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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位置及构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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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试图抛开Rodlnia超大陆的概念．从我国现有的新元古一早古生代的占地磁数据出发，利用挪

威地质调查所提供的“GMAP”程序作图．探讨新元古时期华南和华北陆块的古位置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

与澳大利亚的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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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主要陆块华南和华北在新元古时期

全球R0dinia超大陆中的位置的研究．近年来取得

了一些进展。“zx等⋯认为华北是Rodillia超大

陆澳大利亚一南极东部和劳仑之间的缺失部分。

zhang等”J贝1认为华南应位于澳人利亚西北部。最

近，EvansDAD．等”1的研究得出了前人类似的结

果华南位于澳大利亚西北或东部边缘，纬度上

一致．只是在经度上不同。他们提出三个位置：

(1)在澳大利亚的西北边缘；(2)在澳大利亚的

东北边缘；(3)在澳大利亚和劳仑裂解后的古太

平洋中。Lj zx”1从地质对比出发，曾建议从古元

古时期到新元占时期，华北陆块几乎一直与西伯

利亚相接；Piper等”1依据古地磁数据的研究认为

华北邻近澳大利亚东北部。最近，张世红等”1利用

华北陆块现有的部分古地磁数据进行占地理再造

显示，华北在新元吉时期位于中低纬度地区．与

西伯利亚和劳仑的运动特征有关。到目前为止，

因缺乏足够可靠的、公认的古地磁数据致使不

同研究者得到的结果不同，华南、华北陆块在全

球元古宙Rodjnia超大陆中的位置争议较大。作营

试幽抛丌Rodillia超火陆的概念，我国现有的新元

占一早占生代的古地磁数据【表1、2)，探讨华南

和华北陆块在新元古时期的古位置及它们之间的

关系，以及与澳大利亚的相对位置。并为研究中

国华南和华北两大陆块新元占时期的构造关系提

供古地磁证据。

1新元古．早元古代华南陆块的古
地磁极

黄宝春等‘”、zhang‘2堵阴I用了“n等18’在浙

江、湖北及云南多个剖面所获得的华南早寒武世

古地磁极，它通过了广义褶铍检验和倒转检验，

说明它代表了相应时期的古地磁极位置，但也不

排除有志留纪重磁化的可能。Fang等⋯l在云南获

得的早奥陶世的极，可以认为是华南陆块较可靠

的早奥陶世的极。Lin等”1和Fang et a1(1988)、

刘椿等“⋯从云南晚前寒武一早寒武的界线附近获

得4个极，3个是从梅树村组岩石获得的。wang等

”u对贵卅f葛春坞晚前寒武一寒武界线的碳酸盐岩

石古地磁进行研究，补充了旱寒武世数据，其中

的“A”剩余磁性被认为最接近岩石年龄的磁性，

“c”磁性可能是寒武纪的，但它接近。产南志留、

泥盆的极，也可能为晚古生代的叠加。

近年来，自立新等“在四川旺苍中寒武世紫

红色细砂岩和红色泥岩的12个采样点 采集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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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新元古一早古生代华南地块(scB)古地磁数据

Table 1 Pale岫agnetic data for South China Bl盹k for Neopmterozoic-蹦eozoic age

采样位置

乏
占地磁极位置

代号 地质时代 采样地区
A95

古纬度 资料来源
经度 纬度 经度 纬度 (却，)

Ol! 湖北 110 4 3l 2 157 6 1 7 8 6 6 吴}叉宁等1999

OI 云南 102 6 25 6 235 7 ．38 9 16 9 —49 0 Fan￡et a】1990

3 oI 浙1工 】2DD 3n0 17 0 3 0 —15 3 LlZX J9船

4 ∈I 四川旺苍 106 2 32l 9／74 185 3 ．39 5 7 8 ．12 3 白立新等1998

5 E L 湖北天河扳 235 0 —1 0 20 0 25 3 LIu et a1．1993

6 El 贵州葛春坞A 239 0 一】7 n 46 0

Ⅵ铀gm al t995

7 ∈l 贵仆『葛春坞c 583 l 79 0 ．32 0 ll 4 0 50

8 ∈1 湖南新化 lll 2 27 8 5，26 198 0 20 3 r9 7l fll 9)

