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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编制地层表
,

首先要作一个地层区划 图
。

而地层区划图的编制主要是根据

地层沉积环境
,

也就是地槽
、

地台的分布等古地理现象进行的
。

但是我们对地槽
、

地台

概念的认识
.

还是有分歧的
。

`

地壳上的地层沉积有些地方比较厚
,

另一些地 方 则 比 较

薄
,

而且较厚的地层往往成条带状分布
,

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

为地质工作者所都承认
。

这个沉积厚地层的长条带地区
,

地质工作者称之为地槽
。

问 题是 地 槽 是 怎 样 形 成?

地槽的活动性质如何? 以及地槽产生在什么地方 ? 则是长期以来地质工作所 探 讨 的 对

象
。

李四光先生曾说过
: “

人们对地槽的认识
,

在地质构造现象中
,

确实提 出一个比较

重要的问题
,

但是也引起了一些疑间
,

首先是地槽的概念不是那么明确… …
,

更重要的问

题是在地球上为什么发生了那些地槽
。 ”

二

早在
一

t
一

九世纪三十年代 已有人注意到在一个地壳洼陷地带
,

地层沉积要比其周围厚

的多
,

但没有形成什么概念
.

1 8 5 9 年霍尔 ( J
·

H a l l) 发现厚地层沉积带往往和地层

褶皱所形成的山脉是一致的
。

他认为这个沉积带是在地壳上的一个大向斜
。

1 8 7 3 年

达纳 ( J
.

D
.

D a n a
) 对此进一步有所发展

,

并给它起一个名字 叫作 G eo s y n o l i ne
,

就

是现在我们所译的地槽
。

也有人把它译为地向斜
。

和它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地背斜
。

他 认

为这二者是由于地壳表面收缩所形成
。

在地槽内的沉积厚度可以比地槽以外同期地 层厚

度多儿倍以至儿十倍
。

地槽沉积带经过褶皱 就 成 了山 脉
。

舒克 特 ( C h. S o h u c h e r t

1 91 。 ,

19 2 3) 认为地槽发生于大陆的边部
。

地槽和大洋之间还有一个边界陆地相分隔
。

另

外还有介于两个大陆之间的海槽
,

例如特提斯古海
。

他称之为中间地 槽 (M e s o g e o s y n 。一

il en ) 或地中海
。

豪格 ( E
·

H a

叱 1 9 0 0) 认为中间地槽是真正的地 槽
。

1 9 3 5 年 施蒂尔

( H
·

5 t i 1 l e )将两个大陆之间的地槽
、

或大陆与海洋克拉通之间的地槽叫作O r t h o g e 。
一

5 y n k l i n a l e ,

我们译作正地槽
。

大陆上的海盆坳陷叫作 P a i. a g e o s y n k l i n a l e
,

我 们译

作准地槽
。

1 9 4 1年施蒂尔进一步划分地槽
,

以碎屑岩及碳酸盐沉积为主
,

而缺少火 山岩

. 本文是 1 9 7 7 年 昌月 宁 日在西北地层表脸收会议上发 言的一部分
。



物质的地槽为 M ol g oe s y n k l in o le
。

从英语读音
,

我们译作冒地槽
,

如果按原来的 德 语

读音
,

就应译作米呕地槽
。

地壳活动性较强
,

有侵入岩体
,

火山岩物质沉积占重要成份

的地槽为 E gu eo s y o

kl i an le
。

按英语读音
,

我们译作优地槽
,

如果按德语读音
,

就应该

译为噢依地槽
。

但是冒地梢和优地槽这两个术语既 己被广泛使用
,

就没有改变的必要
,

反正只是一个代号罢 了
。

这个概念在国际上也被广泛地采用着
。

我国 《 祁连山地质志 》

上说这两个术语是凯依提出来的
。

这是搞错了
.

