，一为大致在

早、中三叠世时期开始快速北向漂移，到晚三叠世时

期已经位于北纬副热带高压带内；二是晚三叠世后

才开始快速北向漂移到侏罗纪期间地达北纬副热带

高压带内（图３）。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蔡雄飞等，

２００４；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李朋武等，２００９），在西昆仑

山地区，康西瓦断裂以北地区大量分布与洋壳俯冲

相关的花岗侵入岩，如与康西瓦断裂早期右旋剪切

作用同期的片麻状花岗岩ＲｂＳｒ年代为２１５Ｍａ（王

元龙等，１９９６），在库地缝合带和麻扎缝合带之间，

花岗岩带年代为２７８～２００Ｍａ（汪玉珍等，１９８７）；

阿卡孜地区与俯冲相关的花岗岩，锆石结晶年龄

２１４±１Ｍａ段（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等，表明了三叠纪

末羌塘地块与塔里木南缘的岛弧碰撞（Ｃｈｅｎｅｔａ１．，

２０００）。同时地层分析表明，在昆仑沉积区，中三叠

世海相沉积在晚三叠世变化为陆相沉积，指示该时

期的碰撞隆升，并导致了侏罗纪沉积的缺失（蔡雄飞

等，２００４）。另外，羌塘地块北部三叠纪末～早侏罗

世强烈的逆冲、褶皱变形等证据，也指示了碰撞时代

的上限为三叠纪末（赵冬冬等，２０００）。因此，结合上

述地质证据，羌塘地块可能在早、中三叠世时期开始

快速北向漂移，到晚三叠世时期已经位于北纬副热

带高压带内。羌塘地块在三叠纪末期约为北纬

２８．１°Ｎ，沿金沙江缝合带与北部的松潘～甘孜地块

发生碰撞 （Ａｌｌｅｇｒ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

１９７３；Ｐｉｅｒｃ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８；吴功建等，１９９６），在晚三

叠纪形成了大量的花岗岩（玉珍等，１９８７；王元龙

等，１９９６；蔡雄飞等，２００４；Ｘ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５），海相

沉积环境变成陆相沉积环境（蔡雄飞等，２００４），羌塘

地块北部三叠纪末～早侏罗世强烈逆冲、褶皱变形

（赵冬冬等，２０００）并隆升成陆，与中央隆起带共同作

为物源区（张忠民等，２０００），最终奠定了晚三叠世时

期羌塘盆地东部“两坳夹已隆”的古地理格局（贾建

称，２００８）。同时，作为东特提斯域基默里大陆

（Ｃｉｍｍｅｒｉ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的一部分，三叠纪时期羌塘

地块北向拼合到亚洲大陆的过程，伴随着其北侧代

表古特提斯洋盆的金沙江缝合带消减闭合和南侧班

公湖～怒江为代表的中（新）特提斯洋盆的开启、扩

张（Ｓｅｎｇｏ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６；李才等，２００７；李德威，

２００３；谭富文等，２００９）。

到侏罗纪时期，羌塘地块的古纬度从早中侏罗

世１８．６°Ｎ→中侏罗世２１．４°Ｎ→晚侏罗世的３１．８°

Ｎ，表明在侏罗纪期间，羌塘地块发生了明显的北向

漂移，漂移距离达１４６５±４５５ｋｍ（△λ＝１３．２°±

４．１°）。在早白垩世，羌塘地块的古纬度值从贝里阿

斯期－巴雷姆期（１４５～１２５Ｍａ）的２９．４°Ｎ变化至

巴雷姆期－阿尔布期（１２９．４～１００．５Ｍａ）的２８．１°Ｎ

及阿尔布期末（１０３．８±０．４６Ｍａ）的２９．０°Ｎ，以及到

晚白垩世羌塘地块古纬度值为３１．２°Ｎ，表明羌塘块

体自早白垩世以来处于稳定状态，古地理位置基本

未发生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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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侏罗世和晚侏罗世时期，羌塘地块古纬度