9 E1 江西怀玉山 118 0 28 9 l，8 183 9 20 5 fl 3 01 r9 91

金文山等1997
10 ∈l 江西广丰 “81 28 3 I，15 184 9 7 9 n3 61 f24 2)

甲均 ∈l 106 5 29 5 8 202 6 一10 7 22 8 —20 4

ll 云南 211 l 7I 10 2 13 9 hn etm 1985

南沱组九 贵州 107 3 27 0 甜25 169l 一41 8 3 2 0 7

1 3 南沱组A2 云南 103 0 25 3 6，43 17l 8 一19 2 5 0 9 7 办ang ec a】1997

南沱组A1 云南 103 0 25 3 5，59 15l 2 0 2 7 6 37l

l 5 猛虎山组 江西德兴 117 6 28 8 3，ll 183 6 7 9 25 5

16 富禄组 广西龙胜 110 25 8 1／5 】78 9 一】7 2 f2111 10 4

长安组 广两龙胜 110 25 8 l，11 17l 5 ．37 0 ¨2 21 4 7

18 长滩组 湖南祈化 lll 2 27 8 I，9 ．36 7 f16 61 1 5

19 癌口组 湖南桃江 28 4 l，7 168 0 ．32 0 fl 3 0l 9 0 张惠民等1994

20 渫水河组 湖南石门 110 29 9 4，l 2 171 5 —36 7 15 4 2 3

21 硐门组 江西蟛水 29 0 5，l 8 178 0 ．34 6 2 4。

22 休宁组 安徽东至 117 2 30l 2仃 170 0 ．37 8 23 6 5 8

平均 106 5 29 5 17l 7 —26 3 10 8 6 3

23 花山群 湖北京山 113l 31 3 l，12 197 9 —9 6 f6 41 0 9

24 花山群 湖北京⋯ 113I 3l 3 I，lj f9 81 ．17 8 张惠民等1991

25 花山群 湖北京山 31 3 l，9 2l 3 8 2 4 f9 71 8l

26 板溪群 湖南石门 110 0 29 9 4川2 ．37 4 12 3 ．2I 9

张惠民等【9q4
27 泡水铺群 湖南益阳 3，27 ：0 J —16 6 15 9

28 板溪群 湖南桃}工 Ill 6 28 5 3，25 236 ．9 0 16 4 3 O

29 高涧群 湖南黔阳 fi0 3 27 3 4／20 一J5 O “)0 ．40

30 丹州群 湖南城步 110 3 l“5 l∞0 ，3l 4 ¨3 0) 一5 3

盘文||l等1997
3I 丹州群 广西坨日生 ¨0 0 二S 8 1，16 】93 0 —42 0 ．1 8 6

32 卅"【群 广西龙胜 110 0 25 8 【，15 二07l 33 n ¨0 31

平均 Qb ：04 8 ，二1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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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标本，9个采点74块红色泥岩的高温分量通过

7褶皱检验，相应的古地磁极位置与华南陆块晚

志留世以来的极位置有明显差异。因而，认

为它代表了华南陆块中寒武世的古地磁极位

置a吴汉宁等”“在湖北兴山一秭归剖面奥陶

纪碳酸盐岩中发现高温分量(570。左右)的

剩余磁性，对应的古地磁极位置157．6。E，

36．O。s，与Fang⋯1早奥陶世的极有较大差

异。Li z x(1988)在浙江曾获得早奥陶世

的极，与前两个也有差异。总之，奥陶纪华

南陆块古地磁极一致性较差，过于分散。
”

