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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全球构造位置和地球动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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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今之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南部，西太平洋活动带中段；在全球板块构造图上，中国位于欧亚板块

的东南部，南为印度板块，东为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地质历史上，以中朝、扬子、塔里木等小克拉通为标志

的中国主体属于冈瓦纳和西伯利亚两个大陆之间的转换（互换）构造域：古生代时期，位于古亚洲洋之南，属冈瓦纳

结构复杂的大陆边缘；中生代阶段，位于特提斯之北，属劳亚大陆的一部分。显生宙中国大地构造演化依次受古亚

洲洋、特提斯－古太平洋、太平洋－印度洋三大动力体系之控制，形成古亚洲洋、特提斯和太平洋三大构造域。不

论古亚洲洋，还是特提斯，都不是结构简单的大洋盆地，而是由一系列海底裂谷带（小洋盆带）和众多微陆块组合而

成的结构复杂的洋盆体系。加之中、新生代的太平洋构造域和特提斯构造域叠加在古生代的古亚洲洋构造域之

上，使中国地质构造图像在二维平面上呈现镶嵌构造，在三维空间上呈现立交桥式结构，使中国不仅是亚洲，也是

全球构造最复杂的一个区域。不同阶段的地球动力体系在中国的叠加、复合，使多旋回构造－岩浆和成矿作用成

为中国地质最突出的特征。因而中国的造山带大多是多旋回复合造山带，成矿（区）带大多是多旋回复合成矿（区）

带，大型含油气盆地大多是多旋回叠合盆地。

关键词：中国大地构造；地球动力系统；古亚洲洋构造域；特提斯构造域；太平洋构造域；多旋回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意思是，要看清楚庐

山的真面目，就要走出庐山，到庐山外面观察庐山。

同样，研究中国大地构造也不能局限于中国国境线

之内，站在中国本土上研究中国，而是要跳出中国，

从全球整体上，从中国与邻区地质构造的关联上看

中国。弄清楚中国与全球主要构造系统的关系、中

国在全球构造框架中的位置；弄清楚各地史发展阶

段，中国受控的地球动力系统，才能更全面、更深刻

地理解中国大地构造的基本特征和演化过程。

１　现今中国的全球构造位置（图１）

众所周知，现今之地球，从南北方向看，可分为

南半球和北半球。北半球又称陆半球，世界上的大

陆多位于北半球；南半球又称洋半球，世界上大部分

大洋位于南半球。从东西方向上看，可分为太平洋

半球和大西洋半球，大西洋半球构造相对平静，太平

洋半球构造活跃，全球主要的火山活动、地震活动均

位于环太平洋活动带。在这个大格局中，中国位于

亚洲大陆东南部，太平洋半球的西太平洋活动带的

中段（图１）。

在全球板块构造图上，中国位于欧亚板块的东

南部，东为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板块，南为印度板块

（图１）。中国东部新生代构造活动主要受太平洋板

块和菲律宾板块与欧亚板块相互作用的控制；中国

西部新生代构造活动主要受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

互作用的制约。

２　地质历史上中国的全球构造位置

震旦纪（埃迪卡拉纪）—早二叠世，地球上有两

个大陆区：一个由西伯利亚、东欧（俄罗斯）、北美（劳

伦Ｌａｕｒｅｎｔｉａ）古大陆（克拉通或地台）组成，志留纪

后，北美与东欧合并成劳俄（Ｌａｕｒｕｓｓｉａ）古陆，石炭

纪晚期—早二叠世，劳俄和西伯利亚等合并成劳亚

（Ｌａｕｒａｓｉａ）大陆；另一个是冈瓦纳大陆。值得特别

予以注意的是，位于两大陆块区之间的中国及邻区，

并不是像东欧、西伯利亚、北美那样的整块大陆，而

是由一些小陆块（小克拉通或准地台）、众多微陆块

及其间的造山带组合而成的复合体（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０，１９９９ａ；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１９９４）。这些组成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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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全球板块构造及地震与火山分布图（据ｈｔｔｐ：／／ｐｌａｎｅｔｏｌｏｇ．ｃｏｍ／，增补了板块名称）

