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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东部大地构造演化研究现状与盆地原型

及其迭加改造分析

宋立军，吴冲龙，冯常茂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

摘要：在综合华南东部大地构造演化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该区大地构造演化研究的几种主要

观点和存在问题，分析了研究区大地构造背景、区域地质特征及盆地多期并列迭加改造特征，

从而指出盆地原型及其迭加改造分析是华南东部大地构造演化研究的突破点和发展方向，并

提出了研究思路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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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南东部包括福建省和浙江西南部，江西中南

部，广东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区。它位于欧亚板块与

太平洋板块的交接地带，处于古华夏大陆板块内，

又是现今欧亚大陆板块的活动边缘，地质演化历史

漫长，构造复杂，岩浆活动频繁，矿产资源丰富，其

构造演化历程一直受到普遍关注。

’! 研究现状

自 ’(", 年，美籍学者葛利普（87 97 !,’:’/）在

《中国地质》一文中将华南东部变质岩系划归太古

界与元古界，其上缺失震旦系 & 下古生界，并将其

在构造属性上定名为“华夏古陆”后，侯德封、王日

伦和张兆瑾（’(+%）、陈旭和王宠（’(,’）以及周仁沽

和杨超群（’(%’）等先后于闽东南、闽西北及广东等

地建立了前寒武系的变质岩剖面。此后，掀起了该

区构造演化研究的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许多

地质学家对华南东部的区域地质构造演化进行了

研讨，如：黄汲清（’(,%）、张文佑（’(),）、陈国达等

（’())）、环文林等（’(-"）、李春昱（’(-$）、任纪舜

等（ ’(-,）、郭 令 智 等（ ’(-,）、王 鸿 祯 等（ ’(-$，

’((#）、许靖华（’(-)）、万天丰等（’(-(）、谢窦克等

（’(-(）、梁鼎新等（’((+）、陈海泓等（’((,）、李继

亮等（’(($）、竺国强（’(()）、郭福祥（’((-）都曾从

不同角度深入地讨论了华南东部的整体构造演化

特征，张德全等（’(-#）、翁世劫（’(-+）、杨巍然等

（’(-$，’((# ）、杨 森 楠 等（ ’(-$，’((# ）、水 涛 等

（’(-$）、高天钧等（’((’）、杨树峰等（’((’）、余达

淦（’((+）、张理刚（’((,）、范小林等（’((,）、张伯

友（’((%）、李兴振等（’((%）、赵汝旋（’(($）、廖群

全等（’(((）、熊绍柏等（"##"），也曾具体地讨论过

与研究区构造史有关的重大问题。

地质学家们揭示出大量的重要地质事实，提出

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模式，为进一步认识该区构造

演化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其观点又很不一致，其

中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加里东褶皱带，沟、弧、盆体系

及地体群，中生代造山带，碰撞造山带等多种观点。

（’）沟、弧、盆体系及地体群的大陆增生模式

郭令智等［’］运用板块构造和地体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分析识别了华南东部古沟、弧、盆体系的地

质标志，认为华南东部是扬子地块南缘自元古代后

的一系列岛弧褶皱系，并将江绍断裂带及其西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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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带归之为各期岛弧褶皱系的东南边界。由此

