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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地质事业的蓬勃发展，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也取得

了重大进展，填补了我国的地质空白，获得了丰富的、极为宝贵的基础地质资料，解决了

许多基础地质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而且还找到一大批矿床或矿产地，对我国国民经济建

设及地质科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全面总结已取得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特别是l：20万的区域地质调查成果资料

和其它地质工作成果资料，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组织了各省，市，自治区地质矿

产局编制出版分省、市、自治区的《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

系统地公开出版全国分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在我国还是首

次。它的编制、编辑与公开出版，标志着我国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及我国地质科学工作的

重大进展和成就，将大大提高我国的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水平和地质研究程度，全面系统地

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研教学等方面提供基础地质资料。

这套系列专著，是我国广大地质工作者劳动成果的结晶。鉴于其意义重大，专业性

强，涉及面广，延续时间长，参加人员多，因此，被列为地质矿产部80年代的一项重要任

务，整个工作是在地质矿产部程裕淇总工程师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任务的具体规划部

署，由地质矿产部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司负责；出版工作电妙质出版社承担，各省、市、自

治区地质矿产局负责对本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典地质图件编制工作的组织实施，

具体编写工作由各省、市、自治区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I帧责进行。
t区域地质志》的内一容般包括地层、沉积岩及沉积作用：碧浆岩及岩浆作用、变质岩

及变质作用、地质构造、区域地质发展史等部分，其图释主要有地质图、岩浆岩图，地质

构造图，比例尺一般为1：50万至1：100万。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质现象差异较大，因

此，在内容编排上，应从本省、市、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现有地质资料为基础，突

出本省、市，自治区的地质特点，尽力反映本省、市、自治区的现有地质研究程度及基本

区域地质构造面貌。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出版的各省、市、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地质图件系第一版。

随着地质研究程度及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后还将及时予以充实、完善，发行新的版

本。

地质矿产部

198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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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南边陲，东、北与云南、四川、青海、新疆等省(区)为邻，

西、南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等国接壤。介于东经78。247—99。00 7，北纬

26。48 7—36。317总面积122．8万km2。平均海拔4000m以上，是青藏高原的主体，是世

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最年轻的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

西藏大地构造位置居于南，北大陆之间的阿尔卑斯一喜马拉雅巨型山系的东段，是著名

的特提斯构造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层出露齐全，古生物丰富，岩石种类繁多。其巨大的

地壳厚度和独特的内部结构，蕴含着复杂的构造信息及其悠久的地质发展历史，被认为是

打开大陆造山带形成机理和全球构造动力学的钥匙和窗口，为国内外地质学家所瞩目。

西藏北部是起伏比较和缓的高原，位于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

之间，习称藏北高原或羌塘高原(藏语“羌塘”是北方高地之意)。东西长约2400 km，

南北宽约700 km，约占西藏全区面积的三分之二，平均海拔4500 m以上。高原形态完整，

地形切割微弱，以高原低山丘陵为主，间有宽阔的盆地和谷地，地貌上属高原湖盆区。湖

泊星罗棋布，河流多以湖泊为中心的放射状内流水系，为短小的时令河。常流河有扎加藏

布和波仓藏布等。著名的湖泊有纳木错、色林错(奇林错)和班公错等。

藏北高原以南，冈底斯山与喜马拉雅山之间通称藏南谷地。水系为外流河，主要有雅

鲁藏布江水系，其干流展布方向与主要山脉走向大体一致。雅鲁藏布江是世界上地势最高

的大河，千流中游及其较大支流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曲，发育有较宽的谷地，海拔在

4500m以下，土质肥沃，雨量充沛，是西藏粮食的主要产地。‘

藏南谷地之南直至边境，为喜马拉雅山地(藏语“喜马拉雅”是。冰川之乡”的意

思)。喜马拉雅山为世界上最大、最高和最年轻的山脉，全长2400 km，宽200—300 km，

平均海拔6000m以上。超过7000m的高峰50余座；8000m以上的高峰11座，位于中尼

边境的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m，被誉为世界第一高峰。这里山顶冰雪终年不化，冰蜂

重叠，冰川面积达1万kIn2，各式各样的现代冰川十分奇异壮观。

·西藏东部是著名的横断山脉北段，通称藏东高山峡谷区。其中最著名的是雅鲁藏布江

峡谷和藏东三江。峡谷。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分布在南迦巴瓦峰、加拉贝垒峰至墨脱一