值分别为北纬２１．４°＋９．３°／－７．５°和３１．８°Ｎ ＋

７．５°／－６．３°，处于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带干旱炎热的

气候条件之下（图３）。中侏罗世和晚侏罗世期间，

羌塘地块北向移动约１１５４±２２３ｋｍ（△λ＝１０．４°±

２．１°），相对漂移速度较快。在早侏罗世期间，班公

湖－怒江大洋再度扩张（贾建称等，２００６；王冠民和

钟建华，２００２），推动羌塘地块持续北向漂移（图３）。

该时期南羌塘地块已发展成被动大陆边缘坳陷盆地

（陈文西等，２００９），双湖以南的羌南地区发育有一套

滨浅海－半深海相碳酸盐岩沉积的曲色组（和钟铧

等，２０００），其沉积中心与沉降中心均位于盆地南部

地区（张忠民等，２０００），双湖以北的羌北地区充填陆

相火山岩相区（张忠民等，２０００；谭富文等，２００４），发

育以火山碎屑岩和火山岩为特征的那底冈日组（李

勇等，２００２）。中晚侏罗世时期，盆地内广泛分布一

套总体向上变粗变浅的雁石坪群地层，分别为中侏

罗统雀莫错组、布曲组、夏里组和上侏罗统索瓦组和

雪山组（李勇等，２００２）。在海相沉积层序雀莫错组、

布曲组、夏里组和索瓦组中均分布有膏盐岩（李亚林

等，２００８），其中以夏里组膏盐层在盆地内分布最为

广泛，其上部普遍发育石膏层和钙质结核，沉积物颜

色以紫红色为主，表明夏里组时期羌塘地块的古气

候向干旱炎热转变（贾建称，２００８；张忠民，１９９８）。

据碳、氧同位素研究表明，雀莫错组晚期羌塘盆地内

发生的海侵作用导致海平面快速上升，干热气候造

成了区域海水盐度的增高（谭富文等，２００４），布曲组

时期为该次海侵的高峰期，造成羌塘盆地普遍形成

超覆（贾建称等，２００６；谭富文等，２００４）。羌塘盆地

在布曲组进入全面断坳、深陷的主发育期（贾建称

等，２００６；杨日红等，２０００），随着海平面的快速上升，

南北拗陷连接成了一个统一的被动陆缘裂陷盆地，

整体上呈北浅南深的古地理格局（王剑等，２０１０）。

整个羌塘盆地除中央隆起西段外几乎均被海水淹

没，发育有一套广海型碳酸盐台地沉积，沉积环境也

相应由陆缘近海湖泊向正常广海过渡（贾建称，

２００６；南征兵等，２０１３；谭富文等，２００４）。中侏罗统

夏里组下部地层中含丰富的膏盐晶洞，生成于干旱

气候条件下封闭、半封闭的沉积环境中（罗建宁等，

２００３），标志着区内发生了一次明显的海平面下降过

程（谭富文等，２００４），盆地内发生大规模海退（贾建

称，２００８；李永铁等，２００６；张忠民，１９９８），唐古拉山

隆起带将两侧广海有限分隔，南北羌塘成为两个相

对局限的海湾环境（李永铁等，２００６），形成了北羌塘

盆地以碎屑岩充填为主、南羌塘盆地以碳酸盐岩沉

积为主的沉积特点（张忠民，１９９８）。上侏罗统索瓦

期是羌塘盆地侏罗纪时期的又一次海侵期，规模仅

小于布曲期（王兴涛等，２００５；张忠民等，２０００），盆地

内碳酸盐岩与碎屑岩混合沉积，但以碳酸盐沉积为

主，沉降中心与沉积中心已移至北羌塘盆地（王兴涛

等，２００５；张忠民等，２０００），呈现北东部较高，向西南

部倾斜的古地理面貌（南征兵等，２０１３；谭富文等，

２００９）。雪山组时期盆地东部地区大幅度抬升，发生

大规模北西向海退，沉积中心位于北羌塘盆地西部

（张忠民等，２０００），海域自东向西缩小（杨日红等，

２０００），上侏罗统及前期地层发生陆内褶皱变形（贾

建称，２００８；谭富文等，２００９）。

羌塘南部班公湖－怒江带在早中侏罗世扩张形

成小洋盆后，于晚侏罗世闭合（陈智梁，１９９４；黄继

钧，２００１；黄汲清等，１９８７；罗金海等，２０００），拉萨地

块与羌塘地块发生碰撞（李勇等，２００２；王兴涛等，

２００５；杨日红等，２０００），推动羌塘地块北向漂移，古

纬度值逐步升高（图３）。自晚侏罗世开始，羌塘地

块出现东浅西深的古地理格局和东高西低的古地貌

特征（李勇等，２００２），东部为抬升剥蚀区，西部为汇

水区，盆地内海退方向和沉积物搬运方向为自东向

西，古流向总体具有偏西的特点，出现自东向西迁移

的趋势（谭富文等，２００９），表明班公湖－怒江带碰撞

的时间东早西晚，具有典型斜向碰撞的特征（李勇

等，２００２），与中侏罗世末夏里组时期羌塘地块发生

旋转的磁偏角研究结果一致（颜茂都等，２０１４）。白

垩纪期间，羌塘地块古纬度变化幅度较小，整体处于

稳定状态（图３），海水已完全退出，盆地彻底结束了