因为施蒂尔的书印出后
,

正值第二次世

界大战时期
,

印出后未及正式发行
,

就被炸毁
,

所 以看到这本书的人较少
,

而凯依 ( M
·

K a y 1 9 5 1) 却在他的书中引用了
,

所以有人认为这两个术语是凯依创立的
。

凯依在 1 9 51

年提出大陆边缘地槽 ( P ar al i a g oe
s y n c l主n e

)
。

他指的是位于现代大陆边缘的 地槽
。

1 9 6 6年迪茨 ( .R S
·

D i e tz ) 和霍尔登 ( J
·

C
·

H ol d en ) 按大陆边缘地槽的性质索性把地

槽改为地倾斜
。

冒地槽改为
“

冒地倾斜
”

( M io ge oc il ne )
,

优地槽改为
“

优地倾斜
”

( E u g e o e l i n e
)

。

19 6 9年米切尔 ( A
·

H
·

M i t e h e l l ) 和 里 T ( H
·

G
·

R e a d i n g ) 从地槽

沉积和板块构造移动的关系又提出①大西洋型地棺
,

沉积地带位于移动板块的尾 部
,

②

安第斯型地槽
,

沉积带位于移动板块的前缘
,

直接和大陆板块相接触
,

③岛弧型地槽
,

沉积带也位于移动板块的前缘
,

但未直接和大陆板块相接触
,

而位于岛弧的外侧
。

日本

海型地槽
,

介于岛弧与大陆之间
,

属于③的一个亚型
。

在苏联最初也是继承了霍尔和达纳的认识
。

到了本世纪 三 十 年代 阿 尔 罕 格 斯 基

( A
·

八
·

A p x a o r e 二 。认 H幻提出地槽的概念
,

他认为在那里垂直的振荡运动较强
,

形成相对

的隆起和坳陷
,

这是地表上构成山峦起伏的原因
。

他 当时也考虑到将现 代 大陆边 缘 的

海 面 下 沉积 带列入地槽区
。

沙特斯基 ( H
·

C
·

川幻
c K 二幻对这个概念有所发展

,

他认

为地槽区的地 向斜和地背斜是导致褶皱山系的复合体
。

他称之为构造系
。

别 洛 乌 索 夫

.B .B B e ” 夕。 6 B 1 9 3 8一 1 9 4 2 ) 认为在地槽的轴部
,

坳陷到一定程度便回返上升成一个

中央隆起
。

它将原来坳陷分为两个次生坳陷区
,

其中一个位于地台 边缘
,

成 为 前 缘坳

陷
,

另一个位于与其它隆起之 间
,

则形成山间坳陷
。

裴伟 ( A
.

B
.

n e 二 。 e 1 9 4 5 ) 强调 了

深大断裂与地槽的关系
。

深大断裂深达地慢
。

沙特斯基 ( 1 9 4 6) 认为地槽区与地台区的下

部地慢结构有所不同
。

1 9 7。一 1 9 7 2年别洛乌索夫提出由于地幢上部软流层的移动上升
,

导致地槽的回返
。

总之这些概念多倾向于地槽或地槽区是大陆内部的坳陷
。

垂直运动占

主导因素
`

由于近几年板块构造学说的提出
,

苏联的地质工作者 已正在研究对地槽
、

地

台概念的新认识
辛 。

由于长期以来许多地质工作者认为地槽是 不 断 地 坳陷或断陷
,

在那里沉积了很厚

的地层
。

到了一定时期终止坳陷或断陷
,

经过地壳活动
,

使原来坳陷地带上升成山脉
,

所

以给它一个名称
,

叫作
“

地槽回返
” .

或者说地槽是介于两侧隆起间的一个中间坳陷
,

后来由于地壳活动
,

原坳陷部分褶皱成山
,

和两侧隆起连接起来
,

坳陷地带闭合 了
。

所

以有人另外给它一个名称
,

叫作地槽封闭
.

以上这些 概念都是从美洲 和欧洲的地质现象所形成的
.

我们对地槽的认识当然也受

4容



这些概念的影响
。

我们的知识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

我们既不能割 断

历史
,

轻易地把前人工作成果一笔抹杀 , 也不应该停留在前人认识的境地
,

止步不前
。

而是要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

最近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编制了一幅五 百万分之

一亚洲地质图
。

不止从面积上看
,

亚洲是各洲 中最大的一个洲
,

而且地质是最复杂的
.

