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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渐新世晚期隆升的地质证据

吴珍汉，吴中海，胡道功，叶培盛，周春景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内容提要：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地壳缩短增厚是青藏高原隆升的主要原因，青藏高原隆升对环境变迁和东亚

季风具有重要影响，但对青藏高原隆升时代存在不同认识。通过统计分析青藏高原中段新生代不同时期的地层倾

角，表明区域褶皱变形主要发生于古近纪，中新世湖相沉积地层产状平缓，挤压构造变形微弱，说明地壳缩短增厚

主要发生于中新世前。湖相沉积地层的孢粉分析结果表明，青藏地区热带亚热带阔叶林植被自始新世中期开始逐

步减少，至中新世早期濒临消亡；暗针叶林植被自渐新世早中期开始逐步增加，至中新世早中期达到繁盛程度甚至

居主导地位。根据这些地质证据，结合全球气候变化、古气温及年代学资料，综合推断青藏高原渐新世晚期隆升高

度达到海拔４０００ｍ左右。

关键词：中新世早期湖相沉积；孢粉组合；古植被；青藏高原隆升

　　青藏高原隆升时代是地质学家关注的重要科

学问题。徐仁（１９８１）根据植物化石及植物学证

据，推断喜马拉雅山脉快速隆升时代为上新世—

第四纪。李吉均等（１９７９）和张青松等（１９８１）综合

古地理、古生物、沉积和黄土多方面的观测资料，

推断青藏高原整体隆升开始于３．６Ｍａ或２．５Ｍａ。

钟大赉等（１９９６）根据磷灰石的裂变径迹测年资

料，提出青藏高原隆升具有多阶段性，但青藏高原

的整体快速隆升发生于３Ｍａ之后。肖序常等

（２０００）、Ｙｉｎ等 （２０００）与 Ｄｉｎｇ等．（２００３）也支持

青藏高原多阶段隆升模式，但对各阶段隆升时代

和速率存在不同认识。Ｍｅｔｉｖｉｅｒ等．（１９９８）根据

柴达木盆地沉积速率变化，推断青藏高原北部快

速隆升发生于５．３Ｍａ以来。Ｈａｒｒｉｓｏｎ等 （１９９５）

根据念青唐古拉山东南部伸展型韧性剪切变形的

起始 年 龄 推 断 青 藏 高 原 南 部 隆 升 早 于 ８Ｍａ。

Ｂｌｉｓｎｉｕｋ等 （２００１）根据双湖盆地伸展裂陷的起始

年龄 推 断 青 藏 高 原 北 部 隆 升 早 于 １３．５Ｍａ。

Ｃｏｌｅｍａｎ等 （１９９５）根据Ｔｈａｋｏｌａ地堑初始裂陷年

龄推断喜马拉雅地块快速隆升时代早于１４Ｍａ。

Ｓｐｉｃｅｒ等 （２００３）根据乌郁火山沉积盆地的树叶化

石的高程信息和年代学资料，推断青藏高原隆升

早于１５Ｍａ。Ｔｕｒｎｅｒ等 （１９９６）根据岩石圈拆沉模

式，通过测定地幔源玄武岩的时代，推断青藏高原

隆升时代为１３～１４Ｍａ。Ｗａｎｇ等 （２００２）根据新

生代地层的沉积学和古夷平面的观测资料，认为

青藏高原整体隆升发生于始新世晚期。Ｄａｖｉｄ等

（２００６）根据同位素古海拔高度计，测出伦坡拉盆

地在３５Ｍａ前已经隆升至海拔４０００ｍ高度。迄今

为止，对青藏高原的隆升时代还存在很大争议。

尽管对青藏高原隆升时代存在不同认识，但国

内外地质学家普遍认为，地壳缩短增厚与青藏高原

隆升存在动力学成因联系（Ｄｅｗｅｙｅｔａｌ．，１９８８；

Ｒａｔ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２；

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青藏高原隆升对环境变迁和东亚

季风具有重要影响 （Ｑｕａｄｅｅｔａｌ．，１９８９；Ｌｉ，１９９５；

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因此可以从构造变形分析和

古环境演化不同角度，寻找青藏高原隆升的地质证

据（Ｍｏｌｎａ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３）。兹根据新生代不同时期

湖相沉积地层的构造变形和孢粉组合，结合全球气

候变化、古气温及年代学资料，分析青藏高原的隆升

时代。

１　新生代沉积地层及变形特征

导致地壳缩短的构造变形主要包括逆冲推覆和

褶皱变形。自印度—欧亚大陆碰撞以来，青藏高原



图１　青藏高原中段渐新统与中新统地层及样品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ａｎｄＭｉｏｃｅｎｅｓｔｒａｔａ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１—早更新世碎屑沉积；２—早中新世碎屑沉积；３—早中新世碳酸盐岩；４—渐新世—中新世火山岩；５—渐新世砖红色碎屑岩；

６—渐新世—中新世花岗岩；７—现代湖泊；８—照相点、取样位置及编号。岩浆岩时代：Ｎ１Ｂ—中新世玄武岩，Ｎ１Ａ—中新世粗面

岩，Ｅ３Ｂ—渐新世玄武岩；Ｎ１Ｇ—中新世花岗岩

１—Ｅａｒｌｙ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２—ＥａｒｌｙＭｉｏｃｅｎｅ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３—ＥａｒｌｙＭｉｏｃｅｎｅ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ｏｃｋｓ；４—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

Ｍｉｏｃｅｎ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５—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ｂｒｏｗｎｉｓｈｒｅｄｄｅｔｒｉｔａｌ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６—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ｇｒａｎｉｔｅ；７—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ａｋｅ；８—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ｍａｇｍａｔｉｃｒｏｃｋｓ：Ｎ１Ｂ—Ｍｉｏｃｅｎｅｂａｓａｌｔ；Ｎ１Ａ—Ｍｉｏｃｅｎｅｔｒａｃｈｙｔｅ；

Ｅ３Ｂ—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ｂａｓａｌｔ；Ｎ１Ｇ—Ｍｉｏｃｅｎｅｇｒａｎ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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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青藏高原腹地下中新统五道梁群湖相沉积地层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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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青藏高原腹地新生代沉积地层倾角统计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ｐａｎｇｌｅｓｏｆ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ｓｔｒａｔａ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逆冲推覆构造与挤压缩短变形主要发生于古近纪，

