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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生代两个古大洋与沉积盆地
高长林 ,叶德燎 ,黄泽光 ,吉让寿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 ,江苏 无锡 　214151)

摘要 :中国西南部特提斯洋由班公湖—怒江小洋盆和雅鲁藏布江主洋盆及其间的拉萨小陆块组成。特提斯演化可划分为以下 5

个阶段 :1)裂谷起始阶段 ( P) ;2)扩张阶段 ( T1 —J 2 - 3) ;3) 班公湖—怒江洋敛合阶段 (J 2 - 3 —K1) ,拉萨陆块向北漂移 ,班公湖—怒

江洋自东向西封闭 ,拉萨地块拼合到亚洲大陆块上 ;4)主洋盆俯冲阶段 ( K1 —E2) ,主洋盆急剧向北俯冲 ,形成冈底斯陆缘火山弧

和日喀则弧前复理石堆积 ,喜马拉雅地区由被动边缘沉积 ( K2 - 3) 向局部残留“台型”浅海沉积过渡 ( E1 —E2
2 ) ;5) 碰撞阶段 ( E3

2 —

Q) ,从始新世晚期起 ,印度陆块与亚洲大陆碰撞 ,影响范围波及整个中国中西部 ,陆内前陆盆地和拉分盆地形成。南海确实存在

过一个中生代特提斯海洋。晚侏罗—早白垩世的动物具有太平洋动物群的特色 ,说明此期的特提斯洋可能和太平洋沟通。南海

东北与南部边缘中生代时中特提斯海与西太平洋沟通。中国东南部大陆边缘中生代构造演化有 2 个重要特点 :1) 古特提斯俯冲

阶段 ( T2 —J 2) ,洋壳向亚洲大陆俯冲和沿南北向转换断层平移活动 ,亚洲大陆东部外侧增生 ,该洋盆是古特提斯的直接延伸部

分 ;2)中国东部 J 2 以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85 Ma 左右三联点扩张形成的太平洋是这一转变的标志 ,库拉板块向北移动 (J 2 —

K1)和向亚洲东北部俯冲、微地块拼贴 ,而在中国华南和台湾则沿南北向转换断层斜向俯冲和微地块拼贴 ,形成从锡霍特阿林—

西南日本—琉球群岛—台湾中部的俯冲增生造山带和华南广阔的火山—岩浆带。裂谷盆地和拉分盆地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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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南部中生代特提斯洋由班公湖 —怒江

小洋盆和雅鲁藏布江主洋盆及其间的拉萨小陆块

组成[ 1～5 ] 。特提斯洋的形成演化影响了整个中国

中西部中新生代陆内前陆盆地和拉分盆地的形成

演化 (图 1) [6～13 ] 。南海存在中生代特提斯海洋。

晚侏罗 —早白垩世的动物具有太平洋动物群的特

征 ,说明此期的特提斯洋可能和太平洋沟通。中国

东南部大陆边缘中生代构造演化有 2 个重要特点 :

1)古特提斯洋的俯冲 ( T2 —J 2 ) ,洋壳向亚洲大陆俯

冲和沿南北向转换断层平移活动 ,亚洲大陆东部外

侧增生[14～17 ] ; 2) 中国东部 J 2 以后发生了重大变

化 ,在 185 Ma 左右三联点扩张形成的太平洋为这

一转变的标志 ,库拉板块 (J 2 —K1 )向北移动和向亚

洲东北部俯冲、微地块拼贴 ,而在中国华南和台湾

则沿南北向转换断层斜向俯冲和微地块拼贴 ,形成

从锡霍特阿林 —西南日本 —琉球群岛 —台湾中部

的俯冲增生造山带和华南广阔的火山 —岩浆带。

裂谷盆地和拉分盆地形成[18～26 ] 。

1 　中国西南部特提斯洋形成和演化

中生代特提斯洋分为南北 2 支 ,分别为雅鲁藏

布江洋和班公湖—怒江洋。其间为冈底斯陆块。印

度河 —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及其代表的洋盆的时

图 1 　中国及邻区构造 —盆地略图 ( T3 —J 1 ) [6 ]

1. 造山带及主要缝合带 ;2. 挤压带 ;3. 扩张洋盆 ;4. 被动边缘 ;
5. 台地 ;6. 前陆盆地 ;7. 走滑盆地 ;8. 坳陷 ;