认为华南东部陆壳是洋壳由 !" 向 #$ 朝江南元古

宙岛弧褶皱系之下的渐进式后退俯冲，建立了沟 %
弧 % 盆体系的大陆增生模式。尔后在原来沟 % 弧

% 盆体系认识的基础上，又提出华南东部存在地体

的增生与大陆边缘的演化［"］。但王联魁（&’(’），江

博明等（&’()，&’(’，&’’#）根据花岗岩的 $% 模式

年龄，相继提出华南在 &###’( 年前已形成一个统

一大陆，对大陆增生的看法提出异议。

（"）边缘海观点

王鸿祯［*］从全球构造活动论与历史发展阶段

论观点出发，运用历史构造分析方法，利用地层沉

积类型组合和生物区系及生物古地理，分析了华南

东部在不同时期各区块间的构造接触性质、构造环

境及其发展变化，并从古大陆边缘观点出发，认为

本区受控于扬子陆缘带的不断发育和扩展。华南

东部及沿海有二个前震旦纪稳定陆壳，扬子地台和

南海 % 印支地台，闽西北前震旦纪岛群东为外海，

华南东部为扬子地台东南大陆边缘区；寒武奥陶纪

时，保持这个轮廓，志留纪时两个地台互相接近对

接，浙闽岛弧向扬子俯冲，形成浙西张裂海槽，至志

留纪末褶皱关闭；海西 % 印支旋回华南东部在加里

东运动挤压隆升背景上表现为平静的拉伸张裂，印

支阶段进一步碰撞；侏罗纪至白垩纪初，该区为“安

底斯型”的大陆边缘类型；早白垩世早中期燕山二

期运动引起华南东部上升加剧，形成一系列小型箕

状红盆；早第三纪晚期发生的喜马拉雅运动使华南

沿海发生大规模玄武岩喷发。

（*）加里东造山模式

任纪舜［+］依据华南东部下古生界及其以前的

地层，在志留纪时广泛发生褶皱，泥盆系不整合地

覆盖在下古生界之上，认为加里东旋回时，华南东

部可以分为三个构造单元，即扬子准地台、华南加

里东褶皱带和印支 % 南海准地台（称为前震旦纪西

太平洋古陆）。华南东部的浙、闽、皖、赣边界地区

被看作是加里东褶皱带的一部分，然后发生晚古生

代到三叠纪早期广泛陆表海型的海侵，是一个向滇

越呈剪刀状张开的拗拉槽型的冒地槽褶皱系。

（+）构造 % 岩浆地体的裂解增生模式

谢窦克等［,］通过地壳和岩石圈的物化性质及

地壳提供的岩浆储源位、性质和演变的研究，以及

岩石圈沉积岩、火成岩和变质岩石学特征的研究，

查明 地 壳 外 层 的 动 力 过 程。 认 为 华 夏 陆 块 是

,## ’(左右来自冈瓦纳大陆的碎片，加里东旋回斜

向仰冲到下扬子亚板块之上，形成“ 华夏加里东褶

皱带”，进入大陆地壳期。海西 % 印支旋回在本区

表现为稳定大陆型盆地沉积，陆壳以武夷山隆起为

中心呈环带状向外扩张；燕山旋回由于受太平洋板

块向欧亚大陆板块俯冲的影响，在拉张作用下本大

陆板块拉张变薄，并遭到强烈破坏，产生一系列生

长断裂，发生大规模岩浆活动，形成福建沿海中生

代“长乐 % 南澳变质带”。在此基础上又认为大陆

破裂和解体是热点隆起所造成［$］，提出了华南东部

岩石圈板块经历了自 & "## ’( 以来两次碰撞、三次

裂解的构造演化过程。

（,）地壳多次开合观点

杨巍然等［)］根据开合观点，将板缘构造与板内

构造结合起来，对比各阶段板块构造的特征，研讨

了华南东部板块的构造演化趋势，认为东南沿海存

在一个晚古生代时就已存在的华夏古陆。即东南

沿海为加里东及更老的基底，晚古生代基本上属盖

层性质；中新生代则是在此基础上由于断裂而“ 活

化”，形成最重要的长乐 % 南澳断裂带；稍后太平洋

板块的多阶段俯冲，使华南东部板块内部也发育了

一些裂解带，在此基础上由于断裂而“ 活化”，在东

部总体隆起的背景下，形成了一系列 $$! % $! 向

为主导的板内构造。

（$）多次碰撞造山观点

李继亮等［(］通过“中国东南大陆及邻近海域岩

石圈结构、组成与演化研究”课题，运用碰撞大地构

造相观点，从地质 % 地球化学的角度研究了华南大

陆的岩石圈结构深部地质特征，对地壳结构及地壳

增长、裂解和拼合的时空演化规律和特点进行了较

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以中晚元古代、早古生

代、三叠纪和白垩纪四个不同时期碰撞造山带为构

造单元的演化模式。此外，周新华（&’’&）、范小林

等（&’’+）、胡开明（"##&）、熊绍柏等（"##"）以及王

祖伟（&’’)）认为华南东部是经过中元古代以来多

时期合成的碰撞造山带。

（)）“南华式”造山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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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珺等［#］通过对华夏板块和扬子板块边缘

