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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及邻区中新生代

大陆边缘性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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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东部及邻区中
、

新生代大陆边缘的性质
，
国内外学者论述颇多

，

众说不一
。

作者认为它是

复合型大陆边缘
，

其基本特征是
�

由多个古陆块古陆缘复合
，

裂解的大陆边缘与增生的大陆边缘复合
，

安

第斯型大陆边缘与阿尔卑斯型大陆边缘复合
。

还探讨了这一复合型大陆边缘形成的区域构造背景和形

成机制
。

关于我国东部及其邻区中新生代大陆边缘的性质
，

国内外学者有许多认识上的分岐
，

一些学者

认为是增生的大陆边缘�郭令智等
，
�����

〔，〕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现今的东亚大陆边缘是裂解的大陆

边缘�任纪舜等
，
�����〔

�〕 �还有些学者认为是转换剪切走滑边缘�徐嘉炜
，
�����〔

�，�由于中生代特别

是燕 山期广泛发育的中酸性火山岩带和花岗岩带
，

不少学者认为是安第斯型大陆边缘�郭令智
，

�����刘昭蜀
，
�����〔

‘ 〕 〔 ‘ 〕 �近年随着对这些岩浆岩岩石化学和构造形成机理
、

构造环境的研究
，

发现

其中不乏碰撞成因的产物 �翁世劫等
，
�����

〔�，。

长期以来
，

我国东部及其邻区被划入太平洋构造

域
，

但近年来
，

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特提斯域的意义�朱夏
、

陈焕疆
，
�����

〔�，。

对于东亚中新生代大

陆边缘增生的模式也存在不同的认识
，

一些学者强调洋陆俯冲
，

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地体拼贴
。

新发现的地质事实表明我国东部及其邻区中新生代大陆边缘的性质是相当复杂的
。

有些学者

在论及华南中新生代大陆边缘时
，

曾使用过复合型大陆边缘一词
，

意指由挤压型大陆边缘和拉张型

大陆边缘的复合�刘昭蜀等
，
�����〔

‘ 〕 �徐嘉炜������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 。

本文把这一名词运用

于整个东亚中新生代大陆边缘
，

但其含义又有所不同
，

试图从 已揭示出的客观事实对这一复合型大

陆边缘的性质
、

基本特征及形成机制作一探讨
。

本文所称的复合型大陆边缘有两层含义
�

其一是指东亚中新生代大陆边缘含有多个晚古生代

至早中生代古陆块的古陆缘
，

中国东部乃至整个东亚是由这些古陆块复合而成的
�其二是指东亚中

新生代大陆边缘是由许多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大陆边缘复合而成的
。

� 复合型大陆边缘的基本特征

� � 由多个古陆块古陆缘复合而成的大陆边缘

亚洲大陆是一个复式大陆�马文璞
，
�����

〔，，，

是由多个大小不等的陆块拼合而成的
。

就晚古生代

至早中生代这一段历史时期而言
，

它是在印支期才由这些碎块拼贴在一起
，

在侏罗一白奎纪时才焊

合成一个统一的亚洲大陆的
。

在我国东部及其邻区则是由中朝地块
、

北侧的东北亚诸地块
、

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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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蝉地块
、

扬子一华南地块
、

印支地块等在印支期拼合而成的
。

这些地块有各自的陆缘
，

拼合时就

造就了东亚大陆内部复杂的陆缘造山带
，

使得东亚大陆边缘及陆缘造山带不同于世界上一些巨型

单一式大陆那样—大陆边缘和陆缘造山带只分布于大陆的外围
，

而是同时还分布于拼合后的大

陆内部�图 ��
。

这对印支期的东亚大陆边缘来说
，

是独具一格的
。

�
�

� 裂解的大陆边缘与增生的大陆边缘在空间上的并列和时间上的复合

自贝加尔湖一贺兰山一武陵山一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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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国东部及邻区海西一印支期古构造图