IS. 印支微陆块 ;SQ T. 南羌塘微陆块 ;L S. 拉萨微陆块 ; IN. 印度陆块

Fig. 1 　Sketch map showing tectonics and basins
in China and it s surrounding areas ( T32J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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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应介于三叠纪 —中白垩世。古地磁资料表明 ,洋

盆规模不会小于 2 000 km ,因而是特提斯的主洋

盆。晚侏罗世 —早白垩世 ,它分隔了南、北两大生

物区 ,也证明了这一点[ 27～35 ] 。

1 . 1 　班公湖—怒江小洋盆

青藏地区班公湖 —怒江洋是特提斯洋演化的

一个重要部分 ,经历了 4 个演化阶段 :

1. 1. 1 　裂谷阶段 ( T)

冈底斯 —念青唐古拉地块和羌塘地块的南部

在二叠纪时具有相同的沉积建造和冷暖混生生物

群。早三叠世 ,“基麦里中间小块板”在向北漂移过

程中 ,沿班公湖 —怒江一线 (在基麦里地块内部)出

现拉张 ,北部的羌塘板块与南部的冈底斯 —念青唐

古拉地块逐渐分离 ,其间开始发育裂谷沉积。

1. 1. 2 　小洋盆阶段 (J 1 —J 2 )

早侏罗世 ,裂谷继续拉张 ,冈底斯 —念青唐古

拉地块和羌塘地块完全分离 ,形成岛屿状陆块 ,同

时裂谷底部出现洋壳。班公湖 —怒江西段舍马拉

沟蛇绿岩中层状辉长岩的 Sm —Nd 同位素内部等

时线年龄为 (191 ±22) Ma , K—Ar 同位素年龄为

(140. 00 ±4. 07) Ma 和 (152. 30 ±3. 60) Ma ,可以

认为 Sm —Nd 同位素内部等时线年龄代表了洋盆

的张开年龄。班公湖 —怒江洋盆到中侏罗世亦已

具相当规模 ,在两侧陆块边缘同样发育被动边缘 ,

沉积了巨厚的浅海—次深海碳酸盐岩夹碎屑岩、火

山岩和砂泥质或钙质浊积岩。

1. 1. 3 　洋盆敛合阶段 (J 2 —K1 )

中侏罗世 ,班公湖 —怒江小洋盆的洋壳发生俯

冲 ,洋盆开始封闭。在洋盆的南侧发育弧 —盆体

系。中侏罗世 ,洋壳向冈底斯陆块俯冲 ,自东向西

斜向会聚 ,是残余洋盆萎缩消亡的过程 ,其消亡时

间自东向西迁移 ,东段为中侏罗世 ,西段为晚侏罗

世末。残余洋盆的消亡一直延续到早白垩世。

1. 1. 4 　碰撞阶段 (J 3 —K2 )

早白垩世晚期 ,小洋盆封闭后 ,在弧 —陆碰撞

后续的陆内俯冲挤压构造环境下 ,残余海盆消亡 ,

海水完全退出 ,进入陆内造山阶段。陆相磨拉石建

造广泛不整合于早白垩世地层之上 ,造山运动伴随

一系列构造变形组合 ,逆冲断层、韧性剪切带和叠

加褶皱十分发育 ,伴有 S 型花岗岩。

1 . 2 　雅鲁藏布江洋

1. 2. 1 　裂谷阶段 ( P)

这一阶段以喜马拉雅地区早二叠世末期 —晚

二叠世早期的沉积间断面和拉萨 —申扎地区陆壳

上普遍缺失沉积 ,以及沿雅鲁藏布江一带分布有晚

二叠世大陆裂谷型基性火山岩组合为标志。

1. 2. 2 　小洋盆阶段 ( T —J 2 - 3 )

