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前沿。地质记录表明，

从北海道到九州南端这个长近! """ #$、宽约%"" #$
的岛列是通过洋、陆沿活动陆缘的汇聚以及来自赤

道低纬地体的拼贴发展而来的。日本的地质演化主

要表现在晚古生代，特别是中生代以来持续向洋生

长上。在日本海作为弧后盆地于中新世（&’()）打开

以前，日本曾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因此它的历

史对于完善亚洲东部大陆边缘显生宙后期的构造

演化记录是极为可贵的。

最早向国内系统介绍日本区域地质的是张之

孟［%］。&*++年 吉 林 省 地 质 科 学 研 究 所 朴 春 燮 完 成

《日本的地质与矿产》专题报告，但未公开发表。

&**!年第!*届国际地质大会在东京召开期间，地矿

部石油地质研究所以《日本地质新认识》为题出版

了专辑［,］。这些著述为广大读者介绍了日本的基本

地质情况。!""&年&"月在大阪举行的“罗迪尼亚、冈

瓦纳的聚集和破裂，亚洲的增生”（简称-./01）国

际学术会议进一步提供了学术交流和到现场考察

的机会。这次会议讨论了有关亚洲各陆块在罗迪尼

亚超大陆中的位置、中亚造山带、亚洲中、新生代的

增生等诸多热门话题，并汇集了有关国家相应研究

的最新成果［’］。参加此次会议和对日本的地质考察

触发了作者写作本文。

日本传统上按棚仓构造线（223）分成两个部分：

以西称西南日本，区域构造线近东西向，以东称东北

日本，区域构造线近南北向。西南日本再按中央构造

线（(23）纵分成两个部分：以北称西南日本内带，

以南部分称西南日本外带。图&为日本主体部分的

概略构造划分，按形成地质时代分成前侏罗纪、侏

罗纪和侏罗纪以后%组地体。可以看出它们是从内

带向外带方向，即从日本海一侧向太平洋一侧生长

的。各构造带目前总体上成一系列指向南的褶皱4
推复体群，较老的岩石一般位于较高构造部位。日本

海张开以后沿棚仓构造线的活动转移到以西与之大

致平行的丝鱼川4静冈构造线（-.23）上。后者是大

地沟（5677) ()89)）的西界，最初作为导致日本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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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列岛是晚古生代以来洋、陆沿活动陆缘汇聚及南来地体拼贴的产物，在日本海中新世张开以前曾是亚洲

大陆的一部分，因此其历史对于完善东亚显生宙后期的构造演化记录是极为可贵的。本文在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日本列岛主体是中亚造山带沿走向的延伸，记录了从朝鲜半岛向南中生代亚洲大陆的增生历史。中朝克拉

通的东界应在它的西面经图们江带弧形转折后沿朝鲜半岛以东南下。（!）从锡霍特阿林到菲律宾，亚洲前沿以侏罗

纪为主的消减4增生杂岩也可能在闽粤沿海的大片中生代火山岩下面发现；长乐4南澳变质带可能相当于巴拉望或

西菲律宾地块并与日本的黑濑川带有关。（%）日本学者有关飞 边缘带是秦岭4大别缝合带向东延续的论述，提示

该带可能是中亚和秦岭两个造山带向东延续的复合，中朝和扬子陆块在它以西依次尖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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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日本列岛的构造划分［#，$］

%&’( # )*+,-.&+ /&0&1&-. -2 ,3* 4156./1 -2 7686.

