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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
B[B\C

万大地构造相图是
MCBN

年出版的一份区域性大地构造图
!

该图依据不断积累和丰富的基础地质资料，将

大地构造理论研究与综合应用汇总和集成，是东北地区科技创新成果和技术方法进步转化应用的重要体现
!

此次编图以板块构造

理论和大陆动力学思维为指导，以多岛洋、弧
]

盆系发展演化观点为切入点，运用大地构造相分析方法，研究东北地区地壳形成、演

化历史，以及大地构造环境及其与成矿作用的时空关系
!

较系统地阐述了东北地区的岩石构造组合、建造构造与构造演化阶段的

宏观背景
!

$%&

：东北地区；板块构造；大地构造相；构造单元

'()*+ "["#$,-*./012345

刘英才，付俊
!

，赵春荆，那福超，宋维民
!"#$%&' ()#$%&!*+,- () ""$$%&

6789:MCB']"(]")

；
;<89:MCB*](&]('O4=:

张哲
O

>?@A:

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国家地质数据库建设与整合”（
^^MCB_`DND

）；“东北基础地质综合调查与片区总结”（
BMBMCBBMMCED\

）；“中国大地构

造演化和国际亚洲大地构造图编制”（
aaMCB`CDbC

）
O

BCDE#

刘英才（
"*'(

—），女，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从事信息技术、区域编图和综合研究工作，通信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
+'(

号，
,0

-./0112303/456./7"+)869-

C FG

B```cMCCD

年，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统一部署下，

东北地区编制了第一张数字化
B[M\C

万地质图
!

它以

各省（区）《区域地质志》为基础，吸收区域地质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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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资料和成果［1］，是东北地区编制的第一代基于
!"#

的地质图空间数据库，标志着地质信息表达方式从传

统纸质地质图向数字地质图迈进，在东北地区的编图

史记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

$%%&'$%%(

年，伴随着地质调查项目的蓬勃开展，

大兴安岭和辽东
)

吉南两大成矿带研究程度显著提

高，根据地质调查项目成果编制了东北地区第二代数

字化
*+*&%

万地质图
!

该图地层以最新的地质年代表

示，以岩石单位为内容；侵入岩以岩性加年代为单位；

区域地质构造突出表达了跨省的区域性大断裂，反映

了区域构造格架的宏观格局，并编制了《东北地区地质

构造单元略图》，建立了空间数据库
!

地质图空间数据库的建立，提高了地质图信息利

用的灵活度和地质编图效率
!

在前人地质编图基础

上，利用东北各省（区）
*,&%

万大地构造相图资料，中

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自
$%*-'$%*.

年开

展了《东北地区大地构造相图（
*,*&%

万）》的编图工作
!

该图以板块构造及大陆动力学理论为指导，以研究大

陆块体离散、汇聚、碰撞、造山的大陆动力学过程为主

线，研究了各时期地质建造，采用大地构造相进行图面

表达
!

图件的公开出版，为东北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服

务
!

* !"#$%&'

*/* ()#$

在大陆岩石圈与大洋岩石圈构造体制转换的时空

域中，在大洋岩石圈俯冲作用制约下，形成弧
0

盆系，

导致众多岛弧（残余弧或微陆块）与弧后盆相间错列，

具有特定的结构、构造和时间演化特征，称为多岛弧盆

系构造（简称弧盆系）［2］
!

本图以板块构造理论为指

导，以多岛洋、弧
0

盆系演化观点为切入点，运用大地

构造相分析方法，研究东北地区地壳形成、演化历史，

以及大地构造环境及其与成矿作用的时空关系
!

*/$ *+,-

本图的编制，主要以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以

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四盟（市）
*,$&

万建造构造图和

大地构造相图（
*,&%

万）为基础，并收集了近年来东北

地区最新资料编制的大兴安岭成矿带北段
*,&%

万地

质图、辽吉黑东部
*,&%

万地质图、辽宁省
*,&%

万地质

图、吉林省
*,&%

万地质图、东北地区
*,*&%

万地质图、

东北地区
*,*&%

万花岗岩地质图，以及部分近年完成

的
*,$&

万区调成果资料、有关的科研成果、论文资料

等，进行资料综合及图件编制
!

