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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代，青藏昌都、羌塘、拉萨及喜马拉雅块

体之间被古特提斯洋、中特提斯洋及新特提斯洋分

隔（Şengör，1984；Metcalfe，2006）。这些洋盆的

现今位置、开闭时间、宽度和深度一直是国际地质

研究的热点之一。地质学家通过区域地质、构造地

质及岩石地球化学工作，已初步建立了构造演化框

架及活动古地理模型，但在古特提斯洋关闭及新特

提斯洋形成的时限和过程上仍存在争议（Şengör，
1984；Metcalfe，2006；Pullen et al.，2008；Pan G T 
et al.，2012；Zhu D C et al.，2013）。海相古生物具

有精确的时间延限，双壳类动物群的组成可直接反

应水体深度、盐度及温度（Smith et al.，1988）。早

中生代海相生物的古生态和古地理研究有益于澄

清青藏特提斯演化中一些尚有疑义的问题（Niu Y Z 
et al.，2011；Zhang Y C et al.，2013）。 

基于 205 条化石记录，青藏地区早三叠世至早

侏罗世共统计出 61 个动物群。根据双壳类种一级

别不同生态类型的比例和一些特殊属种的出现，这

些动物群可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代表碳酸盐台地、

盐度控制、浅海、半深海四种生境（Stanley，1970；
Aberhan，1994；殷鸿福等，1995）。 

I 碳酸盐台地动物群，主要生活在潮间带附近

的滨岸台地环境，动物群中 Megalodontidae 和 
Dicerocardiidae 大量出现； 

II 盐度控制动物群，主要生活在滨海泻湖及低

盐度的三角洲环境，其动物群主要由半咸水底栖双

壳类组成，如 Trigonodus 和 Unionites； 
III 浅海动物群，生活在内陆架以内的浅水环

境，其动物群分异度明显高于其他，且生态类型丰

富，底栖和悬浮双壳类均有出现； 

IV 深水动物群，主要生活在大陆坡的深水环

境，也在外陆架出现。其动物群属一级别分异度极

低，缺少底栖生态类型，主要由可营悬浮生活的海

扇类组成，如 Daonella, Halobia。 
以海相动物群为基础，结合地层特征，本文在

精细时间框架下，讨论青藏地区早中生代古地理面

貌及其与特提斯构造演化之间的联系。 
① 古特提斯洋及其支脉闭合过程 
早三叠世松潘–甘孜洋已初步形成，在甘孜、

理塘产出印度期 IV 型动物群。义敦岛弧由昆仑块

体分离向南回转（Zhang L Y et al.，2014），在可可

西 里 出 现 了 奥 伦 尼 克 期 III 型 Bakevellia 
–Leptochondria 动物群。中三叠世安尼期，义敦岛

弧与昌都块体之间的古特提斯洋支脉闭合形成金

沙江缝合带，产生了俯冲相关（245~237Ma）和同

碰撞张裂相关（249~245Ma）的岩浆（Zi J W et al.，
2012；Wang B D et al.，2014）。同时可可西里出现

IV 型放射虫动物群，可可西里—松潘—甘孜洋形

成。该区 IV 型动物群从安尼期延伸至晚三叠世诺

利 期 早 期 ， 包 括 卡 尼 期 Halobia convexa–H. 
yunnanensis 和诺利期早期 Halobia yunnanensis–H. 
yandongensis 动物群。诺利期早期可可西里–松潘–
甘孜洋是较为封闭的海湾环境，Halobia 动物群主

要由土著种组成。诺利期晚期–瑞替期，海水逐渐

退出本区，可可西里、松潘、甘孜和义敦地区出现

II 型 Trigonodus–Unionites 动物群。 
中三叠世拉丁期，昌都块体南部尚有 IV 型放

射虫动物群。晚三叠世卡尼期，昌都块体与羌塘块

体之间的古特提斯洋闭合，形成了龙木错–双湖缝

合带，产生了区域性的地层不整合、超高压变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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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碰撞隆升区（244~223Ma）（Pullen et al.，2008；
Zhang K J et al.，2012）。晚三叠世诺利期，隆升区

周缘出现 II 型 Unionites –Tulongcardium 动物群，昌

都和羌塘块体其他地区以碳酸盐台地和浅海环境

为主，产出 I&III 型 Plagiostoma–Neomegalodon 动

物群。早侏罗世，III 型 Propeamussium–Falcimytilus
动物群出现在阶段性海侵形成的海湾或浅海中。 

② 新特提斯洋形成过程 
早二叠世萨克马尔期–亚丁斯克期和中二叠世

卡匹敦期–晚二叠世吴家坪期，喜马拉雅出现裂谷

相关的大陆溢流玄武岩（Zhu D C et al.，2010）。晚

二叠世，喜马拉雅以浅海环境为主，发育 III 型动

物群。早三叠世奥伦尼克期，喜马拉雅与其北侧块

体之间的新特提斯洋正式形成，该区南部仍为 III
型动物群，北部开始出现 IV 型动物群。喜马拉雅

南北动物群的水深差异贯穿整个中生代，延伸至始

新世。北部 IV 型动物群包括早三叠世 Claraia，中

三叠世 Daonella，晚三叠世 Halobia，晚侏罗世

Buchia，早白垩世 Inoceramus 动物群，晚白垩世–
始新世早期放射虫动物群及 Nereites 遗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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