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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缘晚白垩世—早古近纪水系 
格局与低起伏地貌面形成新机制 

2021 年 12 月 13 日，“高原生长与演化”任务“碰撞以

来古地理格局与构造地貌过程”专题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张会平研究员团队，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了关于青藏高原东缘晚白垩世—早

古近纪水系格局与地貌形成机制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地震

局地质研究所赵旭东博士为本研究第一作者，张会平为本研

究通讯作者。 

在青藏高原东缘—东南缘地区，发源于高原内部的一系

列河流通过快速下切和形态调整，不断响应新生代印度—欧

亚大陆碰撞以来的强烈变形和地表隆升；河流水系动态重组

过程极其复杂，一直以来是构造地貌学界研究的热点。在这

些快速侵蚀下切的河流峡谷山地间，广泛分布一系列高海拔、

低起伏地貌面。长期以来，关于这种奇特的“夷平面”景观

在什么时间形成，又是什么地貌过程机制在控制着其形成，

也是国内外地球科学领域学者重点关注的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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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选择青藏高原东缘与华南板块转换地带的四

川盆地、西昌盆地、会理盆地和楚雄盆地的晚白垩世—早新

生代地层（图 1），开展了系统的沉积学分析与物源示踪工作。

各盆地高度相似的沉积特征和物源信号结果表明，印度—欧

亚大陆碰撞之前晚白垩世—早古近纪时期，青藏高原东缘存

在一条近南—北向、大陆尺度的南流水系，其物源主要来自

松潘—甘孜、义敦和四川盆地（上扬子地区），在流经印支

地体的思茅—呵叻盆地后最终汇入新特提斯洋（图 2）。 

 
图 1 青藏高原东缘构造地貌特征（a）及低温热年代学记录的差异剥

露历史（b） 

2 



 
图 2 青藏高原东缘构造地貌特征（a）及低温热年代学记录的差异剥

露历史（b） 

结合已发表的低温热年代学结果（图 1）、板块位置重建

（图 2）以及地貌演化模拟，提出这一大规模、低坡度水系，

反映了印度—欧亚大陆碰撞前高原东部长期稳定的区域构

造环境和低缓的长波长地形—地貌特征。同时，作为区域地

形起伏不断侵蚀夷平的主控因素，基准面（海平面）的长期

稳定也会缓慢地减小地形起伏度，进而促进大陆尺度的低起

伏地貌面发育与形成。区域规模的低起伏地貌面形成后，晚

新生代以来强烈的构造运动将其抬升至接近现今海拔高度，

之后河流快速下切以及断裂活动将其破坏肢解。这一发现不

仅提出了现今高原东部广泛分布的高海拔、低起伏地貌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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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新机制，同时也为进一步认识全球范围内的夷平面形成

—破坏过程及其驱动机制提供了新启示。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1-27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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