金文山等”41在湖南新化小烟溪组含泥灰

岩和江西广丰、怀玉I上|地区荷塘组黑色板岩

的三个采样点进行古地磁研究，经中等温度

的热退磁，获得三个早寒武世的古地磁极位

置(scB8．9．10)与程国良等”“所综合的寒武

纪的极(192．7。E，5．3。N)接近。八个早

寒武世时期的极的平均位置在202．6。E，

10．7。S，A95=22 8。。

zIlang“1研究华南新元古代冰碛岩古地磁

时，汇总了我们在华南获得的新元古代的古地

磁结果”⋯，多数数据源于“华南大陆深部地壳

结构及其演化～书的古地磁成果。在华南的
湘桂、皖赣的新元古地层分布区都采了样，经岩

石学研究，详细热退磁分离出特征剩磁．有的通

过了褶皱检验和倒转检验，或广义褶皱检验。有

些缺少有力的可靠性数据。而实际应用这些古地

磁极数据符合两个原则．即一致性原则，同一陆

块上同1时代的古地磁极应一致，以及极移曲线

路径最短，与年轻时代的极不重台的原则。从图l

可见，华南大陆新元古的极大都分布在170。～

24J0。E、20。N～40。s范围内，在时代上是无

序的。zhaIlg和Pjper认为这些极远离华南石炭纪

以来的APw曲线，所以它们可能记录了晚震旦世

的极，多数类似于zhan∥‘获得的南沱的极A2。南

沱的极A2是由zhang和Piper研究扬子(华南J

陆块新元占冰碛岩石古地磁获得的。他们在云南

马龙县震旦纪南沱组冰碛岩上段的页岩和细砂中

获得高解阻温度的Al磁性成分(D／I=291／．57。，

A95=5．O，59个样品)，相应的古地磁极在151．2

。E，O．2。N。’【三赋存在镜赤铁矿I{l 同时代的变

形构造检验指出这个成分是成岩早期获得的。低

阻挡温度的A二磁性成分(D，I=29l／一19。．～s=

7 6。，43个样点)，相应的古地磁极在171．8。E，

19．2。s。在贵州省瓮安(wongan)县震日纪南沱

图1 新元古一早吉生代华南陆块(scB)的古地磁极位置
FIg 1 ne Neopro【er0加ic—Early P甜eoz01c PaleomagrIetlc pole

0n the S0utll China B10ck

代号极的同表1^¨．z·r见正文。

组和陡山沱组的两个采样点上都揭露出A3磁性成

分(D／I=319／一l。，A95=3．2。)，相应的古地磁极

在169 l。E．41．8。s。认为足后期叠加的，多半

相当于最晚期新元古代或寒武纪。

张惠民、张文治与美国地质调查所Elston合

作”“，在湖北京山厂河剖面花山群的红色岩石中

获得了双极性的高阻挡温度(674。)成分。岩石

中携磁矿物分析，携磁的红色素足成岩时形成的，

所以红色素的磁性可能代表成岩时地磁场磁化。

同时，获得了青白口纪花山群的极(3个采样点)。

Li z x等”1报导了他们从湖北莲沱层型早震

旦世莲沱组13个标本获得的古地磁结果。经很好

的确定，剩余磁性方向D=96。，I=57。，A95=

8。，相应的古地磁极164．O。E和13 7。N，古纬

度38。±8 6。与zhang等”1得到的华南陆块南沱

组的极很接近，虽然两地相距近千千米。

Evans D A D和Li Z X，砥rschvmk J L及

wlngate M T D””最近研究华南湖北西部三峡地

区新无古(震日J沉积地层存两个独立的实验

室(Callfomla lnstltute(1f tecbnology—cIT．univer刚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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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化年龄。Piper等”1利用了一蝼数据，他们认为

还是可以做参考的。周为可利辟j的元古宙的极都

远离华北陆块占生代及年轻时代的极，很显然，

中生代以来，明显与华北陆块侵位于欧亚大陆的

热-构造影响有关。我们也选用了高荣繁等““从辽

宁南部获得的新元古晚期震旦纪长岭子组和南关

岭组的极(NCBl9，18)，以及Lin J∥【1984)