Ｆｉｇ．１　Ｍａｊｏｒ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ｐｌ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ｓａｎｄ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ｅｒｕｐ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ｈｔｔｐ：／／ｐｌａｎｅｔｏｌｏｇ．ｃｏｍ／，ｎａ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ｓａｄｄｅｄ）

复合体的小、微陆块的规模和构造稳定性与北美、东

欧、西伯利亚等整块大陆有很大区别，更不能与劳

亚、冈瓦纳两大巨型大陆相提并论（图２）。因此，所

谓劳亚、冈瓦纳、泛华夏三大陆块群的提法（Ｐａｎ

Ｇｕｉｔ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７），可能是值得商榷的。

震旦纪以来，全球曾依次发育了古生代的古大

西洋－瑞克洋－古亚洲洋（ＩａｐｅｔｕｓＲｈｅｉｃＰａｌｅｏ

ＡｓｉａｎＯｃｅａｎ）、中 生 代 的 特 提 斯 － 古 太 平 洋

（ＴｅｔｈｙｓＰａｌｅｏ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中生代晚期—新生

代的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Ｉｎｄｉａ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三大动力体系。

古大西洋位于北美与西冈瓦纳和东欧古陆之

间，瑞克洋位于西冈瓦纳与劳俄古陆之间（Ｎａｎｃｅ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古亚洲洋位于西伯利亚与东冈瓦纳之

间，三者共同组成北美、东欧、西伯利亚大陆区与冈

瓦纳大陆之间的洋盆体系。古大西洋－瑞克洋－古

亚洲洋动力体系起始于震旦纪，结束于晚二叠世之

前，因此，总体上讲它是一个古生代的动力体系，中

国及邻区的古生代构造主要与古亚洲洋的形成、演

化密切相关。

根据脊椎动物（主要是鱼化石）、无脊椎动物、古

植物化石和生物古地理研究（ＰａｎＪ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１９９４；Ｚｈｕ Ｍ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Ｊｕｎｑｉｎｇ，１９９６；Ｈａｏ

ＳｈｏｕｇａｎｇａｎｄＰａｔｒｉｃｉａ，１９９８；ＺｈａｏＷｅｎｊｉｎａｎｄＺｈｕ

Ｍｉｎ，２０１０；ＬｉｎＢａｏｙｕ，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寒武纪—泥盆

纪时期，以中朝、扬子和塔里木为标志的中国及邻区

的小、微陆块与冈瓦纳关系十分密切，古生物化石基

本一致，属于同一个古生物地理区。中国南部震旦

纪—泥盆纪古地磁极移曲线与澳大利亚的极移曲线

可以很好的拟合（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ｈｏｎｇ，２００４）。这样，古

生物、生物古地理和古地磁资料均说明中国的诸陆

块当时可能是东冈瓦纳大陆的一部分，或构成其复

杂的大陆边缘。

地质学家常用将今论古的方法讨论问题，但地

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向前演化的。从已有的

地质信息看（ＸｉａｏＸｕｃｈａｎｇａｎｄＴａｎｇＹａｏｑｉｎｇ，

１９９１；ＸｉａｏＸｕｃ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２；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１９９４，

２０１３；Ｐｅｔｒ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ＺｈｏｕＧｕｏｑｉｎｇｅｔａｌ．，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古生代的古亚洲洋并不是一个结构