中生代海相沉积历史（贾建称，２００８；谭富文等，

２００９），在南北向强烈挤压－抬升环境下（黄继钧，

２００１），充填有冲积扇相和干盐湖沉积为特征的磨拉

石建造（李勇等，２００２）。

综上所述，在中生代时期，羌塘块体北向漂移拼

合到欧亚大陆南缘的构造演化过程，与其北部以金

沙江缝合带为代表的古特提斯洋盆的闭合和南侧班

公湖－怒江洋盆为代表的中（新）特提斯洋盆的开

启、扩张、闭合密切相关。自侏罗纪以来，在中（新）

特提斯洋逐渐关闭成为局限海的过程中（Ｄｅｗｅｙｅｔ

ａｌ．，１９８８；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Ｙｉｎａｎｄ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００；许志琴等，２００６；郑绵平等，２０１２），

处于中特提斯海域东段的羌塘盆地（邱东洲等，

２００７）中充填有巨厚的海相地层。在中晚侏罗世海

侵－海退－海侵导致的海平面升降过程中，夏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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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发育有大量的中侏罗世膏丘、盐泉（郑绵平等，

２０１２）和海相、海陆交互相的膏盐层。该时期羌塘地

块处于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带干旱—极端干旱古气候

条件下，在拉萨地块与羌塘地块碰撞的构造背景下

（颜茂都等，２０１４），具有东高西低的古地貌特征和海

水西退的古地理格局（李勇等，２００２）等，形成有利于

成盐成钾的古气候、古构造和古地理环境（郑绵平

等，２０１２）。结合目前羌北多格错仁地区夏里组盐泉

地球化学指标显示的良好条件（牛新生等，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表明羌塘地区在中侏罗世夏里组末期具有较

好的成钾条件，是中国海相找钾理论取得突破的关

键区域之一。

４　结论

通过对羌塘地区以往发表的中生代古地磁结果

的重新评判总结，结合该地区的区域地质、气候背

景，我们获得了以下认识：

（１）重新厘定了羌塘地块中生代时期的古纬度

演化历史，为该地块在中生代时期的古地理重建提

供古纬度方面的约束；

（２）羌塘地块在侏罗纪期间，其古纬度逐步升高

存在约１１５４±２２３ｋｍ（△λ＝１０．４°±２．１°）的北向漂

移量。白垩世期间，羌塘块体古纬度基本稳定在

３０°Ｎ左右。

（３）自晚三叠世以来，羌塘地块已位于北半球副

热带高压带之内，在侏罗纪期间，古纬度变化范围为

１８．６°Ｎ～３１．８°Ｎ。结合构造、古气候和古地理条

件，中侏罗世夏里组晚期羌塘地块具备较高的成盐

成钾条件。

致谢：本次研究得到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规划项目 （９７３ 项目）（批准号：２０１１ＣＢ４０３００６、

２０１３ＣＢ９５６４０２），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Ｂ类）（ＸＤＢ０３０２０４０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４１２７２１８５，４１０２１００１）以及中国科学院院“百人计

划”择优支持项目的联合资助。同时极为感谢宋春

晖教授对本文的认真审核和宝贵的修改意见，使本

文得以完善，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参　考　文　献

蔡雄飞，王国烛，李德威．２００４．印支运动在昆仑地区的表现特征．

地学前缘１ｌ（０３）：５１．

陈文西和王剑．２００９．晚三叠世—中侏罗世羌塘盆地的形成与演

化．中国地质（０３）：６８２～６９３．

陈智梁．１９９４．特提斯地质一百年．特提斯地质（００）：１～２２．

谌薇薇．２０１４．羌塘地块白垩纪火山岩和红层古地磁学和年代学新

结果及其大地构造意义．博士论文，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程鑫，吴汉宁，郭强，侯宝宁，夏玲燕，王海军，刁宗宝，霍斐斐，计文

