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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大陆东部若干深部流动挤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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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注重深部地质研究是国际地质研究的最新动向。本文提出了在亚洲大陆东部存在广泛的深部流动挤压作用，其中#
个深部流动挤压带是深部流动挤压的骨干，它们是："京津唐地区由7%向89深部流动挤压带；#赣榆&焦作由%向9深部

流动挤压带；$台湾&洞庭湖平原&四川盆地由7%向89深部流动挤压带；%西沙&海南&越南河内&云南大理由7%向89深部

流动挤压带；&东朝鲜湾&中国东北由%向9深部流动挤压带；’俄罗斯萨哈林&斯科沃罗丁诺&伊尔库茨克由%向9深部流

动挤压带。指出它们由太平洋区地幔软流层向大陆内部流动挤压形成，力源主要为地球自转力产生的向西的动引力和重力

均衡作用。它们对浅部构造、地貌、矿产资源和地震具有控制作用。深部流动挤压是具有全球性的，深部的构造运动比浅部

构造运动强烈，有更广阔和深入的课题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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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深部地质研究是国际地质研究的新动向，

特别是重视对现有大量地球物理、地球化学资料的

重新综合分析，建立新的模型（杨巍然等，!""X）。亚

洲大陆东部构造是大地构造的热点问题，目前正在

进行的@=QTYZ5项目便将该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许多方面有待深入探讨。亚

洲东部新华夏构造体系，是基于扭动挤压作用下形

成（李四光，!"[Z），是二维平面地质分析，而且对于

Z个沉降带中的拉张性特征无法解释。板块构造所

提出的弧后扩张理论解释了如日本海等边缘海的成

因（\D(-L等，!"6$），但对内陆盆地及板块内部地震

却无法解释，而且深源地震的分布非常局限，将板块

俯冲理论加以推广显得证据不足。滑线场理论试图

解释欧亚板块内部的物质运移方式、构造格局和地

貌型式等，目前对物质运移方式有Z种不同认识：一

是印度板块向北挤压，青藏高原内部的地壳块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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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体型式向东滑移，称之为地壳挤出模式（!"#$%&
等，’()*）；二是印度板块挤压，青藏高原内部的地壳

增厚、地表+,向 缩 短，地 壳 向 东 滑 移（-"./01%$
等，’(2’）；三是印度板块下部地幔向北流动挤压，导

致青藏高原下部地幔向东挤出，并带动地壳向东滑

移（30#450&等，’(22；+6#70&，’((’）；这些认识的前提

都是亚洲东部有自由的滑移空间，其实从重力均衡

角度来说，东部重力异常高，物质应向西流动，不会

给西部滑移提供自由空间。笔者认为，深部流动挤

压是亚洲东部的主要构造作用，在亚洲东部广泛存

在。在此提出的亚洲大陆东部8个深部流动挤压

带，是深部流动挤压的骨干，是对全局起控制作用的

主体。

’ 深部流动挤压带的分布状况及特征

解释地貌、各种构造格局、新构造运动特别是地

震和火山活动，以及各种地球物理异常是大地构造

理论的不可回避的目标。本文基于深部构造弯曲形

态、浅部构造弯曲状况及其与深部构造的异同相关、

上地幔的增厚和隆起状况、地貌的弯曲形态、地震震

群及震害分布状况、火山分布状况、地应力状况和地

形变状况来鉴定深部流动挤压带，将存在于亚洲大

陆东部的8个深部流动挤压带分别介绍如下（图

’）。

!"! 京津唐地区由#$向%&深部流动挤压带

分析地震测深剖面（国家地震局《深部物探成

果》编写组，’(28；国家地震局科技监测司，’(22；国

家地震局《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地图集》编委员，’(2(）

后得出，京津唐地区切割!面和9面的,:向断裂

均呈向,;的弯曲（张加桂，’((<，’(()），组合成一

,;向深部断裂弯曲带，浅部断裂也有类似的弯曲

形态，上地幔在横切该带的剖面上呈透镜状增厚。

图’ 亚洲大陆东部深部流动挤压带分布格局图

=6>?’ +@04AB1%C"D4B0D&%10E"&@"DF00CD#"E%$F4B&./45"$0/6$0%/4G/6%

’H深部流动挤压带轴线及挤压方向；!H京津唐地区由+:向,;深部流动挤压带；"H赣榆H焦作由:向;深部流动挤压带；#H台湾H洞庭湖

平原H四川盆地由+:向,;深部流动挤压带；$H西沙H海南H越南河内H云南大理由+:向,;深部流动挤压带；%H东朝鲜湾H

中国东北由:向;深部流动挤压带；&H俄罗斯萨哈林H斯科沃罗丁诺H伊尔库茨克由:向;深部流动挤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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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断，该带在上地幔深度存在一由!"向#$
深部流动挤压带。带内现今应力呈#$向挤压，而

