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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柴北缘新元古代超大陆裂解的地质记录——全吉群

李怀坤，，陆松年1，王惠初1，相振群1，郑建康2

(1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天津，00170；2青海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西宁810012)

摘要：研究表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北缘南带是一个早古生代超高压造山带，其中残留有新元古代早期岩浆

弧根部带的产物——俯冲一碰撞型花岗质岩浆岩带；柴北缘北带则是一个具有古元古代基底的古老陆块残块

——欧龙布鲁克陆块。在欧龙布鲁克陆块上发育了一盛典型的边缘裂陷槽型沉积序列——垒吉群，它包括从

河流相开始，随着裂陷和海水侵^而出现海相，随着岩石圈进一步减薄、地幔土涌而出现幔源岩浆火山活动等

的地质记录。地球化学研究表明．全吉群中火山岩为钙碱性一碱性大陆板内玄武岩、玄武质安山岩。初步获得

火山岩锆石u—Pb年龄为800 Ma左右。全吉群沉积序列是Rodinia超大陆在新元古代早期解体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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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区域地质概况

柴达木北缘位于中朝构造域的西南缘祁连加

里东造山带和柴达木地块之间⋯。其西端被阿尔

金断裂带所截，隔阿尔金与敦煌地块(塔里木构造

域的塔里木地台的组成部分之一)相望；往东延至

鄂拉山与秦岭造山带交汇，呈Nw—sE向的之字

型延伸800余千米(图1)。自西至东绵延展布着

阿卡腾山、青新界山、俄博梁山、塞什腾山、达肯大

坂山、绿梁山、锡铁山、全吉山、欧龙布鲁克和布赫

特山等。柴达木北缘以一组与构造带平行、向柴

达木地块逆冲的断裂带将柴达木地块和祁连造山

带分开‘2·⋯。

柴达术北缘是我国西北地区地质研究程度较

高的地区之一，传统上将其看作是柴达木地块古

老的稳定基底的出露区。但是，经过加世纪90年

代束期的研究发现，柴达木盆地北缘实际上是一

个早古生代早期的造山带，而且其中还保留着新

元古代早期的板块汇聚的证据——碰撞型花岗片

麻岩带”j。自从杨建军等”1报道石榴橄榄岩、特

别是杨经绥等⋯1报道榴辉岩以来，柴达木盆地北

缘地质研究受到了越来越高的重视，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研究成果。早古生代早期超高压变质作用

的研究进展很大【617“2 o；另一个方面的重要进展

是从前人所定义的古元古代“达肯大坂群”中识别

出一条自东往西沿沙柳河、鱼卡河、六五沟一线断

续分布的长达700 km的新元古代早期花岗片麻岩

带[4·”04，“J，代表古老造山带根部带的残留，标志

着新元古代早期柴达木盆地北缘曾经发生过板块

汇聚作用。经过近年来的研究，我们将柴北缘划

分为南带和北带，南带为早古生代的超高压造山

带，其中有新元古代早期的岩浆弧的残留；北带为

古老陆块的残块，我们称其为欧龙布鲁克陆

块_13．“】。全吉群即发育在欧龙布鲁克陆块上的全

吉山等地区(图1)。

2全吉群研究简史

全吉群原称全吉岩系，由地质部632队于

1956年建立，时代归属震旦纪。朱夏”“将全吉岩

系二分：“下部为紫红色碎屑岩，上部硅质夹燧石

条带灰岩”。孙殿卿等“71认为上与寒武系为整合

关系，下与变质岩系为不整合接触，并指出“石英

岩和灰岩之间尚有一层厚约十余米的泥积物，其

中搀杂了大小不等的砾石，很可能为冰碛层”。中

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祁连山队首次

在全吉山采到圆藻(collenia)化石，认为“全吉岩系

是典型的陆台盖层沉积，无变质现象，并少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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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吉群火山岩具有如下常量元素地球化学特

征(表2)：为非高镁岩石(M{；0<18％)，低A1203

(13．70％～14．29％)，Ti02含量较低(O 94％～

1．27％)，富Feot(8．51％～12．70％)，含较高的K20十Na20(2

45％～3．98％)。在1wine和Bam．弘r(197”的Na20+K20一Si02图解中(图4)两个

样品(BQ97169．BQ97212)落在钙碱性与碱性玄武

岩的交界处，另一个样品(19731)落在钙碱性玄武

岩区内。在TAs图解中(图5)，全吉群火山岩落

菱手彰}囊器i§妻羹：i谭；，去辩基§_妻藿}ll；ji霎

囊童缒藏婴；；j；i：；美努j毫矛=餮馥i；羔j。

薯；≤～曩i；向§殛垂；囊萤墓；萄丑～羹一主雾蓁i滞

!!i!耗喜偏懵饔名懂的特点和地球物理场的变异等方面进行

综合分析，是否为不同造山带因后期改造所致的

“走向趋同”?抑或为同一造山带后天改造所致的

“走向变异”?应加以鉴别。

于

以

褶

的

5从区域构造样式看造山带的性质

造山带主要发育在板块边界或临近板块边缘

地带【l“，可分为岛弧型、安第斯型、喜马拉雅型和

大陆一岛弧型(c仰tinental—aI℃collision竹pe)”21；而

大陆内部又有裂陷造山的情形(图6)。

以平卧褶皱系伴随韧性剪切带的发育，体现

挤压剪切的运动状态，是活动大陆边缘造山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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