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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东南地区大陆边缘构造演化的特征

廖宗廷 周祖 翼 陈焕疆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及地球物理 系
.

上海

景学立

2 0 0 0 9 2 )

中国东南地 区 咬陆 心缘构造演 化整体表现 为一 个长期的
、

连续的和 不断发 展的 过程
.

但由于其性 质不断

变化而 又 体现出阶段性特证
.

在印支期 (或晚 华力西期 )前的 古全球 构造阶段
.

地 壳向洋的峨散增生和不同时

间
、

不同性质地体的碰懂拼合造 山增生是本 区大陆边缘构造演化的主耍形式
,

以
“

于风琴式
“

演化为持征
.

发生

于印支 运动的变格作用使本区大陆边缘构适的 运动体制发 生重大变化
,

进 入以
“

传送带式
“

板块构造运动为待

征的新全球构造 阶段
.

主要表现为待提斯洋板块和太 平洋板块的形成
、

俯 冲挤压 以及对以往不 同时期大陆边

缘构造的怪加改造
.

由于拼 合是块与块间的 干挤以及地 体来源
、

拼 合时间
、

拼 合方式
、

拼合后固结 程度等不同
,

中国东南人陆边缘构适 有别 丁阿尔卑斯区 和阿 帕拉 契亚 区
; 由丁块 与块间千挤后 岩石强烈变形

、

变质
、

混 合岩

化
、

岩浆活动 以及大陆 边缘地 体组成的 蔓异
,

中 国东南 大陆 边缘 构造 也有别于日 尔曼型 和科迪勒垃型造 山构

造
。

中国东南大陆边缘构造 及演化具有自已 独恃的风 格
。

关键 词 构造演化 大陆 边缘 中国东南地区

第一 作者 简介 客宗廷 男 J I 岁 博士 构造地质 和地球 化学

8 0 年代初
,

朱夏教授 在同济大学海洋地质 系成立了
“

大陆边缘 构造演化
”

的研究方向
,

及时
、

敏锐地把握住洋
、

陆衔接的关键部位
,

力图解决板块构造能否登陆的重大理论问题
。

近

几年来
,

笔者在朱夏教授指导下
,

在他的学术思想的启迪 下
,

一直从事中国东南部大陆边缘

构造演化的研究
。

在朱夏教授逝世三 周年之际
,

本文根据所获得的成果
,

试就本 区大陆边缘

构造演化的基本特征作初步讨论
,

以表示对朱夏教授的深切怀念
.

1 朱夏教授
“

活动论构造历史观
”

与大陆边缘构造演化研究

6 0 年代
.

朱夏教授针对中国沉积盆地构造演化的特点就提 出了
“

两个世代
、

两 种体制
”

的观点
。

指出
: “

控制油气盆地形成发展的构造体制在印支 (或晚华力西 )运动以前和以后分

别属于不同的范畴
,

应从全球规模来看待这两个 世代盆地的历史性差异和形成这两种盆地

的构造体制的根本改革
”
(朱夏

,

1 98 6 )
。

并用
“

变格作用
”

来表示这种改革
。

显然这时已孕育

他晚年在阐述
“

活动论构造历史观
”
(朱夏

,

1 9 90 )中所强调的地壳构造在时间演化中运动方

式是连续的
、

不断变化的
,

而且有阶段性的论点 (劳秋元
,

1 9 92 )
。

板块构造学 说的涎生引起了地质学的一场革命
。

但在认识论上
,

它却过份强调了大陆与

大洋的一致性而忽视了两者的重大差异
;
它将板块当作是刚性的块体

,

而事实上却存在各种

类型的活动变动带 (廖宗廷等
,

1 9 9 2 ;
廖宗廷等 19 9 3 )

。

朱夏教授在将板块构造介绍入中国时

就 已注意到了上述问题 0
。

他将约前 lo o 0M a ~ 约前 28 oM a 称为 占全球构造阶段
,

20 oM a 以

来为新全球构造阶段
.

