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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块构造的理论
、

实践和应用

贾 殿 魁
( 甘肃省地质局 )

地槽的理论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未能解决
。

李四光先生指出
:“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地球

上为什么发生了那些地槽 ?它为什么恰巧出现于它所在的地方 ?为什么所有地槽都占有一个

长条形的地带
. ?”

李春显先生也指出
:“ 世界土的地层沉积有些地方较厚

,

另一些地 方 则

比较薄
,

而且较厚的地层往往成条带状分布
。

这是客观存在
,

为地质工作者所承认的事实
。

这个沉积厚的地层的长条带地区
,

地质工作者称为地槽
。

问题是地槽怎样形成 ? 地槽的活动

性质如何 ? 以及地槽产生在什么地方 ? 则是长期以来地质工作所探讨的对象
盛气 ”

还有
,

全

球地震为什么浅震的 80 %
、

中震的 90 %和深震的几乎 1 00 %发生在环太平洋的边缘地带〔 1 〕?

上述 问题均可用团块构造作 出解答
。

地球上所 以发生地槽和地台
,

是因为由地核附近上升的富

放射物质团块冲击地壳下的莫霍面
,

在莫霍面上形成和水面受到冲击所形成的水面波一样的

水面波型横波 ( 上六字以下简为
“
波

”
字 )

,

振荡上面的地壳
,

也大致表现为
“
波

” 的形式

所造成的
。

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
:

一
、

当此
“
波

”
第一次传播时力量最大

,

它形成像图 1 的

波谷和波峰
。

在垂立两条虚线处
,

表示波峰波谷转折地带
,

剪切力最大
,

把地壳剪切成为断

第一个波峰波谷 转折处 第二个波峰波谷转折处 第三个波峰波谷转 折处 第四个波峰波谷 转折处

图 一

裂带 (宽约一百公里或更多 )
。

这就是地槽所在地区
。

这个断裂带
,

随着
“
波

”
的传播下陷

,

接受沉积
。

但是断裂带的下陷
,

赶不上莫霍面
“
波

”
的下陷快 (地壳是硬而脆 的刚性固体 )

,

所 以在地壳下形成半真空
,

使莫霍面上的超基性岩上升到断裂的地壳之上
。

随着
“
波

” 的传

播断裂带继续变化它的
“
波

” 的位置
。

当传播到断裂带成为上升的位置时
,

发生水平压力使

沉积物褶皱
,

又生成半真空
,

当时高温低压环境
,

大量沉积物花岗岩化
,

形成基岩的侵入
,

·
李 四光地质力学参考 资料汇编

,

陕西省地质局编印 19 7 2年

二 李春蛆地槽概念的演变和我们对地槽的新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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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成为 山岳
,

完成地槽的全部过程
,

也就是下陷和上升的过程
,

也就是沉积和 回 返 的 过

程
。

因为
“
波

”
是第一次传播时的力量最大

,

可 以在波峰波谷转折处剪切为断裂带
。 “

波
”

继续传播所成的波谷波峰转折处
,

均 因力量较小
,

不能剪切成断裂带
。

二
、

这个
“
波

” ,

不

能在英霍面上无限传播
,

因为地球是园球体
, “

波
”
象水波一样向四周平面传播

,

当 “
波

”

传到四个波峰波谷转折处时
,

因受球面影响和阻碍
,

成为向波源的反向传播
,

也就是说再不

能向前传播了
。

所以每个 团块
,

有它一定的范围
。

三
、

由地核附近上升的 团块
,

也必须达到

一定的大小
,

才有可能冲开上升的道路
,

上升到英霍面
。

分析各大团块
,

如亚洲团块和非洲

团块的面积约略相似
,

可以估计团块小了不能打开通 向莫霍面的道路
。

太大也不可能
,

因为

够了数量
,

它已经冲开上升的道 路
,

到了莫霍面了
。

以亚洲团块估计
,

亚洲团块中间的西伯

利亚地台
,

半径约为一千公里
,

其面积约为三千万平方公里
,

假定上升到西伯利亚地台之下

的物质厚 1 00 米
,

则其体积为三百万立方公里
,

亚洲团块增加了这样大的体积
,

亚洲大 陆生

长大了
。 “

波
”
向四周传播

,

生成地台边缘的第一个地槽带
,

贝加尔褶皱带
。

再 向南传播
,

依次形成距离第一个地槽带约一千公里的第二个地槽带
,

阿尔泰山一内蒙一大兴 安 岑 褶 皱

带
;
距离二千公里的第三个地槽带

,

昆仑一祁连山一秦岭褶皱带 ; 距离约三千公里的第四个

地槽带
,

喜马拉雅 山一一台湾一琉球群岛一日本列岛褶皱带
。

再者
,

团块构造认为
:

太平洋

四周水域及其四周边缘陆地
,

是太平洋团块下降
“
波

”
的最外一圈的波峰波 谷 所 在

,

这 个
“
波

” 正在太平洋四周活跃
,

`

所 以有那么多的地震
。

团 决 构 造 的 理 论

作者认为
:
地球的历史

,

特别是地球表面地壳的历史
,

就是不同时代
,

不同地区
,

富放

射性物质的团块
,

自地核附近上升
,

直到莫霍面上
,

地壳下面
,

成为上升的
“
波

” ,

向四周

传播
。

在
“
波

” 的第一次传播时
,

在波峰和波谷转折处
,

把地壳剪切成断裂带
。

随着
“
波

”

的传播
,

继续出现波峰波谷转折处
,

成为第二个断裂带
、

第三个断裂带
、

第四个断裂带
。

但

是
,

以后每个点
,

虽都要经历
“ 波 ” 的波峰

、

波谷和转折
,

因为力量较小
,

再不能成为断裂

带了
。

第一次
“
波

” 的四个波峰波谷转折处的断裂带都成为地槽
,

经过下沉和上升 (回返 )
,

都成为褶皱带
。

第一次
“
波

” 的不在波峰波谷转折处 的中间大部地区
,

剪切力较小
,

没有成

为断裂带
,

比较稳定 ( 这也因为地壳刚硬
,

除第一次
“ 波 ” 的波峰波谷有大的剪切力形成断

裂带成为地槽外
,

其它地 区只有较缓慢的升降 ) 这就是地台
。

但是
,

打开通向地壳的富放射

性的团块
,

其
“
波

”
所触及的地壳

,

性质不同
,

厚薄不一
,

所 以在莫霍面上的
“
波

” ,

其波

峰和波谷是明确的
,

但是到了地壳表面
,

就一定要为地壳的不同性质所改变
,

所以地球表面

的地槽和地台
,

不能像前面所谈及的第一次传出的波峰和波谷的转折处就是断裂带
,

就是地

槽 褶皱带
,

而是或前或后
,

有的明显
,

有的不明显
。

地球 自核内外要上升的富放射性 团块
,

可 以在地核的左右前后各方面发生
,

可以发生在 旧团块左右
,

或过或近
,

互相制约
,

互相侵

占
,

互相影响
。

业且年代久远 的老团块
,

其
“
波” 的活动性几乎停止

,

其富放射性的物质衰

变太多
,

其热力放散 已久
。

大多不同程度的冷缩下降
,

可能成为海洋
。

以上是富放射性 团块

上升造成
“
波

” 的活动情况
。

即有升
,

必有降
,

可能达到平衡
,

当富放射性团块上升或稍后时期
,

有富铁团块向地球

核心下降
,

造成下降的
“ 波 ” 的传播

。

也必定有相当大的数量
,

才能打开下降的道路
。

把下

降
“
波

” 比喻成海洋底部发生的地震以猛烈的下降
“
波

”
冲向四周

,

比上升
“
波

”
的波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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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猛烈
,