带，地势北高南低，山峰与谷底高差自北而南逐渐加大，一般为1500--30001"13．，最高可达

5000--6000m，悬崖壁立直落江面，峡谷幽深险峻，谷底江水咆哮，景观奇伟。。三江”峡

谷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高山和河流相问组成，从西到东依次为伯舒拉岭、怒江、他念他翁

山、澜沧江、芒康山，金沙江，这里山高谷深，河道弯曲狭窄，礁石密布，水流湍急。

西藏高原几乎占对流层的1／3或1／2，大气氧分压约为我国东部平原的I／2，空气稀

薄，缺氧，大气透明度好，光能透过大气层损失少，具有日照时间长和太阳光幅射强烈的

特点，是我国光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 。三江”系。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简称。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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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上的气温低于相近纬度的东部平原地区，如藏南的隆子县(北纬28．4。，海拔

3900m)年平均温度5℃，而纬度接近的南昌(北纬28．7。，海拔49m)年平均温度17．4℃，

二者相差12．4℃；藏北的改则县(北纬32．3。，海拔4415m)年平均温度一0．1℃，比年

平均温度为16．1℃的南京(北纬32。，海拔12．5m)低16．2℃。可见，虽然它们同处于北

亚热带的纬度位置上，然而在气温的年平均值上，似乎把隆子、改则从原来所处的纬度位

置分别向北推移了20。而到了温带。西藏高原与东部平原地区的这种差异并非地带性因素

起主导作用，而是由于海拔升高所致。基于上述原因，本区凡海拔3000m4000m的地方．

年平均温度低于9℃，4000m以上地区气温更低，年平均温度为负值。就高原本身而论，

南北跨度约9．5个纬度，在海拔高度相当、纬度不同的地点，气温相差明显，纬度增加一

度，气温约降低0．5—0．7℃。

西藏除东南部察隅、波密，墨脱及亚东、樟木等地海拔在2000m以下的河谷地区为海

洋性气候外，其余广大地区的高原气候明显，气温日较差大(11．4—17．5℃)，年较差小

(西北部的阿里地区除外)，无霜期短(海拔3000m以上地区为9—144天)，空气相对湿

度小(藏北地区多在52％以下)和年降水量少(大部分地区为60一500 ram)。

高原上近地面层在冬季为高压，夏季为热低压。由于气压场和相应流场的季节变化，

独自形成特殊的控制着东亚环流系统的高原季风。冬季沿西藏东西向的黑阿公路有一条地

面大风日数最多的地带(以3--5月最集中)，凤带中心的改则附近，全年大风(≥8级以

上)日数可达200天。西藏高原四季不分，但干、湿季节显著。10—5月天气晴朗，少雨，

雪，空气干燥，风力强，属于干季；6—9月天气阴而多云，雷暴和降雨(雪)较频繁，夜

雨率较高，属湿季。- ．

‘

西藏受地势，地貌等条件控制，从东南到西北依次出现暖热湿润一寒温半湿润一寒冻

半干旱一温凉干旱4个气候类型，并相应出现森林一草旬一草原一荒漠4种植被类型j而

西藏东部地势、地貌条件不尽相同，由南至北为暖热湿润一温暖半湿润气候，植被为热带

亚热带森林一寒温带针叶林；西藏南部的喜马拉雅山成为印度洋湿润气候的屏障，其南翼

属暖热湿润型，北翼属温暖干旱型，前者发育有热带亚热带植被，后者以温带灌木丛草原

与高山草原为主。

由于西藏高原自然环境的严酷，使西藏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前，西藏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交通运输全靠肩背与牲畜驮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工业、交通运输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建设了一批发电站、水泥厂、毛

纺厂、皮革广、地毯厂等，先后新修了川(四川)藏、青(青海)藏、滇(云南)藏，新

(新疆)藏公路以及各地(市)、县的区内交通干线，目前全区已有315条公路，通车里程

达2．16万km；开辟了拉萨一成都一北京，拉萨一广州，拉萨一上海，拉萨一加德满都等

国内外空中航线。

西藏全区拥有全日制高等院校3所，各类中等专业学校14所，普通中学64所，小学

2388所；建立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创办了各级医院、门诊部、卫生所等；成立了25个

科学研究机构；有各类文化，体育机构和专业、群众艺术团体1160个，电视覆盖率为全区

人口的32％。 。

西藏是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区之一，现有人口200多万。其中藏族193万多人，占