中新世逆冲推覆构造主要发育于喀喇昆仑、东昆仑、

祁连、阿尔金、龙门山、冈底斯、喜马拉雅等青藏高原

周缘地区（Ｄｅｗｅｙｅｔａｌ．，１９８８；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２；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青藏高原腹地新近纪—第四纪挤压缩短构造变形不

甚显著，但走滑和伸展构造比较发育（Ａｍｉｊｏｅｔａｌ．，

１９８６；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Ｂｌｉｓｎｉｕｋ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青藏高原中段大面积出露下中新统五道梁群沉

积地层（图１），以白云质灰岩、灰岩、泥灰岩、泥岩、

砂岩和砂砾岩为主，主要形成于湖相沉积环境

（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２；吴珍汉等，２００６ａ）。中新世早

期湖相沉积地层产状平缓，褶皱变形微弱（图２），挤

压缩短与地壳增厚不显著。在青藏公路及两侧远离

晚期走滑断裂的部位，五道梁群地层倾角绝大部分

小于２０°，大部分倾角变化于１０°～２０°之间，出现频

率最高的露头岩层倾角为１０°～１５°（图３ａ）。在受

冻土冻胀变形影响的青藏高原北部地区，五道梁群

部分地层倾角达２０°～３０°，局部地层倾角达３２°～

３５°。五道梁盆地南部中新统地层倾角变化于１５°～

３５°，大部分为１５°～２５°；五道梁盆地北部如楚玛尔

河高平原和清水河高平原中新统地层倾角大部分为

１０°～１５°。北麓河盆地（图２ａｂ）、沱沱河盆地（图

２ｃｄ）和通天河盆地的中新统地层倾角大部分为１０°

～２０°，局部地层倾角大于２５°。那曲盆地（图２ｅｆ）、

色林错盆地、伦坡拉盆地和双湖盆地（图２ｇ）中新统

地层倾角普遍小于１５°，大部分为１０°～１５°。

青藏高原中段，五道梁群下伏地层普遍发生区

域褶皱变形，产状变化较大。在远离晚期断裂的部

位，渐新统雅西错群地层倾角绝大部分为１０°～３５°，

多数介于２０°～３０°之间，雅西错群出现频率最高的

露头岩层倾角为２０°～２５°（图３ｂ）。雅西错群部分

露头岩层高达３５°～４５°，局部超过４５°。古新统—渐

新统风火山群地层倾角变化很大，在远离断裂的部

位，风火山群大部分露头岩层倾角为３０°～５５°，露头

岩层倾角呈现３０°～３５°和４０°～４５°两个峰值（图

３ｃ）。风火山群部分露头岩层倾角高达６０°～７０°。

古近纪逆冲推覆构造运动与区域褶皱变形是导致风

火山群与雅西错群地层产状变化及地壳缩短增厚的

主要原因。

２　孢粉组合与古植被演化

沿青藏公路及两侧对青藏高原腹地渐新世、中

新世、第四纪湖相沉积地层取样进行孢粉分析，取样

层位和取样位置如图１；结果显示，很多样品含有孢

粉，部分样品孢粉含量达到统计分析要求（吴珍汉

等，２００６ｂ）。将青藏高原腹地的孢粉资料与西宁—

民和盆地（孙秀玉等，１９８４）、伦坡拉盆地（宋之琛等，

１９８２）、柴达木盆地（青海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

院等，１９８５）、渭河盆地（孙秀玉等，１９８０）的孢粉资料

结合起来，能够良好地揭示青藏及邻区新生代古植

被演化（表１），对青藏高原隆升具有重要的指示意

义。

根据孢粉资料，青藏南部、青藏北部、柴达木盆

地、西宁—民和盆地与渭河盆地的热带亚热带阔叶

林植被比例自始新世—渐新世早中期同步减少（表

１、图４ａ），对应于深海氧同位素反映的全球气候变

冷过程（Ｓｃ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１９８４）。青藏及邻区始新世—

渐新世热带亚热带阔叶林植物花粉常见分子包括大

戟粉（犈狌狆犺狅狉犫犻犪犮犻狋犲狊）、漆树粉（犚犺狅犻狆犻狋犲狊）、枫香粉

（犔犻狇狌犻犱犪犿犫犪狉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 西 里 拉 粉

（犆狔狉犻犾犾犪犮犲犪犲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木兰粉（犕犪犵狀狅犾犻狆狅犾犾犻狊）、

楝粉（犕犲犾犻犪犮犲狅犻犱犻狋犲狊）、山核桃粉（犆犪狉狔犪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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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 榈 粉 （犘犪犾犿犪犲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 芸 香 粉

（犚狌狋犪犮犲狅犻狆狅犾犾犻狊）、桃金娘粉（犕狔狉狋犪犮犲犻犱犻狋犲狊）、枫杨

粉 （犘狋犲狉狅犮犪狉狔犪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 化 香 树 粉

（犘犾犪狋狔犮犪狉狔犪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冬青粉（犐犾犲狓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胡 桃 粉 （犑狌犵犾犪狀狊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及 罗 汉 松 粉

（犘狅犱狅犮犪狉狆犻犱犻狋犲狊）（吴珍汉等，２００６ｂ）。青藏南部、

青藏北部和青藏东北部（西宁—民和盆地）的热带亚

热带阔叶林植物花粉含量自渐新世晚期开始快速减

少，至中新世早期濒临消亡（表１、图４ａ）。渐新世热

带亚热带阔叶林植物花粉含量：青藏南部渐新世早

中期为７．４％，青藏北部渐新世晚期为９．０％，伦坡

拉盆地渐新世早中期为８．０％、渐新世晚期为７．７％

～１０％，青藏东北部西宁—民和盆地渐新世晚期为

５．３％；青藏南部、青藏北部、西宁—民和盆地中新世

早期热带亚热带阔叶林植物花粉含量分别为２．８％

～３．５％、２．７％、３．０％，中新世中晚期、上新世、第四

纪热带亚热带植物花粉含量一般小于２．０％（表１、

图４），包括山核桃粉（犆犪狉狔犪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胡桃粉

（犑狌犵犾犪狀狊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与罗汉松粉（犘狅犱狅犮犪狉狆犻犱犻狋犲狊）。

