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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hiolites in Deji, Xialu, belonging to the Shigatse Ophiolite, outcrops in the middle section of 
the Yarlung-Zangbo suture zone, Southwest Tibet. The massifs mainly comprise mantle peridotite, 
gabbro-diabase and basic volcanic rocks. Among these, the mantle peridotite mostly consists of 
harzburgite with strong plastic deformation. The Yarlung-Zangbo suture zone is the youngest one 
in the Tibet Plateau, hence study on the Shigatse Ophiolit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veal the pa-
laeocontinental tectonic movement and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cean lithosphere.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s, representative rocks were sampled for the further indoor re-
searches. Mineral identification and rock naming were conducted on all the samples under the 
microscope, and then the most typical samples were picked out to carry on detailed study about 
lithology, suggesting that all the mantle peridotite from the two places experienced partial melting 
but the ophiolites from the two different places formed in different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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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藏得几、夏鲁地区蛇绿岩体位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中段，属日喀则蛇绿岩体，主要由地幔橄榄岩、辉

长辉绿岩和基性火山岩等组成。其中地幔橄榄岩主要为方辉橄榄岩，并经历了强烈的塑性变形作用。雅

鲁藏布江缝合带是是青藏高原最年轻的缝合带，其中段日喀则蛇绿岩体对古大陆板块的运动和古大洋岩

石圈的演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主要对雅鲁藏布江中段日喀则地区蛇绿岩进行野外地质考

察，并对其典型的岩石进行样品采集，通过室内显微镜下观察，对岩石样品薄片进行矿物鉴定和定名，

并挑选特征明显的岩石样品，进行详细的岩石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地幔橄榄岩经历过部分熔融

作用，但两地地幔橄榄岩有着不同的形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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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蛇绿岩被人认为是与大陆边缘造山带发生构造碰撞而保留下的古大洋地壳和上地幔的残余岩体[1] 
[2]，大致位于雅鲁藏布江缝合中段位置的日喀则蛇绿岩体，其形成时代大多集中在 120~130 Ma [3] [4]，
在地质特征上与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上的其他地方相比，蛇绿岩组合保存的更为完整[5] [6]。作为蛇绿岩中

较为重要组成部分，地幔橄榄岩保留了其所经历的板块构造事件的特殊特征，通过对地幔橄榄岩的深入

研究，可以对地幔的物质组成与深部地幔作用等问题进行探讨[7] [8]。对地幔橄榄岩进行深入研究是对地

球深部组成和大陆动力学过程示踪的一种有效而直接的途径。 
对于日喀则蛇绿岩的起源环境等相关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过探讨，普遍认为日喀则蛇绿岩起源于

俯冲带。例如肖序常(1984) [9]提出，日喀则蛇绿岩代表中等扩张速度的陆间盆地；张祺和周国生(2001) [10]
认为该蛇绿岩属于东地中海型蛇绿岩，代表消减带之上的岛弧和弧后盆地环境；刘小汉等(2009) [5]、以

及孙东和王道永(2011) [6]依据日喀则地区整体有序的蛇绿岩野外地质特征，分别提出了“部分洋壳化的

弧后裂陷盆地”和“俯冲残余行洋壳”的观点；吴福元等(2014) [11]认为其代表超慢速扩张洋盆；陈根文

等(2015) [12]提出，雅江带中段蛇绿岩至少包括三种组分特征的蛇绿岩体，分别形成于近俯冲带的弧后盆

地、弧前盆地和弧后盆地，这些洋壳共同组成早白垩世时期的与特提斯洋俯冲带斜交的一条分段发育的

洋中脊。目前对于日喀则俯冲带蛇绿岩形成于弧后盆地还是弧前盆地环境尚无定论，与其相配套的岛弧

是否存在等问题也缺乏研究。 

2. 区域地质概况 

雅鲁藏布缝合带是青藏高原地区最南边的一条缝合带，是南部印度大陆与北部的欧亚大陆的分界线。

西起日喀则市朗拉，东至仁布县娘果列一带，区内全长 150 余千米(图 1)。其北界以朗拉–曲美–联珠东

–苦布–吓巴断层与昂仁组接触，西端朗拉一带与冲堆组断层接触。南界以强堆–卡堆–察巴断裂为界，

与涅如组类复理石变形带相隔。该缝合带由蛇绿岩亚带和混杂岩亚带组成，前者呈近东西向，在白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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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rock masses from the Yarlung-Zangbo ophiolite belt in Tibet (data come from Zhu et al. (2008)) 
图 1. 西藏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岩体分布简图(据朱弟成等，2008 [13]) 
 