*/1 !"./

在板块构造理论指导下，运用将今论古的比较构

造地质方法论和大地构造相时空结构分析方法，依据

*,&%

万省级大地构造相图所表现的各种地质构造建

造实际，精细划分特定构造阶段和大地构造环境中形

成的各个不同尺度、不同岩石构造组合的构造单元；厘

定构成地壳表层构造的存在状态、结构组成和组合系

统，揭示在空间上形成于不同构造部位和不同深度的

构造单元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化过程
!

全面收集

整理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资料，深入分析控制区域成

矿的地质建造和构造要素，系统解析和精细研究沉积

岩、火山岩、侵入岩、变质岩的地质建造特征，总结构造

单元的构造演化及其成矿特征和成矿规律
!

*/- 01234

（
*

）地理底图采用的是全国
*,*&%

万数字地质图

地理底图，按照最新公布的国家级和省级行政界线标

准画法，对国界和省级行政界线进行修改完善
!

（
$

）构造相面元空间数据，是指出露于地表并在图

件编制比例尺精度下可以表达，又被赋予岩石构造组

合特征，反映构造环境的沉积岩、侵入岩、火山岩、变质

岩和大型变形构造五要素组成的多边形地质体图间数

据
!

（
1

）属性数据全面反映了东北地区
!

—
"

级大地

构造单元特征，使用统一的系统库和代码，为今后全国

性编图、数据共享和数据库管理创造了条件
!

$ 5678

$/* 9"78

主图以亚相为基本编图单位，突出主体相
!

在建

造组合基础上，归并亚相，由亚相归并为相，由相归并

到大相，由大相归并到相系
!

图面最小编图单元为亚

相
!

以颜色表达构造单元，花纹表达岩石构造组合，注

记表达时代及构造单元；大地构造环境随时空的演化

特征用时空结构表来表达
!

辅图共
*%

张，包括前南华纪、南华纪—中三叠世、

晚三叠世—早侏罗世、中侏罗世—白垩纪、新生代
&

个

阶段大地构造图及大地构造略图，东北地区兴蒙造山

地 质 与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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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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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大地构造演化时空结构表，索伦山
!

西拉木伦拼合

带大地构造演化时空结构表，华北古陆块大地构造演

化时空结构表及东北地区大地构造演化模式图
!

"#" !"#$%&

大地构造相是大地构造环境的物质表现，是在特

定构造环境和构造部位形成的岩石构造组合，它是反

映陆块区和造山系（带）形成演变过程中，在特定演化

阶段、特定大地构造环境中形成的一套岩石构造组合，

是表达大陆岩石圈板块经过离散、聚合、碰撞、造山等

动力学过程而形成的地质构造作用的综合产物［3］
!

中国大陆地壳组成和结构最基本特征是由一系列

不同时期多岛
!

洋、弧
!

盆系转化为造山系的构造域围

限华北、扬子、塔里木三大陆块；中国东部在中生代以

来深部软流层上涌，区域岩石圈拆沉去根，引发地壳伸

展，形成叠加造山裂谷构造系统［4］
!

根据上述特征和东北地区地质构造特点，东北地

区一级构造单元由陆块区、造山系和结合带组成
!

其

中亚相和相的划分，主要依据省级
$%&'

万大地构造相

工作底图沉积岩、变质岩、火山岩、侵入岩、大型变形构

造研究成果集成
!

划分了
(

级构造单元，共包括
)

个

相系（一级）、
$"

个大相（二级）、
)*

个相（三级）（如表
$

和图
$

所示）、
(+$

个亚相（四级），地层划分为
)(

种亚

相类型，岩浆岩、侵入岩划分出
$$

种亚相类型
!

