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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地块西部亚热区则弄群火山岩锆石
U － Pb 年龄及其地质意义

李 强，冉孟兰，康志强，杨 锋，韦乃韶，韦天伟，刘 迪

( 桂林理工大学 a. 地球科学学院; b. 广西隐伏金属矿产勘查重点实验室，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 以拉萨地块西部亚热区出露的则弄群英安岩及流纹岩为研究对象，采用 LA － ICP － MS 法对样品

进行了锆石 U － Pb 测年。结果表明，则弄群中英安岩年龄( 51. 3 ± 0. 4 Ma) 与流纹岩年龄( 50. 1 ± 0. 3 Ma)

均明显晚于已发表的则弄群火山岩年龄( 108. 6 ～ 131 Ma) ，而与林子宗群火山岩年龄( 30. 43 ～ 69. 97 Ma) 相

符。据此，该地区原来认为的则弄群火山地层应该要重新厘定为林子宗群，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表明整

个拉萨地块西部地区分布的则弄群火山岩地层的时代归属需要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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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拉萨地块广泛发育中 － 新生代火山岩，

其中蕴含了大量关于新特提斯洋和青藏高原演化

的相关地质信息。调查研究这些火山岩的时空分

布规律、岩石成因及其形成环境对揭示青藏高原

的形成和特提斯洋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

对中生代火山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拉萨地块，尤

其是中东部地区［1 － 10］，对分布在拉萨地块西部的

中 － 新生代火山岩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特别

是则弄群火山岩的年代学问题目前存在一定的争

议: 在1∶ 25万亚热幅［11］上，则弄群的年龄集中在

晚侏罗至晚白垩世，前人对拉萨地块中北部则弄

群火山岩研究得到的 LA － ICP － MS 锆石 U － Pb 年

龄也集中在 108. 6 ～ 131 Ma［12 － 16］; 而付文春等［17］

在拉萨地块西部狮泉河地区测得则弄群火山岩的

年龄为 53. 9 ± 0. 5 Ma，据此认为该区的则弄群火

山岩地层应该归属于林子宗群。这样的地层重新

厘定仅仅是局部的还是适用于整个拉萨地块西部

地区? 基于此，本文选择了分布在拉萨地块西部

亚热区附近的则弄群火山岩地层为研究对象，对

采集的则弄群英安岩和流纹岩进行了 LA － ICP －
MS 锆石 U － Pb 年龄测试，以期对该地区则弄群火

山岩地层进行精确的时代厘定，并与前人研究成

果对比，探讨其归属，为新特提斯洋及拉萨地块

南缘的构造演化提供科学资料。

1 地质背景及样品描述

研究区位于西藏自治区西南，行政区划上隶

属阿里地区的革吉县，位于拉萨地块西部。该地

区中 － 新生代火山岩地层主要有中生代的则弄群、
捷嘎组以及新生代的林子宗群，是拉萨地块西部

中 － 新生代火山岩浆弧的重要代表 ( 图 1) 。
区域上，拉萨地块是指位于班公湖 － 怒江缝合

带( BNSZ ) 以 南 与 印 度 河 － 雅 鲁 藏 布 江 缝 合 带

( IYZSZ) 以北的两条蛇绿岩带所夹的狭长地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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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藏拉萨地块林子宗群、则弄群火山岩分布简图 ( 据文献 ［18］ 修改)
Fig. 1 Distribution of the Linzizong Group and Zenong Group volcanic rocks in Lhasa Block，Tibet

1—区域性大断裂; 2—蛇绿混杂岩带; 3—则弄群火山岩; 4—林子宗群火山岩; 5—本次研究区; IYZSZ—印度河 － 雅鲁藏布江缝合
带; BNSZ—班公湖 － 怒江缝合带; JSSZ—金沙江缝合带; SYNJF—狮泉河 － 拉果错 － 永珠 － 纳木错 － 嘉黎蛇绿混杂岩带; SMLMF—
沙莫勒 － 麦拉 － 洛巴堆 － 米拉山断裂; GLZCF—噶尔 － 隆格尔 － 扎日南木错 － 措麦断裂带; DMDF—达瓦错 － 马尔下 － 德庆断裂