及华南裂谷盆地分析，追踪华南褶皱系两侧的构造

形迹、盆地展布等，根据对沉积构造和古生物等特

征的研究，认为华夏古陆是在浙闽运动期间形成的

原始陆块，西以华南洋与扬子陆块相隔。四堡运动

时期华南洋向华夏陆块俯冲，华南东部地区形成武

夷 $ 云开岛弧和闽浙弧后盆地；晋宁运动时期华夏

陆块与扬子陆块在江山以东缝合，形成江绍缝合带

和浙西前陆盆地，未缝合地域为深海 $ 次深海浊积

岩堆积的华南残留盆地系；震旦 $ 寒武纪华南东部

因转换拉张裂谷作用形成一系列隆起和盆地，嗣后

于加里东期末聚合。华南东部在晚古生代和中生

代分别经历了被动大陆边缘和安第斯型活动陆缘

两个阶段。

（%）、多岛洋观点

殷鸿福等［&’］认为软碰撞、多旋回和造山长期性

是多岛洋特提斯模式的特点，并认为华南东部是特

提斯多岛洋的一部分。浙闽粤地区存在以建瓯群、

陈蔡群为代表的古元古代变质基底的华夏古陆，

中、新元古代发育盖层沉积，震旦纪后开始解体。

政和 $ 大埔断裂以西至武夷 $ 云开地区，在早古生

代时广泛接受沉积，中、晚奥陶世加里东造山运动

使华夏板块仰冲、快速隆升，西倾大陆斜坡形成浙

西前陆盆地；海西 $ 印支期华夏陆块张裂，尔后其

东侧斜坡发育的石炭纪沉积被向西推挤至沿海陆

块之上。

（#）中生代阿尔卑斯造山模式

许靖华［&&］根据阿尔卑斯薄壳板块构造模式，认

为华南东部是中生代碰撞造山带。华夏板块与中

间板块的碰撞在志留纪末，华南东部在泥盆纪以后

的石炭系、二叠系和三叠系是古南海西边和北边的

被动边缘的沉积；古南海的消减作用，使二叠纪和

三叠纪时期被动边缘盆地变得很深，沉积了复理石

相，形成南海弧后盆地；三叠纪到侏罗纪时期洋壳

逐渐消失，最后导致弧后坍塌、弧和大陆碰撞，并造

成扬子和华夏板块中生代碰撞造山，形成板溪混杂

堆积。日本 $ 台湾弧和华夏板块在中生代时期的

弧后碰撞作用使混杂岩带在碰撞后续继俯冲，最终

使板溪混杂岩带和华南东部花岗岩基底被推到扬

子被动边缘之上。

"! 存在问题

几十年来，许多地质学家分别按不同学说和不

同观点，从不同方法（地质学、地球物理、地球化学）

和不同角度对华南东部大地构造演化的许多关键

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对该区大地构造属性及其

变革过程、构造机制和动力学背景的认识很不一

致。由于变质基底年代学研究的一些较为可信的

精确定年数据的获得，充分证明了该地区存在早、

中元古代变质岩系。且在其基底浅变质地层中，陆

续发现古生物化石，证实确存在有震旦、寒武与奥

陶系地层，使赣粤诸省的龙山系与闽北的建瓯群的

含义改变，促使葛利普所称的“ 华夏古陆”难以成

立。另外，大量的地调科研工作证明“板溪混杂岩”

是一套前寒武纪成层有序的正常海相地层，从而肯

定了前 寒 武 纪 变 质 基 底 的 存 在（ 水 涛 等，&#%(，

&#%%；谢窦克，&#%#），并认定江绍缝合带是扬子板

块与华夏板块前震旦纪碰撞对接缝合带（#)’ !"，

李献华等，&###），这又使“ 华南中生代阿尔卑斯碰

撞造山”模式也显得难以理解（#$%&"，&#%#，’()*++
*&"+, ，&##*，）。而徐树桐、薛重生、张克信、何科昭、

赵祟贺等先后在赣东北蛇绿混杂岩带中又多处发

现了含晚古生代放射虫硅质岩，从而认定赣东北存

在一条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碰撞对接的印支期缝

合带，这似乎又重新支持了许靖华的“ 板溪洋”与

“板溪混杂岩”模式，但又使得沟、弧、盆褶皱系及地

体群、多岛洋观点、边缘海、华夏加里东褶皱带、地

壳多次开合观点难以理解。以上不同观点的争论

深刻地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华南东部大地构造演化有多种观点和多种

模式，其论述不同甚至相悖，这充分说明了华南大

地构造演化的复杂性。

（"）、受资料、研究程度和认识水平所限，不同

论点多限于各学科分体式静态研究和宏观理性认

识，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专业、方法局限性。

（+）、各论点基本多是从单一地球科学侧面或

模式出发，而整体、动态、综合的系统研究不足，缺

乏多方面的制约，尤其对盆地的原始形态、性质、同

沉积构造特征及后期改造综合研究相对薄弱。

（,）、各论点多从反演方面通过少量数据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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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从正演角度给予验证，如从盆地形成、演化迭

加改造方面进行正演研究等。

综上所述，地质学家们对该地区原始地质构造

面貌、大地构造演化与改造的动力学机制认识不

一，且差别很大。但对本区存在元古宙变质岩系的

看法基本趋向一致，即浙闽存在前寒武纪的“ 华夏

古陆”、华夏地块，亦有学者称其为浙闽古陆、浙闽

古岛弧等。

%! 盆地原型及其迭加改造分析

造山作用和成盆是地壳运动相互依存的两个

方面，所以沉积盆地是地壳的基本构造单元之一，

在应用“全球构造活动论与构造发展的阶段论”观

点研究沉积盆地时，必然意识到“ 盆地呈多阶段发

展”。朱夏等（&’(%）为此提出了研究盆地的“ 活动

论构造历史观”，并认为“盆地运动体制”— 热体制

与构造体制随着地史的发展而改变，运动体制的演

变及变革导致盆地的形成环境、沉积充填等发生变

化，出现新的盆地类型及产生盆地相互迭加改造现

象。朱夏（&’($）指出：“ 一个盆地，尤其是大型盆

地，总是包含着若干个由不同的地球动力学机制产

生的不同结构部分，并称之为“原型”（!"#$#$%&’）。”