在辽宁南部测得的青自LJ纪南芬组的极(NcB

21)。永宁群的极(NcB 22)是从张惠民所编的前

寒武数据表选取的，未见到详细研究的报导。

图3新元古代青白口纪一震旦纪华南陆块的运动
Fig．3 The N∞prot盯ozoic QiIlgba岫u_Sillian

【nOveⅡ幢nt OfS0uth China Block

其旋转欧拉极：青白口纪(Qb)0．114 8’，旋转角10l O。；震

旦纪cz J 0 8l 7’ 旋转角116．3。。华南陆块的现在地理参考

点：1lI 2‘E．30 9“N：Ps华南陆块现在地理位置．

Piper等9垮＆导的安徽北部(淮北)新元古冰

硕岩石中红色相岩石(凤台组)的古地磁研究结

果，它携带双极剩余磁性。从62个样品得到平均

磁化方向D以=205 9／-32．4(a95=3．9。)，其古地

磁极位置为233。E．62。N。经落石压痕检验证

明剩磁足往完全压实前获得的。上覆早寒武纪猴

家山组沉积岩石也有类似的双极性，D／I=

205．532．1(a"=3 9。)，沉积岩的磁性解释其为在

冰席填充期问获得的或上覆寒武纪成层期间获得

的。他们在新元古层序底部的刘老碑组红层19个

标本中也获得可控制的剩磁D，I=59．4／75．3f a95=

71。)．相应的极位置(20)为150。E 43。N。

依地层年代顺序将新元古时期华北陆块的古

地磁极联结起来，粗略勾绘出视极移曲线(图2j，

它是一个大的弧。新元古代晚期的极(19、20、

2lJ与显生南华北陆块的早古生代的擞距离较远。

但从新元古代早期到晚期再到早占牛代 ^地

磁极甓王!{!远距离的快速运动。新元占代到寒武纪

时极的快速运动是拿球主要大陆的共同特征，劳

仑、波罗的的极移曲线都有从新元古代到寒武纪

的快速运动。各人陆的共同性说明，地球在新元

古到早古生代曾发生过“历史性”的、“突变性”

的变化。黄宝春等⋯1认为“早寒武世全球各主要犬

陆快速视极移可能反映了全球各主要大陆在新元

古R0dinia超级大陆解体后重新取位而引起的真

极移，及由下地幔热异常引起的快速的陆块运动。

就是说，新元古超大陆Rodinia的裂解．先后臂劳

仓、波罗的及华北陆块与超大陆快速地裂离，它

们发生了快速的运动，所以引起我们所观测到的

古地磁极从新元古到早古生代的快速移动。

3新元古时期华南和华北陆块的

古地磁位置
利用挪威地质调查所地球动力学中心T H

T0rsvlk提供的“GMAP"程序，将华南、华北陆

块新元古代青白口纪(Qb)和震旦纪(z)的古地

磁极与地理北极重合，求得欧拉旋转极，得到华

南陆块青白U纪(Qb)和震旦纪(z)的古地理位

置(图3)，和华北陆块青白[J纪(Qb)与下马岭

组(25)、长龙山组(24)、景儿峪组(23j、南芬

组(21)、刘老碑组(20)和震旦纪风台组(17)

的古地理位置(图4)。图中表示的只是陆块所处

的占地理纬度和方位，其经度位置是不确定的，

可调整。

从图4可见，在新元古代青白口纪时期【Qb)

华南陆块处于赤道以南的低纬度，震旦纪(z)时

处于赤道以北的低纬度，其方位儿乎没有变化，

说明该时期(近4亿年)华南处于较稳定的状态。

华北陆块新元古代青白口纪和震旦纪的古地

理纬度变化较大。早期下马岭组(25)处于赤道

以南的低纬度区，长龙山组(24)向北运动到赤

道以北的低纬度区，景儿峪(23)运动到中纬度，

刘老碑组(20)时期已到高纬度区。震旦纪时返

回到中、低纬度。同时方位也发生着较大的旋转，

说明该时期华北陆块经历着较激烈的地质运动，

4新元古代华南和华北陆块的古

地理关系
『同样，利用“GMAP程序、螺没华I鄢击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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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保持现在的地理位置，将华北陆块新元占代

青白口纪的古地磁极(Qb25、24、23、20)和震

日纪的擞(17 J与华南陆块青白口纪和震旦纪的

极重合，得到o#北陆块相对于华南陆块的运动关

系(图5)。可以看到，青白口纪下马岭组时期，

华北陆块与华南非常靠近，其相互定位状态也槲

似，只是华北比华南有右旋的错动。此后，华北

与华南的距离越来越远．震旦纪时稍靠近华南。

图4新元古代青白口纪一震旦纪新元古代青白口纪一震旦纪华北陆块的运动

Fig 4 The N。0pmtemzoic Qin曲副kou·synian Inovement of Nonh china B10ck·

其旋}々欧拉极青白口纪(Ob)25．0，299 7。，旋转角113】。，24 0，80 3 4．旋转角102 5。，23，0 52 3。 旋
转角86 2。 20-0 3l o。一旋转角73 5 震旦纪(z1 17，o，∞o。，旋转角47 0。。华北陆块理在地理参考点l

