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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地构造的几个问题
兴

黄 汲 清

(中国地质科学院)

一
、

关于所谓泛大陆E
、

泛大陆B及泛大陆A

的问题
,

以及中国的相应构造格局
:

朱夏同志在最近的著作中强调 了泛大陆三个阶段的形成和演化
,

并把B到 A 的短 暂

时期 ( 2
.

8亿年到2亿年 ) 作为过渡阶段
,

现就此提出一些意 见
:

( 1 ) 古中国地台问题
:

多年前
,

作者和任纪舜提出了
“
古中国地台

” 一词
,

认 为

天 山
、

祁连山
、

秦岭等褶皱系在兴凯运动以前 ( 即s a la ir fo ld in g )
,

也可能即在泛非 运

动 ( P a n 一
A fl. io a n ) 之后 (震旦纪一寒武纪 ) 均为陆壳所占据

。

那时中朝地台
、

扬子地

台
、

塔里木地台以及其间的摺皱带
,

均属于带有硅铝陆壳的克拉通式古中国地台
。

它比中

朝地台和塔里木地台的面积大得多
。

它是否就是 P a n g e a E 的一部分 ? 但要考虑 的一 个重

要问题是
:
那时的蒙古摺皱系地区是什么样子? 是否那时西伯利亚地台和中朝地台直接

相连 ? 中间的蒙古地槽是被一个为震旦亚界所占据的古陆壳? 下文将再对此进行讨论
。

( 2 ) 泛大陆B问题
:

我曾把华力西运动之后 ( 末 ) 的中国当作亚洲古大 陆 的 一 部

分
,

称之为古亚洲 ( P al
一
A s ia )

。

古亚洲其实不仅指亚 洲
,

还包括了欧洲乃至北美洲
,

也即是劳亚古大陆 ( L a
ur as ia )

。

因为在石炭纪末或二叠纪时
,

不但中朝
、

塔 里 木 地

台与西伯利亚地台连成一体
,

而且由于鸟拉尔地槽的摺皱和封闭
,

以及西欧华力西摺皱

的影响
,

俄罗斯地台与西伯利亚地台也连成一体
。

根据大多数地质工作者的意见
,

古大

西洋在那时已经封闭
、

北美的阿 巴拉契亚褶皱和西欧的加里东一华力西褶皱合成一体
,

因而形成 了北半球最大的克拉通
,

即劳亚古大陆
。

( 3 ) 泛大陆A 问题
:

在从石炭纪末到二叠纪乃至三叠纪初期
,

也就是朱夏的
“
中

间阶段
” ,

整个P a n ge
a
似乎都比较平静

,

没有大规模的造山运动和大规模的地裂运 动
。

但 自中三叠纪以后
,

即进入了印支运动时期 ( 上三叠纪为主 )
,

大规模的造山运动发生

在古亚洲
,

特别是其靠近太平洋的部分
,

包括蒙古地槽褶皱带南部
、

中朝地台
、

扬子地

台以及华南
、

印度支那
、

西藏
、

滇西的大部分
,

并东至 日本群岛
。

此后
,

燕 山 运 动 继

。

本文是黄汲清教授19 83年5月9 日在无锡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所作报告
,

发表前经

作者作了一些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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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造山运动
、