三叠纪起 ,印度河 —雅鲁藏布江一带扩张 ,大

洋盆形成。稍后形成班公湖 —怒江洋盆 ,在 2 个洋

盆中发育了完好的蛇绿岩套和深海沉积。2 个洋

盆分隔了 3 个陆块 :古亚洲联合陆块、包括拉萨地

块在内的“基麦里中间陆链”和喜马拉雅 —印度陆

块。雅鲁藏布江蛇绿岩主要由超镁铁岩、少量堆积

辉长岩、席状岩床 (墙) 杂岩和枕状熔岩等组成 ,并

伴有含放射虫硅质岩的深海沉积物。在印度河 —

雅鲁藏布江主洋盆两侧 ,拉萨地块南缘的三叠系 —

侏罗系和北喜马拉雅整个中生界都具有被动大陆

边缘沉积 ,主要为浅海 —半深海硅质岩 —碳酸盐

岩 —基性火山岩组合。

1. 2. 3 　洋盆敛合阶段 (J 2 - 3 —E
2
2 )

早期俯冲作用 (J 3 —K1 )发生于晚侏罗世 ,以晚

侏罗世 —早白垩世桑日群和早白垩世恰布林组为

代表。代表活动陆缘岛弧环境火山 —沉积岩系安

山岩 中 测 得 2 组 Rb —Sr 等 时 年 龄 分 别 为

(125. 23 ±21. 50 ) Ma 和 (192. 76 ±2. 42) Ma ,时

代定为晚侏罗世 —早白垩世[14 ] 。

俯冲 —碰撞发生于中白垩世 ,以南部的混杂

岩、蛇绿岩和日喀则弧前盆地沉积为代表。混杂岩

是缝合带南侧分布面积最大的沉积 —构造单元 ,北

面与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带叠合 ,南至喜马拉雅地体

沉积。混杂岩基质由南向北主要为晚三叠世浅变

质砂岩、板岩和晚侏罗世 —早白垩世杂色硅质岩 ,

外来岩块主要为二叠纪、三叠纪灰岩、硅质岩、白垩

纪灰岩 ,主要混杂期为中白垩世 —始新世。混杂岩

中发育 Ⅰ型花岗岩 , K—Ar 同位素年龄在 20. 4～

43. 3 Ma。南部混杂岩实际上是印度大陆在中白

垩世 —始新世发生俯冲 —碰撞时于雅鲁藏布江南

侧形成的增生杂岩体 ,代表了新特提斯洋消亡遗迹

的主体 ,是缝合带的主要组成部分[14 ] 。

1. 2. 4 　碰撞阶段 ( E
3
2 —Q)

始新世末 ,印度陆块与欧亚陆块沿印度河 —雅

鲁藏布江缝合线发生陆 —陆碰撞 ,在冈底斯火山 —

岩浆弧发育有碰撞型花岗岩 (15～6 Ma) 。区内海

水全部退出 ,出现晚始新世 —中新世同造山碰撞前

陆磨拉石盆地。同造山磨拉石盆地主要分布在缝

合附近 (大竹卡、罗布沙盆地等) 的岩浆弧上。中新

世以后 ,随着印度板块继续向北推挤、下插强化 ,在

印度克拉通前缘发生陆内俯冲 ,导致地壳大幅度增

厚、高原强烈抬升 ,结果喜马拉雅造山带沿先成断裂

大规模向南推覆 ,形成西瓦利克前陆盆地[1 ,27～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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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特提斯构造域中部油气资源分布 [7 ]