被几条区域性断裂及杂岩带分为北、中、南 3 个部

分，分别是被班公湖 － 怒江缝合带( BNSZ) 和狮泉

河 － 拉果错 － 永珠 － 纳木错 － 嘉黎蛇绿混杂岩带

( SYNJF) 所夹的拉萨地块北部，被狮泉河 － 拉果错

－ 永珠 － 纳木错 － 嘉黎蛇绿混杂岩带 ( SYNJF) 和

沙莫勒 － 麦拉 － 洛巴堆 － 米拉山断裂( SMLMF) 所

夹的拉萨地块中部，以及被沙莫勒 － 麦拉 － 洛巴堆

－ 米拉山断裂( SMLMF) 和印度河 － 雅鲁藏布江缝

合带( IYZSZ) 所夹的拉萨地块南部。
则弄群火山岩地层在拉萨地块中部由东到西

主要出露自纳木错西面，断续可达狮泉河以东，呈

带状分布，大致与班公湖 － 怒江缝合带平行，绵延

约 1 000 km ( 图 1 ) 。则弄群是一套以中酸性火山

岩及火山碎屑岩类夹沉积岩为主的火山 － 沉积岩

系，岩性主要为安山岩、英安岩及流纹岩、流纹质

凝灰岩、流纹质角砾凝灰岩、火山碎屑沉积岩等。
本区则弄群火山岩被认为是岛弧型强烈火山活动

的滨浅海至海陆交互相火山 － 沉积产物［11］。
本次研究中用于锆石 U － Pb 同位素测年的则

弄群英安岩( 15ZN － 05 ) 和则弄群流纹岩( 15ZN －
06) 样品均采自于亚热区附近( 图 2 ) 。结合野外观

察及镜下鉴定，15ZN － 05 样品为英安岩，呈紫红

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镜下可见岩石具有一定

的流纹构造 ( 图 3b) ，斑晶由石英及斜长石组成，

长石斑晶以斜长石为主，呈板柱状，可以见到有双

晶结构发育，含量约为 30%，而在石英斑晶中，石

英因圆化呈他形，可见有溶蚀现象( 图 3a) ，有溶

蚀港湾出现，含量约为 15%，基质主要成分为暗

色的英安质成分，含量约为 45%，其次为斜长石微

晶及石英微晶，含量约为 10%，斜长石普遍绢云

母化及黝帘石化。15ZN － 06 样品为流纹岩，呈紫

红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镜下可见主要矿物

为石英以及正长石，具有流纹构造，斑晶主要由

石英及正长石组成，二者多发育裂纹，正长石斑晶

呈半自形 － 自形，板柱状，可见有双晶结构 ( 图

3c) ，含量约为 15%，石英斑晶呈他形粒状，被明

显圆化，含量约为 5%，偶见黑云母，含量少于

1%，基质由霏细质 － 隐晶质或玻璃质矿物组成，

含量约为 79%，石英、长石条带与隐晶质、玻璃

质相间定向排列构成明显的流纹构造( 图 3d) ，黑

云母蚀变析出铁质，正长石具有轻微的高岭土化蚀

变，石英也普遍被溶蚀，有溶蚀港湾现象。

2 分析方法

样品中挑选的锆石，在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

学学院精密显微镜实验室及广西隐伏金属矿产勘

查重点实验室电子探针室拍摄锆石的透射、反射

图片以及阴极发光图像( CL图) ，以揭示锆石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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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亚热区地质略图 ( 据1∶ 25万亚热幅［11］)
Fig. 2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Yare area

1—新生代侵入体; 2—正断层; 3—水系; 4—采样位置; Q—第四系; E2p
1—帕那组一段; E2n—年 波组; E1 － 2 d

2—典中组二段;

K1 jg—捷嘎组; J3K1Z—则弄群

图 3 亚热区火山岩显微特征
Fig. 3 Microscopic features of volcanic rocks in Yare area

a—英安岩样品中斑晶石英的溶蚀现象 ( 15ZN － 05) ; b—英安岩样品中的流纹构造 ( 15ZN － 05) ; c—流纹岩样品中斑晶长石 ( 15ZN
－ 06) ; d—流纹岩样品中的流纹构造 ( 15ZN － 06) ; Qtz—石英; Pl—斜长石; Or—正长石

结构，并采用 LA － ICP － MS 方法进行 U － Th － Pb
同位素测定。

首先，将选取的锆石在双目镜下按晶形用双

面胶粘在玻璃基板上，用环氧树脂凝固成靶，然

后去掉玻璃基板，在细砂纸上小心地粗磨使锆石

晶体揭露出来，之后抛光制成样品靶。测试所用

激光剥蚀系统为 NWＲ － 193，输出波长 193 nm，

烧蚀斑点 2 ～ 150 μm; ICP － MS 为 Agilent 7500cx，

可同时快速检测多种元素。本次测试采用的激光

束斑直径为 35 μm，锆石年龄计算采用标准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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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 作为外标，元素含量采用美国国家标准物质