各种形式的地槽
、

地台都有
,

花样繁多
。

仔细研读亚洲地质 图
,

使我们在对地槽的认识上
,

有很大的启发
。

首先在中国东南沿海
,

地质科学研究院大地构造组的同志们划出一个华南地槽 褶 皱

系
。

它是下古生代 冒地槽带
,

位于中国大陆的边缘
。

西北侧是隆起的古陆
,

东南侧是东海
。

那里在现代和过去都不存在有隆起的古陆
。

这个地槽既不是位于大陆的内部
,

也不是位于

两个大陆之间
。

地槽沉积在志留纪之后经袒皱而变成陆地
,

合并于扬子准地台
。

这个地

壳变动只能说是受地壳水平移动而褶皱
,

说不上是什么地槽回返或封闭
。

向东看一看我们的台湾
。

那里也是一个地槽沉积带
,

是在晚白垄世以前褶皱基底上

的第三纪地槽
。

西部靠近大陆的一侧属于冒地槽
,

东部近太平洋的一侧是优地槽
.

这个

地槽的西部是中国大陆
,

东部是太平洋
。

它不是位于大陆的内部
,

也不是位于两个陆块

之间
,

而只能说是位于中国大陆的边缘
。

在第三纪末期这个地槽褶皱成山
,

也不能说它

是封闭或回返
。

再向东看一看日本
,

古生代的最老地层为志留系和泥盆系
,

出露都不多
,

然二者厚

度可达三
、

四千米
。

石炭系和二迭系不但出露广
,

厚度也大
,

还含有丰富的 海 相化 石
,

喷发岩大量 出现
,

具有典型的地槽型沉积
,

而且属于优地槽
。

从它的古地理位置上说
,

是在亚洲大陆的边缘
.

东边是太平洋
,

那里从来不是古陆
。

所以日本地槽不是在大陆内

部
,

也不是介于两个大陆之向
。

同样地日本地槽沉积的褶皱不能说是地槽回返或封闭
。

向北到勘察加
,

向南经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的岛屿
,

情况也都相似
,

不再逐一详述
。

转过来看一看亚洲的西北部
。

那里有一个乌拉尔山脉
,

呈南北向延伸
。

那是一个古

生代地槽摺皱系
。

靠西部邻近俄罗斯地台是冒地槽带
,

东部在古生代地层中
,

火 山岩物

质发育
,

并出露很多蛇绿岩
,

是典型的优地槽沉积
。

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直至叶尼塞河流

域
,

铺盖着平缓的三迭纪以至新生代地层
。

苏联地质工作者称之为西西伯利亚台坪
。

如

果把这些 台坪的盖层都揭掉
,

则下面也全是古生代的褶皱系
。

这样说
,

这个古生代地槽

不限于乌拉尔山脉
,

而是从乌拉尔向东直到叶尼塞河流域
,

向北通北冰洋
,

包括太梅尔

半岛的一个大地槽区
。

从这一个地区看似乎可以说这个地槽是介于欧洲地块和西伯利亚

地块之间的一个正地槽了
。

但情况并不那样简单
。

从乌拉尔地槽向南延伸
,

它和东西向

的中亚地槽是连通的
。

中亚地槽可以说是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地槽
,

向东通到鄂霍次克海
,

以连于太平洋
,

向西经里海
,

黑海到达法国西海岸
,

以连于大西洋
。

在中国北部我们叫作天

山一内蒙一兴安地槽褶皱系
。

它和乌拉尔都属于古生代地槽褶皱系
。

这个地槽和世界上其

它地槽的形态不 同
。

它不是一简单的长条带状
,

而是呈一个倒写的
“
丁

”

字形
,

或拉丁字母

的
“

T
”

字形
。 “

丁
”

字形地槽的北部是介于欧洲地块与西伯利亚地块之间
,

已如前述
。

东部

则是介于西伯利亚地块与华北一塔里木地块之间
。

而西部则只有北侧的欧洲地块
,

缺少

. 苏联部 分材料见本 刊本期译文
“
苏联科学院地槽学说 的某些基本 院理

”



穿南侧放地块
.

最南方虽有非洲及阿拉伯地块
,

但它和这个古生代地槽间
,

还有一个特

提海分隔着
.

到了古生代末期这个复杂的大地槽系结束了它的历史
。

如果说北部乌拉尔

地槽和东部的天 山一兴安地槽是封闭了
,

似乎还可以说得过
。

但是里海 以西地区
,

就不

能说是地槽封闭
,

因为古生代末期褶皱之后
,

在褶皱带的南边
,

还存在着特提斯 古海
.

