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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加年来，在东南沿海发现了较多的古元古代一太古宙的地质信息，这些“古信息”集中出现在武夷隆起周

围，称之为“武夷古信息区”。“武夷古信息区”在多种地球物理场上有明显的反映，表现为残存古陆核(块)的地球

物理特征。通过进一步对比和综合分析多种地球物理场资料，认为东南沿海残存多个古陆核(块)，华夏板块可能

是由多个古陆核(块)增生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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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欧亚太陆东南边缘的我国东南沿海(包括

东海大陆架和南海北部大陆架)，现为欧亚板块与

太平洋板块的接合地带，由于其特殊的构造位置和

独特的地质内涵，一直是中、外地学界研究的重点区

之一。但由于该区地质构造十分复杂，且沿海陆地

多为燕山期火山岩所覆盖，陆架区地质资料更加匮

乏，致使地质研究工作十分困难，导致对其地质构造

演变长期存在较大的争议。以往较多的学者认为我

国东南沿海属“地槽区”(华南褶皱系)”“J，从西往

东属加里东褶皱系、海西一印支褶皱系、燕山期岩浆

岩活动带(或褶皱系)和喜山期褶皱带。近年来，随

着测年数据的大量增加，海洋勘探、海洋深钻和综合

海洋地质研究的不断深人，较多的学者已认识到应

存在陆块——华夏陆块，但对华夏陆块的形成及早

期演变，仍有大陆增长、外来拼贴、大陆裂陷和板块

增生等多种观点，分歧仍然较大。

近20年来，研究者在浙闽陆地及东南沿海发现

了较多的古元古代一太古宙的地质信息，这些地质

信息无疑提供了华夏陆块早期演变的重要线索，而

“古信息区”理应是地质研究的重要“窗口”。我们

通过分析“古信息区”在多种地球物理场上的特征，

认为该地区存在古陆核，并经进一步对比认为东南

沿海地区残存多个古陆核，华夏陆块可能是由多个

古陆核增生形成的。

1反映太古宇的主要地质信息

我国东南沿海出露的最老地层为古元古界。虽

然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太古宇地层，但发现了较多的

收稿日期：2007—09一01

有关古元古代一太古宙的地质信息，可以归纳为以

下2个方面。

1．1 由古元古代八都群沉积物源推断应有古蚀源

区存在

东南沿海最早的沉积记录始自古元古代早期，

主要出露八都群，分布于浙江龙泉、松阳、遂昌等地．

为中深变质岩系，并遭受强烈混合岩化，据多种方法

测年结果，时限为2 199—1 878 Ma。该群主要为黑

云斜长变粒岩、斜长片麻岩、黑云片岩、斜长角闪岩，

含少量矽线岩和蓝晶石。原岩主要以泥质、砂质陆

缘碎屑沉积岩为主，含少量拉斑系列一钙碱系列的安

山玄武岩、玄武岩及碳酸盐岩，显示为较稳定的广海

盆地沉积特征。八都群中虽不乏火山物质，但其原

岩以沉积岩为主，应存在前古元古代的蚀源区，为古

元古代的海盆沉积提供了相当多的长石、石英质碎

屑及黏土类碎屑，即应存在古陆核(块)。

1．2在花岗岩中发现存在较多的中新太古代古老

锆石矿物同位素地质年龄值

经对闽西南和浙西南地区的加里东期重熔-混

合交代型花岗岩体中分离出的锆石样测定”J，陆续

出现l 800～1 900Ma．2 400 Ma，2 800 Ma，3 OooMa

的年龄值，反映出深部的物源区存在古元古界、太古

宇的中酸性岩石或含锆石较多的区域变质岩层。它

们主要见于福建将乐、清流、大田、尤溪、德化及浙江

龙泉、遂吕等地。这些现今仍隐没于深部的古老岩

石(层)，由于深部地质作用及热液岩浆作用将其岩

石中的矿物带上来，复经剥蚀出露地表。预示在华

夏陆块范围内，深部有几个地区仍存在被掩埋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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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宇岩石(层)。

2“武夷古信息区”在地球物理场上的特征

“占信息”。见表1‘”，这些信息集中出现在116。一

I 19。E和25。20’一28。lo’N的区域，大体与武夷隆起

相当，故称之为“武夷古信息区”。经研究发现，“武

近20年来，发现了较多代表或反映华夏古陆的 夷古信息区”在航磁、重力和地震cT图上都有明显

表1华夏古陆内反映古元古代或太古宙的同位素地质年龄

地点 岩性 测试对象 方击 年龄／Ma 资料来潇

2258

建瓯叶坑～西坑 石英角斑岩 单锆石(碎眉锫石) u-Pb稀释法 搿； 甘晓春
2172

(1993)
顺昌吴墩 淡粒岩 单锆石(碎屑钴石) u．Pb稀释法 2589

建瓯赤溪 变质细碧岩 全岩 (sm—Nd) 25∞

龙泉花桥 八都群副片麻岩 全岩 (sm·Nd)雾嚣 胡雄健

龙泉乌岙 铅 2500 (1991)

浦城管查 铅 3400

清流行袼坑 震旦系凝灰岩 磨圆锫石 u—Pb上交点年龄 2412

尤僵新桥 加里东期花岗闪长岩 捕获锆石 u．Pb上交点年龄 2758(2713)

嚣莹要嘉 。甜霎；}；{嚣 捕获锆石 u．件上交点年龄 翌嚣
叶允钧

(1991)