开的三叉裂谷的夭折支，并且是中新世绿色凝灰岩

的主要分布区。9:;<6前沿北海道中部日高带发生

的千岛弧与日本弧的碰撞使板块边界向南跃迁到

这里。目前它是北美板块或从北美板块划分出来的

鄂霍次克板块与欧亚及菲律宾海板块的汇聚边界

（图!）。沿日本海东缘的一系列逆冲型强震提示那里

可能已处于向东消减的初始阶段。板块边界的上述

跃迁还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丝鱼川=静冈构造线转

变成主逆冲边界以及日本阿尔卑斯（飞 山脉）更

新世以来的快速抬升。

位于西南日本最北部、围绕能登半岛弧形分布

的飞 =隐 歧 带（图#）有 约# >99 ?@!的变质基底出

露，对不同部分泥质片麻岩和角闪岩的各种同位素

测年给出从#(A B6到# #99，$99，>99和!>9 <6等多组

事件年龄，未变质的上侏罗统—白垩系手取群磨拉

石不整合覆盖其上［C］，传统上认为该变质基底是受

过多次叠加变质的前寒武纪基底，代表亚洲大陆的

某一部分。该变质基底以飞 边缘带或飞 外带蛇

纹混杂带与以南由侏罗纪增生杂岩组成的美浓=丹

波=足尾带接触。日本唯一发育由浅海相地层组成

的连续剖面位于东北日本的南北上地块（图#）。自下

而上包括：志留系碳酸盐岩和少量酸性火成碎屑岩，

中部含D*.5-+?世化石，底部不整合在冰上（E&?6F
@&）花岗岩之上或下伏镁铁质火成杂岩。泥盆系为

酸性玻屑凝灰岩和凝灰质泥、砂岩，上统砂岩中含陆

生植物残片。石炭系下部为泥岩、砂岩、火山碎屑岩

和不纯灰岩。<&.6,-曾认为晚维宪世鬼丸组灰岩底

部有明显的不整合，代表志津（G3&HI）运动［"］。但是这

个不整合近来已被许多作者否定。二叠系不整合在

下伏不同层位石炭系之上（世田米运动），下部含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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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日本的板块构造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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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酸性凝灰岩和安山质火山碎屑砂岩，中部有特征

