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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断裂带走滑变形及与临沧锗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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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在对断裂带的变形特征、运动学特征和变形岩石年代学的综台研究表明 ，澜沧江断裂带是一条左旋走 

滑断裂带，左旋走滑始于 加 Ms．印支地块由南向北运动和保山地块的向南挤出．主要是通过红河断裂、怒江断裂 

的右旋走滑和澜沧江断裂的左旋走滑共同调节来实现的。澜沧江断裂带的左旋走滑制约了临沧帮卖盆地的形成 

演化、盆地内的热水活动、锗的富集成矿和锗矿床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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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断裂带是海西末期一条十分重要的碰 

撞接合带_I_2J，在新生代时期，它开始活化转化为 

走滑断裂带，与东倒的红河断裂带，西侧的怒江断 

裂带构成一个巨大的走滑变形域。目前，对该变 

形域中的红河断裂带和怒江断裂带已经展开了深 

入细致的研究 ；对澜沧江断裂带，大多推定它 

为一条右旋走滑断裂带_8．9j，对其运动学方 向存 

在较大的分歧L ”J。近年来，在由该断裂带控制 

的临沧中新世盆地中发现 了大型锗矿_1ll，使得对 

该断裂带的研究变得愈外重要。鉴于此，本文选 

取澜沧江断裂带北段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揭示它 

的变形特征、运动学特征和变形年代学特征，进一 

步讨论临沧锗矿的成矿动力学背景。 

l 变形特征 

澜沧江断裂带大致沿澜沧江河谷延伸。其北 

部呈南北走向，向南至旧州一带转为北西 ；南部从 

保山瓦窑沿澜沧江西侧顺江而下，经云县、景谷、 

景洪延入缅甸，从北到南 ，断裂带走向从近南北向 

转为北西向，最后呈近南北向延出境内，总体显示 

出s型断裂形态。 

澜沧江断裂带北段 ，断层面陡倾，微西倾，倾 

角变化于60o～80~问。断裂带西盘主要由元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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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山群和碧罗雪山印支期花岗岩构成，东盘主要 

由中生界组成。主断面及其附近形成宽窄不等的 

糜棱岩带。近断裂带一侧变形强烈，远离断裂带 

变形渐弱。在空间上 ，该断裂带具有网状结构，强 

变形域呈线型带状，弱变形域呈透镜状。强变形 

域中常发育各种变形程度不同的糜棱岩，或形成 

强化片理带，弱变形域中岩石未变形或弱变形 ；强 

变形的糜棱岩常呈线型带状包绕弱变形域形成网 

状剪切带 ，构成一幅塑性流变的图案。 

同一强变形域中，不同的岩类均表现出强烈 

的塑性变形特征。断裂带北部东盘的中三叠火山 

岩发育板劈理构造，火 山灰已完全结晶为细小的 

石英、长石和绢云母 ，定向流绕在晶屑间。位于强 

变形域中的侏罗系泥页岩则常见千枚状或页片状 

构造，岩石具有强化片理和明显的重结晶。花岗 

岩中塑性变形最为明显，在野外可直接观察到从 

块状花岗岩一花岗片麻岩一初糜棱岩一糜棱岩一 

千糜岩的连续渐变过渡关系，随着变形的加强，页 

理越来越发育，糜棱岩中的构造残斑相应减少。 

崇山群显示出与花岗岩相类似的塑性变形特征。 

强变形域中的糜棱岩内各种不对称旋转构 

造、书斜构造、核幔构造发育。糜棱岩中的长石碎 

斑出现粒化边缘结构、机械双晶、粒内显微破裂； 

石英发育波状消光、带状消光、变形纹和缎带状石 

英。糜棱岩基质常围绕碎斑形成各种眼球状构造 

等。 

上述这些特点，均显示出澜沧江断裂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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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韧塑性变形和剪切变形特征，属于中深构 