三翠宠村 加里东花岗岩 全岩 (sm．Nd) 2誓；i8
武乎湘村 混合岩 2521

福建省地质

萎革晋蒋岔鬣≮；；；：湛 全岩 cs-n．M， 登答 科学研究所

永定池攫 石英片岩 2305
(1992)

的反映。

2．1航磁化极等值线圈

在航磁化极等值线图上，该区主要表现为低缓

变化的磁场特征，说明基底磁性较弱；该区与周围相

比，燕山期岩浆岩及其引起的磁异常明显较少，说明

基底比较稳定，受后期改造较弱，表明应存在以无或

弱磁性为主的稳定的结晶基底。

2．2布格重力异常图

在布格重力异常图上表现为一NE向的区域重

力低，见图l”1中的1区，推测是由于该区地壳厚度

相对较大所致。

2．3剩余重力异常图

在剩余重力异常图上，“武夷古信息区”中央表

现为区域重力高，四周被区域负异常所包围(图2中

图l中国东部布格重力异常(引自文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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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国东南部剩余重力异常(引白文献[7])

的1区)⋯，表明该区地壳岩石中存在高密度物质。

2．4地震CT图

在32”km深度处的速度图像上表现为高速的

特点，见图3”1中的l区，推测为速度较大的下地壳

岩石引起，即武夷古陆的“山根”。

综合上述地球物理场特征，表明在“武夷古信

息区”存在磁性较弱、厚度较大、密度较高和速度较

大的地壳岩石，应为比较稳定的古陆核(块)的反

映一武夷古陆核(块)。
3华夏板块可能由多个古陆块(核)增生而成

由图3不难看出，在32“km深度处的速度图

像上，除了上述位于陆地上的高速区(1区)外，在东

海海域和南海海域北部也存在高速区(2—4区)，推

测为古陆核(块)现今深部范围的显示，即古陆核

(块)“山根”。

在东海海域，从台湾海峡到九州岛的东南部，有

一NE向展布的高速区(2区)，其东界被琉球岛弧

所围限。位于该区的东海陆架盆地元古宇结晶基底

已被钻井(灵峰一井、温州6．1．1)及地震资料”1所

证实。从磁场图上看，东海陆架盆地的磁场特征明

显比浙闽隆起区平静，表明存在较为稳定的基底，因

此，这一高速区应为东海古陆核(块)的反映。

在南海北部陆架区存在东、西两个高速区(3、4

区)，东部高速区大体在台湾海峡西南部，近Ns向

展布；西部高速区位于海南岛南部，范围较小。目前

所知南海最老的地层为元古宇，主要见于北部湾、西

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海西部陆架等地，为经受了不

图3中国东南部32+．km深度处速度图像(引自文献[6])

同程度变质作用的上元古界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地

震剖面上表现为一套速度6．0—6．6 krn／s的地层．

类似的层速度在珠江口盆地的珠一地堑东部、东沙

断隆、神狐断隆、珠二地堑以南陆坡区等地都有分

布一-，表明南海北部大陆架元古宇结晶基底普遍存

在，而2个高速区有可能为古物源区——古陆核

(块)。

地壳岩石的Nd模式年龄，是指地壳岩石中以

sm、Nd为代表的稀土元素从地幔库中分离以来所

经历的时间，也可以代表壳．幔分异时间或大陆壳的

形成时间。Nd模式年龄的确定目前已成为大陆壳

的形成时间以及研究大陆壳形成和演化的一项基本

工作。分析表明”””J，产于武夷隆起区及其附近的

中生代火成岩的Nd模式年龄值大多为1．6—2．8

Ga，平均1．94 Ga，但其周围有些样品的TDM值较

小，介于1．35—1．5 Ga之间，平均1．4 Ga，表明该区

陆块形成经历了2个阶段，1．9 Ga以前形成古陆

核，1．4Ga左右为陆块扩大增生阶段；浙闽沿海地区

中生代火成岩和一些基底变质杂岩“天窗”的Nd模

式年龄频率有1．9—2．o Ga、1．4 Ga和1．2 Ga三个

强度不等的峰，其中1．4 Ga处峰强度远大于1．9—

2．0Ga的强度，并在约1．2 Ga处又出现了一个新的

强峰，表明浙闽沿海地区的地壳主要形成于约1．2

Ga和1．4 Ga的中、新元古代。由此可见，武夷隆起

存在陆核，而东部沿海主要是陆核增生形成的。

根据上述分析认为，我国东南沿海及其大陆架，

存在多个古元古代·太古宙的古陆核(块)，华夏陆块

是由这些古陆核(块)增生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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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束语

近十余年来，在华夏陆块西缘的云开大山及福

建各地测定变质岩的全岩岩浆岩内的锆石，获得了

许多古元古代的年龄，福建西北和东部龙海深澳地

区、浙江南部等地均有古元古代岩石出露。在东海、

南海的地质调查和钻井也都证明元古宇的存在，它

们都是华夏陆块的一部分，也是古元古代构造事件

的产物。台湾玉山和海南南部也有古老变质结晶基

底的残留证据”⋯。按照上述事实，华夏陆块原始古

陆的分布范围应该比较大，这与上述速度图像上所

反映的高速范围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东海海域、南海北部海域速度图像上所反映

的高速区，在航磁、重力图上仍有一定的反映，但远

不及陆地的高速区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后期强烈改

造所致，尤其是中、新生代的大规模裂陷，在剩余重

力图上显示了较多的负异常。

需要进一步指出，分布在中国东南沿海呈北东

向分布、规模宏伟的燕山期火山．侵入杂岩带主要发

育在上述几个高速区之间的低速带上，即基底弱化

带，这无疑问接证明了上述高速区应为比较稳定的

地核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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