的含花岗岩砾石的砾岩夹层。三叠系再度全部是海

相的并不整合在二叠系之上。侏罗系与三叠系也是

不整合接触，但海相碎屑岩中未见火山成因岩石。

最上部是白垩系与消减有关的英安7安山质火山7
深成岩。由于日本各部分多由不同时代的消减7增

生杂岩组成，上述地层柱为它与亚洲的构造对比提

供了可贵的线索。8+3+9:;&［<］提出南北上地块基底的

变质年龄为=""8+，认为西南日本的黑濑川带在地

层、岩相和生物等方面都与南北上地块相像，前者

是后者向南的延伸。

下面讨论与中国东部构造演化和对比密切相

关的#个问题。

> 日本列岛在东亚大陆的定位

日本的地质记录对亚洲大陆生长的意义只有

它在日本海出现以前的位置确定以后才能体现出

来。经过近!"年的探索，这方面的看法已大体趋于一

致，主要的制约事实有：!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区域

构造上，日本北海道都是俄罗斯远东萨哈林带的向

南延续。两者都由白垩纪至中新世的岛弧火山岩、

远海硅质岩、蛇绿混杂堆积及含海山碎片的消减7
增生杂岩组成。?+;+;&@+A+等［B］提出萨哈林东部经受

高压变质的苏苏奈（?:3:0+&）变基性杂岩就是北海道

神威古潭带的向北延伸。"从C,/4:D&等［>"］根据古地

磁成果提出日本列岛的转动变形以来，普遍采用的

模式是东北日本逆时针、西南日本顺钟向的双开门

式旋转，在那以前日本列岛大体是成直线状分布的。

#水谷伸治郎等［>>］根据野外考察，认为中国东北那

丹哈达岭与美浓带不仅放射虫属种，而且混杂堆积

中的晚古生代灰岩和蛇绿岩块都十分相似，提出在

日本海出现以前它们曾与西锡霍特阿林组成统一的

地体。E/0-03F+&0等［>!］则认为兴凯地块通过日本海

中的大和浅滩与飞 地块相连。!"世纪<"年代以来

不同作者根据自己的对比得出的日本在亚洲东缘位

置的复原图都大体相同。图#是GF+0.F:;［>#］依据从

俄罗斯一侧的对比得出的复原图。

从图#可以看出，由侏罗系和前侏罗系构造带组

成的西南日本内带沿走向向北延入锡霍特阿林带以

西的巨大中亚造山带范围内。中国［>H］、俄罗斯［>#］和日

本学者［<］对日本海对侧这一中、俄、朝鲜交界地域的

研究都认为这里正是兴凯地块与以西中朝克拉通的

交接部位。其中斯帕斯克带含寒武纪蛇绿岩，沃兹涅

先 卡 带 包 括 由=" ;I宽 的 晚 二 叠 世 —早 三 叠 世 火

山7深成岩带组成的安第斯型陆缘弧内带和以南由

深海浊积岩和蛇绿混杂体组成的增生杂岩外带（在

吉林省龙井市开山屯地区有良好出露）。它们都代表

兴凯地块西南缘的陆缘增生带。最西南的清津带是

从中朝克拉通中分出来的渤海地块与兴凯地块的碰

撞缝合带［>H］。

上述对比意味着如下两个重要推论：!长期以

来日本地质学界根据生物7地理区或地质演化史把

日本列岛或者与中朝地台，或者与扬子地台对比，

8+A:9+I+［>=］和J:;&/［>K］的观点是最近的实例。但是

日本地质的总体表明它是作为造山带发育起来的，

所以应该与亚洲的造山带而不是与克拉通对比，尽

管组成列岛的某些构造单元原来可能源自克拉通。

例如8+3+9:;&［<］根据南北上地块的上维宪统富含贵

州珊瑚、袁氏珊瑚，二叠纪的双壳类、菊石动物和纺

锤 与华南同源，以及上古生界属华夏植物区等事

实，提出它与扬子克拉通的亲缘关系。根据图#的构

造复原，日本列岛可能是中亚造山带的一部分。支持

这 一 推 断 的 其 他 两 方 面 论 据 是 ：?-0’LA［>$］提 出 ，作

为典型阿尔泰型造山带的中亚造山带主要是通过

弧的增生作用由消减7增生杂岩组成的。在江博明

单

蜓

>BH



第 !! 卷 第 " 期

单

单

单

蜓

图" 日本海张开前亚洲东缘的主要构造单元

（据#$%&’$()，!**+，略有修改）［+"］

,-./ " 0%123 45’42&-’ (&-46 2& 4$5 5%6453& 7%3.-&
28 96-% :58235 4$5 2;5&-&. 28 4$5 <5% 28 =%;%&

