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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陆缘新生代盆地的相似性
。

许浚远

(中国地质大学石油系
,

武汉 4 3 0 0 7 4)

东亚陆缘新生代盆地几何特征具有相似性
,

呈以 N N E
、

N E E 至 E w 向断裂为边界的准菱形
。

它们形成的运动学具有相似性
,

形

成时两侧块体作近 N S 向分离
。

它 们形成的动力学具有相似性
,

形成时区域性最小主应力作近 N S 向展布
。

现行的
“

挤出构造
”

理论

不能解释东亚陆缘诸多的构造现象
。

关键词 东亚陆缘 盆地 分形 相似 拉张

作者简介 许浚远 男 36 岁 副教授
、

博士 构造地质及石油地质

2 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诞生的分形几何 已为众多

学科 (物理学
、

地学
、

化学及经济学等 )寻找发现一些

新的规律
,

特别与几何形态有关的规律提供了思路

和理论依据
,

并 已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

然而
,

东亚

陆缘大大小小的众多的新生代盆地是否具有分形几

何特征 ?恰当地 回答这个间题
,

不但对了解它们几何

特征的联 系十分有益
,

而且对揭示它 们的成因机制

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

我们经详尽地分析有关资料后
,

认为东亚陆缘新生代盆地几何特征具有相似性和 自

相似性 (后文统称相似性 )
,

进而认为它们形成的运

动学和动力学具有相似性
。

我们想说明
,

本文东亚陆

缘新生代盆地是指欧亚板块邻近太平洋板块边缘地

带由新生代的裂谷作用形成的盆地
,

盆地 沉积以新

生界为主体
,

前新生代盆地不在其列
,

新生代弧间盆

地 (如菲律宾海 )也不在其列
。

通向 N N E 向断裂带控制 的沉积 区
,

它们有时将若

干个左行雁列的菱形 盆地连接在一起
;而菱形盆地

西北角常被一组 N W 向断裂切割
,

并可能成为向西

北凹进的沉积区
。

为方便起见
,

本文将此种形态的盆

地称为准菱形盆地 (图 1 )
。

图 l 准菱形盆地

1 几何特征相似性

东亚陆缘新生代盆地大到南海小至几十平方公

里的小盆地
,

甚至一个露头尺度和显微尺度的拉张

区
,

它们具有类似的几何特征
,

而且各盆地 自身内部

坳陷或凹陷也具有与盆地总体相似的几何特征
。

表

现在它们平面上大致呈平行四边形 (方便地称为菱

形 )
,

平行 四边形 东西两侧边界 为 N N E 向断裂
,

南

北两侧边界为 N E E 至 E W 向断裂
,

但此种菱形不
“

标准
” ,

有一个特点
:

东北角和西南角是
“

敝开
”

的
,

东亚陆缘的新生代盆地 以准菱形盆地占绝对优

势
,

实例不胜枚举
。

代表性实例如下
。

1
.

1 南海

南海海域面积约 3 50 x l少 k m
“ ,

它 的平面形态

呈准菱形
。

其西侧为 N N E 向的越东断裂带
,

东侧为

N N E 向菲西断裂带
,

北与中国大陆以 N E E 向断裂

为邻 (北部坳陷带的北界 )
,

南与加里曼丹岛的 N E E

向断裂为邻 (龚他陆缘坳陷带南界 )
。

东北角伸入

N N E 向的原台湾海峡直至东海
,

西南 角伸入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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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海域
。

西北角为 N w 向红河断裂切割
,

形成向

西北角凹进的北部湾 (图 2
一

A )
。

巨大的南海盆地由

一系列次一级的盆地组成
,

它们的形态虽然不象南

海的准菱形特征那么明显
,

但已显准菱形雏形
。

如
:

珠江 口盆地
:

位于北部陆缘坳陷带
,

北与邻近大

陆的万 山隆起 以 N E E 向断裂带为界
,

东和南 分别

以 N N E 和 N E E 向断裂与东沙隆起和东部
、

南部为

邻
,

西为 N N E 向的海南岛隆起
,

东北角伸入原 台湾

海峡的西部
,

西南角伸入莺歌海盆地
。

西北角向湛江

方向凹进
。

珠江口 盆地中的坳 陷走向 N E E
,

显准菱

形雏形 (图 2
一

B )
。

但因其发育不完善
,

加上勘探程度

的限制
,

坳陷的平面形态不是显而易见的
。

1
.