其间 28 0 ~ 20 oM a
为过渡或中间阶段

。

他认为古全球构造阶段不存在

O 朱夏
,

19 7 2
,

板块构造的岩石学记录 与历 史实例
,

国外地 质科技 资料选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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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旋回
,

不存在
“

传送带式
”

的地壳运动
,

那时的地壳运动可能按
“

手风琴
”

方式进行
。

作

为新 全球构造阶段的板块构造是地壳发展至约 20 0M a 以来所特有的构造 体制
,

它以岩石圈

板块
“

传送带式
”

大规模的水平运动为特征
.

由此可见
,

朱夏教授
“

活动论构造历史观
”

包括有

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意义
,

而不单纯是大陆漂移意义上的
“

活动论
” 。

对大陆边缘构造研究
,

国外主要集中于中生代以来
,

即主要基于现在板块构造的运动形

式将大陆边缘分 为活动大陆边缘
、

被 动人陆边缘和转换大陆边缘
。

但朱夏教授却不受这种流

行方案所囿
,

他按
“

活动论构造历史观
”

并结合中国大陆边缘构造演化的性质
,

按历史将中国

大陆边缘分成两类
,

一类是形成于巨板块时期的以现今东西分带面目出现的大陆边缘
; 另一

类是作为 Pa n g e a
大陆边缘组成部分的以南北分块面貌出规并受前者东西分带格局叠加的

大陆边缘 (朱夏
,

198 7 )
。

他认为在巨板块形成期以前的大陆边缘构造演化中可能会存在两仲

不同的洋壳
,

即元古代以来由洋壳向陆壳过渡时的残留洋壳和过渡壳被拉开的新洋壳
。

但这

两种洋壳都延长不远
,

宽度有限
,

达不到真正洋的规模
,

因此与后来巨板块时期的大洋盆洋

壳是完全不同的
。

正是 由于板块构造只代表约 20 oM a 以来的地壳运动形式
,

所以难以圆满解释大陆边缘

地质 中所出现的问题
,

尤其约 2 00 M a 以前的问题
,

在这种情况下
,

80 年代初地体构造问世

(H o w e“
,

198 9 )
。

地体构造虽然得到了广泛应用
,

但很不成熟
.

朱夏教授从他的
“

活动论构造

历史观
”

思想出发及时对地体构造作了创造性 补充
。

他认为不能认为四边以断裂为界的就是

地体
;
地体必须移动过

,

其距离至少要大于地体长轴
;地体有时代概念等

.

这些见解为地体构

造进一步发展
、

完善指明了方向
,

应值得我们重视
.

现在看来
,

虽然地体构造 尚待完善和补充 (H u d s o n ,

1 9 5 7 ; Se n g 6 : e t a l
. ,

2 9 9 0 )但实践 已

证 明了它在大陆边缘构造演化研究中的有效性
,

且在中生代以前就已存在
; 而板块构造虽然

在中生代以前不存在或形式不同
,

但中生代以来的大陆边缘构造主要受控于板块构造及其

对先前大陆边缘构造的叠加改造 (廖宗廷等
,

1 9 9 3 )
。

为此
,

以朱夏教授
“

活动论构造历史观
”

作指导
,

把板块构造与地体构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能是解决大陆边缘构造演化问题的一

条有效途径
。

2 中国东南部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及其性质

基于朱夏教授
“

活动论构造历史观
” ;
按照板块构造与地体构造相结合的理论和方法

,

中

国东南部可划分为华南板块
、

特提斯洋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三个一级构造单元及如图 1 所

示的二
、

三级构造单元
。

2. 1 华南板块

华南板块是一个大陆板块
.

按形成先后及性质可分为扬子区( I ;
)

,

江南区 ( 1 2
)
、

南华

区( I :
)和赣浙闽粤桂地体构造区( I ‘

一
:

~ r ‘二 )
。

扬子 区 相当于过去习惯称的扬子准地 台(黄汲清等
,

1 97 7 )
。

最典型的特征表现为震旦

系及 以后的地层以盖层形式不整合于前震旦系结晶基底和变质褶皱基底之上
。

由于近年来

发现滇东底巴都组与早元古代大红 山群老厂河组底部变质砾 岩呈不整 合接触
.

