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西藏吉隆县南部与尼泊尔王国接壤的边界

上呈东西向分布着一套中深变质岩系，为喜马拉雅

陆块结晶基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探讨西藏特提斯

早期构造演化的窗口，历来为地质工作者所注目。

应思淮（!"#$）将其命名为珠穆朗玛群，并从下向上

划分为达来玛桥组、丁仁布桥组、康山桥组和加曲

桥组$个地层单位，时代划归前震旦纪。张旗（!"%!）

鉴 于 珠 穆 朗 玛 群 一 名 早 于!"&’年 已 被()**使 用 于

珠穆朗玛峰顶部的地层单位，故将“珠穆朗玛群”更

名为聂拉木群，这一名称为以后的学者和单位所沿

用［!+&］（表!）。

&,,,年笔者等在该区开展!-&’万区调工作中，

发现原聂拉木群实际上包含着以片麻状形式存在的

变质深成岩，应从中解体出来。变质地层中岩石的原

始层理构造和最早形变面受后期多次构造叠加与强

烈的置换作用改造丧失殆尽，要想建立其地层层序

是十分困难的，属层状无序的构造地质体。按照构

造—岩层（石）单位的划分与命名原则，并考虑到正

式单位的通用性，将这套变质地体中的地层称聂拉

木岩群，沉积时代为古元古代，并进一步划分为曲乡

岩组和江东岩组，两者间以韧性断层为界。变质深成

岩称思马片麻岩，侵位于晋宁期（图!）。

! 组成单位与原岩建造特征

!"! 构造—岩石单位

思马片麻岩：为本次工作中新建的填图单位，分

布于学布卡尔和思马一带，包括两个变质侵入体，岩

石类型为眼球状黑云二长片麻岩。呈灰白色，鳞片花

岗变晶结构，眼球状、片麻状构造。眼球体由钾长石

和斜长石变斑晶与长英质脉体变形而成，具旋转构

造和剪切面理构造。显微镜下残留有岩浆岩的结晶

结构，角闪石呈半自形，黑云母长片状，斜长石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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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聂拉木群划分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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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填图单位主要岩石类型的矿物共生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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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图单位 岩 石 类 型 主要矿物共生组合

思马片麻岩 眼球状黑云二长片麻岩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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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研究区位置及地质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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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界线；!—韧性断层；9—正断层；:0#!—古元古代曲乡

