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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南三江为一复杂造山带，由特提斯大洋板块的怒江孟连主大洋及欧亚大陆板块的扬子陆块大陆边缘弧盆

系、冈瓦纳大陆板块北缘弧盆系构成。随着特提斯大洋怒江孟连洋俯冲、消亡，后板块发生碰撞、走滑及岩浆岩侵位

等，形成了现今由板块缝合带、增生杂岩带构成的西南三江造山带，造就了复杂的地层系统，包含史密斯地层、有限

史密斯地层，非史密斯地层。本文突破“传统地层学”概念，按“构造地层学”的现代地层学概念建立了西南三江地层

格架，划分出欧亚大陆板块的北羌塘三江地层大区、特提斯大洋板块的班公湖怒江孟连构造地层大区、冈瓦纳大

陆板块的冈底斯腾冲地层区。

关　 键　 词：西南三江；造山带；地层区划

中图分类号：Ｐ５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西南“三江”地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欧亚板块
和印度板块结合部位的特提斯构造域东段。主要

构造单元包括冈瓦纳大陆北缘弧盆系的察隅盈江
岩浆弧、嘉黎波密弧后结合带、冈底斯腾冲岩浆
弧、潞西三台山弧后结合带、保山镇康地块，特提
斯大洋的怒江孟连主大洋，扬子大陆边缘弧盆系的
左贡临沧勐海岩浆弧、澜沧江弧后结合带、昌都
思茅陆块、金沙江哀牢山弧后结合带、德格中甸地
块、甘孜理塘弧后结合带等构造单元（图 １）［１ － ９］。
先后经历了罗迪尼亚大陆解体、早古生代特提斯大

洋形成、晚古生代—中生代时期多岛弧、弧后扩张，

中生代中—晚期俯冲造山和新生代陆内转换造山 ３
个造山阶段，是一个由多种造山类型组合而成的复

杂造山带［８ － １２］。

１　 概述
造山带往往包括了一个消失的主大洋及两岸

的大陆边缘弧盆系。消失的主大洋相当于板块缝

合带（可达数千千米数量级），由大洋壳俯冲、碰撞

形成宽阔的消减增生杂岩带，蛇绿混杂岩带、洋岛
海山以及侵位于俯冲增生楔之中的增生岩浆弧等

组成的复杂构造系统。大陆边缘的弧盆系为在大

陆边缘受大洋岩石圈俯冲制约形成的一系列岛弧、

地块和相应的弧后洋盆、弧间盆地的构造系

统［１３１６］。造山带内现今相邻出露的两套岩石的形

成时代、位置和建造背景都可能大相径庭，而原来

的同一套地层却因推覆或走滑而分隔甚远（可达百

千米数量级），并因陆内俯冲、断裂变质等而变得面

目全非。这样，在造山带内就包括了 ３ 种类型的地
层：（１）史密斯地层，凡具有正常叠覆关系和时序关
系的沉积与火山沉积岩系，或虽经变形变质作用改
造，但相对微弱，通过详细研究，其原岩时序关系及

性质仍可得到恢复的沉积及火山沉积岩系，均属此
类型；（２）有限史密斯地层，主要指那些经强烈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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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和变质作用改造，其原始叠覆关系、原岩性质

及厚度难以或无法恢复，与研究区内及相邻地区已

确定的岩石地层单位难以对比，但其岩石组合及构

造样式又独具特征的具可填性的三度空间层状地

质体。一般说来，构造作用的破坏改造，多沿一定

岩性层或不同岩性分界面发生，使得不同时序的地

层之间常表现为构造接触。如为滑脱拆离，常表现

为总体有序，局部无序；逆冲推覆则可表现为总体

无序、局部有序。鉴于此种类型地层体是岩石地层

经受构造变形和变质作用强烈改造后的产物，故大

多已不能按地层序律重建原始地层层序和对其进

行划分；（３）非史密斯地层，主要包括在沉积与构造
（或火山喷发）双重机制影响下，由不同成分和不同

时间形成的岩石相互混杂而构成的混杂堆积岩；由

沉积或火山岩系经强烈变质和变形作用改造或岩

浆岩穿切所形成的变质杂岩，以及沿区域变质构造

带分布的片麻岩、片岩等［１７ － ２４］。

传统地层学主要研究沉积（及沉积变质）成因

的地层，其形成机制是重力机制。适用“地层三定

律”，特别是“叠覆律”的地层，对造山带地层研究有

一定局限性。旨在通过对造山带无序的混杂岩地

层序列的精细重造，恢复造山带组成、结构、形成和

演化历程，国内外学者都采用了非史密斯地层学

（ＮｏｎＳｍｉｔｈ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２５ － ２６］、造 山 带 地 层 学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Ｂｅｌｔｓ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２４ － ２９］和构造地层学
（Ｔｅｃｔｏｎｏ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２４ － ２９］等方法理论。近年来，洋
板块地层学（Ｏｃｅａｎ Ｐｌ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简称 ＯＰＳ）应
运而生［３０ － ３４］，其主要由洋盆和活动陆缘两大类地层