至联乡一带转向北东，从西端至联乡多均连续出露，且层序完整，大竹卡以东至东图边断续显现，该亚

带区内全长 152 km 左右，最宽处在该亚带走向转向处之白朗东，宽达 15.5 km，东西两端宽度较小，最

窄处在西端仅 0.25 km。 
作为雅鲁藏布缝合带岩体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蛇绿岩被认为代表了新特提斯洋大洋岩石圈的残留。

雅鲁藏布蛇绿岩带根据形成时代可被分为中生代早期蛇绿岩部分与中生代中晚期蛇绿岩部分这两个部分。

雅鲁藏布蛇绿岩是全球保存相对最为完整的蛇绿岩之一，从 1980 年开始，就有研究者陆续对对雅鲁藏布

蛇绿岩中段日喀则地区的蛇绿岩进行了大量的地质勘探工作，并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蛇绿岩层序。其蛇

绿岩层序自上而下分别为：红色的放射虫硅质岩、枕状和块状基性熔岩、席状岩床(岩墙)杂岩、局部出现

的镁铁—超镁铁堆晶岩、地幔橄榄岩。 

3. 得几、夏鲁地区野外特征对比 

图 2 为得几、夏鲁地区地幔橄榄岩岩体的野外产出状态，其中图 2(a)、图 2(c)、图 2(e)为得几地区野

外图 2(b)、图 2(d)、图 2(f)为夏鲁地区野外图片。 
其中图 2(a)为得几地区方辉橄榄岩的远观图，图中可以看到方辉橄榄岩岩体中夹杂一些破碎的纯橄

岩不规则透镜体，岩体整体较为完整；图 2(a)为夏鲁地区方辉橄榄岩远观图，相比得几地区，夏鲁地区

的方辉橄榄岩表现的更加破碎，且与蛇绿混杂岩带呈断层不整合接触。得几地区方辉橄榄岩一般颜色较

深，常呈墨绿色(图 2(c)、图 2(e))，且岩体相对较为完整(图 2(e))；而夏鲁地区方辉橄榄岩颜色较浅，表

面多风化，呈棕黄色、浅黄色(图 2(d)、图 2(f))，岩体多破碎(图 2(f))，裂隙被蛇纹岩填充。从野外产出

特点上来看，这两个地区的方辉橄榄岩并非同一种类型。 

4. 得几、夏鲁地区镜下特征对比 

图 3 为得几地区方辉橄榄岩显微镜下照片，图 4 为夏鲁地区方辉橄榄岩显微镜下照片。 
从图 3 中尖晶石的对比可以看出，得几地区岩体中的尖晶石(Spl)晶形多为半自形晶，粒径较大(0.5 

mm~2 mm)，颜色较浅(图 3(a)、图 3(c))，呈棕红色、枣红色，为富铝型尖晶石；而夏鲁地区尖晶石(Spl)
晶形多为它形晶，粒径较小(多 >0.5 mm)，颜色明显较深(图 4(a)、图 4(c))，呈棕褐色、黑色，为富铬型

尖晶石。以蛇纹石(Srp)来进行对比发现，得几地区蛇纹石镜下表现较为平滑(图 3(a)、图 3(c))，颜色呈黄

白色；而夏鲁地区蛇纹石具有网格状结构(图 4(b)、图 4(d))，呈丘壑状，且颜色呈棕褐色(图 4(a)、图 4(c))。
且夏鲁地区碎裂结构较为明显。这几种特征表明，得几地区与夏鲁地区的方辉橄榄岩并非同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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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得几地区夹有纯橄岩透镜体的方辉橄榄岩远观；(b) 夏鲁地区与蛇绿混杂岩构造接触的方辉橄榄岩远观；(c) 得几地区含辉石岩