局人工合成硅酸盐玻璃 NIST 610 作为外标。
数据处理通过 ICPMSDataCal 7. 2［19］ 进行，普

通 Pb 校正采用 Andersen 方法［20］，锆石样品的 U －
Pb 年龄谐和图绘制和年龄权重平均计算均采用国

际标准程序 Isoplot 3. 0［21］。单个数据点误差均为

1σ，年龄加权平均值具有 95% 的置信度。详细的

仪器操作条件和数据处理方法参见文献［22 － 24］。

3 分析结果

大量研究表明，岩浆锆石的 Th、U 含量较高，

且 Th /U 值较大( 一般 ＞ 0. 4) ［25 － 27］，通常发育有特

征的震荡环带，多为半自形到自形，长宽比较大，

一般为长柱状或针状的外形特征。样品 15ZN － 05
的锆石大部分呈长柱状和短柱状，晶形较好，粒径

100 ～ 300 μm，岩浆韵律环带较为明显 ( 图 4 ) ，U

( 491 × 10 －6 ～ 1 912 × 10 －6 ) 、Th( 664 × 10 －6 ～ 2 314
× 10 －6 ) 含量和 Th /U 值 ( 0. 57 ～ 2. 16 ) 均较高 ( 表

1) 。样品 15ZN －06 的锆石也大部分呈长柱状或短

柱状，结晶较好，粒径 90 ～ 300 μm，长宽比为 1 ～
3，可见有岩浆韵律环带 ( 图 4 ) ，U ( 448 × 10 －6 ～
2 369 × 10 －6 ) 、Th( 506 × 10 －6 ～ 2 499 × 10 －6 ) 含量

和 Th /U 值( 0. 90 ～ 1. 40) 均较高( 表 2) 。以上特征

说明 两 个 样 品 中 的 锆 石 都 是 属 于 岩 浆 成 因 锆

石［28 － 29］。
样品 15ZN －05 共分析测点 24 个，其206 Pb / 238U

年龄介于 50. 0 ～ 60. 8 Ma。其中第 1 个测试点年龄

较老，为 60. 8 ± 1. 4 Ma，属于继承锆石; 其余 23
个测试点的206 Pb / 238 U 加权平均年龄值为 51. 3 ±
0. 4 Ma( MSWD = 2. 4) ，代表了该英安岩样品的形成

时代。样品 15ZN －05 锆石 U － Pb 年龄谐和图见图

5，由于 Pb 的丢失，样品点基本落在谐和线右侧。

图 4 亚热区则弄群英安岩( 15ZN －05) 和流纹岩( 15ZN －06) 锆石颗粒 CL 图像及年龄值
Fig. 4 Zircon CL images and ages of dacite sample ( 15ZN － 05) and rhyolite sample ( 15ZN － 06) from Zenong Group in Yar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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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亚热区则弄群英安岩( 15ZN －05) LA － ICP －MS 锆石 U －Th －Pb 同位素测定结果
Table 1 LA － ICP － MS U － Th － Pb isotope composition of zircons from dacite ( 15ZN － 05) of the Zenong Group，Yare area