外围地区的应力则表现为近"$向挤压。

!"# 赣榆$焦作由%向&深部流动挤压带

这一挤压带的轴线基本沿北纬%&’线延伸（张

加桂，()))）。深部的重要证据（国家地震局《深部物

探成 果》编 写 组，*+,-；国 家 地 震 局 科 技 监 测 司，

*+,,）是沂沭中生代裂谷下的深断裂通过该带时因

受挤压向西倾斜，深部重力异常高，上地幔呈透镜状

增厚。在浅部，沂沭断裂等一系列##"向断裂通

过该带时呈向 $的弯曲或偏转，第四纪以来，沂沭

断裂在该带受到强烈挤压而发生多次逆冲。应力测

量和形变测量表明，在深部挤压带内，地表现今也存

在由东向西的位移。

!"’ 台湾$洞庭湖平原$四川盆地由(%向)&深部

流动挤压带

台湾岛及附近海域深部流动挤压带轴线通过天

祥.苗栗，呈#$$向延伸。深部表现为东海岸布格

重力异常梯级带有一明显向#$的弯曲（地质矿产

部《中国海区及邻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编委会，

*++(）。浅部表现为##"向断裂、新生代褶皱呈向

#$的弯曲。地震震源深度位于/面和0面附近，

震源机制解表明，轴线以南1轴方向多为#$向，

以北多为#"向。在挤压轴北侧有基隆现代火山，

南侧澎湖列岛为新生代玄武岩火山岛。*+++年+
月(*日23-级大地震时，极震区北段地震断层呈面

状分布，南段车笼埔断裂发生向#$的逆冲（王彦

斌等，()))），说明向#$的深部流动挤压控制地震

活动（456789:68;:，*++-）。

该带顺#$$方向经过福建泉州.漳州平原，延

伸至鄱阳湖平原、洞庭湖平原和四川盆地。在强烈

的深部流动挤压作用下，形成了(个陡变的/面梯

级带，即福建沿海梯级带和武陵山梯级带（国家地震

局《深部物探成果》编写组，*+,-；国家地震局科技监

测司，*+,,）。在深部流动挤压作用下还形成了鄱阳

湖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下部(个地幔隆起区。郯庐断

裂和茅山东侧断裂等一系列##"向断裂在流动挤

压带中向西偏转、弯曲。福建省境内发育有大量的

新生代玄武岩（!-）；江西省内发育有大量的新生代

基性.超基性侵入岩体（"-），至现今仍活 动 强 烈。

*+++年台湾发生23-级地震后，漳州地区发生一联

串的小震，说明流动挤压作用由!"向#$发展，带

中现今构造应力场主压应力方向为#$$向。

!"* 中国西沙$海南$越南河内$中国云南大理由(%
向)&深部流动挤压带

深部流动挤压带轴线通过中国西沙群岛中部，

向西至海南岛南部、越南河内，沿红河至云南大理，

总体呈#$向延伸，由于受来自印度洋的深部挤压

影响（张加桂，())*），在云南变为##$向。深部表

现为密集的布格重力异常线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呈

不规则状向#$弯曲，在越南河内呈规则状向#$
弯曲（地质矿产部《中国海区及邻域地质.地球物理

系列图》编委会，*++(）；晏贤富（*+,*）指出深部流动

挤压带在云南沿带地壳变薄，等厚线呈向#$弯曲

的形态。浅部构造反映明显，西沙群岛至海南岛间

海域发育一系列##"向线型盆地，盆地轴向呈向

#$的弯曲（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所，*+,<）；

#"向断裂在带中呈向#$的弯曲形态。带中有大

规模晚第三纪和第四纪基性火山活动（!-）。挤压作

用现今仍有反应，应力测量表明（国家地震局《中国

岩石圈动力学地图集》编委会，*+,+；地质矿产部《中

国海 区 及 邻 域 地 质.地 球 物 理 系 列 图》编 委 会，

*++(），#$向挤压应力为主导应力，震源机制解也

显示挤压应力方向为#$向（国家地震局《中国地

震区划图》编委会，*++*）。*++-年云南丽江2级地

震的发震断层、等震线和余震的分布范围亦均呈向

#$的偏转（云南省地震局滇西地震预报实验场，

*++,）。

!"+ 东朝鲜湾$中国东北由%向 &深部流动挤压

带

该流动挤压带是对应来自日本海宽阔流动挤压

作用形成的一个带，全带涉及从东朝鲜湾至彼得大

地湾以西广阔的范围，包括中国东北地区。可分为

南、北(个亚带。

南亚带轴线由东朝鲜湾通过朝鲜咸兴、水丰至

中国辽宁营口，呈近"$向展布。深部表现有布格

重力异常线在东朝鲜湾呈向$的弯曲；在通过该带

的深地震测深剖面上，下地壳和地幔增厚（国家地震

局《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地图集》编委会，*+,+）。在浅

部，#"向断裂呈向 $的弯曲，沿带有新生代基性

火山（!-）活动。在卫星影像图上，沿带有(条大断

裂影像，东部明显，向西至宽甸附近变为断续分布的

2增刊 张加桂：亚洲大陆东部若干深部流动挤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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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小断裂。深部挤压作用现今仍存在，东北地区