码【7 5‘E．40 2。N，Ps现在地理位置．

因古地磁数据质量问题．它们相对位置关系是很

粗略的，或许有不确之处。但特别要注意到，华

北陆块与华南陆块在新元古代早期(10亿年左

右)是非常邻近的，说明在晋宁期华南、华北曾

拼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古大陆，此后发生裂解。

中元古代时期华北与华南是否构成统一中国古

陆，因缺少古地磁数据，有待进一步研究。

5华南、华北陆块与澳大利亚大陆的
关系
为建立与全球其他大陆的联系，我们选择

古地磁数据相对较好的澳大利亚做为比较对

象。wingate等”⋯汇集的澳大利亚大陆(1

054±141 Ma的古地磁极是17。s，266。E(南

极J雨旧f究获得的MDs的极(755±3Ma)在45 8

‘s一315 31 E fl斗j微I，假定澳大利Ⅱ不动，

囝5新元古时华北陆块相对华南陆块的运动
ng．5 M0vement of Nor山China b10ck relative to S邮th China

Mock in NeoprotemzOic period

其相对旋转极为：青白口纪(c?b，25，。i、j’，!。8 z。．旋转角5 cJ。：2d

—h?l‘，4^1‘．旋转角：j4(”，!o，一64 i。 6()4。 旋转角66(】。
如 34 o‘，60 6‘ 旋转角81 4。：震旦纪e z1 H’2 l。 销、i

旋转JiI～1 Ps o#北陆块韧华Ⅵ南陆块理在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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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 张文}厶新元古时期中国华南和华北陆块的相对位置及构造意义

使华南陆块和华北陆块青白口纪(Qb J和震旦纪

lz{的古地磁极分别与澳大利亚l 054 Ma和755

Ma的极重合，得到欧拉旋转极和旋转角(图6a

乖11图6b)，则构成华南和华北陆块与澳火利弧丈陆

的古地理关系。从图6可见，青白口纪时，华南

在澳大利亚的东北部，并不靠近，有一定的距离

(约30。)．同样，华北陆块也位于澳大利亚东北

部，与华南陆块靠近，它们定位相一致。震日，纪

时，华南陆块离开澳大利亚并不远；华北陆块则

远远地离开了澳大利咂，或澳大利亚远远离开了

华北陆块。

上述结果应该说是初步的尝试，卡目信随着研

究的深入，可靠的古地磁数据的增加，对我国主

要陆块在全球大陆再造的位置会更加清晰。

图6新元古代时期华南陆块(a)和华北陆块(b)相对于澳大利亚大陆的运动

Fig．6 Movement of SoutlI ClIina BLock(a)aⅡd N叫th China B10ck(b)

rdanve t0 Allstrali8 B10ck In Neoprotem加ic p盯iod

澳尢利亚1 054Ma的被17。s，266。E．755Ma的极45 8。s

白口纪(QbJ：67 8’，224 6。 旋转角57 7。．震H耋己(z J

b华北陆块相对于澳大利亚旋转欧拉极是：青白口纪(Qb 25)：

“，18 5。 旋转角5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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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 Positions of South and NOrth Chi曲Blocks in

NeoprOterozoic and its 7I'ectonic Significance

ZHANG、^色n—zhi

m柚jin Ins“tuce ofGeology and Mineral Rcsources．Ti删1n 300170)

Abstra“：A map 0f North China Block and S0uth China Block for proterozoio p州0d and early paleozoic

penod was complled叽the basis of paleomagnetic data in China according to pmgrarllrne of GMAP pmVided

by Norway geological surVey in order to discuss of pale010cation of Souttl China and Nonh China B10cks．In

Neoprotemzoic period and their rela娃onsh{p between血em are me same as the relatiVe position with AustraⅡa．

Key words：Neopr0把rozoic；South China Block；paleomagnetic pole；relatiVe position；Nor山China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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