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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南缘新生代构造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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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南缘包括川西，云南，掸邦高原。巨厚的地壳，极大的落差，由北向南地势逐渐变低，一

系列近南北平行分布的地质体（山脉，河流，断裂，地块，缝合带，盆地等），这些独特的地形地貌使其

成为研究侧向大陆碰撞构造演化的宝库。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地形地貌，地质演化主要受新特提斯运动的影

响，包括洋板俯冲，陆陆俯冲碰撞以及后碰撞拆沉。 

青藏高原东南缘可以划分为几个微陆块，这些微陆块由三条近南北向的的缝合带分离，分别是西面的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中间的昌宁-孟连缝合带，东面的金沙江-哀牢山-红河缝合带。金沙江-哀牢山-红河缝合

带以东为华南板块，以西为印支地块。印支地块与滇缅泰马以昌宁-孟连缝合带为界。滇缅泰马与西面的缅

甸地块以 Mogok 变质岩带或实皆右行剪切断裂为界。缅甸地块的西面则是印度板块，两者以雅鲁藏布缝合

带为界（图 1）。其中，兰坪-思茅盆地构成了印支地块的北缘，属于中生代盆地 (Metcalfe，2006)。而保

山地块，腾冲地块，掸邦地块则构成了滇缅泰马地块的北部延伸 (Sone and Metcalfe，2008)。 

 

图 1 青藏高原东南缘新生代构造及岩浆简图 

雅鲁藏布缝合带延伸几千公里，在西藏沿着雅鲁藏布近东西向分布，在东喜马拉雅构造节发生转弯，

转而向南延伸到缅甸西部，并进入安达曼海。雅鲁藏布缝合带蛇绿岩与增生楔杂岩在缅甸西部组成了印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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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系。印缅山系受右行实皆断层错断，向北移动 500km。雅鲁藏布蛇绿岩是新特提斯洋的残留 (Mitchell et 

al., 2012)。昌宁-孟连缝合带主要在云南南部分布，向北消失，或者与双湖纳木错缝合带相连，是古特提斯

主支洋盆的闭合产物 (Deng et al., 2013）。金沙江-哀牢山-红河缝合带则代表了古特提斯分支洋盆的闭合。 

根据古地磁数据，Holt et al. (1991) 证实印度大陆在印度-欧亚陆陆碰撞之后向北移动了 1500～2500 

km。相对于欧亚大陆而言，印度大陆更小也更坚硬，故在初始碰撞之后，印度大陆向北俯冲到欧亚大陆下

面，从而使得青藏高原东南缘落在了印度大陆的东南面。在印度大陆的正面，拉萨板块始终受到南北向的

纯剪切作用力，由早期的南北向挤压转换为后期的东西向伸展：初始碰撞发生在 65 Ma，而全面碰撞则从

50 Ma 开始 (Dewey et al., 1989)；拉萨地块的林子宗火山岩 (65～41 Ma) 被认为是同碰撞的产物 (Mo et al., 

2008)；而到了渐新世，由于碰撞作用的停滞，应力松弛，一系列东西向伸展的地质体在拉萨地块中形成，

包括南北向正断层，东西向逆冲断层，剪切带，以及埃达克岩 (Blisniuk et al., 2001)。而在东喜马拉雅构造

节以东的区域，由于印度大陆与华南板块的不对称挤压，青藏高原东南缘形成简单剪切，青藏高原东南缘

在这对简单剪切作用力下发生东南向逃逸及顺时针旋转：在青藏高原东南缘发育一系列左行走滑，如鲜水

河，小江，哀牢山-红河，嘉黎，怒江，南定河，以及右行剪切带实皆断层，这些断层的活动时间较长，最

早可以追溯到第三纪中期。Molnar and Tapponnier (1975) 认为微陆块的东南向逃逸及顺时针旋转就是沿着

这些走滑断层进行调节的。临沧花岗岩体的旋转，错断，哀牢山两侧峨眉山玄武岩的南北差异分布，具有

相同沉积地层的楚雄盆地和兰坪盆地的分离都被认为是该运动的结果。Wang and Buchfield (1997) 更进一步

认识到这种顺时针旋转的角度不超过 45°，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在碰撞之前，印度板块与滇缅泰马地块

以斜俯冲为主。之后，两者之间的汇聚边缘慢慢变成了右行走滑。在渐新世，兰坪盆地发育南北向褶皱，

逆断层，而思茅盆地发育南北向地垒地堑，而在更南的泰国，老挝等地，则发育了火山盆地。Wang and 

Burchfiel (1997) 据此认为，这些微陆块在顺时针旋转过程中，北面的地块受到东西向挤压，而南面的地块

则遭受了伸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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