中国的祁连山是一个加里东地槽褶皱系
。

看起来很奇怪
,

它好像是古生代的内陆小

海盆
,

向两头延伸都通不到大海
,

西端受阿尔金山的截切
,

东头最多只到大别山北麓
。

但是如果把它联系着昆仑 山和秦岭 ( 我们称之为秦祁昆地槽 ) 以及巴颜喀拉山一起看
,

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

.

这是华北一塔里木地块 以南的一个地槽区
。

古生代时期它的西部

和中亚地槽相 连
,

东头通到东海
。

在古生代早期和中期
,

地槽区板块向北移动
,

沿着华

北一塔里木地块的边缘
,

向下俯冲
,

使早古生代沉积发生褶皱
,

生成了祁连山脉
,

合并于

华北地块
。

而地槽南部仍是海浸状态
。

到古生代后期
,

地槽部分继续向北移动
,

使昆仑山
、

柴达木盆地南北的山脉又都褶皱起来
,

进一步扩大华北地块
。

而在 巴颜 喀拉山地区仍保留

地槽状态
,

在那里沉积了厚达一万米以上的三迭纪地层
。

直到三迭纪后期 巴颜喀拉 山又褶

皱起来
,

合并于华北地块
,

而地槽又进一步 向南推移
,

从这个地槽演变的历史可以看出来
,

地槽的发展是以下的一个进程
。

在大陆边缘地层沉积
,

由于地壳移动发生褶皱
,

这一部

分合并于大陆
,

而地槽则向海洋的一边迁移
。

在新的地槽部位地层再沉积
、

再褶皱
,

地

槽再迁移
,

而不是地槽封闭
。

只有在对面遇到另一个陆块及其边缘的地槽时
,

两个板块相

遇
,

则其间的地槽才结束了它的历史
。

特提斯地槽褶皱带是比较有趣的
。

从土耳其经伊朗
、

阿富汗南部
、

巴基斯坦直到我

国雅鲁藏布江流域
,

是一个从中生代末期到新生代 的地槽褶皱带
。

看起来很像是介于两

个大陆之间的正地槽
,

就像本世纪初期豪格所 指出的阿尔卑斯地槽是介于欧洲和非洲两

个地块之间的那样
。

但据近来一些古地磁和古气候的研究
,

都说明阿拉伯半岛和印度半

岛
,

在中生代末期以前都不是在现在的位置
,

而是远在现代位置的南面
。

直到 白垄纪时

期阿拉伯半岛还在赤道带上
,

而印度半岛则远在赤道之南 10
“

一 2。
“

之间
,

靠近非洲的哈

丰角
。

所以有人认为特提斯不是一个单一的地槽
,

而将靠近欧亚地块边缘部分划作北特提

斯地槽
,

将靠阿拉伯地块和印度地块北部边缘部分划作南特提斯地槽
。

从中生代晚期到

新生代由于阿拉伯和印度板块逐渐向北移动
,

两边的地槽逐渐汇合
,

并使地 层 褶 皱 起

来
,

最后结束了这个地槽的历史
。

那么
,

是不是所有的地槽都是位于大陆的边缘
,

而大陆块内部就 没有坳陷生成的地

槽呢 ? 这是值得研究的
。

西伯利亚的维尔霍扬褶皱带是一个地槽褶皱系
,

那 里 的 古 生

代
、

中生代地层都很发育
,

在中生代末期摺皱成山
。

苏联地质工作者称之为启莫里褶皱

带
。

有人 ( C
.

F
.

Bur
r o t t 1 9 7 4) 把西伯利亚分成两个大块

,

西部是西西伯利亚地台
,

即

安纳巴尔地盾及其周围地台
,

东部是科累马地块
,

中间是维尔霍扬地槽
。

这 样
,

就 是 把

维尔霍扬地槽放在两个陆块之间
,

相当于施蒂尔的正地槽
。

但我们在维尔霍扬褶皱带内

没有见到蛇绿岩
,

没有出露洋壳
,

断裂不大发育
,

岩浆活动也很微弱
,

它不像是位于洋

壳基底上地槽
。

它很可能是西伯利亚地块中间介于两个隆起区的一个坳陷
。

这样
,

它就

可以说成是大陆块 内部的准地槽
。

最后
,

我们在大陆块内部也见到一些坳陷或断陷盆地
,

在那里沉积了相当厚的新生



代以至中生代地层
,

陆相或夹海相
,

这可能相当于陈国达同志所说的地洼
,

而不属于地

槽的范畴了
。

不久前看到赛弗特 ( C
.