的区域应力方向为近!"向（国家地震局《中国岩

石圈动力学地图集》编委员，#$%$），#$&’年海城&()
级地震的地裂缝、前震、余震均呈近!"向片状展

布，而且余震主要呈片状分布在主震以西（朱凤鸣

等，#$%*），说明挤压作用向西发展。

北亚带轴线通过彼得大地湾和长白山地区，表

现为流动挤压带+!侧有大量断裂呈向西偏转形

态；带中有大规模新生代基性火山活动（!,），表明长

白火山受+""向深断裂控制（李邦良，#$$*）。

!"# 俄罗斯萨哈林$斯科沃罗丁诺$伊尔库茨克由%
向&深部流动挤压带

深部流动挤压带也是地震带（朱岳清等，#$%’；

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该带轴线为“岩石

圈活动接触带”（舒金等，#$$-），由于受北冰洋深部

向南挤压的影响，在贝加尔湖地区转为."向，带中

/面隆起，上地幔软流层呈透镜状增厚，“西伯利亚

地台与西伯利亚地坪的边界缓慢地向西倾斜”，“在

地幔中相对向西偏移)--!0--12”，+.向重力异

常在轴线附近中断。在萨哈林湾和乌第湾附近表现

为朱格朱尔山脉和雅布洛诺夫山脉南段向西偏转，

锡霍特山脉北段向西偏转，附近的断裂有向西的弧

形弯曲（朱岳清等，#$%’；中国地质科学院，#$&’），贝

加尔 裂 谷 的 南 端 表 现 为 向 西 的 偏 转（杨 巍 然 等，

#$$’），裂 谷 及 周 围 有 大 量 的 新 生 代 玄 武 岩 火 山

（!,）。震源机制解揭示，主压应力方向为近!"向

（舒金等，#$$-）。#$$’年’月*&日萨哈林岛&(’
级地震位于挤压带中，地震时大量的树木被震断，树

的倾倒方向指示地面由东向西运动，地震的余震首

先在震中区附近，然后呈片状向西迁移，说明挤压作

用由东向西发展。

* 深部流动挤压带的成因

这些带是由来自太平洋区上地幔的流动挤压作

用产生的，力源主要由重力均衡作用和地球自转产

生，并以后者为主。

’"! 重力均衡作用产生的流动挤压

近)-3的研究表明（周辉，*---），在漫长的地

质时间尺度里，几乎所有地球物质的物理性质都表

现为流变特性，固体与液体之间没有截然界限，特别

是岩石圈地幔和下地壳，处于部分熔融的温度条件。

而具有全球性的岩石圈下软流层就更具活跃的流变

性。

据此，从重力的角度讲，在有重力异常存在的地

方就会受重力均衡作用而发生流变。西太平洋区为

重力 异 常 高 值 区（曾 维 鲁，#$%’；别 洛 乌 索 夫 等，

#$%)），上地幔强烈隆起，重力均衡作用会导致洋区

地幔向大陆地区流动挤压。

’"’ 地球自转产生的流动挤压

地球自转速度变化产生构造运动是地质力学的

动力学基础（李四光，#$&)），这只是地球动力学的一

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地球自转产生的动引力。两个

相对静止的物体与两个相对运动的物体产生的引力

是不同的，相对运动的物体之间会产生动引力。设

地球处于静止状态，太阳绕地球旋转，太阳除了对地

球产生向心引力外，还产生向西（即旋转方向）的引

力。向西的动引力会导致洋区地幔强烈地向西侧大

陆地区流动挤压，从而推动大陆区地幔由东向西流

动。越向低纬度地区流动挤压作用越强（张加桂，

*--#），并出现流动挤压作用的相互叠加、穿插，从而

使低纬度区的挤压方向变为+"向。

’"( 流动挤压作用的不均匀性

流动挤压作用在三维空间都是不均匀的。由于

横向的不均匀性，流动挤压作用在某些纬度区增强，

形成了,个深部流动挤压带。垂向的不均匀表现在

上地幔软流层的流动挤压最强，本文所提的“深部”

主要是指该层。纵向的不均匀表现在每隔一段距

离，流动挤压就会在那里停滞、聚集扩散，并对地壳

产生顶托、底劈作用，形成地表的边缘海、湖泊、沉降