把很广大的原来或海或陆的地壳拉下去
,

成了极大规模的汪洋大海 (例如太平洋 )
。

使原来的地壳破碎
,

为上升的极大量的玄武岩浆所复盖
,

把原来所有的花岗岩质岩石完全蚀

掉
。

业且在四周边缘生成海沟或深海
,

表达了下降
“
波

” 的向下拉力
,

在海沟插向大陆的深

部
,

发生浅震
、

中震和深震
,

在 中
,

深震的垂直上方生成岛弧或大陆边缘的中生代和新生代

褶皱山
。

太平洋造山运动和欧美不同
,

没有地向斜的下沉沉积
,

而直接侵入花岗岩质
,

成为

山岳或岛弧
。

团 块 构 造 的 实 践

太平洋团块 太平洋是一个半径大约为 6 5 0 0公里的不规则园形
,

其中心约在西经 1 6 0
。

的

赤道上
。

以中心点为园心
,

以园心至北极圈之长为半径划园
,

则北面在北极圈上 切 白 令 海

峡
,

南面交南极圈及南极洲北部海面上的一点
,

东切南美洲西面的加拉帕戈斯岛
,

西切巴布

亚岛北部海面
。

园弧上其它各点
,

或切大陆边缘
,

或切离大陆不远海面
。

太平洋为亚洲
,

澳

洲
、

南极洲
、

南美洲和北美洲团块边缘陆地所包围
,

四周都是海陆交界
。

和印度洋大西洋回

然不同
,

因为太平洋是一个下降的团块
,

现在 以地震
、

海沟
、

岛弧
、

造 山运动
、

斑岩铜矿和

火 山五个地质现象来说明
。

( 一 ) 地震
:

全球 80 %的浅震 ( 震源深 70 公里以内 )
,

90 %的中震 ( 震源深 70 一 3 00 公

里 )
,

和几乎 1 00 %的深震 ( 震源 30 0一 70 0公里 ) 〔 1 〕。

分布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
。

地震是地

应力积累后的释放
,

是新构造运动的表现
。

太平洋四周 的地震
,

不只发生于四周 的水域
,

而

更多的发生于四周的大陆边缘
。

足以证明地震不是各个大洲自身的边缘活动 ( 例如南北美洲

东部边缘地震很少 )
,

而是一个整体的太平洋
,

向四周推动的表现
。

测量太平洋四周的浅
、

中
、

深震源
,

都是斜向插入大陆 ( 深震震源在大陆之下 )
,

我们常说的毕乌夫带
,

就是团块

构造的发生地震震源的断裂带
,

是团块构造
“
波

” 的波谷波峰转折地带
,

向大陆方向有水平

的冲击
,

向下有强大的拉力
,

把地层拉断
,

成为斜向插入大陆的断裂带
。

断裂带的深度
,

就

是震源的深度
。

震源机制
,

证明这个断裂带是张力造成的〔 1 〕。

说明团块构造可以把地 震 的

机制搞清楚
。

环太平洋海陆边缘的地震
,

是团块构造最外圈
“
波

” 的波峰波谷正在交替的转

折处的活动现实
。

( 二 )海沟 海沟是海洋边界插入大陆的断裂带的上 口
。

大多有下列规律性
:

1
.

海沟位于岛弧或大陆边缘的海边
,

业在其附近可能有高压低温变质标志的 蓝 闪 石 片

岩 〔 4 〕。

由于 “ 波 ” 的前锋冲向陆壳边缘
,

所 以暂时成为高压
,

又因在表层
,

所 以低温
。

2
.

海 沟大多成为有规则弧形
,

业且其凸面指向洋盆 中心
。

这是因为海沟为下降
“
波

” 的

波峰波谷转折处的张力断裂 的上口
。

海沟差不多都在以西经 1 6 0
“

为园心的园弧上
,

所以有规

则
。

3
.

按 以洋盆为中心所划的园弧
,

凹面应指向园心
,

而海沟恰 恰 相 反
。

这 是 因 为 下 降

“
波

”
使地慢下降

,

和足球
、

排球无气时的外皮皮壳瘪下一样
。

4
.

大多数海沟的横断面成为不对称的 V 字形
; 陡坡靠近岛屿或大陆

,

而缓坡靠近洋盆
。

这是 因为下降
“
波

” 即前冲又向下拉把地壳斜向拉断
,

靠大陆或岛弧受到冲击
,

物质从垂直

面上降下
,

以后虽受风化磨损
,

但仍然陡峭
。

靠海洋一侧
,

斜向插入
,

所以较缓
。

( 三 ) 岛弧 岛弧凸面边缘
,

常有海沟
,

而南美洲西面的海沟
,

没有相应 的岛弧
。

但是

太平洋四 周大陆边缘
,

不论岛弧或陆缘
,

都有中
、

新生代褶皱山
,

所以都有一样的性质
,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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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降
“
波