分析
点号

wB /10
－ 6

Th U Pb
Th /U

同位素比值
207 Pb / 235U 1σ 206 Pb / 238U 1σ

年龄 /Ma
207 Pb / 235U 1σ 206 Pb / 238U 1σ

01 664 1 159 13. 2 0. 57 0. 069 0. 003 8 0. 009 477 0. 000 21 68 4 60. 8 1. 4
02 1 292 1 361 14. 4 0. 95 0. 067 0. 004 0 0. 007 952 0. 000 14 66 4 51. 1 0. 9
03 1 116 1 301 13. 5 0. 86 0. 065 0. 003 9 0. 007 938 0. 000 15 64 4 51. 0 1. 0
04 1 451 1 542 16. 1 0. 94 0. 058 0. 003 4 0. 007 997 0. 000 14 57 3 51. 3 0. 9
05 1 501 1 505 15. 9 1. 00 0. 054 0. 003 3 0. 007 936 0. 000 15 53 3 51. 0 0. 9
06 855 1 114 11. 5 0. 77 0. 077 0. 004 6 0. 008 075 0. 000 20 75 4 51. 8 1. 3
07 1 475 1 435 15. 2 1. 03 0. 057 0. 003 4 0. 007 943 0. 000 14 56 3 51. 0 0. 9
08 2 314 1 685 19. 0 1. 37 0. 060 0. 004 3 0. 007 938 0. 000 13 60 4 51. 0 0. 8
09 1 979 1 912 20. 4 1. 03 0. 052 0. 002 8 0. 007 939 0. 000 16 51 3 51. 0 1. 0
10 1 271 1 354 14. 0 0. 94 0. 060 0. 003 9 0. 007 942 0. 000 16 59 4 51. 0 1. 0
11 1 124 1 201 12. 9 0. 94 0. 067 0. 003 9 0. 008 146 0. 000 17 66 4 52. 3 1. 1
12 917 1 086 11. 4 0. 84 0. 062 0. 004 5 0. 008 163 0. 000 17 61 4 52. 4 1. 1
13 1 521 1 565 17. 3 0. 97 0. 068 0. 003 7 0. 008 146 0. 000 17 67 4 52. 3 1. 1
14 1 226 1 443 16. 5 0. 85 0. 080 0. 006 5 0. 008 110 0. 000 16 78 6 52. 1 1. 0
15 1 062 491 6. 9 2. 16 0. 101 0. 007 3 0. 008 105 0. 000 23 98 7 52. 0 1. 5
16 1 991 1 736 19. 2 1. 15 0. 056 0. 003 0 0. 007 820 0. 000 14 56 3 50. 2 0. 9
17 1 743 1 550 16. 8 1. 12 0. 066 0. 003 8 0. 007 789 0. 000 13 65 4 50. 0 0. 9
18 839 1 338 12. 6 0. 63 0. 061 0. 003 8 0. 007 872 0. 000 21 60 4 50. 5 1. 3
19 1 503 1 081 11. 9 1. 39 0. 068 0. 004 8 0. 007 781 0. 000 18 67 5 50. 0 1. 2
20 1 016 1 119 11. 5 0. 91 0. 063 0. 004 3 0. 008 095 0. 000 16 62 4 52. 0 1. 1
21 1 149 1 334 13. 4 0. 86 0. 063 0. 004 4 0. 008 112 0. 000 18 62 4 52. 1 1. 1
22 997 1 310 13. 0 0. 76 0. 067 0. 004 3 0. 008 165 0. 000 22 66 4 52. 4 1. 4
23 1 354 1 596 17. 6 0. 85 0. 084 0. 004 9 0. 008 133 0. 000 18 82 5 52. 2 1. 2
24 734 775 7. 9 0. 95 0. 080 0. 005 5 0. 008 331 0. 000 24 78 5 53. 5 1. 5

表 2 亚热区则弄群流纹岩( 15ZN －06) LA － ICP －MS 锆石 U －Th －Pb 同位素测定结果
Table 2 LA － ICP － MS U － Th － Pb isotope composition of zircons from rhyolite ( 15ZN － 06) of the Zenong Group，Yare area