2 日本海

日本海面 积约 70 x l o 4
k m

, ,

平 面形 态呈准菱

形
。

东为 N N E 向日高
一

挞靶断裂带
,

西为 N N E 向朝

东断裂带
,

南北分别 以 N E E 向断裂带与大陆和 西

南 日本为邻
,

东北角伸入鞋鞍海峡
,

西南角伸入对马

海峡
,

并进而伸入中国的东海盆地
,

西北角有东朝鲜

湾 (图 3
一

A )
。

日本海次一级沉积 区分别为 日本海盆
、

大 和海盆和对马海盆
,

它们平面形 态呈准菱形
。

如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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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海及其珠江 口盆地平面形态

( A ) 南海 ; ( B )珠江 口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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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日本海及其日本海盆的平面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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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日本海盆

李
.

一(A)



第 4 期 许浚远
:

东亚陆缘新生代盆地的相似性
·

2 9 9
·

日本海盆
,

其西
、

东的边界断裂带大 致是 日本海的

西
、

东断裂带的 内侧断裂
,

东北 角伸入鞋鞋海峡西

部
。

西南角伸入大和海滩的西侧
,

西北向海参威凹进

(图 3B )
。

1
.

3 渤海湾盆地

渤海湾盆地面积 约 20 又 1 0 盛k m
Z ,

平面形态呈准

菱形
,

东为 N N E 向郊
一

庐断裂带
,

西为 N N E 向太行

山东麓断裂
,

北与燕山褶皱带之间为近 E W 向的宝

低
一

昌黎断裂带
,

南与鲁西隆起之间为近 E W 向的齐

河
一

广济断裂带
。

东北角伸入辽东湾
,

西南角为临清

凹陷
,

西北角向北西方向凹进 (图 4
一

A )
。

渤海湾盆地

内次一级沉陷区(坳陷或凹陷 )也具有与渤海湾盆地

总体形态类似的特征
,

如
:

黄弊
一

渤 中
一

辽西 沉陷 区
:

西为 N N E 沧东 断裂

带
,

东为郊庐断裂
,

北为近 E W 的汉沽断裂
,

南为近

E w 的堤北断裂
,

东北角为辽东湾
,

西南角为黄弊坳

陷的南部 (图 4
一

B )
。

该沉陷区再次一级的沉陷区平

面形态亦如此
。

如
:

歧 口 凹陷
:

西为 N N E 板东断裂
,

北为近 E W 新

港断裂
,

东为弯曲的海西和海 4 断裂的北北东部分

(并隐伏 )
,

南为近 E W 向海 4 断裂 (图 4
一

C )( 许 浚

远
,

1 9 9 6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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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渤海湾盆地及其次级沉陷区平面形态

(A )整个渤海湾盆地
; (B )渤中

一

黄弊
一

辽西沉降区
; (C )歧 口凹陷

L 4 汾渭地堑系

位于东亚陆缘最西侧
,

面积约 4 又 1少km
, ,

总体

形态为
“ S ”

型
。

它由南
、

中
、

北 3 部分组成
,

因拉张量

较小
,

准菱形特征不完善
,

但已呈雏形 (图 5 )
。

(1) 南

部
:

主要 由渭河 盆 地和 运城盆 地组 成
,

北 界 为近

N E E
一

E W 向的运 成
一

宝鸡断裂
,

南界为近 EW 向华

山山前断裂
,

东界为 N N E 中条山山前断层
,

西侧的

N N E 向断层不明显 (或隐伏在秦岭之中 )
,

东北角伸

入汾渭地堑中部
。

西北角为 N W W 向秦岭北麓断层

所切
。

(2 )北部
:

主要 由大同盆地和蔚县盆地组成
,

北

界为 N E E 向的阳高
一

北 山山前断层
,

南界为 N E E 向

的五台 山山前断层
,

西 为 N N E 向 口 泉断 层
,

东侧

N N E 向断层却不清楚
,

西南伸入汾渭地堑中部
。

(3)

中部
:

总体形态为 N N E 向长条形
,

作为南北两部分

的连接部分
。

由于自相似性
,

中部又可细分为一系列

准菱形盆地
。

较大的有太原盆地
,

其南北边界断裂走

向 N E E
,

东界为 N N E 向断裂
,

西 界为 N W 向断裂

所切
。

汾渭地堑系拉张量小
,

各部分准菱形特征不完

全
,

只是雏形
,

但正可作为准菱形盆地早期阶段的几

何特征
。

至此
,

读者也许会想到
,

汾渭地堑系北
一

中
-

南 3 部分
,

简直象 日本海
一

东海
一

南海 3 部分早期 的

缩影
,

两者何等相似 !

L S 依舒地堑

中国东部许多新生代地堑一直被认为是两个

(或多个 )近 于平行的断裂所夹持的简单构造面貌
。

然而
,

许多的资料分析表明
,

它们是一系列准菱形沉

陷区组成
。

依舒地堑正是其中实例
。

依舒地堑面积

约为 SO0 0 k m
, ,

近年来为寻找油气
,

各段进行了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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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及钻探
,

获得的资料表 明
,

它是 由 3 个断隆和 4

个断陷组成
。

前者总体走向 N N E
,

后者总体走向

N E E
。

准菱形的断陷左行雁列分布
,

东北角和西南

角伸 入断隆之中 (断隆只是新生界沉积厚度较小的

沉陷区 )
。

如方正断陷
,

其东北角和西南角分别伸入

依兰断陷和延寿断隆中 (图 6 )
。

断陷和断隆交替排

列在平面上构成 巨大 的齿形 (许浚远
,

1 99 1
,

1 99 3
,

1 9 9 7b )
。

9
, 主o k m 大同

了北

玉台
汤原

木

吕 }l
梁 段力梦原

中了/ 大

/丫 黔
皱

, ~
.

、 万右
, , 匆、

~ ~
;‘

.

- - 一
二, 口口尸

_ I中
资州凡 ,
H

7 杂

华 山

图 5 汾渭地堑系平面形态

0 6 0 k m
.
一

.
-

.
~ ~ 月

图 6 方正断陷平面形态

2 成因机制

月/ /

东亚陆缘不同规模新生代盆地几何特征的相似

性不是巧合
,

应当暗示着它们形成运动学和动力学

的相似性
,

即形成机制的相似性
。

2
.

1 运动学相似性

众所周知
,

拉分盆地平面形态呈菱形
,

故又称为

菱形盆地或菱形地堑 (M a n n ,

1 9 5 3 ;刘庆
,

2 9 8 6 )
。

它

形 成于走滑断裂的弯曲部位 (其 它部位 可归其 范

畴 )
。

走滑断裂为纯走滑断裂
,

两侧块体平行其运动
。

然而
,

在许多情况下
,

断裂两侧块体既不与走滑断裂

弯曲部位平行
,

也 不与其它段落平行
,

断裂全 线拉

张
,

形 成各段横 向拉张量不等的地 堑 (许浚远
,

1 9 9 4 )
。

设断裂走向为
a
角的段落横向拉张量 (垂直

于该段落的拉张量 )为
“ ,

走向为 月角的段落横向拉

张量为 b
,

地堑两侧块体分离方 向为 y 角
,

则两个段

落横向拉张量满足下列关系 (图 7 )
:

张量越大
,

形成地堑范围应越宽
,

从而形成两对角放

开的准菱形盆地
。

反之
,

越窄
。

同理
,

当一个地区不

只是发育一条孤立的断裂
,

而是两个走 向(如 N N E

和 N E E 向或 E W 向的)
、

不同级别的断裂交织成分

形 网络时
,

受到与两组断裂均不平行的拉张
,

便形成

自相似的准菱形盆地
:

总体准菱形
,

其内部次一级和

更次一级的沉降区亦呈准菱形
。

如果
,

再发育一组与

拉张方向不平行的断裂 (如 NW 向)
,

由于某些原 因

它在拉张过程中发育较弱
,

则破坏准菱形完整性 (为

方便起见仍称为准菱形 )
,

东亚陆缘边缘的新生代盆

/加
-

一
二二二

一
s in (7 一 a ) s in (y一刀)

显然
,

当 (y 一 a) > (y 一户时
, a > b ,

亦即分离方向走

向与分离方 向夹角较大的断裂部分
,

横向拉张量较

大
。

一般说来
,

其它地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横 向拉

巨口
‘

巨口
2

图 7 地堑 各级横向拉张量与走向关系理 论模型

1
.

地堑两侧块体分离矢量
; 2

.

地堑可能的边界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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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无论是平面形态还是展布方位均 是相似的
,

它们

的边 界断裂 为 N N E 向和 N E E 向 (或 近 E W 向)
,

N W 向断裂略有正断作 用
,

垂直 于 N E E 向 (或近

EW 向 )断裂的横向拉张量要大
,

此外
,

南海和 日本

海有 N E E
一

E W 向的磁异常条带
,

所有这些 几何特

征均表明它们形成的运动学特征是相似的
。

它们形

成时两侧块体分离方向近 N S 向 (偏东或偏西 )
。

2
.

2 动力学相似性

众所周知
,

新生代以来
,

东亚陆缘受印度板块和

太平洋板块的双重影响
。

古新世 一始新世早期 [ 6 5 一 4 5 (4 5 )M a
〕

:

印度板

块和太平洋板块分别 向北或北北西俯冲于欧亚板块

之下 (H ild e ,

1 9 7 4 ; U y ed a ,

x 9 8 3 )
,

西北太 平洋边 缘

的应力状态不十分清楚
,

此 间的盆地沉积为裂谷早

期的充填沉积
,

有可能处于弧后拉张环境
,

最小主应

力迹线作近 N S 向展布
,

准菱形盆地开始张裂
。

但这

一阶段沉积减少
,

拉张量小
,

无论其动 力学特征如

何
,

对新生代盆地的格局均没有决定性 的影响
。

始新世晚期一 渐新世中期 (45 ~ 30 M a )
:

45 M a

前
,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发生强烈碰撞
,

几乎同时太

平洋板块 由向北转为 向西俯冲于欧亚板块之下
,

整

个西北太平洋边缘的最小主应 力
。3

将作近 N S 向

展布
。

因为
,

一方面
,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之间的东

西两侧边界为近 N S 向
,

北侧边界为近 EW 向
,

印度

板块象个柱体楔入欧亚板块之中
,

理论上
,

处于印度

板块西
、

北
、

东的欧亚板块 内的最大主应力
a l

迹线

由碰撞 带 向东西两侧 发散
:

向东 由近 N S 向转 为

N W 向和 E W 向
,

另一方面
,

印度板块强烈地 碰撞

欧亚板块
,

使后者 向北后退
,

与向西运动的太平洋板

块间沿 N N E 向俯冲带 产生右旋剪切
,

欧亚板块东

缘
。3

迹线也可作近 N S 向展布 (参见图 8 中 A 点的

应 力极分析 )
,

(事实上
,

这两方面作用是同时发生

的)
。

新近研究表明
,

南海在这一时期经历了 N S 向

拉张 (L e e e t a l
,

1 9 9 4 )
。

、 到 / 到
, / 到

Z 欧
,
.’亚 板

; /

块 / 寡彝
,

/

一
苍 { ‘

嘿
依
组声

”伯
夕

雾厂 塑

黔
:宋丫

,
一初么/

/
\

\

/\
./

一

~
·

\
、

之
/ /

-

N

尸 登嘿
西安

尹
大 平 详

一办卜勺竺

\
‘ .