�据王鸿祯图改编
，
�����

���
�

����������
一
���������� ������������ ���

�� ������� ����� ������ ��一����� �����

�一华夏区 系诸构造域
��一安加拉赫斯坦构造域

��一冈瓦纳构造

域洪一后印支期异地体增生带
��一海西印支期褶皱带沛一陆坡

带 ��一推侧陆坡带
��一印支期浊积岩盆地 ��一早海西期对接消减

带
��。一晚海西期对接消减带 ��一印支期对接消减带

���一早海

西期盈接消减带
���一晚海西期叠接消减带

���一印支期�接消减

带 ���一海西一印支期俯冲带
���一后期平移断裂

。

注
�

本文的陆缘

造山带为 �中的近陆缘部分

带
，

新生代期间存在一个裂解的大陆边

缘
，

表现为一系列以北北东走向为主体

的伸展性断陷断隆
、

陆内裂谷
、

陆缘裂谷

和边缘海
，

其地壳类型 自陆壳型转变为

过渡型
，

其地壳厚度 自大于 ���� 减薄

至约 �����南海中央海盆�
。

根据近年

在陆缘带邻近海域上所获老地层资料
，

具元古界变质基底的早前寒武纪的陆壳

碎块在日本海
、

东海陆架
、

海南岛
、

西沙
、

南沙等地仍有踪迹可寻
。

就是陆缘岛弧

旧 本
、

琉球
、

台湾中西部
、

巴拉望
、

加里

曼丹等地�
，

其基底也多属成熟陆壳
，

大

部是伴随边缘海的扩张自大陆离散出去

并仰冲于海沟带之上
。

但陆缘岛弧同时

又是增生的大陆边缘之一部分
，

在太平

洋一菲律宾板块沿 日本一琉球一菲律宾

内海沟俯冲机制下
，

形成新生代的火山

岛弧 �多组成内弧火山脊�叠加在原先由

大陆离散出去的陆壳块体之上
。

自陆缘岛弧带向东到 日本海沟一小

笠原海沟一马里亚纳海沟之 间 是菲律

宾海和洋内不成熟的岛弧带�伊沃季玛
、

马里亚纳岛弧�
，

并含若干微陆块
、

海山

和海底高原
，

应属于东亚最年青的增生

大陆边缘和未来行将成为大陆边缘的构

造域
。

因此
，

陆缘岛弧带是裂解的大陆边

缘内带和增生的大陆边缘外带的过渡域

或叠加复合构造域
。

历史分析表明
，

上述裂解的大陆边

缘内带与增生的大陆边缘外带并存的构

造格局并非新生代所特有
。

例如在侏罗

纪末期至早白奎世初期
，

中国东部也曾

发育一系列以北北东走向为主体的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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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红色断陷盆地
，