分析
点号

wB /10
－ 6

Th U Pb
Th /U

同位素比值
207 Pb / 235U 1σ 206 Pb / 238U 1σ

年龄 /Ma
207 Pb / 235U 1σ 206 Pb / 238U 1σ

01 651 724 7. 8 0. 90 0. 066 0. 005 6 0. 007 734 0. 000 25 65 5 49. 7 1. 6
02 578 564 6. 3 1. 02 0. 120 0. 009 4 0. 007 810 0. 000 25 115 9 50. 2 1. 6
03 598 448 5. 1 1. 34 0. 089 0. 007 0 0. 007 754 0. 000 23 86 7 49. 8 1. 4
04 637 624 6. 5 1. 02 0. 083 0. 006 3 0. 007 786 0. 000 19 81 6 50. 0 1. 2
05 1 162 1 145 12. 5 1. 01 0. 090 0. 007 8 0. 007 843 0. 000 18 88 7 50. 4 1. 1
06 783 743 8. 0 1. 05 0. 080 0. 005 0 0. 007 838 0. 000 16 78 5 50. 3 1. 1
07 664 619 6. 6 1. 07 0. 072 0. 004 6 0. 007 929 0. 000 19 71 4 50. 9 1. 2
08 619 562 6. 0 1. 10 0. 080 0. 007 5 0. 007 803 0. 000 24 78 7 50. 1 1. 5
09 2 499 2 369 25. 2 1. 05 0. 053 0. 002 6 0. 007 962 0. 000 14 53 3 51. 1 0. 9
10 670 682 7. 2 0. 98 0. 072 0. 004 6 0. 007 790 0. 000 18 70 4 50. 0 1. 2
11 715 703 7. 2 1. 02 0. 065 0. 004 8 0. 007 691 0. 000 18 64 5 49. 4 1. 1
12 506 469 6. 3 1. 08 0. 110 0. 006 6 0. 009 764 0. 000 28 106 6 62. 6 1. 8
13 875 728 7. 8 1. 20 0. 069 0. 005 1 0. 007 723 0. 000 19 68 5 49. 6 1. 2
14 1 354 1 286 13. 6 1. 05 0. 052 0. 003 5 0. 007 853 0. 000 17 52 3 50. 4 1. 1
15 890 837 9. 7 1. 06 0. 109 0. 009 6 0. 007 718 0. 000 23 105 9 49. 6 1. 5
16 875 864 10. 3 1. 01 0. 126 0. 019 1 0. 007 686 0. 000 33 120 17 49. 4 2. 1
17 1 158 1 106 11. 6 1. 05 0. 059 0. 003 8 0. 007 661 0. 000 16 59 4 49. 2 1. 0
18 589 467 5. 2 1. 26 0. 086 0. 005 0 0. 007 913 0. 000 21 83 5 50. 8 1. 4
19 684 558 6. 2 1. 23 0. 104 0. 008 7 0. 007 680 0. 000 18 101 8 49. 3 1. 2
20 832 826 8. 7 1. 01 0. 071 0. 004 3 0. 007 709 0. 000 18 70 4 49. 5 1. 1
21 838 599 6. 9 1. 40 0. 087 0. 005 4 0. 007 905 0. 000 20 85 5 50. 8 1. 3
22 665 654 7. 1 1. 02 0. 077 0. 006 0 0. 008 064 0. 000 23 76 6 51. 8 1. 5
23 612 572 5. 8 1. 07 0. 087 0. 005 8 0. 007 675 0. 000 21 84 5 49. 3 1. 4
24 996 738 8. 8 1. 35 0. 096 0. 014 0 0. 007 686 0. 000 20 93 13 49. 4 1. 3
25 751 696 7. 5 1. 08 0. 065 0. 004 3 0. 008 075 0. 000 20 64 4 51. 8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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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亚热区则弄群英安岩( 15ZN －05) 和流纹岩( 15ZN －06) 锆石 U －Pb 谐和图
Fig. 5 Zircon U － Pb Concordia diagram of dacite sample ( 15ZN －05) and rhyolite sample ( 15ZN －06) from Zenong Group in Yare area

样品 15ZN － 06 共分析 25 个测点，206 Pb / 238 U
年龄变化范围为 49. 2 ～ 62. 6 Ma。其中第 12 个测

试点年龄较老，为 62. 6 ± 1. 8 Ma，属于继承锆石;

其余 24 个 测 点 的206 Pb / 238 U 加 权 平 均 年 龄 值 为

50. 1 ± 0. 3 Ma( MSWD = 1. 5) ，代表了该流纹岩样

品的形成时代。样品 15ZN －06 锆石 U － Pb 年龄谐

和图见图 5，由于 Pb 的丢失，样品点也基本落在

谐和线的右侧。

4 讨 论

研究区广泛分布有中生代的则弄群火山岩和

新生代的林子宗群火山岩地层，对于则弄群火山

岩，前人研究得到 LA － ICP － MS 锆石 U － Pb 年龄

集中在 108. 6 ～ 131 Ma［12 － 16］; 在措勤县夏东英安

岩中获得的 Ｒb － Sr 年龄为 111 ～ 114 Ma［30］; 在措

勤达瓦措西夹举则弄群下部之顶安山玄武岩、当惹

雍错西岸郎穷该群下部之顶的角闪英安岩及申扎

扎贡该群下部安山岩中得到的40 Ar / 39 Ar 年龄集中

在 124. 47 ～ 128. 64 Ma［30 － 32］。可见前人研究得到的

则弄群火山岩年龄较为一致，其年龄分布直方图如

图 6 所示，表明在拉萨地块中东部的则弄群火山岩

主要活动时期为早白垩世，火山作用开始于约 131
Ma。林子宗群火山岩地层自下而上可以划分为典

中组、年波组和帕那组。而据前人研究得到的林子

宗群 LA － ICP － MS 锆石 U － Pb 年龄及40Ar / 39Ar 年

龄、全岩 K － Ar 年龄等数据显示，林子宗群火山

岩的时代分别为典中组 59. 10 ～ 69. 97 Ma、年波组

50. 00 ～ 59. 7 Ma、帕那组 30. 43 ～ 53. 50 Ma，即林

图 6 拉萨地块则弄群火山岩年龄频率分布直方图
Fig. 6 Ag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Zenong Group volcanic rocks in Lhasa block

