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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班戈$切里错地区

早白垩世火山岩的时代确定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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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班戈$切里错地区广泛分布的去申拉组中酸性火山岩详细研究认为，去

申拉组中酸性火山岩角度不整合于沙木罗组（.’—/! !）之上，被竟柱山组（/% 0 ’ "）
角度不整合覆盖，同时获 !%#12（34$56）同位素年龄值，证实去申拉组火山岩时代

为早白垩世（/!），为同造山期火山岩。去申拉组火山岩的时代确定，并将其从东

巧蛇绿岩中分离出来，为蛇绿岩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依据；为班公错—怒江结合带中

段早白垩世造山事件的确定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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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位于班公错$怒江结合带中段的班戈$切里错地区，以出露东巧蛇绿岩而闻名。在该带中

的火山岩种类、岩石类型等均较雅鲁藏布江结合带及国内外其它结合带更为复杂多样，从大

洋拉斑玄武岩$流纹岩均有分布。对基性火山熔岩$玄武岩的认识基本统一，均认为是东巧蛇

绿岩组分之一，而对该区大量分布的，层位往往位于蛇绿岩$深海沉积组合之上，岩性多属

安山岩$粗面岩（流纹岩）组合的中酸性火山岩的时代、成因等方面的认识存在着较大分歧。

《! )!"" 万拉萨幅区域地质报告》中，将中酸性火山岩划归为拉贡塘组；潘裕生［!］等在改则、

尼玛、东巧、那曲一带进行地质路线考察时，认为中酸性火山岩为木嘎岗日群中的夹层，为

深海相硅质$火山岩系的复理石沉积建造，具优地槽性质，中酸性火山岩与基性火山岩都属

蛇绿岩组分之一；周详等［%］认为，班戈$切里错一带分布的中酸性火山岩为钙碱性火山岩

“斑”，是洋壳仰冲推覆所导致的盆内聚敛作用的结果，并称为“内岛弧”现象；《西藏自治

区区域地质志》［’］则将中酸性火山岩与基性火岩一道归于木嘎岗日群，时代为早中侏罗世

（.!$%）；王希斌等［&］在《西藏蛇绿岩》一书中，将中酸性火山岩从蛇绿岩中分离出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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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班戈"切里错一带早白垩世火山岩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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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系；@& 牛堡组；A& 竟柱山组；B& 去申拉组；C& 沙木罗组；D& 拉贡塘组；E& 木嘎岗日群；F& 希湖群；G& 确哈拉群；!H& 下拉组；

!!& 查果罗玛；!@& 东卡组；!A& 燕山期二长花岗岩；!B& 燕山期花岗闪长岩；!C& 蛇绿岩；!D& 角度不整合界线；!E& 韧性剪切带；!F& 剖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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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山岩类时代为白垩纪，英安岩、粗面岩（流纹岩）等时代为白垩纪!古近纪。以上各种认

识均缺乏系统区域地质资料和确切年龄依据作支撑。

近年来，笔者在该区进行 " #$% 万区域地质调查过程中，对该区广泛分布的中酸性火山

岩进行了详细调查，证实火山岩角度不整合于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沙木罗组（&’—(" !）之

上，被中!晚白垩世竟柱山组（($!’ "）角度不整合覆盖，同时获 )*!+, 同位素年龄值 "$-./。
在进行区域对比的基础上我们称之为去申拉组（(" #）。

" 剖面层序

去申拉组（(" #）火山岩主要分布在班公错!怒江结合带内的东卡错、达加错、切里错等

地（图 "），角度不整合于东卡组（+$）、下拉组（0" %）、确哈拉（1’ #）、希湖群（&" %）、木

岗嘎日岩群（&&）、沙木罗组（&’—(" !）等地层之上，被竟柱山组（($!’ "）角度不整合覆

盖。剖面位于西藏自治区班戈县白马乡出西弄巴，东经 234356"57，北纬 ’"4586’%7（图 $）。

上覆地层：竟柱山组（($!’ "）
"-9 灰!灰褐色块层状火山质砾岩 厚

!!!!!!!!!!!!!!!
: "%98;