简单的大洋，既不像现今的太平洋，更不像大西洋，

而是由萨彦—湖区、斋桑—南蒙古、东、西准噶尔、温

都尔庙、乌拉尔—南天山、昆仑—祁连—秦岭等一系

列海底裂谷带或小洋盆带及其间一些小陆块、众多

微陆块组合而成的结构十分复杂的洋盆体系。古亚

洲洋起始于新元古代最晚期，主要发育于寒武纪—

奥陶纪。中奥陶世后古亚洲洋开始消减收缩，至

早—中志留世和泥盆纪初，大部分海底裂谷带相继

封闭，西伯利亚与冈瓦纳之间以及古亚洲洋内诸微

陆间第一次碰撞造山，即加里东期造山过程结束。

志留纪中晚期到早、中泥盆世，古亚洲洋进入残余洋

盆发展阶段，残余洋盆主要展布于哈萨克斯坦马蹄

形构造内侧、斋桑—南蒙古和乌拉尔—南天山等地

带。晚泥盆世法门期前，残余洋盆消失，古亚洲洋盆

体系基本封闭，古亚洲域早华力西造山作用，即第二

次碰撞造山过程结束，古亚洲以及劳亚大陆初步形

成。晚泥盆世法门期—早石炭世，造山后伸展，出现

巴音沟等小洋盆。早石炭世（密西西比纪）维宪期—

晚石炭世前，巴音沟等小洋盆及裂陷盆地消失，古亚

洲洋海底裂谷全部封闭，最终完成了西伯利亚与冈

瓦纳之间以及古亚洲洋内的诸陆块间发生的碰撞造

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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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扬子、中朝克拉通与北美、俄罗斯克拉通面积比较

（据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０，修改）

Ｆｉｇ．２　Ａｒｅ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ａｎｄＳｉｎｏＫｏｒｅａｎ

ｃｒａｔ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Ｒｕｓｓｉａｃｒａｔｏｎｓ（ａｆｔｅｒ

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０）

说明：以扬子克拉通为１个单位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可以看出，扬

子克拉通相当于俄罗斯克拉通的１／７，北美克拉通的１／２０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ｃｒａｔｏｎｉｓｔａｋｅｎａｓｏｎｅａｒｅａｌｕｎｉｔ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ｉｔ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ｃｒａｔｏｎｉｓｏｎｌｙ

ｏｎ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ａｎｄｏｎｅ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ｏｆ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ｒａｔ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ｃｒａｔｏ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山作用，即中华力西造山过程，并有大规模花岗岩侵

入，古亚洲以及整个劳亚大陆基本形成。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古亚洲洋的俯冲造山并不