而位于纬度更高的渭河盆地、柴达木盆地、库车盆

表１　青藏高原及邻区新生代孢粉组合一览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狆狅狉狅狆狅犾犾犲狀犪狊狊犲犿犫犾犪犵犲狊犻狀狋犺犲犜犻犫犲狋犪狀犘犾犪狋犲犪狌犪狀犱狏犻犮犻狀犻狋狔

地理位置 样品、层位及时代 热带亚热带阔叶林 暗针叶林 干旱草本植物

青藏高原南部

Ｄ２１８５粉砂质粘土岩 （Ｅ２－３２ ） ２０．０％ ０．０％ ３．０％

Ｄ２１８２灰色砂质泥岩 （Ｅ３２） １１．１％ ０．０％ １５．２％

Ｄ２１８１暗色灰岩 （Ｅ１３） ７．４％ ０．０％ ３１．０％

Ｄ２１９２粉砂质泥灰岩 （Ｎ１１） ３．５％ ２０．８％ ２．２％

Ｄ２１９１灰色泥灰岩 （Ｎ１１） ２．８％ １６．９％ ５．６％

Ｄ７０９６灰色泥灰岩 （Ｎ２１） １．２％ ２４．１％ ０．０％

Ｄ７０６３灰色泥岩 （Ｎ３１） ０．８％ ２．６％ １２．１％

Ｄ３０９６砂质粘土 （Ｑ３） １．０％ ４．０％ １９．４％～２６．１％

Ｄ６２４１砂质粘土（Ｑ４） ０．０％ ３．０％～５．０％ ５４．１％

青藏高原北部

Ｄ２１４７灰色泥岩 （Ｅ２３） １１．４％ ０．０％ ３７．４％

Ｄ６２９１砂质泥岩 （Ｅ３３） ９．０％ １．８％ １４．２％

Ｄ２４１１砂质泥灰岩 （Ｎ１１） ２．７％ ３６．３％ １．８％

Ｄ２１１１砂质泥灰岩（Ｎ３１） １．８％ ２．７％ ３５．８％

Ｄ２１２１砂质泥岩 （Ｑ１） ２．１％ １．５％ ３０．１％

Ｄ２１２２砂质泥岩 （Ｑ１） ０．０％ １．６％ ５２．１％

Ｄ２２５１砂质粘土 （Ｑ３） ０．８％ ５．８％ ３０％～５４．０％

伦坡拉盆地

始新世早期 （Ｅ２２） １６．６％ ０．０％ １７．８％

始新世晚期 （Ｅ３２） １４．３％ ３．８％ ３６．１％

渐新世早中期 （Ｅ１－２３ ） ８．０±３．０％ ２３．２±１２．５％ ６５．５±２２．０％

渐新世晚期 （Ｅ３３） ７．７％～１０．０％ ３６．０％～３９．６％ ５０．０％～５７．０％

柴达木盆地

始新世晚期 （Ｅ３２） ３１．８％ １．１％ ３２．８％

渐新世早期 （Ｅ１３） １５．８％ １３．７％ ２６．８％

渐新世中期 （Ｅ２３） ７．０％ ２．６％ ６８．２％

渐新世晚期 （Ｅ３３） ５．７％ ６．７％ ６３．３％

中新世早中期 （Ｎ１－２１ ） ６．６％～８．５％ ９．３％ ４３．５％

中新世晚期 （Ｎ３１） ４．４％
１７．４％（下段）～

４．８％（上段）

３１．０％（下段）～

５６．４％（上段）

上新世早期 （Ｎ１２） ９．４％ ８．４％ ４３．７％

上新世晚期 （Ｎ２２） ４．６％ ５．６％ ６１．４％

西宁民和盆地

渐新世早期 （Ｅ１３） １３．３％ ３．０％ １３．５％

渐新世中期 （Ｅ２３） １０．０％ １１．０％ ２８．０％

渐新世晚期 （Ｅ３３） ５．３％ ２１．５％ １０％

中新世早期 （Ｎ１１） ３．０％ ２４．４％ １４．０％

中新世中期 （Ｎ２１） ０．５％ ４４．５％ １９．５％

中新世晚期 （Ｎ３１） ０．０％ ０．７％ ５７．０％

渭河盆地

渐新世早期（Ｅ１３） ２３．０％ ４．０％ １３．０％

渐新世中晚期 （Ｅ２－３３ ） ９．０％ ４．０％ ２３．０％

中新世 （Ｎ１） １０．０％～１２．０％ ４．０％ １５．０％

上新世 （Ｎ２） １５．０％ ５．０％～７．０％ 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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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青藏及邻区新生代孢粉组合与古植被演化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ｓｐｏｒｏｐｏｌｌｅ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ｉｂｅｔ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ｖｉｃｉｎｉｔｙ