/

\

厂
\

, !

料

货
誉

匕五
,

入

歇
、

淤了 黔 洋 板 块

度

丫右醉1
.
r.’
.

.

几日仪

印

N 15
.

.

卢 / 公
O 受谷

户一
’ ‘

一
}

}

孽:卜.

拍扩

回团团团团团团曰回

度 详

.

.

习了

愁

丁 厂 t l

卜尹洲
.

户, I

、加里曼丹妙
二 I

又 了 昌1 /

准菱形盆地

走滑正断层

板块边界

板块边界剪应力

板块聚合方向

板块分离方向

推侧的的迹线

推洲的二迹蛾

推洲的 o3 迹线

0 44 0 88 0 k m

图 8 东亚陆缘新生代盆地格架形成的地球动力学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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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明的是
,

地壳中的应力是三维的
,

在拉张

区
,

地层减薄
,

地面一般下沉
,

正断作用为主
,

重力为

最大主应力 ;
在压缩区

,

地壳增厚
,

地面上升
,

逆断作

用为主
,

重 力为最小主应 力
;
拉张区与压缩区过渡地

带
,

重力为中间主应 力
。

因此
,

从隆起的印度板块前

缘青藏至陷落的欧亚板块东缘
,

水平的主应力是变

化的 (图 8 )
。

此外
,

欧亚板块东缘
。3

的展布也有小的

变化
,

由略偏西近 N S 向 (或 N N W 向 )向东转为 N S

向
,

甚至成略偏东的 N S 向
,

拉张强度 〔主要取决于

(“
,
一。3

)值〕向东增强
。

欧亚板块东缘的近 N S 向拉张
,

至少持续到渐

新世晚期
,

在近 N S 向拉张作用下
,

中生代期 间最为

活跃的 N N E 向和 N E E 向断裂重新活动
,

发生广泛

的具有走滑分量的正断作用
,

原 E W 向断层亦发生

最为 明显的正 断作用
,

并可 能形成新的 E W 向断

层
,

从而形成大大小 小的形态相似
、

展布方位相似
、

准菱形盆地
。

原 N W 向断层亦可发生一定的正断作

用
,

破坏准菱形盆地
,

此期近 N S 向拉张空前强烈
,

而且持续作用时间长
,

绝大多数盆地 内接受了始新

统和渐新统巨厚的沉积
,

构成新生代盆地沉积重要

部分
,

基本奠定了新生代盆地的准菱形格局
。

晚渐新世一中新世早 (中)期 〔5 0 一 1 7 ( 1 2 )M a〕
:

此问上述板块构造格局并未改变
,

但 由于欧亚板块

东缘遭受最强烈的拉张
,

由大陆裂谷转成大洋裂谷
,

打开了边缘海
。

南海 出现 了 3 0 ~ 1 7 (1 2 )M a
的 E w

向及 N E E 向磁 异常条带 (杨森楠
、

杨巍然
,

1 9 8 5 )
,

日木海 出现了 3 0 一 1 7 (2 2 )M a
的 N E E

一

E W 向的磁

异常条带
,

如果边缘海打开期间
,

软流面物质仅被动

上涌
,

则东亚陆缘应力状况与上一阶段相同
。

但是
,

如果边缘海打开某一时期
,

软流圈物质不但上涌
,

而

且强烈地推挤两侧板块
,

则边缘海 周缘应 力状况将

发 生变化 (许浚远
,

1 99 1
,

19 9 6b )
,

拉 张作 用可能停

止甚至发生剥蚀
,

东亚陆缘新生代盆地 内渐新统与

中新统之间广泛的角度不整合是否与此有关 ? 这是

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

这一时期边缘海的准

菱形格局进一步确定
,

陆上盆地准菱形格局基本没

有改变
。

中新世中 (晚 )期以后
,

边缘海停止扩张
,

东亚陆

缘恢复了近 N S 向拉张应 力状况 (或短期内可有局

部变化
,

视板块相对运动速度和软流圈物质调整而

定 )
。

中新世末至上新世印度板块对欧亚板块强烈挤

压
,

使汾渭地堑系格局最终形成
,

东亚陆缘其它盆地

准菱形格局进一步完善
。

图 8 展示的是东亚陆缘新生代盆地格架形成的

优势方位或综合方位
。

某时刻某地的更具体的主应

力方位则取决于 当时 3 大板块相互作用的更具体特

点和力学条件 (包括软流圈物质的作用 )
。

2
.