岩组；:0#"—古元古代江东岩组；:;#—下古生界；

:;!—上古生界；:0!!<&/—思马片麻岩；

!"!
=—燕山早期二长花岗岩

形板状，环带结构发育。岩石化学成分属正常太平洋

型钙碱性酸性岩，副矿物组合为磁铁矿>钛铁矿>锆

石>磷灰石，原岩为斑状二长花岗岩。各变质侵入体

具有独立圈闭的几何形态，平面上呈椭圆形，长轴与

区域构造线方向一致，片麻理与围岩面理产状相同。

成分和结构较均匀，岩性单调，不含其他岩石夹层，

边部见有大量规模不等的江东岩组捕掳体，岩性有

石榴黑云斜长变粒岩、黑云大理岩等，呈卵形或透镜

状、月牙形，与岩体界线清楚，很少被同化，?@面同

片麻理产状一致。受构造平行化作用改造，多数情况

下，思马片麻岩与江东岩组接触界线平直，同区域面

理走向一致，但在弱变形域内尚残留有与江东岩组

的侵入接触现象，即思马片麻岩边部具细粒化，见其

呈岩枝状伸入江东岩组中。该片麻岩经历了混合岩

化作用改造。

!"# 构造—地层单位

曲乡岩组：呈东西向分布于本区南部芒目、俊

家嘎、热索一带，向南延出国外。变质岩石组合为蓝

晶石片岩建造。主要由蓝晶黑云母片岩、石榴黑云

石英片岩、石榴二云母片岩、云母石英片岩，夹黑云

斜长变粒岩、石榴角闪变粒岩组成，以石英片岩占

主导地位。岩组内“顺层”韧性剪切作用强烈，塑性

流变构造发育，沿不同的岩性界面常可见到片理化

带，带内香肠构造及布丁构造等十分发育。岩组内

原生沉积构造已完全被后期面理置换，现存构造形

态是以片理为变形面发生弯曲形成的东西向、轴面

北倾的紧闭倒转背形。原岩为富铝而贫钙的杂砂

岩、泥页岩，属富铝硅酸岩岩石类型［9］。

江东岩组：呈东西向展布于阿布、吉隆区、冲色、

磨龙一带，与曲乡岩组相伴生，两者并非整合接触，

而以韧性断层为界。变质岩石自然组合为变粒岩—

变质碳酸盐岩建造。岩石类型有石榴黑云斜长变粒

岩、角闪斜长变粒岩、夕线石黑云二长变粒岩，夹角

闪斜长片麻岩、黑云大理岩、透辉大理岩等。岩石中

“顺层”剪切滑动构造发育，混合岩化作用普遍。沿面

理有大量长英质脉体贯入。脉体宽一至数厘米，与基

体间接触界线清晰，未见物质成分的交换，基体仍保

留变质岩石的自然组分和结构特点。岩组内现存总

体构造形态为一系列轴向东西、彼此平行的宽缓背、

向形。原岩为杂砂岩、粉砂岩、泥页岩、泥灰岩和灰

岩，化学成分以富硅、铝、钙为特征［!］。

" 区域变质作用特征

聂拉木岩群和思马片麻岩的变质作用历史和

表现形式是复杂的。多期变晶作用与变形作用相互

交替，使原岩受到强烈改造，以致形成现今的构造

面貌［#］。在野外观察的基础上，结合镜下研究（表"），

可 以 看 出 聂 拉 木 岩 群 以 铁 铝 榴 石（$%&）、 黑 云 母

（’(）、斜长石（)%）、石英（*）的普遍存在为特征。其次

尚见钾质相矿物白云母（+,）、钾长石（-.）。富铝矿

物夕线石（/(%）在江东岩组中常见。蓝晶石多被包裹

于斜长石晶体内，呈浑圆形，交代熔蚀强烈，与之共

生的矿物有$%&、’(、)%、*。无论是思马片麻岩，还

贾建称等：藏南吉隆地区聂拉木群的研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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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聂拉木岩群，角闪石!"#$、黑云母的绿泥石化，斜

长石绢云母化、绿帘石化及钾长石的粘土化均普

遍见及。

根据矿物共生组合与世代关系，反映出本区聂

拉木岩群经历%期变质作用改造。早期为中压型角闪

岩相的蓝晶石—十字石亚相变质，中期与思马片麻

岩一起共同受角闪岩相变质作用叠加，晚期为绿片

岩相退变质。

% 同位素年代资料分析

由于这套变质岩系经历了多期次变形变质作用

改造，地层层序不清，又缺乏相应的化石依据，以往

所获得的同位素年龄值相差悬殊，因而对其形成和

演化历史的研究往往是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从已有

的同位素资料看，年龄值大体可分为%组［&］：第一组

为’ ’()*& +)) ,-；第二组为& ’()*+() ,-；第 三 组

为&)*’) ,-。

众所周知，喜马拉雅地区属印度板块北部的组

成部分，而第一组年龄值相当于印度基底形成时期，

从而聂拉木岩群的原岩形成时代为古元古代。吕梁

末期的构造热事件使这套地层发生中压区域动力热

流变质作用，变质程度达蓝晶石—十字石亚相，使得

陆壳基底固结。晋宁期斑状二长花岗岩侵位，期末的

晋宁运动，不仅使基底岩石发生强烈的韧性剪切和

塑性流变，形成各种韧性变形痕迹和“顺层”片理，也

使其接受了角闪岩相区域变质作用的深刻改造，导

致原来的变质作用面貌已模糊不清，只存在一些变

质矿物组合残迹。同时，本次构造运动使区内基底进

一步固结硬化，奠定了结晶基底岩系的总体面貌。

&)*’) ,-的喜马拉雅运动不仅使结晶基底发生一系

列东西向片褶，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绿片岩相退变质

作用和混合岩化作用，最终形成了现今的构造格局。

成文过程中得到梁定益、郭铁鹰教授和张玉华

高级工程师的热情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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