其 麻粒 岩

R b
一

Sr 法年龄为 2 9 5。~ 2 8。。M a (汤加富
,

1 9 88 )
,

在贵州梵净山群底部砾岩中发现了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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砾石 (王砚耕
.

1 9 8 8 )
,

这些说明扬子区基底存 在太古界
。

该区是华南板块最老
、

最稳定的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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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东南地 区大地构造 区划简图

1
.

板块边界 , 2
.

地体边界 ; 3
.

构造 单元边界 . 4
.

推砚构造前锋带
, 5

.

平移断层
.

1
.

华南板块
: , , .

扬子 区 : I :
.

江

南区
. 1 : .

南华区
. 1 二 帐浙闽粤桂地体构造 区

: I 一 , .

四 堡地体 ; 1 .
小 怀玉 山地体

. 1 ;
小 淇黔佳地 体

; I ;
一 云开地

体 , 1 . 名
.

浙闽西北地 体 . 1 .
小 浙东南

一

闽西南地 体 . 1 4 一 , .

粤中地体 . T .

小 粤东
一

闽南地体
.

,
.

特提斯洋板块
: 1 1 .

闽东地体
; , :

.

台西地体
.

,
.

菲律宾海板块
: , : .

台东地体
.

地理底 图
:

据中国地图出版社 1 991 年 6 月第 2 版

江南区 本文的江南区是指扬子区南缘除四堡地体
、

怀玉山地体之外的前震旦系 (刘鸿

允
,

1 98 7) 分布区
,

曾是扬子大陆前震旦纪的人陆过缘沉积区
。

本区最老的地层是梵净山群
、

冷家溪群和九岭群
,

下部为一套陆源碎屑沉积
,

中部为火 山岩夹碎屑岩
,

上部又为一套陆源

碎屑沉积
,

代表从大陆边缘一大陆边缘拗拉槽一大陆边缘的沉积演 化序列 0
。

其上震旦系

(刘鸿允
, 19 8 7) 底部为一套造 山后的磨拉石堆积 (下江群

、

落 可米群 )
,

两者呈角度不整合接

触
.

是四促堡地体
、

怀玉山地体于晋宁期 (刘鸿允
,

1 9 8 7 )碰撞拼贴的产物
。

南华区 指江南区以南
、

赣浙闽粤桂地体构造区以北的地区
,

是四堡地体和怀玉山地体

在前震旦纪 (刘鸿允
,

1 9 87 )末期碰撞拼贴造山后发育起来的大陆边缘沉积 区
。

沉积建造较为

确定的是震旦系一志留系
,

为一套复理石局部夹火 山岩的沉积建造
。

哇北丹洲群和赣北登山

群所夹火山岩 s r “,

/ s r “‘

初始比值为 0
.

7 1 5 5 0 9 7一 0
.

7 1 9 2 13 50
,

反映是陆壳基础上拉张成因

的
,

代表发生过大陆边缘
“

拗拉槽
”

的形成过程
.

本区从奥陶纪开始隆升
,

至志留纪
,

本区大部

上升隆起
、

褶皱造山
,

其上被上古生界不整合覆盖
,

这与滇黔桂地体
、

云开地体和浙闽西北地

体的相继碰撞拼贴造山作用有关
.

