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湖地区蓝片岩是冈玛日—角木查尕日—双湖

蓝片岩的东段（图!），双湖纳若地区的蓝片岩青铝闪

石获得了"""#$%&#’ ()的 *+,- . &/,-年 龄 0!1，蓝 片 岩 的

原岩为蚀变玄武岩、变余枕状玄武岩和蛇绿杂岩。以

往的工作中把这套岩层时代多定为前泥盆纪或中新

元古代，称阿木岗群［"23］，其建群剖面即双湖北西山

阿木岗日［*2$］。由于没有化石和同位素定年资料等直

接年代依据，时代争论颇大［*2$，’24］，直接影响到青藏

高原古特提斯阶段信息的识别与演化过程的研究。

恰格勒拉北阿鄂日一带含蓝闪石的蛇绿杂岩更是涉

及到羌塘中部是否存在大洋化过程关键性的地质问

题。针对这些问题选择了含蓝闪石的基性火山岩和

蛇绿杂岩进行56789等时线法定年研究。

! 蓝片岩的产出地质背景

双湖地区蓝片岩产出于龙木错7双湖板块缝合

带东段，集中分布于双湖纳若—恰格勒拉地区（图

!）。目前识别出的最早地层为分布于双湖以南阿布

山一带的上石炭统木实热不卡群，分布较广泛的下

二叠统鲁谷组，上三叠统肖茶卡组，中下侏罗统则围

绕羌塘中央隆起东段呈半环状分布，在阿布山一带

有少量含早白垩世植物化石陆相红层0"1。玛威山一

带东西向分布有!43#&2!3+#$()（:7,-法）年龄的花

岗 岩 、花 岗 闪 长 岩 ，呈 岩 基 状 近 东 西 向 分 布 ，并 侵

入到二叠系之中 0’1。在花岗岩带的北侧分布有早侏

罗世钙碱性火山岩，与玛威山中酸性侵入岩为同

源异相，共同构成了冈玛错7玛威山陆缘火山7岩

浆弧［’］。

蓝片岩产出于双湖西纳若—恰格勒拉一带，东

西向展布，恰岗错南侧也有出露。主要岩石类型为绿

帘蓝闪片岩、绿帘蓝闪大理岩、蓝闪绿泥片岩、含石

榴石绿泥蓝闪片岩、含青铝闪石绿泥片岩。原岩为基

性火山岩、泥灰岩、泥质砂岩等，其中玄武岩仍保留

枕状构造特点。蓝片岩原岩时代归属争论颇大，西藏

地质志!"#、西藏自治区岩石地层［$］将这套岩层与吉塘

群对比，时代为前寒武纪。胡承祖等［%］、吴瑞忠等［&］、

潘桂棠等［’］认为时代应归属前泥盆系，除了在查桑

附近发现未变质的中泥盆统作为直接依据外（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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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西藏双湖地区地质图及同位素测年样品位置图

$%&’ # ()*+*&%,-+ .-/ *0 12) 324-5&24 -6)-7 8%9)17 :2*;%5& 12) +*,-1%*5
*0 12) :-./+): 0*6 %:*1*/%, <-1%5&