子宗 群 火 山 岩 的 时 代 可 限 定 为 30. 43 ～ 69. 97
Ma［7，17，33 － 60］。据此，林子宗群火山地层的年龄区

间在 30 ～ 70 Ma，本文对搜集的前人关于林子宗群

火山岩地层的年代学研究数据绘制成年龄分布直

方图( 图 7) ，可以看到，拉萨地块西部地区的林子

宗火山岩地层的年龄分布( 图 7c) 和拉萨地块东部

地区( 图 7a) 以及拉萨地块中部地区林子宗群火山

岩地层年龄分布( 图 7b) 是一致的，表明林子宗群

火山岩属古新 － 始新世。
本文在亚热区附近［11］所采则弄群火山岩，LA

－ ICP － MS 测定的锆石 U － Pb 加权年龄中，英安

岩年龄为 51. 3 ± 0. 4 Ma，流纹岩年龄为 50. 1 ± 0. 3
Ma。这两个样品的测试结果与上述已知的则弄群

及林子宗群的年代相比较，发现从年代学角度考

虑，样品更接近林子宗群火山岩形成时代，而不

是前人所认为的则弄群火山岩。而两个样品中皆

出现的年龄偏大( 60. 8 ± 1. 4 Ma、62. 6 ± 1. 8 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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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拉萨地块林子宗群火山岩年龄频率分布直方图
( 据文献［12 － 16，30 － 32］)

Fig. 7 Ag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Linzizong
Group volcanic rocks in Lhasa block

( 图 a、b、c 分别代表拉萨地块东部、中部、西部林子宗群火
山岩年龄数据)

的锆石应该属于早期喷发旋回即典中组中的继承

锆石。
这一认识重新厘定了拉萨地块西部亚热区附

近的则弄群火山岩形成时代，并且验证了前人［17］

对狮泉河地区则弄群火山岩地层时代归属的质疑。
因此，对拉萨地块西部地区分布的则弄群火山岩

地层的时代归属应该重新考虑。

5 结 论

青藏高原拉萨地块西部亚热区附近所采的英

安岩样品( 15ZN －05) 及流纹岩样品( 15ZN － 06) 的

LA － ICP － MS 锆石 U － Pb 年龄分别为 51. 3 ± 0. 4
Ma 和 50. 1 ± 0. 3 Ma，据此，结合前人的研究成

果，对该地区则弄群火山岩地层时代归属提出质

疑，认为该区域则弄群火山岩地层应该重新厘定

为林子宗群火山岩。这表明拉萨地块西部地区分

布的则弄群火山岩地层的时代归属应该重新考虑，

并有待进一步研究。
致谢: 蔡永丰老师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给予了

悉心指导，余红霞老师及相关实验室老师给予了

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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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rcon U － Pb ages and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Zenong Group
volcanic rock in Yare area，west of Lhasa block

LI Qiang，ＲAN Meng-lan，KANG Zhi-qiang，YANG Feng，WEI Nai-shao，WEI Tian-wei，LIU Di
( a.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s; b.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Hidden Metallic Ore Deposits Exploration，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ilin 541004，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Neo-Tethys and associated magmatism during Mesozoic-Cenozoic is a topic of much
debate in geoscience． This research of Neo-Tethys and its evolu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ructure evo-
lution of southern margin of the Lhasa block． With the dacite and rhyolite of the Zenong Group exposed in Yare
area as the study object，in a detailed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and the method of
LA-ICP-MS，the author got the zircon dating of the volcanic rock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ages of the zircon from
the dacite ( 51. 3 ± 0. 4 Ma) and the rhyolite ( 50． 1 ± 0． 3 Ma) gathered in the stratum of Zenong all younger
than the accepted ages ( 108． 6 － 131 Ma) but consistent with the ages of the volcanic rocks of the Linzizong
Group ( 30. 43 － 69. 97 Ma) ． So，the author found the formation in this area which was once thought as“Zenong
Group”may be the Linzizong Group． Combined with previous research，it indicates that the chronostratigraphy
of Zenong volcanic rock formation distributing in the whole west of Lhasa block should be redefined．
Key words: Zenong Group; Linzizong Group; zircon LA-ICP-MS U － Pb dating; Lhasa block; Tibetan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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