赣浙闽粤桂地体构造区 本文的地体划分原则是
: ( 1) 周围以断裂为界

,

与邻接地块具

O 廖宗廷
,

1 9 9 2
,

佳北
,

技北及邻区区域构造及成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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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不同的特征
; (2) 必须移动过

,

其距离至少大于地体长轴
,

为此地体的划分大都有古地磁

数据作依据
; (3) 地体有时代概念

,

不同时代的地体有不的特征
; (4) 地体碰撞拼贴是造山作

用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必然产生相对应的变形
、

变质
、

混合岩化和岩浆活动等
。

基于上述各

点
,

本区可划分出 Pa n g e a E 形成时期拼贴的四堡地体 (I
‘

.
1
)

,

怀玉山地体 (I一
2
) ; P。n g e a E 一 B

时期拼贴的滇黔桂地体 (I
4

_

。
)

,

云开地体(I
;
一
‘
)和浙闽西北地体 (I

;
一
。
) ; Pa n

ge
a B 一 A 过渡时期

拼贴的浙东南
一

闽西南地体 (I
;

_

。
)

,

粤中地体(I
;

_

?
)和粤东

一

闽南地体 (I
。

_
。

)( 表 1 )
。

表 1 赣浙闽粤桂地体构造区的地体组成及主要特征

地体构造 区 } 地体组成

一

习
-

四 堡地 体
( 1 ()OOM

a
士 )

怀怀 玉 山地体体 Pa n g e a EEE

(((((9 0 0 M
a
)))

滇滇黔 桂地体体 P
a n g e a

E 一BBB

((((( 55 0 M a 士 )))

云云 开地体体 P
a n g e a E 一BBB

(((((50 0 ~ 4 0 0 入I
a
)))

浙浙闽西北地体体 P
a n g e a

E 一BBB

(((((5 0 0 ~ 4 0 0 入Ia )))

浙浙东南南 P
a n g e a

B 一 AAA

闽闽西 南地体体 (2 5 0 M
a
士 )))

粤粤中地体体 P
a n g e a

B 一 AAA

(((((2 5 0 卜la 士 )))

粤粤东 闽南地 体体 P
a n g e a

B 一 AAA

(((((2 0 ()入1
赶1
士 )))

翰浙闽粤桂地体构造区

2
.

2 特提斯洋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

特提斯洋板块以长乐
一

南澳断裂带与 华南板块为界
,

该断裂带出露或隐伏的超基性岩和

火山岩的 M g O / (F eO + M g O )介于 0
.

7 8 ~ 0
.

9 1 之间
,

在 AFM
、

M g O 一 C aO 一 A 1
2
O

3

和 5 10
2

一 F eO / (FeO 十M g O )判别图上
,

绝大部分样品落入 C ol e m a n (19 7 7) 典型的蛇绿岩套岩石分

布区 0
。

大量钻探
、

重磁资料表明该超镁铁岩的向下延伸有限 (陈辉安等
,

19 8 3 )
,

说明岩石形

成之后经过构造运动而到今天的位置
。

对比 A b b a t r e ( 19 7 3 )的研究结果
,

可以判断上述超镁

铁岩带是由曾未连接的洋盆的聚合造成的
。

特提斯洋板块的陆上组成部分是闽东地体 ( I ,
)

和 台西地体( 1 2
)

。

闽东地体近年来相继获 48 3一 5 93 M a 的同位素年龄 (谢窦克等
,

1 9 86 )
,

东

山岛变质岩中已获早古生代的微体化石和植物化石 (黄辉等
,

1 98 8 )
。

台西地体的大南澳片岩

O 周祖冀
, 1 9 8 9

,

福建晚古 生代一中生代大陆边 缘构造 演化



·

2 3 8
·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 16 卷

中已获 1。。O一 1 7。。M a 的错石年龄和 5 06 ~ 63 7M a 的花岗岩 和副变质岩 的 S m
一

N d 法年

龄 0
,

所以它们是一些大陆碎块
。

古地磁资料 0 指示它 们来源于特堤斯 Ci m m e r id (s e n
go

r ,

1 9 8 4) 大陆
。

沿 长乐
一

南澳断裂带发育的慢源型花岗岩
、

碰撞花岗岩和 A 型花岗岩 (黄置等
,

1 98 6 :

方大钧等
,

19 8 7) 代表了特提斯洋板块俯冲
、

碰撞造 山和造山后拉张一系列事件
; 断裂

带及邻侧变质岩的同位素年龄为 1 98 ~ 1 44 M a ,

说明碰撞造山开始于印支晚期一燕山早期
。

菲律宾海板块以台东大纵谷断裂带与特提斯板块为界
,

是太平洋板块的亚板块
.