岩浆活动在古亚洲东部达到高潮
,

这就形成我们 的滨太平洋构造域
。

当

然在滨太平洋构造域中还可划分次一级阶段即
: 1 ) 晚燕山运动阶 段 ( K荃

一 E ; ) ( 主

要的中生代成油阶段 )
。

此时
,

花岗岩在中国极东部分乃至朝鲜
、

日本大规 模 出 现
,

2 ) 喜山运动阶段
,

在滨太平洋中国境内发生地裂运动以及第一次新生代成油阶段 (E )
。

第二次新生代成油阶段 ( N )
,

则在中国大陆架和台湾省
,

以及印尼等地特别重 要
。

后

两阶段的特点是地裂运动 ( T a p h r o ge n y ) 的普遍发生
。

总的说这就是我们的滨太平 洋

构造域的形成和发展
。

以上所说的印支运动
、

燕山运动和喜山运动时期合起来就是P a n g e a A
,

及其解 体

的大阶段
。

此时大西洋逐渐张开
,

印度地块以及西藏
、

滇西有多次 板 块 活 动 ( 见 下

文 )
,

形成我们的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域
。

请注意几点
: 1 ) 印支运动在欧

、

非洲不存在
,

或不重要
,

但大西洋的地裂运 动 于

此时开始
;
特提斯

“
洋

” 、

也开始成为西狭东宽
,

向东张开的大喇叭口 ; 西阿尔卑斯的

地槽型沉积 自早侏罗世 ( s chi s te s lus tr
‘ e s ) 开始形成

,

阿巴拉契亚东部地壳张裂
,

形成

P al ls a d e m ove m en t以及大量玄武岩喷发
。

2 ) 燕山运动在欧洲也不明显
、

不重要
,

但

在亚洲则非常重要
,

这包括
“
古亚洲

”
部分

,

特别是其东部 ( 包括v es h o y a
ns k ) 蒙古

、

高加索
、

特提斯
,

尤其是滨太平洋构造域
。

总结一句
: P a n g e a E 的说法在中国来说是行得通的

,

也就是我们的古中国地 台
。

P a n g e a B在中国以 P a l
一
A s ia tie构造域为代表

。

p a n se a A 就是从印支运动开始
,

经燕

山
、

喜山运动相继形成的滨太平洋构造域和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域
。

二
、

中国的板块构造及板块运动间题

P a n g e a A 解体之后
,

板块构造形成
,

并在全球范围内活动
,

也就是新全球构造
。

大多数地质
、

地球物理工作者都承认这一点
,

至于板块活动的模式是不是都像若干地质

学家所提出的S u b d u ct io n z o n e ,

以及洋壳和岩石圈之传送带运动方式
,

这点尚需继续

研究
。

特别要强调的是板块活动的多旋回性和板块活动的手风琴式运动
。

一些地质学家把板块构造和板块活动模式推广到古生代乃至于元古代和太古代
。

另

一些人把板块构造模式推广到古生代
,

但还没有推广到前寒武纪
。

朱夏同志着重指出板

块构造体制形成于P a n g ea A 以后
,

而古生代时期地壳运动仍以槽台体制为主
,

似乎 不

赞成存在古生代板块构造体制
,

特别是在中国
。

我 自己对这一问题没有深入研究
,

很难作明白的表态
,

不过认为应当考虑 以 下 几

点
:

首先
,

在古生代时的板块活动
,

如有的话
,

也只能在今天看到的大陆上 去找
。

因

此
,

根据板块观点进行大陆构造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
。

在大陆上
,

什么是板块构造发生的准则或标志 ( C ri te r ia ) ? 现在已不存在古生 代

时期的大洋深海沟
、

地震活动带
,

也见不到如人们在太平洋所测得的古地磁带
,

那么
,

如何考验有无板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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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
,

重要的标志是 1 ) 以蛇绿岩套为代表的洋壳和大洋沉积的存在 ; 2 ) 以此为代

表的线状深海沟的存在
, 3 ) 双变质带特别是 G la u 。。p h a n e s ch lsts 即高压低温带的 存

在 , 4 ) 洋壳如有俯冲带
,

则代表洋壳的蛇绿岩带的对面 (也是高温低压带 ) 必须 有 大

陆块体或老 于蛇绿岩带而带有硅铝层的褶皱造山带
。

这四点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

像某些学者那样
,

认为只要有高压低温变质带存在
,

就可以确定有板块活动
,

看来

是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

在中国来说
,

北祁连 山的确有一条蓝片岩 ( 蓝闪石 ) 带出现在寒武系中
,

与之相伴

随
,

出现一条比较好的蛇绿岩套
。

在这个假定的深海沟带之南即是由震旦亚界褶皱形成

的 中间隆起带
。

这样说来
,

似乎上述 的四条标志都有了
,

是不是祁连山就存 在 古 生 代

( 加里东期 ) 的板块和板块活动呢? 这样的蛇绿岩带似乎有三条
,

从西南往东北年代愈

来愈新
,

是不是那里有三次块板活动呢 ? 我们知道
,

祁连山在亚洲来说是一个比较窄
、

比较小的褶皱带
。

它 的西头为阿尔金大断裂切割
,

东头进入淮阳隆起即近消失
。

它似乎

是一个两头封闭 ( ? ) 的地槽带
,

也就是一个两头封闭的海盆
,

还达不到
“
洋盆

” 的规

模
。

这些特点和今天见到的太平洋两岸 的大规模板块活动大不相同
,

能肯定祁连 山也是

板块活动的产物
,

而且可 以用现今的板块模式来解释它吗 ?