化，李荣社，陈守建，赵振明，刘晓吉．２０１１．青藏高原羌北地块

晚古生代古地磁研究的初步结果．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０８）：

１１００～１１０８．

程鑫，吴汉宁，刁宗宝，王海军，张晓东，马轮，周亚楠，康伟伟，计文

化，李荣社，陈守建，赵振明．２０１２．羌北陆块中—晚侏罗世雁

石坪群古地磁新结果．地球物理学报，５５（１０）：３３９９～３４０９．

董学斌，王忠民，谭承泽，杨惠心，程立人，周?秀．１９９０．亚东—格

尔木地学断面古地磁新数据与青藏高原地体演化模式的初步

研究．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２１：１３９～１４８．

董学斌，王忠民，谭承泽，杨惠心，程立人和周姚秀．１９９１．青藏高原

古地磁研究新结果．地质论评３７（０２）：１６０～１６４．

董学斌，杨惠心，程立人，李鹏武．１９９２．青藏高原风火山砂岩的磁

性特征及其意义．长春地质学院院报．２２（３）：３３０～３３５．

和钟铧，李才，杨德明，陈光权．２０００．西藏羌塘盆地的构造沉积特

征及演化．长春科技大学学报（０４）：３４７～３５２．

黄汲清．１９８７．鸿书往还论盐丘———塔里木盆地有无盐丘构造．石

油与天然气地质（０１）：５５．

黄继钧．２００１．藏北羌塘盆地构造特征及演化．中国区域地质（０２）：

１７８～１８６．

贾建称．２００８．古地理学报西藏羌塘盆地东部中生代构造古地理特

征及演化．古地理学报，１０（６）：６１３～６２５．

贾建称，吴新国，王根厚，张妙逢，张维杰．２００６．羌塘盆地东部中生

代沉积特征与构造演化．中国地质，３３（５）：９９９～１００４．

李才，翟庆国，董永胜，曾庆高，黄小鹏．２００７．青藏高原龙木错－双

湖板块缝合带与羌塘古特提斯洋演化记录．地质通报，２６（１）：

１３～２１．

李德威．２００３．青藏高原及邻区大地构造单元划分新方案．地学前

缘（０２）：２９１～２９２．

李朋武，高锐，崔军文，管烨．２００５．西藏和云南三江地区特提斯洋盆

演化历史的古地磁分析．地球学报，２６（５）：３８７～４０４．

李朋武，高锐，管烨，李秋生．２００９．古亚洲洋和古特提斯洋的闭合

时代———论二叠纪末生物灭绝事件的构造起因．吉林大学学报

（地球科学版）（０３）：５２１～５２７．

李亚林，王成善，李永铁．２００８．西藏羌塘盆地侏罗系膏盐岩与油气

成藏．石油学报（０２）：１７３～１７８．

李永安，李强，张惠，孙东江，曹运动，吴绍祖．１９９５．塔里木及其周

边古地磁研究与盆地形成演化．新疆地质，１３（４）：２９３～３７６．

李永铁，谭富文，王剑，郭祖军，２００６．西藏羌塘盆地中侏罗世布曲期

及夏里期岩相古地理与油气远景．古地理学报（０４）：４９９～５０８．

李勇，王成善，伊海生．２００２．中生代羌塘前陆盆地充填序列及演化

过程．地层学杂志（０１）：６２～６７＋７９．

林金录，ＷａｔｔｓＤＲ，中英青藏高原综合地质考察队．１９９０．青藏高原

的古地磁研究．１９８５年青藏高原综合地质考察报告．北京：科

学出版社：２４２～２８３．

刘训．２００１．天山一西昆仑地区沉积一构造演化史一新疆地学断面

走廊域及邻区不同地体的沉积—构造演化．古地理学报，３（３）：

２１～３１．

罗建宁，朱忠发，谢渊，叶和飞，童箴言和沈启明．２００３．羌塘盆地膏