!!!!!!!!!!!!!!!角度不整合

去申拉组（(" #） 总厚度 <5$98-;
"%9 灰!深灰色中厚层状安山岩 "%92$;
"59 薄!中层状凝灰质砂岩 "29$<;
"’9 深灰色块状安山质晶屑岩屑凝灰岩 2"92";
"$9 深灰色块状晶屑凝灰岩 -$95’;
""9 灰!深灰色块状安山质晶屑岩屑凝灰岩 $$9$3;
"39 灰紫色中厚层状凝灰质砂岩 -9<8;
29 灰!灰褐色晶屑岩屑凝灰岩 ’’9%8;
<9 灰绿色安山质晶屑岩屑凝灰岩 %-98-;
89 灰、浅灰、深灰色薄!中层状凝灰质砂岩 8895’;
-9 浅灰、灰绿块状晶屑岩屑凝灰岩 <%9’%;
%9 紫灰色凝灰质砂岩 398<;
59 灰!深灰色中厚层状英安质晶屑岩屑凝灰岩夹灰!灰紫色沉积火山角砾岩 85933;
’9 浅灰、灰褐色块状安山质晶屑岩屑凝灰岩与灰!浅灰绿色块状蚀变安山岩韵律互层

$8’95$;
$9 灰!灰绿色块状安山玄武质晶屑岩屑凝灰岩

!!!!!!!!!!!!!!!
$$9<5;

!!!!!!!!!!!!!!!角度不整合

下伏地层：确哈拉群（1’ #）

"9 灰!浅灰色中层状长石石英砂岩，灰褐色中厚层状岩屑砂岩韵律互层。厚 : ’$95<;

$ 火山地质及岩石学特征

去申拉组（(" #）火山岩角度不整合于不同时代地层之上，且角度不整合于蛇绿岩之

上，属木岗嘎日地层分区；在班戈县及蓬错南觉翁山等地也有分布，在构造位置上跨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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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去申拉组火山岩实测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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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带南界，角度不整合于拉贡塘组（9!:; !）地层之上，属班戈地层分区。

去申拉组（<= "）火山岩在剖面上主要岩石类型为安山岩、安山质晶屑岩屑凝灰岩等夹

凝灰质砂岩，灰褐色安山质晶屑岩屑凝灰岩与灰:浅绿色块状蚀变安山岩呈韵律互层。在达

如错一带，见有英安岩、英安质凝灰岩、安山质凝灰岩、安山熔岩、流纹质晶屑凝灰岩、流

纹岩、粗面岩等。

安山岩：具斑状结构，基质玻晶交织结构，块状构造。斑晶成分为斜长石，自形粒状，

双晶不清。角闪石，自形短柱状，强蚀变。斑晶粒径 >%? @ ;88，个别达 A88。基质成分：

斜长石 B ACD @ C>D，呈细板条状和粒状微晶，大小 >%>= @ >%>C88，杂乱排列。玻璃质 CD
@ !>D，角闪石 =D @ !D，磁铁矿 E =D。磷灰石 E >%CD。岩石具轻绢云母化、帘石化。

英安岩：具残斑状结构，基质残余交织结构，块状构造。斑晶成分为斜长石 CD @ FD，

具残余自形柱状结构，大小 = @ =%C88。基质成分：斜长石 CCD @ E ?>D，石英 ;D @ CD，

绿泥石 =CD @ !>D，绢云母 CD @ FD，隐晶质成分 CD。微量：磁铁矿 E =D，褐铁矿 E
=D。次生矿物有绿泥石、绢云母、黝帘石、绿帘石。

安山质晶屑凝灰岩：具斑状结构，基质残余交织结构，块状构造。斑晶成分为斜长石和

强烈暗化角闪石，斜长石自形板柱状，角闪石自形柱状，具暗化现象。斑晶粒径 >%? @ ;88
不等。基质成分：斜长石 C>D @ CCD、石英 ;D @ CD、绢云母化玻璃质成分 =>D @ =CD，