组成了裂解的大陆边缘内带
�与此同时

，

在东亚大陆边缘外带
，

北起东北亚的锡霍

特阿林一那丹哈达岭一西南 日本
，

经琉球群岛
，

南至北巴拉望及婆罗洲则有一个超级裂解地体群和

增生的大陆边缘�水谷伸治郎等
，
�����〔

吕〕 。

一些学者�徐嘉炜
，
�����翁世劫

，
�����

〔，〕
强调中生代期间东亚存在剪切 �转换�性质的大陆边

缘
，

多指侏罗一白里纪时存在于中国东部及东亚的北北东向左行平移断裂系
，

使东亚陆壳与太平洋

直接接触
。

作者也认为在某些地段某一时期存在着剪切性质的大陆边缘
。

但是有几点存疑
�

库拉或

伊泽奈崎���������板块的洋脊走向为北东东向
，

其转换断层应为北北西走向而不是北北东向
，

它主

要发育于洋壳中而不是在陆壳中
�
中国东部北北东走向的新华夏系主压面是压剪性的

，

并不是转换

断层 �但是在侏罗纪末一白奎纪初期
，

当库拉或伊泽奈崎板块走向呈北东东向的洋脊斜向俯冲于东

亚大陆之下时
，

与大陆形成左行南北对扭的构造应力场
，

从而形成中国东部呈雁行排列的北东向早

期新华夏系
。

此时除形成北东走向的左行压剪性褶皱和逆冲断裂外
，

还形成一组北北东向左行走滑

的剪切平移断裂
，

于是导致在断裂系东侧一些地块北移而成为移置地体
。

但它们仍然不能称为转换

断层
，

因为同经典定义的转换断层有本质的区别
，

不能称为转换边界或转换型的大陆边缘
。

考虑到无论是挤压性的增生期还是拉张性的裂解期
，

都必然伴生有剪切走滑
。

因此
，

我们没有

把剪切走滑做为独立类型的大陆边缘
。

如前所述
，

在同一时间内
，

中国东部及其邻区可见到增生的大陆边缘 �外带�与裂解的大陆边缘

�内带�并存
�同时

，

在时间演化的进程中
，

在同一地点
，
又可看见挤压性的增生型的大陆边缘为伸展

性的裂解型的大陆边缘所取代或反之
。

这 已为中国东部及其邻区的中新生代大陆边缘演化历史所

证实
。

�
�

� 安第斯型大陆边缘和阿尔卑斯型大陆边缘的复合

从东北亚的楚科奇半岛经锡霍特阿林
、

朝鲜半岛到我国东南沿海
，

长达 ������ 以上的大陆边

缘发育着由中生代陆相火山岩和花岗岩为主的构造岩浆带
，

濒临库拉 �伊泽奈崎�板块并与其活动

时期相同
，

因而许多学者都认为它是在伊泽奈崎板块俯冲消减于亚洲大陆之下的产物
，

与南美安第

斯大陆边缘极为相似
，

而称之为安第斯型大陆边缘
。

但是近年来获得的地质资料对这种简单的解释

提出了质疑
。

主要有如下几点
�

���整个中国东部中生代岩浆活动的时间有自北西向南东变新的规律
，

很难用伊泽奈崎 自东南

向北西的俯冲来解释
。

如果假定存在多个俯冲带并不断自北西向东南迁移后撤
，

又找不到这种证

据
。

���整个中国东部中生代火山岩岩区界线总体呈北东东向�吴利仁
，
�����

〔 ‘ 。 〕 ，

虽然与伊泽奈崎

板块的洋脊走向一致
，

但中国东部的北部岩区为壳源的钙碱性系列
，

中部岩区为慢源碱性系列
，

南

部岩区又为壳源钙碱性系列 �据徐志刚 ����年论文�
〔，’ 〕 �图 ��

，

却很难用单一的伊泽奈崎板块自南

向北俯冲来解释
。

翁世韵等������对浙闽粤沿海燕山期火山岩化学成分的研究表明与日本火山岩

有重大区别
，

特别是粤东赣南区
，

从岩石投影图上看
，

其特征属钙碱性双模式
，

与典型双模式有些不

同
，

各带成分显示的极性和指向与板块俯冲模式的效应正好相反
，

而与陆陆碰撞或仰冲机制的指向

和极性相似
〔�〕 。

因此
，

尽管在我国东北长白山及鲁
、

苏
、

皖
、

浙
、

闽等地的中生代钙碱性火山岩系列和燕山期花

岗岩确有部分属于伊泽奈崎板块俯冲消减的产物
，

但同时又存在陆际碰撞型的产物
，

反映出安第斯

型大陆边缘与阿尔卑斯型大陆边缘的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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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壳源钙碱性火山岩
，
�一慢源或壳源碱性中基性火山岩

，
�一碱性火山岩带

，
�一岩区界线�据吴利仁等

，
�����

，
�一岩

区界线�据徐志刚
，
�����

� 复合型大陆边缘形成的区域构造背景

中国东部及其邻区中新生代大陆边缘所以具有比较复杂的性质
，

以致我们不得不称其为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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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与其所处的区域大地构造背景有关
，