等［+>］对中亚造山带显生宙花岗岩类?@同位素的研

究中，采自日本飞 带的样品与中国东北及内蒙

古的样品投在一起，它们都以低初始<3同位素比、

正!?@（!）值和+ !**A"** 0%的年轻的<7B?@模式年

龄（!C0）为特征，而与欧洲加里东和海西造山带、中

国华夏及朝鲜南部的同时代花岗岩类成强烈对照，

江氏据此提出飞 带在构造上可能属于东中亚造

山带（DE9FG）。事实上早在+HH*年，I’$-)%J%［+］根据

三叶虫的对比就曾提出飞 边缘带所代表的海与

中朝陆块北侧的蒙古海有联系的看法。"从图"还可

以看出，近东西向的中朝地台北界从内蒙地轴北侧

东延至吉林延边地区后弧形弯转，因此地台东界可

能呈??K向由清津带或图们江带沿朝鲜半岛东侧

南下而不再向东延伸。如果=-&等［+H］认

为飞 片 麻 杂 岩 属 于 中 朝 地 台 的 对

比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话，飞 边缘

带将相当于索伦B清津缝合带的向东

延续。

! 中生代消减B增生杂岩

在亚洲大陆前沿的分布

从+>LM年 在 美 浓 带 的 灰 岩 采 场

发现二叠纪纺锤 化石以来，日本地

质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 内 曾 认 为 石

炭—二叠系在列岛有着广泛分布。!*
世纪L*年代牙形刺，特别是>*年代放

射虫生物地层学的兴起，终于使人们

认识到日本大多数所谓 的 优 地 槽 杂

岩实际上是时代相对较 老 的 各 种 外

来岩块被包裹在含中生 代 微 体 生 物

化石的硅质B碎屑基质中，代表从消

减带上刮削下来的无序堆积。它们与

海沟填充浊积岩及滑塌 堆 积 并 列 就

构成消减B增生杂岩组合。例如出露

规模达+*A!* )7的 秋 吉 浅 海 生 物 灰

岩无例外地都成侧向和 垂 向 上 不 连

续的岩块位于碱性玄武 质 熔 岩 和 火

山碎屑岩之上，剖面中无任何陆源物

质形迹，火山岩底部总是断层。因此

它们原来应是远离大陆、坐落在玄武

岩海台基座上的生物礁，后来被构造

拆离的大洋海山碎片［!*］。中国东北的

那丹哈达岭也是>*年代+N!*万区调识别出石炭—二

叠纪灰岩是上三叠统—下侏罗统大岭桥组混杂堆积

中的外来岩块后，通过微体古生物分析才得出基质

的时代范围的。

根据迄今发表的文献资料，以侏罗纪硅质岩和

浊积岩基质为主，内含晚古生代至三叠纪各种外来

岩块的中生代消减B增生杂岩已在从俄罗斯远东经

日本主岛、琉球、台湾到巴拉望的亚洲前沿广大地区

被发现。从北向南包括：布列亚B佳木斯地块以东的

哈巴罗夫斯克、巴兹哈尔（G%@O$%P）和兴凯地块以东

的 萨 马 尔 卡（<%7%3)%）带［+"］，西 南 日 本 的 美 浓B丹

波B足尾带、秩父带和东北日本的北北上带，中琉球

奄美大岛Q(J%&组含放射虫（="—#+）的燧石、硅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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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和玄武岩基质中含大量石炭—二叠纪和三叠纪