造层次的变形。 

2 运动学特征 

对澜沧江断裂带剖面和区域的统计观察发 

现，在陡倾的糜棱页理面上 ，可见两组明显的 a线 

理 ，一组倾伏角为 40。～7o。，另一组倾伏角为 5。～ 

300，倾向 N 350~～1o。，以后者更为发育和清晰。 

前者属于逆冲，后者属于走滑。在近水平线理发 

育的地方，很难见及陡倾的 a线理 从糜棱面理 

上两组线理的切割关系和清晰度反映出，陡倾的 

a线理形成在先 ，近水平的 a线理形成较晚。陡 

倾的 a线理形成于碧罗雪山由西向东的逆冲推覆 

过程中。通过对具有近于水平线理的糜棱岩中碎 

斑的室外和室内综合研究发现，糜棱岩中的不对 

称旋转构造、书斜构造、石英条带的不对称褶皱和 

S-C构造均显示明显的左旋特征(图 1)。 

线理和剪切指向表明，澜沧江断裂带北段晚 

期的走滑为左行斜向走滑。在研究区更北的德钦 

一 带中侏罗统中所观察到的左行走滑_1 ，进一步 

从另一侧面支持上述认识。同样，这种左行走滑 

在该断裂带南部的永保桥(滇缅公路 521．5 km附 

近)也存在L0-l2 J，表明左行走滑存在于整个澜沧江 

断裂带中。 

— — — 哼  

3 左旋走滑的时问限定 

在北纬26。12 ，东经 99~04 位置采集断裂带中 

新鲜的糜棱岩样品 10 k供分析定年用。样品岩 

性为花岗质糜棱岩 ，未变形前原岩为花岗岩。样 

品页理面上具有清晰的近水平 a线理 ，碎斑含量 

约25％，碎斑主要 由斜长石和石英构成 ，碎斑具 

有明显的塑性变形特征。碎基主要 由细小的白云 

母、石英、钠长石和少量绿泥石构成，其中的石英 

呈矩形状，其长宽比为 4～10，碎基中的所有矿物 

强烈定向形成糜棱页理 碎基中的矿物属于韧性 

剪切变形过程中新生矿物。从碎基中分离出白云 

母，进行 K．Ar稀释法测年。 

样品经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同位素室 

采用 K Ar稀释法测年，获得 19．77±0．36Ma的年 

龄值。由于所分析的白云母来 自碎基，其寄主岩 

石具有明显的走滑特征，因而，20 Ma的年龄代表 

的应是澜沧江左旋走滑开始或结束的时问。该年 

龄值可与断裂带南段风庆蝙蝠滩糜棱片岩中所获 

取的 16．7 Ma(At-At等时线年龄)I”J，以及西盟 

糜棱岩钾长 石和 白云母 中所 获得的 15．43和 

25．55Ma(K-At年龄值)u2j相对比。 

澜沧江断裂带西侧现代水系的偏转(图 2)说 

明该断裂 的左旋走滑持续至今。因而，20 Ma代 

表的是左旋走滑的起始时间。 

．‘———一  N 

图 1 澜沧江断裂带的左旋走精运动学特征 

Fig．1．Thel~lovementmarks left-sllpinthe LaneangRivexfault 

a．碎斑的不对称旋转拘造 b．多米诺结构 c．不对称褶皱 d．S-C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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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镧沧江西岸水系的偏转指示澜沧江断裂带的 

左旋走滑特征 

Fig 2．Thel 一 oftheh嗍 Riverfaalt∞∞ 

制艘酬  由verted曲珊 onthe—删 呲  吐'e 

L 螂 River 

4 讨论 

4．1 澜沧江断裂带的走滑与挤出构造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后，随着印度板块 

持续的向北楔人作用，在45～20 Ma期间，印支地 

块首先沿红河左旋走滑断裂带向南东挤出 800～ 

1000 km，并顺时针旋转 20~一25。左右；其后，扬子 

板块依次向南东挤 出和发生大角度的顺时针旋 

转，此时印支地块可能与扬子地台同步发生顺时 

针旋转约 4妒左右【l4·15l。作为挤出地块的东边界 

红河断裂带，在中新世(20 Ma)时期，运动方向发生 

反转发生右旋走滑L 。挤出块体的西边界高黎 

贡断裂和那邦断裂中新世以来也是右旋走滑断裂， 

并且走滑活动有两个高峰时期(24和 l3 Ma) J 

前面的研究表明，位于印支地块与保山地块 

间的同期澜沧江断裂，表现出明显的左旋走滑。 

由红河断裂带的右旋走滑、澜沧江断裂带的左旋 

走滑和高黎贡断裂的右旋走滑，揭示出中新世以 

来印支地块的由南向北运动 ，而保山地块则被向 

南挤 出。 

4．2 澜沧江断裂带的走滑与临沧锗矿的关系 

由于澜沧江断裂带的左旋走滑运动和保山地 

块的向南挤出，在保山地块内部和沿澜沧江断裂 

带形成了一系列的新第三纪陆相走滑拉分盆地。 

这些盆地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在垂直于澜 

沧江断裂走 向方 向形成一系列的同生走滑正断 

层：在平行于走滑断裂的方向上由于拉分作用形 

成一系列近东西 向的正断层，构成一个堑垒相间 

的构造格局_l 。 

位于澜沧江断裂带南段临沧县境内的帮卖新 

第三纪盆地，就是前述新生代盆地中的一个典型 

代表。盆地长轴呈北北西向，与下伏花岗岩基底 

呈不整合接触。由于走滑拉分引起盆地的快速沉 

降和沉积，在盆地内堆积了厚 ll40 m的含煤碎屑 

岩系。在靠近盆地基底的第一含煤矿段中发现锗 

矿，其储量接近超大型锗矿床规模，属于热水沉积 

成因_lll。盆地中的矿体在平面上沿北北西和近 

东西方向呈串珠状分布，矿体的分布规律，与成盆 

过程中所同时形成的北北西向和近东西向的同生 

断裂方向相一致，盆地内的热水活动与成矿同盆 

地的形成演化有着 十分密切的成生关系，而澜沧 

江断裂的左旋走滑是控制盆地形成、盆内同生断 

裂活动和成矿的根本因素。 

综上所述，中新世以后，青藏高原东南缘在随 

同杨子地块发生大角度旋转时，各地块间通过走 

滑来调节旋转并发生不均一的挤出，澜沧江断裂 

带以左旋走滑来调节印支地块的由南向北运动和 

保山地块的向南挤出。临沧帮卖新生代盆地中的 

锗矿就形成于这一特定的构造背景中。澜沧江断 

裂带的左旋走滑制约了盆地的形成演化、盆地内 

的热水活动、锗的富集成矿和矿床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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