即与处于黄汲清等������所提出的三大构造域的复合构造

域
〔 ‘ ’ 〕 。

近年来
，

随着对特提斯的深入研究
，

东亚中新生代大陆边缘是特提斯�喜马拉雅�域
、

库拉�伊

泽奈崎�一太平洋域和古亚洲域复合的大陆边缘的提法越来越受到重视
。

其证据主要来自以下几个

方面
�

�
�

� 古生物地理区方面
�

复原构造古地理 �王鸿祯等
，
�����

〔，�，、

古生物地理区研究能提供重要依

据
。

近年来对滇藏三江地区的研究
，

业已查明
�

大抵沿龙木错一玉树一澜沧江�昌宁一孟连�一线两

侧晚古生代分属不同的古生物地理区
，

其北东侧和东侧属北特提斯区
，

分布着暖水型动物化石群

�牙形刺
、

珊瑚
、

蜓科等�和华夏植物群�大羽羊齿等�
�其西南或西侧则属冈瓦纳区

，

分布有冷水动物

群��盯��
�����及小型珊瑚

、

腕足类等
、

舌羊齿植物群以及以含砾板岩为主的冰水碳物
。

由上述古

特提斯印支期的主缝合带向南沿缅泰马印尼古特提斯主缝合带的两侧也存在上述两大古生物地理

区的分野
。

我国东部�北起内蒙一吉黑地区
，

南至华南�以及印支半岛都位于古特提斯域之中
。

再往

东北
，

白令海峡沿岸科里亚克地区出现特提斯型暖水动物群
，

在西南 日本前侏罗纪地体内的石炭一

二叠系中所含纺睡虫组合和晚二叠世的腕足类组合亦具有北方型和特提斯型混生的现象
，

说明当

时 的 日本 已处于古特提斯和原太平洋 ��
���� 一 ������。 �域的联结过渡地带 �据 ��������

面告
，

�����
。

晚三叠世印支运动后
，

海域大大向西退缩
，

扬子海消失
，

东部乌苏里及湘赣粤等地局部海浸
，

海

水来自古太平洋
。

这些地区的双壳类化石与 日本
、

西伯利亚东部等地亲近
，

属北极一太平洋区系�陈

金华
，
�����〔 “ 〕 。

当时在 日本发育的双壳类化石以 日置 内贝壳蛤为代表并有成羽植物群 �及
‘��

。

�勺“ �� ，。����������
��

，

均与粤北湘赣同类化石特征相同
。

在西南加里曼丹的古普带同时代地层中

也见有成羽植物群化石
〔�，〕 。

说明当时它们属于统一的亚洲大陆边缘和太平洋生物省
。

但是
，

进入早

侏罗世后情况 比较复杂
。

中新特提斯是否进入东南亚与太平洋域联合
、

复合
，

则至今存在不同的认

识
。

一部分学者认为中特提斯伸向华南
、

印支半岛和东南亚
，

早侏罗世的闽粤边缘海中
，

发育有具地

方色彩的特提斯型分子香港菊石�月
。 ������

��’�己�和白羊石������
�，�

。

据陈金华������的研究
，

中国

东部这一时期的海相双壳类化石十分丰富
，

达 �� 余属 ��� 余种
，

其主体面貌近于古地中海系
，

与古

太平洋区系有一定联系
�中侏罗世青藏地区的海相古地中海系向东南延伸当进入东南亚

〔，‘，。

晚侏

罗世
，

据 �
·
�������

，
�

·

�������
等人在 ����与 �����技术报告中所提到的

，

在南部沙捞越
、

民

都洛
、

卡拉斯
、

北巴拉望
、

苏门答腊等地
，

上侏罗统海相沉积中所含的生物化石群完全可以和欧洲
、

中东的西特提斯动物化石相对比
，

故认为在晚侏罗世时中特提斯海延向了东南亚�
。

早白奎世中晚

期及晚白奎世中特提斯海水曾达南部新疆一青海中部
、

川藏交界及云南思茅一带
，

似应向中南半

岛
、

南海及东南亚延伸
。

粤北南雄盆地曾发现有孔虫化石的海相白至系�夹层�
，

台湾北港钻井中曾

获海相 白奎系
，

南海北部陆缘 自北西向南东
，

晚白垄世至始新世时出现 自陆内断陷一陆缘三角洲一

边缘浅海至半深海相一浅海相的对称沉积体系�金庆焕
，
�����

〔�〕 ，

揭示当时的北部海陆边界位于东

沙隆起附近
，

其南侧为古南海
。

�
�������������认为白奎纪时中特提斯一直伸向澳大利亚的西北侧

和西南太平洋以转换断层相接
〔���

，

遗憾的是没有提出古生物地理区方面的证据
。

另一些学者则认

为中生代以来
，

中国东部及东南亚 已属于太平洋构造域
，

中特提斯并没有向东延伸
。

其证据也来自

古生物地理方面
，

如在加里曼丹古晋带上侏罗统中含有与 日本上侏罗统相同的双壳类化石
，

暗示当

时与 日本同属太平洋生物区系
〔，，，。

� 转引自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油气地质
、

地球物理调查研究概况及今后设想�夏勘原执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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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提斯关闭以后
，