是一个大洋盆不断俯冲的造山作用，而是一些小洋

盆消失过程中的造山作用，碰撞并不是西伯利亚与

冈瓦纳两个大陆之间的直接作用，而是通过其间的

微、小陆块间的相互作用，造山作用并不强烈，缺乏

超越构造带的大规模推覆构造，因此是软碰撞、弱造

山（ＳｈａｏＪｉ’ａｎ，１９９１；ＳｈａｏＪｉ’ａｎａｎｄＬｉＸｉａｏｂｏ，

１９９３；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１９９４）。

晚石炭世—早、中二叠世，古亚洲洋进入残余海

盆发育阶段，这时地壳处于以伸展为主的阶段，地幔

上涌，壳与幔之间发生强烈的相互作用，几乎在整个

古亚洲洋构造域内发育大规模面状分布的火山岩系

和偏碱性花岗岩。中二叠世末，华力西构造－岩浆

旋回结束，残余海盆从西向东逐渐结束发展，但并未

发生强烈的侧向挤压造山作用，没有磨拉斯沉积，没

有形成高耸的山脉，而是发育晚二叠世—三叠纪的

陆相沉积盆地，成为古亚洲洋动力体系终结时的一

大特点。

晚泥盆世古亚洲洋基本消失，劳亚大陆初步形

成后，东冈瓦纳北缘开始裂解；石炭纪—早、中二叠

世，当古亚洲洋进入残余海盆阶段时，在冈瓦纳北缘

则形成木孜塔格—阿尼玛卿、西金乌兰—金沙江、龙

木错—双湖—昌宁—孟连等古特提斯海底裂谷带，

其间夹持着松潘（若尔盖）、雅江、昌都—思茅等微陆

块，中国诸陆块开始从古亚洲洋动力体系向特提斯

体系转化。中二叠世之后，随着古亚洲洋动力体系

终结，冈瓦纳北缘则大规模裂解，以松潘—甘孜为代

表的古特提斯巨型浊积岩盆地形成，扎格罗斯—雅

鲁藏布新特提斯逐步打开，以中朝、扬子、塔里木为

代表的中国主体完全与冈瓦纳分离，成为劳亚大陆

的一部分（关于古亚洲洋演化及其与特提斯的转化

过程，笔者将另文详细论述。这里仅是一个极简要

的概括性叙述）。所以，我们说以中朝、扬子和塔里

木为主要标志的中国诸陆块是一个转换构造域，古

生代时，位于古亚洲洋之南，属冈瓦纳大陆的一部分

或构成其结构复杂的大陆边缘；中生代时，位于特提

斯之北，属劳亚大陆的一部分（表１；图３）（Ｒｅｎ

Ｊｉｓｈｕｎ，１９９４；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ｂ）。

表１　地质历史上中国所处的全球构造位置示意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犲犮狋狅狀犻犮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狀犪犻狀狋犺犲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

古生代 中生代

北美、东欧、西伯利亚大陆
劳亚大陆（中国主体位于特提

斯之北，属劳亚大陆一部分）

古大西洋－瑞克洋－古亚洲洋 特提斯

冈瓦纳大陆（中国主体位于古亚

洲洋之南，属冈瓦纳一部分或构

成其结构复杂的大陆边缘）

冈瓦纳大陆

３　三大动力体系和三大构造域

全球大洋中脊带和转换断层的发现，贝尼奥夫

带的确认，人们对大陆和海洋构造及其相互关系的

了解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大地构造学真正进入研

究全球构造的新时代，于是板块构造学说应运而生。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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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亚洲构造简图（据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２０１３）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ｐｏｆＡｓｉａ（ａｆｔｅｒ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２０１３）

从全球动力学观点分析大地构造是板块构造说的精

髓之一，但此后，一些学者在用板块说研究中国大地

构造时，却忽视了这一点，只谈板块缝合带或俯冲带

两侧两个板块之间的动力演化过程，如在论及秦岭

印支造山带时，只着眼于中朝和扬子两个小板块之

间的作用（ＺｈａｎｇＧｕｏｗ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殊不知，从

克里米亚，经高加索、伊郎北部、帕米尔、松潘甘孜、

昆仑—秦岭，到三江—印支—马来的古特提斯构造

带和华南、从中朝北缘到蒙古—鄂霍次克的中国东

北部和蒙古东部以及巴拉望—台湾—琉球—日本到

东北亚的古太平洋西缘均有强烈的印支造山作用，

它们无疑是处在一个统一的全球动力系统之中

（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１９９４，２０１３；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ａ）。

因此，只有从中国及邻区是由一些小陆块和众多微

陆块组成的复合体出发，从特提斯－古太平洋这一

全球动力学体系进行分析，才能真正了解亚洲印支

３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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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山作用的真谛。