",) !"'()*

东北地区现今地质构造部位属滨太平洋构造域，

以不同规模相对稳态的古老陆块区与不同时期的造山

系组成的复杂镶嵌结构为基本特征
!

在漫长的地质演

化进程中，主要经历了早前寒武纪古陆形成、古生代古

亚洲洋构造域和中生代以来滨太平洋构造域演化等
)

个重要地质构造时期
!

多次不同阶段构造事件的叠加

改造，使得地质构造特征复杂多样：在前中生代总体上

表现为南部为华北陆块区东段，北部为兴蒙复合造山

区，并以微地块和造山带交织分布为特征，索伦
!

西拉

木伦结合带（对接带）是古亚洲洋消亡的地质遗迹；中

生代以来则表现为规模巨大的构造
!

岩浆带、盆地群

和陆缘断裂带发育为特征；新生代大地构造特征主要

是构造控制盆地发育，新生代最关键的重大构造事件

是太平洋板块的西向俯冲、挤压，发育大型沉积盆地及

碱性基性裂谷玄武岩，新生代沉积地层的厚度和沉积

速度，大体上可以反映新生代大陆的构造活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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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东北地区大地构造略图

"#$% ! &'( )(*)+,#* -.()*' /01 +2 3+4)'(0-) 5'#,0

6

—兴蒙造山系（
7#,$

’
0,89+,$+:#0, +4+$(,#* -;-)(/

）；
66

—索伦山
<

西拉木伦结合带（
=+:+,.(48704 9+4+, ->)>4( ?+,(

）；
666

—华北古陆块（
3+4)' 5'#,0

!"#$%&

）；
6 <!

—额尔古纳地块（
@4$>,0 A:+*.

）；
6 <B

—大兴安岭弧盆系 （
C0D#,$0,:#,$ 04*8A0-#, -;-)(/

）；
6 <E

—小兴安岭
<

张广才岭弧盆系

（
7#0+D#,$0,:#,$8F'0,$$>0,$*0#:#,$ 04*8A0-#, -;-)(/

）；
6<G

—松嫩盆地（
=+,$,(, H0-#,

）；
6<I

—太平沟
<

依兰
<

黄松俯冲增生杂岩带（
&0#1#,$$+>8J#:0,8

K>0,$-+,$ ->AL>*)#+, 0**4()#+,04; *+/1:(D A(:)

）；
6<M

—佳木斯
<

兴凯地块（
N#0/>-#87#,$.0# /0--#2

）；
6<O

—完达山结合带（
P0,L0-'0, Q>,*)#+, ?+,(

）；

66<!

—西拉木伦结合带（
704 9+4+, Q>,*)#+, ?+,(

）；
66<B

—温都尔庙弧盆系（
R,L+4 =>/ 04*8A0-#, -;-)(/

）；
666<!

—冀北陆块（
3+4)'(4, K(#A(# :0,L/0--

）；

666<B

—冀辽陆块（
K(A(#8S#0+,#,$ :0,L/0--

）；
666<E

—渤海东陆块（
@0-)(4, H+'0# :0,L/0--

）

E !"#$

BT!U

年
B

月，东北地区
!V!IT

万大地构造相图和

说明书由地质出版社出版（如图
B

）
'

它是一份区域性

大地构造图，是对大地构造理论研究和综合应用的汇

总和集成，是东北地区科技创新成果和技术方法进步

转化应用的重要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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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地构造研究已日渐成熟，在不同构造学说

理论指导下的一系列全国性和区域性构造图层出不

穷
-

本次编制的东北地区
!0!-&

万大地构造图集合了

东北各省（区）地质专家多年来的区调和科研成果，继

承了前人的研究基础，深化了对东北地区区域大地构

造及建造的认识
-

区域地质填图是大地构造研究的基

石，感谢东北地区广大地质工作者长期工作在野外路

线调查一线，感谢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及内蒙古

自治区的地质专家们对大区编图所做出的贡献
-

我们

的构造图可能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有待今后新人的

进一步研究
-

地质编图工作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我

们永远走在发展和进步的征途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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