盆地和裂谷。

流动挤压作用在时间上也是不均匀的，主要发

育于中生代晚期和新生代，从边缘海、岛弧、盆地和

裂谷研究可知，其具有多期次特点。

) 深部流动挤压带的作用

("! 对浅部构造的控制作用

深部挤压好似在木头中钉钉子，内部是挤压，周

缘是张裂，而实际情况更复杂。深部流动挤压往往

造成浅部垂直于挤压轴的平面拉张，形成张裂凹陷

带或形成凹陷与凸起相间格局。深部挤压还造成浅

部断裂弯曲或偏转，形成褶皱弯曲、紧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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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地貌的控制作用

深部流动挤压具有底劈作用，使地壳变薄，地形

降低，其作用是不均匀的，在轴线附近最强，向两侧

衰减，因此，会造成向挤压方向弯曲的地貌形态。在

海岸地带则是海岸线向陆地的弯曲，!个流动挤压

带均有海岸线弯曲形态；在挤压带与山脉的交汇处，

会形成向挤压方向弯曲的坳陷地形。挤压带还控制

河流的发育。

!"! 对矿产资源的控制作用

深部流动挤压带控制着各种矿产的形成和分

布，也是地热异常带，带中地幔软流层热体的流动和

流动产生的摩擦作用带来了大量的热能，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地热资源。带中有大量的高温热泉出

露。局部为现代火山活动区，也是高温热泉出露区。

!"$ 控震作用

地壳和上地幔中的不连续面会在深部流动挤压

作用下发生剪切滑动而导致地震，特别是在界面有

起伏的地带（图"）。为什么许多大地震均不见有大

型地表发震断层，缘由于此。京津唐地区地震的震

源和台湾及附近地震的震源大都成层分布在#面

和$面附近，说明层间滑动的存在。

断裂会增加地震的强度。深部流动挤压作用造

成通过深部流动挤压带的横向断裂发生弯曲，断裂

的弯曲部位是应力易于集中的部位，而深部挤压作

用又使弯曲断裂闭锁，致使应力可以高度集中，最后

发生强烈地震。地震最强的部位位于区域应力方向

与断裂间的剪切角较小的断裂弯曲段（图%）。

图" 挤压带深部层间滑动控震示意图

&’()" *+,-./0’+./12345’1/526(7--17’4+260’68/0’26

02+260925-/90,:8/;-867-97--1352</670,9840=26-

&>断裂；$>康氏面；#>莫氏面

图% 深部流动挤压带地应力示意图

&’()% *+,-./0’+./1234-’4.’+409-44/526(

0,-7--1352</670,9840=26-
&>断裂；!?>区域应力；!?4>剪应力分量；

!?6>正压力分量；!">深部挤压应力

@ 结论

（?）亚洲大陆东部存在着广泛的深部流动挤压

作用，本文所述的!个深部流动挤压带是深部流动

挤压的骨干。深部流动挤压的层位主要是上地幔软

流层。深部流动挤压带在深部和浅部均有明显的反

映，特别是具有明显的地球物理特征。

（"）深部流动挤压带由太平洋区地幔软流层向

大陆内部流动挤压形成，力源主要来自地球自转产

生的向西的动引力和重力均衡作用。

（%）深部流动挤压带对浅部构造、地貌、地热和

地震等有强烈的控制作用。

（@）深部流动挤压带揭示了地球深部运动的一

面，这种运动是具有全球性的，笔者认为深部的构造

运动比浅部构造运动强烈，有更广阔和深入的课题

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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