盐岩及其与油气勘探的关系．沉积与特提斯地质（０２）：１～８．

罗金海，车自成，李继亮．２０００．中亚及中国西部侏罗纪沉积盆地的

５１０２



地　质　学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５年

构造特征．地质科学（０４）：４０４～４１３．

南征兵，张艳玲，李永铁，谭富文．２０１３．羌塘中生代盆地演化特征．

天然气地球科学（０３）：５３４～５４０．

牛新生，刘喜方，陈文西．２０１４．西藏北羌塘盆地多格错仁地区盐泉

水化学特征及其物质来源．地质学报（０６）：１００３～１０１０．

牛新生，陈文西，刘喜方．２０１３．羌塘盆地多格错仁地区盐泉地球化

学特征及成钾预测．现代地质，２７（３）：６２０～６２７．

钱自强，曲懿华，刘群．１９９４．钾盐矿床．北京：地质出版社．１

～２７３．

丘东洲，乃东专，李晓清，陈明．２００７．羌塘盆地与特提斯域油气盆

地类比及其含油气远景．沉积与特提斯地质（０３）：１～１３．

曲懿华，蔡克勤．１９９８．兰坪一思茅盆地钾盐成矿规律及预测．地质

出版社．１～１２０．

任海东，颜茂都，孟庆泉，宋春晖，方小敏．２０１３．羌塘盆地磁倾角浅

化校正及其在构造上的应用．地质科学４８（２）：５４３～５５６．

束沛镒，李幼铭，李立敏．２０００．喀喇昆仑山地区地质演化．北京：科

学出版社．５０２～５０８．

宋春彦，王剑，付修根，冯兴雷，陈明，何利．２０１２．青藏高原羌塘盆

地晚三叠世古地磁数据及其构造意义．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

学版），４２（２）：５２６～５３５．

谭富文，王剑，李永铁，杜佰伟，朱忠发．２００４．羌塘盆地侏罗纪末—

早白垩世沉积特征与地层问题．中国地质（０４）：４００～４０５．

谭富文，王剑，王小龙，杜佰伟．２００４．羌塘盆地雁石坪地区中＿晚侏

罗世碳＿氧同位素特征与沉积环境分析．地球学报，２５（２）：１１９

～１２６．

谭富文，王剑，陈明。２００９。第四届全国沉积学大会。１８４～１８６．

王冠民，钟建华．２００２．班公湖—怒江构造带西段三叠纪—侏罗纪

构造—沉积演化．地质论评（０３）：２９７～３０３．

王剑，付修根，谭富文，陈明，何江林．２０１０．羌塘中生代（Ｔ３—Ｋ１）盆

地演化新模式．沉积学报（０５）：８８４～８９３．

王剑，谭富文，王小龙，杜佰伟，陈明．２００４．藏北羌塘盆地早侏罗世

中侏罗世早期沉积构造特征．沉积学报（０２）：１９８～２０５．

王兴涛，翟世奎，柳彬德，薛刚，孙革，周书欣．２００５．青藏高原羌塘

盆地晚侏罗世索瓦期沉积特征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０１）：４９～５６．

汪玉珍，方锡廉，１９８７．西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花岗岩类时空分布规

律的初步探讨．新疆地质，５（１）：９～２４．

王元龙，李向东，黄智龙．１９９６．新疆西昆仑康西瓦构造带地质特征

及演化．地质地球化学，（２）：４８～５４．

吴必豪．１９９５．中国钾盐成矿条件与国外典型矿床的对比研究［Ｒ］．

北京：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吴功建，肖序常和李廷栋．１９９６．揭示青藏高原的隆升———青藏高