从札格罗斯到喜马拉雅
，

在印度板块尚未与欧亚大陆对接碰撞以前
，

存在

一个早新生代的新特提斯洋
。

雅鲁藏布江以南早第三系灰岩中所含的许多海相化石属古新世至早

中新世
，

与巴基斯坦
、

印度
、

缅甸等地可以对 比
，

属典型的特提斯型分子�黄汲清等
，
�����

〔，�〕 。

台湾

下第三系一中新统下部也发现有 �“ �������
、 ，

��友������
�

及��������� 等化石
，

与喜马拉雅区极为

相似
。

在东海海域钻井中也发现有 ��������
‘ 。

因此有人推测早第三纪时新特提斯是东延的
，

可能

从现今南海南部通过
，

只是由于南海的扩张
，

使代表新特提斯的古南海消灭于沙捞越古俯冲带之

下
。

�������
�������也认为在澳大利亚北侧存在一个宽阔的新特提斯洋

〔
���

。

但是另一部分学者
，

根

据著名的华莱士生物线�������
�’
����所划定的生物地理区界线�位于 ����������

，

该线以西动值

物化石具有亚洲亲缘
，

其东南动植物化石具有澳大利亚亲缘或亲洋的特点�
〔���

，

故认为印支和东南

亚总的属于亚洲太平洋生物省
，

新特提斯并没有伸向东南亚
。

作者根据中新生代中国东南部与南海海域及其邻区的构造对比
，

比较倾向于中新特提斯曾伸

向东南亚并与太平洋域联合
、

复合�详见后述�
。

�
�

� 古地磁与古气候方面
�

三叠纪以前
，

现有的古地磁资料都表明华北和扬子地块的古纬度都较

低����
。

�
，

冈瓦纳古陆古地磁数据也表明早古生代期间东冈瓦纳古陆�澳大利亚
、

印度和东南极大

陆�也位于相似的低纬度区
，

故华北和华南两陆块在早古生代期间可能靠近冈瓦纳古陆的东部
�石

炭纪时
，

东冈瓦纳古陆离开赤道向南漂移
，

与华南
、

华北陆块之间存在一个增生的特提斯洋�方大

钧
，
������� 海南岛石炭纪时位于南纬 �

�

��一�
�

���莫宴情等
，
�����

〔，’ 〕 �西南 日本美浓带和丹波带

二叠纪时分别位于北纬 �
�

�
。

和南纬 ��
“

�北纬 ���之间�桩岛贞雄
，
�����

〔，“ 〕 。

说明均位于古特提斯

海之中
，

这与古生物地理及古生态
、

气候资料所揭示的华南等地当时位于热带
、

亚热带 �王乃文

�����〔 “ 〕
是一致的

。

现有的古地磁资料都揭示从二叠纪起至三叠纪时
，

华南地块相对于华北地块有较大的相对运

动�林金录
，
�����〔�

�〕 ，

华南陆块
、

印支地块有较大幅度的快速北移�何礼章
，
�����葛同明

，
�����〔

�，〕 ，

从中侏罗世起其间才没有显著的相对运动
，

因而华北与华南之间的运动应发生在早中三叠世
，

即相

当于印支运动
�而至白噩纪时亚洲东部才出现古地磁极视移动曲线的一致 �

·

�
·

� ������� ��

��
，
�����〔���

，

说明只有在这时通过陆块间的进一步焊接和联合�任纪舜
，
�����

〔�〕 ，

才使整个亚洲东

部完全焊合起来
。

古地磁的资料帮助我们说明中国东部中生代的复合型大陆边缘是由多个古陆块

陆缘复合而成的
，

并且存在着特提斯域和太平洋域的复合
。

�
�

� 构造格局方面
�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东亚和西太平洋海陆构造的形变图象是复杂而丰富多彩

的
。

海陆构造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

应该进行联系对比研究
。

磁条带揭示
，

无论是印度洋还是西太平

洋
，

其洋脊总体呈东西向和北东东向展布
。

而那些南北向的海沟和俯冲带则是由���
� 以来太平洋

板块运动改向在原来的北北西向或近南北向转换断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与此相对应
，

在中国东

部横贯着五条纬向构造带�黑龙江
、

阴山
、

秦岭
、

南岭和海南�
，

其形变主体是由褶皱和压性断裂带所

组成的
。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板内发现一系列走向东西的薄皮迭瓦逆冲推覆构造
，