地、华北盆地（北京、天津）新近纪—第四纪热带亚热

带阔叶林植物花粉仍然占较大比例（宋之琛等，

１９９９）（表１、图４ａ）。青藏南部、青藏北部、青藏东北

部中新世早中期热带亚热带阔叶林同步消亡事件难

以用全球古气候变化予以合理解释；深海氧同位素

显示，渐新世中晚期—中新世早中期全球气候虽有

波动，但 总 体 处 于 相 对 稳 定 的 温 暖 气 候 环 境

（Ｓｃ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１９８４）；青藏高原隆升是造成青藏与周

边邻区新近纪古植被显著分异的主要原因（吴珍汉

等，２００６ｂ）。

暗针叶林花粉，包括云杉粉（Ｐｉｃｅａｅ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与

冷杉粉（Ａｂｉｅｓ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于始新世晚期—渐新世早

期先后出现于伦坡拉盆地、柴达木盆地与西宁盆地，

渐新世晚期开始出现于青藏南部和青藏北部，渐新

世晚期是青藏不同地区暗针叶林同步快速增长时期

（表１、图４ｂ）。暗针叶林云杉粉（Ｐｉｃｅａｅ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与

冷杉粉（Ａｂｉｅｓ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含量在始新世—渐新世中

期分别为青藏南部与青藏北部０．０％、柴达木盆地

１．１％～１３．７％、西宁—民和盆地３％～１１％，经过渐

新世晚期的同步快速增长，至中新世早中期增加到

１７％～４４％，达到繁盛程度或居主导地位；中新世晚

期暗针叶林急剧减少，至中新世末期濒临消亡；上新

世与第四纪暗针叶林花粉比例虽有波动，但总体含

量较低（表１、图４ｂ）。相对而言，渭河盆地暗针叶林

云 杉 粉 （犘犻犮犲犪犲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 ） 与 冷 杉 粉

（犃犫犻犲狊狆狅犾犾犲狀犻狋犲狊）在渐新世—中新世—上新世始终

保持较低含量（４％～７％）。青藏不同地区中新世晚

期—上新世暗针叶林植被减少与深海氧同位素反映

的全球气候变冷事件（Ｓｃ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１９８４）呈现良好

的对应关系，但渐新世晚期—中新世早中期暗针叶

林快速同步增长与同期相对稳定的全球温暖气候环

境不相符合，需要用青藏高原隆升予以合理解释。

３　古海拔高度估算

根据青藏高原南部现今植被生长环境的观测资

料（徐凤翔，１９８１；吕厚远等，２００６），云杉与冷杉绝大

部分种属生长于海拔２５００～４０００ｍ的高度，年平均

气温为２～１０℃（图５），仅个别种属生长于年平均气

温０～２℃的相对寒冷环境和１０～１１℃的相对温暖

环境（徐凤翔，１９８１；吴征镒，１９８０）。这些资料为估

算青藏高原中新世古海拔高度提供了重要依据，但

根据植被估算古海拔高度还需要考虑古气候环境。

分析古植被与古海拔高度的关系，需要考虑古

气温条件。根据古今植被对比（黄赐璇等，１９８３）和

冰芯氧同位素比值（姚檀栋等，１９９７），青藏高原晚更

新世间冰期古气温比现今年均气温至少高５℃。

Ｓｐｉｃ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根据乌郁盆地古植物叶片热

焓，估算１５Ｍａ乌郁盆地的古海拔高度为４６３８±８４７

ｍ～４６８９±８９５ｍ，年平均气温为（６．８±３．４）℃～

（８．１±２．３）℃。根据青藏高原及邻区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至９０年代的气温观测资料，得出年平均气温及６

月份平均气温与海拔高度的关系（图６）；乌郁盆地

１５Ｍａ的古气温位于青藏高原南部６月份温度曲线

上，与深海氧同位素反映的中新世早中期全球温暖

气候环境（Ｓｃ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１９８４）基本符合，因此可借用

现今６月平均气温比拟中新世早中期年平均气温；

考虑青藏高原晚更新世与现今年平均气温（Ｔａ）存在

５℃差异，可用Ｔａ＋５℃比拟晚更新世间冰期古气温

曲线（图６）。暗针叶林生长的年均温度范围（２～

１１℃）来自于青藏高原现今云杉和冷杉的实际观测

资料（徐凤翔，１９８１；吕厚远等，２００６；），热带亚热带

阔叶林生长的临界气温（１３．５～１６．０℃）来自于现今

中国大陆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带和中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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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青藏高原南部云杉与冷杉现今生长环境分布图（据吕厚远等，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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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青藏高原温度海拔高度相关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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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常绿落叶林带北部边界的年均气温观测资料（吴

征镒，１９８０）。

分析古植被与古海拔高度的关系，还需要考虑

古雨水条件。在青藏腹地，中新世早中期（２３．５～

１６Ｍａ）发育巨型古大湖（吴珍汉等，２００６ａ）；青藏南

部、青藏北部和青藏东北部（西宁—民和盆地）干旱

草本植物花粉含量分别为２．２％～５．６％、１．８％、

１４．０％～１９．５％（表１），远低于渐新世和中新世晚

期—第四纪；这些资料一致表明，青藏地区中新世雨

水充沛，雨量充足，雨水条件可能优于现今青藏高原

南部地区。

图７　风火山北麓花岗岩Ｄ２１４１样品离子探针测年锆石阴极发光照片和ＵＰｂ同位素谐和曲线图

Ｆｉｇ．７　ＣＬｉｍａｇｅａｎｄ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ｐｌｏｔｏｆＵ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ｄａｔａｏｆｚｉｒｃｏｎｓｆｒｏｍＤ２１４１ｓａｍｐｌｅｄ

ｆｒｏｍｇｒａｎｉｔ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ｏｆＦｅｎｇｈｕｏｓｈａｎＭｔｓ

（ａ）—单颗粒锆石及测点位置；（ｂ）—ＵＰｂ同位素谐和曲线

（ａ）—Ｔｓｏｔｏｐｉｃ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ｇｒａｉｎｚｉｒｃｏｎｓ；（ｂ）—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ｐｌｏｔｏｆＵＰｂｉｓｏｔｏｐｉｃｄａｔａ