绿泥石 ;D @ CD。基质粒径 >%>! @ >%>C88，少数 >%=88。次生矿物为绢云母、方解石、绿

泥石。

流纹岩：具斑状结构，基质球粒结构，块状构造，局部具流纹构造。斑晶成分：斜长石

;D @ CD，呈自形柱状，具环带构造 A @ ? 环不等。个别具卡钠复合双晶，G+ H !? @ !F。石

英 B =D @ !D，较自形，黑云母 =D。斑晶大于 >%C @ =%C88，基质成分：钾长石 C>D @
CCD，石英 !>D @ !CD，斜 长 石 =>D @ =CD，脱 玻 化 玻 屑 ;D @ CD，基 质 粒 径 >%= @
>%=C88。

流纹质晶屑凝灰岩，具斑状结构，基质呈微粒结构，块状构造。斑晶成分：石英 =>D，

斜长石 =>D @ =CD，钾长石 ;D @ CD，黑云母 !D @ ;D，角闪石 =D @ !D，斑晶大小 >%? @
;88。基质成分：斜长石 ;>D @ ;CD，钾长石 !CD @ ;>D，石英 =>D @ =CD，基质粒径 >%>?
@ >%=!88。微量：磁铁矿、锆石 E >%CD，磷灰石 E >%CD。

沉积火山角砾岩：具火山角砾结构，块状结构。角砾成分：安山岩屑 !!D @ !CD，流

纹岩屑 !>D @ !CD，微粒花岗岩屑 B CD @ =>D，石英砂岩屑 ;D @ CD，石英岩屑 !D @
;D。晶屑：斜长石 B CD @ =>D，钾长石 !D @ =D，石英 B CD @ =>D。角砾砾径 ! @ =>88
不等。呈棱角状，不规则状。凝灰质成分为与角砾成分相同的细小泥板岩屑 !D @ ;D，粉

砂岩屑 !D @ ;D，火山灰尘 =>D @ =CD，熔结凝灰岩屑 =D，粉晶灰岩屑 =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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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确立及对比

去申拉组（"# !）火山岩呈角度不整合于不同层位地层之上，有志留系东卡组（$"）、

泥盆系 达 尔 东 组（%#"）、上 泥 盆—下 石 炭 统 查 果 罗 玛 组（%!—&# #）、下 二 叠 统 下 拉 组

（’# $）、上三叠统确哈拉群（(! !）、下侏罗统希湖群（)# $）、中上侏罗统木嗄岗日岩群（)* + !

%）、拉贡塘组（)* + ! &）以及上侏罗—下白垩统沙木罗组（)!—"# ’），其中沙木罗组为角度

不整合所覆盖的最新层位。在沙木罗组中获大量化石，有植物 ()*#+,-.’,’ .’,&-/-,"0’（$,-. /01
0/ 2033）123"，珊瑚 4&2"-#-3-.’,’ "-)5!,2-0)’,’，4*2/+-.+-32 5-%2)5#-0)’,’，60./-.+*&&,2 /3,#0)7
/32，8#/,)2’/3202 32%9&,:032 等，相当于提塘阶4贝利阿斯阶。

去申拉组上覆层位为白垩系中上统竟柱山组（"*4! ;），竟柱山组为陆相磨拉石建造，下

部砾石成分中酸性火山岩占绝对优势。与去申拉组间为角度不整合接触。竟柱山组中产圆笠

虫 (3<,/-&,)2 #-)#2=0，双壳 >3,5-),-,"0’，>$,?2)50)’,’ 等，为赛诺曼阶。

在本次区调工作中获安山岩铷4锶等值线 #*5 6 *78（由宜昌地质矿产研究所朱家平测

定），铷锶同位素测试结果见表 # 和图 !。# 9 5 号样品均采自同一火山岩剖面，其岩石化学

特征具有一致性，其中 #、*、:、;、5 样品拟合成良好的线型相关等时线，能代表岩石成岩

年龄，相当于凡兰吟阶。

表 ! 铷锶同位素年龄测试数据

(83<0 # %8,8 -= /34$> >8?@1-,-A0

序号 样品号 样品名称 2（/3） B #C + 5 2（$>） B #C + 5 DE/3 B D5$> DE$> B D5$>

# (2*CCF + # 安山岩 #DCG* ##!G# :G;FF CGE#E#5 6 CGCCCC5

* (2*CCF + * 安山岩 #;!G5 #F:G; *G*EE CGE#!C! 6 CGCCCC!