显生宙期间，全球大地构造依次受古大西洋－

瑞克洋－古亚洲洋、特提斯－古太平洋、大西洋－印

度－太平洋三大全球动力体系的控制，形成古大西

洋－古亚洲洋、特提斯和太平洋三大构造域。古大

西洋－古亚洲洋构造域包括从阿巴拉契亚经中西欧

到天山—兴安、昆仑—秦岭的所有古生代造山带和

陆缘活化带；特提斯构造域包括从阿尔卑斯经中东、

青藏、到印支—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的所有特提

斯中新生代造山带和中亚的新生代复活山系；太平

洋构造域包括环太平洋的所有显生宙，主要是中新

生代造山带和陆缘活化带（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图３）。

从亚洲构造简图（图３）和全球构造简图（图４）

可以看出，以塔里木、中朝、扬子三个小克拉通为标

志的中国及邻区，正好位于上述三大动力体系及三

大构造域叠加、复合的部位。古大西洋－古亚洲洋

动力体系控制中国及邻区古生代构造演化，形成（自

北而南）萨彦—额尔古纳、天山—兴安、乌拉尔—南

天山、昆仑—祁连—秦岭等造山系；特提斯－古太平

图４　全球构造简图（据Ｄｏｔｔｅｔａｌ．，１９８８）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ｅ（ａｆｔｅｒＤｏｔｔｅｔａｌ．，１９８８）

Ｇ—冈瓦纳大陆；ＮＡ—北美克拉通；Ｒ—俄罗斯克拉通；Ｓ—西伯利亚克拉通；１—中朝克拉通；２—扬子克拉通；３—塔里木克拉通

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ａ）修改校正了中朝、扬子、塔里木三个小克拉通的形状及相关造山带的范围

Ｇ—Ｇｏｎｄｗａｎａ；ＮＡ—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ｒａｔｏｎ；Ｒ—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ｒａｔｏｎ；Ｓ—Ｓｉｂｅｒｉａｎｃｒａｔｏｎ；１—ＳｉｎｏＫｏｒｅａｎｃｒａｔｏｎ；２—Ｙａｎｇｔｚｅｃｒａｔｏｎ；３—Ｔａｒｉｍｃｒａｔｏｎ

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ＳｉｎｏＫｏｒｅａｎａｎｄＴａｒｉｍｃｒａｔ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ｏｒｏｇｅｎｓｗｅ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ｂｙ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ａ

洋动力体系控制中国及邻区中生代构造演化，形成

青藏—马来中生代造山系、东北亚中生代造山系、亚

洲东缘中生代造山系和叠加在亚洲东部古生代诸单

元之上的滨太平洋陆缘活化带；印度洋－太平洋动

力体系控制中国及邻区新生代构造演化，在中国西

部形成喜马拉雅造山系、青藏高原以及昆仑—祁

连—秦岭、天山、阿尔泰山等新生代复活山系，在中

国东部形成亚洲东缘新生代造山系、西太平洋沟弧

盆体系和中国东部大陆和海域的新生代裂谷系

（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９ａ；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２０１３）。

４　镶嵌构造和立交桥式结构

１９４５年，黄汲清注意到中国及邻区大陆不均匀

的构造镶嵌现象（Ｈｕａｎｇ，１９４５）。１９６２年，张伯声

在“镶嵌的地壳”的著名论文中，提出中国大地构造

中的波浪镶嵌构造观点（ＺｈａｎｇＢｏｓｈｅｎｇ，１９６２）。

现在看来，中国及邻区地壳之所以具有镶嵌构造特

点，完全是由中国的地质结构和动力体系决定的。

如前所述，不论古亚洲洋，还是特提斯，都不是

结构简单的大洋盆地，而是由一系列海底裂谷带和

４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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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微陆块组成的结构复杂的洋盆体系。因此，不