原亚东—格尔木地学断面．地球科学（０１）：３７～３８＋４０～４３．

吴汉宁，刘池阳，张小会，任战利．１９９７．用古地磁资料探讨柴达木

陆块构造演化．中国科学（Ｄ辑：地球科学）（０１）：９～１４．

吴珍汉，高锐，卢占武，叶培盛，陆露，殷裁云．２０１４．羌塘盆地结构

构造与油气勘探方向．地质学报（０６）：１１３０～１１４４．

许志琴，杨经绥，李海兵，张建新，曾令森，姜枚．２００６．青藏高原与

大陆动力学—地体拼合、碰撞造山及高原隆升的深部驱动力．

中国地质（０２）：２２１～２３８．

颜茂都，方小敏，张伟林，宋春晖．２０１２．青藏高原东北部沉积物磁

倾角浅化之成因探究．第四纪研究，３２：１～１０．

颜茂都，任海东，方小敏，宋春晖．２０１４．中晚侏罗世拉萨块体与羌

塘块体碰撞演化的古地磁制约．第七届构造地质与地球动力学

学术研讨会．

杨桂芳，藤玉洪，卓胜广，鲁兵．２００３．藏北羌塘盆地双湖地区油气

成藏条件．地质通报（０４）：２８５～２８９．

杨日红，李才，杨德明，和钟铧，任云生，刘焱木．２０００．西藏羌塘盆

地中生代构造岩相演化及油气远景．长春科技大学学报（０３）：

２３７～２４２．

袁见齐，霍承禹，蔡克勤．１９８５．干盐湖阶段的沉积特征兼论钾盐矿

层的形成．地球科学（０４）：１～９．

袁见齐，杨谦，孙大鹏，霍承禹，蔡克勤．１９９５．察尔汗盐湖钾盐矿床

的形成条件．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２７．

张文治．１９９７．地矿部中法地质与地球物理科考队．东昆仑－唐古

拉地区地壳演化、深部构造及大陆动力学．１３３～１５５．

张忠民．１９９８．羌塘盆地侏罗系夏里组沉积相及模式．大庆石油学

院院报，２２（４）：１３～１７．

张忠民，柳彬德，周书欣．２０００．青藏高原羌塘盆地侏罗系沉积特征

研究．世界地质（０３）：２３０～２３４．

赵冬冬，陈汉林，杨树锋，沈晓华，竺国强，李继亮，张围成，肖文交．

２０００．西昆仑甜水海地区前陆褶皱冲断带的构造样式及其演

化．地质学报，７４（２）：１３４～１４１．

赵政璋，李永铁，王岫岩，滕玉洪，单光华，张宽忠，郭祖军．２００２．羌

塘盆地南部海相侏罗系古油藏例析．海相油气地质（０３）：３４～

３６＋５．

郑绵平．１９８９．全球盐湖地质研究与展望．国外矿床地质，（３）：１

～３４．

郑绵平，齐文．２００６．我国盐湖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矿产保护与利

用，（５）：４５～５０．

郑绵平，袁鹤然，张永生，刘喜方，陈文西，李金锁．２０１０．中国钾盐

区域分布与找钾远景．地质学报（１１）：１５２３～１５５３．

郑绵平，张震，张永生，刘喜芳，伊宏伟．２０１２．我国钾盐找矿规律新

认识和进展地球学报，３３（３）：２８０～２９４．

朱志文等．冈瓦纳大陆解体后印度板块分块北移并与政亚板块碰撞

的古地磁证据，中法喜马拉雅考察成果．地质出版社１９８０．

ＡｌｌｅｇｒｅＣＪ，ＣｏｕｒｔｉｌｌｏｔＶ，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Ｐ，ＨｉｒｎＡ，ＭａｔｔａｕｅｒＭ，Ｃｏｕｌｏｎ

Ｃ，ＪａｅｇｅｒＪＪ，ＡｃｈａｃｈｅＪ，Ｓｃｈ ! ｒｅｒＵ，ＭａｒｃｏｕｘＪ，ＢｕｒｇＪＰ，

ＧｉｒａｒｄｅａｕＪ，ＡｒｍｉｊｏＲ，ＧａｒｉéｐｙＣ，ＬｉＴＤ，ＸｉａｏＸＣ，ＣｈａｎｇＣＨ

Ｆ，ＬｉＧＱ，ＬｉｎＢＹ，ＴｅｎｇＪＷ，ＷａｎｇＸＢ，ＤｅｎＷ Ｍ，ＳｈｅｎｇＨ

Ｂ，ＣａｏＹＧ，ＺｈｏｕＪ，ＱｉｕＨＧ，ＢａｏＰＳＨ，ＷａｎｇＢＸ，ＺｈｏｕＹＸ

ａｎｄＲｏｎｇＨＸ．１９８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Ｔｉｂｅｔｏｒｏｇｅｎｉｃｂｅｌｔ．Ｎａｔｕｒｅ，３０７：１７～２２．

ＢｏｒｃｈｅｒｔＨ ａｎｄ Ｍｕｉｒ Ｒ Ｏ．１９６４．Ｓａｌｔ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ｅｓ．ＶａｎＮｏｓｔｒａｎｄ．

ＢｕｔｌｅｒＲＦ．１９９２．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Ｄｏｍａｉｎｓｔｏ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Ｔｅｒｒａｎｅｓ． Ｔｕｃｓｏｎ，Ａｒｉｚｏｎ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ｒｉｚｏｎａ．

ＣｈａｎｇＣＦａｎｄＣｈｅｎｇＨＬ．１９７３．Ｓｏｍ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ｔ．

ＪｏｌｍｏＬｕｎｇｍａａｒｅａ，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Ｓｉｎ．，１６，２５７

～２６５．

ＣｈｅｎＨＬ，ＺｅｎｇＨＳ，ＳｈｅｎＸ Ｈ，ＹａｎｇＳＦ，ＸｉａｏＷＪ，ＺｈａｏＤＤ，

ＺｈａｎｇＧＣａｎｄＬｉＪＬ．２０００．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ｅｓ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ｆｏｒｅｌａｎｄｆｏｌｄａｎｄｔｈ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ＫｕｎｌｕｎＳｈａｎ，

６１０２



第１１期 任海东等：羌塘地块中生代时期的漂移演化及其成钾条件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４）：４３１～４３６．

ＣｈｅｎＹ，ＣｏｇｎéＪＰ，ＣｏｕｒｔｉｌｌｏｔＶ，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ＰａｎｄＺｈｕＸＹ．１９９３．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９８

（Ｂ１０）：１７９８１～１７９９９．

ＣｏｇｎｅＪＰ，ＨａｌｉｍＮ，ＣｈｅｎＹａｎｄＣｏｕｒｔｉｌｌｏｔＶ．１９９９．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ｓｈａｌｌｏｗ 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ａｇｅｉｎ Ａｓｉａ：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ｆｒｏｍ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Ｋｕｎｌｕｎ，

ａｎｄＱａｉｄａｍｂｌｏｃｋｓ（Ｔｉｂｅ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ｎｅｗ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１０４（Ｂ８）：１７７１５～１７７３４．