盆地结构分析是就是盆地“原型”的识别过程，通过

对盆地结构的分析，可以认识盆地形成、演化的过

程和机制。

在盆 ) 山体系中，造山带与盆地具有协调的时

空格局和统一的地球动力学背景，其以物源为联接

纽带，盆地充填物主要来自于相邻造山带，与造山

带耦合的盆地沉积受到造山带的控制。构造 ) 热

体制变化造成盆地构造格局变化形成大量宏观和

微观的构造形迹，并使盆地不同时期和不同部位接

受造山带的沉积物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沉积特征，

发育了不同的岩相和沉积体系；并使盆地后期遭受

多期次强烈改造，面目全非，形成盆地纵向上表现

为不同层次，横向上表现为不同的结构型式的多原

型并列迭加改造的显著特征。

对沉积盆地沉积和构造特征的分析，可恢复各

世代盆地原型，分析盆地迭加改造历史，揭示与之

耦合的造山带历史，从而恢复区域大地构造演化历

史及其动力学机理。

*! 华南东部盆地原型及其迭加改造

分析

! ! 在构造活动论与发展阶段论的制约下，随着热

) 构造体制的改变，华南东部地区经受了多次不同

期次、不同体制构造 ) 热事件的影响，使古生代和

下中生代残留盆地在中新生代陆内构造演化阶段

多被中新生代盆地掩盖深埋，形成盆地多原型并列

迭加的显著特征，使盆地原型与现今盆地表现出很

大的差异，纵向上表现为不同层次，横向上表现为

不同的结构型式。

基于华南东部古生代以来大地构造演化的复

杂性以及后期改造的多期性，应遵循整体分析、综

合分析、背景分析和演化分析的指导思想（ 李思田

等，&’(%，&’((，&’(’），采取严谨的科学态度，广泛

收集和消化前人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从活动论、单

元论和阶段论的观点出发，以盆 ) 山耦合观点为指

导，具体采用地表与地下、野外与室内、宏观与微

观、定性与定量、正演与反演相结合工作方法，以及

()*、+* 等新技术，进行盆地原型恢复与迭加分析

研究，把研究区作为一个复杂系统，从整体上、动态

上、各种结构的相互关系上，分析华南东部盆地沉

积记录和构造变形特征，研究古生代以来各时期盆

地沉积特征和构造 ) 热事件期次及性质；重点分析

研究区内各时期地层的沉积、岩石、地层参数和空

间分布规律，建立各时代盆地原型的地层格架、沉

积相和沉积体系划分，恢复古海陆分布格局；通过

构造与沉积的综合研究，阐明盆地和造山带的性

质、形成时期、分布范围及其演化历史，重塑华南东

部地区大地构造演化历史及其动力学机制（ 见图

&）。其发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华南东部盆地原型分类研究；

（"）华南东部盆地原型恢复研究：特别是盆地

的原始结构、形态、性质和形成演化研究；

（%）华南东部构造热事件定年、期次和性质研

究；

（*）华南东部盆地迭加改造的演化动力学环境

及地球动力学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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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华南东部盆地原型及其迭加改造分析框架图

!"#$ #! %&’()*"* +, -.+/+/)01 2’*"& ’&3 4/$* 5601."70+*13
.1,+.7’/"+& -.+81** +, /91 5+6/91’*/ :9"&’

%! 结语

华南东部由于受构造活动论与发展阶段论的

制约，随着热 & 构造体制的改变，盆地后期遭受多

期次强烈改造，原始面貌大为改观，甚至面目全非，

并使古生代和下中生代残留盆地多被中新生代盆

地掩盖深埋，具有多原型并列迭加改造的显著特

征。

通过对华南东部的沉积特征、构造特征和构造

热事件的分析，可以恢复各世代盆地原型，查明盆

地迭加改造历史，揭示与之耦合的造山带（古陆）性

质、形成时期、分布范围，从而可以阐明华南东部大

地构造演化的历史。

华夏陆块的盆地属性、演化过程、构造背景等

是揭示华南古大陆演化的焦点问题，盆地原型及其

迭合分析提出了一种研究本区大地构造演化的新

方法，也是华南东部大地构造演化研究的突破点和

发展方向，不仅对阐明研究区大地构造格局和构造

演化历程，而且还能为石油、煤、金属等矿产的预测

提供指导，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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