”
最外圈地带

。

( 四 ) 造山运动 一般的造山运动的公式
,

先是有地向斜的沉降
,

堆积
,

以后是花岗岩

侵入到地向斜沉积物中
,

形成 山岳
。

但是太平洋四周的造山运动
,

便不是这样
。

现在以太平

洋西岸的 日本 岛弧说明
。

在中生代晚期的西南 日本内带
,

事先没有地向斜沉降
,

便进行了花

岗质岩 的侵入和喷出
,

而在同一时代的作为外带的四万十带
,

是个优地槽的地向斜
,

却未见

花岗质岩的活动
。

这种
“
地向斜沉降

” 和 “ 花岗岩侵入
”
是在空间上而不是在时间上分开出

现的现象
,

是太平洋造山运动的重要特征气 作者认为
:

太平洋造山运动与欧美一般造 山 运

动的过程是相反的
。

先有背向斜
,

由下降
“
波

”
向四周推进

,

褶皱成 山
,

同时因张力断裂带

使造山带地层松散生成半真空
,

花岗岩化和地慢玄武岩上升成为花岗质岩的侵入和喷出
,

又

生成低压高温变质岩石红柱石
、

矽线石
。

而四万十带的一点优地槽沉积代表岛弧海边的一部

分物质的临时上升
。

向前发展
,

岛弧是先生成的地背斜
,

还要下降为回返的地向斜
,

因为是

下降
“
波

” ,

将来要下降为海洋
。

( 五 ) 火 山和斑岩铜矿 太平洋四周大陆边缘和岛弧上的中生代 以后的斑岩铜矿
,

在储

量或产量 上都占世界各种铜矿总和的一半以上
。

都是陆相火 山的产物
。

环太平洋分布活火山

32 2座
,

占全球总数的 6 1
.

7%
。

为什么太平洋四周陆相火 山如此之多
,

而其他地方陆相 火 山

不太多
,

为什么都是中生代 以后火山与斑岩铜矿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 ? 可以设想是太平洋以

一个整体向四周运动所产生的
。

是下降
“ 波 ”

所造成的
。

由上面五个方面
,

说明下降
“
波

”
在最外两 圈成波峰波谷活动情 况

。

那么太平洋中部怎

样呢 ? 谁都知道
,

中部都是玄武岩洋壳
,

偶尔见到过很小的花岗岩小块
。

作 者 认 为
:

下 降
“
波

” 的冲击力更大
,

使原来的地壳崩裂下降
,

下面 的玄武岩浆上涌
,

将原 来 的 陆 壳
、

海

壳
、

统统淹没
,

成为地慢上部的一部渗合物
,

上面盖上现代的洋壳
。

亚洲团块 以伊尔库次克为园心
,

以园心至勘察加半岛山脊之长为半径
,

按顺时针方向

划园
,

则首先切合半岛中部山脉
,

继续大致切合千岛群岛
,

平行于 日本 四岛的东侧边缘
,

切

合琉球群岛一部
,

切我国台湾西北角
。

上述岛屿或半岛
,

在构造上是喜马拉雅山期褶皱带
,

在地形上是少年山脉
。

继续划
,

过中国台湾海峡进入 中国大陆与南岭约略平行
。

南岭附近
,

广东的海相下侏罗统
,

可能为阿尔卑斯褶皱带 〔 “ 〕 。

再向西直交横断山块断带和缅甸西 部 喜

马拉雅山褶皱带
,

切合在喜马拉雅山褶皱带山前凹陷的恒河上
,

再划是都兰平原陷落了的海

西褶皱带 〔 3 〕 ,

过咸海
,

划到乌拉尔海西褶皱带的西麓
,

过新地 岛海西褶皱带的北部 海 面
,

北地岛北端海西褶皱带〔 4 〕 ,

新西伯利亚北部阿尔卑斯褶皱带海面
,

再继续平行科雷马 阿 尔

卑斯褶皱带
,

划到勘察加半岛原点
。

这一个全园弧
,

大致是亚洲团块四周边缘
。

这个圈
,

是

园心向外的第 四个褶皱带
,

在
“
波

” 的第四个波谷波峰的转折处
,

剪切力最大
,

成为地槽
。

这是亚洲 团块的大致的边界
,

是亚洲最大的地槽褶皱带
。

这个褶皱带
,

除乌拉尔
、

新地岛等

为古生代褶褶带外
,

大部 为 阿 尔 卑斯褶皱带
。

业且和园弧平行或斜交的角度是不大的
。

这

说明亚洲团块边缘和太平洋团块有好多相似处
,

都是在团块边缘上有很大的向四周扩张的活

动
。

前面已经指明 “
波

” 不能无限向外传播
,

例如亚洲团块
,

第一园弧既是团块边缘
,

也是

最外的地槽带
。

所以它更加活动
,

因为不能再向外传播
, “

波
” 的力量尚有剩余

,

所 以既使

·
松 田时产

,

上田 诚也太平洋型造 山作用
,

海洋地 质资料第三集
,

同济 大 学 海洋地质教研室译
、

同济大学情报室 印

1 9 7 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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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园弧上的地槽显著
,

且在南面借地球自转之力成一个大半园地槽带
。

下面说 明 几 个 问

题
,

第一
、

园弧在正南面不是平行或斜交褶皱带
,

而是差不多以直角横断过去
,

阿尔卑斯褶

皱带从台湾南到菲律宾群岛
、

加里曼丹岛
、

苏门答腊岛
、

缅甸西部
、

接喜马拉雅山东麓
,

另

成一个向南突出的大半个园弧
。

这主要是地球自转发挥了威力
。

依波的衍射原理
,

集聚于缅

甸到南岭近乎东西线一带的
“

波
”
以地球自转之力向南涌去

,

这一带在回归线或 以南的低纬度

上
,

向南涌的力量很大
,

因而冲破阻碍
,

成为波的衍射
,

成为向南突出的一个大半圆的喜马拉

雅 山期的褶皱带
。

第二
、

乌拉尔褶皱带为亚洲团块和欧洲团块两个
“
波

”
相反方向进行的碰

撞线
,

成为
“
波

”
的干涉地带

,

以亚洲团块说
,

经碰撞后有一些折回来
,

成为鄂毕河一带复

盖着的古生代褶皱带
。

第三
、

因地球 自转之力
,

在南边园弧上突出了这一线以南的喜马拉雅

山褶皱带
,

在圆弧的北面则生出相反力量
, “

波
”
要向北发展

,

地球自转使地层向南涌挤
,

结果两个力量对消西伯利亚地台北面的构造线模糊不清
,

影响第三园弧和第二 园弧在北面划

不出来
。

第二个园弧
,

起点为锡赫特山北部西麓
,

也按顺时针方向划
,

先划平行锡赫特 山一

段
,

锡赫特山为阿尔卑斯褶皱带
,

再西南下与朝鲜北部海岸平行
,

又划到北面辽东台背斜上

的长 白山
、

千山等山脉
、

与山东台背斜的山脊平行
,

与秦岭古生代褶皱带平行
。

继续划
,

与

东部昆仑山海西褶皱带略为平行
。

经塔里木台向斜
,

与其中大断裂 〔 6 〕平行
,

继斜交天 山 海

西褶皱带入苏联境内
。

第三个园弧
,

起点是大兴安岭北端
,

仍按顺时针方向
,

几乎完全切合

大兴安岭海西褶皱带
,

继续划
,

切合内蒙古边缘上的海西褶皱带
。

再划与阿尔泰山海西褶皱

带西南山麓平行
,

继入苏联境内
。

第三个园弧
,

环绕我国北部
,

第二个园弧
,

大致为我国华

北地台和华南地台分界线
。

三个 园弧之上大多为地槽褶皱带
,

三 个 园 弧 之 间
,

大 多 为 地

台
余 。

中国境内的大地构造
,

尚有下列的规律性
:

( 1 ) 构造型式 以南北构造线 ( 实际上近乎园弧的半径线 ) 为中心
,

东面是华夏式构

造
,

方向大致为北东
,

向东南突出
。

西面是西域系构造
,

方向大致为北西
,

向西南突出
。

华

夏系构造和西域系构造合起来
,

是向南突出的弧形
。

( 2 ) 褶皱时期及位置 以园心向东方向
,

依次为贝加尔湖边缘上的贝加尔期褶皱带 ;

蒙古的加里东期褶皱带 ; 我 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平期海西褶皱带
; 中苏边界及锡赫特 山燕 山期