总人口数的95％以上；汉族6．1万人；门巴族7000多人，珞巴族、回族、纳西族2000多



人。藏民族多信奉喇嘛教，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兼营手工业，随着西藏社会主义建设的发

展，逐渐打破了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西藏经济由供给型向经营型转变。

西藏以具有独特的宗教、哲学、历史、民族、语言，文化、艺术等传统为世人所关

注。金顶辉煌的大昭寺，雄伟壮观的布达拉宫，千年古寺扎玛尔康，曲贡村的石器时代遗

址，查拉路甫的石窟，普鲁沟的古墓群和具有美丽传说的珠穆朗玛峰等许多名胜古迹，加

上西藏高原明媚的阳光，察隅、亚东的如画风景，藏北地区的湖光山色以及草原儿女的风

土人情，近年来吸引了大批的国外游客。 ，-

西藏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有极为丰富的太阳能，凤能和水利资源，还有热带及亚热

带的森林资源，名贵药材和稀有珍贵的动物资源(虎、金钱豹、猞猁、白唇鹿、麝、熊猴，

小熊猫、野驴、赤狐等)o

西藏地质构造背景十分复杂，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矿种70余种，主要有地热，铬铁

矿、铜(铝)矿、锡矿、金矿、盐湖硼矿和锂盐、菱镁矿，石膏、刚玉等。

‘芯西藏自治区区域地质志》是根据地质矿产部1980年12月全国区调会议的统一部署及

(1981)467号，(1982)44号、(1983)413号等一系列文件精神编写的。该项任务于1986

年由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局(以下简称“西藏地矿局”)下达给西藏区调队。承担，要求

。以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为基础，结合有关矿产普查、勘探及其它地质资料进行综

合研究，提供成果资料。”
‘

由于西藏恶劣工作条件的影响，1：]00万区调工作大多采取编测结合的方法进行，工

作和研究程度较差，尤其北纬32。线以北，多属无人区，仅以稀疏地质路线控制。藏南和

三江地区研究程度虽然相对较高，但亦仅限于少数地区。而且，编。志”任务是在1：100

万区域地质调查的野外工作结束不久，尚未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1：20万区调工作刚刚

开始的情况下下达的，所以要完成这一任务是非常艰巨而繁重的。最初仅有7名同志参加

总体设计的编写工作，由于技术人员不足，又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聘请7名同志，最后

共20人于1987年正式开展工作。
1

l西藏自治区区域地质志》是一项学术性和科研性很强、涉及面很广的地质专著，在上

述情况下要系统反映数十年来广大地质工作者在西藏的劳动成果，代表当代地质科学理论

水平，是有相当难度的。为了加强技术领导，于1987年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主编：夏代

祥(西藏地矿局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主编。徐国张(西藏区调队总工程师，高

级工程师)、郑安柱(西藏区调队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谢义木(《西藏自治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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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岩：张健民(高级工程师)、邢雪芬(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工程师)，区域变质岩及变

质作用：杨暹和，区域地质构造、区域地质发展史-周详(高级工程师)、邓民先(成都地

质矿产研究所工程师)、洪裕荣(工程师)；1：150万西藏自治区地质编稿图：罗丰才(工

程师)、吕子西(工程师)，l：200万西藏自治区岩浆岩编稿图：陈德泉(工程师)，1：200万

西藏自治区构造编稿图：洪裕荣。 ．，

．此外，马冠卿、姚宗富、李才、马召军，范和平、倪进仓等同志参加了部分前期工作。

l西藏自治区区域地质志》的1：150万和1：200万地理底图编制及地质图、岩浆岩图、构造

图的清绘工作由湖南省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所制图室承担并完成。一

在西藏地矿局的领导下，通过西藏区调队及参加编制工作的全体同志的辛勤劳动，历

时4年，于1989年8月提交了《西藏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图件送审稿。于9月21日至

26日在四川成都召开公开出版评审验收会议，会议由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程裕淇教授，西藏地矿局副局长洛桑次旦高级工程师，西藏地矿局总

工程师曹佑功高级工程师，地质矿，产部直管局副处长陈克强高级工程师等19人组成评审

委员会，负责评审验收工作。刘增乾、常承法、尹集祥、鲍佩声、周云生、莫宣学，饶荣

标、简人初、田玉莹、伦志强，朱玉瑛以及邻省(区)地质矿产局代表对有关篇章及图件

进行了评审，通过了验收，，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为进一步修改完善、充实、提高指