脉的方辉橄榄岩；(d) 夏鲁地区风化的方辉橄榄岩；(e) 得几地区方辉橄榄岩岩体；(f) 夏鲁地区被蛇纹岩裂隙分割的方辉橄榄岩岩

体 

Figure 2. Outcrop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rzburgite in study area 
图 2. 研究区方辉橄榄岩产出特点 

5. 讨论与结论 

在前人的研究讨论中，研究区的地幔橄榄岩虽具有不同的地质特征，却常被认为是受不同的成因环

境的影响而导致的结果。作者通过对得几、夏鲁这两个地区蛇绿岩中的地幔橄榄岩(主要为方辉橄榄岩)
的研究，认为在这两个邻近地区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方辉橄榄岩，它们代表着研究区蛇绿岩体经历的

不同程度的部分熔融和熔岩反应，且有着并不同的形成环境。 
从野外地质特征对比上来看，得几地区方辉橄榄岩岩体中夹杂一些破碎的纯橄岩不规则透镜体，岩

体整体较为完整，且岩石颜色一般较深常呈墨绿色(图 2(c)、图 2(e))；而夏鲁地区的方辉橄榄岩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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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得几地区方辉橄榄岩中的尖晶石(Spl)与蛇纹石(Srp) (单偏光) (15dj07-1)；(b) a 图的正交偏光；(c) 得
几地区方辉橄榄岩中的尖晶石(Spl)与蛇纹石(Srp) (单偏光) (15dj07-2)；(d) c 图的正交偏光 

Figure 3.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rzburgite under the microscope in study area 
图 3. 研究区方辉橄榄岩显微镜下特点 

 

 
(a) 夏鲁地区方辉橄榄岩中的尖晶石(Spl)与蛇纹石(Srp)；(b) a 图的正交偏光； (c) 夏鲁地区方辉橄榄

岩中的尖晶石(Spl)与蛇纹石(Srp)； (d) c 图的正交偏光 

Figure 4.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rzburgite under the microscope in study area 
图 4. 研究区方辉橄榄岩显微镜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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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破碎(图 2(f))，裂隙被蛇纹岩填充，且与蛇绿混杂岩带呈断层不整合接触，岩石颜色一般较浅，表面

多风化，呈棕黄色、浅黄色(图 2(d)、图 2(f))。从野外产出特点上来看，这两个地区的方辉橄榄岩有着不

同的野外地质特征，推测应该并不是同一种类型的方辉橄榄岩。 
而从岩石镜下特征观察，得几地区的方辉橄榄岩中的重要副矿物尖晶石颜色呈棕红色，颜色较浅，

常呈港湾状等熔融状形态，并与斜方辉石相互合交形成后成合晶结构；而夏鲁地区的方辉橄榄岩却呈现

出不同的地质属性，其岩体内的尖晶石颜色呈暗褐色、黑色，与得几地区尖晶石相比明显为不同类型的

尖晶石。这种镜下特征的对比与前文所述的野外特征能够相互对应，进一步可以说明两地的方辉橄榄岩

应该为不同类型的岩石。 
从得几、夏鲁地区不同类型的方辉橄榄岩中我们可以发现，岩石在产出形态与后期风化表现、不同

的矿物组合等方面均显现出不同的地质特征，这有可能与两地区岩石的产出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不同环

境下产出的岩石，必定具有并不相同的地质表现，而研究区正是具有这种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得

几、夏鲁地区的地幔橄榄岩可能有着不同的成因环境。 
作者在对研究区蛇绿岩中的地幔橄榄岩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岩石的野外观察、薄片分析，研究其

蛇绿岩构造特征、岩石特征，综合分析研究区岩石类型及其形成环境，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1) 西藏得几、夏鲁地区地幔橄榄岩属不同类型的地幔橄榄岩。 
2) 两地区的地幔橄榄岩应该有着并不同的形成环境，具体类型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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