Fig. 2 　Oil and gas dist ribution in basins in the middle Tethys tectonic domain

　　特提斯洋的打开与古特提斯洋盆向北俯冲、敛

合几乎同步 ,是冈瓦纳一侧离散运动的结果。经中

间陆链向北漂移及印度河 —雅鲁藏布江洋进一步

扩张、消减等充分演化 ,欧亚陆块依次碰撞增生 ,其

时限从晚二叠世早期至今 ,历时 200 Ma [ 1 ,27～31 ] 。

特提斯构造域中部分含油气盆地油气资源分

布如图 2 所示[7 ] 。

2 　南海特提斯期沉积盆地

白垩纪南海的大部分可能为一个具有薄硅铝

层的特提斯海所占据[2 ] ,确实存在过一个相当广泛

的中生代特提斯海洋 (图 3) [36 ] 。

2 . 1 　中生代海相地层分布

南海北部海区中生代海相地层主要分布于珠

江口盆地东北部东沙 —澎湖 —北港隆起北西侧的

韩江、东山 —浅滩凹陷及南东侧的潮汕坳陷与台西

南盆地 ,地层时代主要为早白垩世与早侏罗世。南

海南部海相中生代地层主要见于礼乐、南薇、西巴

拉望与北巴拉望 4 个盆地 ,地层时代主要为早白垩

世与晚侏罗世。南北两区中生代地层可以对比。

南海北部的东山 —浅滩凹陷中生代地层厚度一般

超过 4 000 m ,潮汕坳陷厚度大于 5 000 m ,韩江凹

陷为 3 000～4 500 m。三者中生代凹陷面积共约

25 000 km2 。南海南部中生代地层厚度大于 2 500 m ,

4 个盆地面积之和大于 10 ×104 km2 。中生代沉积

盆地中 ,单个背斜构造的面积较大、断裂较少 ,有利

于油气聚集[36 ] 。

钻井揭示海区中生代地层主要为早白垩世浅

海相或内浅海相碎屑岩夹灰岩或煤线与褐煤。反

射地震显示其下尚有倾斜层状结构的以碎屑岩为

主的地层 ,解释为晚三叠 —早侏罗世地层。这 2 套

反射层系多褶皱变形 ,其顶部多被削蚀与上覆地层

成角度不整合接触 ,这种现象北部海区较南部海区

明显。钻井揭示下白垩统地层之上缺失上白垩统

及古新统地层 ,反映早白垩世之后地壳强烈隆升 ,

北部海区持续隆升至早渐新世 ,南部海区隆起结束

较早 ,发育有始新统沉积。

2 . 2 　与特提斯洋的关系

从南海及其周边陆区中生代地层的分布及大

型古生物动物群亲源性主要为特提斯型来看 ,本区

在中生代中晚期经历了 2 次重要的海侵 ,一次发生

在印支运动后的晚三叠 —早侏罗世 ,另一次发生在

晚侏罗世与早白垩世 ,其海水来源于西藏拉萨地块

以北和以南的北中特提斯海与南中特提斯海 ,属于

主特提斯向东的延伸。

微体古生物放射虫动物群及其硅质岩主要分

布于南海南部及东北边缘 ,时代主要是晚侏罗 —早

白垩世 ,并与混杂堆积有关。放射虫的亲源性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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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南海及邻区海相中生代地层及新生代盆地分布 [36 ]

1. 北部湾盆地 ;2. 琼东南盆地 ;3. 珠江口盆地 ; 4. 台西盆
地 ;5. 台西南盆地 ;6. 莺歌海盆地 ;7. 中建盆地 ;8. 归仁盆
地 ;9. 西沙南盆地 ;10. 湄公盆地 ; 11. 万安盆地 ; 12. 昆仑
盆地 ;13. 曾母盆地 ;14. 文莱—沙巴盆地 ;15. 西巴拉望盆
地 ;16. 北巴拉望盆地 ;17. 西吕宋海槽盆地 ;18. 仁牙因湾
盆地 ;19. 卡加延盆地 ;20. 南薇盆地 ;21. 永署盆地 ;22. 郑
和盆地 ;23. 华阳南盆地 ;24. 安渡盆地 ;25. 礼乐盆地 ;26.
笔架南盆地 ;A. 韩江凹陷 ;B. 东山—浅滩凹陷 ; C. 潮汕坳
陷 ;a . 潮汕坳陷剖面段 ; b. 礼乐盆地剖面段 ; c. 南薇盆地
剖面段 ;A1. 礼乐滩 A1 井 ; Ca. Cadlao - 1 井 ; Cat . Catalat
- 1 井 ; CF. CFC - 1 井 ; G. Guntao - 1 井 ; Pe. Penascosa
- 1 井 ;S. Sampaguita - 1 井

Fig. 3 　Dist ribution of Mesozoic marine st rata and
Cenozoic basi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adjacent areas

西太平洋的深海大洋型。从古生物特征来看 ,晚侏

罗 —早白垩世的动物具有太平洋动物群的特色 ,说

明此期的特提斯海可能和太平洋沟通。反映南海

东北与南部边缘中生代时中特提斯海与西太平洋

沟通 ,晚侏罗世时受西太平洋向欧亚大陆消减的影

响 ,形成亚洲东部边缘汇聚带。

3 　中国东部西太平洋构造演化

中生代 ,特提斯洋与太平洋之间基本上是通过

南北向转换断层错开近东西向洋中脊的方式而互

相连接。由此 ,中国东部在洋壳自南向北的扩张、

俯冲和陆块碰撞下发生强烈的印支 —燕山期及其

以后的构造变动 ,对中国东部及其海域内不同时期

盆地的形成和演化起着控制作用[37～49 ] 。西太平洋

板块形成演化对认识中国大陆内及其海域盆地的

形成有重要意义。

3. 1 　西太平洋板块和库拉板块形成( T—J2 )