在渐新世晚期—中新世早中期全球相对稳定的

古气候环境，青藏高原隆升是导致青藏不同地区热

带亚热带阔叶林同步消亡和暗针叶林同步繁盛的主

要原因；随着青藏高原整体隆升，青藏不同地区热带

亚热带阔叶林同步减少，暗针叶林呈同步增长趋势。

对青藏高原北部和东北部（西宁—民和盆地），当隆

升高度达到古海拔３５００～４０００ｍ时，热带亚热带植

物濒临消亡，当隆升高度超过古海拔４３７０ｍ时，暗针

叶林开始繁盛；对青藏高原南部，当隆升高度达到古

海拔４０００～４３７０ｍ时，热带亚热带植物濒临消亡，当

隆升高度超过古海拔４５５０ｍ时，暗针叶林开始繁盛

（图６）。晚更新世间冰期与全新世，青藏高原腹地如

那曲、安多、沱沱河、北麓河、五道梁等盆地，由于气

温较低，不太适合暗针叶林生存，这与晚更新世孢粉

资料（表１、图４）基本符合。青藏南部、青藏北部、青

藏东北部（西宁—民和盆地）热带亚热带阔叶林濒临

消亡与暗针叶林同步繁盛发生于中新世早中期（图

４），证明青藏高原中新世早中期海拔高度已经达到

或超过４０００～４５００ｍ（图４、６）。

４　年代学约束

构造变形与孢粉资料一致表明，青藏高原渐新

世晚期—中新世初期已经隆升，但青藏高原隆升的

具体时代尚有待于年代学资料的约束。对青藏高原

快速隆升前后形成沉积地层的时代，前人已经开展

了大 量 研 究 工 作。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０３）和 Ｌｉｕ 等

（２００３）根据磁性地层学资料，确定风火山群红层形

成时代为６５～３３．７Ｍａ，雅西错群群形成时代为３１．５

～３０．０Ｍａ，五道梁群形成时代为２３．５～１６Ｍａ。

在风火山北侧北麓河盆地南缘青藏公路西侧，

发育由近南北向岩脉断续相连组成的花岗斑岩侵入

体，侵入于倾角约３０°的雅西错群砂砾岩地层内，在

五道梁期湖相沉积前遭受风化剥蚀并出露于地表，

局部被五道梁群湖相沉积地层角度不整合覆盖。在

该花岗岩西南部露头，取样品Ｄ２１４１（图１），人工挑

选锆石单矿物。选取具有清晰环带的岩浆结晶锆

石，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按照标准程序（宋彪等，

２００２），进行单颗粒锆石的ＵＰｂ同位素测年，单颗粒

锆石的阴极发光照片和年龄如图７ａ，ＵＰｂ同位素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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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曲线如图７ｂ。离子探针ＵＰｂ同位素测年结果表

明，样品Ｄ２１４１花岗岩１０颗结晶锆石的平均年龄为

２７．６±０．５Ｍａ（图７ｂ），代表花岗岩的侵位结晶时代。

由于风火山北麓Ｄ２１４１花岗岩侵入于雅西错群

砂砾岩内，在五道梁期湖相沉积之前遭受隆升和剥

蚀，因此该花岗岩结晶锆石的ＵＰｂ同位素年龄为青

藏高原隆升提供了良好的年代学约束，说明雅西错

群沉积结束时代及雅西错群地层挤压缩短变形时代

早于２７．６±０．５Ｍａ，五道梁群沉积时代晚于２７．６±

０．５Ｍａ，这与磁性地层学资料基本吻合。综合

Ｄ２１４１花岗岩测年、雅西错群与五道梁群磁性地层

及孢粉组合、古植被演化等资料，推断青藏高原在渐

新世晚期约２７．６～２３．５Ｍａ隆升高度达到或超过海

拔４０００ｍ。

５　结论与讨论

青藏高原广泛出露的中新世湖相沉积记录了青

藏高原隆升的重要地质证据。青藏高原腹地下中新

统五道梁群缓倾斜、近水平产状和微弱褶皱变形，指

示中新世以来挤压缩短和地壳增厚不显著，地壳缩

短增厚主要发生于中新世前。中新世前后的孢粉资

料显示，在全球气候相对稳定的温暖气候环境，青藏

不同地区渐新世中晚期热带亚热带阔叶林同步减

少、暗针叶林同步增长，中新世早中期热带亚热带阔

叶林几乎同步消亡、暗针叶林同步进入繁盛阶段甚

至跃居主导地位，指示青藏高原在渐新世中晚期发

生过整体快速隆升，至中新世早中期青藏高原的古

海拔高度已经达到４０００～４５００ｍ，青藏高原隆升是

造成渐新世晚期—中新世早中期青藏与周边邻区古

植被显著分异的主要原因。根据现有磁性地层和

ＵＰｂ同位素测年资料，青藏高原在渐新世晚期约

２７．６～２３．５Ｍａ隆升高度达到或超过海拔４０００ｍ。

根据湖相沉积、构造变形、孢粉组合揭示的青藏

高原整体隆升时代与根据磨拉石建造、不整合关系、

磁性地层揭示的青藏高原周边山脉快速隆升时代存

在较大差别。前人在青藏高原周缘很多山前盆地都

发现了巨厚的砾石层（砾岩层）或磨拉石（类磨拉石）

建造，并应用磁性地层方法良好地确定了各砾石层

的形成时代，如临夏盆地的积石砾岩（３．５８～２．５８

Ｍａ）（方小敏等，１９９７）、西南天山南麓和帕米尔—西

昆仑北麓前陆盆地的西域砾岩（３．６～１．３Ｍａ）

（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０；陈杰等，２００１）、河西走廊酒泉

盆地的玉门砾岩（３．６０～０．９３Ｍａ）与酒泉砾石层

（０．８４～０．１５Ｍａ）（赵志军等，２００１；苏建平等，

２００５）、龙门山山前盆地的大邑砾岩（２．７～２．２Ｍａ）

（李吉均等，２００１）、喜马拉雅山南尼泊尔砾岩（３．０～

２．５Ｍａ）（Ｑｕａｄ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５）。青藏高原周缘山前

或前陆盆地的上新世—第四纪早期砾石层不但厚度

巨大，而且在砾石沉积期间和沉积期后普遍发生了

强烈的逆冲推覆构造运动和显著的区域褶皱变形，

在砾石层底部、砾石层内部及砾石层上部形成多期

角度不整合，具有磨拉石建造的典型特征（陈杰等，

２００１），对造山运动具有重要指示意义（Ｌｉｅｔａｌ．，

１９９９；李吉均等，１９９８，２００１；陈杰等，２００１），与山脉

快速隆升存在良好对应关系。如玉门砾岩、酒泉砾

石层与酒泉盆地周缘逆冲推覆构造运动存在动力学

成因联系，对应于祁连山２期快速隆升事件（赵志军

等，２００１；苏建平等，２００５）；大邑砾岩发育与龙门山

推覆构造运动存在成因联系，对应于龙门山快速隆

升事件（李吉均等，２００１）；西域砾岩发育与西南天山

南麓、帕米尔—西昆仑北麓的逆冲推覆构造运动存

在动力学成因联系（陈杰等，２００１），对西南天山与西

昆仑的山脉快速隆升事件具有重要指示意义；尼泊

尔砾岩和西瓦利克上部砾石层记录了喜马拉雅山晚

期快速隆升事件（李吉均等，２００１）。但类似时代的

巨厚砾岩、磨拉石建造及构造变形、造山运动在青藏

高原内部却未见报道。青藏高原内部中新世早中期

处于相对稳定的古大湖沉积环境 （吴珍汉等，

２００６ａ），中新世晚期—第四纪长期处于伸展（走滑）

构造环境（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Ｂｌｉｓｎｉｕｋ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挤压构造变形微弱（图２），地壳缩短增厚不显