论古亚洲洋演化而来的古亚洲洋域造山带，还是由

特提斯演化而来的特提斯域造山带，都不是结构简

单的造山带，而是结构十分复杂的多旋回复合造山

带，造山带的条带状构造与包裹在其中的微陆块必

然形成复杂的构造镶嵌现象。加之，不同时代、不同

动力体系的叠加改造，就使中国地壳的镶嵌构造特

点更加突出。在中国西部形成长轴为近东西走向的

菱块盆山镶嵌构造，中国东部形成长轴为近南北走

向的菱块状盆山镶嵌构造。前者是特提斯和印度洋

动力体系叠加在先存的古亚洲洋构造域上的结果，

后者则是太平洋动力体系叠加在中国东部先存的古

亚洲洋构造域近东西走向构造之上的效应。

立交桥式结构是由地球物理探测出中国壳、幔

不同层次之间的结构差异而发现的。中国大陆地

壳—上地幔的立交桥式结构，在昆明—银川一线的

所谓南北构造带和中国东部表现最为明显。在南北

构造带中段，昆仑—秦岭的东西走向地壳表层结构

与地壳—上地幔的近南北走向的深层构造构成立交

桥式结构。在中国东部，地壳块体以天山—阴山和

秦岭—大别两条深层构造带为界分为南（华南）、中

图５　中国及邻区地壳－上地幔立交桥式结构图（据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０；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１９９４）

Ｆｉｇ．５　Ｏｖｅｒｐａｓｓ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ｕｓｔ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０；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１９９４）

（ａ）—表层结构，表示呈ＮＮＥ走向的山脉：①大兴安岭—太行山—武陵山，②长白山和③青藏高原，以及中国东部沉积盆地：１—鄂尔多斯；２—

四川；３—松辽；４—渤海湾；５—江汉；６—苏北；（ｂ）—地壳结构分区简图，自北而南分蒙古、华北、华南三个区（据ＦｅｎｇＲｕ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１）；（ｃ）—

呈ＮＮＥ走向的上地幔密度等值线（据ＦｅｎｇＲｕｉ，１９８５）。三者叠合，构成十分明显的立交桥式结构

（ａ）—Ｅａｒｔｈ’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ＮＮＥｔｒｅｎｄｉｎｇｒａｎ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①ＤａＨｉｎｇｇａｎＭｔｓ—ＴａｉｈａｎｇＭｔｓ—ＷｕｌｉｎｇＭｔｓ，②ＣｈａｎｇｂａｉＭｔｓ

ａｎｄ③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ａｎｄｂａｓｉｎｓｉ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１—Ｅｒｄｏｓ；２—Ｓｉｃｈｕａｎ；３—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４—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５—Ｊｉａｎｇｈａｎ；６—Ｓｕｂｅｉ；（ｂ）—

Ｃｒｕ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ｄｉｖｉｄｅｄｆｒｏｍｎｏｒｔｈｔｏｓｏｕｔｈ（ａｆｔｅｒＦｅｎｇＲｕｉｅｔａｌ．，

１９８１）；（ｃ）—ＮＮＥｔｒｅｎｄｉｎｇ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ａｆｔｅｒＦｅｎｇＲｕｉ，１９８５）．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ｔｌｅｈａｖｅｓｈａｐｅｄａｆａｉｒｌｙｍａｒｋｅｄｏｖｅｒｐａｓｓｔｙｐ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华北）、北（蒙古）三块，与该区震旦纪—早侏罗世的

构造格局基本吻合，而上地幔结构则与现代地貌和

晚白垩纪—新生代以来的盆山体系一致，呈 ＮＮＥ

走向，表层盆山体系、地壳和上地幔三个不同的构造

图式叠合在一起呈现清楚的立交桥式结构（图５）。

中国大陆的这种立交桥式结构很显然是中新生代特

提斯－古太平洋动力体系和印度洋－太平洋体系对

古生代古亚洲洋构造域叠加的结果。中国东部这种

地幔结构与地球表层地质结构已经改变，而地壳结

构仍保持老格局的现象，似乎说明地幔物质运动是

岩石圈构造演化的一个基本因素。地幔结构的变

化，首先引起地表结构的改变，然后，在地幔与地表

变化的“夹击”下，才使地壳结构发生改变，并最终完

成一个地区（地带）构造属性的根本变革（Ｒｅｎ

Ｊｉｓｈｕ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０）。

５　为什么中国多旋回构造、岩浆、成

矿、成盆作用特别显著

　　“多旋回造山运动是中国大地构造的特征”这一

著名论断（Ｈｕａｎｇ，１９４５），如今已经得到充分的证

实。中国的造山带大多为多旋回复合造山带，中国

５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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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大型含油气盆地，塔里木、准噶尔、四川、鄂尔