若追溯到距今 190 Ma 以前 ,在西太平洋地区

并不存在西太平洋板块 ,而是由库拉板块和菲尼克

斯板块所占据。它们的西边是特提斯板块 ,东边是

法拉隆板块。库拉板块西界以北 —南向的转换断

层与特提斯板块相联系。约 185 Ma 前 ,太平洋板

块从库拉、法拉隆和菲尼克斯板块间扩张脊的三连

点开始形成、发展。自 Hilde[50 ]恢复太平洋板块运

动史以来 ,历经多位学者逐步深入研究 ,迄今尚未

达到完全统一。但法拉隆、库拉板块在东亚大陆边

缘盆地的依时序形成及相应的火山岩浆作用之间

存在着基本对应的关系。

3. 2 　太平洋板块扩张和库拉板块消亡( J2 —K1 )

从中侏罗世 (160 Ma) 开始 ,太平洋板块不断

向北扩张 ,同时伴随库拉板块向北斜向俯冲于欧亚

板块之下。由于此时板块运动方向与东亚大陆边

缘呈 28°～42°的夹角 ,板块运动表现为以剪切走滑

占主导地位的斜向俯冲碰撞 ,故东亚地区表现为一

宽广的以剪切活动为主的活动大陆边缘 ,并且板块

的俯冲在大陆边缘产生了 3 种构造响应 :1)形成了

以郯 —庐断裂带为代表的巨型北北东向左行剪切

走滑构造系统 ;2)沿一些古老地体边界或古缝合带

形成一系列北东向剪切挤压造山带 ,如作为华北、

扬子两大板块印支期古缝合带的东延部分 ,苏鲁构

造带左行平移后 ,于晚中生代转化为一条剪切挤压

造山带 ,沿此构造带持续发生 A 型俯冲 (华北板块

俯冲于扬子板块之下) 和剪切造山 ;3) 在大陆边缘

外侧 ,一些外来地体 (如鄂霍茨克海微陆块及东山

地体等)拼贴增生于东亚大陆边缘之上 ,且形成一

些地体拼贴带[ 51 ] 。

3. 2. 1 　东北地区

从晚三叠世开始 ,由于库拉板块向北西俯冲 ,

引起地壳的褶皱与隆升 ,在一些山间盆地中发育一

套灰色陆屑含煤建造 ,产生北东向断裂 ,沿断裂有

火山喷溢。早 —中侏罗世 ,库拉板块继续向大陆俯

冲 ,形成强烈的挤压及左旋扭动 ,使断裂均具左行

平移特征。这一俯冲作用使一些隆起轴部出现了

拱顶陷落的张性断裂 ,形成火山盆地和同造山型花

岗岩侵入。晚侏罗 —早白垩世早期是库拉板块强

烈挤压俯冲消亡阶段 ,地壳中产生的部分熔融物质

及由板块俯冲诱导出的次级对流作用导致火山喷

发、岩浆侵入 ,形成了广泛发育的钙碱性火山复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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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建造和同造山型花岗岩侵入。此后由于库拉板

块消亡 ,深部热活动衰退 ,岩浆活动减弱 ,造成区域

性地壳下降 ,使该期彼此分割的断陷盆地逐渐过渡

到大型盆地 ,接受被盖式沉积。

3. 2. 2 　东南地区

余心起等[52 ] 系统分析、总结了中国东南部地

区中新生代地层的分布状况、沉积作用和构造特

征 ,认为地层分布总体上具北东走向、南东 —北西

分带。中国东南部早、中侏罗世普遍为拉张裂陷沉

积环境 ,在赣南、粤北、闽西一带发育双峰式火山

岩 ,稍后可能受到区域性挤压 ,如皖南、浙西、赣东

北等地有由南东向北西逆冲的压性构造。早白垩

世为火山喷发高峰期 ,研究区均不同程度地发生了

火山喷发 ,其中东南沿海发育大面积火山岩。这些

结果表明 ,早—中侏罗世受古特提斯构造域和太平

洋构造域的共同影响 ,中侏罗世之后由太平洋板块

占主导 (图 4) [ 52 ] 。

3. 3 　太平洋板块俯冲消减( K2 —Q)