建造组成［３５３８］。

２　 地层分区的基本原则及分级
地层区划工作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作某一个

系或小于系的段带地层区划，另一种是综合各层系

特征编制的综合地层区划。两者的关系是：综合地

层区划分必须建立在各段带地层区划分的基础上，

换言之，各段地层区划是综合地层区划的基础。在

进行地层区划时，要着重考虑以下 ３ 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古构造因素，包括之前的古构造运动所

造成的古构造格局、古地理状态和古气候带的分布

等，还应包括当时的构造运动状态，例如洋盆中的

洋中脊、海岭、深海平原、海山类和洋内弧等及活动

陆缘的俯冲增生楔、弧前盆地、火山岛弧、弧背盆

地、弧间盆地和弧后盆地等。

其次是生物面貌，亦即古生物地理区系的划

分。生物分布和生存状态与洋陆的分布有直接关

系。因此，古构造格局是决定生物区系的最基本的

因素。尤其对底栖生物来说，大洋的阻隔是造成不

同生物区系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构造运动造成

的海（洋）盆的规模、海水深浅以及气候带的因素都

会对生物的分布有重要的影响。所以，从大的生物

区系角度来看，还是构造的因素起着主要的作用。

第三是气候带的分布，尤其是中新生代以来，

气候带的影响日益明显。气候带的展布受控于构

造运动及其所产生的结果，海陆分布、山脉形成等，

均可归属为构造运动的产物。不同时期气候带的

形成，除了受季风的影响外，海陆分布、山脉等都对

气候带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在造山带内地层格架的建立重点要遵守古大

地构造环境和后期构造改造两个因素。

（１）不同的大地构造环境控制了不同类型地层
格架的发育，必须按不同的大地构造背景和构造单

元分别构建地层格架。如洋盆与大陆边缘、主动大

陆边缘与被动大陆边缘、陆陆碰撞对接带与稳定大
陆块内部发育的地层格架明显不同。

（２）突破“传统地层学”概念，按“广义”的现代
地层学概念建立地层格架，如洋板块地层学、造山

带地层学等。

造山带地层区划的级别分为三级是合适的，一

级为地层大区，二级为地层区，三级为地层分区。

如果是由洋或弧洋盆经构造改造而表现为非史密

斯地层，将其称之为构造地层大区或区、分区（表
１）［３８］。

Ｉ级地层大区：为受同一板块构造控制的几个
有机联系的紧邻地层区的结合体，相当于大地构造

分区上的一级构造单元（或构造域），其边界是板块

缝合线（如特提斯大洋板块构造地层大区、冈瓦纳
大陆板块弧盆系地层大区）。在古生物类群上应同

属一个古生物地理大区（ｒｅａｌｍ）。
ＩＩ级地层区：受同一大地构造控制（如稳定区、

活动区或过渡区的不同区域各分属一个二级区），

相当于大地构造分区上的二级构造单元（如大洋中

洋中脊、大陆边缘弧盆系的岛弧、与弧后盆地或弧

间盆地）。地层分布范围一般较广，地层序列总体

特征相近，在同一地层区内，部分或多数“群”级地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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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西南“三江”地区大地构造单元划分简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ｊｉａｎｇＬａｎｃ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Ｊｉｎｓｈａｊｉａｎｇ ａｒｅ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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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可以延伸。在古生物类群上应同属一个古生

物地理区（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Ⅲ级地层分区：在 ＩＩ 级地层区内，区域地质构

造特征基本相同，基本属于一个构造区（如弧后盆

地边缘浅水区、盆地深水区或弧后洋盆），岩石地层

基本特征相同，区内多数“组”级地层单位可以延伸

（不稳定区可以适当放宽）；ＩＩＩ 级地层区的边界一般
是综合地层或沉积相变化的界线（不同相区），也可

以是较大的断裂。在古生物类群上应同属一个古

生物地理亚区（ｓｕｂ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如有必要，可划分 ＩＶ级地层小区：在 ＩＩＩ级地层