的外来岩块（最大的长达# $%）。南琉球石垣岛上的

&’()$*组消减杂岩被认为是美浓带向西南的延续［+］。

台湾大南澳混杂带北部天祥蛇绿混杂堆积的深海

变质泥质岩中也产出晚侏罗世的双鞭毛藻［!+］。

北巴拉望现在虽然是菲律宾群岛的一部分，但

是那里前第三纪基底的广泛出露提示它与全由白

垩系和新生界组成的从吕宋岛向南的群岛主体有

着截然不同的历史，长期以来被称为巴拉望地块。

普遍认为它是因古南海扩张而从亚洲大陆裂离、古

近纪末与菲律宾弧系碰撞的［!!］，其范围包括巴拉望

岛北部、卡拉绵群岛、民都洛岛西南和班乃岛的西

北角等地。日本地质工作者!"世纪,"年代以来在这

一地区的持续野外研究终于查明这里也是硅质岩

和灰岩呈岩块位于中—晚侏罗世泥岩基质中的滑

塌堆积。-).(’/$)等［!#］在论述布桑加岛-)0)%1)2)
3/’45群增生杂岩放射虫地层学和构造的基础上，

提出它从中二叠—晚侏罗世的硅质岩层序记录了

大洋板块长时间的远洋环境历史，由硅质泥岩代

表的碎屑沉积在剖面中出现以及它进一步被浊积

岩替代反映了向大陆边缘消减带趋近的过程。与

硅 质6碎 屑 层 系 共 生 的 灰 岩 块 原 来 是 孤 立 海 山 上

的碳酸盐建隆，它们在消减过程中被刮削下来并

以叠瓦方式产出在前者中。作者还提出-)0)%1)2)
3/’45群 可 与 西 南 日 本 外 带 南 秩 父 带 的7/8)4/群

很好地对比。

中生代消减6增生杂岩的上述空间分布勾画出

了亚洲大陆东缘当时洋陆板块界线的大致位置。在锡

霍特阿林，它们为晚白垩世—古近纪的安第斯型陆缘

弧火山岩覆盖。在这一再造中，中国闽粤东南沿海当

时的构造状态是值得关注的重大基础地质问题。

自周祖翼［!9］指出中国东南是一由不同大陆地块

拼贴而成的复合体、不同地块基底岩系的出露就构

成了华夏古陆，李继亮［!:］从湘赣边境到福建沿海划

分出:个碰撞造山带以来，新的资料日益清楚地表明

这个基底组成和区域构造都不均一的广大地区不

是一个古陆而是造山带的复合体。它经加里东运动

与扬子陆块拼接后在长期夷平的基础上接受了中、

晚泥盆世统一的海侵超覆层系沉积。但是那里晚古

生代以来的岩相变化和区域变质图式都显示这个

新形成的华南陆块的构造活动性向东明显增加：闽

西以石英砂岩和浅海碳酸盐岩为主的石炭系向东出

现海相火山岩夹层［!;］，福鼎南溪更发育深水复理石、

放射虫岩和海底熔岩［!<］。在浙江青田原被认为是元

古宙基底的鹤溪群大理岩中发现了=)*>*5*)和鱼骨

化石以及它与变质含煤岩系共生!，表明是包含二叠

系岩块在内的混杂堆积。李培军等［!,］提出闽西早三

叠世溪口组是一套浊积岩系，与等深积岩交互，其

中、下部的灰岩岩块最长可达+ ;"" %，高达+"" %，

采场上可以看到侧向上突变成薄层浊积岩，上方也

为后者披盖的接触关系，代表当时一倾向东南、由永

安以西的陆架台地碳酸盐岩和向东的陆坡、陆基深

水沉积构成的被动大陆边缘。粤东的侏罗系为海相

复理石，厚度超过: +:" %［!?］。区域变质作用也呈类

似变化：华南主体部分未变质的沉积盖层是从泥盆

系开始的，向东到福建中部的大田、德化一带石炭系

变质成片岩和变粒岩，未变质的上三叠统不整合覆

盖其上。更往东的长乐6南澳带上三叠至侏罗系也

遭变质，为未变质的白垩系石帽山群覆盖［!?］。

综合杨泰铭等［#"］、谢窦克等［#+］和黄辉等［#!］的研

究成果，沿闽、粤海岸分布的平潭6南澳或长乐6南

澳变质带长约9"" $%，宽度超过;" $%，向东没入海

中。各种结晶片岩、斜长角闪岩和变粒岩呈岩块或包

体被包裹在片麻状斜长花岗岩或混合花岗岩的基质

中。变质程度从角闪岩相到绿片岩相，向内陆方向

变低。原岩包括中性火山岩和长英质凝灰岩。在东

山岛的石墨片岩夹层中采获的微植物化石的时代

为奥陶—志留纪。已发表的同位素年龄提示了自

:#:-)生成以来还经历了!""，+;:，+!"@?"和;!A9-)
等9次事件。许靖华等［!<］提出的泉州飞来峰实际上就

是 平 潭6南 澳 带 沿 海 岸 出 露 的 一 些 零 散 蛇 纹 岩 露

头。许氏根据当时泉州附近穿过外来岩块的钻孔记

录，认为这是一异地的变质蛇绿混杂堆积，代表华南

与以东“东南亚地块”的碰撞缝合带。&)’>B等［##］、

CD)>EB.等［#9］和F)1*B>>B等［#:］则认为代表与西菲律宾

地块（即巴拉望地块）的碰撞。东南沿海侏罗纪至早

白垩世的陆缘弧火山活动与晚白垩世双模式火山岩

这两幕岩浆活动性质的差异以及两者间的不整合接

触就是这一碰撞的结果。这个叠加了印支和燕山期

事件的前奥陶纪变质基底目前构造夹持在以西闽浙

! 煤田地质总局华南课题组A 华南二叠纪含煤地层沉积环境及聚煤规律G浙江部分HA +??9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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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火山岩和以东台湾中央山脉东翼所代表的晚