自晚白垩世 (100 Ma) 以来 ,库拉板块在经历

了长期向欧亚板块之下俯冲后 ,趋于消亡 ,库拉板

块 —太平洋洋脊开始俯冲于欧亚板块之下。同时 ,

板块俯冲的方向也由北北西向转为北西向 ,从而改

变了东亚大陆边缘的构造环境属性 ,由具宽广剪切

活动带的大陆边缘转变为斜向俯冲边缘 ,板块运动

表现为近正向 (存在一定剪切分量)的斜向俯冲 ,成

为东亚地区晚中生代构造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中

国东部陆地部分主要经历了库拉板块 (J 2 —K1 ) 俯

冲消亡、以挤压为主的陆缘造山环境和太平洋板块

( K2 —Q)以拉张为主的陆缘非造山环境[ 53 ] 。

3. 3. 1 　东北地区

晚白垩世 ,太平洋板块由南东向北西推进 ,西

伯利亚板块由北西向南东推进 ,在这 2 个板块的双

重作用下 ,巨大断块下陷形成一系列断陷盆地 ,进

入以裂陷为主的阶段 ,表现为大幅度拉张 ,出现了

深裂陷和高隆起。再度形成北东向展布的盆地 —

山脉构造格局 ,自北西向南东依次出现乌兰浩特构

造岩浆隆起区、松辽断拗盆地、大黑山隆起区、伊舒

裂陷带、张广才岭构造岩浆隆起区、敦密裂陷带、老

岭 —老爷岭构造岩浆隆起区。出现了以伊舒、敦密

裂陷带为主的北东向平行分布的裂隙 —中心式碱

性玄武岩火山岩带。形成著名的白头山、龙岗等近

代火山群。古近纪末期 ,由于太平洋板块沿千岛和

东北日本列岛的东侧俯冲作用加强 ,受到强烈挤压

变形 ,形成一系列高角度逆冲断层 ,如伊舒裂陷带

西侧莫里青处的志留系逆冲到古近系之上。此时

为裂陷带萎缩期 ,裂陷带相继封闭[54 ] 。

3. 3. 2 　东南地区

早白垩世以后 ,华南全区转为拉张环境 ,发育

大量中、小型断陷盆地等伸展型盆地。晚白垩世 —

第三纪 ,地壳继续处于拉张松弛环境 ,形成以裂谷

图 4 　华南东部中新生代大地构造单元 [52 ]

1. 前寒武纪陆块 ;2. 华北板块 ;3. 扬子板块 ;4. 晚中生代岩浆岩带 ;
5. 印支缝合带 ;6. 晚中生代缝合带 ;7. 新生代板块俯冲带

Fig. 4 　Tectonic unit s in the east part of South China during Meso2Cenozo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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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为主要特征的火山 —沉积岩石组合。