明了方向。 ．．

《西藏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在编写过程中，地质矿产部直管局陈克强、田玉莹曾亲临西

藏指导工作，笔者曾与各位评审员取得联系、征求意见，并认真作了多次修改；1990年

初，范影年研究员、饶荣标副研究员分别对古生代、中生代地层，周云生副研究员对岩浆

岩、变质岩，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阅。

《西藏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图件由夏代祥、郑安柱、谢义木初纂和审定，最后由夏

代祥总纂定稿。使用资料一般截止于1986年。
‘ 、

t西藏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地质图件反映了数十年来地质勘查、区调、科研、教学等

单位以及曾经在西藏工作过的包括为地质事业而献身的同志的劳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

晶。在此谨向曾在西藏从事地质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谨向参加评审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诚挚

的谢意。 。

审查验收认为，《西藏自治区区域地质志》及其图件系运用现代地质科学理论，技术方

法，系统总结、综合研究大量地质资料编著而成，是一分重要的基础地质专著。它全面地

论述了西藏区域地质特征，反映了西藏现有地质研究程度和当前地质科学水平，突出了西

藏区域地质特色，资料充实，内容丰富，观点新颖，立论有据，在基础地质研究的不少方

面，提出了新见解，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对研究我国特

提斯构造域和联结东欧，西亚，东南亚相邻地区的构造演化以及对今后区域地质调查、普

查找矿、科研、教学和国民经济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归纳起来

主要有以下新进展： 、

．，

，

1．统一了西藏综合地层区划，建立和完善了各地层区或分区的地层系统，划分出4个

。1级”地层区和21个地层分区。简化了纷繁的地层单位名称，采用了206个地层单位，

进行了区域性地层对比。将。羌塘地层区”解体为羌南和羌北两个分区，并初步确定了分

界位置，对今后深入的地质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2．首次提出聂拉木群是一套构造变质杂岩o，阿木岗群、吉塘群等是变质核杂岩体。

的认识，突破了传统地层学概念的束缚，为研究复杂的。造山带”地层提出了新的思路。

3．对冈瓦纳相石炭一二叠系和全区中生界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深化了二叠一三

叠系的界线地层研究；发现了晚三叠世诺利阶的国际最高牙形石带化石及其可能是三叠系

最高层位(瑞替阶)的海相碳酸盐岩，为三叠一侏罗系的界线地层研究提供了线索。

4．对基性超基性岩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岩石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将其分属于蛇绿岩组

合和非蛇绿岩组合两类。对被强烈肢解的班公错一怒江蛇绿岩作了进一步研究和恢复，建立

了较为完整的蛇绿岩层序剖面。 ，

、

、+

5．将中酸性侵入岩划分为5种成因类型，即I型(同熔型)、。S型(改造型)，I+S

型(迭加型)、I—S型(过渡型)及M型(幔源型)，并对其形成环境作了分析和论证。

6．用板块构造观点，将西藏岩浆作用分为4种构造类型：裂谷型、海洋型、弧型、碰

撞型，提出了古特提斯和新特提斯两个岩浆作用演化序列，并对班公错一怒江边缘海型岩

浆作用的演化序列作了较深入的论述。
一

7．对西藏的区域变质岩、变质作用等时空分布及其规律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将变质

作用类型归纳为埋深变质作用、区域低温动力变质作用和区域动力热流变质作用等3种类

型；将变质时期划分为晚元古期、加里东期、华力西期，印支期、燕山期和燕山晚期一喜

马拉雅期6个时期，并强调了燕山晚期一喜马拉雅期是高喜马拉雅和藏中南地区的重要变

质时期。 。，

’

。
·，‘

8．在《西藏板块构造一建造图》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关于大地构造时空结构概

念，根据信息论和耗散理论的思路，进一步厘定了相应的结构要素系统，较好地反映了大

陆造山带的古板块构造及地壳演化特点。

9．运用威尔逊旋回概念，对西藏大地构造的时空结构特点和浅层地壳结构进行了分析

和论证，提出了吉塘群、阿木岗群、加玉桥群变形一变质杂岩是前寒武纪晚期到古生代早

期的一次泛非集成事件形成的岛链带，是冈瓦纳基底的一部分，从而比较清楚地区分出冈

瓦纳亲缘地体和华夏亲缘地体之间的界线。

oe详见第一篇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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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地 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仅有少数国外地质工作者对西藏的地层作过一些调查和研