=—第四系；>#!—新近系康托组；?!—中侏罗统；?#—下侏罗统；8@"—上三叠统肖茶卡组；A##—下二叠统鲁谷组；

B!.:—上石炭统木实热不卡群；!@
C—燕山晚期花岗岩；"@C—燕山晚期闪长岩；!"!C—燕山早期花岗闪长岩；

!—超基性岩；#—蓝片岩；!—玄武岩、蚀变玄武岩；@—安山岩；D—龙木错—双湖缝合带位置；C—主要断裂

片岩没有直接接触关系），没有直接年代依据。纳若

地区的青铝闪石年龄为!!!’CE@’FG-（H6IH6法），代

表了龙木错!双湖带碰撞缝合时间或称为地壳物质

折返中—晚期变质年龄［"，#］。

作者在该区工作多年，通过详细的研究认为，蓝

片岩所依存的地质体属羌南!保山板片，而查桑附

近的中泥盆统所依存的地质体属羌北!昌都板片，

中泥盆统查桑群与蓝片岩原岩不是叠置关系［$%&］。

! 蓝片岩原岩 3.I><同位素年代学

纳若—齐陇乌如地区蓝片岩原岩以夹玄武质火

山岩的沉积岩为主，恰格勒拉地区为蛇绿混杂岩，没

有发现化石痕迹。同位素测年样品选择以含蓝闪石

的岩石进行采样（图"）。由于3.I>< 体系有较高的

封闭温度，一般的变质作用和热蚀变作用不会改变岩

石的’(、)*同位素组成。同样由于基性、超基性岩石

3. J><比值较其他类岩石高，我们选用了含蓝闪石的

玄武岩、蚀变玄武岩和蛇绿杂岩为测定对象。样品测

试由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同位素地质室林源贤完

成，样品的化学制样工作在空气净化实验室中进

行，全流程的空白本底保持在 3.+@’CK#"I##LC’!K
#"I##&，><MD’!K#"I##LN’#K#"I##&。3.、><的定量测量

和 ><同位素比值测定仪器为 O(@CD型质谱仪。国

际 标 准 质 谱 样 ?GB >< 31-5<-6<值 ， 保 持 在 ：以

（#DN>< J #DD><）M"’F!# P作为同位素分馏校正因子的条

件下，#D@>< J #DD><M"’C## #@FE#C。测试结果经 Q3RS
ATR8应用程序计算［",］。

!"# 双湖齐陇乌如斜长角闪岩 3.I><U3."#V测年

结果

样品采自于双湖齐陇乌如沟齐陇乌如实测剖面

之西北段（图"）。根据野外和室内镜下观察，以及岩

石的化学成分综合研究认为，岩石组合主要为云母

片岩、变（浅）粒岩、大理岩夹蚀变玄武岩，恢复其原

岩，为一套夹玄武岩的沉积岩系，样品为蚀变玄武岩

和基性脉岩#。

测试结果见表"。-个点的等时线年龄为 !NWE

# 李才，等’ 西藏双湖地区#X#"万石油地质调查报告’ #PPWY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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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区域地质调查大队$ %&%’’万改则幅地质报告$ %"()*

表 ! 双湖齐陇乌如 "#$! 样 "# % &’ 测试结果

!"#$% ! &’ % () "*"$+,-, ./ ,"’0$% &’$!
/1.’ 2-$.*34515，&65"*365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00/ $ . /!-0-$ 1 2
! % - , . /0-/ !! . $,0- $ . !0(* $ . /!-0!/ 1 (
! % , , . ,!0/ !$ . 2*2$ $ . !2)/ $ . /!-20) 1 /
! % ) , . /()0 !$ . */)$ $ . -$$) $ . /!-0-- 1 (
! % / * . $)2! -, . 2-!! $ . !*20 $ . /!-22) 1 )

+$) ,-（图 !），从年龄结果来看，!)( ,- 的年龄值，

相当于早二叠世。从岩石组合分析，相当于灰岩与玄

武岩的互层状产出岩石组合，向西应与下二叠统鲁

谷组对比，如恢复原岩，组合面貌近于一致，而且同

处一个东西向构造带上。

在 以 往 的 地 质 图 件 中［!，"］ !时 代 标 定 为 ./0、

./1和 ./2，并没有化石及同位素年代依据。34’%
样品采自地层中的玄武岩夹层，!)( ,-的年龄数据

应代表了这套岩层的年龄。

!"! 双湖纳若玄武岩类 34567（34’!）测年结果

样品采样点位于双湖西纳若东沟，%"")年沿南

北向沟谷进行了路线地质工作，%""8年在纳若附近

简测了 %&%万地质草图。纳若东沟的地层为一套变质

地层，主要岩石类型为变枕状玄武岩、蓝闪石化玄武

岩、青铝闪石大理岩、含青铝闪石绿帘大理岩等。青

铝闪石含量与灰岩中的杂质含量（可能为基性火山

物质）呈正相关，典型的矿物组合为：方解石#青铝

闪石#绿帘石；绿泥石#青铝闪石#绢云母#石榴石；

绿泥石#绿帘石#钠长石$青铝闪石等，其原岩为玄

武岩、基性火山碎屑岩和泥灰岩、泥质砂岩等，青铝

闪石单矿物%&’( ) *+’(年龄为 !!!$+9:$8,-。
34’!样品的测试结果见表!。,个点的等时线年

龄为 !+!$’9#$),-（图*），采样点的北侧为青铝闪石

大理岩。样品包括蓝闪石化气孔状玄武岩、枕状玄武

岩等，并夹有硅质岩层。这个年龄代表了该套岩石组

合的沉积时代，相当于晚二叠世晚期。双湖一带以往

工作中没有发现和确定上二叠统的存在，仅在西双

湖地区发现有海陆交互相—陆相的上二叠统热觉茶

卡组-./，其中没有出现纳若地区这样的岩石组合，沉

积环境差别很大，同时也不是一个构造单元。

!"# 双湖恰格勒拉蛇绿杂岩 34567（34’:）测年

结果

样品采自双湖西 %! ;4的恰格勒拉山口北侧阿

鄂日，岩性为蛇纹石化橄榄岩和辉绿岩、玄武质角砾

岩等。镜下观察岩石普遍含蓝闪石，蓝闪石多呈针、

图 ! 双湖齐陇乌如 34’% 样 34567 年龄图谱

<=>$ ! 34567 ->? @A?BCDE4 FG @-4AH? 34’%
GDF4 I=HF/>JEDEK 3LE-/>LE

图 : 双湖纳若 34’! 样 34567 年龄图谱

<=>$ : 34567 ->? @A?BCDE4 FG @-4AH?
34’! GDF4 6-DEFK 3LE-/>LE

李才等：西藏双湖地区蓝闪片岩原岩01234 同位素定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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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双湖纳若 "#$! 样 "# % &’ 测试结果