! (2*CCF + ! 安山岩 DEG#; #;FGF #G;E* CGE##EC 6 CGCCCC#

: (2*CCF + : 安山岩 #;*GD *EDGE #G;D* CGE##EF 6 CGCCCC5

; (2*CCF + ; 安山岩 #DDGD DCG5: 5GE;5 CGE*#C; 6 CGCCCCF

5 (2*CCF + 5 安山岩 #!EG* #*;G; !G#;; CGE#:D; 6 CGCCCC;

结果

处理

!DE/3 H #G:* I #C + ##8 + #

> H #*578 6 *78（#!） DE$> B D5$> H CGECDFE 6 CGCCC#C（#!）

参加线性处理样品数为：5

综上所述，去申拉组火山岩形成时代应晚于沙木罗组（)!—"# ’），早于竟柱山组（"*4!

;），其同位年龄值 #*578，为早白垩世（"#）凡兰吟阶。

由于火山岩主要沿班公错4怒江结合带分布，并跨过结合带南界，形成时代为早白垩世

（"#），岩石组合类型以中酸性火山岩为主等，均可与班公错4怒江结合带西段改则地区的去

申拉组火山岩相对［;］。

: 地质意义

去申拉组（"# !）火山岩在区域上呈串珠状分布，角度不整合于不同时代地质体之上，

并已跨过班公错4怒江结合带南界；与火山岩相伴生的中酸性侵入岩有石英闪长岩、二长花

E:第 # 期 陈玉禄等：西藏班戈4切里错地区早白垩世火山岩的时代确定及意义



图 ! 安山岩的 "#$%& 同位素图解

’()*! +(,)&,-. /0 "#$%& &,1(./2/34 /0 ,514.(24

岗岩、二长花岗斑岩、石英正长斑岩、闪长玢岩、白岗岩等，岩体规模均较小，多为岩珠、

岩脉、岩墙等产出。去申拉组火山岩岩石地球化学特征表明，火山岩属同造山期钙碱性火山

岩系，相伴生的中酸性侵入岩为“6”$“%”型花岗岩类，属同造山期花岗岩；火山岩的

%&78 9 %&7:较高，均 ; <*8==8，平均值 <*8=>?!，表明岩浆地壳物质的混染较为严重。

区域地质资料表明，班公错$怒江结合带早期大洋属裙弧边缘海软碰撞闭合性质，闭合

时间为晚侏罗世早期。大洋闭合之后，沉积了以沙木罗组为代表的陆内浅海相碎屑岩，去申

拉组火山岩角度不整合于沙木罗组之上，又被造山期后的陆相磨拉石建造的竟柱山组覆盖。

由此可知，研究区确切造山时间应为沙木罗组以后，竟柱山组之前的时间段，去申拉组即位

于此时间段，去申拉组火山岩及其相伴生的中酸性侵入岩均显出同造山期的特点，应为班公

错$怒江结合带中段造山期的产物。

@ 结论

（=）去 申 拉 组 火 山 岩 为 同 造 山 期 的 产 物，且 具 有 较 高 的 %&78 9 %&77 比 值（<*8=8< A
<*8B=<@），时代为早白垩世（C=），与班公错$怒江结合带内蛇绿岩组合中的火山岩有本质的

区别。将其从东巧蛇绿岩中分离出来是合理的，为班公错$怒江结合带蛇绿岩的进一步研究

提供了素材。

（B）去申拉组火山岩的时代确定，为班公错$怒江结合带中段早白垩世的造山事件的确

定提供了依据。

本文为 = DB@ 万班戈县幅区调成果之一，是全体项目成员共同劳动的结果，对参加此项

目工作的全体同志，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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