是一个

由海岭与海盆并列
、

具有洋壳基底的大型边缘海 (李春显等
,

1 98 2 )
。

它形成 于早中第三纪
.

第

四纪 以来
,

一直住北西一西方向移动
,

强烈的推挤造成 台湾岛的大规模压缩
。

该板块的陆上

部分是台东地体 ( .
:
)

,

由海岸 山脉的岛弧火山岩
、

混杂堆积和蛇绿 岩套组成
,

是菲律宾海板

块向北西
一

西运动不断铲刮堆积的产物
。

3 中国东南部大陆边缘构造演化的特征

本区从元古代就开始了大陆边缘构造的演化 (王鸿祯等
,

1 9 8 6 )
。

整体表现为一个连续

的
、

不断发展的过程
,

但由于其性质不断变化而体现出阶段性特征
。

又
.

1 前 Pa n g e a E 一 Pa n g e a E 阶段

这一阶段初期的地壳运动形式主要是形成小而分散的陆核
.

以及陆核通过各种作用联

合形成统一的陆块 (朱夏
,

1”。)
,

即扬子区
。

至元古代
,

扬子区已具一定规模
.

并发育江南大

陆边缘沉积区
。

由于陆块的隔挡
.

深部地慢热流将 由陆块中央向边缘流动
,

形成相当于 A m
-

fe re r (1 9 0 6) 提出的底流
.

由此引起扬子大陆向洋作粘性蠕散
,

并使大陆边缘发生拉张裂陷而

形成拗拉槽 (A o la co ge n)
.

为此
,

在大陆边缘陆源沉积作用的基础上
,

形成一套海相火 山岩和

浊积岩
,

并有基性
一

超基性岩侵人
.

如梵净山群四香坪组和上九岭群
。

与此 同时
,

江南区以外

发育了具非成熟岛弧性质的四堡地体和具边缘海性质的怀玉山地体
。

至晋宁期
,

两地体先后

与江南区碰撞拼贴造 山
,

强烈的挤压作用使江南 区和地体的前震旦系发生广泛的变形
、

变

质
、

混合岩化和花岗岩化
.

造成与上覆震旦系(刘鸿允
,

1 98 7 )明显的
.

角度不整合接触
。

这一事

件使前 Pa n g e a E 阶段扬子大陆边缘沉积区褶皱关闭
,

大陆大规模增生
。

3
·

2 Pa n g e a E 一A 阶段

由于四堡地体和怀玉山地体的碰撞拼贴造山作用
,

形成震旦系 (刘鸿允
,

1 98 7) 下部的磨

拉石堆堆积 (下江群
、

落可军群等 )
。

同时由于挤压力随时间而 消失
.

大陆地壳重新下沉接受

沉积
,

并形成新的大陆边缘沉积区
,

即南华区
。

稍后因底流作用而拉张裂陷而形成拗拉槽
,

因

此震旦系中部为一套复理石夹海相火山岩的沉积建造
,

并有基性
一

超基性岩侵入
。

至加里东

早期
,

滇黔桂地体开始碰撞拼贴造 山
,

形成江南隆起
、

黔中和牛首山隆起 (沈志达
,

1 9 9 0) 及一

系列的变形
、

变质和岩浆活动
。

加里东中晚期
,

云开地体与浙闽西北地体也相继碰撞拼贴造

山
,

南华区大部上升隆起
。

但由于滇黔桂地体和云开地体为温和碰撞或软碰撞 (陈焕疆等
,

1” 3 )
,

在它们的前缘继续
“

残余式
”

地槽的沉积作用
,

因此
,

在黔南和桂东南地 区有志留系分

江博明
, 1 9 8 4

,

台湾大南澳杂片岩的地 质年代学

见第 23 7 页 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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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

部分地区志 留系与泥盆 系呈整合接触
.