中生代板块边界［"#］之间。查明它的确切构造含意以

及闽粤沿海大片火山岩下面是否也有中生代消减$
增生杂岩，对恢复中国东南中生代的板块构造十分

重要。平潭$南澳带的基底组成和时代以及晚到侏

罗纪的多次叠加事件记录与西南日本外带的黑濑

川带有相似之处。后者被认为是来自低纬度的一古

生代陆块的残余［"%］，查明它们可能的关系也涉及到

中国与邻区的板块构造对比。

" 秦岭$大别造山带的东延问题

秦岭$大别山是中朝与扬子克拉通之间的大陆

碰撞造山带，在安徽中部被郯庐断裂带北错到山东

半岛、在烟台附近入海后并未显示中断或沿走向尖

灭的迹象，因此其东延及沿走向性质的变化就成为

令人关注的问题。

!&世纪’&年代以来占优势的意见认为朝鲜半岛

上的临津江带或沃川带可能是秦岭$大别带的东延

部分。()*［"’］根据新的锆石+$,-离子探针测年，还

提出半岛中部的京畿地块广泛分布着约%.&/0与裂

谷有关的双模式岩浆活动，可与扬子地块对比，因

而中国的超高压变质带应对应于临津江带和京畿

地块的相似意见。但是京畿地块以南的朝鲜半岛南

部地史演化总的仍与华北而不是与扬子相似，以及

半岛上未发现超高压变质作用形迹的基本事实，迫

使人们重新考虑这一问题。()012 34$5*12等［"6］认

为秦岭$大别造山带以南的华南陆块沿山东半岛南

侧向东北延伸到黄海中部后被沿朝鲜半岛以西分

布的右行转换断层错移到日本九州西南。他把华南

陆 块 的 这 一 向 北 突 出 部 分 称 为 黄 海 隆 突（7899*:
;80 ,<*=*1>*<?），认为是中朝与扬子陆块碰撞所引

发的逸脱构造。沃川带的黄江里组含砾板岩就堆积

在向东推进的三叠纪纳布前缘的前陆盆地中。郝天

珧等［@&］根据黄海海域的重力资料得出同一结论，提

出 中 朝 与 扬 子 板 块 边 界 沿 五 莲$青 岛$荣 成 和 嘉

山$响水岩石圈断裂东延至A!.*B后，被近南北向的

朝鲜半岛西缘断裂右行错移，然后再沿济州岛南缘

断裂继续东延。CD)4:0>0<4等［@A］根据高压变质带的对

比也得出类似的意见。按照这些新的研究成果，秦

岭$大别造山带是从朝鲜半岛以南通过的（图"）。

进一步向东到日本，那里近年来区域变质研究

上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在青海（E=4）镇附近飞 边

缘 带 的 莲 华（F0128）变 质 带 中 识 别 出 了 榴 辉 质 蓝

片 岩 ， 证 明 其 进 变 质 作 用 已 达 榴 辉 岩 相［@!］。

3G1G24H0等［%］根据新的锆石、独居石和晶质铀矿单

颗粒+$I)$,-，;5FC/,以及全岩、角闪石和黑云

母的F-$;<和3$J<测年，发现至少经历了"期变质

作用：".&K"&&/0、!%&K!A&/0和!A&KA’&/0。认为

!%&K!A&/0的一期对应于中朝与扬子板块的碰撞缝

合，据此作者们提出飞 变质带是中朝与扬子板块

之间三叠纪高压变质的缝合带。在他们的复原图上，

扬子陆块成岬角状在棚仓构造线以西尖灭，隐歧岛

位于这个岬角上，而西南日本主体则位于扬子板块

东南外缘。这样，中亚造山带和秦岭$大别造山带在

日本段不仅在空间上重叠，而且可能是作为一个大

陆边缘发育的。由于中朝和扬子陆块向东依次消失，

造山带的性质沿走向发生变化，以及山东半岛段造

山带的整体架构还不清楚，如何检验上述假说还有

待未来更多的工作。无疑，这一问题对阐述早中生代

古特提斯洋向东延伸及与环太平洋构造域相互作用

的细节是极为重要的。

日本列岛夹持在欧亚、菲律宾海、太平洋和北美

板块之间，其构造部位和演化历史十分有利于对消

减$增生楔地质、弧前盆地演化、弧$弧碰撞和洋、陆

壳沿活动大陆边缘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事实上，

有关消减带类型的划分、成对变质带概念和俯冲洋壳

温度对榴辉岩化变质作用深度和地震、岩浆活动的影

响等成果也都是通过对日本岛弧的研究得出的。中国

各造山带的演化历史几乎都涉及到岛弧和活动陆缘，

但这方面的专门论述［@"］近年来才开始出现。借鉴有关

成果对深化认识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唐克东研究员对文稿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在

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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