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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的地质研究新进展：薪火相传，深化拓张

李海兵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自然资源部深地动力学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青藏高原的形成和演化一直以来都是固体地球科学研究的热点，也是我国地学研究的主

要特色所在。在青藏高原以往的研究中，无数的地质工作者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使得

我们今天对青藏高原及其周缘的基本地质单元组成、地质演化过程和动力学机理有了初步的

认识，这些基本的素材成为继续深入开展青藏高原地质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石。

尽管前人在青藏高原内部及周缘开展了大量的基础地质工作和科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

科学数据，但是对于这么广袤的高海拔地区，这些工作成果还不足以深入解释青藏高原形成演

化的动力学机制。比如高原的前寒武纪地层的分布及其高原基底的研究还存在着较大的空

白，再如青藏高原古生代地层的分布及各个块体在古生代的空间排布并不明确。尤其重要的

是，青藏高原是由不同的微陆块在中新生代拼合而成的复合造山带，而目前人们对这些微陆块

的拼贴过程，即微陆块间缝合带的演化历史的认识还差距甚远。要深入了解高原长期的地质

演化及伴随的复杂地球动力学过程，了解其本质内涵，尚需要加强对地质演化复杂地区的岩浆

岩和变质岩及其侵位动力学及折返动力学的研究。但目前此类的研究工作在青藏高原的内部

及周缘开展的还不够深入。另一方面，青藏高原是在新生代印度／欧亚板块碰撞挤压造山过程

中形成的，造就了现今地球上最高、最大的高原，并且这个造山过程现今依然在持续进行，伴随

着不断发生的地震地质灾害，这对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何做到防范地震

地质灾害，我们还任重道远。

近些年，众多的学者围绕青藏高原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及研究空白做了大量的野外调查

和室内分析研究工作，这些工作成果来自青藏高原的不同地区，时间跨越了元古宙至现今，研

究对象从沉积岩到岩浆岩再到变质岩都有涉及，研究手段包括构造地质学、地层学、古地磁、地

球化学等。我们选取了不同主题的１９篇研究新成果发表在本专辑，其中，大多数由８０后和

９０后的年轻人完成，高原研究后继有人。这些成果以地质时间序列组合成以下几个部分：

（１）通过野外地质填图、地球化学和锆石年代学的研究工作，蔡志慧等提出中天山、伊犁及

塔里木地块开始参与罗迪尼亚超大陆聚合过程早于新元古代；通过对北阿尔金喀孜萨依奥陶

纪二长花岗岩成因及其构造意义的研究，郑坤等认为其形成于后碰撞生长环境；刘飞等通过对

西藏仲巴地体中４３３Ｍａ伸展热事件、波库二云母花岗岩锆石年代学、地球化学和 Ｈｆ同位素

的研究，得出仲巴地体与特提斯喜马拉雅地体在早古生代可能具有不同的构造演化环境。所

有的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青藏高原古生代及前寒武纪的地质演化认识。

（２）李明等综述了青海柴达木盆地北缘寒武纪和奥陶纪海相红层的分布与时代，得出所有

海相红层均形成于近岸或浅水碳酸盐岩台地环境的结论，认为属于浅水－半深水陆棚红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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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玉等综述了西藏泥盆纪海相红层的分布与时代，讨论了中国南方泥盆纪海相红层的分布及

全球法门期海相红层广布事件。这两篇地层综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青藏高原乃至整个中国

大陆寒武纪至泥盆纪地层的全面认识，对于今后展全国乃至全球寒武纪、奥陶纪海相红层、泥

盆纪碳酸盐层分布及对比提供了基础数据和资料。

（３）对羌塘地块西部晚三叠世灰岩古地磁研究，曹勇等得出班公湖怒江特提斯洋西段闭

合的时间发生在早白垩世晚期约１１０～１００Ｍａ的新认识；刘晨光等研究了藏东昌都地区侏罗

纪岩石磁组构，指示出古水流方向的明显变化，表明昌都地区侏罗纪南早北晚的隆升过程。陈

晓坚等通过对西藏东巧蛇绿岩中玄武质岩石的构造背景探讨，以及卢雨潇等对西藏班公湖怒

江缝合带中段蓬湖蛇绿岩中的洋脊型二辉橄榄岩的研究，均得出班怒缝合带残存有侏罗纪—

早白垩纪的ＳＳＺ型蛇绿岩。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补充了我们对班怒缝合带演化的认识。

（４）董昕等通过对拉萨地体东部早侏罗纪变质和深熔作用研究，将东久地区的高级变质岩

可划分出不同的构造岩片，认为是南、北拉萨地体碰撞造山作用的产物。王云鹏等对雅鲁藏布

江缝合带西段东波地幔橄榄岩的研究和徐向珍等对冈底斯中段卡热辉长岩锆石 ＵＰｂ年代

学、地球化学及构造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拉萨地体中新生代岩浆变质作用演化的认识。

（５）吴富饶等通过对青藏高原东南缘德钦中甸断裂中北段活动性及地震危险性评估，得

出德钦中甸断裂在奔子栏镇附近的古地震平均复发周期和长期滑动速率；刘亢等以尼泊尔地

震滑坡为例，探讨了喜马拉雅俯冲带地震滑坡的特征。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将来防治青藏高

原周缘的地震灾害事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６）巴合达尔等对长石显微变形机制研究进展和孙丽静等对石英显微变形机制及流变学

特征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为我们了解国际研究前沿，及应用这些新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助

力。

上述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于青藏高原及周缘的野外第一手资料，希望这些论文的出版，能为

今后从事青藏高原地质研究工作人员提供一批高质量的科研数据和一些新的思路，并激发大

家对基础地质理论认识的新思考，促进我国青藏高原地质研究乃至固体地球科学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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