加里东运动之后
,

底流又 使中国东南部下沉接受沉积
,

并形成一些受同生断裂控制的断

裂拗陷带 (徐克勤
,

1 9 8。)
.

至 华力西末一印支早期
,

伴随特提斯洋板块向北漂移
、

俯冲
,

浙东

南
一

闽西南地体
,

粤中地体和粤东
一

闽南地体相继碰撞拼贴造山
,

形成浙闽粤沿海 华力西一印

支期褶皱带(张文佑
,

19 7 4 ;
郭令智

,

19 8 0 )
.

3
·

3 P a n g e a A 以来阶段

这一阶段初期
,

伴随特提斯洋板块构造的演化
,

发生冈瓦纳大陆裂离和亚洲大陆增生

(Z h u X ia
,

1 9 8 7 )
。

闽东地体和台西地体的碰撞拼贴造山作用就是在这 种背景下发生的
。

与此

同时
,

太平洋板块也开始形成和演化
。

特提斯洋板块和太平洋板块通过三条近南北向左旋平

移的转换断层 (H ild e e t a l
. ,

1 9 7 7 )所错开的俯冲带而彼此相互连接 (O t s u k i
,

1 9 8 5 )
。

因此
.

Pa n ge a A 以来
,

本区大陆边缘构造演化主要受控于特提斯洋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联 合作

用
,

表现为被动大陆边缘形成
、

演化以及对以往不同期次构造的叠加和改造
,

整个东南部发

生多层次基底拆离
、

盖层滑脱
、

走滑拉分和伸展
。

中国东南部大陆边缘构造演化的模式见图

2
。

4 结 论

(l) 从中国东南部长期
、

复杂的大陆边缘构造演化看
,

整体为一个连续的
、

不断向前发展

的过程
,

但按性质又可划分出不同的构造发展阶段
。

约在华力西期以前
.

底流使大陆地壳发

生向洋的粘性蠕散和不同时代
、

不同性质地体的碰撞拼贴是大陆边缘构造演化的主要形式
,

呈
“

手风琴式
”

的演化特征
。

华力西一印支早期
,

一方面
,

大陆边缘的沉降与裂陷继续受底流

所控制
; 另一方面

,

这一阶段末期地体碰撞拼贴的动力学则明显归结于特提斯洋板块的向北

漂移与俯冲
.

具有过渡阶段的性质
。

印 支期以来
,

大陆边缘构造演化主要受特提斯洋板块和

太平洋板块的联合作用和影响
,

呈
“

传送带式
”

的演 化特征
。

(2) 中国东南部的大陆边缘构造表现为一种复杂的造山带构造
。

但由于不存在实质性洋

壳
,

而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块体之间的干挤
,

所以不存在象阿尔卑斯地区那种典型的诸 如
“

鸟头状
”

构造的特征
;
由于造山运动发生在多期

、

高度不均一的基础上
,

所以运 动不是沿着

一平 整的底板
,

而是依从了不同层次的梯道进行
,

所 以没有南阿帕契亚那种受一次性
“

吻合

手术
”

的幸运
;
由于块体之间

“

干榨式
”

挤压致使岩石强烈变形
、

变质
、

混 合岩化和花岗岩化
,

同时由于特提斯洋板块和太平洋板块构造的叠加改造而发生多层的基底拆离
、

盖层滑脱以

及块体之间的走滑拉分
,

并伴有强烈的火山和岩浆活动
,

有别于 日尔曼型造山带构造
。

该造

山带表现为没有造 山体的造山带特征 (朱夏
,

1 9 8 7 )
.

本文正如前述是在朱夏教授广博而敏锐的学术思想指 导下完成的
。

得到了云南省地矿

局
、

贵州省地矿局
、

广西地矿局
、

中南石油地质局
、

江西 省地矿局和福建省地矿局等单位许多

同志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收稿日期
:
1 9 9 3 年 8 月 2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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