著，不具备形成巨厚磨拉石建造的构造环境。因此，

约３．６Ｍａ以来的造山运动和磨拉石建造主要发育

于青藏高原周缘山区，对青藏高原内部没有产生显

著影响，与青藏高原隆升似乎也不存在直接关系和

成因联系，青藏高原（内部）挤压缩短变形和构造隆

升主要发生于中新世早中期五道梁群湖相沉积之

前。

尽管青藏不同地区新生代中晚期湖相沉积地层

及其构造变形、孢粉组合良好地记录了青藏高原隆

升及古环境演化过程，为青藏高原隆升提供了重要

的地质证据，但仍然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

题。相关问题包括：（１）大部分地区风火山群、雅西

错群、五道梁群及其相当层位的地层存在显著差异，

磁性地层资料为各地层单元（群）的时代提供了良好

的年代学约束，但对部分露头的地层时代目前仍然

存在争议；将雅西错群与五道梁群进一步细分，划分

出Ｅ１３、Ｅ
２
３、Ｅ

３
３ 与 Ｎ

１
１、Ｎ

２
１、Ｎ

３
１，主要依据地层层序、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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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组合及部分样品的介形虫化石等资料（吴珍汉等，

２００６ｂ），难免存在误差或误判；（２）新生代中晚期，不

同类型的古植被生存条件可能随时间发生不同程度

的变化，因此古植被与古海拔高度的关系可能更加

复杂，但根据古植被组合结合图６判别古海拔高度

的误差目前尚难以估算；（３）伦坡拉盆地孢粉显示，

暗针叶林在渐新世早中期已经达到很高的比例（约

２３％），至渐新世晚期高达３６％～３９．６％（图），跃居

主导地位，说明青藏高原中部伦坡拉地区的隆升时

代早于青藏其它邻区，这与根据氧同位素比值得出

的古海拔高度变化（Ｄａｖｉ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基本吻合；

（４）对青藏高原的隆升机理，仅根据地表构造观测资

料尚难以合理解释，深部动力学过程具有不可忽视

的重要作用（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２００６）。对青藏高原的隆

升过程和隆升机理，还有待于更多更加深入的研究

工作。

致谢：本文早更新世及早更新世前的孢粉分析

和详细鉴定由王大宁研究员协助完成，晚更新世与

全新世的孢粉资料由赵希涛研究员提供；科技部国

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２００１ＣＢ７１１００１首席科学家赵

逊研究员与ＩＮＤＥＰＴＨ项目首席科学家赵文津院士

对论文相关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长期指导，美国

地质学家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Ｂａｒｏｓｈ教授对论文进行了精心

修改。对各位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参　考　文　献

陈杰，卢演俦，丁国瑜．２００１．塔里木西缘晚新生代造山过程的记

录—磨拉石建造及生长地层和生长不整合．第四纪研究，２１

（６）：５２８～５３９．

方小敏，李吉均，朱俊杰，陈怀录，曹继秀．１９９７．甘肃临夏盆地新

生代地层绝对年代测定与划分．科学通报，４２（１４）：１４５７～

１４７１．

黄赐璇，王燕如，梁玉莲．１９８３．试从孢粉分析论西藏中南部全新世

自然环境的演变．见：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编，

西藏第四纪地质．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７９～１９２．

李吉均，文世宣，张青松等．１９７９．青藏高原隆升的时代、幅度和形

式探讨．中国科学（Ｂ辑），９（６）：６０８～６１６．

李吉均，方小敏．１９９８．青藏高原隆起与环境变化研究．科学通报，

４３（１５）：１５６９～１５７４．

李吉均，方小敏，潘保田，赵志军，宋友桂．２００１．新生代晚期青藏

高原强烈隆升及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第四纪研究，２１（５）：

３８１～３９１．

吕厚远，王淑云，沈才明，羊向东，童国榜，廖淦标．２００４．青藏高

原现代表土中云杉和冷杉花粉的空间分布．第四纪研究，２４

（１）：３９～４９．

青海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１９８５．柴达木盆地第三纪孢粉学研究．北京：石油工业出版