褶皱带
; 最外为 日本北海道喜马拉雅 山期褶皱带

。

褶皱时期
,

各家主张不大相同
,

但由中心

到外弧 由老而新是没有问题的
。

( 3 ) 地壳上升的程度和位置
,

在关于中国岩石绝对年令的讨论一文结尾指出
: “

对 比

一下中朝陆台和阿尔丹地块的构造
,

可 以看出
,

每一个较北的地块
,

实际指接近 园 心 的 地

块
,

比分布在它 以南的另一个地块有较大的侵蚀度
,

这说明在北部地块中有最古老岩层出露

地面
,

而在南部
,

它们都复盖在年青的沉积物之下
” 。

这就说明了受
“
波

” 的传播的影响
,

地壳上升的时期和程序
。

张文佑在 中国大地构造纲要中写道
: “

中国地台东部
,

都有大规模的隆起运动
,

华北台

块在中奥陶世 以后
,

华南台块在志留纪晚期
。 ”

说明离园心越远越新
。

上面的论证
,

足 以说明亚洲团块是上升的
“
波

”
造成的

。

这种
“
波

” 比水面波的传播速

度慢几亿倍
。

假定以地质史上一个大旋回
,

历时一亿五千万 年作为一个周期
,

根据波速为波

·
贾殿魁

、

贾 三春关于 团块构造假说 的初步探讨
,

宁夏地质
, 1 9 7 6年 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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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周期之 比
,

波长二千公里
,

则波速为每年约 1
.

4公分
。

约略接近各地测量的地块移 动 的

中间数字
。

印度洋团块 印度洋团块为一个已经失掉自己活动力的团块
,

它是上升
“
波

”
造成的

。

但大陆只 占三分之一 以下
,

海洋占三分之二 以上
。

这是 由于已无上升力量和放射性物质衰变

所造成的
。

它的形状也 已失掉团园形
,

因为为亚洲团块发展占去了印度半岛及苏门答腊等地

区
。

为太平洋团块发展占去了加里曼丹和澳大利亚东部
。

现在研究亚洲 团块
、

太平洋团块相互间的关系
。

亚洲团块第一园弧切在喜马拉雅山南的

恒河凹陷上
,

在 日本四岛是切在本州岛的东边缘
,

说明第一园弧的
“
波

”
在喜马拉雅 山受了

阻碍
,

不能到达恒河 凹陷上
。

确实是为印度洋团块北部阻碍
,

不但喜马拉雅山不能到应到的

地方
,

而且使青藏高原踊起
。

日本岛弧更重要的特点是因为亚洲团块第一园弧的褶皱带使之

成为山岳
。

北美洲团块 由图 2 可知北美团块自中心向四周发展
,

其花岗岩的年令可 以说 明
“
波

”

的传播概况
。

乏夕 1
因 2 口 引三 } 4

图 2

1 一加里 东陆台
, 2 一海西旋 回时陆台的扩充

, 3 一阿尔卑斯旋 回时陆台的扩充
, 4一阿尔卑斯地 槽

选 自 P
.

J威利
,

动力地 质学
,

由主要花 岗岩形成 的造 山事件划定的
。

可证明 “ 波” 由内向外传布所经历的年代
。

南美洲团块 由图 3可 以知道
,

六个 上升团块有共 同的性质
,

都是由内向外
,

由中心向

四周以
“
波

”
的进程发展的

。

北冰洋团块和南极洲团块 北冰洋团块是和太平洋一样的下降
“
波

”

造成 的团块
。

根据人

造地球卫星轨道所受的地球重力场不均一的影响分析
,

发现地球的重力面在北极凸起
,

可以证

明北极成团园状下降
,

业且在北纬七十度线上
,

大陆边缘零星出现环绕北极海 的中生代褶皱

带
。

还有
,

以北极为中心
,

存在着辐射状的大断裂
,

在北纬八十度左右最发育
,

这 三 个 事

实说明
,

北冰洋是一个正在发育 的下降
“
波

”
的团块

,

已经进展了一个周期一完 成 了 一 个

波谷和波峰
,

历时一亿五千万年
。

南极洲团块除相反的是一个上升
“
波

”
所造成的团块外

,

和北冰洋团块很相似
。

根据人造地球卫星所受地球重力场不均一的影响分析
,

发现地球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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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面在南极凹进
,