如华北地台北缘沿

琢鹿
、

昌平
、

密云到喜峰 口近东西向
、

长达 �����
、

自南向北推掩的迭瓦推覆构造带 �华北地台南缘

呈北西西向
，

从陕县至舞阳长 �����
、

宽 ���� 向南倾的逆冲断层带
�江西九岭山南缘逆冲构造带

，

使中元古界逆掩于白奎系和第三系之上 �南岭地区也发育一系列走向东西的逆冲迭瓦构造带
。

这反

映了南北向或近南北向挤压应力场的存在
，

与呈东西向展布的特提斯洋脊扩张是遥相呼应的
。

� 方大钧等
，
����

，

中国古
、

中生代古地磁与冈瓦纳特提斯大陆边缘的构造演化
，

南海及其邻区特提斯演化与地体构造学术

会议论文摘要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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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青藏地区的龙木错一玉树一澜沧江至缅
、

泰
、

马
、

印尼的特提斯主缝合带呈反 �形展布
，

这就

是李四光所厘定的青藏缅泰印尼歹字型构造体系
。

由于古特提斯的闭合时期在印支期
，

因而许多人

把这一体系的成生时期定为印支期
。

但是
，

考虑到印度板块 自晚白奎世以来已经北移约 �� 个纬度

�根据印度洋洋底磁条带所作的计算�
，

约相当于 ������ 的平距
，

根据这一洋底扩张距离的反演
，

早第三纪时古欧亚大陆南部边缘的边界应位于现今次大陆的南端
〔
���

。

南海洋壳扩张南北向最大宽

度约为 ������
。

如把印度板块拉回到早第三纪末与亚洲碰撞前的位置
，

将南海剔除并把加里曼

丹
、

北巴拉望与华南大陆合拢
，

那么
，

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巨大的反 �型构造不复存在
，

而变成了一个

自西向东由北西西向转成近东西向乃至北东东向的联线
，

再向东则和北东向的大陆边缘形成一个

微微向南东方向凸出的大陆边缘弧
。

这正是亚洲大陆向南
、

特提斯一印度洋脊向北扩张所要求的
。

沿着缅泰马特提斯南北向主缝合带分布着印支期一燕山期的碰撞型 �型花岗岩带和世界驰名

的锡矿带
。

当构造复原成近东西向时
，

它们与华南南岭花岗岩带相平行
。

近年来在粤�陆人雄
，

�����
〔���

、

闽�边效增
，
������ 发现了一些海西一印支期碰撞型的花岗质岩石

。

如前所述
，

赣南粤东

的火山岩带也显示了碰撞型的指向和极性分带
。

在南海北部海域东沙隆起的南侧下部陆坡区
，

物探揭示区内重磁异常由东部的北东向向西转

成北东东向或东西向
。

重磁异常特征表明该区沉积层下部为成片的基性
、

超基性岩分布区
。

通过声

纳浮标
、

地震波以及磁性体极性期的测定判断
，

该基性
、

超基性岩带的时代为侏罗纪
，

从而认为沿东

沙隆起陆坡下部可能是燕山早期俯冲碰撞之位置 �图 ��
。

考虑到东沙以南还有陆块
，

真正的特提斯

洋可能还在南面
，

因而前述基性
、

超基性岩有可能代表一个 已经俯冲消亡的带有弧后或弧间盆地性

质的小洋盆
，

它在侏罗纪时俯冲消亡于陆壳之下
，

并导致了南岭地区一系列走向东西的盖层滑脱褶

皱和逆冲推覆
，

说明华南及东南亚中生代确实存在一个开始是洋陆俯冲
、

然后是弧陆碰撞
、

最后是

陆陆碰撞的地中海型或阿尔卑斯型的大陆边缘
。

亚洲东部最醒 目的构造是由李四光所厘定的北东一北北东向扭动构造体系即华夏系和新华夏

系
，

是印支期以来伊泽奈崎一太平洋板块与亚洲板块相互左行扭动的产物
。

但是
，

与此同时
，

存在于

中新生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北东向
、

北北东向张性
、

张扭性断陷盆地可从大陆边缘深入到大陆内部