社，１～２１９．

宋彪，张玉海，万渝生等．２００２．锆石ＳＨＲＩＭＰ样品靶制作、年龄测

定及有关现象讨论．地质论评，４８（增刊）：２６～３０．

宋之琛，刘金陵．１９８２．西藏南木林第三纪孢粉组合．见：中国科学

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编，西藏古生物第五分册．北京：

科学出版社，１５３～１６４．

宋之琛，刘耕武．１９８２．西藏东北部早第三纪孢粉组合．见：中国科

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编，西藏古生物第五分册．北京：

科学出版社，１６５～１９０．

宋之琛，郑亚惠，李曼英，张一勇，王伟铭，王大宁．１９９９．中国孢

粉化石（第一卷）：晚白垩纪和第三纪孢粉．北京：科学出版社，

７４１～７７３．

苏建平，仵彦卿，李麒麟，张应华，温小虎．２００５．第四纪以来酒泉

盆地环境演变与祁连山隆升．地球学报，２６（５）：４４３～４４８．

孙秀玉，范永，邓茨兰，余正清．１９８０．渭河盆地新生代孢粉组

合．中国地质科学院院报地质研究所分刊，１（１）：８２～１０９．

孙秀玉，赵英娘，何卓生．１９８４．青海西宁—民和盆地渐新世至中新

世孢粉组合．地质论评，３０（３）：２０７～２１５．

吴珍汉，吴中海，胡道功，赵逊，叶培盛．２００６ａ．青藏高原腹地中新

世早期古大湖的特征及其构造意义．地质通报，２５（７）：７８２～

７９１．

吴珍汉，吴中海，叶培盛，胡道功，彭华．２００６ｂ．青藏高原晚新生代

孢粉组合与古环境演化．中国地质，３３（５）：９６６～９７９．

吴征镒主编．１９８０．中国植被．北京：科学出版社，３０～４９．

肖序常，李廷栋．２０００．青藏高原的构造演化与隆升机制．广州：广

东科学出版社，２３７～２７０．

徐凤翔．１９８１．西藏亚高山暗针叶林的生长和分布．南京林产工业

学院学报，１（１）：７０～８０．

徐仁．１９８１．大陆漂移与喜马拉雅山上升的古植物学证据．见：中国

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编，青藏高原隆升的时代、幅度和形

式．北京：科学出版社，８～１８．

姚檀栋，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ＬＧ，施雅风等．１９９７．古里雅冰心中末次间冰

期以来气候变化记录研究．中国科学（Ｄ辑），２７（５）：４４７～４５２．

张青松，李炳元，景可等．１９８１．青藏地区上新世古地理和高原隆

起．见：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编，青藏高原隆

升的时代、幅度和形式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６～２９．

赵志军，方小敏，李吉均，潘宝田，史正涛，颜茂都．２００１．酒泉砾

石层的古地磁年代与青藏高原隆升．科学通报，２６（１４）：１２０８

～１２１２．

钟大赉，丁林．１９９６．青藏高原的隆起过程及其机制探讨．中国科学

（Ｄ辑），２６（４）：２８９～２９５．

ＡｍｉｊｏＲ，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Ｐ，ＭｅｒｃｉｅｒＪＬ，ＨａｎＴ．１９８６．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Ｔｉｂｅｔ：Ｆｉｅｌ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９１（Ｂ１４）：１３８０３

～１３８７２．

ＢｌｉｓｎｉｕｋＭＰ，ＨａｃｋｅｒＲＢ，ＧｌｏｄｎｙＪ，Ｒａｔ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Ｌ，ＢｉＳｉｗｅｎ，

ＷｕＺｈｅｎｈａｎ，Ｍ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 Ｍ，ＣａｌｖｅｒｔＡ．２００１．Ｎｏｒｍａｌ

ｆａ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ｓｉｎｃｅａｔｌｅａｓｔ１３．５Ｍａａｇｏ．Ｎａｔｕｒｅ，

４１２：６２８～６３２．

ＣｏｌｅｍａｎＭ，ＨｏｄｇｅｓＫ．１９９５．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ｕｐｌｉｆｔ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１４Ｍｙｒａｇｏ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 ｍｉｎｉｍａｌａｇｅｆｏｒ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Ｎａｔｕｒｅ，３７４：４９～５２．

ＤａｖｉｄＢＲｏｗｌｅｙ，ＢｒｉａｎＳＣｕｒｒｉｅ．２００６．Ｐａｌｅｏ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ｅ

ＥｏｃｅｎｅｔｏＭｉｏｃｅｎｅＬｕｎｐｏｌａｂａｓ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Ｎａｔｕｒｅ，４３９：

６７７～６８１．

ＤｅｗｅｙＪＦ，Ｓ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ＲＭ，Ｃ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ｆａ，ＳｕｎＹｉｙｉｎ．１９８８．Ｔｈｅ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Ｐｈｉｌ．Ｔｒａｎｓ．Ｒ．Ｓｏｃ．

Ｌｏｎｄ，Ａ３２７：３７９～４１３．

ＤｉｎｇＬｉｎ，ＫａｐｐＰ，ＤａｌａｉＺｈｏｎｇ，Ｄａｎ Ｗａｎｍｉｎｇ．２００３．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ｖｏｌｃａｎｉｓｍｉｎ Ｔｉｂｅ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ａ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ｏｃｅｎｉｃ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ｕｂ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４４（１０）：１８３３～

６８５ 地　质　学　报 ２００７年



１８６５．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ＴＭ，ＣｏｐｅｌａｎｄＰ，ＫｉｄｄＷＳＦ，ＡｎＹｉｎ．１９９２．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ｉｂ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２５：１６６３～１６７０．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Ｔ Ｍ，ＣｏｐｅｌａｎｄＰ，Ｋｉｄｄ Ｗ ＳＦ，ＬｏｖｅｒａＯ Ｍ．１９９５．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ｙａｉｎｑｅｎｔａｎｇｈｌａｓｈｅａｒｚｏｎ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１４（３）：６５８～

６７６．

ＪｉａｎｇＤｅｘｉｎ，ＥｌｅｎｏｒａＩＲｏｂｂｉｎｓ．２０００．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ｐａｌｙｎｏｆｌｏｒａｓａｎｄ

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Ｑａｉｄａｍｂａｓｉｎ，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Ｐａｌｙｎｏｌｏｇｙ，２４：９５～１１２．

ＫｌｅｍｐｅｒｅｒＳＬ．２００６．ＣｒｕｓｔａｌｆｌｏｗｉｎＴｉｂｅｔ：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

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ｉｂｅｔａｎ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ｒｅ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ｆｌｏｗ．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６８：３９～７０．

ＬｉＪｉｊｕｎ．１９９５．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Ｘｉｚａｎｇ（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ＬｉＪｉｊｕｎｅｄ．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

Ｘｉｚａｎｇ（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１～１８．

ＬｉＪｉｊｕｎ，ＦａｎｇＸｉａｏｍｉｎ．１９９９．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Ｘｉｚａｎｇ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４４（２３）：２２１７

～２２２４．

ＬｉｕＺｈｉｆｅｉ，ＺｈａｏＸｉｘｉ，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ＬｉｕＳｈｕｎ，ＹｉＨａｉｓｈｅｎｇ．

２００３．Ｍａｇｎｅｔ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ｏｈ

Ｘｉｌｂａｓｉ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５４：２３３～

２５２．

Ｍｅｔｉｖｉｅｒ Ｆ， Ｇａｕｄｅｍｅｒ Ｙ， 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 Ｐ， Ｍｅｙｅｒ Ｂ．１９９８．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ｗａｒ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ｄｅｄｕｃｅｄｆｒｏｍ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ｅａｓ：ｔｈｅＱａｉｄａｍ

ａｎｄＨｅｘｉ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ｂａｓｉｎｓ，Ｃｈｉｎａ．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１７（６）：８２３～８４２．

ＭｏｌｎａｒＰ，ＥｎｇｌａｎｄＰ，ＭａｒｔｉｎｏｄＪ．１９９３．Ｍａｎｔｌ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ｕｐｌｉｆｔ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 ｍｏｎｓｏ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３１（４）：３５７～３９６．

