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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重大合作研究课题取得重要成果

从 2001年 8月至 2003年 12月 , 由海峡两岸科学家共同进行的 “祁连加里东造山带的深部物质组成及

动力学研究” 课题经过双方的努力已经完成 , 并取得重要成果.

本课题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许志琴院士为项目负责人 , 台湾成功大学为合作方 , 经自然科学

基金会地球科学部评审 , 由自然科学基金会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立项资助.通过近 3年的研究 , 课题取得了

一批突破性成果 , 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1)发现并确定柴达木盆地北缘 350 km 长的高压-超高压变质带 , 确定了部分榴辉岩经历了超高压变质

作用;在柴北缘都兰榴辉岩的围岩片麻岩锆石中发现超高压变质矿物-柯石英 , 并确定了这一地区陆壳深俯

冲作用的存在;

(2)通过榴辉岩相岩石中锆石的传统 U-Pb和高分辨率离子探针方法以及 Sm-Nd , Ar-Ar 等多种同位素

年代学测定 , 确定了榴辉岩的主要形成时代为 490 ～ 500 M a前 , 并得到了不同地段榴辉岩的冷却速率;

(3)过渡元素地球化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 , 提出榴辉岩的原岩具有 “E” 或 “T” 型洋中脊玄武岩

特征 , 而围岩的原岩主要为沉积岩和花岗岩 , 并可与祁连地块的变质基底对比;

(4)通过与邻区阿尔金榴辉岩带的对比研究 , 提出祁连南缘榴辉岩带与阿尔金榴辉岩带为同一早古生

代深俯冲及陆陆碰撞作用的产物 , 后来被阿尔金断裂所切割.从而确认了继大别-苏鲁 HP-UHP 变质带后 ,

中国又一条被巨型走滑断裂所切割的 HP-UHP变质带.

南祁连 350 km 长的下古生代超高压变质带是中国西部最大规模的超高压变质带 , 也是在中国西部首次

发现柯石英的例证 , 它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通过与西侧阿尔金超高压变质带相对比 , 提出阿尔金

断裂平移 400 km.这一成果对于重塑中国西部下古生代构造体制及南北板块之间会聚作用有重要意义.祁

连造山带下古生代物质组成的系统研究 , 为祁连造山带提供了大量基础背景资料.南祁连与北祁连的造山

过程的统一认识及新的下古生代造山过程模式的提出 , 不仅是祁连造山带研究的深化 , 而且提供了对青藏

高原北部构造演化认识的新科学思考.

在研究工作中 , 大陆与台湾的科学家各有工作重点 , 既有分工 , 又有合作.双方通过学术会议 、出版

论文集 、共同野外工作 、 交换岩石薄片 、分析资料和实验数据 , 共同讨论有关文献 、 地质图件及论文初稿 、

互派研究人员到对方单位进修 、讲学和在实验室进行测试分析 、 研究工作等形式共同分享研究成果.台湾

的研究组认为本项课题是他们所开展的合作之中最富有成果的一个.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 、 港澳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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