Ｄｅｗｅｙ，ＪＦ．，Ｓ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ＲＭ．，ＣｈａｎｇＣＦ．ａｎｄＳｕｎＹＹ．１９８８．Ｔｈ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 （Ｓｅｒｉｅｓ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２７（１５９４）：３７９～４１３．

ＤｕｐｏｎｔＮｉｖｅｔＧ，ＨｏｏｒｎＣａｎｄＫｏｎｅｒｔＭ．２００８．Ｔｉｂｅｔａｎｕｐｌｉｆｔｐｒｉｏｒ

ｔｏｔｈｅ Ｅｏｃｅｎｅ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

ｐｏｌｌ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Ｘｉｎｉｎｇｂａｓｉｎ．Ｇｅｏｌｏｇｙ，３６（１２）：９８７

～９９０．

ＤｕｐｏｎｔＮｉｖｅｔＧ，ｖａｎＨｉｎｓｂｅｒｇｅｎＤＪＪａｎｄＴｏｒｓｖｉｋＴ Ｈ．２０１０ｂ．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ｌｙｌｏｗ Ａｓｉａｎ ｐａｌｅｏ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Ａｓｉａ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２９（５）．

Ｈｕａｎｇ Ｋ Ｎ，Ｏｐｄｙｋｅ ＮＤ，Ｌｉ Ｊ Ｇ ａｎｄ Ｐｅｎｇ Ｘ Ｊ．１９９２．

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 ｏｆ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ｒｏｃｋｓ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ｅｒｎ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

ｔｅｒｒａｎｅｏｆＴｉｂｅ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ｌｉｄＥａｒｔｈ，

９７（２），１７８９～１７９９．

ＬｉｎＪＬａｎｄ ＷａｔｔｓＤ Ｒ．１９８８．Ｐａｌａ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ｎ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Ｓｅｒｉｅｓ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３２６（１５８９）：１７７～１８８．

ＯｔｏｆｕｊｉＹＩ，ＦｕｎａｈａｒａＳ，ＭａｔｓｕｏＪ，ＭｕｒａｔａＦ，ＮｉｓｈｉｙａｍａＴ，ＺｈｅｎｇＸ

ａｎｄＹａｓｋａｗａＫ．１９８９．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ａｒｒｏｗｚｏｎ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Ｚａｎｇｂｏｓｕ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Ａｓｉａ．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９２

（３）：３０７～３１６．

ＯｔｏｆｕｊｉＹ，Ｉ．Ｙ．，ＦｕｎａｈａｒａＳ，Ｍｕｒａｔａ Ｆａｎｄ Ｚｈｅｎｇ Ｘ．１９９０．

Ｐａｌａ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Ｒｉｖｅｒｓｒｅｇｉｏ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Ｊ．Ｉｎｔ．，１０３：８５～９４．

ＯｔｏｆｕｊｉＹＩ，ＴｕｎｇＶＤ，ＦｕｊｉｈａｒａＭ，ＴａｎａｋａＭ，ＹｏｋｏｙａｍａＭ，Ｋｉｔａｄａ

Ｋ，ＺａｍａｎＨ．２０１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ｔｉｐ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ａ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ｄｕｒｉｎｇｉｔｓ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ｉｍｅ．Ｇｏｎｄｗａ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２（２）：６１５～６２７．

ＰａｔｒｉａｔＰａｎｄＡｃｈａｃｈｅＪ．１９８４．ＩｎｄｉａＥｕｒａｓｉａ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ｐｌａｔｅｓ．Ｎａｔｕｒｅ，３１１（５９８７）：６１５～６２１．

ＰａｔｚｅｌｔＡ，ＬｉＨ Ｍ，ＷａｎｇＪＤａｎｄＡｐｐｅｌＥ．１９９６．Ｐａｌａ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ｓｍ

ｏｆ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ｔｏ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ｏｆＩｎｄｉａｐｒｉｏｒｔｏ

ｔｈｅ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ｕｒａｓｉａ．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５９（４）：２５９～２８４．

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Ｐ，ＸｕＺＱ，ＲｏｇｅｒＦ，ＭｅｙｅｒＢ，ＡｒｎａｕｄＮ，ＷｉｔｔｌｉｎｇｅｒＧ

ａｎｄＹａｎｇＪＳ．２００１．Ｏｂｌｉｑｕｅ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９４（５５４７）：１６７１～１６７７．

ＰｉｅｒｃｅＪＡａｎｄＤｅｎｇ Ｗ Ｍ．１９８８．Ｔｈｅｏｐｈｉｏｌｉ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