ＱｕａｄｅＪ，ＣｅｒｌｉｎｇＴＥ，ＢｏｗｍａｎＪＲ．１９８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ｉａｎ

ｍｏｎｓｏｏｎ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ｍａｒｋｅｄ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ｈｉｆ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

Ｍｉｏｃｅｎ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Ｎａｔｕｒｅ，３４２：１６３～１６６．

ＱｕａｄｅＪ，ＣｅｒｌｉｎｇＴＥ．１９９５．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Ｃ４ｇｒａｓ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

Ｍｉｏｃｅｎｅ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ｉｎ

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ｓ．Ｐａｌａｅ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Ｐａｌａｅ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１５：９１～１１６．

Ｒａｔ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Ｌ，ＦｒｉｓｃｈＷ，ＬｉｕＧ．１９９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ｄ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Ａｓｉａ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９９：１９９１７～１９９４６．

ＳｃｈａｃｋｌｅｔｏｎＮＪ．１９８４．Ｏｘｙｇｅ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ｎｓｅｔｏｆｉｃｅ

ｒａｆｔｉｎｇ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ｇｌａ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ｅ，３０７：６２０～６２３．

ＳｐｉｃｅｒＲＡ，ＨａｒｒｉｓＮＢＷ，ＷｉｄｄｏｗｓｏｎＭ，ＨｅｒｍａｎＡＢ，ＧｕｏＳ，

ＶａｌｄｅｓＰＪ，ＷｏｌｆｅＪＡ，ＫｅｌｌｅｙＳ．２００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１５Ｍｉｌｌｉｏｎｙｅａｒｓ．Ｎａｔｕｒｅ，４２１：６２２

～６２４．

ＴａｐｐｏｎｎｉｅｒＰ，ＸｕＺ，ＲｏｇｅｒＦ，ＭｅｙｅｒＢ，ＡｒｎａｕｄＮ，ＷｉｔｔｌｉｎｇｅｒＧ．

２００１．Ｏｂｌｉｑｕｅ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９４：１６７１～１６７７．

ＴｕｒｎｅｒＳ，ＡｒｎａｕｄＮ，ＬｉｕＬ，ＲｏｇｅｒｓＮ，ＨａｗｋｅｓｗｏｒｔｈＣ，ＨａｒｒｉｓＮ，

ＫｅｌｌｅｙＳ，ＶａｎＣａｌｓｔｅｒｅｎＰ，ＤｅｎｇＷ Ｍ．１９９６．Ｐｏｓｔ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ｓｈｏｓｈｏｎｉｔｉｃｖｏｌｃａｎｉｓｍｏｎ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ｏｃｅ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ｂａｓａｌ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３７：４５～７１．

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ＬｉｕＺｉｆｅｉ，ＹｉＨａｉｓｈｅｎｇ，ＬｉｕＳｈｕｎ，ＺｈａｏＸｉｘｉ．

２００２．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ｅｎｅ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ｏｈＸｉｌ

ｒｅｇｉｏｎ：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１～２２３．

ＹｉｎＡ，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ＴＭ．２０００．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ｏｒｏｇｅｎ．Ａｎｎ．Ｒｅｖ．ＥａｒｔｈＰｌａｎｅｔ．Ｓｃｉ．Ｌｅｔｔ．，２８：２１１

～２８０．

ＺｈｅｎｇＨＢ，ＰｏｗｅｌｌＣＭ，ＡｎＺ，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Ｐｌｉｏｃｅｎｅ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８（８）：７１５～７１８．

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犈狏犻犱犲狀犮犲狊犳狅狉狋犺犲犜犻犫犲狋犪狀犘犾犪狋犲犪狌犝狆犾犻犳狋犲犱犻狀犔犪狋犲犗犾犻犵狅犮犲狀犲

ＷＵＺｈｅｎｈａｎ，ＷＵＺｈｏｎｇｈａｉ，ＨＵＤａｏｇｏｎｇ，ＹＥＰｅｉｓ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ｕｎｊｉｎｇ

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犌犲狅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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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８１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Ｍｏｓｔｇｅ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ｕｐｌｉｆｔ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ｓｇｅ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ｗｈｉｃｈ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ｍｏｎｓｏ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ｈｉｆｔ

ｉｎＡｓｉａ．Ｈｏｗｅｖｅｒ，ｕｐｌｉｆｔ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ｓｓｔｉｌｌｕｎｓｏｌｖ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ｄｉｐａｎｇｌｅｏｆ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ｓｔｒａｔａｏｕｔｃｒｏｐｐｅｄ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ｍａｊｏｒ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

ｃｒｕｓｔｏｃｃｕｒｉｎ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ａｎｄ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ｔｒａｔａｋｅｐｔ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ａｎｄｇｅｎｔｌｙｄｉｐｐｉｎｇｏｖｅｒｖａｓｔａｒｅａｓｓｉｎｃｅ

ＥａｒｌｙＭｉｏｃｅｎｅ．Ｓｐｏｒｏｐｏｌｌｅ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ｔｒ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ｂｒｏａｄｌｅａｖｅｄｔｒｅｅ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ｆｒｏｍ ＭｉｄｄｌｅＥｏｃｅｎｅｔｏＬａｔｅ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ａｎｄａｌｍｏｓｔ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ｓｉｎｃｅ

ＥａｒｌｙＭｉｏｃｅｎｅｗｈｉｌｅｄａｒｋｎｅｅｄｌｅｌｅａｖｅｄｔｒｅ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ＥａｒｌｙＭｉｄｄｌｅ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ａｎｄ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ｏｒｄｏｍｉｎａｔｅ

ｉｎＥａｒｌｙＭｉｄｄｌｅＭｉｏｃｅｎｅ．Ｔｈｅｓｅｄａｔａ，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

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ｕｐｌｉｆｔｅｄｔｏ～４０００ｍｉｎＬａｔｅＯｌｉｇｏｃｅｎ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ｔｒａｔａ；ｓｐｏｒｏｐｏｌｌｅｎ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ｕｐｌｉｆｔ

７８５第５期　　　　　　　　　　　　　　吴珍汉等：青藏高原渐新世晚期隆升的地质证据



８８５ 地　质　学　报 ２００７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