再来看蒙古地槽
,

在 中国内蒙境内可 以初步肯定有三条不太明显的蛇绿岩带
,

其中

至少南面的两带都伴随有蓝片岩
,

靠近内蒙地轴 ( 15 ~ 19 亿年 ) 有 一 条 可 能 是 兴 凯

( S al al r )褶皱形成 的优地槽带
。

它似乎由北向南
,

即向内蒙地轴俯冲 ( ? )
。

其北
,

在泥盆早石炭纪中出现另一条蛇绿岩带和与之伴随的蓝片岩
。

再北在中蒙边界 出现第三

条蛇绿岩带
,

形成于二叠纪之前
,

可能是晚石炭世
。

假如我们说三条蛇绿岩带代表三次

板块俯冲 ( 由北向南 )
,

这可以是一个工作假设 ( w or k in g h y p ot h e s is )
,

但证据 当

然不够
。

考虑到外蒙古的蛇绿岩分布甚广
,

但它们并不形成 明显的
“
带

” ,

而是没有规

则的分布着 ( s p o r a d ie a lly )
,

而且从北 向南先是早加里东摺皱 ( S a la ir )
,

次是
"
南

蒙海西带
” ,

再南是中蒙加里东带
,

再南又是南蒙海西带
。

这一 些褶皱带之南才是上述

中国境内的
“
华力西带

” 。

像这样的构造单元划分以及蛇绿岩 的分布特点
,

很难把整个

蒙古地槽带划成几个板块活动带
。

有人倾向于把内蒙的板块缝合带一直向东延
,

经过松

辽平原一直到太平洋
,

这是很值得商确的
。

因为兴安岭以东还没有见到过蛇绿岩套的分

布
。

蒙古地槽究竟原来是一个比现今宽度相差不多的由若干优地槽 ( 其中一 部 分 有 洋

壳 ) 和若干隆起 ( 或微大陆 ) 组成的地槽带
,

还是一个面积宽度比现在大若干倍的大洋

沉降带? 这个问题还要研究
。

但很难相信 (像一 些古地磁学家所主张的 ) 地壳曾经缩短

了几千公里
。

在这里附带说一下前面说的P a n g e a B 问题
:

一般认为西欧的加里东褶皱和北美的加里东褶皱相连
,

西欧的华力西褶皱也应和北

美阿巴拉契亚 的华力西褶皱相连
。

在华力西末形成P a n g e a B
。

然而
,

欧洲的华力 西 褶

皱 (可 以包括北非的A tlas ) 一般走向近东西
,

或北西西
,

而且没有蛇绿岩套带及蓝 片

岩带伴随
。

它如何与北美的华力西连接
,

似乎不易理解
。

阿巴拉契亚的华力西带也没有

蛇绿岩套 (蛇绿岩的时代是奥陶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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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域问题

最近我们分析 了西藏
、

喜马拉雅和滇西地区的大量地质地球物理资料
,

认为从昆仑

山往南可以划分如下的构造带 (图 1 )
:

( 1 ) 昆仑山华力西 (二叠纪以前 ) 褶皱带
,

其 中可能包括一个蛇绿岩带
;

( 2 ) 秀沟马沁蛇绿岩带(主要形成于石炭二叠纪)
,

三叠纪时 ( 印支期可能复活 )
,

东延入秦岭
;

( 3 ) 可可西里 巴颜喀拉褶皱带 (大量三叠系
,

特别是上三叠统分布区 )
,

以 印 支

褶皱为主 ,

( 4 ) 龙木错玉树蛇绿岩带一 金沙江藤条江蛇绿岩带
. ,

( 5 ) 兰坪思茅坳陷褶皱带
. ,

以燕山褶皱为主
,

( 6 ) 昌宁双江蛇绿岩带
’ ;

( 7 ) 唐古拉褶皱带
—

保山掸邦褶皱带
奋 ;

( 8 ) 班公湖丁青蛇绿岩带
—

怒江蛇绿岩带
帝 ;

( 9 ) 拉萨措勤褶皱带
—

察隅腾冲褶皱带
. ,

( 1 0 ) 印度斯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
-

一 缅甸境内阿拉坎等三条蛇绿岩带
.