K
.

S ey f
e r t ) 和斯尔金 ( L

.

A
.

S i r k in ) 合写的一 本 书
.

书名是 《 地球历史与板块构造 > ( 1 9了3 ) 他们认为现代的地槽都是环绕着大陆边缘
,

推

测古代地槽也是同样地环绕着古代地块边缘
。

如果把现代的陆块恢复到原来未移动前的

位置
,

可 以看出许多褶皱的山脉是原来互相联通的地槽
。

他们把各个时代的地块位置及
其周围的地槽都作了塑造

。

从这些塑造里可 以勾绘浊来古代地槽都是环绕在 地 块 的 外

围
.

他们的描述和我们研读亚洲地质图所得认识却是基本上一致的
。

四

综合以上我们从亚洲地质图上所看到 的地质情况
,

结合赛弗特和斯尔金对各个历史

时期的古地理塑造
,

我们可把对地槽的认识归纳为以下儿条
.

( 一 ) 地槽主要是位于大陆块的边缘
。

陆块 上的隆起部分没有盖层
,

叫作地盾
。

陆

块上的海浸部分
, 、

基底比较稳定
,

盖 层沉积不厚
,

叫作地台
.

地台与地槽之间的海浸可

能是互相联通
.

现在有些由地槽所形成的山脉
,

虽然位于大陆内部
,

但当地层沉积时
,

两侧的地块曾是互相分离
,

地槽则是位于当时地块的边缘
。

( 二 ) 靠近大陆的地槽
,

基底主要是陆壳
,

比较稳定
, 、

没有什么火山活动
,

沉积物

以陆源物质为主
,

它叫作冒地槽
。

离大陆较远的地槽
,

基底 已跨上洋壳
,

活动性较强
,

有

火山喷发
,

断裂也较发育
,

沉积物除部分陆源物质外
,

有较多的火山岩
,

包括喷发物质

以及熔岩
,

褶皱带里常出现蛇绿岩套
,

它叫作优地槽
。 、

( 三 ) 虽然地壳的垂省升降运动
,

即所谓振荡运动对地层沉积起着一定的作用
.

但

地层沉积主要是从大陆向海洋方向逐渐推进的
。

在同一地区老
、

新地层不一定同样发育
.

靠近陆地地区往往老地层比较发育
,

,

新地层较少沉积
·

当然新地层的超覆现 象 也 是 有

的
。

而在距陆地较远地区
,

则新地层比较发育 J 老地层不一定齐全
.

( 四 ) 在地槽区内也常有古代岛屿和中间巡块的存在
, 、

例如中天 山
、

中祁连和中亚

地槽东段的布列英中间地块等
.

印支半岛上的东南地块
,

可以作为二个单独的地块
,

也

可 以作为地槽区中的中间地块
.

在中间地块
.

上面可以有地台型沉积
。

在中间地块的外围

也可 以构成局部的冒地槽
。

( 五 ) 地槽的褶皱常常是从靠近陆地部分开始
。

由于板块移动
,

地槽向陆地下面俯

冲 ( 也有向陆地上逆冲的
,

比较少见 )
,

地层发生褶皱
,

合并于大陆
,

而靠海洋的一侧

仍保持地槽状态
。

其后又有新的沉积
,

新的俯冲
,

新的褶皱
,

再度扩大陆地面积
.

地槽

部位也再度向海洋方向迁移
.

除非从对方遇到另一个地块彼此遇合
,

才使它们的边缘地

槽结束了它们的历史
,

所以地槽抗积发生褶皱不能说是地槽封闭或是地槽回返
。

( 六 ) 大陆内部的坳陷带也可以沉积相当厚的海相或陆相地层
。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

准地槽
。

西伯利亚的维尔霍扬地槽大概属
,

于这一类
。

这类地槽实际上是不多的
。

而且它

只是 冒地槽而不会是优地槽
。 ·

现在我们不能说对地槽概念已经很了解了
,

只不过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

向同志们请

教
.

欢迎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
,

以便改正
.