又在南极洲外围大洋中发现了重力高
,

说明南极洲四周海域在下降
。

南极

洲的上升
“
波

”
的团块

,

也完成了一个波峰与波谷
,

够一个周期
,

历时一亿五千万年
。

图 3 陆台发展图
迭 自别络鸟索夫灭地构造学基本问题上册 3 97 页

。

九大 团块的每一个团块由内向外
,

中心 最老
,

外田最新
,

反映 了 波

的传布规 律
。

欧洲团块和非洲团块 这两个 团块比较更为对称的
、

一南一北在六大陆地团块 的中间
。

( 看图 3 ) 可 以概略的了解它们的发展是由内向外的
。

同样的是由
“
波

” 的传播造成的
。

更

可 以发现一个事实是欧洲团块的陆地太小了
,

它相当大的一部分为大西洋和北冰洋所侵占
。

上而比较详细的叙述了太平洋团块和亚洲 团块
,

概略的提到了印度洋团 块
、

北 美 洲 团

块
、

南美洲团块
、

北冰洋团块
、

南极洲团块
、

欧洲团块和非洲团块
。

共为九个团块
。

其中
,

亚洲团块
、

印度洋团块欧洲团块
、

非洲团块
、

南美洲团块和北美洲团块
、

是上升
“
波

、

所造

成的
。

太平洋团块和北冰洋 ( 北极海 ) 团块
,

是下降
“
波

” 所造成的
。

北冰洋团块的边界是

北纬六十五度 ( 因为比七十度上的环北冰洋的褶皱带再宽一些 )
。

南极洲团块的边界是南纬

六十度 ( 因为南极洲外围重力高
,

为南极 团块的波谷 )
。

北美洲南美洲两个团块的东部边界

是大西洋海岭
,

两 团块中间交界是 巴拿马所处的纬线
。

欧洲团块和非洲西部边界是大西洋海

岭
,

两团块交界是地中海
,

南边界是南极洲团块边界
,

北边界是北极洲团块边界
。

非洲团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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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部边界是与印度洋团块分界的海岭
。