区内，区域地质构造特征相同（如前陆盆地不的相

区），地层分布范围一般较小，地层基本特征相同，

区内组级地层单位一致，用一个综合柱状剖面图可

以反映出本区地层特征；在同一地层小区内，要求

“段”级地层单位在岩相和生物组合上基本可以

对比。

表 １　 造山带地层分区分级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ｚｏｎｅｓ

３　 西南“三江”地层区的划分方案
空间上，在西南三江地区已识别出班公湖丁

青怒江（藏东段）、昌宁孟连蛇绿混杂岩带为消失
的特提斯主大洋，西侧的保山地块、怒江（滇西段）

蛇绿混杂岩带、冈底斯腾冲岩浆弧等冈瓦纳大陆边
缘弧盆系，东侧的左贡临沧地块、澜沧江蛇绿混杂
岩带、昌都兰坪思茅地块、金沙江哀牢山蛇绿混
杂岩带、中咱中甸地块、德格乡城（义敦）岛弧、甘
孜理塘蛇绿混杂岩带等为欧亚板块大陆边缘弧
盆系。

因此，将西南“三江”地区划分为 ３ 大地层区：
欧亚大陆板块陆缘弧盆系北羌塘三江地层大区，以
及相邻的扬子陆块地层大区；特提斯大洋板块的班

公湖怒江孟连构造地层大区；冈瓦纳大陆板块陆
缘弧盆系冈底斯喜马拉雅地层大区，本区只包括冈
底斯腾冲地层区（表 ２）。
３ １　 北羌塘三江地层大区

夹持于甘孜理塘、金沙江哀牢山与怒江北段
昌宁孟连断裂带之间，出露的最老地层为元古代，
主要为结晶片岩、片麻岩、变粒岩、大理岩、绿片岩

等。下古生界除中咱中甸地区发育较完整外，其余
地区发育不全，主要为一套海相稳定次稳定台地相
碳酸盐岩和碎屑岩组合。晚古生代—早中生代的

地质记录保留齐全，其中昌都陆块上保留有早古生

代末期构造作用的遗迹—泥盆系与下伏地层间的

角度不整合关系。该区最主要的地质事件是经历

了从晚泥盆世开始的裂解，石炭纪—早二叠世裂解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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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顶峰，出现了小洋盆与陆块间列的构造格局，

早二叠世晚期开始洋盆转入俯冲消减，中二叠世—

三叠纪多数陆块边缘发育陆缘弧、增生弧等。上三

叠统广泛不整合在下伏地层之上，大部地区上三叠

统—侏罗系为一套陆相海陆交互相碎屑岩夹碳酸

盐岩组合，局部地区发育中基性中酸性火山岩。白
垩系除羌塘地区西部发育海相沉积之外，大部地区

为一套陆相碎屑岩沉积。古—新近系主要在内陆

盆地内分布，但羌塘地区新近系较多分布，西部尚

有始新世海陆交互相沉积［１２０］。

表 ２　 西南“三江”造山带地层区划简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ｕｊｉａｎｇＬａｎｃ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Ｊｉｎｓｈａｊｉａｎｇ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ｚｏｎ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３ ２　 怒江昌宁孟连构造地层大区
经丁青、八宿至碧土，继续南延受碧罗雪山崇

山变质地块的阻隔及南北向强烈逆冲带的叠覆而

不明，再次显露即与昌宁孟连结合带联为一体。带
内广泛出露古生代—中生代蛇绿岩、蛇绿混杂岩、

增生杂岩，以及元古界基底岩系和大量古生代—中

生代“岩块”，记录了青藏高原原古特提斯大洋形
成演化的地质信息，是青藏高原中部一条重要的古

特提斯大洋最终消亡的巨型结合带，构筑了冈瓦纳

大陆与劳亚泛华夏大陆的分界线［１２７］。广泛出露

古生代—中生代的蛇绿岩、蛇绿混杂岩、增生杂岩，

以及元古界基底岩系和大量古生代—中生代“构造

岩块”，作为古特提斯大洋最终消亡后残存的地质

体遗迹，记录了青藏高原古特提斯大洋形成演化的

地质信息。

３ ３　 冈底斯喜马拉雅地层大区
介于雅鲁藏布江结合带与怒江昌宁板块结合

带之间，出露元古代至新近纪地层，其中前寒武纪

变质岩系分布较少，早古生代地层出露较完整，上

古生界分布较广，以上石炭统—下二叠统具冈瓦纳

相特征的海相含冰碛杂砾岩为特色。侏罗系—古

近系出露广泛，尤以古近纪多期次大面积火山岩分

布为本区内最显著的特点［２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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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西南“三江”造山带地层区划图
Ｆｉｇ ２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ｕｊｉａｎｇＬａｎｃ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Ｊｉｎｓｈａｊｉａｎｇ ｏｒｏｇｅｎｉｃ ｚｏｎ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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