3. 3. 3 　近海地区

70～53 Ma ,印度板块和澳大利亚板块从南极

洲板块裂离 ,印度洋板块开始扩张 ,使太平洋板块

沿北 —南向转换断层走滑 ,向亚洲板块东南作斜向

俯冲。晚白垩世 —古近纪时期 ,原来中生代库拉 —

太平洋壳通过转换断层非均一扩张并向亚洲大陆

东缘俯冲、增生拼贴的构造格局发生了一系列的变

化[37～41 ] 。印支半岛和加里曼丹及至印尼岛屿向亚

洲大陆拼贴形成的巽他古陆发生了裂解。当时 ,印

支古陆沿红河断裂顺时针转动 30°～40°。

40 Ma (晚始新世) ,太平洋板块的运动和俯冲

方向由北北西转为西北西 ,原来北 —南向的转换断

层变为新的俯冲带 ,菲律宾板块开始形成并发展。

对欧亚板块东南缘来说 ,太平洋板块的俯冲由斜向

改为垂向。与此同时 ,由于特提斯板块俯冲消亡 ,

印度板块和亚洲板块南缘发生强烈碰撞。近来一

些调查分析提出 ,太平洋板块运动沿热柱轨迹的转

向和后退弧的形成同菲律宾海的形成与扩张的关

系更加密切[53 ] 。扩张大致始于古新世 —始新世

(48～42 Ma) ,位置在澳大利亚板块东北 ,与南海

扩张遥相贯通。起初扩张指向东北 ,后来在渐新世

(37 Ma)随着太平洋转向北西西运动而协调运动 ,

向北顺时针旋转扩张。这时中国大陆边缘 (包括琉

球 —台湾一带) 主要是受菲律宾板块运动的控制。

陆洋之间从转换关系转变为俯冲关系。这种转变

明显影响到东海大陆边缘的格局。菲律宾海扩张

方向变化指示板块带动了台湾 —菲律宾左行断层

的发展。原菲律宾弧向北移动 ,围限了渐新世以来

(33～17 Ma) 扩张的南海。最终在前 5 Ma 左右 ,

菲律宾板块向北仰冲 ,台湾东岸山脉形成。

25 Ma ,太平洋板块向西北西加快运动 ,板块

南侧的东 —西向洋脊西端又俯冲到亚洲板块之下。

10 Ma (晚中新世) ,太平洋板块西部新生的菲律宾

板块因不断向西俯冲 ,导致吕宋火山岛弧与台湾岛

碰撞 ,并使琉球岛弧从当时的大陆边缘裂开。对上

述演化过程的认识 ,特别是库拉板块北北西向俯

冲 ,太平洋板块南北两侧洋脊先后俯冲到亚洲板块

东南缘之下 ,太平洋板块运动方向的改变和菲律宾

板块西向俯冲等大事件 ,对东海陆架盆地的形成和

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东海陆架盆地西部古新世

发育大陆边缘裂谷盆地 ;东部渐新世 —中新世坳陷

带是大陆边缘弧后前陆盆地。古近纪南海扩张与

菲律宾海形成和演化 ,复杂化了太平洋板块西缘的

构造格局。它们的运动发展一方面导致新生代中

国大陆边缘断陷和坳陷的形成 ,控制着南海和东海

盆地结构的分异 ;另一方面也影响着中国大陆内部

应力格局的变化和中国东部多期次断陷活动的普

遍发育[42 ] 。

4 　结论和讨论

中国西部特提斯洋由班公湖 —怒江小洋盆和

雅鲁藏布江主洋盆及其间的拉萨小陆块组成。班

公湖 —怒江小洋盆和雅鲁藏布江主洋盆的形成演

化既具一定的同步性又具一定的差异性 ,同步是 :