印度洋团块周围各大团块的边界 已把印度洋团块边

界划出来了
。

团块构造表明了地壳的活动的来源和情况
。

上升团块冲击在莫霍面上所成的传

播力的
“
波

”
造成地壳随它上升下降

,

断裂所生成的一切情况和下降团块冲击在莫霍面上所

成的传播力的
“
波

”
造成地壳随它上升下降

、

断裂所生成的一切情况
。

相互间的影响很大
。

如太平洋团块的最外圈
“
波

” 的活动
,

把亚洲
、

北美洲
、

南美洲
、

南极洲和澳洲
、

凡是和太

平洋接界的
,

都造成晚中生代以后的山岳
,

造成世界最大的地震环带
。

举例说
,

日本岛弧
,

为太平洋和亚洲两团块所共有
,

这是和其它学说所不同的地方
。

印度洋这个老团块
,

为亚洲

团块和太平洋团侵蚀不少
,

也和其它学说不同
。

团块构造假说试图解决各种大地构造的主要问题

一
、

地槽
、

地台 地槽发生在上升或下降
“
波

”
第一次向外传播的波峰和波 谷 的 转 折

处
,

此处剪切力最大
,

把这一环带上宽一百公里 以上的地层剪切成断层带
。

这一断层带
,

随

着
“
波

”
的下降和上升

,

先在下降环境沉积了泥沙
,

侵入了起基性岩
,

又沉积了石灰质岩
,

随着变为上升环境
,

褶皱造成半真空
,

大量花岗岩化
,

成为基岩侵入
,

又沉积复理石完成一

个周期
,

成为 山岳
。

虽然
,

地槽出现在波峰和波谷转折处
,

但是也还要受原来地壳的性质和周围环境
、

地球

自转的影响而有所改变
。

例如 日本岛弧
,

就出现于它应在的地方
,

喜马拉雅山就受印度团块

阻碍不能出现于它应 当所在的地方一印度河 凹陷所在地
,

而是 出现在 凹陷以北两百公里处
。

为什么所有地槽都占有一个长条形的地带? 因为在剪切力最大的一百多公里宽的环形地

带成为地槽
,

所以为长条形
。

业且不可能把上述第一园弧约两万公里的地槽接成 一 个 大 园

圈
。

因为要受到上述的各种阻碍和影响
,

所 以地槽长的有几千公里
,

短的两三千 公 里 或 更

短
。

稳定地台是两个褶皱带中间的刚性大的地台
,

它刚性大
,

没有处在
“
波

” 的第一次传播

的波峰波谷之上的特大振荡地带
,

因此只有不大的上升和下降
。

准地台是虽没有成为地槽
,

但随地槽振荡较大的部分
,

多为刚性小的地壳所在地
。

活化地台是现代尚受
“
波

”
的影响有

所活动的地台
。

二
、

大陆和海洋 以上升
“ 波 ” 的进程

,

大陆虽有地槽前期的下陷 ( 下陷部分包括陆地

和海洋 )
,

但是到回返期
,

都要褶皱成为大陆
,

成为 山岳
。

随着
“
波

” 的向外传播
,

大陆一

圈一圈的生长着
,

直至
“
波

” 不能再向外传播 ( 如 日本 岛弧东面 ) 为止
。

下降
“ 波 ”

所到之处
,

大陆就消蚀了
,

如太平洋
,

当初不会是整个 的大洋
。

还有
,

如印

度洋团块
,

因本身早 已失去活动力
,

热力放散
,

诱缩而迟缓下 陷
,

成为海洋
。

大陆和海洋
,

是互为消长的
。

三
、

大西洋 大西洋东岸 ( 欧洲
、

非洲 ) 和西岸 ( 北美洲南美洲 ) 地质相似
、

海岸线儿

乎可以对起来
,

两边古生物相似或一样
,

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把大西洋和相邻的四个大洲的面积加在一起
,

大概为 1
.

7亿平方公里
,

以四 除 开
,

大概得 0
.

43 亿平方公里
,

和亚洲面积相差无几
。

可以说这四个大洲的陆地
,

为大西洋所消失

了 ( 特别是欧洲面积才 0
.

1亿平方公里 )
。

根据上面说过的
,

由地核附近上升的富放射 物 质

团块
,

没有足够的临界数量
,

打不开上升的道路的理论
,

欧洲一定是 已经消蚀了的大陆
,

南

美洲和北美洲也有一定的消蚀
,

非洲消蚀最少
。

所 以
,

这四个洲
, ,

当初是相连 的 四 个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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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

四
、

构造旋回 构造旋回
,

就是下陷和上升的一个全部轮回
,

就是
“
波

”
传播的一个波

谷与波峰的进程
,

完成这一个进程
,

就是一个周期
。

以亚洲团块说
,

一个周期所需的时间是

一亿五千万年
。

同欧洲
、

美洲等地每个造 山期的周期
,

( 如加里东期
、

海西期 ) 大致相等
。

所以
,

构造旋回的周期
,

是有世界性的
。

单旋旋是说
“
波

” 经过一次向外传播
,

就把地槽的下陷和回返完全固定下来
。

当第二次
“
波

”
向外传播时 ( 力量小 )

,

地槽已被岩浆固结紧密
,

不再成为断裂带
,

不再显示地槽性

质
。

多旋回是指地槽区
,

当第二次
、

第三次
“ 波 ”

的波峰波谷传到此处时
,

由于岩浆没有把

裂缝固结紧密
,

又显示出地槽性质
。

五
、

团块构造与地震 为什么我国绝大部分地 区
,

不在 团块边缘
,

而地震繁多 ? 在团块

边缘
,

固然地震多
,

即不在团块边缘
,

而是活动地带
,

也多地震
。

特别是多旋回区在新构造

运动中多有地震
。

就我国西北和西南说
,

一则是多旋回区
,

二则受印度洋团块阻碍
,

把中国

西南部分激起成为高原
, 连同西北

,

既多地槽区域又多地震
。

华北和东北
,

在亚洲团块和太

平洋团块两个 园心的半径线可以连在一条直线的附近
,

两个 团块相互影响相当大
,

所以活动

多
,

而多地震
。

广东
、

广西
、

在第一园弧上
,

为什么地震不多? 广东广 西
,

虽 在 第 一 园弧 上
,

因为
“
波

”
向南传播

,

受地球自转之力的影响
,

在此东西一线
,

向南冲击
,

成为向南突出的大半

个园弧
,

把力量用到 向南突破上
,

在此一带反而平静了
,

所以广东和广西及其附近
,

很少地

震
。

( 1 9 8 0年 3 月 1 8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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