!"#$% ! &’ % () "*"$+,-, ./ ,"’0$% &’$!
/1.’ ("12.，&3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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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状，含量较少（#$"%），蓝片岩又经后期构造的影

响，蓝闪石晶体发生弯曲。化学分析表明，超基性岩

的 &’(!含量（&)"*+!、*、,）分别为 ,-.*/%、*$.$0%、

,"."1%，23(含量分别为 !,.0,%、!$.,,%和 !$.1*%。

&)"*测试结果见表 *，,个点的 &)、45含量及

其比值均较接近，变质程度仅相当于绿片岩相，不会

影响到 &)+45的平衡体系。,个点拉成的一条等时

线为 !1!6127（图"），时代相当于早二叠世早中期。

这个年龄数据与前两个 &)+45年龄所反映的时代、

环境大体一致。

# 讨 论

以蓝片岩为代表的高压低温变质作用一般认

为发生在俯冲板块一侧，现存的蓝片岩带被视为古

板块快速俯冲消减的产物。龙木错—双湖板块缝合

带向南东接滇西昌宁—孟连带已得到不少地质学

家的承认，并获得了一些重要数据和详细的地质资

料［$%&$’］。持不同意见者也同样根据蓝闪片岩中没有典

型蓝闪石，缺少典型高压低温变质矿物组合，并认为

不存在蛇绿岩，否定龙木错—双湖缝合带的存在。也

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地区可能存在有限裂谷［$(&$)］。

据双湖地区蓝片岩原岩获得的 *个 &)+45等

时线年龄，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双湖以西的纳若—阿木岗地区不存在前泥

盆系或中上元古界，阿木岗群时代为二叠纪，阿木岗

群应废弃，相应的地质体为下二叠统鲁谷组的东延

部分。蓝片岩的原岩成分多为玄武岩，其地球化学特

征、同位素信息以及玄武岩产出的构造环境，初步认

定是洋壳的组成部分（2(89）［)，*］。

（!）双湖西恰格勒拉北阿鄂日蛇绿杂岩获得的

!1!27年龄，很可能是冈瓦纳大陆北缘“初始有限洋

盆”演化过程的地质记录，支持了龙木错—双湖存在

古特提斯缝合带的观点，并提供了重要时间窗口。

（#）#件样品的!+,值分别为:/./、:0./、:--.*，均

高于地幔亏损演化线（:/."），表明其镁铁质岩浆可

能来源于 ;8<<长期亏损的地幔源，没有受到地壳

物质的明显混染，可能暗示了该镁铁质岩浆的起源

与地幔柱活动具有内在的联系。

（"）双湖地区的蓝片岩只是冈玛错—双湖蓝片

岩带的一部分，向南东可能与滇西的蓝片岩带相连。

同一蓝片岩带的蓝片岩年龄差别较大，冈玛日蓝片

岩蓝闪石"%=> - #*=>年龄为 !1’和 !0!27［$$］，双湖纳若

青铝闪石"%=> - #*=>年龄为 !!!./6*.1 27［$］，滇西澜沧

江蓝片岩"%=> - #*=>年龄为 !1$27［$.&$*］。由于各地段蓝

片岩的原岩年龄差别较大，冈玛日一带蓝片岩原岩

时代可能为石炭纪［$$］，角木查尕日—咸水泉蓝片岩

原岩为晚石炭世 /)0，滇西澜沧江蓝片岩带的原岩为

前寒武纪［$*］。双湖地区蓝片岩原岩年龄最新，为二叠

纪，甚至比同一蓝片岩带上的冈玛日蓝片岩蓝闪石

年龄还要新。同一蓝片岩带年龄出现的这种差别，原

表 # 12%# 样 12 3 +, 测试结果

!"#$% # &’ 3 () "*"$+,-, ./ ,"’0$% &’%#

12（$% 3 (） +,（$% 3 (） $")12 - $""+, $"#+, - $""+, !!

# 3 $ ’ 4 %"## !% 4 ).’$ % 4 $"() % 4 ’$!*.% 5 ’

# 3 ! ( 4 $!** #! 4 ($(! % 4 $$#( % 4 ’$!*!$ 5 *

# 3 # " 4 %%*% $. 4 ($(* % 4 $#%! % 4 ’$!*’$ 5 .

# 3 " # 4 ..!" $* 4 ’!"" % 4 $!%! % 4 ’$!*## 5 ’

图 , 双湖阿鄂日蛇绿岩 &)"* 样 &)+45 年龄图谱

?’3. , &)+45 73@ AB@CD>E) FG A7)B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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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还需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深入研究来揭示其内

在规律。

葛文春教授审阅全文并提出修改意见，对他

的协助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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