究，、资料零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西藏工作队李璞等人(1951一1953)

在西藏东部、中部和南部作了路线地质调查，编写有《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报告，等专著，

对所及地区的地层作了概略了解；1965--1968年，四川省地质局第三区域地质测量大队

(以下简称。四川三区测队”)与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合作，对昌都地区的地层作了较为系统

的调查；1966--1968年和1974年，中国科学院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队，对珠穆朗玛峰北

坡地层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初步建立了该区的地层系统。1973—1976年中科院青藏高原

综合考察队、1980--1985年地矿部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大队(以下简称。高调队”)，对西藏

广大地区进行了多学科的地质考察，深化了西藏地层研究工作。自60年代末以来，西藏开

始了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青海地矿局完成了玉树幅(I一47)、温泉幅(I一46)，四

川地矿局完成了昌都幅(H一47)J 1975--1986年，西藏地矿局相继完成了拉萨幅(H一

46)、日喀则一亚东幅(H一45、G一45)、改则幅(I一45)、日土幅(I一44)、噶大克幅(H一

44)。随着全区1：100万区调工作的完成，获得了丰富的地层等方面地质资料，为全区地层

区划，地层对比和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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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西藏各时代地层发育齐全，沉积类型繁多，特别是中生代地层出露良好，化石丰富，

是我国研究古生物学、地层学等地质科学重要地区之一。根据地层(包括基底)发育情况．

沉积环境及沉积建造、生物面貌及生物区系，结合地质发育历史，采取综合地层分区方

案，将西藏地层划分为4个地层区、21个地层分区(图I-I、表I-I)。

本区被几条深断裂带及其一侧的相对活动沉积带所分隔，地层区界线明显。但由于工

作程度很低，沉积类型复杂，综合研究较差，有的分区界线不甚清晰，不一定适合每个地

层分区的统一界线。

‘现将各纪地层自老而新简述于后：

西藏的前震旦系、前石炭系、前二叠系、未分古生界和时代不明的变质杂岩，均为杂

岩系。前震旦系集中分布于高喜马拉雅分区，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区仅有零星分布，为一

套富铝硅酸盐、类钙硅酸盐的片岩和片麻岩、变粒岩、混合岩、大理岩，厚近1万米，构

成西藏大部地区的结晶基底；前石炭系、前二叠系、未分古生界分布于羌塘一昌都区的戈

木日一西雅尔岗一他念他翁山和加玉桥等地，为碎屑岩、碳酸盐岩夹基性火山岩的复理石一

类复理石沉积，呈岛链状断续分布，多被中生代地层所超覆，它们共同是冈瓦纳大陆基底

的一部分。这一岛链带分隔着北(东)南(西)不同沉积类型、不同生物区系的石炭系一

下二叠统。

时代不明的变质杂岩，分布于拉轨岗日一带、南迦巴瓦峰地区以及林芝一波密一察隅

等地，各地的主体时代有所不同，其中包含有变质核杂岩体。

在喀喇昆仑一带，有少量的甜水海群延入我区(已被第四系掩盖)，相当于华北的长

城系，构成南昆仑一巴颜喀拉区的褶皱基底。

震旦一寒武系见于北喜马拉雅及玛旁雍错一带，为一套高绿片岩相的浅变质岩，原岩

为陆缘碎屑一碳酸盐岩的类复理石沉积，厚度逾1000m，构成前震旦系的盖层沉积。

奥陶一志留系以北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区出露较全，喀喇昆仑分区也有零

星分布，为碳酸盐岩、陆缘碎屑岩的稳定沉积。奥陶系的生物面貌多属华南型和华北型I

昌都分区仅见下统出露，为一套以复理石沉积为主的笔石页岩和介壳灰岩，中泥盆统不整

合其上，构成昌都地区的沉积基底。志留系的古生物面貌与欧洲波希米亚关系密切。

泥盆系为以碎屑岩为主的稳定沉积，局部夹火山岩和火山碎屑岩。班公错一怒江一线

以南，早泥盆世以浮游生物为主，其北部的昌都、喀喇昆仑分区缺失下统。中晚泥盆世，

全区均以底栖生物为主。
’

石炭一二叠系多为陆缘碎屑沉积、碳酸盐岩沉积、含煤细碎屑岩沉积。在北喜马拉雅

分区西部、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区的林周一波密以及羌南分区的绒马一查桑、多玛一戈木