������ 以上
，

无法用弧后扩张来解释其形成机理
，

显然是由于挤压力来自北东一南西方向的北西

一南东向区域性拉张所造成的
。

近年来
，

在中国东部东北三省至海南岛
，

都发现了一系列北西走向

的褶皱和压剪性断裂
，

成生时间分属于中晚侏罗世
、

晚白奎一始新世以及新第三纪等
〔��� 〔���

。

这些北

西向构造就其规模而言
，

虽不及我国西部地区的北西向构造
，

但从伴生构造组合和应力场的力源分

析
，

与前述 ��一��� 向张性
、

张扭性断陷盆地应同属特提斯 �喜马拉雅�构造域的产物
。

� 形成机制的初步探讨

对中国东部大陆边缘的形成机制
，

近年来提出了许多新认识
。

任纪舜������
〔���

、

邵济安 �����

年面告�等提出了软碰撞的概念
，

用以解释尚未形成统一大陆和刚性板块以前陆块间的碰撞造山作

用和陆缘造山带的形成
，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

燕山中晚期
，

东亚内部各陆块 已经焊合成一个整体时
，

巨型板块之间的俯冲或碰撞机制已经起

主要作用
。

但是三大板块的相互作用和两大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同的
。

中国东部及其邻区与

美洲西部及大西洋两岸的区域构造背景是不同的
。

由于三大板块存在着不均衡的相互作用 �李思

� 边效增生前面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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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
�����〔���

，

因而产生了复合型大陆边缘的许多特征
。

不过
，

应指出的是
，

如果仅仅由于印度板块

与亚洲大陆的碰撞挤压导致北西一南东方向表层的拉张
，

从而形成北北东走向的伸展断陷和双模

式火山岩流喷溢
，

那么它首先应该发生在近板缘地区
。

但这些北北东向的伸展性断陷和火山岩盆地

却常发育在远离板缘的板内
，

表明并非单纯由表层构造的拉张所引起的
，

而是由于在板块的碰撞或

俯冲机制作用下
，

深部地慢物质向这些地区离散
，

导致其表层的进一步拉张
，

从而在时间上滞后于

碰撞或俯冲的时间
，

在空间上远离板缘地区而深入于大陆内部
。

西太平洋比之东太平洋有众多的边

缘海
，

并非由于什么俯冲倾角的大小
，

而是与深部地慢流蠕散所导致的表层拉张有关
。

近年来对深

部地慢流的研究已经为这种机制的解释提供了可能
。

�������

��

� ， 尹 一 、 、
尹

一 、 一了 、
，，

一
、 ，

，，，’�
� � � � � � � � � �

� �

一二
�价�

、 厂
、 ，

、 ， �
�

����︸

��������
月，��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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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国南海陆坡 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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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线中段综 合地质地球物理剖面图 �据马尚文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 ���������� ���

�一第四系一上第三系
��一下第三 系

��一中生界
，
�一古生界 ��一中酸性侵入岩 ��一燕山期基性岩

��一新生代玄武岩
�

�一断层
��一磁力异常曲线

���一 自由空间重力异常曲线
���

一

布格重力异常曲线
����一前新生代基底弧间盆地基层

�

��一地震反射层及编号
���一层速度

还有
，

中生代期间广泛发育于中国大陆板内的构造变形
、

岩浆活动和断裂变质作用也很难用三

大板块在板缘的俯冲或碰撞机制来全部解释
。

是否存在与大洋板块俯冲机制并存的陆内机制是值

得探索研究的
，

它和大洋板块俯冲机制共同受控于一个更高级的全球性动力学机制是可能的
。

这是

全球构造学所应该解决的
。

因此
，

从区域地质实际出发
，

中国东部及其邻区中新生代大陆边缘的性质和类型不一定要去套

用 已有的模式
，

或者它就是独立于安第斯型或阿尔卑斯型之外的另一种大陆边缘
，

可称之为东亚型

或本文所称的复合型大陆边缘
。

在这一复合型大陆边缘的演化过程中
，

我们可以看到东亚大陆边缘

的演化与东特提斯的演化
、

东冈瓦纳的裂散和亚洲的增生密切联系在一起
�

伴随着古
、

中
、

新特拉斯

的开合
，

东冈瓦纳古陆不断裂散
，

其碎块漂移并拼贴增生于欧亚大陆的边缘
�
与此同时

，

在中新生代

时期
，

伴随伊泽奈崎
、

菲律宾一太平洋板块的俯冲
�东亚东部亦有一系列地体群增生于大陆边缘

。

本文承蒙马文璞教授审阅
，

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

谨致谢意
。



��� 中 国 区 域 地 质 ����年

� 参考文献

〔 �〕 郭令智等
，
����

，

西太平洋中新生代活动大陆边缘和岛弧构造的形成及演化
。

地质学报
，

�� 卷 �期
。

〔 �〕 任纪舜等
，
���。 ，

中国东部及邻区大陆岩石圈的构造演化与成矿
。

科学出版社
。

〔 �〕 徐嘉炜
，
���。 ，

关于东亚大陆边缘演化的若干新认识
。

地质科技通报
，
� 期

。

〔 �〕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质构造研究室
，
����

，

南海地质构造与陆缘扩张
。

科学出版社
，
�

�

��
。

〔 �〕 翁世韵等
，
����

，

浙闽赣粤中生代晚期火山地质
。

地质专报— 区域地质 �� 号
，
��� 页

，

地质出版社
。

〔 �〕 朱夏等
，
����

，

中国中新生代构造与含油气盆地
。

地质学报
，
�期

。

〔 �〕 马文璞
，
����

，

区域构造解析
。
��� 页

，

地质出版社
�

〔 �〕 水谷伸治郎等
，
����

，

那丹哈达岭地体及其与东亚中生代大陆边缘构造的关系
�

地质学报
，

�� 卷 �期
。

〔 �〕 徐嘉炜等
，
����

，

论东亚大陆边缘中生代左行平移断裂作用
。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
�卷

。

〔��〕 吴利仁等
，
����

，

中国东部中生代火山岩
。

地质学报
，
��卷

，
�期

。

〔��〕 徐志刚
，
����

，

从构造应力场特征探讨中国东部中生代火山岩成因
。

地质学报
，

�� 卷
，
�期

。

〔��〕 黄汲清
、

任纪舜等
，
����

，

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
�

�
�

���一���
，

科学出版社
。

〔��〕 王鸿祯等
，
���。 ，

中国及邻区构造古地理和生物古地理
。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

〔��〕 陈金华
，
����

，

中国中生代海水进退和双壳类区系
。

地质学报
�

�� 卷
，�期

。

〔��〕 金庆焕
，
����

，

南沙地质与油气资源
。
�

�

���
，

地质出版社
。

〔��〕 黄汲清等
，
����

，

中国及其邻区特提斯演化
。

科学出版社
。

〔��〕 莫宴情等
，
����

，

海南岛地体及其毗邻陆缘晚中生代一新生代古地磁研究和构造演化
。

南京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
�����

。

〔��〕 位岛贞雄
，
����

，

据古地磁资料来阐述东亚大陆成长的理论
，

亚洲变动带
。

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出版
。

〔��〕 王乃文
，
����

，

板块构造与古生物地理
、

古生态气候
。

板块构造基本问题
，

地震出版社
，
�

�

���一���
。

〔�。 〕 林金录
，
����

，

华南地块的地极移动曲线及地质意义
。

地质科学
，
�期

�

〔��〕 何礼章
，
����

，

江南古陆及其邻区的古地磁测定与构造解释
�

江南古陆及邻侧构造论文集
，

地质出版社
。

〔��〕 �
�

搭朋尼亚等编
，
���。 ，

印度和亚洲之间的碰撞机制
。

碰撞构造�中译本�
，
�

�

“ ，

地质出版社
。

〔��〕 陆 人雄等
，
����

，

云开地块碰撞拼贴带中的那蓬岩体特征研究
。

云开大山及其邻区地质构造论文集
，

地质出

版社
。

〔��〕 万天丰等
，
����

，

中国及邻区白奎纪一早始新世构造应力场
。

中国及邻区构造古地理和生物古地理
，
�

·

���一���
，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

〔��〕 李思 田等
，
����

，

中国东部及邻区中新生代裂陷作用的大地构造背景
。

中国及邻区构造古地理和生物古地

理
，

�� ���一 ���
，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一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

��� �������� ��������� ������������������一 ������� �����
，
����������� ����������������������������� ��

�������� ���������� ��� ��一�� ���������—������������������� ��������� ������
�



第 �期 丘元禧等
�

中国东部及邻区中新生代大陆边缘性质讨论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接第 ���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