多斯、渤海湾等均为多旋回叠合盆地；中国的金属成

矿带，多为多旋回构造－岩浆－成矿带。这是为什

么？为什么中国的多旋回构造、岩浆、成矿、成盆作

用是这样的突出、显著？现在看来，其根本原因就在

于中国所处的全球构造位置；在于古亚洲洋、特提斯

等洋盆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结构复杂的洋盆体系；在

于中国并不是一个整块，而是由小、微陆块和造山带

组合而成的复合体；在于全球三大动力体系及其所

形成的三大构造域在中国的叠加、复合。

以秦岭造山带为例（表２）。

表２　秦岭造山带演化简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狋犺犲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犙犻狀犾犻狀犵狅狉狅犵犲狀犻犮犫犲犾狋

造山旋回 造山方式 受控动力体系

加里东旋回 洋壳俯冲，陆－陆碰撞造山

华力西旋回 大陆壳走滑造山
古亚洲洋动力体系

印支—早燕山

旋回

大陆壳叠复造山（大陆壳俯

冲造山）

特提斯－古太平洋

动力体系

古生代，秦岭受古亚洲洋动力体系之控制，其海

底裂谷带是古亚洲洋洋盆体系中的一支，志留纪晚

期—泥盆纪初，洋盆消失，中朝与扬子碰撞，形成秦

岭加里东造山带；晚古生代，秦岭地区的洋盆已经消

失，但海盆依然存在。在古亚洲洋华力西造山阶段，

秦岭则沿中朝、扬子之间的缝合带———商丹缝合带

发生走滑造山作用，形成规模宏大的韧性走滑剪切

带（Ｍａｔｔａｕ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８５；许志琴等，１９８８），剪切带

南侧中上泥盆统—下石炭统分布带则形成褶皱轴陡

立或直立的走滑褶皱带。中生代阶段，秦岭受特提

斯—古太平洋动力体系之控制，特提斯会聚与古太

平洋分支阿纽伊洋会聚的联合作用，秦岭发生强烈

的大陆壳俯冲造山作用，形成印支、早燕山造山带。

因此，我们说，商丹缝合带是一个从加里东开始到早

燕山完成的多旋回缝合带，秦岭是一个多旋回复合

造山带（一些学者认为秦岭的洋盆到三叠纪末才最

终消失，但经过最近的调查，现在已经可以确认，不

仅北秦岭，而且南秦岭都有重要的加里东造山过程。

因此，我们坚信秦岭洋在早古生代末已经消失，经历

了加里东碰撞造山过程，对此我们将另文论述）。造

山作用经历了加里东、华力西、印支、早燕山多旋回

过程，造山机制是俯冲造山、碰撞造山、走滑造山、大

陆壳俯冲造山多种造山机制之复合（ＲｅｎＪｉｓｈｕ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０；任纪舜等，１９９１）。

６　结语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及邻区一系列大地构造特

征，均是由于其独特的地质结构、所处的全球构造位

置和与之相关的全球动力体系所决定的。因此，研

究中国大地构造一定要从这一基本的地质构造背景

出发，从多学科角度研究已有的各种地质、地球物

理、地球化学信息，探索该区的地质构造规律。仅用

单纯的地球化学图式和年代学数据套用世界其他地

方建立的规律、模式肯定是要碰壁的。从实际出发，

通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和科学探索，以事实为依据，提

出认识，建立模式，才能够对中国大地构造演化提出

符合实际情况的见解。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与何国琦教授、邵

济安教授和牛宝贵研究员，就古亚洲洋演化等问题

进行过多次讨论，并对古亚洲洋封闭时代等问题取

得一些重要共识，使作者获益匪浅，在此特表示深切

的谢意！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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