3 形成机制讨论

讨论两个重要问题
:
(l) 前新生代断裂构造格

局
,

以回答新生代盆地边界断裂的优势方位
。

(2)
“

挤

出构造
”

理论
,

以对东亚新生代构造最有影响的观点

提出质疑
。

2
.

3
.

1 前新生代断裂构造格局

地球表 面与其它 固体行星表面一样
,

断裂发育

的优势方位是 N N E
,

N E E 和 N W 向 (K in g
,

1 9 8 3
,

1 98 6 )
。

晚古生代联 合古大陆时期
,

东亚大陆分散的

断裂方位分布规律应如此
。

中生代期间
,

东亚陆缘有

过空前左行剪切已成为共识 (徐嘉炜
,

1 98 0 )
,

正是这

次剪切使 N N E 和 N E E 反 复进行破裂
,

得到最充分

发育
,

形成规模不同的齿形平移断裂
,

与发育不充分

的 N W 向断裂构成分形网络
。

南海
一

东海
一

日本海在

打开前的中生代期间可能构成巨大的齿形平移断裂

(注意
:

其位置与现在边界断裂可不一致 )
,

邦
一

庐断

裂是陆上齿形平移断裂典型代表 (合肥以南为 N E E

向
,

合肥
一

沈阳为 N N E 向
,

沈阳以北为 N E E 向)
。

由

于断裂的剪切弱化作用
,

呈分形 网络断裂在新生代

期 间继承性 活动
,

剪 切弱 化 作 用最 强 的 N N E 和

N E E 向断裂继承性活动最优先
:

成为准菱形盆地的

边界断裂的优势方位
。

但是否重新活动
,

除后期应力

状态决定外
,

还受断裂所处岩石圈 自身强度和后期

愈合程度 (舒尔曼
,

1 9 7 7) 的影响
。

想强调指出
,

东亚陆缘以 N N E 和 N E E 向大型

断裂总体上占优势
,

并不排除其它方位的大型断裂

存在
,

如 E W
、

N W 向及 N S 向断裂等等
,

如果一个

局部地区 E W 向断裂也相当发育
,

在 N S 向拉张作

用下
,

它优先成为盆地边界断裂
,

如果一个局部地区

仅有 E W 向大 型断裂 发育
,

则 N S 向拉 张 只形 成

E W 向长条形盆地 (如合肥盆地 )
。

如果一个局部地

区仅 NW 向和 E W 向大型断裂发育
,

则可形成以这

两组断裂构成边界的盆地 (如江汉盆地 )等等
。

但是
,

东亚陆缘近 N S 向拉张是右行剪切的诱导
,

就变形

而言属右行旋转变形
。

因此
,

无论是大型断裂的优势

方 位
,

还是 新 生代的变 形 方 式
,

都是 十分 有 利于

N N E 向和 N E E 向断裂构成边 界的准菱形盆地发

育
。

2
.

3
.

2 “

挤 出构造
”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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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陆缘新生代盆地形成机制历来为大地构造

工作者所关注
,

提出过不少见解
。

积极推动了该问题

的解决
。

就 日本海成因机制
,

80 年代后期国外一些

学者摒弃了 K r ig 经典的边缘海成因理论
,

提出了有

说服力的新观点
:

即 日本海是沿 日高
一

挞靶剪切带和

对马
一

梁 山剪切带 发 生右行走 滑形成 的拉 分盆 地

(L alle m a n d e t a l
,

1 9 8 5 ; K im u r a ,

1 9 8 6
,

1 9 9 0 ; Jo -

liv e t
,

1 9 8 6
,

1 9 8 9 )
。

此种认识
,

给我们研究整个东亚

陆缘新生代盆地的形成以深刻的启迪
。

然而有关南

海和陆上的新生代盆地 成因
,

目前的认识仍是应用

T a p p o n ie r ( 19 8 2 )的
“

挤 出构造
”

理 论来解释的 (Jo -

liv et
,

1 98 9 )
,

即
:

南海是 N W 向红河断裂左行走滑

造成的 N w
一
S E 向拉张形成的

。

汾渭地堑和渤海湾

盆地是 N W W 向甘肃
一

渭河断 裂 (西 与阿尔金断裂

相连 )左行走滑造成 N WW 向拉张形成的等等
。 “

挤

出构造
”

理论是东亚陆缘盆地构造演化方面最有影

响的观点
。

然而
,

它不能解释诸多事实
。

首先
,

它不

能解释东亚陆缘新生代盆地几何特征和展布的相似

性
。

N W W 向拉张只能造成汾渭地堑中部 (N N E 向 )

较南北两部分有更大的横 向拉张
,

渤海湾盆地垂直

于 N N E 向有更大的横向拉张
,

事实却与之相反
。

其

次
,

N W 向拉张不能形成 南海近 N E E 向至 E W 向

的磁异常条带
。

Jol ive t (1 98 9) 虽指出这一矛盾现象
,

但仍然牵强地用了
“

挤出构造
”

理论
。

第三
,

东亚大陆

向太平洋一侧滑移蠕散不能解释中国东海的打开和

日本海的打开
,

等等
。

或许有人要说
“

挤 出构造
’,

理论

是有理论和实验基础的
,

但 问题出在边界条件的假

定 上
,

主要 有两 点
:
(1) 东亚大陆大 断裂 只标 定 了

N W 或 N W W 向红河 断裂和 阿 尔金
一

甘肃
一

渭河 断

裂
,

而忽略了占绝对优势的 N N E 向和 N E E 向大断

裂
。

然而
,

所标定的 N W 向和 N W W 向断裂并非是

新生代形成的
,

而是中生代甚至古生代就已存在
,

它

们并非
“

挤 出滑移
”

的产物
。

忽略了 N N E 和 N E E 向

及其它方位大断裂
,

就忽视断裂的剪切弱化作用造

成 的断裂继承性发育这 一十分重要 的变形现 象
。

(2) 将欧亚板块的西部和北部固定
,

欧亚板块西部或

许较东部有更大的阻抗
,

但仍可能蠕散物质
,

不能完

全固定
。

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必然使后者向

北运动
,

东亚陆缘要产生右旋剪切分量
,

事实上中国

东部新生代盆地中 N N E 和 N E E 向正断层有右行

走滑分量已广为人知
,

而 N W W 和 N W 向断层有左

行走滑分量未见报道
。

3 结论

(l) 东亚陆缘新生代盆地的几 何特征和展布方

位具有相似性
,

即以 N N E 向
、

N E E 向及 E W 向断

裂构成边界的准菱形盆地占绝对优势
。

(2) 东亚陆缘新生代盆地形成的运动学具有相

似性
,

它们形成时两侧块体近 N S 向分离
。

(3) 东亚陆缘新生代盆地形成的地球动力学具

有相似性
,

印度板块对欧亚板块的碰撞和推挤
,

太平

洋板块的向西俯冲共同造成东亚陆缘最小主应力 ‘

方位作 N S 向展布 (西部偏西
,

东部可能偏东 )
。

(4) 东亚陆缘新生代盆地边界断裂主要 是由于

断裂剪切弱化作用
,

中生代期间形成的 N N E
、

N E E

及其 Ew 向断裂继承性活动的产物
。

T aP p o ni er 的
“

挤出构造
”

理论不能解释东亚陆缘新生代构造变形

主要事实
。

本文先 后得到杨巍然教授
、

徐嘉炜教授 审阅和

指点
,

向他们 致以崇高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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