,

( 1 1 ) 喜马拉雅褶皱带
;

边界大断裂
;

( 1 2 ) 印度地盾 ( 图 1 )
。

图 1 青藏
、

川西滇西构造带分划略图
.

川西滇西地区相当于西藏高原的褶皱带和蛇绿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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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大家都认为印度斯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是冈瓦纳大陆与欧亚大陆之分界线
,

但

拉萨措勤褶皱带 中已发现上石炭统的冰水沉积层 ( 布兰尼型沉积 )
。

我们认为拉萨措勤

带也应属于冈瓦纳
。

最近在唐古拉褶皱带也发现同样的冰水沉积
,

所以我们感到把唐古

拉带和其东南延部分即保 山掸邦带划入冈瓦纳比较合理
。

这样说来
,

龙木错玉树
—

昌

宁双江蛇绿岩带就成 了冈瓦纳大陆与古欧亚大陆之分界
。

以上是我个人对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域板块运动发展之初步看法
,

另有比较详细的

论文予以论证
,

是否合理
,

尚希海 内外专家有兴教之
。

四
、

简谈石油普查的重点问题

中国西部是石油普查之重点
,

但这是旷 日持久的工作
。

浅海区域大部分 已与外国人

合作
。

我主要感兴趣的是东部地区
。

前几天在无锡市由中国石油学会召开的讨论会上
,

我在发言中特别强调要重点普查 中生代
、

特别是侏罗
、

白蟹纪可能含油气地层分布区
。

主要有
:

北京 以南保定
、

石家庄以至邢 台地区 (太行山以东 )
,

临清拗陷及 其 邻 近 地

区
,

苏北地区
。

当然
,

松辽平原下之登娄库组也应当予 以注意
。

河西走廊的石炭二叠系有油气显示
,

我认为今后也应予以研究
。

特别是酒泉盆地附

近
,

山丹地区
,

以及走廊东延部分
、

甘肃
、

宁夏之景泰
、

中宁
、

中卫等地
。

这些工作主

要 由地质矿产部来担任
。

(收稿日期 19 8 3年5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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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k in g e o m Pa r is o n o 全 th e f o ld e d b e lts o f C h in a , 5 Qilia n a n d M o n g o lia

w ith th e V a r is e ia n f o ld e d b e lt s o f w es te r n E u r o Pe a n d n o r th er n A m e r ie a ,

it 15 s u g g es te d th a t th e V a r is e ia n fo ld e d b e lts e a n n o t fu lly fit w ith th e

f o u r m a in s isn s o f p la t e a e t ivlty
.

p r o f
.

z h u X ia p r o p o s e s th a t th e r e -

g im e o f p la t e t e c t o n ie s t o o k s h a p e p o s te r io r t o p a n g e a A
, a n d th e r e g im e

o f tr o u g h 一Pla tf o r m d o m ln a te d d u r in g P a le o z o ie tim e .

T o th is st a te m e n t , I

e a n n o t t a k e a e le a r e u t st a n d b e e a u se 1 h a v e n o t m a d e a th o r o u g h s tu d y o n it
。

3
.

T h e s tr u e t u r a l fr a m e w o r k s o f th e Q in g h a i一T ib e t ,

w e ste r n S ic h u a n

n d w es te r n Y u n n a n a r e b r iefly d e s er ib e d h e r e .

It 15 m o s t lik e ly th a t

th e b o r d e r in g b e tw ee n G o n d w a n a a n d Pa le o 一 E u r a s ia n 15 th e o Ph i o lit ie

b e lt s tr e te h in g fr o m L o n g m u c u o 一Y u s h u t o Ch a n g n ln 一 S h u a n g jia n g
.

4
。

T h e 0 11 a n d g a s p r o s p e c t in g in C h in a sh o u ld b e fo c u s e d O n th。

M es o z o ic o f th e e a ste r n C h in 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