裂谷及小洋盆形成起始时间是同时的 ( P) 。差异

是 :班公湖 —怒江洋敛合起始和结束时间较早

(J 2 - 3 —K1 ) ,拉萨陆块向北漂移 ,班公湖 —怒江洋

自东向西封闭 ,拉萨地块拼合到亚洲大陆块上 ;而

雅鲁藏布江主洋盆敛合起始和结束时间较晚

( K1 —E2 ) ,主洋盆急剧向北俯冲 ,形成冈底斯陆缘

火山弧和日喀则弧前复理石堆积 ,喜马拉雅地区由

被动边缘沉积 ( K2 - 3 ) 向局部残留“台型”浅海沉积

过渡 ( E1 —E
2
2 ) 。从始新世晚期起 ( E

3
2 —Q) ,印度陆

块与亚洲大陆碰撞 ,影响范围波及整个中国中西

部 ,陆内前陆盆地和拉分盆地形成。

已有资料表明 ,南海地区确实存在过一个中生

代特提斯海洋 ,晚侏罗 —早白垩世的动物具有太平

洋动物群的特色 ,反映南海东北与南部边缘中生代

时中特提斯海与西太平洋沟通。

距今 190 Ma 以前 ,在西太平洋地区并不存在

西太平洋板块 ,而是由库拉板块和菲尼克斯板块所

占据。它们的西边是特提斯板块 ,东边是法拉隆板

块。库拉板块西界以北 —南向的转换断层与特提

斯板块相联系。中国东南部大陆边缘中生代构造

演化有 2 个重要特点 :1) 古特提斯俯冲阶段 ( T2 —

J 2 ) :洋壳向亚洲大陆俯冲和沿南北向转换断层平

移活动 ,亚洲大陆东部外侧增生 ,该洋盆是古特提

斯的直接延伸部分。2) 中国东部 J 2 以后发生了根

本的变化 ,185 Ma 左右三联点扩张形成的太平洋

是这一转变的标志。从中侏罗世 (160 Ma) 开始 ,

太平洋板块不断向北扩张 ,同时伴随库拉板块向北

斜向俯冲于欧亚板块之下。库拉板块在东亚大陆

边缘盆地的形成及相应的火山岩浆作用之间存在

着基本对应的关系。库拉板块向北移动和向亚洲

东北部俯冲、微地块拼贴 ,而在中国华南和台湾则

沿南北向转换断层斜向俯冲和微地块拼贴 ,形成了

从锡霍特阿林 —西南日本 —琉球群岛 —台湾中部

的俯冲增生造山带和华南广阔的火山 —岩浆带。

太平洋板块俯冲消减 ( K2 —Q ) , 自晚白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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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Ma )以来 ,库拉板块在经历了长期向欧亚板

块之下俯冲后 ,趋于消亡。库拉板块 —太平洋洋脊

开始俯冲于欧亚板块之下 ,在中国东部陆地部分 ,

主要经历了库拉板块 (J 2 —K1 )俯冲消亡 ,以挤压为

主的陆缘造山环境和太平洋板块 ( K2 —Q) 以拉张

为主的陆缘非造山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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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PALAEO2OCEANS AND SEDIMENTARY BASINS

D URING MESOZOIC ERA IN CHINA

Gao Changlin , Ye Deliao , Huang Zeguang , J i Rangshou

( W ux i Research Insti tute of Pet roleum Geolog y , Research Insti tute

of Pet roleum Ex 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 S I N O P EC, W ux i , J iangsu 214151 , China)

Abstract : The Tethys Ocean is composed of t he Bangong Lake2Nujiang Small Ocean and Yarlung2Zangbo

Main Ocean , as well as t he L hasa small blocks in t he West China. The evolution of Tethys can be divided

into 5 stages. 1) Rif ting stage ( P) ; 2) Spreading stage ( T2J 2 - 3 ) . 3) Closing stage of Bangong Lake2Nu2
jiang Ocean (J 2 - 32K1 ) . The L hasa blocks drif ted to t he nort h. The Bangong Lake2Nujiang Ocean closed

f rom east to west . At t he same time , the L hasa blocks cot taged to the Asian Massif . 4) Subduction stage

( K12E2 ) . The Yarlung2Zangbo Main Ocean Basin subducted to the nort h. The Gangdese continental

margin volcanic island and t he Xigaze fore2arc flysch were formed. It was changed f rom passive margin

sedimentation ( K2 - 3 ) to relict platform shallow sea deposition ( E12E
2
2 ) in t he Himalayan area. 5) Colli2

sion stage ( E
3
22Q) . The Indian Massif and the Asian Continent collided , influencing the West China. In2

t racontinental foreland basin as well as p ull2apart basin were formed. There did exist a Mesozoic Tethys

Ocean in t he Sout h China Sea. The fauna had t he same characteristics as t he Pacific fauna. It is illust ra2
ted that , t he Tet hys Ocean was connected wit h t he Pacific Ocean. The N E Sout h China Sea was con2
nected wit h t he West Pacific Ocean.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continental margin of SE China in the Meso2
zoic is stated as follow. 1) The subduction stage of t he Palaeo2Tethys ( T22J 2 ) . The oceanic crust subduc2
ted into t he Asian Continent and paralleled displacement along t ransfer fault in N2S direction. The east2
ern margin of Asian Continent was accreted. It is pointed out t hat , t he oceanic basin was part of t he

Palaeo2Tet hys extending directly. 2)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since t he Late J urassic in t he East

part of China. The Pacific Ocean was formed by the expansion of t hree conjunction point s in 185 Ma.

The Kula Plate (J 32K1 ) moved to the nort h and subducted to the N E Asia. Micro2massif s were collaged.

Clino2subduction along t he S2N transfer fault and micro2massif s took place in t he South China and Tai2
wan. The subuducted accreting orogenic belt in Sikhote2Alin2SW J apan2Ryukyu Islands2Middle Taiwan

and t he volcano2magmatic belt s in Sout h China were formed. Rif ting basins and p ull2apart basins were

formed.

Key words : sedimental basin ; Palaeo2Ocean ; t he Mesozoic Era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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