日一带，为含少量中基性火山岩(局部夹中酸性火山岩)的类复理石一复理石沉积，南昆

仑一巴颜喀喇区亦为浅海复理石沉积。晚石炭世一早二叠世，在雅鲁藏布江一线以南为冈

瓦纳相冰海沉积区，主要为一套大陆型冰水杂砾岩沉积，含南大陆及其边缘海的舌羊齿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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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群和动物群；在龙木错一查桑一澜沧江一线以北，为华夏古特提斯沉积区，含北大陆暖

水动、植物群，属华南类型；上述二线之间为冈瓦纳一古特提斯沉积区，含南、北大陆混

生动、植物群。全区普遍缺失晚二叠世早期沉积，除昌都等地为海陆交互相外，其它地区

多为浅海相碳酸盐岩和碎屑岩沉积。’：’ -’．’

；
，，

从三叠纪开始，分异明显。喜马拉雅区的三叠系，在北喜马拉雅分区为稳定而连续的

浅海碳酸盐岩一碎屑岩沉积，并持续到始新世中规}拉轨岗日分区为半深海类复理石沉积，

其中含有少量的火山岩及辉绿岩墙(床)群P雅鲁藏布江分区以上三叠统为主，为深海复

理石泥、硅质沉积。在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区南部的拉萨地区，为中酸性一中基性火山岩，

火山碎屑岩一复陆屑沉积，在班公错一怒江断裂带南侧(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北部)，三叠

系主要为深海细碎屑岩复理石沉积。．在江达分区三叠系以钙碱性火山岩一碎屑岩为主，其

西的唐古拉南侧一澜沧江以东则为浅海相碳酸盐岩一碎屑岩(局部夹火山岩)沉积、滨海

磨拉石沉积、含煤复陆屑沉积，反映了金沙江沟弧系统和陆壳上升的沉积特点。南昆仑一

巴颜喀拉区，仅见覆于下二叠统浅变质岩之上的上三叠统，为类复理石一复理石，夹硅质

岩，具陆缘盆地沉积特征。：。 ：‘．·． ·：

侏罗一白垩系，在拉轨岗日分区为滑塌沉积、钙硅质复理石沉积；在雅鲁藏布江分区

出露的上侏罗一下白垩统为钙硅质复理石沉积，局部见浊流体、中基性火山岩和锰质团块

或结核，反映了深海盆地的沉积环境。在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区南部缺失下侏罗统，中上

侏罗统为碳酸盐岩一碎屑岩一火山碎屑岩沉积，含煤细碎屑岩沉积，局部不整合于古生代地

层之上，可能为弧缘或弧间盆地沉积，上侏罗·下白垩统为钙碱性火山岩一碳酸盐岩一碎屑

岩沉积，属火山岛弧沉积环境。北部主要为碳酸盐岩-．火山岩沉积、含煤碎屑岩沉积，多

被早白垩世晚期的浅海碳酸盐岩所超覆。在班公错一怒江断裂带及其南侧的木嘎岗日分区一，

中下侏罗统为以细碎屑岩为主的复理石沉积。昌部分区的侏罗系为海陆交互相的碎屑岩一

红色复陆屑沉积，侏罗纪早期大部分地区结束了海相沉积的历史。羌塘一唐古拉地区，中

下侏罗统仅局部出露，为火山岩、火山碎屑岩，中上侏罗统表现为碳酸盐岩广泛的超覆}

白垩纪为碳酸盐岩一碎屑岩残留海盆沉积，．陆相红色复陆屑岩和火山岩沉积。 。

第三系，在北喜马拉雅分区的定日一岗巴一带以及昂仁一日喀则一带有少量残留的海

相沉积，其它地区均为陆相。分布在雅鲁藏布江分区的为陆缘山链磨拉石沉积，含煤碎屑

沉积。分布在冈底斯一念青唐古拉区主要为钙碱性火山岩沉积、弧内火山岩沉积。分布在

羌塘一昌都区主要为断陷盆地、山问盆地的湖相、河流相细碎屑岩沉积，磨拉石红色复陆

屑沉积、陆相火山岩沉积，4含石膏、煤。油页岩碎屑岩沉积。 i。 ；：。 f?

‘第四系，主要为松散的砾石、砂及粘土层j更新统以湖积，冰碛一冰水沉积、化学沉

积和冲一洪积为主；全新统以冲一洪积、湖积和风积为主，：局部有火山堆积。 ；．：

．．
．： ，一l”．。： j

’

，． h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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