ｇｅｏｔｒａｖｅｒｓｅ，ＬｈａｓａＧｏｌｍｕｄ （１９８５）ａｎｄＬｈａｓａｔｏＫａｔｈｍａｎｄｕ

（１９８６）．ＰｈｉｌＴｒａｎｓＲＳｏｃＬｏｎｄ，３２７：２１５～２３８．

ＳｅｎｇｏｒＡ Ｍ Ｃ．１９９６．Ｐａｌ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ａｓｉ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ｏｆ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

ＴａｕｘｅＬ．１９９８．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ｐｒｉ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ＷａｒｒｅｎＪ．２０１０．ＥｖａｐｏｒｉｔｅｓＡｃｒｏｓｓＤｅｅｐＴｉｍ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Ｒｕｓｔ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 Ｎｏｎｍａｒｉｎ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ＧＥＯ２０１０．

ＸｉａｏＷＪ，ＷｉｎｄｌｅｙＢＦ，ＬｉｕＤＹ，ＪｉａｎＰ，ＬｉｕＣＺ，ＹｕａｎＣａｎｄＳｕｎ

Ｍ．２００５．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ｏｆ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Ｋｕｎｌｕｎ

Ｏｒｏｇ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Ｅａｒｌｙ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ＬｏｎｇＬｉｖｅｄ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 ｗｉｔｈ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Ｅｕｒａｓｉａ．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１３（６）：６８７～７０５．

ＹａｎＭＤ，ＶａｎｄｅｒＶｏｏＲ，ＴａｕｘｅＬ，ＦａｎｇＸＤａｎｄＭＰａｒéｓＪ．２００５．

Ｓｈａｌｌｏｗｂｉａｓｉｎ Ｎｅｏｇｅｎｅｐａｌａ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Ｂａｓｉｎ，ＮＥＴｉｂｅｔ，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ｒｒｏｒ．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６３：９４４～９４８．

Ｙｉｎ Ａ ａｎｄ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Ｔ Ｍ．２０００．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ｏｒｏｇｅ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８：２１１～２８０．

７１０２



地　质　学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５年

犜犺犲犕犲狊狅狕狅犻犮犈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犙犻犪狀犵狋犪狀犵犅犾狅犮犽犪狀犱

犐狋狊犘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犻狀犘狅狋犪狊犺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ＲＥＮＨａｉｄｏｎｇ
１，２），ＹＡＮＭａｏｄｕ２，３），ＣＨＥＮＹｉ２

），ＺＨＡＮＧＤａｗｅｎ２），ＬＩＢｉｎｇｓｈｕａｉ
２）

１）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狔，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３７；

２）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犆狅狀狋犻狀犲狀狋犪犾犆狅犾犾犻狊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犘犾犪狋犲犪狌犝狆犾犻犳狋，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犜犻犫犲狋犪狀犘犾犪狋犲犪狌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１０１；

３）犆犃犛犆犲狀狋犲狉犳狅狉犈狓犮犲犾犾犲狀犮犲犪狀犱犐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犻狀犜犻犫犲狋犪狀犘犾犪狋犲犪狌犈犪狉狋犺犛狔狊狋犲犿犛犮犻犲狀犮犲狊，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１０１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Ｐａｌａｅｏ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ｕｄｙ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ｉｎ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

ｌａ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ｄｒ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ｂｌｏｃｋ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ｉｍｅ．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ｅｄｔｈｅ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Ｂｌｏｃ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ｐａｌｅ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ｄａｔａ．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ｔｈｅ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Ｂｌｏｃｋ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ｚｏｎ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ＬａｔｅＴｒｉａｓｓｉｃ，ａｎｄｃｏｌｌｉｄｅｄｗｉｔｈｉｔｓ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ｕｎｉｔ．Ｉｔｒｅａｃｈｅｄａ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２１．４°Ｎｉｎ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ｎｏｒｔｈｗａｒｄｄｒｉｆｔｔｏ３１．８°Ｎ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Ｔｈ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ｉｓ

ｄｒｉｆｔｒｅａｃｈｅｄ１１５４±２２３ｋｍ（△λ＝１０．４°±２．１°）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ｂｌｏｃｋｈａｄｋｅｐｔ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ｐａｌｅｏ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ｄｕｒｉｎｇ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ｈｉｓ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ｄｒｉｆｔ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ｎｄ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ｗ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ｈｅ

Ｘｉａｌ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ａｔ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ｈａｓｈａｄｈｉｇｈ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ｐｏｔａｓｈ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Ｑｉａｎｇｔａｎｇｂｌｏｃｋ；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Ｐａｌｅｏ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ＮｏｒｔｈｗａｒｄＤｒｉｆｔ

８１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